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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利用 2001～2004 年湖南省县级水平的面板数据 ,通过对数线性

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当地人口边际生育行为的因素 ,并验证了莱宾斯坦教授所提出

的边际生育行为决定理论。结果表明 ,各县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当地多孩率有非常显

著的影响。同时发现 ,收入水平、非农业化过程等因素的影响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

同步 ,而这也是在中国未来人口政策制定过程中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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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自从马尔萨斯于 18 世纪提出“两个级数”的人口理论以来 ,关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

的关系一直是学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最近几十年来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

手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加里 ·贝克尔 ( Gary S. Becker) 无疑是其中的代表

人物之一。然而 ,自从贝克尔 (1976)针对 20 世纪以来生育率与父母收入水平之间的背离现象

提出孩子的“数量与质量相互影响”理论以来 ,学术界对于这一理论的评价并不一致。支持者

认为贝克尔的开创性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尤其是“经

济人”假设应用到了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 (Baumol ,1978 ; Friedman ,1993) 。而反对者则通过

经验观察认为 ,人们的生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理性选择的决策过程 ,“最大效用”原

则在这里并不适用 (Duncan MacRae ,1978 ; Humphries ,1982 ; McN ,1978) 。针对这一批评 ,哈

佛大学的 Leibenstein (1976)于 20 世纪 70 年代指出 ,贝克尔理论所讨论的并不是人们生育行

为的决策过程 ,而是人们的边际生育行为 ,即生育最后一两个孩子时的决策过程 ,结合社会经

济阶层及孩子的不同效用进一步完善了贝克尔理论。然而 ,理论在概念上进行完善的同时却

带来了新的问题 ,即作为指示了某个时期所有孩次累积生育后果的生育率或出生率指标如何

去检验边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 ? 如何将较高孩次生育的子女从出生率及生育率指标中剥离

而单独进行分析 ?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于中国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转型 ,以及应该如何转型的讨论再次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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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张维庆 ,2006 ;曾毅 ,2006 ;李建新 ,2006) 。而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点是 ,在去掉生育政策

约束或在生育政策约束减小的情况下 ,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否会与现在的生育行为有根本的不

同 ?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 ,以中国国情和人口城乡构成比例而言 ,对于农村人口突破现行生育政

策约束的多育行为 (三孩及以上)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应该在这场生育政策转型的讨论中占据

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是否有了一定程度的

转变 ? 现阶段 ,哪些经济社会因素会影响农村人口突破现行生育政策 ? 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

上对农村人口的多育行为起作用 ?

显然 ,解决以上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必须用相对于生育率或出生率来说更为恰当地

反映人口边际生育行为的指标去检验莱宾斯坦所提出的理论 ,进而去分析、研究在中国农村中

影响这一指标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尝试结合湖南省 72 个县 2001～2004 年的

面板数据 ,通过对各县多孩率指标的多元回归分析 ,回答在经济发展背景下 ,与人口边际生育

行为 ,特别是农村人口边际生育行为有关的理论及实践相关的上述两类问题。

二、理论基础和相关文献评述

谈到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尔萨斯在 18 世纪所

提出的“两个级数”人口理论。他假设人口在遇到生活资料的限制前 ,将保持快速增长。而这

一理论并不能解释 20 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中 ,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并存的现象。因此 ,贝

克尔 (1976)在总结前人理论和分析统计数据的基础上 ,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孩子数量和质量

相互影响”的理论。他所建立的与人们生育行为相关的预算约束为 :

pn n + pqq + pc ( q) qn +πz Z = I

其中 , n 为孩子个数 , pn 是为每个孩子所支付的与孩子质量无关的固定成本 (如怀孕期) , q

为孩子的质量 (如受教育水平) , pc 为每个质量单位的成本 ,它是 q 的函数 ,πz 是除孩子外其他

商品的影子价格 , Z 为其他商品的数量。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 ,可以得到孩子的数量及质量的影子价格为 :

