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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历史 /比较研究方法和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

发展研究中心“2010 年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研究了为什么在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将会对未来出

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

使得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支持生育率下降和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共同存在，从而导致

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出现。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文明终将解体，出生性别比

也将回归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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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data of family and fertility

survey conducted in 2010，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and

demography transi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zation on the trend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ime lag and

contradiction of modernization make the factors of supporting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and the preference

for boys coexist and intertwine at the same time，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In the futur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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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civilization，the sex ratio at birth will decrease to the normal level in China．
Keywords: modernization; demography transition; sex ratio at birth

一、背景

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出生性别比的数值是比较稳定的，变化范围一般在 103 ～ 107 间［1］。
1950 ～ 2005 年，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出生性别比都在 104 ～ 106 间［2］。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前，虽然中

国的出生性别比也有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但总体而言还是围绕着正常范围而上下波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却出现持续升高、偏高的现象，2012 年达到 117. 7 的水平 ( 见图 1 ) 。而且，

图 1 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 1965 ～ 2012

数据来源: 1965 ～ 1995 年数据来自翟振武主编《从人口变迁看民生

发展》，2000 ～ 2011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2011 中

国人口》，2012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出生性别比偏高在全国已是一个

普遍现象，从东、中部 逐 渐 蔓 延

到西南、西北部，从以 农 业 人 口

为主 的 省 份 逐 渐 蔓 延 到 大 城 市，

到 21 世纪初大多数省份的出生性

别比结构都已严重失衡，出生性

别比 偏 高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全 国 性

难题［3］。

本文 将 从 现 代 化 理 论 出 发，

把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与

中国 的 人 口 转 变 过 程 联 系 起 来，

将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置

于全球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进行

分析，将其视为人口转变过程中

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而形成的产物，为人们理解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提供一种新

的视角。

二、已有研究中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转变关系的论述

一些人口转变先行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为此从欧美等国

人口转变实践经验中得出的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中并没有关于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或其规律的论述。

于是，一些学者从亚洲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出发，试图从中总结出有关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

和人口转变关系的普遍性规律，以此来扩展和丰富原有的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有学者总结了亚洲人口

转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出生性别比转变的 “两阶段”规律: 在前一个阶段，由于性别鉴定技术的普

及性和自由流产的合法化、社会对性别选择行为的逐渐接受以及低生育率的挤压，人口出生性别比逐

渐升高; 在后一个阶段，男孩的过剩使未来整体环境对男孩逐渐不利，人们主动自发地减少对男孩的

偏好，而社会经济的进步将削弱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内外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导致出生性别比逐渐

回归到正常水平［4］。国内的研究者在近些年来也开始关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模式: 逐渐升高且

在高位徘徊一段时间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他们结合该变动模式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基础上进行扩

展，构建了亚洲人口转变模型。他们对于这种变动规律的解释是生育率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挤压了

生育的空间，快速下降的生育率与亚洲 “男孩偏好”文化传统的强大阻力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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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而随着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改善和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出生性别比将重新

回归正常［5］。还有学者总结出了中国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 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由于

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生育水平快速降低，迅速压缩了生育空间，所以人们实现

男孩偏好的方式只能从多生育转向了性别选择，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升高［6］。

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偏高虽然是发生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的特殊现象，但是其实质是

人口转变在全球演进和扩散过程中结合各国具体国情而形成的产物。根据前面所提及的几项研究成果

的解释［7 ～ 8］，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之所以会产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人口

转变过程 ( 主要是生育转变过程) 的 “快速性”和强大而特殊的 “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但是，

本文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生育的快速下降并不局限于中国，强烈的 “男孩偏好”文化传统也并

非中国独有，其他具备相同两个条件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充分说明这两个条件

并不足以阐明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发生的一般规律。

三、研究假设、研究方法和数据

针对已有研究成果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将从现代化进程特殊性的视角去分析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

亚洲国家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本文的研究假设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之所以产

生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是由于它们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导致了农业文明缓慢解

体和迅速工业化过程同步进行，所以支持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男孩偏好的因素在一段时间内并存。具

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假设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点: ①生育率的快速转变和 “重男轻女”文化传统不是

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根本原因; ②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导致的迅速工业化和农业

文明缓慢解体并存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 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文明

