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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软件 

(ARCView GIS)、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软件 (GeoDA)、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SPSS)等软 

件，对 1982年、1990年和20oO年三次全国人 1：2普查的县域截面数据进行 了分析。通过空 

间分析，识别出我国高出生性别比聚集的热点区域，并进一步对其分布、演变特点和成因进 

行了较深入研究，试图找到热点区域分布及变化的规律性特点。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 “热 

点区治理”和 “跨区域治理”相结合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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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nty—level data of national census of three years，1982，1990 

and 2000，by taking us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s，with 

assistance of some software，such as ARCView GIS，GeoDA and SPSS．Through spatial analysis， 

this paper tries to identify the hotspots of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an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caus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otspots of sex ratio at birth．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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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 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至今 ，国家和各级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治理。但 

迄今为止，出生性别比依旧居高难下，失衡局面尚未逆转。伴随失衡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出生性别比 

失衡问题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扩展 “ 。尽管如此，现有成果大多仅限于 

全国及省域层面，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研究的重心下移不够，存在着分析空间单元过大的局限，未充分 

关注到出生性别比在较小层面 (如地市级、县级等)分布的非均衡性；同时在各区域层次的空间和 

时间上，也缺乏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变化细致深入、多角度的分析，仍有进一步研究的需要与空间。 

笔者通过以往的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不仅是一个全国性和全局性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区域 

性问题，呈现出在空间地域不断扩散、蔓延的趋势，并具有地域相对集聚的特点。为更深入地了解这 

些特点，笔者将研究触角延伸至全国2000多个县级单位，分别利用 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截面数据，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 (GIS)的空间分析技术，以ARCGIS、GeoDA软件 

平台为支撑，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高出生性别比聚集热点区域 

的分布、演变特点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力图找到其分布及变化的规律性，从而为制定治理对策、做出 

制度安排和采取社会行动提供思路与依据。 

同时，本文以出生性别比的自然地理分布特征为依据来识别热点区域，突破了以行政区划为研究 

对象的局限性，确立了出生性别比失常跨区域研究的新视角。鉴于生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出生 

性别比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在比邻的行政区之间是渐进性变化而非突变，跨区域研究能从新的侧面反 

映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主要动因，这将为综合、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常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和思路。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基于文献和分析框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并非完全依行政区划而分界与分布，它是文化、社会、经济等多种 

因素复杂、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导致在一定自然地理空间范围内，社会、经济、文化等显现出一定 

的区域相似性，带来跨行政区划空间分析的必要性。 

假设2：越小的分析单元，其区域内影响因素的异质性越小，越有利于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内 

在动因。 

假设 3：针对具有共同成因的跨行政区特 

点的出生性别比失常 “热点”地区，采取重点 

控制，可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相对 

降低治理成本。 

二、我国分县出生性别比的空间统计分析 

为验证上述假设 ，笔者利用地理学中的相 

关空问分析技术，在县级层面上进行了探讨。 

1．空间自相关原理及测量指标 

地理学研究认为，事物之间存在联系，且 

相近事物联系更为紧密，由此折射出空间分布 

的相关性和规律性。空间自相关是指同一个变 

量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相关性，是对空问域中 

的值聚集程度的一种量度。几乎所有空问数据 

都具有空间依赖或空间自相关特征 。出生性 

别比失常的空间分布也不例外。 

从结果看，空间自相关可分为正的空间自 

相关和负的空间自相关。前者表示观测值之间 
． 10 ． 

图 1 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热点区域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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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集聚状态；而后者则表示观测值之间的异质性集聚状态 (分散分布) 。其具体测量指标主要 

有两类，一类是全局指标，另一类是局域指标，其中全局指标用于验证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而 

局域指标则用于反映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单元上同一地理现象或属性 

值的相关程度 ]。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中，既有由莫兰 (Moran)提出的空间相关指数 Moran’s I， 

也有吉尔里 (Geary)所定义的Geary’s C指标。考虑到出生性别比的指标特点，本文主要采用 Moran’s 

I进行分析，其中分县 (市)的出生性别比是该指数的区域观测值。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也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 Moran’s I散点图，另一是 Moran’s I统计量，即 

