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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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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4－1996，“人口控制经济评价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

79300013 

2) 2004－2005，“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04BRK001  

3) 2004－2005，“社会性别视角下面向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的人口战略”，国务院总理基金、国家人口

发展战略研究课题，项目号－C05－03  

    中国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虽然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在不断改善和提高，但是总体

人口中的一部分由于城乡，地域，所有制及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在掌握权利、资源和利用、享受总体

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发展机会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各种弱势群体。本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以人

口过程为平台对弱势群体的再审视，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人口过程，发现并确定本研究的弱势人群（童

年、成年、老年）。 社会性别视角不但可以发现和确定某些我们一般的弱势群体保护过程中所忽视的弱势

群体，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弱势群体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挖掘出隐藏在一般弱势群体形成原因表

面之下的深层次因素和关键性问题，所谓的深层次因素就是社会性别因素，所谓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弱势群

体中的性别差异问题，因此，社会性别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弱势群体问题的认识，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从而构成了面向弱势群体保护的人口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对弱势群体现状和后果

的总结基础上，研究社会性别视角下弱势群体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社会性别视角下面向弱势群体保护的

人口发展战略 

4) 2004－2005，“渭河流域综合治理战略研究”，国家软科学研究基金指令性项目，项目号－

2004DGS3D026 

5) 2005－2007，“国家人口决策支持系统”，国务院总理基金、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项目号－

B09－04  

6) 2005－2007，“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乡人口流动及其影响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项目号－05ARK001  

7) 2007－2008，“促进中国性别平等与社会稳定的公共政策研究”，国家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号

－2006GXS2B041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等12个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在未来1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

内，在全国普遍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促进性别平等与社会和谐。至此，

在经历了20多年的研究和试点干预后，改善女孩生存问题终于成为一项国家长期的战略行动，有望整合政

府和社会资源，发挥公民社会力量，为最终解决女孩生存问题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和平台。 

在这样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行动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公共政策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公共政策的

制定与实践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例如：尽管有全国性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

“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以及打击非法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打击两非）等规定和措施，

为什么全国出生性别比上升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为什么城市地区也出现了性别比快速升高的现象？

中国现行的公共政策体系与制度、文化、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女孩生存到底有什么影响？如何制定以

政府为主体，公民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社区、家庭和国际社会互相合作、资源共享的改善女孩生存的长期

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体系？等等，这些都是事关国家改善女孩生存环境、治理女性缺失问题的行动长期健

康发展并取得实效的重大战略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 



本研究采取公共政策学、社会性别、系统工程、人口学等方法，拟从政策分析、政策设计以及政策实践三

个方面，对促进中国性别平等与社会稳定的公共政策进行深入研究。 

在政策分析方面，以性别比治理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女性缺失问题与性别平等及社会稳定的关系分析，从

制定、内容、实施和效果等方面对中国已有的公共政策进行梳理。 

在政策设计方面，以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稳定为目标，结合目前中国政府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借鉴

国际治理经验，对性别比治理的公共政策系统构成进行分析和设计。 

在政策实践方面，选择某些县区，从微观入手尝试进行公共政策干预，为在宏观层面解决女性缺失问题提

供有效的经验。 

8) 2005-2007年，“农村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再构建及其对婚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

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5CRK002）。   

研究目的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结合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揭示当代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定量地分析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再构建的社会网络及其对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探索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

过程、途径及其社会性别差异，为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及社会性别平等提供政策建议，推动城乡

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意义 

促进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的社会融合，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保护妇女权益是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与可持

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外出务工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必然会对其婚育观念和行为

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迁移流动的选择性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集中在婚育旺盛期，其婚育观念和行为

的转变将对中国的人口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经历着再社会化的过程，同

时也是构建新的社会网络的过程。通过再构建的社会网络，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

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积累社会资本。在与社会网络成员的互动中，农村流动人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逐

渐改变，逐步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社会中，现代性亦得以加强。然而，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和现实中的性别

不平等使这一过程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性别差异，给城乡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问题。目前学术界

尚无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婚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农

村人口流动的再社会化、观念和行为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简单的科学还原研究和经验分析不足

以深刻地揭示其内涵和系统变化规律，需要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策略。本研究引入社会性别视角，采用多

学科交叉的方法，将创新扩散理论、文化传播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相结合，对农村流动人口再构建的社会

网络、以及价值观念与资源获取等方面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不但对农村流动人口婚育行为的管理服务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贯彻国家计划生育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消除性别歧视，更好地理解日益

突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妇女赋权问题，对提高女性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中国城乡人

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课题也为分析类似复杂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方法，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课题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深圳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

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再构建及其对婚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获得如下重要观

点： 

（1）农村流动人口再构建的社会网络具有小规模与以强关系为主的特点。 

（2）农村流动人口收入普遍较低，但生活满意度较高，社会网络再构建显著影响了对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的获取。 

（3）流动后再构建的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观念有显著影响。 

（4）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期望子女数下降，男孩偏好观念有所弱化，社会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体因

素对其流动后生育观念与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 

（5）再构建的社会网络及其婚育观念与行为存在明显的社会性别差异。 

总之，流动前后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规模变小，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获取

及婚育观念和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城市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网络异质性、扩大网络规模和提高社会

融合程度，均有利于新的婚育文化在农村流动人口中传播。本课题研究表明，除了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

度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革之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与城市市民的交往，有利于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再构建，从而有利于其社会融合。 

学术价值 

（1）方法创新：①采用国际上通用的范德普尔方法和GSS方法对社会网络进行度量，结合中国农村流动人

口社会网络再构建的实际情况和特征进行本土化和可操作化；②将文化传播、创新扩散理论、社会资本与

和社会网络理论相结合，为系统分析农村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再构建及其社会后果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



础。 

（2）发现创新：①农村流动人口再构建的社会网络具有以强关系为主、小规模的特点；②农村流动人口收

入普遍较低，但生活满意度较高，社会网络的再构建显著影响了对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获取；③再构建

的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观念生有显著影响；④农村流动人口期望子女数下降，男孩偏好观

念有所弱化，社会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其流动后的生育观念与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⑤婚育

观念存在明显的社会性别差异。 

应用价值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课题提出促进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强农村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有效管理与生殖

健康服务的政策建议，对于推动城乡社会融合，保证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阶段性学术成果 

最终发表（会议）论文9篇（英文会议论文1篇，中文期刊论文6篇，会议论文2篇）；资助完成硕士论文3

篇、博士论文1篇。 

社会影响和效益 

部分研究成果以报告的形式已于2005年年底递交深圳政府，受到深圳市政府认可，报告中的部分政策建议

已被采纳付诸于实践，为深圳政府制定推动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推动城乡人口、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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