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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刘 爽王 平

【 内容摘要 】 随着
“

单独 二孩
”

政策落地 ， 生育政策再次成为 社会热 点 ，各种说法频 出
，
有 必要更广

泛 、深入 的讨论 。 文章在对
“

单独 二孩
”

政策 实施后 一年来相 关研 究成果进行梳理和 总结 的基础上 ，从

妇女终身 生育水平和 生育地 区差 异 的 角 度 ，对
“

单独 二 孩
”

政策进行 了 新的解读 ， 并从多个侧 面展开 了

政策 思考 。 研究表 明 ： 妇 女 的 终身 生育水平没有从时期 生育水平看到 的那 么 低 ， 中 国 尚谈不上 已 陷入

“

超低生育 率 陷 阱
”

， 地区 差 异大仍然是 中 国人 口 生育 的基本特征 ，政策调 整需要统筹 兼顾 。 在
“

单独

二孩
”

政策 刚 落地 一年就做 出政策
“

遇冷
”

判 断不够审慎 ，过渡性的
“

单独 二 孩
”

政策发挥着 向
“

全面二

孩
”

政策接续 的 重 要
“

错峰
”

作用 。 政策变化带来 的社会影 响要远 比 生育本 身更广泛 、复 杂 。

【关键词 】

“

单独 二孩
”

政策 ；
生 育意愿

；
终身 生育水平 ；

时期 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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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 0 1 4 年 9 月 ，全国？已有 3 0 个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通过立法程序启动了 

“

单独二孩
”

生育

政策 。 随着这
一

政策在各省 （ 自治区 、直辖市 ）的先后落地 ，对于符合政策规定的育龄夫妇而言 ，是否

生育下一个孩子的选择权已经掌握在 自 己手中 。 与之相呼应 ，

“

单独二孩
”

政策这
一

专业术语立刻成

为 目前国 内 出现频率最高 、 公众关注度最强的
一

个词汇 ，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的研究热潮也随之兴

起 。 而值得关注的是 ，与以往任何
一

次有关生育政策的研究热潮相比 ，这次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讨论

不光在学术界迅速聚集了
一

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分析 ，而且也不断有从网络上发 出的各种声音 ，

申报
“

低迷
”

、政策
“

遇冷
”

、

“

低生育率陷阱
”

、

“

超低生育率
”

等说法频出 。

这种政策调整实施 、社会聚焦关注和学界研究热潮三种现象的同步和相互叠加 ，实为历史罕见 。

而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探析角度 、立场和观点之鲜明 ， 包括对形势判断的显著差异 、政策选择结论的

针锋相对 ，
也是以往任何一次生育政策研究热潮所难以 比拟的 。

这次生育政策调整 ，是在中国人 口进入
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大背景下发生的 ，
也是中 国整个生育政

策调整 、完善链条中极其重要的
一

个节点 。 在
“

单独二孩
”

政策承担着承上启下 、转换过渡使命的这样
一个特殊时期 ，我们有必要冷静 、理性地认识和思考 ，对诸如中 国 的生育水平是不是已经

“

超低
”

？ 中

国是否已经跌人
“

低生育率陷阱
”

？ 政策调整是不是
“

遇冷
”

？ 有没有必要从
“

双独
”

通过
“

单独
”

再进

一

步向
“

全面二孩
”

过渡 （拟或直奔
“

全面二孩
”

） ？ 等问题做出 回答 。 对这些问题的 回答 ，不仅仅是

为了答疑解惑 ，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未来中 国的生育政策选择 、人 口发展战略的选择 以及人 口与经济社

会 、资源环境关系的认知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为此 ，本文将在对一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述评的基础上 ，从生育结果与生育水平的特定角度 ，

提出
一些看法 ，

以期为丰富有关生育政策 、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水平的研究及认识抛砖引 玉 。

1一年来的研究回顾

生育政策是涉及最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典型公共政策 ，社会影响深远 。 因此 ，在
“

单独二孩
”

政策

于 2 0 1 3 年底被明确提出后 ，立刻吸引 了 国 内学术界的
一批学者开展专题研究 。 仅短短 的一年时间 ，

与生育政策调整相关的研究成果就已近百篇 。 综观这些研究 ，大体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 ：

一

是对
“

单

独二孩
”

放开后 ，可能带来的出生增量及 出生堆积情况的测算和分析 ；
二是依据全国或地区调查数据

做出 的有关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讨论 ；
三是围绕着

“

单独二孩
”

或
“

全面二孩
”

进行的政策分析 ； 四

是对生育政策调整更广泛社会影响的 阐释及展望。 对这些角度不同 、 内容有异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与总结 ，
有助于我们对生育政策调整及其未来走向进行更深人的思考 。

1 ． 1 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

政策调整后 出生人 口增量到底有多大 、释放节奏是怎样的以及是否会形成明显的 出生堆积 ，是政

府 、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
也涉及政策调整 、转换过程中社会可能的震荡程度 。 而决定政策调整

后出生人 口增量的 ，
不仅有政策规定本身的制约 ，更有育龄人群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 因此 ，在 国家

“

单

独二孩
”