的解体过程逐步完成，男孩偏好的文化就会失去支撑的根基，出生性别比又会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本文采用了历史 /比较研究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历史 /比较研究法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分析，对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综合影响的问题进

行研究，特别适用于重大社会过程和宏观问题的研究［9］。本文将采用历史 /比较研究方法比较和分析

欧美国家、日本等国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特点，分析为什么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了

特有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升高现象。

本文又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0 年 5 ～ 11 月在湖北、浙江和河北三省开展的

以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育、生活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调查取得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对现代化进程

后期农业文明解体的发展趋势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未来出生性

别比发展趋势的判断。这次调查在全国选择了三个实施相同计划生育政策的省份 ( 浙江、湖北和河

北) ，在每个省份中分别选取两个县 ( 县级市) 进行重点调研。它们分别是湖北的大冶和洪湖，浙江

的瑞安和嵊州，以及河北的定州和文安。六县 ( 市) 在调查时点实施类似的生育政策 ( 即都推行

“一孩半生育政策”———第一胎生女孩的农村户籍夫妻，在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胎) ，但在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性别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 ( 见表 1 ) ，这

使得调查能够尽可能地代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性别观念的地区。比如，嵊州和瑞安在经济上最

发达，大冶和洪湖具有中等发达水平，而定州和文安则属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且，尽管瑞安和嵊州

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但经济结构却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嵊州是从集体经济转变过来

的私营经济，其主要产业以纺织等轻工业为主，是越剧之乡和著名的中国围棋之乡、领带之乡、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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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乡、茶叶之乡、建筑之乡。这样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女性就业，从而也有利于形成性别平等的观念。

与此对应，瑞安县的经济结构则主要是从家庭作坊式发展而来的私营经济，家族观念依旧十分浓厚，

传宗接代的思想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在这六县 ( 市) 中，文安的出生性别比

一直处于正常水平; 瑞安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处于偏高水平，并没有发生下降趋势; 其他四地都经历了

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过程，特别是嵊州，出生性别比已降至正常水平近 10 年。课题组在这六个调查地

都进行了问卷调查、各级计生干部小组座谈和妇女深入访谈。共调查了 2078 位农村育龄妇女，召开

小组访谈 18 次，并对 90 位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的调查对象是育龄妇女，在抽取

最终抽样单位时，以全国 2009 年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为标准，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使样

本年龄结构与全国育龄妇女结构相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调查和访谈地区的基本特征

调查地
城镇居民 2009 年
人均收入 ( 元)

农村居民 2009 年
人均收入 ( 元)

经济结构 性别观念
2009 年出生

性别比

大冶 13100 5700 农业为主 强烈男孩偏好 140. 0
洪湖 9945 5525 农业为主 强烈男孩偏好 117. 6

瑞安 27837 11060 从家庭作坊式经济过渡
到以私营经济为主

强烈男孩偏好 127. 2

嵊州 26597 10087 从集体经济过渡到以私
营经济为主

不平等到平等 102. 8

定州 12312 3685 农业为主 平等 105. 1
文安 9753 4297 农业为主 不平等到平等 107. 5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0 年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

四、结果与分析

1． “重男轻女”文化传统和生育率快速转变不足以解释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

在世界较早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中，不乏有着强烈男孩偏好文化传统和经历快速生育率转变的国

家，但是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这说明，生育率转变和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

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重男轻女和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同样严重。在古罗马，妇女地位低下到没有姓名权，只

能依靠父亲或丈夫来进行身份识别［10］，按照古罗马的传统，人们迫切地需要男性子孙来实现姓氏永

存的目的，在婚姻中妇女永远处于次要的地位［11］。直到中世纪的欧洲，妇女在大多数时间还是被看

作毫无价值的物件［12］。在日本，家制度的建立将妇女置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女人被称为 “借腹之

物”，唯一的作用只是生育子嗣。在江户时代就曾经出现过对子女性别甚至出生顺序理想模式的各种

说法，比如“一姬两太郎”、“卖物、迹取、用心棒”等，主要意思是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是卖给人家

的了，所以第一胎最好生女孩，在出嫁前可帮家里分担家务，第二胎一定要生儿子保证有人继承，最

后还要多生一个儿子来保险［13］。这些国家男孩偏好文化传统的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但是在它

们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同样，快速的生育率下降过程同样不能保证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发生的必然性。在日本，

生育率的转变也是非常迅速的。从 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日本生育率一直维持在 30‰以上。二战以

