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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初步探讨了西部开发大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高校大学生婚育意愿影响的范围和程

度, 为该地区人口规划、教育、就业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了参考。研究发现,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

高校扩招造成的就业困难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生育意愿, 而社会婚育理念进步反映到大学生生育理念

中; 大学生对期望子女重学历、更重能力的背后是革新的人才观念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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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leaders and embraces of fashionable thoughts. Their procreation

aspirat ions are not only based on far- reaching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s, but also indicate and control

the directions of the futur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searches on their bearing desiresp were
few. This paper discussed primarily the bearing desiresp area and extent affected by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course of the West Great Exploitation, so as to offer references for the adjustment of populat io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It showed that obtaining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which were caused by

the slow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fast collegesp scale-enlargement influenced strongly the studentsp bearing

desires. The progresses of social marrying and bearing thoughts also influenced their desires. The students

thought that abilitie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degrees for their future children. This idea was based on the

renewing concept on person with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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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 以 /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0 和 /优生优育0 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
策, 使我国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得到了遏制, 人口形势严峻局面得到了缓解。但是, 长期的较低生

育率, 经济的快速发展, 医疗卫生条件的极大改善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 使我国人口

老龄化程度加深。2005年 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 11103%。与 2000年同期相比上

升了 0176% [ 1]
, 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生育意愿趋于稳定和 /华发族0

人群的壮大, 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调整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提高、教育门槛降低和高校扩招, 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迅速扩大。全

国高校招生人数, 2001年为 268130万人, 2003年为 382120万人, 2005年增至 475万人
[ 2]
。高等

教育的迅速大众化, 使我国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得以优化, 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日益成为主要的

劳动力。在校大学生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数量庞大且即将毕业工作; 二是即将进入结婚、生育

期。这一群体不仅知识水平高, 而且思想活跃, 紧跟时代潮流, 对社会变革最敏感, 是年轻人中

时尚观念、文化、思潮的引领者和参与者, 还是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最佳素材。这一群体生育

意愿的形成有其深远的社会、经济背景, 也是当前社会婚育思潮的缩影, 并且预示和左右着未来

人口发展的走向。

然而, 针对在校大学生生育意愿的研究比较少, 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05年, 暨南大学

傅强等完成了 /我国八十年代出生大学生生育意愿调查0, 但其中没有涉及西北地区的普通高校,

仅从宏观和战略层面对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进行探讨, 没有具体联系高校生源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情况进行背景分析 ¹。为弥补这一缺憾, 深入探讨西部开发大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高校

大学生婚育意愿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为西北地区人口规划、教育、就业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第

一手资料和有价值的参考, 我们于 2005~ 2006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针对西北高校在校大学生的

生育意愿调查。调查发现: 未婚大学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善和前沿的生育意愿, 虽然由于受到

各种规定的约束以及学习的压力未能付诸婚育实践, 但会对其毕业后的婚育行为产生强有力的指

导作用。

一、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生育意愿调查的对象, 包括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

学、兰州城市学院、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河西学院和宝鸡文理学院共八所省属普通高校在校大学

生, 主要招收西北生源 ( 7411% ) , 其余来自中东部和东北等地。家在农村的学生 5417% , 城市

的3219% , 郊区的 1214%。

二、调查主要结果

婚后选择生育的是主流 ( 7018% ) , 但不愿生育和意向不明确的大学生竟占到了 2912%, 即

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生育持消极、犹豫和观望态度。不愿生育的理由选项前几项依次为: 生孩

子太烦、是负担 ( 2610%) , 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 ( 2317%) , 经济能力有限 ( 2114%) , 住房

限制 ( 1114% ) , 希望过二人世界生活 ( 1014%)。可见, 对生育消极的大学生追求宽松和浪漫的

理想生活, 而预期毕业后职场的激烈竞争、高负荷的工作和经济拮据等客观因素也使他们视生育

后代为负担和累赘。

多数大学生 ( 7813%) 选择在毕业至少三年后结婚; 过半数大学生选择 30 岁前生育, 少数

拖到 30岁以上, 近 1P4不确定; 超过 1P3的学生对具体婚后几年生育不确定, 两年后生育的近 1P
3, 三年及以上的占 1P4。可见, 虽然大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将达到或超过婚育黄金期, 但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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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因素影响还不能果断地把生育意愿变成现实, 不少持犹豫、观望态度, 各种原因和背后更深层

次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前四项依次是: 两个和一男一女为 3711% ; 一个与无所谓男女的

占2916%; 一个男孩为 711%; 一个女孩为 512%。如果无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时前四项依次是:

两个和一男一女占 4618% ; 一个和无所谓男女为 2510%; 一个女孩为 511% ; 一个男孩为 410%。
当问及生育数量满足而子女性别不满足时是否再生育, 回答 /否0 的为 9214% , 只有 716%的人
回答 /是0。绝大多数大学生理想生育子女数不超过两个, 同时认为拥有一男一女的家庭会更完