LISA分析。本文采用LISA分析方法，以便在定量获知关联具体程度的同时，通过 GIS的空间展示功 

能显示其在空间上的具体地理分布。 

采用 GeoDA的LISA分析可得到显著性图、聚集图、方盒图和 Moran散点图。在聚集图中，出生 

性别比空间自相关可分为五个类型：① “高一高”型，俗称 “热点”，代表出生性别比高，且被出生 

性别比高的县 (市)包围的区域；② “低一低”型，俗称 “冷点”，代表出生性别比低，且被出生性 

别比低的县 (市)包围的区域；③ “低一高”型，代表出生性别比低，但被出生性别比高的县 (市) 

包围的区域；④ “高一低”型，代表出生性别比高，但被出生性别比低的县 (市)包围的区域；⑤不 

显著，代表出生性别比不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呈空间随机分布的区域 。 

值得指出的是 ，在 LISA聚集图利用局部 Moran指数计算空间单元 i的自相关程度地图形式中， 

所示的出生性别比高和低与人 口学中出生性别比按正常值范围划分的高低水平并不完全一致。LISA 

聚集图中的出生性别比高或低仅是相对于均值而言的，低于均值的点在图中均表示为低出生性别比。 

由于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均值均大于107，因此在 LISA聚集图中，表示 “低-低”冷点区 

的并不能完全说明它们是出生性别比低于正常值范围而聚集的区域，但 “高 一高”热点区域的出生 

性别比基本上都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出生性别比103—107的正常值范围。 

2．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 

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首先要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即空间权重矩阵 (Wi )。根据邻 

近标准的不同，wii的计算方法不同 。其方法主要有三种：①基于邻接概念的空间权重矩阵；②基 

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⑧K值最邻近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一直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本文的研究而言，采用简单的邻 

接权重矩阵相对更合适，因为一个县 (市)的出生性别比一般与其邻县 (市)的相应指标有直接或 

间接关联，同时考虑到我国县级单位面积差异相对有限，地理单元个数较多能够有效消除地理单元面 

积差异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 Rook权构造邻接权重矩阵。采用 GeoDA095i空间统计分析软件，直 

接生成 Rook邻近矩阵。 

3．数据来源和处理 

数据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行政区划单元的出生性别比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三次人口普查的 

分县 (市)出生性别比统计数据；另一类是地理空问数据，如各个县 (市)行政区划界线数字地 

图，主要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1：400万的 《中国分县行政区划图》，其中空间邻接权重 

矩阵的建立就是基于各个县 (市)的数字地图计算所得。对上述两类数据，我们采用一般做法将 

它们统一到相同的坐标参照系中，即将空间数据 “离散化”到行政单元上 ，然后将行政单元直接 

作为空间单元和出生性别 比数据进行匹配。按照行政区划，样本范围包括全国 2000多个县①，时 

间尺度选择为 出生数 据获取 的 1981年、1989年 和 1999年三个年份。在数据结构上，均采用 

ARCView SHP文件格式，数据类型包括点、线、面等基础地理数据，还包括各个行政单元的社会 

经济属性数据。 

① 缘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所用数据仅为我国大陆地区的数据，未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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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结果 

(1)全局空间 自相关指数的变动及其含义。 0．5 

通过计算得到了我国三次人 1：3普查分县 (市)出 

生人口性别比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Moran’s I值 

(见图2)，其结果通过了z检验 (P≤0．05)。 善 

由图2可见，在假设 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 兰0．2 

我国三次人口普查分县 (市)出生性别比的 

Moran’s I均显著大于0，说明我国县 (市)级出 

生性别比的分布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这反映出 

多年来我国分县 (市)出生性别 比的空间分布并 

1990 

年份 

非表现为完全的随机状态，而是具有相似值之间 图2 三次人口普查全国分县 (市)出生性别比的 

的空间集聚特征。同时，考察 20世纪 80年代以 空间自相关指数及其变动 

来 Moran指数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其值一直趋于上升，显著性在逐渐增强。这表明白1982年第三 

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一直就在全局性显著意义上表现出出生性别比相似水平的县之问具有集聚 

