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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然而，由于我国社会长期事实存在的两性不平等而造成的人

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也成为我国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本文通过对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现状、严重社会危害以及人口

出生性别比失衡原因的分析，表明只有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实现两性平等，才是解决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 

人口出生性别比是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重要标志。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

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生育史说

明，在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情况下，新生婴儿的性别比应在103～107之间。根据《中国性

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字，我国目前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9.86，远远

高出了正常的范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严

重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区间。1982、1990、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和1987、1995、

2005年三次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82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5，到2000年第五

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又攀升到119。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不仅持续升高，而且波及范围越来越广。普查数据显示，

1982年中国尚有一半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在107范围内；1990年这一数

字则缩减为三分之一；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

3个省（西藏、新疆和贵州）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个别省份的人口出生性

别比甚至超过130，显示了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愈演愈烈之势。 

二、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导致的严重社会危害 

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最主要的表现是男女比例失调，最终结果是形成男多女少的

局面。这不仅会给人的自身再生产带来严重问题，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

终影响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男性过剩使婚姻家庭关系的维系面临挑战  

  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首先会对男性过剩的婚姻市场形成挤压，影响婚姻家庭

关系的稳定，并有可能成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直接后

果和问题就是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的绝对“过剩”。有专家预测，如果目前过高的

出生性别比得不到有效地纠正，二三十年以后，我国将有数千万大龄男青年找不到配

偶，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当社会有一大批适婚人口游离于正常婚姻家庭

生活之外时，婚外恋、婚外性关系、非婚生育、第三者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这对于一夫

一妻制的传统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其结果是破坏传统家庭的稳定，导致离

婚率的持续上升和残损家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女性数量绝对不足，女性物化和商品

化现象，童婚交换、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封建丑恶婚姻现象将陈渣泛起，妇女和女童

的权益将受到侵犯，对伦理道德的基本秩序、社会的和谐发展将造成巨大冲击。  

  （二）女婴出生权被剥夺使妇女权利的保护面临挑战  

  国家统计局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零岁组女婴对男婴的死亡

性别比为116.7。这意味着有相当比例的女婴在未得到出生之前，就被以各种方式抹杀



了生命。另一方面，出生性别比偏高也意味着有相当比例的妇女要承受着家庭和传统文

化的压力去做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流产。因此，出生性别比偏高反映的是女婴出

生权和生命权被剥夺，以及生女孩的妇女在家庭乃至社会中受不到公正对待的严峻事

实，而众多女婴的出生权和生存权被剥夺，是对女性生命的亵渎，是与以人为本的原则

相悖的。女孩的生存权和生命权受到剥夺，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危害，这不仅是一个维

护女童和妇女权利和利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三）“婚姻贫困”使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面临挑战  

  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家庭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对和谐社会和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建设将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婚姻迁移的经济推力和拉力，使贫困农村和偏

远地区的男性婚龄人群必然会成为择偶中的“弱势群体”，从而一种新的贫困形式——

“婚姻贫困”将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家庭是农

村的基本组成单位，对于因为婚姻剥夺而产生的婚配困难成年男性人口来说，他们在丧

失婚姻的同时也丧失了家庭，无法获得家庭对于个人生活的保障，而在以家庭赡养为我

国农村养老保障主要形式的条件下，由于男女人数失衡所造成的大量终身未婚者的养老

将面临缺乏养老主体的家庭问题，这无疑会增加我国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出

生性别比升高成为破坏农村和偏远地区婚姻家庭的主要因素，并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负

面影响，如果调控不力，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原因 

造成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统的封建思想观念是造成出生性

别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发达但不规范的医疗检测手段是造成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的直接

原因，滞后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造成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而正如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说，人口出生性别比从本质上来说，是男女不平

等的表现，同时也是女性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的反映。 

从人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直至十九世纪末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次兴起的四千多

年，“男尊女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女性作为

陪衬、作为附属品卑微的过了几千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低

下，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而男女两性

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又反过来加深和巩固了这种不平等的观念，致使

不仅仅男性指望生育男孩来“传宗接代”，很多女性也寄希望于生育男孩来“扬眉吐

气”。新中国成立以来，“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进了我们根本大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

平等的权利”。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这一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业权、参政权等

社会权利得到了明显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整个社会角色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没有改变，使得性别歧视在很多方面还相当严重： 

（一）   体现在生产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 

在我国广大农村，土地就是命根子，是一切生产生活的来源。能否平等的占有土

地决定了妇女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地位，也直接的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育观。虽然我

