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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看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性 

作者:河北省妇联   出处:中国妇女网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河北省也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河北”的

目标。“和谐河北”建设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实现男女两性的和谐发

展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目前，还存在一些影响“和谐河北”建设的不和谐音符，其中，出

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就是一个迫切需要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基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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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102～107之间。这是由人

类生殖过程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对这个数值的任何人为控制和改变，都会对人口的两性结构造成

严重危害。  

  然而从全国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新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就开始迅速攀升。人口

普查资料显示，1981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1989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111.92，2000年第

5次人口普查公布数字更是高达116，远远超过国际通用可以容忍的最高警戒线107。  

  就河北省而言，近三十年来，通过大力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全省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

25.06‰下降到2003年的11.43‰，累计少出生2700多万人。但是，根据四、五两次人口普查情况

看，河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却持续升高，分别达到111.73和118.46，其中最高的设区市达到

134.03，最低的也在108以上。2001年至2003年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全省有111个县（市）超出

了正常范围， 27个县（市）超过120，最高的达150，有三分之一的县（市）呈逐年升高态势，且

随出生孩次增加，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升高；从分布情况看，区域差异明显，城乡之间的小城镇异

常偏高，出生性别比高的县（市）相对集中。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危害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让我们听听

专家怎么说。有专家曾预言，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光棍儿”将逐年增多，到2020年，中国处于

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也就是说将有数千万成年男子遭遇严重的“娶妻

难”，到那时，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每五个成年男性中就会有一个 “光棍儿”。但这还仅仅是性别

比失衡所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它将带来一系列现在尚难以完全预料的社会

问题，比如：拐卖妇女和买卖婚姻现象加剧，婚外性行为激增，性犯罪率上升，家庭稳定性受到冲

击，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大量增加，等等。这些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势必会影响河北省人口与经

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势必对我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对河北小康社

会建设和“和谐河北”建设构成极大的威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各级各有

关部门及全社会都深刻认识并加以高度重视的当务之急。  

  三、原因分析  

  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出现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



统观念的影响，也有现实环境及其反作用产生的必然后果，它还是男女不平等现象在生育领域的反

应。 

  一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

异。受经济基础制约，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虽然党和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来提倡和推进男女平等，

使女性的经济、政治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在现实中仍未实现，男女不平等

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还相当普遍，性别歧视仍比较严重，尤其在女性受教育、就业、劳动权益保

障、参与社会民主管理、婚姻家庭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女性在很多方面受到不应有的限制，这

就为女性的生存、发展带来了远比男性多的困难和障碍。我们认为，这是导致男女出生性别比严重

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社会文明程度还不够高，尚没有形成促进男女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各方面竞争日益加剧，加上部

分女性受教育程度低，素质较差，从而强化了一些地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致使

许多女性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外，不能与男性共同创造和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与

国家和社会一道进步和成长。由于现实环境的反作用，加之一些媒体和文学艺术作品的错误导向，

历史上长期积淀下来的“男尊女卑”等传统的性别文化和“不生男孩即无后”的落后生育观念不但

没有被弱化，反而迅速膨胀起来。特别是在农村，由于社会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女无

儿户在生产、生活、养老等方面仍存在许多实际困难，甚至在责任田、宅基地分配和享受福利待遇

等方面屡遭歧视，这种客观现状，不可能不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男女

出生性别比攀生的助推器。  

  此外，国家生育政策与个人和家庭生育愿望之间的矛盾，国家对医疗单位，特别是私人行医者

使用B超机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一些地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女婴被人为流产，

这些也不同程度的影响到男女出生性别比的变化。  

  四、对策  

  针对目前新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河北省已适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以

整顿和治理，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一定会对事态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们认为，要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必须从“根儿”上入手，也就是说，只有全社会真

正形成尊重妇女、关心妇女的浓厚氛围，只有女性在教育、就业、政治、婚姻家庭等领域遭受的不

公正待遇、受到的歧视逐渐减少，只有女性真正能与男性一样为社会奉献智慧和劳动并一样享受社

会福利和保障，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才会真正得到解决，而这些需要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

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行综合治理。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今年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10周

年，应以此为契机，在全社会掀起学习贯彻基本国策的高潮。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实现基本国策

宣传教育进入大、中、小学课堂，成为政治和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建议由组织部门牵头，实现

基本国策宣传教育进入各级党校，成为各级党校培训干部的主体课程。建议由宣传部门牵头，实现

基本国策进入各级党委理论中心组，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媒体上开辟专栏、

专题，以多种形式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先进的社会性别意识，提高各级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的科

学决策意识、社会性别意识和男女协调发展意识；同时，要采取措施净化宣传舆论环境，逐渐减少

并最终杜绝新闻和文艺作品中对女性带侮辱性、歧视性的报道和描写，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

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是要大力加强政策、法规和制度建设。重点采取三项措施：第一是抓紧清理现有违背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的各项土政策、土规定，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有利于男女两性和谐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使人们真正感受到生男生女确实差别不大。第二是加强

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尽快将《河北省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的修订列入日程；对一切侵

害妇女人身、教育、劳动、婚姻家庭等权益的行为，包括对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



娠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和惩处，绝不姑息纵容。第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实行女职工生育基

金统筹办法；在制定城乡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制度时，应增强性别意识，充分考虑到对女性的

照顾和倾斜。特别要加快养老制度改革，逐步用社会保障取代家庭保障，解除后顾之忧。  

  三是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建议由省政府牵头，建立有计生、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

教育、统计等部门参加的“控制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联席会议”制度，根据部门职能明确各自职

责，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既是通报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例

持续偏高的地方党委、政府要实行“一票否决”，对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理。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只要

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下大力抓源头、抓根本，就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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