特征，并且这种空问集聚特征近20年来表现得日益明显。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为了更全面地认识我国县 (市)域出生性别比空间自相关的特征和 

演变规律，揭示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热点区 (H-H)，本文亦采用空间关联的局部指标 (LISA)方 

法，利用 GeoDa软件计算了 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人1：3普查我国各县域出生性别比水平的 

LISA值，并且在 z检验的基础上 (P≤0．05)绘制了 LISA集聚图。为更直观，笔者将失衡热点区 

(“高一高”型)用 ARCView GIS软件进行了显示 (见图3)。 

三普 

’  -、 

四普 

： ～、 

五普 

图3 三次人 口普查我国分县 (市) 出生性别比失衡热点区域分布图 

从图3可以看到：出生性别比高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我国中、东部地区。1982年 “三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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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型区域包含的县数共有163个；到 1990年 “四普”时，县 (市)的个数增长至236个，2000 

年 “五普”时已覆盖全国254个县 (市)。由此可见 ，热点区域的范围随着时问的推移在不断扩大， 

即在县级层面，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地区性聚集态势越来越明显。 

三、出生性别比失衡热点区的时空特点及成因分析 

1．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特点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分县 (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跨省域分布。从图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生性别比失常热点区域的集聚几乎都具有跨省域 

分布的特征，如1982年的三大热点聚集区——晋北冀西聚集区、鲁西南豫东南皖北三省交界聚集区、 

桂粤南部沿海交界区。这一规律在基于省域层面对出生性别比失衡进行的分析中是难以观察到的，但 

对于我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政策制定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第二 ，多集中于中东部地区。通过从县域角度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失常演变规律的分析可以看出， 

这种分布格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时，其表现出向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 

第三，热点区域连片分布。大多数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热点地区在跨省域分布的同时，也呈现出连 

片分布的特征。这一现象在 “三普”和 “五普”中显得尤为突出。 

第四，少数热点区域呈现省内零散分布。这一现象在 1990年 “四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除 

较大范围跨省域连片分布外，也有省 内小范围聚集的零散热点区域 (如江西省的丰城县、进贤县， 

福建省的将乐县、云霄县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2．热点区域的时间变化规律 

从动态角度看，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分县 (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热点区域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 ，聚集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性。数据表明，不同时间点的热点区域具有较明显的一致性 ，反映 

出其持续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是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衡状况的缩影。这一特点具有重要的政策意 

义，需要对其演变规律和成因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分析。 

第二，跨区域集聚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出生人 口性别比失衡的演变过程在跨行政区划扩散这一 

层面得到集中体现，表现为热点区域在持续 “高温”下集聚态势也不断趋强。因此，对我国出生性 

别比的综合治理，不应停留在全国或省级层面，不应搞 “一刀切”，需要更突出和强调地域特点，对 

可能的不同特点和成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有针对性，进而更有效的对策与措施。 

第三，演变过程呈现多样性。总体看 ，出生性别比失常热点地区的分布态势随时间变化呈集聚趋 

势，但不同区域分布的演变态势并不相同，呈现多样性。具体可分为扩散区、收敛区、新增区和持续 

区四种类型。这种多样性使得利用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热点区域动态演变过程的分析十分复杂，因为 

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的变化特点与原因，由此导致了综合治理的另一个难点和关键。 

总之，我国分县 (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热点区域分布的演变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性，呈现出集 

聚一扩散一再集聚的主流态势。同时，虽然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热点区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但整体上，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形成的热点区域分布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跨行政 

区划集聚和东密西疏仍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热点区域分布的主体特征。 

3．热点区域的成因分析 

(1)热点区域成因分析的理论价值。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不仅 

是一个全局性问题，也是突出的区域性问题。热点区域的持续存在并趋强，实际上可能隐含了有价值 

的两层含义：其一，热点区域内部各县 (市)间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差别较小，也就是说，这 
一 区域内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质性；其二，不同热点区域间的差异比同一热点 

区域内的差异要大，也就是说，不同热点区域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成因可能更突显其异质性。基于以上 