政策出 台后 ，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有关育龄人群 、特别是符合政策条件的育

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査 、分析 。 这些调查 、分析有全国范围的 ，
也有特定地区的 。

实际我国 2 0 世纪 8 0 年代以来的多次大型人 口或社会调査都对被调査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做过

了解 ，结果显示 ：在 2 0 世纪 8 0 、 9 0 年代 ，
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大体在 2 ￣ 2 ． 5 个之间 ；进人 2 1 世纪以

后 ，这一指标值表现出 降低趋势 ，其中 ：
2 0 0 7 年全国居 民社情民意调查获得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

1 － 8 9
，
2 0 1 2 年中 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得到的育龄人群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 1 ． 8 6

（
王军 、王广

州 ，

2 0 1 3
 ；庄亚儿 、姜玉、 王志理等 ，

2 0 1 4
） 。

① 文 中均指大陆地 区 ，
包含 3 1 个省 、 自 治 区和直辖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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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主要是对一般民众或育龄人群所做调査得出 的结果。 但对政策制定或调整来说 ， 潜在 目标

群体的生育意愿 、包括在孩子数量 、性别和时间上的可能选择 ’更直接且重要 。 因此 ，在
“

单独二孩
”

政

策提出前后 ，

一些机构或学者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生育意愿调査 。

中 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受国家卫计委委托 ，在 2 0 1 3 年组织了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 2 9 个省 （ 自

治区 、直辖市 ） 有关生育意愿的全国性调查 ，
调查对象为 2 0 － 4 4 岁有配偶人 口 。 这

一

调査的主要发现

是 ： （
1
）约有 8 0

°
／。 的被调查家庭希望生育 2 个孩子

； （
2

）

“

单独
”

、

“

双独
”

和普通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

数分别为 1
． 7 9 、

1 ． 8 3 和 1 ． 9 5

；现有

一

孩
“

单独
”

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 ？  8 1
； （ 3 ） 现有

一

孩
“

单独
”

家

庭希望生育 2 孩的比例约为 6 0 ％； （
4

）

“

单独
”
一孩家庭对未来生育时间安排

“

未确定
”

的 比例高达

5 9％ ；其余约四成的夫妇计划在三年中递减式地进行政策性生育 释放 （ 庄亚儿 、姜玉 、王志理等 ，

2 0 1 4
） 。 福建省 同在 2 0 1 3 年进行 的 生育意愿调査也得到 了

“

单独
一

孩
”

夫妻有再生育意愿的达到

6 0％ 这一比例 （汤兆云 ，
2 0 1 4 ） 。 但在 2 0 1 4 年湖北省进行的大样本类似调查 中 ，符合

“

单独二孩
”

政策 、

可再生育的家庭不仅表现出偏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 ，
而且明确表示要生二孩的比例只有 2 1 ． 5 ％ ，

不想

生的比例却接近 6 0 ％
（ 石智雷 、杨云彦 ，

2 0 1 4
） 。 陈建平等 （

2 0 1 4
） 对上海户籍已婚育龄人群所做的生

育意愿调査结果则显示 ：在不考虑政策的情况下 ， 约 4 8 ． 5 ％ 的被调查对象希望生育 2 个孩子 （

“

单独
”

夫妇的该比例为 4 8 ． 7％
） ，而夫妻是否独生子女对意愿生育子女数并无影响 。 广东省也曾 在 2 0 1 1 年

组织过对
“

8 0

”

后年轻
一

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大规模调査 ，结果表明 ： 近 3 ／ 4
（

7 2 ． 8％
 ） 的被调査

“

8 0

”

后的理想子女数为 2 个 ，其中 1 男 1 女是其主流意愿 （ 张建武 、薛继亮 ，
2 0 1 3

） 。

除上述外 ，
还有

一些小规模 、地区性的生育意愿调查 。 由于各种主 、客观原因 ，这些调査结果差别

较大 ，有的调查对象明显有偏 。 但这些调查依然从不同侧面给我们很大启 发 ：其一 ， 中 国社会正处在

社会剧烈变迁的特定历史时期 ，人们 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 、包括生育观念与行为都在不断变化 ，但

因环境 、条件不同 ，地区 、城乡 、人群和代际之间的变化速度并不
一致 ，

因此生育意愿表现出各种差别

和多样性 。 其二 ， 由 于育龄夫妇处在生命周期 的不同阶段 ，他们的生育意愿可能不同且变化 ，如 ：婚前

的意愿与婚后不同 、有孩子与无孩子不同 。 其三 ，理想子女数 、意愿生育子女数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

存在差异 ，有政策约束和无政策约束的意愿也存在差异 。 其四 ，尽管如上述各种变差存在 ，但综合不

同的调査结果 ，我们仍然看到了
一些共同点 。 如 ：无论是理想子女数还是意愿生育子女数 ，都没有到

多数人
“

不想生
”

的状态 ，大多数被调査对象希望生育 2 个孩子 ， 不少 已明确表示要再生育 。 此外 ，各

类调査也都认可生育政策的调整将释放出
一定的生育潜能 ’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