国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继承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中，都对保障

妇女土地合法权利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在法律和政策上与男子是

完全平等的。但起点的公平不代表过程的公平。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妇女在土地初次分

配中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然而在婚姻关系变化、土地（征用）所有权和占有关系变

化中，妇女土地权利流失首当其冲。特别是一些地方制定的土政策、老办法，使妇女对

承包土地的实际占有、利用、收益权利，大大小于她们名义上拥有的权利。这种事实上

对土地占有、利用、收益权的丧失，迫使妇女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生存，造成了男女实质

上的不平等，进而极大的影响了占我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的生育观。 

（二）   体现在就业环境中的两性不平等 

在劳动就业方面体现出的两性不平等也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重要原因之一。目

前，就业性别歧视充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无论是在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大学生，还

是下岗失业寻求再就业的下岗女工，都饱受就业性别歧视之苦。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

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下岗女职工竟高达67％。虽然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0年12月

8日颁布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时，除国家

规定不适合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等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

但抑制了用人单位的“直接歧视”却抑制不了用人单位的“隐性歧视”。在国家的大政

策下，多数雇主并不明确表示拒绝雇用女性，但却会在招聘过程中设置一些与岗位、职

务无关却又明显不利于女性竞争的录用标准，从而名正言顺的把女性拒之门外。因为性



别的差异而不能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以及工资、配置、升迁、培训机会等就业安全保障

待遇，使众多女性本身就产生了对自身下一代甚至隔代子女的非正常性别取向。 

（三）   体现在生育政策中的两性不平等 

在我国很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还有这样的规定：第一孩是男孩的，一般不

再允许生育，而第一孩是女孩的，则允许继续生育第二孩。因此，农村独女户是中国二

孩以及以上孩次生育的主体家庭。而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是高孩次失衡的

结果。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一孩次的性别比是107.1，二孩次151.9，三孩次及以上高

达159.4。结果显示，我国一孩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随着孩次的生高，出生人口

性别比也升高，二孩开始偏高，三孩和四孩急剧升高现象十分严重。尽管这一计生政策

规定的初衷是为了照顾农村只有一个女孩家庭的实际困难，但是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个

女孩只等于半个儿”的社会效应，使女性在出生伊始就被定义为弱势群体，给老百姓心

中造成了潜在的心理暗示：要千方百计生儿子。 

（四）   体现在退休年龄中的两性不平等 

关于退休年龄，我国的规定是男性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

55周岁。众所周知女性平均寿命要高于男性，对于大部分50至55周岁的妇女来说，完全

具备继续参加工作的能力和意愿。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实际上剥夺了广

大妇女5至10年的工作机会，其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对妇女可能创造成就或业绩、实现

人生价值的机会的剥夺，而且还会给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并造成两性经济收

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进而又巩固了两性不平等的传统观念。 

由于传统性别观念形成的长期性、顽固性以及后期发展的延续性、多样性，使得

我国社会中的两性不平等现象也随之长期、普遍的存在。而我国现今社会中出现的大量

的“失学女童”、“下岗女工”、“农村失地妇女”等两性不平等的现象又延续并加剧

了两性不平等观念的发展，并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这种观念和现象相互影响、

相互加深而造成的恶性循环最终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源，为和谐社会

的构建留下重大隐患。 

四、改善女性地位是解决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根本途径 

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的诸多因素要求我们必须多管齐下，“输”、“堵”结

合，形成合力加以控制。要加强宣传教育，加快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要完

善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降低民众后顾之忧；要规范相关政策法规，增强政策调整效

果；对怀孕妇女进行定点产前检查、定点接生、定点产后访视，加强对医疗服务机构的

监督；严格控制B超和人工终止妊娠技术的使用，加强法律惩治力度。然而，

治“标”的同时更要注重治“本”。要从根本上扭转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现象，

必须进一步改善女性社会家庭地位，有效促进社会性别平等。通过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扩大社会性别观点的宣传和培训，大力发展先进性别文化，全面提高妇女素质

等方法，将先进性别观念纳入发展、决策主流，消除性别歧视，从而彻底消除人口出生

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要求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注重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男女平等是社会公

平正义的重要内容，男女平等的内涵是男女两性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

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男女两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平等、关系协调，共同发展的空间广阔，也有利于

充分发挥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发生

在人生起点的性别歧视问题，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降低民众对男孩的心理、生理要求

等，从而降低较高的出生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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