πn =
M Un

l
= pn + pcq

πq =
M Uq

l
= pq + pc n +

9qc

9p q
nq

可见 ,孩子数量与质量的影子价格中都包含了与对方有关的变量 ,这就成为孩子数量和质

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基础。如对质量需求的增长会提高孩子数量的影子价格 ,同时 ,对孩子数量

需求的减少会降低质量的影子价格 ,从而鼓励人们进一步用孩子质量去替代孩子数量。并且 ,

贝克尔 (1993)用 20 世纪以来不同国家中受教育人群比例的上升和生育率的下降等事实验证

了自己的模型。

可以说 ,贝克尔所提出的生育模型在受到广泛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很多的批评。而其中

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于生育行为的选择究竟是不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

(Leibenstein ,1976) 。显然 ,这一问题在模型涉及到某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时显得格外关

键。作为对于这一批评的回应 ,莱宾斯坦指出 ,在应用贝克尔理论时首先要区分的两个概念是

“代表决策理性”和“边际决策理性”。即我们并不一定要假定所有孩子的出生都是父母的理性

决策过程所决定的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在多数的生育决策中都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但是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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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在决定是否生育最后一个 (甚至最后两个) 孩子时 ,他们的决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建

立在理性选择和计算的基础上。换句话说 ,贝克尔理论所应用的范围应该是人们的边际生育

行为 ,而不应扩展到人们的所有孩次的生育行为。并且 ,Leibenstein (1976) 结合贝克尔理论和

对于孩子效用的分析 ,提出“社会经济阶层变迁”理论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即

随着经济发展 ,非农业人口增加和教育水平上升 ,人们会逐渐从对孩子数量需求较高的社会经

济阶层进入到对孩子质量需求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经济发展

的进程中一般经历了以下过程 : (1) 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转变 ; (2) 农业劳动力

向制造业的逐步转变 ; (3)此外 ,农业劳动力还向诸如交通、贸易、银行等服务性行业转变 ; (4)

他们在非农业领域中所从事的职业在不断地扩展和分化 ; (5) 作为以上过程的结果 ,伴随着经

济的发展会出现新的社会经济阶层 ; (6)最终这些新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会不断增高。在这个过

程中 ,收入的增加、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及人们由需要较低教育水平的职业向需要较高教育水平

的职业转化这 3 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下降。

无疑 ,相对于贝克尔的理论来说 ,莱宾斯坦的理论更好地反映了人们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背景下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农业人口的实际生育决策行为。但是 ,如果因变量为生育

率或出生率的话 ,我们很难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莱宾斯坦理论在这一人群中的适用性及影响

程度。因为莱宾斯坦的理论要测度的是与经济发展有关的不同自变量对边际生育行为 ,而非

生育行为的作用强度。但是 ,传统的生育率、出生率等指标无法将边际生育的决策行为 (或者

说生育最后一两个孩子的决策行为)从时期累积生育事件中进行剥离。而这一局限性就要求

我们有新的指标来对莱宾斯坦理论进行分析和检验。

从因变量的选择来看 ,研究者大多采用生育率或出生率作为因变量来研究社会经济政策

等因素对于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 ,因为研究者一般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政策、经济发

展、城市化、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具体来说 ,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 ,就有学者研

究国家政策对于已婚妇女生育率及结婚年龄的影响 (Lavely ,1984) 。同期 ,也有学者从文盲

率、城乡收入水平和民族等角度研究生育行为①,发现当引入城乡收入变量后 ,文盲率对于生

育率的影响会显著降低 (Nancy Birdsall ,1983) 。这无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发展、受教育

水平和生育行为的关系。近几年 ,有学者将“超生罚款数额”作为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以进一

步研究人口政策对于农村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 (如杨涛、Marjorie McElroy ,2000) 。还有研究

者利用伊斯特林模型检验了城乡、民族、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变量对于孩子供给

的影响 ,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果 (陈卫、史梅 ,2002) 。在从微观角度研究生育行为方面 ,郭志刚