1 ． 2 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可能的人口学后果的测算

在政策落地后的相关研究中 ，成果次多的就是对
“

单独二孩
”

放开后可能带来的人 口变化 、尤其是

出生人 口数量变化的分析 、测算 。

曹立斌、程广帅 （
2 0 1 4

）利用调查数据推算 ，政策调整后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符合政策家庭将 占累

积
“

单独家庭
”

的三成以上 ，在 2 0 1 5－ 2 0 1 7 年形成生育小高峰 ，但
“

生育水平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
”

。

根据他们的推算结果 ，最高峰时因政策新增的出生人口也只 占出生人 口总量的
一

成上下 。

姚引妹 、李芬和尹文耀 （
2 0 1 4

）利用理论和定量分析模型 ，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调整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出生
“

堆积
”

现象及其生育释放模式进行了探讨 。 结果发现 ：政策实施当年全国的
“

堆积夫妇
”

规

模约达到 2 6 1 2 万对 ，到 2 0 4 0 年堆积现象才基本消失 ；这些
“

堆积夫妇
”

及其生育释放主要以城镇和东

部地区为多 ；

“

堆积夫妇
”

占育龄夫妇的比重先升后降 ，峰值时占 比在 7 ．  9％ 左右 ；在政策实施的最初 5

年 ，累计释放的生育量占总量的 3 0 ％￣ 3 7 ％ 。

石人炳 （
2 0 1 4 ）依据相关数据 ，对符合

“

单独二孩
”

政策要求且已有
一

孩的
“

单独
”

夫妇其可能的生

育潜能 －

“

存量
”

与
“

增量
”

进行了估算 。 他认为全国 2 0 1 3 年的
“

生育潜能存量
”

约为 2 0 4 7 万人 ，
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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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

释放比例
”

（ 即再生育比例 ）这
一

存量的释放总量在 1 0 2 1￣ 1 2 2 6 万人之间 。 同 时他提出 ， 由于政策

回应的滞后 ，生育数量在 2 0 1 4 年的增加不会很明显 ，
但 2 0 1 5 年可能释放出约 3 4 7－ 4 1 7 万人的政策性

出 生增量 ，该增量相当于 2 0 1 2 年全国 出生人数的 2 1 ． 3 ％￣ 2 5 ． 5 ％，
出生

“

堆积
”

将十分明显 。 当然 ，他

也认为 ，政策调整对不同生育政策地区 、 城乡 、不同年龄组育龄妇女以及生育转变程度不 同地区的影

响是不
一

样的 。

也有学者根据特定地区的情况预计 ，政策性新增出生人口 的高峰年份不在 2 0 1 5 年 ， 而在 2 0 1 6 年

（罗淳 、许庆红 、戴琼瑶 ，

2 0 1 4
） 。

除了上述测算外
，

还有学者讨论了立即实施
“

全面放开二孩
”

政策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人 口学后果 ，

但不同学者的判 断与结论相差甚远 ， 并因此形成商榷之势 （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
2 0 1 4

；乔晓春 ，

2 0 1 4 ） 0

上述研究成果传递给我们 的重要信息是 ：

“

单独
”

放开会带来
一

定规模的 出生
“

堆积
”

，但对年度

出生人 口总量的影响相对有限 ，
而且由此产生的潜在生育

“

增量
”

的大部分将在未来 3￣ 5 年释放 。 同

时 ， 由于政策落地与符合政策规定的
“

单独
”

夫妇成功怀孕之间存在时间滞后 ，

2 0 1 4 年并不是出生堆

积最多的年份 ，
而 2 0 1 5 、

2 0 1 6 年才更可能有较大规模的出生
“

增量
”

和更明显的出生
“

堆积
”

。 以政策

出 台到 2 0 1 4 年底或 2 0 1 5 年初的小出生增量作为政策
“

遇冷
”

的依据 ，并不能令人信服 。

1 ． 3 其他专题研究

应不应该立刻 、迅速放开
“

普遍二孩
”

政策 ，是整个研究的
“

敏感
”

话题 。 有学者主张
“

应迅速放开

二胎
”

，理由之
一

是
“

以往中 国的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
”

（陈剑 ，
2 0 1 4

） 。 也有学者认为 由于妇女生育二

孩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 ，
立刻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将使全国的年度出生人 口规模急剧增加 ，出生人 口

峰值和生育水平峰值都很可观 ，但是全面放开二孩确实可以
“

明显改善我国总人 口未来进人负增长的

趋势 ，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 ， 延缓人 口老龄化的进程
”

（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
2 0 1 4

） 。 提出
“‘

单独二孩
’

是契合当今现实条件的政策选择
”

（ 翟振武 、李龙 ，

2 0 1 4 ） 。 还有学者主张相对更慢的生

育政策调整步伐 ，提出在
“

单独二孩
”

政策稳定实施几年的基础上 ，

2 0 1 8 年城镇采取与农村地区趋同

的二孩政策 ；
2 0 2 0 年左右再实施

“

普遍二孩
”

政策 （ 汤兆云 ，
2 0 1 4 ） 。

梳理该专题研究 ，很明显大家更关注的是政策调整后可能带来的直接人 口影响 ，包括 ：导致的出

生人 口规模变化 、生育水平的
“

反弹
”

