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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家庭经济决策行为、性别失衡与储蓄、婚姻市场挤压等方面对人口性别变量 

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已有研究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评述，总结了经济学视角下性别失衡研究的 

发展趋势，指出性别失衡对经济学宏观变量影响的家庭经济决策放大机制是研究该命题的关 

键。最后，构建了一个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人 口性别失衡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建模思路，详细 

阐述了其背景、构成及所包括的关键机制，为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影响后果的研究，以及采 

用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在内的性别失衡综合治理和推进性别平等策略的制定与评估提供理论与 

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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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dvances and trends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 of sex ratio variables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are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including the househol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behavior，the gender imbalance and savings，the marriage market squeeze and etc．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househol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s the key issues of the 

gender imbalance effects on the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Finally，the article propose a general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the gender imbalance in view of the economy，and 

elaborate the background，the composition and the key mechanisms in detail．It provides t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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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thod suppo~ for development，and the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governance 

strategy of the gender equali~ and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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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揭示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影响的机制和规律，促进人口与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始终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而深远的战略课题_】“J。中国当前正 

处于人口与社会的转型期，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失衡现象日益凸显，近年来引起了国际社会和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在性别失衡产生的根源、发展态势和特征、社会后果及其对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长远影响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川。这些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发展的平衡是社会稳定发展的 

基本前提，女性缺失、性别不平等不仅影响女性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时还会引发未来婚姻市场失衡 

和家庭关系不稳定，最终影响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相对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可能产生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性 

别变量在建立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和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及相关政策时一直被主流宏观经济学家所忽视， 

而女性的严重缺失、性别严重失衡及其隐含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必然会放大性别差异，并对传统经济学 

理论假设提出挑战 。因此，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人口性别结构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讨经 

济学视角下性别失衡理论分析模型与方法，揭示性别失衡对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对性别 

失衡综合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当前学术界有关性别因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 

述，探讨经济学视角下的性别失衡研究发展趋势；第二部分提出人口性别失衡问题的经济学视角研究 

框架，并对关键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为治理性别失衡的经济学研究抛砖引玉。 

二、研究进展综述 

1．概述 

人口结构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和人 口红利现象近来受到广泛关注，成为 

当前宏观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同属于人口自然结构最基本的性别结构，却一 

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在性别失衡现象日益受到人口学家、国际组织、政府和媒体广泛关注的 

情况下，直到最近几年国际上才开始有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性别失衡问题。 

目前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①将经济学定量研究方法引人人口性别失衡现象的研 

究，探讨性别选择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J。②研究性别变量与宏观经济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发 

展的关系 加 。③从性别差异和性别失衡角度来解读储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等重大经济可持 

续发展命题 。④结合经济学定量模型预测和案例实证分析，从宏观经济层面提出治理性别失衡 

和促进性别平等的观点和政策建议 -28]。这些研究涵盖了性别因素与宏观经济增长、性别选择的经 

济学机制、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性别失衡与家庭经济决策等主要命题，反映了当前陛别失衡研究的 

最新动向。 

2．性别因素与宏观经济增长 

人口与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最关心的宏观核心理论问题之一。从古典经济学派代 

表人物马尔萨斯和大卫 ·李嘉图开始，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 

长速度变化上。经典人口与经济增长模型包括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哈罗德模型、新古典增长模 

型、适度人口模型和结构主义增长模型等。由于这些模型忽略了人口结构状况及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 

长的潜在作用，难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近些年学术界开始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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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动态结构出发，认为不同人121变化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不同_29 。这种学 

术观点上的转变使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成为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之一_3 。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从性别结构变量包括性别差异和性别平等出发，探讨性别变量对宏观经 

济可能存在的长期影响，研究性别因素是否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变量。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 

在储蓄、消费、投资和风险偏好等经济行为上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对宏观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_3 ； 

对世界不同类型经济体的研究均表明，性别差异和性别比变量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在教育 

和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明显阻碍了中东、北非和南亚的经济增长_3 弘 ；在中国，各省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增长率与当地的性别比有关，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显著影响 ；在美国， 

性别比与妇女劳动力参与率负相关 。促进两性平等，消除性别差异，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降低性 

别不平等、提高女性地位能促进宏观经济发展更稳定、更持久 。 

有关性别因素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充分表明，提高女性地位和消除I生别差异，对调整国 

家资源分配方式、重新定位和扩大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建构社会安全网络、保持经济高增长和 

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有重要意义。这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在更高层面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 

理论依据，是对传统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扩展。 

3．性别因素与储蓄消费 

人口结构与储蓄消费是当前宏观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另一个关注热点。储蓄是国内投资和经济 

增长的一种重要资金来源，如何衡量储蓄水平和利率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命题。国内外学者对 

