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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关于迁移流动对出生孩子性别比或性别偏好的研究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很少 

将流迁人口与原居住地非流迁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进行比较；二是只考察了迁移流动 

对性别偏好方向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性别偏好的强度。本文设计了测量男孩偏好强度的 “男 

孩偏好强度指数”，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在控制了主要迁移选择性变量后，流动经历能明显降低农村人口男孩偏好强度。研 

究结果支持 “适应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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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mpacts of migration on son preference have at least two 

deficiencies，one is that the authors didn’t compare the fertility of migrants with that of non—migrants 

in the original area；the other is that the previous studies ignored the impacts of migration on the 

strength of son preference．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designed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strength of 

son preference．This study of 550 rural people demonstrates that people who have an experience of 

migration have less son pre~rence than the non—migrant ones．The results support the adaptation／ 

assimilation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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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迁移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迁移流动对 

生育数量的影响，二是迁移流动对生育孩子性别结构的影响 (包括对性别偏好的影响)。比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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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理论也更成熟。许多研究表明，人口从农村流迁到城市，或从发展中国家 

流迁到发达国家，其生育水平低于原居住地没有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  ̈，而又明显高于流人地原居 

民的生育水平 。对上述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四种假说：一是中断假说 (Disruption Hypothesis)， 

认为迁移流动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的原因之一是迁移流动导致夫妇的分离，从而减少了夫妻的性交机 

会 ；二是选择假说 (Selection Hypothesis)，认为迁移流动者的生育水平所表现出的特点是由迁移的 

选择性所决定的_4 J，即那些具有某些特征 (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等)的人更容易发生 

迁移行为；三是适应或融合假说 (Adaptation／Assimilation Hypothesis)，强调迁移流动目的地当前的社 

会经济状况和文化规范对迁移流动者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会胜过其原居住地的生育文化 

的影响 ；四是社会化假说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认为迁移流动没有影响生育率，因为在孩提 

时代，原居住地文化价值和规范要求是生育行为的主要的决定因素。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所处的社 

会环境、家庭环境促使人们形成了特定的生育观念。即使人们离开原居住地，早期的生育观念仍然影 

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于是，第一代移民的生育行为将保持与原居住地居民相似 。 

与迁移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相比，关于迁移流动对生育孩子性别结构或性别偏好影响的研 

究就要逊色得多。国外不多的研究一般得出如下结论：妇女从普遍存在男孩偏好的国家迁移到男孩偏 

好并不普遍的国家，她们生育孩子的性别比相对更高。阿尔蒙德 (Almond)和艾德兰德 (Edlund) 

运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比较了美国白人生育孩子性别比和来 自中国、韩国、印度三个国家的妇女生育 

孩子的性别比①，发现来 自中国、韩国、印度三个国家的妇女生育所生的较高胎次的孩子性别比异常 

偏高，尤其是在已有孩子都是女孩的情况下 J。维拉波罗 (Verropoulou)等根据希腊 2006年的生育 

登记资料计算，亚洲移民生育孩子的性别比远高于希腊全国出生性别比，他们由此推测，亚洲移民的 

高出生性别比可能是性别选择性生育引起的E s]。Almond等还研究了印度和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生育孩 

子的性别结构情况，也证明了迁出国男孩偏好文化对第一代移民存在影响 。 

与国外对移民生育孩子性别比的研究不同，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探讨人口流动对性别偏好的影 

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呈现出 “内部失调性”，即外出经历对意愿子女数的影响较 

大，但对意愿性别偏好影响很小  ̈“J。可见，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即人们的孩子性别 

偏好受原居住地文化影响深刻而且稳定，迁移流动对已经形成的孩子性别偏好没有影响。 

上述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迁移流动对人们生育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帮助。但不难发现，已有 

的研究存在两个主要的不足：第一，多数研究中样本取自流 (迁)入地，没有合适的对比参照群②。 

研究者们往往将流迁人口的生育状况或生育意愿与流入地人口进行比较，但二者原本就存在差异，不 

能很好地说明流迁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或这种影响有多大。第二，已有的相关研究没有考虑性别偏好 

的强度。孩子性别偏好不仅有方向 (如偏好男孩还是偏好女孩)，而且有强度，只有性别偏好达到一 

定程度，人们才可能采取选择性生育的行动，从而导致人口学后果。但国内已有的研究一般是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问卷中也只是了解了性别偏好的方向，仅仅根据这样的数据分析迁移流动对 

人们性别偏好的影响是不够的。第三，国外的研究多关注移民生育孩子的性别比，即关注迁移流动对 

生育行为的影响，但这样的分析是有问题的，因为实际生育孩子的性别比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 

是生育意愿或孩子性别偏好 ，二是生育性别选择技术的可及性。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口从男孩偏好较 

强的一国迁移到没有明显男孩偏好的另一国后，生育孩子的性别比降低了，我们不能判断这种变化究 

竟是迁移导致人们男孩偏好弱化的结果，还是两国生育选择技术 “可及性”差异的结果。 

本研究特别关注了上述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的研究以农村没有流动迁移经历的农民作为对照 