和巫锡炜 (2006) 用泊松回归的方法从个人层面研究生育行为 ,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陈卫

(2005)将多孩率作为自变量研究了计划生育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这与

本文的研究思路较为接近 ,但是 ,该文是将多孩率作为代表计划生育工作强度的一个自变量来

进行处理 ,而非将其作为因变量来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其的影响和作用 ,不能反映边际生

育的决策行为。

三、研究目的和理论假设

正如前文所述 ,由于现有文献所用变量指标与莱宾斯坦的基本理论假设不符 ,我们无法通

·26·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年第 1 期

① 研究中 ,他们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将中国各自治区设为“1”,其余区域为“0”,来测量民族因素的影响。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过生育率将莱宾斯坦关于边际生育行为的理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生育实践结合起来。因此 ,

本文尝试使用“多孩率”指标作为因变量来对莱宾斯坦的理论进行检验。在中国人口统计中 ,

“多孩率”指标是指某地某时期生育第三孩次及以上的活产婴儿与该地同期出生的活产婴儿总

数之比。中国政府的生育政策虽然在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别 ,但除少数西部地区外 ,都严格控制

“三孩”的出生 (郭志刚等 ,2003) 。在这种情况下 ,多孩率无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边际生育

行为决策的后果。因此 ,在控制政策变量的情况下 ,通过多孩率指标可以尽可能地将边际生育

行为从生育行为中剥离而对莱宾斯坦的理论进行验证。

依据莱宾斯坦的理论 ,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人们收入的增多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非农

业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而本文的目的就是具体研究这 3 个方面

的因素及其他社会经济变量 (如政策落实情况、资源禀赋、医疗保障等) 对于多孩率的影响强

度。由此我们依据莱宾斯坦的理论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一 ,收入的增多、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非农业化的过程与当地多孩率的变化方向是

相反的。从莱宾斯坦的理论推导出命题一是显然的①。同时 ,他指出在这 3 个方面的因素中 ,

收入水平是对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测度 (Leibenstein , 1976) 。但是 ,已有的研究结果很难支持

莱宾斯坦所提出的理论。例如 , T. P. Shultz (1974)曾对国际上所进行过的有关研究进行了比

较。他发现 ,在美国的两项研究中 ,收入水平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 ,收入水平越高 ,妇女生育率

也越高。同时 ,在波多黎各进行的两项研究中 ,其中一项研究也表明收入水平与生育率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而另一项研究则表明收入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 ,在将女性工资

水平作为生育率解释变量的研究中 ,多数表明女性工资水平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仅个别在

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女性工资水平对生育率有正面的影响②。无疑 ,这种理论与实践

上的背离是否在中国存在 ,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存在 ,是在命题一中要着重考察的内容。

命题二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决定了以上提到的 3 个因素 ,即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收入的

增多、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非农业化过程等 3 个方面对人们的生育决策起作用。从研究

方法论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用变量对某一概念进行测量的话 ,必然会涉及测量的效度问题 ,即

“我所测量的是否正是我希望测量的”问题 (风笑天 ,2005) 。经济发展对多孩率的影响究竟能

否仅仅由前面提到的 3 个指标测量 ? 它们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大程度的相互影响 ? 这正是命题

二所尝试研究的问题。虽然下面可以看到此种提法与莱宾斯坦的理论并不完全一致 ,但命题

二的这种表述有利于从理论角度区分生育行为转变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我们仍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经济学的视角是否足以涵盖影响发展中国家人们生育行为

的种种因素 ? 一直以来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 :Schultz (1974)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其他

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育行为 ;而 Leibenstein (1974) 则认为应该在这个决策过

程中考虑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 ,基于已有研究结果 (杨涛、Marjorie Mc Elroy ,2000 ;陈

卫 ,2005) ,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中国人口生育行为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 ,因此 ,我们提出第

三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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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里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莱宾斯坦的理论做出一个小的修正 ,即在这里的非农业化过程我们不

