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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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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是介绍一下河南社区研究中心和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的一个联合调查。我们

的调查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胎儿性别选择？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生男孩？ 

  一、家庭生产依靠谁 

  对于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的问题，被调查的农民回答说，农村家庭最重要的事情是

家庭生产、养老送终和传宗接代。谁干活、谁养老、谁来支撑门户？我们再往下问，家

庭生产依靠谁，家庭生产主要是大田劳动、养殖、外出打工和家务劳动。家庭生产实际

上就是体力劳动。结果，我们明显看到，除了家务劳动全部由妇女承担以外，妇女也承

担了大田劳动和家庭副业。妇女的两只手已经成为生产的主力军。男人大多数都外出打

工了，留下来的男人只有两类，一是需要妇女照顾的男人，一是管妇女的男人。男的干

家庭劳动是一阵子，而女的是一直不停地在干。 

  二、养老送终依靠谁 

  我们在调查中深切感到：当今农村，“养儿防老”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人们的一种

愿望。为什么呢？目前农村家庭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与“留守父

母”的联系日益松散。大多数老人既要承担大田的劳动，又要照顾自己的生活。除此之

外，不少老人还要继续给子女提供帮助。替子女看家，照顾“留守儿童”。对于那些丧

偶或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情况较好的是由几个儿子“轮养”或“分养”。“轮养”实

际上就是轮流吃饭。“分养”就是父母两位老人分开养，被迫分居。而且为了不让比较

哪家吃的更好，有时候就强制性地不让两老见面。村里住得最破、穿得最旧的大多是老

年人。他/她们终生劳动所得，主要用于给儿子们盖房子、娶媳妇。养老费几乎完全转化

成了儿子们的结婚费。 

  我们举行了一场辩论：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你希望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儿子养

老组认为父母的土地、家产给了儿子，所以儿子要养老；父母生病，医药费要靠儿子承

担；不跟儿子生活，怕村里人笑话。它更多强调的是儿子的责任，显得被动和无奈。女

儿养老组认为女儿非常关心父母，经常买吃买穿；父母生病，女儿床前床后端吃端喝；

女儿和父母说心里话，是父母的贴心人。它更多强调的是女儿的感情，流露出情感的满

足。 

  还有一个为老人送终的调查。如果老人去世，丧葬费由谁承担？ “儿女共同承担”

的，陕西略阳县回答“是”的占34．5％；江西临川县回答“是”的占37.7％；广东阳

东县回答“是”的占52．9％。女儿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但是为什么人们仍然认为

“养儿防老”？村民回答：因为女儿要出嫁，是“别人家的人”，父母只能选择与儿子



 

一起生活，依靠儿子养老送终。 

  三、传宗接代——传什么？传给谁？ 

  传宗接代都传什么？传姓氏、传家产、传家族势力和家庭的传统性，其中，姓氏、

家产和家族势力关系到家庭的存续与壮大。在农村99%以上都是随父姓。可能我们觉得姓

氏只是一个符号，但是农村中姓氏被认为是家庭延续的象征，如果没人传姓了，这个家

庭就等于灭门了，不会有人传家谱，就绝户了。绝户和断子绝孙在农村是骂人最狠的

话。家族势力在农村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三个儿子可以等于一个派出所，可

以多分宅基地和责任田。另外，在选举中也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传给谁？都是要传给儿

子。女儿是要嫁人的，不能养老送终，不能壮大家族，所以女儿对家庭的价值就降低

了。因此，生儿子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成为农村家庭的必须。所以我们说从夫居

不仅仅是习俗，而是体现了男主女从这样一个社会地位的婚居制度。这就涉及到资源分

配的问题。 

  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调查，就是说一个家庭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男孩女孩，让他

们去贴，宅基地、营养品、参与社区管理、读书和家庭财产继承，这些都给谁。我们的

问题就是谁优先，谁的利益受到忽视，这种忽视给家庭、给社区带来什么影响。结果清

一色是给男孩的，几个村庄的调查全部都是这样。在教育方面，当只有一个读书机会的

时候给谁，男孩，没商量。在健康方面，它的表现就是女婴的死亡率比较高。土地、房

屋以及参与社区建设，在这个资源分配过程中，女性的价值被进一步贬低。 

  对待婴幼儿态度问题是国际上监测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国家和地区

是否存在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能够鲜明地反映出该国或地区妇女地位的实际状况。这

个问题是真的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的。我们可以看到，性别比失衡的背后是性别偏好，

性别偏好的背后是性别不平等。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家庭、社区、甚至社会制度方

面还是一个盲区。我们的资源分配一直是按照从夫居的假设来进行的，强制性的男婚女

嫁。比如分宅基地的时候，一个男孩一个宅子。女孩是没有宅基地的，它的前提就是女

儿要出嫁。土地也是这样。因此，在我们调查的几个县里，男到女家比例非常低。另外

我们也考察了一些小康村，那里经济发达，但仍然是男婚女嫁，仍然是女孩要嫁出去。

我们的政策在这里是盲区，认为男婚女嫁是一种习俗，是天经地义的，不存在性别问

题，所以我们的政策默认了性别不平等的规则。即便有一些声音反映出来了，政府部门

也在所谓的民意和稳定这样的前提下去处理问题，比如，为了稳定，可以不听妇女的声

音。没有土地，法院可以不受理。显然，民意的背后隐藏着性别不平等。稳定的背后可

能隐藏着更大的不稳定。男孩偏好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性别问题。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必须触动父权制的根子，在婚姻

制度和资源分配上，逐步改变“从夫居”和男性主导的资源分配形式。同时，辅之以其

他手段，才能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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