后，日本的生育率一下子下降到 1950 年的 28. 1‰，1972 年进一步下降到 19. 3‰，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至今一直保持在 10‰以下的水平。在日本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时候，性别鉴定和选择技术已经问世，

而且日本在封建时代就有堕胎、溺婴、弃婴的做法，1948 年制定的《优生保护法》和 1952 年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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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日本人口的出生性别比: 1913 ～ 2012

数据来源: 日本劳动厚生省人口动态调查数据，http: / /www． mhlw．

go． jp / toukei / list /81 － 1． html．

《母体保护法》也大大放宽了对人

工流产的限制，所以在技术可得

性和社会接受程度方面都不存在

着巨大的障碍［14］。但是，在整个

生育率急速下降的过程中，日本

的出生性别比却一直保持在正常

范围之内 ( 见图 2 ) 。这充分说明

了在强烈的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

下，在技术水平和社会接受程度

都具备的条件下，生育率的迅速

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出生性别

比的升高、偏高。
2． 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

盾交织性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

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出现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国家，他们共同的国情特征是什么呢? 答

案是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它实现了人类文明从农业文

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 ( 工业文明) 逐渐确立的过程［15］。这是一次涵盖社会各

个领域的、全方位性的、深刻的历史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欧洲在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工业化是在农业文明自然解体的基础上

实现的，也就是说当工业化引发生育率下降的时候，重男轻女的封建文化传统也失去了支持的基础

( 农业文明的瓦解) 。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还有亚洲的日本可以说是几乎全盘照搬了欧洲的现代化模式，

所以情况也是类似的。但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一直是不断得

以巩固，登峰造极，后来在欧美国家殖民侵略的冲击下开始瓦解，才被动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所以

农业文明的解体和工业文明的生成是同时进行的。而且，这些地区对现代化所持的态度是矛盾的，一

方面承认工业文明的先进性，迫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对源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有所保

留，害怕因此丧失本身的民族特性，所以农业文明解体的进程缓慢，现代化过程变得相当复杂［16］。

在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使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支持生育率下降和支持男孩偏好

的因素同时存在、互相交织，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

具体来说，在欧洲，农业文明彻底解体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逐

步淡化。农奴制的废除、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将人们从封建社会对人身自由、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地理大发现增强了商业精神，农业成为了商品生产，封闭的庄园经济被打破，开始变成

一个不断扩大的农业市场。新的职业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增加，越来越多

的妇女取得了各种职业必须的才能; 妇女的平均寿命增加，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时间相对缩短，她们的

作用不再限于生养子女; 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和政治地位提升，拥有财产权、选举权等各种权利［17］。

这一切都造成这些国家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也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在这些国家

并没有表现出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的现象。

同样，日本在人口转变开始前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迈上了现代

化的道路，它不仅适时完成了对国家政体的改造，而且通过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大力发展现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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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并取得成功，初步创造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新型民族国家。在非白人社会中，没有哪个地方能像日

本那样“脱胎换骨”式地迅速实现现代化［18］。明治维新以后，压抑个人人性的家族制度和男尊女卑

的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开明政策使西方文化、技术和生活方式传入，人们的家庭观念发生变

化，以夫妇为中心的新家庭理论开始出现，蓄妾制被废除。贤妻良母主义逐渐形成，它将在一夫一妻

制之下、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有教养和知性的女性作为理想形象。产业革命后，西

欧资产阶级的女子教育论引入日本，女子教育的必要性逐渐为世人接受，到日本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

的 1907 年，女子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 96%，几乎适龄女子全部入学［19］。战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最终完成，传统封建家族制度彻底瓦解，男子优先、父子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转变为男女平等、夫

妇关系为基础，妇女代替家长成为主管家计和安排生活的 “一家之主”。妇女从男尊女卑和封建家长

制中彻底解放出来，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姓氏权、离婚权、财产权等。妇女参政议政

的意识大大增强，婚姻观也发生巨大变化，对妇女而言结婚不再是终身的从属和唯一的选择，晚婚、

不婚、离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逐渐淡化，从

表 2 可以看出近 30 年来，日本家庭已经没有强烈的男孩偏好，甚至更偏好生育女孩。

表 2 日本夫妇理想子女组合: 1982 ～ 2010 %
组合类型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5 2010