光可以理解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 ,也可以理解为农业人口由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农业生产

的转变。这一修正也体现在下文模型中与此相关的解释变量的设置上。

该研究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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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三 ,除经济因素之外 ,其他诸如计划生育工作强度、当地的先天资源禀赋和医疗保障

等因素对农村人口的边际生育行为是有影响的。

四、数据和方法

表 1 　2005 年湖南省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指 　标 湖南省
全国
排名

全 　国
平均水平 标准差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6474 13 6340 5381. 00

总人口 (万人) 6326 7 4139 2676. 31

人均 GDP(元) 10233 20 16044 10779. 80

GDP 比上年增长 ( %) 11. 6 20 12. 42 2. 15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 %) 19. 4 5 13. 95 6. 86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 40. 2 27 45. 53 8. 44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 40. 4 14 40. 53 7. 19

农村人均纯收入 (元) 3118 14 3512 1601. 30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2056 7 1273 972. 28

粮食产量 (万吨) 2679 6 1561 1206. 82

　　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资料来源 :《中国 2005 年各省市区主要经济指标排序统计》(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统计局 ,2006) 。

表 2 　模型基本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2001～2004 年)

变量名 含 　义 均 　值 标准差

multi 多孩率 ( %) 1. 18 1. 08

gdp 县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291852 215586. 80

indu1 县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万元) 95398 61351

indu2 县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万元) 94015 99601. 51

income 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 (元) 2194 785. 23

totalpop 县总人口 (万人) 60. 90 29. 64

paddf 水田 (千公顷) 29. 77 15. 38

dryf 旱地 (千公顷) 9. 43 6. 43

ferti 化肥施用量 (吨) 44753 43992. 97

stuhi 普通高中学生数 (人) 8050 5626. 75

stupri 普通小学学生数 (人) 47170 23163. 10

plan 计划内生育率 ( %) 92. 90 4. 03

decide 措施落实率 ( %) 93. 75 7. 15

agriw 农业从业人员 (万人) 29 14. 81

allw 从业人员总数 (万人) 33 16. 07

doc 执业医师数 (人) 431 267. 28

　　注 : (1)计划内生育率 :某地区某时期内 (通常为一年)符合计划生育政
策 (晚、稀、少)出生的所有活产婴儿数与该地区同期出生活产婴儿总数的
比率。(2)措施落实率 :已婚育龄妇女中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比例。

资料来源 :湖南省统计局 :《湖南统计年鉴》(2002～2005) ,中国统计出
版社 ,相应各年。

　　(一) 数据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利用湖南省 72 个

县 (不含县级市) 2001～ 2004

年的面板数据 ,样本量为 288

例 ,其中包含了经济、教育、人

口、卫生等多方面的指标 (湖南

省统计局 ,2002～2005) 。由于

本文着重研究农业人口边际生

育行为的影响因素 , 所以将城

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县级市排

除在外。同时 ,为了便于读者

将研究结果在全国进行横向比

较 ,我们以 2005 年数据为例 ,

将湖南省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与

全国情况进行比较。从表 1 可

以看出 ,相对全国其他省份来

说 ,农业在湖南省经济体系中

占据着相对重要的地位①。农

业产值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虽然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第一产

业比重也非常突出 ,而且人均

水平在全国排位都很靠后。由

此可见 ,湖南省是中国的一个

农业和人口大省。而就我们所

研究的问题而言 ,湖南省的这

些特征也决定了它较适于作为

研究对象。

表 2 中列出了模型需要用

到的直接来自面板数据的基本

变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这

些基本变量反映的是我们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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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南省 2004 年农业人口为 5 222 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78. 6 % ,远高于全国同期 66 %的平均水平 (国家统

计局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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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湖南省 72 个县 (不含市级行政单位或县级市) 2001～2004 年的社会经济、人口状况 ,而非

湖南省全省的总体状况。从表 2 可以看出 ,这些县的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要低于湖南省全省