程度 、出生
“

堆积
”

情况以及人 口结构的变化等 。 但是作为一项

社会公共政策 ，生育政策调整所产生的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人 口 变化上
， 而有着更广泛 、深刻和长远

的社会影响 ，这种影响将折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涵盖教育 、就业 、社会保障 、住房 、人们的生活方

式 、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等方方面面 ；
同时

，对政府的制度设计 、管理活动以及服务提供也会提出新的

要求 ，需要进行政策衔接 、管理衔接和服务衔接 。 但遗憾的是 ，

一

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十分匮乏 ，

仅有个别学者专门讨论或涉及这
一主题 。 其中 ，风笑天教授 （

2 0 1 4
） 分别从政策调整所引发的新人 口

现象与人口 问题 、对城乡家庭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承担生育责任的青年夫妇 、

“

单独二孩
”

放开形成的

政策性人口 队列等方面说明了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 石智雷 、杨云彦 （
2 0 1 4

） 则强调 了面对政策延伸

风险 ，政府相关部门需要
“

政策细贝 ！
Ｊ尽快调整到位

”

、

“

政策传递到位
”

以及
“

监督执行到位
”

等 。 杨云

彦 、向华丽 、黄瑞斧 （
2 0 1 4

）则从人口 红利效应的角度提出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
“

人 口数量红利效应较

小 ，但对人 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 ， 同时可持续深化人 口素质红利
”

。

通过上面的梳理与总结可以看到 ，紧随着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 ，我国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 回

应。 但是面对新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 ’面对与以往不 同 的政策对象 、人 口群体和队列 ，
也面对迅速

改变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 ，
对生育政策调整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 ，还有大量的重要问题需要

回答 ，
诸多认识和看法也有待进

一

步辨明和澄清 ，包括对所面临变化和问题更全面 、多视角 的了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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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 。 下面本文的讨论就尝试从新的角度做出分析和思考 ，期望能带来启示 。

2 妇女终身生育水平没有从时期生育水平看到的那么低

在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相关讨论中 ，学者们对妇女生育水平的表达 ，使用最多的就是学界公认的

综合性指标
一总和生育率 。 近些年 ，我国多次大规模 、权威性的人 口调査 、特别是人 口普査 ，从总和生

育率的角度都显示妇女的生育水平极低 。 如 ：
2 0 0 0 年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査获得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值

为 1 ． 2 2
，

2 0 1 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 简称
“

六普
”

） 得到的该指标值更低到 1 ． 1 8 。 但有学者认为实

际的妇女生育水平没有这么低 ，
经论证 、调整后提出现阶段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 1 ． 5 ￣ 1 ． 6 之间

（ 翟振武 、赵梦晗 ，
2 0 1 4

） 或在 1 ． 5 ￣ 1 ． 8 的范围 中 （风笑天 ，
2 0 1 4 ） 。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并不认同 ， 提出

＂

2 0 多年来
，
几乎所有全国性人口 调查统计均反映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 ，并在

一

个较长时间

低于 1 ． 5 以下
”

。 中国妇女生育率巳属于
“

很低生育率
”

，认为
“
一些学者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

是不能被证实 ，怀疑生育率调査所未能正确反映的所谓
‘

（ 较高的 ） 真实生育水平
’

也始终难见踪影
”

（ 陈剑 ，
2 0 1 4

） 。 甚至有的学者直接应用 1 ． 2 左右调查所得的总和生育率指标 。 应该说 ， 多年来 ，有关

中 国真实生育水平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 ，但对其判断是生育政策怎样调整和何时调整最重要的参

数 。 为此 ，笔者认为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了解这些年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 ， 即利用反映生育结

果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 （ 或准终身生育水平 ）看看近些年我 国妇女生育状况 、变化趋势及其特点 。 鉴

于数据的可获性限制 ，笔者利用
“

六普
”

获得的 3 0 － 4 9 岁育龄妇女的活产子女数数据 、特别是 4 0 － 4 9

岁高龄育龄妇女的此类数据 ，尝试从另
一

个角度理解和认知中国 的生育转变及人 口形势 。

表 1 给出了所分析的 4 个五岁组育龄妇女的生育背景 （ 出生年代 ）及其生育旺盛年龄所处时期的

情况 。 其中 ，
3 0 ￣ 3 9 岁的育龄妇女主要 出生在上个世纪 7 0 年代 ， 绝大多数是国家推行计划生育 以后

出生的人 口 ，她们的生育旺盛期跨越上个世纪 9 0 年代和本世纪的最初 1 0 年 ；而 4 0 ￣ 4 9 岁的育龄妇女

主要出生在上个世纪 6 0 年代 ，她们的生育旺盛期在上个世纪 8 0 和 9 0 年代 ，
经历了计划生育的

“

紧运

行
”

时代 。 概言之 ，

4 个年龄组的育龄妇女都是在 2 0 世纪 8 0 年代我国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开

始她们的生育历程的 ，其中 的绝大多数更是在
“


一

孩半
”