整和幸福; 计生政策对大学生理想子女性别意愿有较大影响, 当无政策约束时更渴望同时拥有一

男一女两个孩子; 有或无计生政策影响时其理想子女性别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

理想生育子女数影响因素前五位依次是: 个人和家庭预期收入 ( 2617%)、自己主观意愿

( 1614% )、配偶意愿 ( 1418% )、孩子照料问题 ( 1316% ) 和个人事业发展 ( 1010% )。理想生育

时间影响因素, 最主要影响前两位是结婚时间早晚 ( 3115% ) 和工作原因 ( 2716% ) , 次要影响

因素前两位是收入 ( 2012% ) 和住房 ( 1313%) , 再次则为毕业早晚等。在校大学生已学会从个

人视角观察社会和审视人生, 为将来拥有不错工作和较高收入而积极奋斗。他们在考虑生育数量

时, 重视夫妻双方的意愿, 以不过多拖累工作和影响家庭收入为前提, 同时受到了子女照料等现

实问题的影响; 结婚时间早晚和工作、收入、住房等问题密切相关, 因婚姻需要有稳定可靠的经

济基础和居所, 生育时间的影响主要和经济、物质条件紧密相关。

期望子女质量主要选项依次是: 能够出国深造 ( 4016%)、上学能读到哪级学校就供到哪级

(3117% )、上研究生 ( 1917%) 和上大学 ( 411%)。职业期望前四位依次是: 自主创业

( 4118% )、无所谓 ( 2810%)、事业单位 ( 1412%) 和公务员 ( 818%)。虽然有超过 3P5的大学生
对子女的教育预期较高 (大学及以上) , 但有 70%的大学生对未来子女的职业预期持理解和宽容

态度 (自主创业或认为无所谓) , 更加注重子女自身的意愿, 让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影响生育意愿的社会经济因素

1.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高校扩招, 造成就业困难, 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生育意愿

婚姻和生育是人类正常的情感和生理需求, 然而婚育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保障。虽然多

数大学生选择婚育, 但对生育持消极和否定态度的近 1P3, 这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毕
业生找工作难有关。

本次调查对象以来自西北农村和城郊的大学生为主。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农村贫困

家庭较多。如青海省贫困县数量在全国最多, 甘肃省有过半的县为贫困县, 新疆、宁夏和陕西情

况相似。青海省近两年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只有 1817元, 国家级贫困县甚至低于 800元
[ 3]
。家庭

年收入低于 1000元的贫困生约半数。而近几年物价和房价一路上涨意味着结婚和生育成本越来

越高, 因而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对婚育前景不乐观、不想多生子女。

众所周知, 先就业、再成家、后生育。然而, 20世纪 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 使本来就趋向

饱和的西北地区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 使多数大学生认为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按自己的意愿结

婚、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青海省近几年高考升学率从扩招前的不足 50% 一跃升至

80%以上, 2003年更高达88% , 远高于该年全国平均录取率 6011%
[ 4]
。而紧随高升学率之后的

却是低就业率。青海省 2003年 9月底省属高校公布的就业率只有 4519%, 2004年为 58% , 僧多

粥少迫使许多毕业生把目光投向推销、保安、餐饮、洗浴和理发等行业, 而这些行业月收入一般

都不超过 500元, 除去食宿等基本开销后所剩无几。青海大学一位教授认为, 就业特别困难的学

生是大学扩招后涌入省属高校的农家子弟, 这些毕业生年龄多在 25~ 30岁之间, 既就不了业也

成不了家, 更谈不上生育了
[ 5]
。

#26#



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没有申请到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固然生活艰难, 少数

有幸靠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学生毕业后还要面临还贷和结婚生育的双重压力, 使本来就不很

宽裕的经济状况更加捉襟见肘。现在工厂和企业等就业单位乐于招收男性理工科大学生, 女性文

科大学生就业尤其困难, 一些用人单位甚至对女大学生工作后的生育做出苛刻和近乎无情的限

制
[ 6]
, 导致多数大学生把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和尽快婚育看成是奢望, 直接造成部分大学生对生

育持犹疑甚至不想生育的消极态度。

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 企事业单位不是数量少, 就是人员超编, 对人才需求不旺, 待遇普遍

偏低。大学生毕业后想找一份待遇好、收入高的工作相对东、中部地区更困难, 直接导致经济拮

据, 婚育年龄推迟。傅强等学者也认为, 人们的生育观主要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
[ 7]
。

2. 进步的社会婚育理念影响着大学生的生育观

西北高校大学生普遍认可生男生女一个样, 少生优生代替了重数量、轻培养的落后观念, 更

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傅强等调查发现, 父母受教育程度一方面同子女数量负相关, 另一

方面同子女科学文化素质正相关
[ 8]
, 与以往 /多子多福、只有男孩才能继承香火、不生男孩誓不

罢休0 的落后、偏激的传统生育观念明显不同。这说明具有较高知识修养的大学生对将来生育子
女有非常清醒地认识, 能够做出客观和理智的选择。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生育子女多, 培养成

本高, 对刚刚毕业、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的大学生是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 子女多势必会拖累

大学生对事业和学业的追求, 分散其时间和精力, 而日益激烈的工作竞争也不允许他们将过多的

精力用于照顾下一代。

事实上, 这一现象并非只表现在大学生身上, 整个社会生育观念也在悄然变化。马培津、潘

振飞在对皖北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研究中
[9]
, 以及庞淑兰、荣蓉等在论述唐山市某乡农民生育观念

现状时
[ 10]

, 都表达了与此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观点。除去二十几年计划生育政策大力宣传和实施

的影响外,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引导和转变则是根本原因。

3. 大学生对期望子女重学历、更重能力的背后是社会人才观念在起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接受良好的教育被认为是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和

修养的最佳途径。高学历不能和高素质画等号, 社会需要的是既有较高知识水平, 又有丰富实践

经验及良好人际关系的复合型人才, 单纯追求高学历并不能使子女未来幸福。

社会需求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大学生对未来子女的培养理念, 这种培养理念其实是他

们现今所遇到问题的反映和切身感受。对将来子女培养持理解和宽容态度, 则反映出西北地区社

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元性和多变性。但是, 拥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始终被大学生认为是安身立命的

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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