1 个孩子 1 个男孩 51. 5 37. 1 24. 3 25. 0 27. 3 22. 2 31. 8
1 个女孩 48. 5 62. 9 75. 7 75. 0 72. 7 77. 8 68. 7

2 个孩子 2 个男孩 8. 8 4. 1 2. 7 2. 1 1. 9 2. 2 1. 9
1 男孩，1 个女孩 82. 4 85. 5 84. 0 84. 9 85. 9 86. 0 87. 9
2 个女孩 8. 9 10. 4 13. 3 13. 0 12. 2 11. 8 10. 2

3 个孩子 3 个男孩 0. 7 0. 5 0. 3 0. 4 0. 6 1. 1 0. 9
2 个男孩，1 个女孩 62. 4 52. 3 45. 1 38. 4 41. 6 38. 5 40. 7
1 个男孩，2 个女孩 36. 2 46. 2 52. 9 58. 9 55. 4 58. 3 55. 4
3 个女孩 0. 7 0. 7 1. 6 2. 3 2. 4 2. 1 3. 1

理想子女组合的性别比 105 99 91 85 87 86 87
数据来源: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第 14 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夫妇调查结果概要，http: / /www． ipss． go． jp /

ps-doukou / j /doukou14 /chapter3． html#33。

但是，在中国等大多数亚洲国家，现代化过程则显得滞后与复杂。第一，现代化的进程姗姗来

迟，不仅距离先行国家差距大，在地理位置上与先行国家相隔甚远，这也使民众在心理文化上对现代

化的认同力很低，这些特点都要求这些国家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强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些国

家，现代化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了，而是变得非常复杂，至少两者是同时进行

的，人口转变并不仅仅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反过来人口转变也对现代化过程产生了影响，为这些国

家现代化的推进创造了条件。第二，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自古以来整个机制都是为农业文明服务

的，发达的社会结构功能以巩固农业文明为宗旨，典章制度为农业文明设置，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形

态为农业文明辩护; 它不像欧洲，还有一个半独立于封建农业社会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很早从农业主

体结构中分离出来，可以不受约束地发展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 西欧社会越发展，背离农业文

明的离心力就越大，而中国社会越完善，农业文明就越巩固［20］。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农业

文明的解体与工业文明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特别是在中国、印度这些亚洲的国家，一度曾是古代文

明的中心，现代化过程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剧烈冲击中被迫开始的［21］，它们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过

程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从技术、经济发展手段、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现代化，都是一点一滴

地慢慢接受改变，完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农业文明的解体过程非常缓慢。在这两个因素的

作用下，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也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由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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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取得了迅速、巨大的成功，加之人口政策的作用使生育率发生快速下降;

另一方面，农业文明还处于缓慢解体的过程之中，被包裹在最核心位置的思想文化更是改变甚少，男

孩偏好的根基还未瓦解，两者矛盾作用的结果导致人们对孩子的性别进行选择，在宏观层面上出现出

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3． 现代化进程推进背景下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

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有着密

切的联系。随着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文明的解体终将逐步完成，男孩偏好就会失

去支撑的根基，出生性别比又会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当然，农业文明解体的速度和所采取的纠正出

生性别比失衡现象政策的强度都将使各国在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方面表现出不一样的速度。

图 3 韩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 1970 ～ 2010

数据来源: Statistics Korea． Vital Statistics of Korea: 1970 ～ 2010． Korea

Statistical Database，http: / /kosis． kr /nsieng /view /stat10． do．

韩国是亚洲出生性别比升高

趋势最早发生逆转的国家，出生

性 别 比 在 1990 年 达 到 峰 值

( 116. 5) ，之后就处于一个逐步下

降的过程中，目前已处于正常水

平 ( 见图 3 ) 。有学者认为除了有

效的社会政策以外，伴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女性获得更大的自

主权、社会和经济地 位 上 升，从

而弱化男性为基础的社会传统和

习俗是导致韩国性别偏好观念的

淡化和消失、出生性别比恢复正

常的原因［22］。而女性地位的上升

等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文明逐步解体的标志性表现之一。这充分说明了随着现

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文明的解体终将完成，而出生性别比也将随之恢复到正常水平。

在中国，出生性别比同样已经开始表现出这样的趋势。2008 年后，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逐步

