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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合作研究发现日本女性生活方式与生育行为相关

  文章来源：心理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2-06-14 【字号： 小  中  大 】 

生活方式的形成与良好循环的建立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领域（如：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领域（如：家庭

经济因素、社会支持因素）的问题。对于处于生育适龄期中的已婚女性来说，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与她们的生育行

为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为首的国际合作交叉研究团队，使用目前收藏在日本RISS经济心理学数

据库（http://www.kansai-u.ac.jp/riss/shareduse/database.html）中的一份2006年度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初步发现日本已婚女性的多元化生活模式选择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日本已婚妇女，显现出明显的晚婚晚育倾向。在家庭收入来源上，夫妇

两个人共同支撑家庭开支，此类型展现出了独立自主的新一代女性形象。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心理空间，认为自己

能够独力养育孩子，从而接受来自他人的各种援助相应要少许多。 

而与此不同的是，生育有三个以及以上孩子的日本已婚妇女通常是早婚早育，在经济上多依附于自己的丈夫，

呈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型家庭模式。孩子过多，家务负担过重，同时她们也有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心理空间的需

求，所以和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她们接受来自他人的各种援助相应要多些。 

从日本全国调查数据来看，晚婚晚育和独生子女家庭的比率在逐年增加，而以往日本人理想中的三个孩子的家

庭正慢慢减少。这种现象在日本大城市里尤为显著。但是，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比率基本保持在55％左右，呈现出

很强的稳定趋势。 

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城乡之间差异不仅表现在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上，其生育价值观以及生育行

为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作为服务于未来我国人口战略的一项前瞻性研究项目，此成果为今后在我国开展实证研究提

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科学数据依据。 

该研究由心理所助理研究员曹阳与日本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参与并完成，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产学连携

研究推进事业（2005年-2010年）以及日本文部科学省共同研究基地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onetwork 

Strategies（Kansai University）共同研究领域Ａ项目（2011年-2013年）的资助。其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 

论文信息：Cao, Y., Matsumoto, S., & Murata, T. (2012). Married women’s lifestyle in Japan: 

disparities based on the numbers of children. The Review of Socionetwork Strategies. 6, 1-14. DOI: 

10.1007/s12626-011-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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