的农村人均纯收入 ,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表 2 的统计

区域中我们去掉了市级行政单位和县级市。就湖南省 2001～2004 年 72 个县的平均水平来

讲 ,第一产业的生产总值占了32. 7 % ,第二产业占了32. 2 % ,基本上呈三类产业各占 1/ 3 的产

业结构。农业以水田为主 ,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 87. 9 %。育龄妇女避孕措施落实

率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计划内生育率为 93 % ,多孩率为 1. 2 %。

　　(二) 模型和变量设计

经初步双变量检验 ,结果显示将多孩率作为模型

分析的因变量是恰当的。因为多孩率与将要研究的

其他变量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多孩率

与人均 GDP 数据的散点图(见图 1) ,我们发现用对数

形式的线性回归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 人均

GDP 越高 ,多孩率越低 ,反之亦然。同时 ,其他变量与

多孩率之间亦显现出类似的情况 ,此处不再赘述。

　　依据前文所提出的 3 个命题 ,本研究中所建立的

基本模型如下 :

　ln m ultii , t = A E E i , t +βGi , t + A OO i , t + Ci , t +εi , t (1)

其中 , Ei , t代表莱宾斯坦所提出的与经济发展密

切相关的 3 个因素 , 即收入、非农业化、和教育水平

等因素所组成的变量集 , Gi , t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 Oi , t

代表除上述因素外其他对人的生育行为有影响的变

量集 (如政策落实情况、资源禀赋、医疗保障等) 。下

标 i 代表某县 ,下标 t 代表某年。而 A E 、β、A O 分别是

图 1 　多孩率与人均 GDP散点图

　　注 : (1)图 1 为将多孩率与人均 GDP 分别

取对数形式后的散点图。(2) 为消除量纲的影

响 ,使图像更直观 ,图 1 中对两变量都进行了标

准化处理。

它们各自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矩阵。Ci , t是常数项。εi , t是随机误差。我们所研究的 3 个命题

分别与 Ei , t 、Gi , t 、Oi , t这三类指标相关。

下面利用前面给出的基本变量进一步对这三类指标进行操作化 (变量用斜体表示为转换

值 ,用正体表示为直接观测值) 。首先 ,我们给出用来测量莱宾斯坦所提到的 3 个因素 ,即收

入、非农业化、教育水平的具体变量为 :

A E E i , t =

β1

β2

β3

β4

β5

T

ln

income

stuhi/ st upri

ferti/ (paddf + dryf)

indu2/ indu1

agriw/ allw

=

β1

β2

β3

β4

β5

T

ln

income

education

fertilizer

indust ry

agripop

(2)

其中 ,income 代表当地收入水平 ,我们直接用当年人均纯收入来表示 ; education 代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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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1 反映的是湖南省 2005 年的情况 ,表 2 反映的则是湖南省 2001～2004 年的平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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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①,由当地高中学生数 ( st uhi)比当地小学学生数 ( st upri) 得到。非农业化过程用 3 个

指标来衡量 :fertilizer 代表当地每公顷化肥施用量 ,由当年化肥施用量 (ferti) 除以当地耕地面

积 (水田面积加旱地面积 :paddf + dryf) 得到 ; i ndust ry 代表当地产业结构 ,用当年第二产业产

值 (indu2)与第一产业产值 (indu1) 之比表示 ;agripop 代表农业人员比重 ,由当年当地农业从业

人员 (agriw)占总从业人数 (allw) 的比重来表示 ,我们用这 3 个变量来测量非农业化过程。

β1～β5 是它们各自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其次 ,用人均 GDP 来直接测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即 :

βGi , t =β6 ln ( g d p/ total pop) =β6 ln g d p per (3)

再次 ,用以下变量来测度其他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

A OO i , t =

β7

β8

β9

β10

T

ln

paddf/ dryf

doc/ totalpop

set tle

plan

=

β7

β8

β9

β10

T

ln

resource

medical

sett le

plan

(4)