下降，从 2008 年 120 左右的水平下降到 2012 年 117 左右的水平。这同样是由于现代化进程推进所导

致的农业文明逐步解体所带来的结果。根据欧洲的发展经验和现代化理论，农业文明的彻底解体有以

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在国家层面，农业生产力高度发达，为社会提供充裕产品，使得大量工业人口的

生存成为可能，导致人口和资金最终大规模向工业部门转移，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起飞; 在家庭层

面，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都市化倾向明显，原有家庭功能极大削弱，社会功能逐渐增强，形成一套

与工业化社会相对应的包括住房、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功能体系［23］。上述趋势在中国已

经有所体现，而且这种农业文明逐步解体的趋势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0 年 5 ～ 11 月以育龄妇女家庭生育、生活情况为

主要内容的专题调查取得的数据，对现代化进程后期农业文明解体的发展趋势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作用

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未来出生性别比发展趋势的判断。

本文采用了 Logistic 回归模型，考察了一些代表农业文明瓦解的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在回归

模型中，因变量是男孩偏好，在问卷中通过询问已婚育龄妇女是否 “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一定要生

育男孩”进行测量，为二分类的名义变量，模型中转换为虚拟变量。自变量是体现社会农业文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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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定义
百分比 /

均值

因变量

是否一定要生育男孩 1 = 是; 0 = 否 13. 33
自变量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1 = 非农收入为主; 0 = 农业收入为主 71. 32
认为养育男孩成本更高 1 = 是; 0 = 否 24. 01
老年后经济上靠谁养老 1 = 自己积蓄 /劳动收入 /养老金;

0 = 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 /子女共同
67. 18

居住方式 1 = 自己独立居住; 0 = 与公婆或父母同住 52. 26
控制变量

年龄 调查对象的年龄，连续变量 32. 52
民族 1 = 汉; 0 = 其他 98. 26
教育程度 1 = 初中以上; 0 = 初中及以下 20. 40
户口性质 1 = 农业; 0 = 非农业 92. 64
家庭收入 2009 年夫妻双方现金收入 ( 元) ，连续变量 37833. 85
孩子数量 调查时点家庭存活的孩子数量 1. 28
地区 ( 嵊州为参照组)

大冶 1 = 调查对象的居住地在湖北大冶; 0 = 其他 15. 54
洪湖 1 = 调查对象的居住地在湖北洪湖; 0 = 其他 15. 64
瑞安 1 = 调查对象的居住地在浙江瑞安; 0 = 其他 15. 20
定州 1 = 调查对象的居住地在河北定州; 0 = 其他 22. 71
文安 1 = 调查对象的居住地在河北文安; 0 = 其他 15. 25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2010 年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
况调查”。

注: 样本量为 2078 个。

体的因素，根据现代化的相关理

论进行提炼，包括家庭主要收入

来源是否以农业收入为主、对未

来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家庭的居住

方式。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

民族、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家

庭收入、家 庭 已 有 的 孩 子 数 量、

地区。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 3，

回归结果见表 4。

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并结

合对深入访谈资料的研究，本文

发现，随 着 现 代 化 进 程 的 推 进，

农业文明的逐步解体确实对人们

性别偏好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家庭

主要收入来源转变为非农业收入

为主、未来选择自己养老和自己

独立居住等因素都能显著降低人

们的男孩偏好。
表 4 男孩偏好的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发生比 标准误

因变量

是否一定要生育男孩

自变量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 ( 来源为农业收入为参照) 0. 8759* 0. 0652
老年后经济上靠自己养老 ( 靠儿女养老为参照) 0. 7527* 0. 1006
自己独立居住 ( 与父母公婆合住为参照) 0. 9008* 0. 0507

控制变量

年龄 1. 0241 0. 0144
汉族 ( 其他民族为参照) 1. 2674 0. 7026
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为参照) 0. 5488＊＊ 0. 1160
农业户口 ( 非农业户口为参照) 0. 9664 0. 2662
家庭收入 1. 000001 6. 50 ×10 －7

孩子数量 1. 3604* 0. 1818
地区 ( 嵊州为参照)

大冶 4. 2804＊＊＊ 1. 5814
洪湖 7. 9973＊＊＊ 2. 5081
瑞安 3. 0327＊＊＊ 1. 0005
定州 1. 2489 0. 4484
文安 3. 6049＊＊＊ 1. 1980