初步判断，以热点区域为单位进行出生性别比成因分析就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显现理论价值。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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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层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热点区域内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进行检验，可以识别出比单 

纯依靠全国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相关性更强的成因；而从第二层讲，则可以推出：在有些热点区域，基 

于全国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成因可能通不过检验。由此，通过基于热点区域的研究，可以证明本文的 

第二个假设，即越小的分析单元，越能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动因和关键性变量。 

(2)出生性别比失衡成因主要检验指标的选取。基于对以往文献的述评，本部分的研究目标不 

是寻找新的成因检验指标，而是尝试对以往通过实证或理论分析识别出来的影响因素在热点区域内进 

行检验，从而初步认知影响不同热点区域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生 

性别比失衡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将导 

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要成因归纳为 自然生 

物因素、社会因素、经济 因素、文化因素、 

技术因素和政策因素几大类别。限于资料的 

可获得性 ，本文从众多现有指标中加以筛选， 

选取了常用的 7个指标来分别代表社会、经 

济、文化影响因素 (如表 1所示)。 

表 1 主要待检验指标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 7个测量指标并不是测量三类影响因素的唯一指标。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 

用这些指标进行测量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局限性。它们都只是从某个或某些侧面反映着三类影响因素的 

可能作用。换句话说，指标的选取更多的是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制约。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希望通过 

测量，尝试在已知高出生性别比的热点区域内检验这些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是否存在显著性差 

异，从而为进一步分析影响热点区域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内在动因创造条件。 

(3)热点区域个案的选取。在对全国 

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失常热点区域分 

布特征及演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鲁 

豫皖苏四省交界地区和粤桂南部沿海交界 

地区两个空间分布范围比较大的热点地区 

作为个案，对出生性别比热点区域的形成 

原因进行初步的判断与分析 (见表2)。 

(4)热点区域个案成因的检验。① 基 

本原理。将个案热点区域的7个指标的均值 

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 比较，并进行 t检验。 

由于被检验的指标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已被确 

认为是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因此，如果 

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明显差异 (显著性 

差异)，则表明该指标在该热点区域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具有显著性的，则检验能够通过；反之相反。 

② 数据来源。7个指标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 《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分县资料》，辅之以 

<<2OO1年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相关各省统计年鉴中的分县资料。③ 检验方法。利用SPSS 16．0 

进行描述统计，并进行单样本 (oile sample)均值 t双尾检验，置信水平为 95％。输出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输出结果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除个别例外，现有研究成果有关不同指标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方向得到了确认。在个案一 

中，被检验的7个指标的均值与t检验值同全国相比在相关方向上都通过了检验；而在个案二中，除家 

庭规模指标外，其他指标也都在相关方向上通过了检验。这一结果在验证了绝大多数研究所论证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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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比的影响因素外，同时 

也表明：在一个具体的热点 

区域 内，可能会有不同的情 

况，完全有必要针对具体 区 

域开展具体 的分析，识别 出 

其中关键性的、真正的影响 

因素。这也从某一侧面证 明 

了本文提出的以热点区域为 

单位进行出生性别 比研究的 

必要性。 

第二，尽管在相关方 向 

上多数指标得到了证实，但 

也存在指标差异的显著性检 

验并未通过 的情况。在 7个 

被检验指标 中：男女接受高 

表 3 假设检验的主要输出结果 

中教育的比例是均未通过检验的指标；在个案一中未通过而在个案二中通过的指标为平均家庭户规模 

指标。由此表明：一些在全国层面上或者是依靠行政区划识别出来的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在一个具 

体的热点区域内可能并不适用。这就构成了以热点区域为单位进行出生性别比研究必要性的另一个证 

据：在不同热点区域的失衡成因中，既有共性，也会有特性，后者需要具体探究，需要避免 “一刀 

切”的简单化倾向。 

第三，在被检验的7个指标中，只有代表社会发展意义的男女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是均未通过检 

验的指标。虽然不能因此判断该指标在全国范围内作为衡量出生性别比偏高社会因素的指标已不适 

用 ，但至少可以说明，该指标在本文所研究的两个热点区域中并没有显著影响。由此折射出出生性别 

比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第四，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同样是衡量社会影响因素的指标 ，男女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女性离婚尚无配偶的比例却通过了检验；作为文化影响因素的代表，平均家庭户 