其中 , resource 代表资源禀赋 ,由当年当地水田面积 (paddf) 与旱地面积 ( dryf ) 之比表示 ;

medical 代表当地医疗保障水平 ,由当地人口 ( totalpop) 中每万人所拥有的医生数量 ( doc) 表

示 ;当地计划生育工作强度由措施落实率 (sett le) 和计划内生育率 (plan)两个指标表示。

下面我们通过所建立的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不同变量对多孩率的影响。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 ,虽然讨论宏观指标对微观行为的影响时往往要讨论时滞效应 ,即人们现在的行为是由

以前所掌握的信息所决定的 (段成荣 ,2001) ,并且空间的距离和范围越大 ,这种时滞越加明显。

但由于本文中所讨论的是较靠近微观层面的县级水平的数据 ,而非省级或全国数据 ,所以本文

用当年的经济社会指标与当年的多孩率进行回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低时滞性的作用。

五、结果分析

依据前文的讨论我们分别设计了 3 个模型来检验所提出的 3 个命题。模型一检验莱宾斯

坦所提出的收入、非农业化、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多孩率的影响 ;模型二则检验真实的经济发展

水平对多孩率的影响及其与前面提到的 3 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而模型三检验其他因素 (如政策

落实情况、资源禀赋、医疗保障等)对多孩率的影响。将表示 3 个不同指标的解释变量依次代

入对数线性模型 ,最终得到了表 3 的回归结果。

(一) 关于命题一的检验

首先 ,从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 ,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对多孩率的影响 (即偏回归系数) 在模

型一中是负的 ,即个人年平均收入越高 ,高中生与小学生之比越高 ,当地的多孩率越低。这一

点与莱宾斯坦的模型或我们日常的经验都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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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研究表明 ,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学校太小以致于缺乏效率 ( Kenny ,1977) 。同时 ,我们通过对湖南省基础

教育的文献综述也发现 ,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可能每万人所拥有的中小学校的数量与这些学校的教

育水平甚至呈反向的变动 (吴桂萍 ,2003) 。所以 ,每万人所拥有的学校个数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

释变量。因此 ,我们用高中生与小学生之比来测量当地的教育发展水平。而在当地卫生保障指标的选择

上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杨丽、方鹏骞 ,2005 ;韩优莉 ,2005) ,所以我们用每万人所拥有的医生数 ,而非拥

有的医疗机构数来标示当地的卫生保障水平。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3 　不同解释变量对多孩率影响的检验

变量名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收 　入 教 　育 非农业化 经济发展 其他因素

i ncome
- 0. 387 333

(0. 055)
- 0. 176 333

(0. 061)
- 0. 026
(0. 061)

0. 427 333

(0. 088)
0. 293 333

(0. 075)

education
- 0. 390 333

(0. 061)
- 0. 536 333

(0. 060)
- 0. 389 333

(0. 060)
- 0. 368 333

(0. 053)

fertilizer
- 0. 387 333

(0. 053)
- 0. 415 333

(0. 049)
- 0. 236 333

(0. 046)

i ndust ry
- 0. 082
(0. 052)

0. 120 33

(0. 057)
0. 085 3

(0. 048)

agripop
0. 031

(0. 047)
0. 035

(0. 044)
0. 076 33

(0. 037)

g d p per
- 0. 704 333

(0. 105)
- 0. 572 333

(0. 092)

resource
0. 235 333

(0. 042) 　

medical
- 0. 148 333

(0. 042)

sett le
- 0. 088 33

(0. 042)

plan
- 0. 402 333

(0. 045)

常数项 - 0. 001
(0. 055)

- 0. 001
(0. 051)

- 0. 003
(0. 047)

- 0. 002
(0. 044)

0. 001
(0. 036)

调整后的 R2 0. 147 0. 252 0. 369 0. 454 0. 621

　　注 : (1)上述解释变量在模型中都进行了对数变换。为消除各变量量纲的影响 ,在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变化后