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与投资消费的关系进行了诸多研究 ，从生命周期储蓄、预防性储蓄动机、金 

融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层面提出了多种解释_3引。但是这些解释在不同国家或中国不同时期都存在 

过，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高居不下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问题。学者开始尝试从人口性别结构视角 

出发，，通过性别差异和婚姻挤压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来研究高储蓄率问题。 

从性别差异出发研究家庭经济学决策行为与总储蓄率的关系首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性别差异在 

男性和女性的经济行为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储蓄行为中隐含的性别差异可能与不同性别角色的储蓄动 

机相关。由于女性明显不同于男性的储蓄、消费和风险偏好，妇女相对收入增长变化会显著提高妇女 

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这种机制使得家庭储蓄率通常也随着女性家庭议价能力的提高而上升，进而会 

提高社会总储蓄率 。当前有关性别失衡与经济变量的关系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还需要进 
一 步建立考虑更多因素 (包括家庭经济决策模型、性别差异和性别比动态变化等)情况下的理论分 

析模型。 

从婚姻挤压角度来研究性别失衡与储蓄率影响机制的代表性工作是世界银行系列报告中提出的竞 

争储蓄动机理论 。竞争储蓄动机理论通过对各国性别比与储蓄率关系的实证研究指出，性别失 

衡下的婚姻挤压会促使有儿子的家庭增加储蓄、推迟消费，并根据该机制建立了一个能描述一般均衡 

情况下竞争储蓄动机模型，认为性别失衡导致婚姻市场竞争的加剧对总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影响有 

可能占到中国家庭储蓄率在 1990～2007年实际增加值的一半 。 

4．家庭经济行为、性别选择与投资 

家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行为。家庭成员在户主的组织下，通过对家庭有限 

资源的合理配置来进行家庭生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孩子被看作家庭最重大的一笔长期投资 。 

随着经济发展和父母工资的增长，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父母会倾向于在养育较少的孩子同时提 

高这些孩子的素质。在这种家庭经济决策模型下，子女性别对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起到非常重要的 

决定作用 ]。采用包括性别选择行为在内的经济学模型理论框架仿真结果表明，社会规范或传统在 

家庭经济活动决策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家庭预算和消费冲击的约束 。而家庭对女孩的投资能在 

短期内提高收入 ，使女性在未来获得更好就业机会_4̈ 。这些研究均表明，家庭性别选择具有其深 

刻的经济学根源。性别失衡、男性偏好与家庭经济投资决策行为有直接关系。在父母可以自由选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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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别的情况下，可能会存在一个由经济学决定的平衡性别比 ⋯。 

5．婚姻挤压的经济学分析 

性别失衡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婚姻挤压。人口学家关于婚姻挤压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农村大龄未婚男子等弱势群体以及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依据婚姻梯度理论提出各种 

社会网络支持措施 。贝克尔在婚姻的人类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之上，增加了经济学的解释。从经 

济学角度来看，性别比偏高地方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在家庭消费决策和下一代投 

资上具有更多的发言权 。有学者考虑到婚姻市场存在的年龄差距，建立了一个基于出生性别比 

和包括婚配年龄差距和婴儿死亡率等动态指标在内的婚姻市场性别比修正模型_5 。还有学者发现得 

益于妇女议价能力的提高和家庭更加关注对孩子的投资，伊朗家庭夫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差距在 

1984—2007年间比过去变得更加均衡。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与婚配模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影响着人们 

的婚姻观念 。 

在婚姻挤压的经济学机制和婚配模式研究中，人口迁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口流动 

使得大量具有相似特征的男性聚集在一起，严重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竞争和改变了婚配模式，从而使得 

婚姻市场经济学研究具有局部性和动态性特点。有学者以美国移民第二代为例，研究了性别比对婚姻 

市场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性别比显著提升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莫妮卡 (Monica) 

等人研究了中国由于生育率下降而引起的 “女孩缺失”比率不断增加的现象对大龄男子婚姻带来的 

巨大挑战，并建立一个基于当前婚姻匹配模式的定量模型，考虑可能存在的人口迁移现象，预测了未 

来几十年未婚男性的数量及其在中国的地理分布情况 。 

婚姻挤压不仅仅只是涉及适婚当事人群，也会对未来将要进入婚姻的人群及其所在的家庭产生重 

要的影响，当前对这种婚姻挤压在经济学上的放大机制研究明显不足。家庭由于对未来预期和信息的 

不透明，为了使子女在未来婚姻市场上具有更强竞争力，必然会改变其储蓄和消费行为。这种经济学 

放大机制将微观层面性别比变量同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是揭示性别失衡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6．经济学视角下性别失衡研究发展趋势展望 

从前面综述可以看出，当前性别失衡的经济学分析既有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传统性别失衡研究范式 