政策稳定后度过其生育旺盛期的 。

表 1 2 0 1 0 年我国城乡户籍 3 0 
￣ 4 9 岁育龄妇女的队列时间

Ｔａ ｂｌ
ｅ1Ｃｏ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ｆｏｒＵ 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 Ｗｏｍｅｎａｇｅｄ 3 0 

－ 4 9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
， 2 0 1 0

—

年龄组出生年代生育 旺盛 时期 （
2 0 ￣ 2 9 岁 ）

3 0 
￣

 3 4 岁 1 9 7 6 
￣

 1 9 8 0 年 1 9 9 0 年代后半期至本世纪整个 1 0 年代

3 5 
￣

 3 9 岁 1 9 7 1
￣

 1 9 7 5 年 1 9 9 0 年代初期到本世纪 1 0 年代前半期

4 0 
￣

 4 4 岁 1 9 6 6 
￣

 1 9 7 0 年 1 9 8 0 年代后半期至整个 1 9 9 0 年代

4 5 
－

 4 9 岁


1 9 6 1
￣

 1 9 6 5 年


1 9 8 0 年代初到 1 9 9 0 年代 中期


按照我国育龄妇女的生命历程特点 ，
3 0 ？ 3 9 岁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如果符合政策要求 ， 尚处在有可

能再生育的
“

实际
”

生育期后半段 ；
4 0 ￣ 4 9 岁的育龄妇女则属于基本或者绝大多数已经完成生育的育

龄妇女子群 ，她们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基本可以代表其终身生育水平 、尤其是 4 5 ￣ 4 9 岁 的高龄育龄妇

女 。

图 1 显示的是 2 0 1 0 年
“

六普
”

获得的 、按户籍划分的全国城乡 3 0 － 4 9 岁育龄妇女的平均活产子

女数情况 。 根据数据可以看到 ： （
1
）就我国 已基本完成生育的 4 5－

 4 9 岁组育龄妇女而言 ，城镇户籍的

妇女平均生育了
1 ． 2 6 个孩子 ， 乡村妇女平均生育了 

2 ． 0 8 个孩子
；
这批人的平均活产子女数为 1 ． 8 3 个

孩子 。 （ 2 ） 4 0 － 4 4 岁组的育龄妇女也 已绝大多数或者说基本都完成了生育 ，她们的情况是 ：城镇妇女

平均生育了 1 ． 2 0 个孩子 ， 乡村妇女平均生育了
1 ． 8 8 个孩子 。 （

3
）

3 0 － 3 9 岁年龄段的育龄妇女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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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还有可能继续生育 ，但是从现有水平看 ， 城镇妇女这两个年龄组 已分别生育 了 1 ． 0 1 和 1 ． 1 4 个孩

子 ；
农村这个年龄段 2 个年龄组的育龄妇女更已分别生育 了

1 ．  5 3 个和 1
．

 7 4 个孩子 。

图 1 2 0 1 0 年按户籍 的全国城 乡 3 0
？

4 9 岁 育龄妇 女的平均活产子女数

Ｆｉｇｕ ｒｅ 1Ｍ ｅａｎＮｕｍｂｅ ｒｏｆ Ｃｈ ｉ

ｌｄ ｒｅｎＥｖｅｒ Ｂ ｏ ｒｎ ｆｏ ｒＵ 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Ｗｏｍｅｎａｇｅｄ 3 0 
－ 4 9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2 0 1 0

2 ． 5
「

2 ． 0 8

；
ｐ 2 ． 0？ 1 ． 7 4ＨＬ 8 3

！

1 5

＼Ｊ
ｊ
ｍ

1

［

Ｊｉｌ

ｆ

ｊｈＪｌ

3 0
￣

3 4 岁 3 5
？

3 9岁 3 0
＾

4 4 岁 4 5
？

4 9 岁

资料来源 ：根据
“

六普
”

长表数据计算得 出
。

上述情况至少告诉我们四点 ：

一是育龄妇女在代际之间确实表现为生育水平的不断下 降 ，
但是在

政策约束和生育期未结束的背景下 ，是否如我们所想象的 降低那么快 ，
值得思考

；
二是即便生育水平

在代际之间是持续降低 ，但是这些队列育龄妇女的整体终身生育水平依然没有达到
“

超低
”

或者 已跌

人
“

低生育率陷阱
”

的程度 ，尤其在农村地区 ；
三是这样相对不高的生育水平 、尤其城市地 区的极低生

育水平 ，是严格生育政策约束下的表现 ； 四 是尽管可以确认 ，
比这些育龄妇女更年轻的

“

8 0 后
”

或
“

9 0

后
”

女性 ，会有更低的生育水平 ，但是否会
“

极低
”

仍需要做出观察 （ 尽管可能是 ） 。 因为她们所面临 的

生育政策环境与过去相比 已有很大不同并将有更大不同 。 刚刚迈入生育旺盛期或正经历生育旺盛期

的她们 ，未来的生育选择将是社会变迁和政策变化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和

变化可能 。 现在就对她们的生育做出 内生性
“

超低生育率陷阱
”

的主观判断 ，恐怕为时过早且不能
一

概而论 ，
因为迄今中 国的妇女生育水平在地区 、城乡 和人群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 当然 ， 需要 指