又进行了标准化。(2)括号里是系数估计的标准差。(3) 双尾 t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 333 p < 0. 01 ; 33 p < 0. 05 ;

3 p < 0. 10。

其次 ,从模型一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在加入教育及非农业化变量后 ,年人均收入对于多

孩率的 (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在不断减小。这种现象从理论上来说 ,回归方程的作用就在于

能“控制”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对某个解释变量的影响 ,而将某个解释变量的“净作用”表达出

来。换个角度来说 ,当模型一中只有年人均收入这一个解释变量时 ,它对于多孩率的回归系数

不光包括了年人均收入对于多孩率的直接影响 ,还包括了年人均收入通过其他未在这个一元

回归方程中所体现的变量对“多孩率”所施加的间接影响。而通过不断地将其他解释变量 (教

育、非农业化)加入模型中 ,年人均收入通过其他变量所施加的影响就会被分离 ,这就是人年均

收入的偏回归系数不断下降的原因。而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当地教育水平 ( education) 对多孩

率的偏回归系数的变化过程中 ,只不过其他变量在此处的作用方向相反 ,从而使得当地教育水

平 ( education) 的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增大。

最后 ,从偏相关显著性的角度来看 ,收入水平 (income) 、产业结构 ( i ndust ry) 和农业人员

比重 (agripop)在第三列中都有较高的 P 值①,虽然偏相关的显著性从其统计学定义上来看是

一个对样本容量依赖性很强的参数 ,但如此高的 P 值似乎仍说明收入水平以及非农业化过程

对于多孩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莱宾斯坦的理论。同时 ,上面我们没有

提到的一点是 ,产业结构 ( indust ry) 的偏回归系数的符号也表现为与莱宾斯坦的理论预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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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模型一中 ,收入水平与农业人员比重的 P 值分别达到了 0. 668 和 0. 513 ,而产业结构的 P 值为 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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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情况。诚然 ,如果我们把自己分析的脚步仅仅停留在模型一的话 ,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

的 ,即莱宾斯坦的理论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的生育行为。但是 ,当研究进一步

深入时 ,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二) 关于命题二的检验

由于在回归模型中引入经济发展指标会对模型其他参数的估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所以 ,

在引入人均 GDP 前 ,我们先以 2004 年的数据为例 ,通过多孩率和人均 GDP 的空间分布图来

看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见图 2) ,以期读者对这个问题能有一个更为直观的印象。

从图 2 不难看出 ,人均 GDP 与多孩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负相关关系①。而通过模型一和

模型二估计参数的比较 ,又可以发现有趣的一点。将人均 GDP 引入回归模型后 ,它不仅会改

变收入水平 (income)和产业结构 ( indust ry) 与多孩率的偏相关显著程度 ,使模型对于收入水

平和产业结构的参数估计更为准确 ;还会改变这两者偏回归系数的符号。首先 ,从模型二各解

释变量的相关显著程度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人均 GDP 的影响后 ,收入水平 (income) 和产业结

构 ( indust ry)对于多孩率的影响都由不显著变为显著 ,这一点非常引人深思。究其原因 ,在莱

宾斯坦的理论中 ,无论是谈到收入、受教育水平还是非农业化过程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

即这些指标虽然都与经济发展有关 ,但它们却并不一定完全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比如 ,因

农业丰收所导致的人均 GDP 增长就不是和非农业化过程有关。换句话说 ,这 3 个指标的发展

完全可以提前或滞后于经济发展。而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作用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前面并不显著

的统计结果。其次 ,从模型二各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的符号我们可以看到 ,收入水平 (income)

和产业结构( industry)对于多孩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即在消除经济发展影响的情况下 ,单纯年人

均收入的增长和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 ,只会导致多孩率的上升。这一点在年人均收入上体现得

更为明显。同时 ,还可以看到 ,在模型二与模型三中 ,人均 GDP 都是对多孩率影响最大的变量。

而我们在探索性研究中发现 ,不论将人均 GDP 分解为人均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产业产值 ,它们对