组，将有流动经历的农民的男孩偏好强度与之进行比较。本文所用数据来 自对同一地区的调查，这就 

避免了将流迁人ISl与目的地人LI比较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影响。其次，我们的研究主要考察人ISI 

① 这三个国家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男孩偏好的国家。 
② 在这一方面，尤丹珍、郑真真2002年的研究已有很好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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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迁对孩子性别偏好的影响，而不是比较对家庭孩子性别结构 (或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排除了生 

育性别选择技术 “可及性”的地区差异的影响。第三，我们在研究中引人了 “男孩偏好强度”的概 

念，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将设计 “性别偏好强度指数”，并根据调查数据计算每个调查对象的指数 

值，在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性质等变量后，分析流迁对人们生育孩子的性 

别偏好的影响。这样不仅排除了迁移的 “选择性”的作用，而且同时考虑了性别偏好的方向和强度。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1．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是 2010年 5月华 

中科技大学人 口研究所师生在出生性别比持 

续偏高现象较为严重的鄂东南地区两个市针 

对年龄在 18～45岁农村居民的问卷调查资 

料①，调查采取了结构式问卷调查。我们在 

这两个市中选取了6个乡镇 (街道)的 12个 

村 (社区)，调查对象是年龄在 18～45岁的 

常住人 口。共发放问卷 580份，回收有效问 

卷 550份，样本情况详见表 1。 

2．变量选择 

(1)依赖变量。我们认为，从大的方向 

看，孩子性别偏好可以分为 “有性别偏好” 

和 “无性别偏好”。其中 “有性别偏好”又 

可分为 “男女偏好”和 “均衡偏好”，前者 

包括 “男孩偏好”和 “女孩偏好”两类。结 

合本文的核心，这里只讨论男孩偏好。 

上述对性别偏好的分类可以看做是性别 

偏好的 “方向”。如前所述，以往的相关研 

究多考虑迁移流动经历对性别偏好方向 (主 

要是男孩偏好)是否产生影响，而忽视了对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N=550) 

男孩偏好强度变化的考察。为了克服以往相关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特别关注流动经历对流动者男孩 

偏好强度的影响，即 “男孩偏好强度”为本研究的依赖变量。 

对男孩偏好强度的测量，国外有学者曾进行过探讨。一般来说，对孩子I生别偏好的测量方法有两 

种：一是行为测量，二是态度测量 引。前者包括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状况和程度、分孩子性别的胎次 

递进比、婴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等；后者主要是父母意愿的孩子数量和性别结构、意愿的分性别胎次 

递进比等。上述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 

考虑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数量约束的实际以及本文研究的需要，我们不是直接借用国 

外学者的测量方法，而是专门设计了性别偏好强度指数。具体地说，我们通过如下方式计算孩子性别 

偏好得分：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8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多个选项，对每个选项分别赋予不同的 “男 

女偏好”分值 (见表2)。其中，女孩偏好给负分，并且根据不同选项所反映的女孩偏好程度赋值从 
一 1到一5不等。男孩偏好给正分，赋值与女孩偏好对应，不同选项赋值在 1—5之间，0分为无男女 

偏好。根据受访者对8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计算总的 “男女偏好”的得分，“男女偏好”指数的值域在 

① 本次调查中，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处李权林处长、岳勇副处长在调查选点和问卷设计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 
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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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6—26分之间，总分大于0则表 

明存在男孩偏好，等于 0则没有男 

女偏好 (可能是无性别偏好或存在 

均衡偏好 )，小于 0则存在女孩偏 

好。分值的绝对值越大，表明性别 

偏好的强度越大。 

(2)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本 

文的目的是考察流动经历对男孩偏 

好强度的影响，故将 “流动经历” 

作为解释变量。该变量是一个二分 

变量，其取值为 “有流动经历”和 

“无流动经历”。 

已有的研究表明，性别偏好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居住地、收 

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 ，故本研 

究中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 

中 “户口所在地”分为城市、镇和 

农村； “受教育程度”在这里用受 

教育年限表示。根据 以往 的经验， 

对收入水平确切值的调查存在一定 

的难度，本次调查避开了对 “家庭 

人均年收人多少元”之类的问题的 

询问，而是询问调查对象 自我评价 

的收入水平在当地所处位置，具体 

包括 “上等”、“中上等”、“中等”、 

“中下等”和 “下等”五类。此外， 

考虑到个人的 自然特征也可能影响 

其男孩偏好强度，故文中还将 “年 

龄”和 “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表 2 性别偏好测量指标 

三、数据分析与结论 

1．数据分析 

我们首先根据问卷资料计算各样本的男女偏好指数。本研究主要关注男孩偏好，故将具有女孩偏 

好和无男女偏好的样本的男孩偏好强度指数都取值为0，具有男孩偏好的样本其男孩偏好的得分就是 

其 “男女偏好”的分值，并将其视为定距变量。然后，我们以男孩偏好强度指数值作为依赖变量， 

将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户籍所在地等作为控制变量，以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作为解 

释变量，用 SPS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所有分类变量和定序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结果见 