出 的是 ，这里不是在讨论她们的生育水平是否会低于更替值 ，而是说是不是我们行将或 已跌入
“

超低

生育率陷阱
”

了 。

3 地 区差异大是我国 人 口生育的 基本特征

表 2 ￣ 5 给出 的是我国除西藏 自 治区？外的 3 0 个省 、 自 治区和直辖市 2 0 1 0 年
“

六普
”

获得 的城乡

户籍 4 0 － 4 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的信息 。 地区分类是按照 同年各省 （ 自 治区 、直辖市 ）农村居

民人均年纯收入水平进行划分的② ，
以此代表地 区发展水平 ；使用 4 0 － 4 9 岁年龄段高龄育龄妇女 的数

据是出 于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考虑 ，特别是 4 5－ 4 9 岁组 。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 ： （
1

）无论是发达地区 ，
还是欠发达地区 ，城乡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都存在显著

差异 ，这种差异在某些地区乡村妇女甚至平均 比城镇妇女多生 1 个孩子以上 。 （
2

） 在城镇地区 ，发达

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也相差悬殊 ，京津沪三大直辖市 的高龄育龄妇女平均终身只

① 考虑到 西藏 自 治 区 的人 口 生育特点及抽样数据过 小 ，
故不 纳入分析 。

② 之所 以采 用农村居 民人均 年纯收入指标作为地 区 类型 划分 的标 准
，
是 因 为 它的 分层特点非 常明 显 。 各省 、

自 治 区

和直辖 市 2 0 1 0 年 的农村居 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值均 来 自 各 省 、 自 治 区和直辖 市
“

2 0 1 0 年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

， 参见各省 、 自 治 区和 直辖 市统计局 的 官方 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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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了 〗 个孩子 ；
江浙两省平均生育 了

1 ． 2 个孩子左右 ；广东省是较发达地区的特例 ，该地区城镇育

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高达每人平均生育 了 1 ． 5 5 个孩子 ，福建省紧随其后
；
而在我国不太发达和最

不发达的地区 ，城镇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基本在平均生育 1 ． 2 ￣ 1 ． 5 个孩子的范 围 内 ；
其中海南

省是又
一

个特例 ，其城镇妇女终身平均生育了约 1 ． 8 个孩子 。 （ 3 ） 乡村地区的地区差异同样显著 ，并

且不论哪类地区 ，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都明显要高于城镇的 同龄妇女 。 其中最发达地区的乡村妇女

平均每人也要生到 1 ■ 7 个孩子左右
；
次发达地区低的省份妇女平均生了 1 ． 8 个孩子 ，高 的广东 、福建

两省平均要生 2 个孩子以上 ；
第三类地区 ，除少数省份外 ，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都超过平均 2 个孩子 ；

最不发达地区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甚至高到平均每人生到 2 ． 5 ￣ 2 ．  7 个孩子 。 （
4

） 进
一

步观察可见 ，

我 国乡村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地区差距显著大于城镇 ，但部分地区城乡 内部高龄育龄妇女的 5 岁组队

列之间几未显现差异 。 同时 ，在最发达的城镇地区 ，
4 0 － 4 4 岁和 4 5 －  4 9 岁高龄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

（ 准终身生育水平 ）极其接近 ，表明这已是政策约束下的
“

生育下限
”

表达
；
这类地区的乡村高龄育龄妇女

年龄组间存在差异但十分微小 。 其他类型的地区则随着发展水平的梯次降低 ，无论城乡 ，两个年龄组高

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均表现出
一

定差异 ；
且发展水平越低 ，这种差异相对越大。

表 2 2 0 1 0 年最发达地区城乡户籍 4 0 
￣ 4 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 个

）

Ｔａｂ ｌｅ 2Ｍｅａ ｎＮｕｍ ｂｅ ｒｏｆ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Ｅｖｅ ｒＢｏ ｒｎ ｆｏ ｒＵ 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  4 0 
－

4 9 ｉ ｎＣｈ ｉｎａ
＇

ｓＭｏｓ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
ｄＡｒｅａｓ

， 2 0 1 0

城 镇乡 村
省 份


4 0 ￣

4 4 岁 4 5
￣ 4 9 岁 4 0 ￣

4 4岁 4 5 
￣ 4 9

岁

上海 1 ． 0 3 1 ． 0 3 1 ． 6 7 1 ． 6 9

北京 1 ． 0 0 1
． 0 51 ． 4 9 1 ． 6 7

天津 1 ． 0 0 1 ． 0 0 1 ． 6 4 1 ． 7 0

浙江 1 ． 1 7 1 ． 2 0 1 ． 6 1 1 ． 7 2

江苏 1 ． 1 7 1 ． 2 1 1 ． 4 8 1 ． 6 2

资料来源 ： 同 图 1 。 注 ： 该年上述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9 0 0 0 元以 上 。

表 3 2 0 1 0 年次发达地区城乡户籍 4 0 ￣ 4 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 个
）

