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研研研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  

    在在在在研研研研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定位定位定位定位与与与与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你当前所在位置：> 首页 > 已完成项目

省部省部省部省部级级级级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来源：   发布日期： 2009-09-08 08:17:45 浏览： 531 次

1) 1992－1993，“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死亡分析”，国家统计局项目 

2) 1992－1993，“中国计划生育工作评估研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 

3) 1992－1995，“中国历史人口研究”，国家统计局项目 

4) 2000－2001，“中国农村婚姻形式与养老研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 

5) 2002－2004，“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死亡分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项目 

6) 2003－2004，“生殖健康与社会性别”，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 

7) 2005－2007，“陕西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陕西省人民政府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

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弄清楚陕西省人口发展态势，并对未来的人口态势发展做出预测，这对于

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陕西省的人口发展，主要存在以下

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全省人口现状、生育水平及今后20－50年的发展趋势；2、全省人口流动及迁移

现状与未来20年发展趋势；3、全省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现状及未来20年至50年的发展趋势；4、陕西

人口死亡水平现状及未来20年至50年变化趋势；5、全省人口分布、人口密度现状与未来20－50年变动趋

势和调控政策；6、全省人口健康素质、教育素质状况与人口资源开发对策研究。该课题拟综合各具体问

题，对陕西省人口态势的各个方面做出综合研究，以便为陕西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8) 2006，“国家关爱女孩行动启动研究”，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持续的低生育率，我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并且女孩死亡水平相对偏

高的程度加大，这不仅损害了妇女和女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也严重损害社会与人口

的整体福利，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针对1980年代后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法规和政策进行治理。国家人口

计生委从2003开始，在前期研究和安徽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先后在全国

24个县进行了“关爱女孩行动”的试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为了进一步深化和推广“关爱女孩行动”，基于国家计生委在全国24个县的试点，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口计生委等部门关于广泛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

偏高问题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05】59号，以下简称59号文件），旨在通过“关爱女孩行动”将

性别比治理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基于上述背景，受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委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参与“关爱女孩行动”的国家

启动工作，目的在于为国家行动启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保证实施方案的顺利启动。主要进行包括以下

工作： 

1、参与制定“关爱女孩行动”国家实施方案纲要，为“关爱女孩行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战略规划。 

2、参与设计具体的实施策略和操作方案，确保方案的顺利实施。 

3、参与组建专家组及其工作机制，为方案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4、参与项目的评估与需求调查工作。 

5、进行与项目评估和建模相关的各种技术支持工作，确保国家启动大会的顺利召开。 



9) 2007，“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的深化与探索研究”，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 

针对中国19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偏高的问题，2003-2006年中国政府在全国选择24个县

（区）进行“关爱女孩行动”的试点工作，从六大基本领域入手试图遏制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并使之趋于正

常。试点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的干预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经验。 

2006年7月，全国“关爱女孩行动”正式启动，国家试点县扩展到32个省的32个县，标志着对出生性别比

的治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本研究拟采取方案设计、参加研讨会议等形式，为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的重大活动和举措提供决策咨

询、工作指导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需要进行宏观方案的设计，并协助制定配套的实施计划； 

（2）配合国家人口计生委做好相关政策研讨会议的组织、协调和沟通工作，协助设计会议方案； 

（3）进行“关爱女孩行动”的相关政策研究，并与其他专家组单位开展不同程度的合作，针对方案实施不

同阶段的要求提交针对性政策建议； 

（4）深入研究性别比治理的相关学术和实践问题，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及其相关部门机构提供经常性的咨询

服务； 

（5）配合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相关的调查，协助完成调查方案的设计、数据的分析以及调查报告的撰写等

工作。 

（6）由国家“关爱女孩行动”办公室及其专家组委托的其他相关事宜。 

10) 2006－2008，“生殖健康与社会性别诊断工具箱开发研究”，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联合国人

口基金项目 

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人口协调发展，为此，解决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的关

键、重要途径，就是把社会性别理念融入到优质服务的各个领域。项目县在具体的优质服务活动中，希望

能够自主分析区域、机构和个人不同层次的社会性别现状，发现优质服务中存在的社会性别问题，设计社

会性别促进策略，普及社会性别理念，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为此，需要研究部门对社会性别理念进行相

关方面的操作化研究，提供一套简易有效的工具，便于县区级生殖健康领域自我开展社会性别评估、诊断

与促进的活动。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社会性别专家组、国家人口计生委项目办及30个项目县人口计生委

合作，开发一套围绕六周期项目目标，以30个县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为基础的简易有效的社会性别评价诊断

及干预工具箱。主要工作包括： 

（1）需求评估。调查30个项目县对已有的社会性别诊断及干预工具箱的使用需求评估，应用他们的反馈意

见对工具箱进行修订。 

（2）内容扩展。对城区情况、青少年情况、流动人口情况、艾滋病预防等方面的社会性别干预进行扩展研

究。 

（3）方法改善。工具箱在方法上进一步在简洁、易行方面进行修改。 

（4）试应用。在东中西部选取3个典型的项目县进行工具箱试应用，以便发现问题，及时修改。 

（5）全面试用。在30个项目县进行工具箱的全面试用，并收集试用的反馈意见，完善工具箱。 

 

11) 2007－2008，“西安市人口战略研究”，西安市人民政府 

在“十一五”时期，是西安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国际化、市场、人文化、生

态化进程，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的关键时期。西安市正处于社会、经济和人口三

大转型时期，人口发展中各个主要领域都存在急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比如低生育率下人口持续增长矛

盾，人口结构还不合理，老年人口高峰来临、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偏高，人口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

应，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压力加大，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口地区分布存在失

衡，人口地区分布与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公共产品分配和城市发展不相协调，人口规模与城市社会经济发

展和环境资源的紧张状况未得到根本缓解等。这些将制约西安市长期可持续发展。 

西安人口战略研究本课题在六个方面开展研究，它们是：生育、死亡、迁移、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

承载力、未来人口发展变动趋势。本研究在在提供基础数据的基础上，着重提供政策建议，为西安提供发

展战略建议。 

12) 2008，“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治理模式和配套政策研究”，国家人口计生委项目 

针对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偏高的问题，2003-2006年中国政府在全国选择24个县（区）进行“关爱

女孩行动”的试点工作，从六大基本领域入手试图遏制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并使之趋于正常。试点工作取得



了极大的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的干预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经验。在此基础上, 2006年7月，全国“关爱女孩行

动”正式启动，国家试点县扩展到32个省的32个县，标志着对出生性别比的治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

是基于“关爱女孩行动”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治理依旧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主要问题表现

为: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治理有效但不明显、不普遍；缺乏对有效治理模式、治理经验的总结；国家层和

普遍的配套政策不足。 

因此，本研究包拟以研究报告、召开研讨会议的形式，以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为主，在国家人

口计生委的指导和帮助下，总结设计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治理模式和配套政策，为以“关爱女孩行动”

为核心的出生性别比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1、明确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 

2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回顾与总结，分析目前性别失衡治理及其配套政策的经验和不足； 

3、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治理模式设计； 

4、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相关配套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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