表 3。 

计算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户籍所在地等变量之后，流动经 

历对男孩偏好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有流动经历者的男孩偏好强度较没有 

流动经历者有明显降低。 

2．结论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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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分析表明，流动经历对农民男 

孩偏好的强度有明显影响，即流动经历降 

低了农民男孩偏好的强度。 

借鉴前面关于迁移流动对生育数量影 

响的理论解释，从研究结果看，流动对农 

民男孩偏好的影响可以排除 “选择假说”， 

因为本研究将主要的迁移选择性变量加以 

控制。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不赞成 

“社会化假说”，该观点认为人们早期生活 

环境中的生育文化对个人观念和态度的形 

成具有持续和稳定的影响，这种生育观念 

和态度一旦形成，即使个体迁居到新的社 

会和文化环境也难以使其发生改变。这种 

观点显然不能解释本研究的结论。本研究 

证实了 “适应假说”，即流入地文化和个人 

作用 、 

表 3 男孩偏好强度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R =0．101，sig：0．000， 表示P<O．05，”表示P<0．01。 

“城市经历”对流动人 口的生育观念具有再社会化的 

为什 么流动经历对农民的性别偏好强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该从影响人们 

男孩偏好的原因人手。以往的研究认为，导致人们男孩偏好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 

几个：首先，男孩偏好与 “儿子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有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观 

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盛行；其次，“养儿防老”是一些人强烈想要有儿子的内在动机之一；最后，农 

村的 “宗族房头”观念、人多 (这里是指男人多)势力大的观念也强化了男孩偏好_l 。但与农村相 

比，城市居民大多不再有儿子传宗接代的思想，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也使他们不再将养老寄托在 

儿子身 L，女儿对老人的体贴照料甚至强于儿子。较为完善的正式制度与正式组织以及高流动性也使 

得 “宗族房头”观念在城市缺乏生存的土壤。所以，城市居民的男孩偏好已大为弱化，很多人已经 

没有性别偏好甚至一些人偏好女孩。当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城市市民的生育观念以及全新的社会经 

济环境不能不对他们的生育观念产生影响，或者说对他们起到再社会化的作用，对他们早期社会化所 

形成的生育观念产生冲击和动摇，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们的男孩偏好。当然，总体而言，如果期望再 

社会化的作用能够对早期社会化所形成的性别偏好观念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还有待时日。 

国内也有学者预言，社会结构 (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高出生率和性别 

偏好问题。认为只有将农民置于一个新的都市环境之中，使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才能使 

他们认识到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进而使农民不必再 固守于传统的生育模式，不再拘泥于孩子的性 

别 。本文的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文的研究认为，流动经历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的男孩偏好，但我们并 

不否认，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是当前治理出生陛别比偏高问题的重点。目前，在许 

多农村地区打击 “两非”处于高压态势的情况下，不排除少数男孩偏好强烈的人以躲避管理偷生男 

孩为动机的流动。因此，我们认为，一方面，流动经历有利于农民男孩偏好强度的弱化；另一方面， 

在当前一些农民仍存在男孩偏好，其中部分甚至男孩偏好还很强烈的情况下，加强对流动人 口的计划 

生育服务与管理，杜绝流动中的 “两非”，仍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四、讨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无论国外学者对移民生育行为的观察，还是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考 

察，都认为迁移流动对人们生育孩子的性别结构和人们的孩子性别偏好没有明显影响。但本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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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与上述研究相反的结论，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两个主要原因导致这种研究结论的差异。首先，分析的参照群体不一样，以往的研究 

多将流迁人口的生育行为和态度与流人地居民进行比较，而通过这种比较来说明流迁经历对生育的影 

响是存在缺陷的。本文选择与流迁人口有共同社会化经历的流出地人口作为参照群体，克服了以往研 

究的不足，同时也可能造成了结论的差异。其次，本文选取了 “男孩偏好强度”作为依赖变量，而 

不仅仅是 “是否有男孩偏好”(即性别偏好方向)。流动经历对性别偏好的方向没有显著影响，并不 

表明其对性别偏好强度没有显著影响。这也许是本研究结论的价值所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关注的 “性别偏好”实际上是人们关于生育态度的内容之一。从实 

际操作来看，测量态度并不容易，这主要是因为态度作为一种内隐的心理准备状态，人们在表达态度 

的时候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会判断，自己的态度如果表达出来，是否符合社会或他人 

的预期和要求，特别是能否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法律和习俗等。因此，一些人在要求表达态度时， 

“会选择自我保护的策略”_l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国计生部门为遏制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开展 

了大量的工作，男孩偏好特别是 B超选择性生育是与社会期望 (准确地说是政府期望)相反的，故 

不排除一些被访者为了适应外界的压力而隐瞒自己的真实态度，甚至迎合社会期望的情况。在调查过 

程中，我们通过解释研究目的打消被访者顾虑和讲究提问技巧来尽量避免 “自我保护策略”对数据 

质量的影响。同时要说明的是，由于测量态度时的 “自我保护策略”可能同时出现在有流动经历者 

和没有流动经历者身上，这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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