Ｔａｂｌ ｅ 3ＭｅａｎＮｕｍ ｂｅ ｒｏｆＣｈ ｉ ｌｄ ｒｅｎＥｖｅ ｒＢｏ ｒｎ ｆｏｒＵ ｒｂａ ｎ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Ｗ ｏｍｅｎ

ａｇｅｄ  4 0 －  4 9 ｉ
ｎ Ｃｈ

ｉ ｎａ
＇


ｓＭｏ ｒｅ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ｅｄＡｒｅａｓ

， 2 0 1 0

城 镇乡 村
省 份


4 0 
－

 4 4 岁 4 5 
－

 4 9 岁 4 0 
￣

4 4 岁 4 5 
－

 4 9 岁

广 东 1 ． 4 3 1 ． 5 5 2 ． 2 7 2 ． 5 6

福建 1 ． 2 5 1 ． 3 0 1 ． 9 92 ． 3 2

山 东 1 ． 1 4 1 ． 2 3 1 ． 6 2 1 ． 8 4

辽宁 1 ． 0 2 1 ． 0 7 1 ． 4 3 1 ． 5 6

吉林 1
． 0 7 1 ． 1 1 1 ． 5 0 1 ． 7 0

黑龙江 1 ． 0 4 1 ． 1 2 1 ． 4 9 1 ． 8 0

资料来源 ： 同 图 1 。 注 ：该年上述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6 2 0 0 ￣ 7 9 0 0 元之间 。

尽管上述各类地区的城乡 生育水平并不完全
“

同步
”

但经济越不发达 、生育水平越高的关联性特

征仍十分明显 。 而国内各地区髙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 （或接近终身生育水平 ） 的这种空 间差异 ，

实际代表着
一

种时间上 、 即生育转变的阶段性差异 。 在这个意义上 ， 概括地说中 国已经是
“

极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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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

、特别是
“

超低生育水平
”

，
恐怕既不合理也不符合事实 。 地区差异大仍是中 国人口 生育的基本

特征 。

表 4 2 0 1 0 年次不发达地区城乡户箱 4 0 ￣ 4 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
个

）

Ｔａ ｂｌｅ 4ＭｅａｎＮｕｍｂｅｒｏ ｆ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Ｅｖｅ ｒＢｏｒｎ ｆｏ ｒＵ 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Ｗｏｍｅｎ

ａｇ ｅｄ  4 0 
－

 4 9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ｓＬｅｓｓ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ｄＡｒｅａｓ
， 2 0 1 0

城 镇乡 村
省 份


4 0 ￣ 4 4 岁 4 5
￣ 4 9岁 4 0 ￣

4 4
岁 4 5 ￣ 4 9 岁

河北 1 ． 2 3 1 ． 2 4 1 ． 8 7 2 ． 0 8

湖北 1 ． 1 7 1 ． 2 1 1 ． 8 1 2 ． 1 1

江西 1 ． 3 4 1 ． 4 8 2 ． 1 2 2 ． 3 4

湖南 1 ． 1 8 1 ． 2 3 1 ． 8 1 2 ． 0 8

内 蒙古 1 ． 1 4 1 ． 2 4 1 ． 6 8 1 ． 9 7

河南 1 ． 3 7 1 ． 4 5 2 ． 0 8 2 ． 2 3

安徽 1 ． 2 2 1 ． 3 5 1 ． 9 2 2 ． 2 2

重庆 1 ． 1 9 1 ． 1 2 1 ． 7 1 1 ． 6 6

海南 1 ． 7 2 1 ． 8 5 2 ． 5 7 3 ． 0 2

 

1

＾￡
7



Ｌ 2 3


Ｌ 6 8


1 ． 7 5

资料来源 ： 同 图 1 。 注 ：该年上述省份的农村居 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5 1 0 0 ￣ 6 0 0 0 元之间 。

表 5 2 0 1 0 年最不发达地区城乡户籍 4 0 ￣ 4 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个 ）

Ｔａｂ ｌ

ｅ 5ＭｅａｎＮｕｍ ｂｅｒｏ ｆ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Ｅｖｅ ｒＢｏｒｎ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 Ｗｏｍｅｎ

ａ
ｇ
ｅｄ  4 0 

－

 4 9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ｓＬｅａｓ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
ｄＡｒｅａｓ

， 2 0 1 0

城 镇乡 村
省 份


4 0 ￣

4 4 岁 4 5
￣ 4 9岁 4 0 ￣ 4 4 岁 4 5 

￣ 4 9 岁

山 西 1 ． 3 5 1 ． 4 3 2 ． 0 9 2 ． 2 3

宁夏 1 ． 3 5 1 ． 3 7 2 ． 4 6 2 ． 6 7

新播 1 ． 4 0 1 ． 5 3 2 ． 2 9 2 ． 5 9

广 西 1 ． 2 2 1 ． 3 5 2 ． 2 6 2 ． 5 2

陕西 1 ． 2 2 1 ． 2 6 1 ． 9 7 2 ． 1 8

云南 1 ． 1 1 1 ． 2 2 2 ． 1 2 2 ． 2 3

青海 1 ． 1 5 1 ． 3 0 2 ． 1 1 2 ． 4 3

责州 1 ． 3 0 1 ． 3 4 2 ． 4 7 2 ． 6 9

甘肃


Ｌ 3 1



Ｌ 3 3


2 Ａ9


2 ． 3 7

资料来源 ： 同 图 1 。 注 ：该年上述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3 4 0 0 
－