规模在两个个案中并没有全部通过检验，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则均通过了检验。这说明，尽管可以笼统 

地认为出生性别比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是非常复杂 

的。一方面，因为地域的不同，这些因素的影响权重可能不同；另一方面，即使在一个地方，同样一 

个因素，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因素，其不同侧面的表现对出生性别的作用方向与程度也可能不 

同；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互动形成的作用机制将更为复杂。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对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干 

预要尽可能结合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因地制宜。 

以上主要是利用相关分析从一定角度说明加强以热点区域为单位开展出生性别比研究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并非是要挖掘比现有研究成果更多、更新的影响因素。当然，该类研究对于以热点区域为单 

位寻找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影响因素仍有价值；同时，相比基于全国数据或以省为范围、明显具有行政 

区域色彩的数据分析，它完全有可能找到影响特定区域出生性别比失常更具体的内在动因。 

四、初步思考与政策建议 

出生性别比失常是一种特殊的人El现象，它的背后更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动因及作 

用机制。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失常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累积性，而且具有跨行政区 

域、连片聚集的特点，因此，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的社会行动过程中，需要加入区域视 

角，形成 “跨区域治理”出生性别比失常的格局，因地制宜，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制定符合区域特 

点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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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人口现象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机制异常复杂，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失常空间 

分布特征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点。由于地理上的邻近，人们交往频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 

于生育习惯和 “性别偏好”观念等必然会相互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相似性，甚至积 

淀为色彩鲜明的厚重 “地域特征”，因此，就形成了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热点区域，它们实质上是 自 

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传统和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复合载体与集中表现。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跨区域特点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出生性别比失常综合治理重心下移和跨区域 

协作的必要性及重要性。这就要求建立 (地)市级或县级层次的综合治理、统筹协调的体制与机制， 

加强治理工作的交流与合作，完善跨市、邻县间的管理网络，切实加大跨区域协作治理和打击 “两 

非”的力度。在具体操作上，合作区需建立定期通报信息、协同管理、联手宣传服务等机制，以形 

成资源共享、责任分担的合力，相互负责，共同打击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非法终止妊娠、非法销 

售和使用终止妊娠药品等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出区域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的良好社会氛围， 

使治理行动更有成效。 

同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看到，多年来我国的出生I生别比失常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均衡 ，存在出生 

性别比异常高的热点区域。这些热点区域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聚散性。导致热点区域的成 

因，也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为此，笔者建议在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综合治理工作中，应采取 “热 

点区”的治理思路与措施，因为抓住了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就掌握了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全局。 

对出生性别比失常跨区域特点和热点区域的分析也启示我们：引致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内在动因， 

在不同的地区既有着相同或类似的表达，又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因此，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常既 

需要全国共同一致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行动，也需要有针对性和侧重点的区域性对策措施。出生性别比 

热点区域和跨行政区划聚集区为此提供了依据。通过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发展，从而提高综合治理的 

有效性并相对降低治理成本。 

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关爱女孩”社会行动， 

旨在在遏制出生性别比偏高、消除性别歧视、倡导男女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迄今关爱女孩行动取 

得了显著成效和广泛的积极社会影响。笔者建议：在前期依照行政区划选择试点县先行并带动的基础 

上，可以考虑将本文研究确认的 “热点区域”作为 “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地区选取的参考。出生性 

别比失衡的热点地区本身是出生性别比高的县 (市)的集聚，这一热点区内的县 (市)在出生性别 

比偏高方面存在某些共同的影响因素。如果以其为核心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控制，会对其周边出生 

性别比失衡的县 (市)起到辐射和遏制作用，从而有效提升 “关爱女孩”行动的效果。 

治理出生性别比失常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强化各级政府责任的同时，有必要结合 

“跨区域治理”与 “热点区治理”，遵循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区域协作、引导为主、综合治理的方 

针，坚持从宣传教育人手，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利益导向和社会保障机制，实行标本兼 

治型的综合治理，才能尽快实现逆转出生性别比失常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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