下广受关注的性别失衡根源与后果命题，也有从微观层面考虑性别因素对家庭经济行为，乃至宏观层 

面性别变量与经济宏观变量关系的新命题，基本反映了当前学术界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性别失衡的主 

要前沿方向。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学视角下性别失衡研究存在以下三个主要发展趋势。 

第一，家庭经济微观决策行为如何放大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将成为性别失衡经济学分 

析的核心问题。开展性别失衡的经济学分析，就是要揭示性别失衡背后蕴涵的经济学机制，建立性别 

选择与家庭微观经济决策模型，探讨性别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潜在的相互作用机制。在国际社会已经 

开始关注性别失衡的经济影响的大背景下，加快从经济视角来研究性别失衡问题的步伐无疑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性别失衡经济分析的核心理论问题包括性别失衡影响经济变量的路径选择和机制 

分析及经济变量将如何影响家庭性别选择和性别失衡态势这两个方面。家庭是社会和经济最基本的运 

行单元，也是人类进行后代繁衍的载体，因此，家庭经济微观决策如何放大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变量 

的影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 

第二，引人经济学定量模型将成为性别失衡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从哲学方法论来看，任何忽略 

经济根源的研究都无法全面解释人类社会现象，更何况性别结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因 

此，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最近几年开始关注性别失衡与经济学的关系，纷纷从经济学角度来研 

究性别失衡问题。以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结合基于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建立包括性别 

失衡的根源、态势和社会后果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成为近几年的发展趋势。这些研究比以定性研究 

为主的方法得到的结论更为深刻，发现的机制和建立的模型对公共治理政策制定和评估具有借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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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不考虑性别因素的传统经济学的一种推进；从人口学角度来看，则 

为人口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定量研究手段。 

第三，行为经济学理论将成为开展性别失衡经济学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从学术角度来看，人口 

作为一种抽象体，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无论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男性和女性在自然属性、 

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上都有所差异。作为当前经济学前沿理论之一的行为经济学，就致力于倡导将行 

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修正主流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自 

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方面的不足 引。传统经济学的偏好理论假设认为， 

人的选择与参照点无关。行为经济学则证实，人们的偏好会受到单独评判、联合评判、交替对比及语 

意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一般人对于一个决策结果的评价，是通过计算该结果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 

而完成的。人们看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最终结果与参照点之间的差额。因此，采用行为经济学理 

论能够较为合理地对家庭经济微观决策如何放大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机制和途径进行分 

析，进而建立性别选择与家庭经济决策行为相互作用以及与宏观储蓄消费变量的动态反馈理论分析 

模型。 

三、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框架 

1．性别失衡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性别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潜在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开展性别失衡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 

容。为了分析性别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如何将微观层面的性别变量同宏观层面的经济变量联 

系起来则是研究的关键，需要寻求中观变量或媒介。考虑到家庭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运行单元，家庭经 

济行为将在宏观层面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变量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参照理论，以中观层面家庭经济决策 

行为作为核心纽带，可将微观层面个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因此，家庭经济决策模型成为性别 

失衡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核心，它是将微观层面性别变量同储蓄与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的关 

键。以婚姻挤压和性别差异在微观层面对家庭储蓄与消费决策的影响放大机制为基础，通过在宏观层 

面建立考虑性别因素修正的一般均衡分析经济学模型，构建起性别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模型， 

开展性别因素对宏观储蓄和消费的影响研究。 

据此提出一个建立家庭经济微观决策如何放大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建 

模思路。主要思路是从性别失衡与家庭经济行为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从根源和后果两个途径出发来进 

行研究。所提出性别失衡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研究框架包含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在图 1中用两条横虚线将整个路径图的三个层次进行标识。图 1中包括三个关键路径：第一个关键路 

径是性别失衡一父母性别选择一家庭经济决策，描述了性别失衡的经济学根源及其对家庭后代性别选 

择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机制；第二个关键路径是性别失衡一婚姻挤压／性别差异一家庭经济决策，它 

反映了性别失衡的社会后果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机制，实质是家庭微观经济决策行为对性别失衡后 

果在经济学上的放大机制，这两个路径描述了微观到中观的传递路径；第三个关键路径是家庭经济决 

策一宏观经济变量，反映了居民家庭经济行为对宏观经济后果的影响，描述了中观到宏观经济后果影 

响的传导路径。 

特别要指出的是 ，图 1所描述的是一个性别失衡经济学放大机制的动态反馈网络分析模型。它在 

宏观层面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在微观层面考虑了家庭经济决策与性别选择存 

在的相互影响。其中 “动态”反映了性别失衡社会后果的时间滞后效应，包含了代际重叠现象，考 

虑了父母当前对子代性别选择价值判断取决于当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和某些预期，但性别选择的 