 4 8 0 0 元之间 。

4 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调整的思考

结合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实施一年多以来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较全面梳理和总结 ，通过从生育

结果 －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和地区生育差异角度的分析 ，帮助我们做出如下思考 ：

（
1
）观察我国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是往后看 ，分析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现实看 ， 了解育龄妇女 、包

括符合政策性再生育条件育龄妇女的生育韋愿是 向前看 ，
而站在地 区 、城乡 和人群的角度是综合看 。

对中国人口形势和生育未来的判断与认知 ，需要多视角和全方位 。 这样才能够避免因指标本身的
“

缺

陷
”

而带来误读和误判 ，也才能够真正权衡利弊
，
科学决策 。 本文所分析的 3 0 － 4 9 岁的中 、高龄育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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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是在我国计划生育最严格时期度过她们的旺盛生育期的 ，而从终身生育水平视角对她们做出 的

分析表明 ，
城镇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 （ 或准终身生育水平 ）确实 已很低 ，

但这是严格生育政策下的表

现
，政策放宽必然带来生育

“

反弹
”

（ 只是程度大小 ） ；而农村妇女 的终身生育水平 （ 或准终身生育水

平 ）即便在严格政策约束下还平均生了 
2 个左右的孩子 。 这就与从时期生育指标看到的有所不同 。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利用
“

六普
”

数据对中 、高龄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的分析 ，
因为漏报的客观存

在？ ，仍只能说是
一

种
“

下限
”

表达 ，实际生育水平应该比之更高 、特别在农村地区 。

（
2
）我国 的生育转变有着显著的地区差异 ，这种差异意味着不 同地区正处在生育转变的不同阶

段 。 对于北京 、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 ，确实面临着超低生育水平 ，
巳经进入

“

第二次人口转变
”

阶段 ；
但

是对于部分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育龄妇女生育 2 个孩子还很普遍 。 因此 ，简单地说中 国 已经进入
“

超低生育水平
”

甚或
“

超低生育率陷阱
”

并不客观 、准确 。 中国社会仍存在
一

定的生育
“

潜能
”

，这是

中 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必然反映 。 考虑差异也应该是生育政策调整 、完善的应有之意 。

（
3
）无论是从育龄夫妇生育时间选择的规律性特点看 ， 还是从政策 回应的

“

滞后性
”

影响看 ，在
“

单独二孩
”

政策刚落地
一

年 、甚至不到一年 ，就做出 政策
“

遇冷
”

的判断和结论 ，
并用不完整的数据来

佐证 ，
显得为时过早且不够审慎 。 在中国人 口进人新的发展阶段之后 ，

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是必要

和重要的 ，

“

序幕
”

已经拉开 ，
全面放开二孩只是时间 问题 。 但是 目前中 国 尚谈不上 巳陷人

“

低生育率

陷阱
”

、更谈不上
“

生育危机
”

。 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仍是在严格政策约束下的
“

底线
”

表达 ， 即便是与其

他国家同样表现出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其内涵也不一样 。 因此 ，生育政策调整必然带来
一定程度的生育

“

反 弹
”

。 作为过渡性的
“

单独二孩
”

政策 ，不仅是要避免出生人 口 的大幅波动和较严

重的 出生
“

堆积
”

，发挥
“

单独二孩
”

向
“

全面二孩
”

政策接续的
“

错峰
”

作用 ；而且有利于承上启下 、统筹

兼顾 。

“

单独二孩
”

政策刚刚落地
一

年多 ，稳妥
一些 、观察

一

段 ，尤其是对政策衔接 、管理衔接和服务衔

接做出操作层面更有序的考虑和安排 ，包括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实施做出全面评估 ，
可能比立刻采取新

的行动要更理性 ，效果也更好 。 更何况 1
、
2 年甚或 2 、 3 年政策转换的

“

延迟
”

，对中 国社会发展 、人 口

发展的影响远没有某些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
4

）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 、实施或调整 ，都会有
“

受益者
”

和
“

受损者
”

。 生育政策是典型的公共政

策 。 这种益损在生育政策调整中不光表现在是否有更宽松的生育政策环境上 ，也表现在 由此产生的

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全方位的影响上 ，包括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 客观地说 ，
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 国

家 、政府出 于宏观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考虑所采取的政策立场与在微观层面上更关注生育权利的个体 、

甚或群体的政策立场 ，有时并不完全
一

致。 但可 以确定的是 ，我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正 向着 国家政策和

群众意愿相统
一的方向逐步迈进 。 在人 口与发展领域 ，尊重和保护个体的生育选择权利 固然重要 ，但

是
“

本
” “

末
”

之间 ， 同样重要 、甚至更重要的是要为全体公民 以及他们的子孙提供更幸福也更有质量

的生存 、生活和生命价值 。 因此对生育政策调整 、完善的考量 ，既要寓于其中 ，又要超乎其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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