Log Likelihood － 734. 2517
LＲ chi2 162. 20
Pseudo Ｒ2 0. 1000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2010 年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
况调查”。

注: 样本量为 2078，＊＊＊表示 p ＜ 0. 001，＊＊表示 p ＜ 0. 01，* 表示 p ＜ 0. 05。

首先，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

断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

生产工具的优化，男性在农业生

产中的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这

使得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发

展水平较低，主要依靠劳动力的

体力，所以男性在生产劳动中具

有很大的优势，甚至有的生产劳

动必须由男性劳动力来完成，所

以人们更愿意生男孩。但是随着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生产力

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生

产劳动逐渐不再依赖于劳动力的

体力，对劳动力性别的要求也随

之放宽，所以男性劳动力在农业

生产中的优势也逐渐消失，人们

生育男孩的偏好也因此降低。
其次，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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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环节就是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进行转移，因此，非农收入逐渐成为一些农村家

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现代非农经济部门中，男女在取得收入能力方面的差异与在传统农业经济部门

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缩小，这也会削弱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非

农收入的妇女产生男孩偏好的发生比要比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的妇女低 12%左右。

再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养老功能的承担者逐步从家庭转向社

会，而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也逐渐建立和完善。这导致人们对子女养老的预期下降，养

儿防老的观念也随之逐渐淡化。具体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未来经济上选择依靠自己养老的妇女与

选择依靠儿女养老的妇女相比，存在男孩偏好的发生比降低了 25%左右。

最后，现代化背景下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父母、子女分开居住模式的普遍化趋势，

使传统的“女方嫁进男方家庭，成为男方家庭中一员”的观念逐渐失去支持，人们看到更多的是

“男女双方一起平等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的现象。所以，不与公婆居住在一起从一定程度上把女性

从“夫家人”的身份约束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地照顾双方父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对

男孩的偏好［24］。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不与公婆或父母合住的妇女和与公婆或父母合住的妇女相比，

男孩偏好的发生比下降了 10%左右。

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男孩偏好就越弱，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妇女男孩偏好的发生

比比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妇女下降了 45%。家庭已有的孩子数量与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

密切。一方面是由于男孩偏好越强烈，妇女为了实现这种偏好，就会倾向于多生育孩子; 另一方面是

由于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随着生育孩子的增加，妇女可以生育孩子的空间逐步减少，所以一定要生

育一个男孩的意愿也会越来越强烈。

总之，通过韩国和中国的案例可以发现，现代化过程继续推进，农业文明解体过程会逐步完成，

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出生性别比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如果国家能在此过程中采

取保障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地位和打击性别选择行为等方面的措施，这个过程将更为顺利和迅速。

五、结论和讨论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其实反映了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

特殊性，而并不是这些地区文化传统的强大和生育率下降迅速。因为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实质还是

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滞后与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它们需要依靠强大的

外力推进现代化进程。而且，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这些国家大部分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向始终是农业

文明得到完善和进步，而且对工业化也持有部分保留的态度。这两种因素相结合，使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与西欧完全不同。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实现完全替代的现代化过程不同，以中国为

代表的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明缓慢解体和迅速工业化过程是同步进行的; 它不是农业文

明自然解体，并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做好充分准备的由内而外的过程，而是农业文明被迫缓慢解体与工

业文明逐步形成同时进行的自外向内的转变过程。这种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两

种矛盾发展的力量，导致了支持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工业文明和支持男孩偏好的农业文明在一段时间内

还将继续并存。所以，无论是生育转变过程的快速性或者传统文化的强大性都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

高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生育转变的快速性和男孩偏好的持续

也只不过是现代化过程特殊性的表现之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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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业文明终将解体，支持男孩偏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会逐渐削

弱，出生性别比也将回归正常的水平。当然，农业文明解体的速度和所采取的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

象政策的强度都将使各国在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方面表现出不一样的速度。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去考虑，发生在亚洲的特殊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对其他地区也有着很强的

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亚洲这些发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现代化进程特点，而其

他地方之所以没有产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情况，是由于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并没有像部分亚洲国家一样

出现两极化的作用力量 ( 迅速的工业文明生成和缓慢的农业文明解体) 。当然，这些亚洲国家形成这

种特殊的现代化过程是由其发展历史和地域特色所决定的，这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但是，如果未来

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影响生育率下降和维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共同存在的情况，那么无论其形

成原因是什么，都很可能会发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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