后果则要在子女抚养过程中才能逐步显现出来。“反馈”则表明性别失衡同家庭经济决策和宏观经济 

发展水平相互影响，这种反馈效应在图1中采用细虚线表示。例如宏观经济的发展在女性教育、就业 

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善会推进性别平等从而会对经济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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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评估。因此，父母如何评估性别价值以及如何做出性别选择和其后相应的投资，成为理论分 

析的关键。其次，考虑到后代性别价值或者说性别失衡中女孩的稀缺性价值需要在未来子女成人后才 

能体现，因此，需要建立考虑两代甚至是三代的代际重叠动态模型来分析当前经济条件对性别因素的 

影响。父母对后代性别选择既取决于当前家庭经济状况，又会直接影响家庭未来的经济行为决策，同 

时也是其他家庭如何进行性别选择的重要社会参照因素。按照行为经济学的参照依赖理论，严重的婚 

姻挤压将改变家庭对后代生产和投资回报的预期。同时严重性别失衡会改变不同性别的稀缺性，使父 

母重估子女性别价值，影响其他家庭对后代的性别选择。这反映在图1中是用虚线表示婚姻挤压对抚 

养成本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存在一个性别失衡动态反馈和调整机制。 

3．五个关键环节 

在图1所示的分析模型中，三个关键传导路径与其相连的五个关键环节紧密相关，构成了三个传 

导路径上的关键网络节点，也是本文所提出的动态反馈网络模型的基础。这五个关键环节包括婚姻挤 

压市场与婚配模式、性别选择的经济学模型、考虑性别差异的家庭储蓄模型和家庭经济决策对宏观经 

济变量的影响模型，以及建立于它们之上的性别失衡的宏观经济治理策略与评估模型。这五个关键环 

节共同支撑三个传导机制的研究，为研究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下面分 

别介绍其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1)婚姻市场挤压与婚配模式研究。应开展性别失衡情况下婚姻市场竞争机制及其经济学模型 

研究 ，通过实证分析经济发展对婚配模式的影响，研究性别失衡情况下男女婚配的价值最大化最优匹 

配度模型。揭示婚姻挤压的行为经济学机制，建立婚姻挤压机制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模型，并以中 

国、印度、韩国、伊朗性别比和婚姻市场挤压开展国际比较研究。作为特例，可考虑人 口迁移对婚姻 

挤压和性别失衡态势的实证研究。 

(2)性别选择的家庭经济学行为。从父母经济回报的角度建立性别选择与性别平衡之间的一般 

分析模型，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性别平衡与性别选择的关系，说明性别失衡社会后果中蕴涵深刻的经济 

学根源，揭示婚姻挤压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及对后代性别价值重估和选择的经济学机制。 

(3)考虑性别差异的家庭储蓄和消费模型。从家庭储蓄角度来研究性别比和性别差异在家庭储 

蓄和消费中的作用机制与模型，并从性别失衡对女性在家庭议价能力的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女性价 

值影响两个角度来共同揭示家庭动态经济学决策模型。同时考虑父母对子女性别投资 (包括抚养、 

教育、婚姻等)与性别失衡或婚姻挤压等现实宏观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 

(4)家庭微观经济学决策对宏观储蓄变量的影响。在前面三个微观传导路径机制研究的基础上， 

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建立考虑性别差异的出生性别比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定量分析模型，通过一般均衡 

宏观经济分析来探讨和揭示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潜在的长期影响，包括对居民储蓄率等宏观经济指 

标、经济发展稳定性、人口迁移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潜在经济社会风险的影响进行分析。 

(5)性别失衡与性别平等的经济学治理措施研究。利用所建立的动态反馈理论分析模型，研究 

宏观经济发展与性别差异和性别失衡的反馈机制，发展基于定量模拟与实证研究结合治理策略的预测 

与评估方法，探索性别失衡的原因与后果相结合、性别失衡与性别平等协同考虑的综合治理措施。 

四、结束语 

性别失衡从意识形态到家庭经济决策再到公共政策治理无处不在，已成为当代和未来中国的基本 

社会特征。中国人 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对世界宏观经济增长可能的潜在影响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媒 

体的关注。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学视角下的性别失衡研究还很少见，对性别失衡可能对宏观经济发展带 

来的长期影响等重点理论问题还未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本文以家庭行为经济学为核心纽带，通过家庭 

经济决策如何放大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建立分析陛别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一般分析 

框架。从研究方法来看，性别失衡的经济学分析要从以定性为主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转向定性与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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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经济学分析、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研究内容来看，婚姻挤压市场与婚配模式、 

性别选择的经济学模型、考虑性别差异的家庭储蓄模型和家庭经济决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机制等 

则是后续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经济学视角下的性别失衡研究，将为揭示性别失衡的宏观经 

济后果，探讨包括宏观经济学政策在内的性别失衡综合治理政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评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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