于生育率的影响都远不如人均 GDP 的影响强烈。这些结果都说明了经济发展在改变人们的边

际生育行为中的巨大作用 ,即如果不是当地整个经济环境都得到提升和改善 ,人们的生育行为可

图 2 　2004 年湖南省多孩率和人均 GDP 的空间分布

能不会与农业社会中的情况

有多大的区别。

　　然而 ,在认识到经济发

展对多孩率巨大影响的同时

也要意识到 ,模型二的分析

结果也意味着收入水平、教

育水平和非农业化过程对于

多孩率的作用都有自己特定

的逻辑 ,而不能混为一谈。

这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我们

的第二个命题 ,即上述 3 个

指标必然由经济发展所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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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均 GDP 与多孩率的相关系数为 - 0. 498 ,P 值小于 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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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命题三的检验

从模型拟合的角度来看 ,如果在模型中考虑除经济之外其他因素的作用后 ,模型解释力确

实有显著的提升 (见表 3 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但仅知道其拟合程度的优劣在实践上的意义并

不大。现在分别讨论不同变量在模型中的含义。

变量 resource 代表的是当地农业资源禀赋的影响。一般认为 ,水田的经济价值和易耕种

程度要远远高于旱地。因此 ,水田与旱地面积之比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农业资源禀

赋。通过回归方程可以发现这一指标与人均年收入指标有非常类似的地方 ,即在控制经济发

展等变量影响的情况下 ,当地资源禀赋越好 ,当地多孩率也越高。换句话说 ,在其他因素相同

的情况下 ,当地的农业资源禀赋越好 ,当地的多孩率反而越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乡

土社会中对于孩子数量的需求要强于对孩子质量的需求。

变量 medical 代表了当地的医疗卫生保障条件。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到 ,当地医疗卫生保

障条件的提高对于多孩率有降低作用。换句话来说 ,医疗保障对于孩子的家庭保障效用有部

分替代作用 ,这也部分验证了莱宾斯坦所提出的孩子对于家庭的保障效用在不断下降的假说。

变量 sett le 与 plan 代表了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情况的影响 ,它们与多孩率呈反方向变动的

趋势也较为明显。这一结果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不难理解 ,此处不再赘述。

六、结 　论

从上面对 3 个命题的分析不难发现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判断某些社会经济因素 (如收

入水平、资源禀赋等) 在改变人们的边际生育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 ,我们不妨结合回归

模型的结果来尝试回答在文章开始时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首先 ,从理论上来说 ,莱宾斯坦对于生育行为经济分析的贡献一方面在于将经济分析所适

用的范围局限在对人的边际生育行为的分析 ,而非对人所有生育行为决策的分析。从我们模型

的估计效果来看 ,这一提法是恰当的。正如前面所强调的那样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以人均

GDP 为指标)对当地多孩率的高低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而莱宾斯坦另一方面的贡献在于 ,他非

常精确地描述了非农业化过程中人们边际生育行为转变的具体过程 ,并且指出在这个过程中经

济发展与其他因素的作用并不一定同步。同样 ,这一点在模型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其次 ,从实践上来说 ,当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习惯了把“收入增多”作为“经济发展”的代

名词时 ,单纯收入水平的增加能否等同于莱宾斯坦所提出的人们“社会经济阶层”的提升 ? 单

纯人均收入的增长或拥有较好的农业资源禀赋是否意味着人们对孩子的质量有更强的偏好 ?

从我们的模型结果来看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这两个变量对于多孩率的

影响是反向的 ,而非同向的。如果消除经济发展或教育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家境越好就意味

着有更大的机会去实现自古以来“多子多福”的乡土情结。所以 ,在未来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并

不能认为人们的收入增多后 ,人们的许多行为 (包括生育行为) 就会自动向我们所预期的方向

发生转变。至少 ,从湖南省的县级数据来看 ,这一设想是不妥当的。打个比方来说 ,村民和市

民在面临相同的收入增长时 ,其选择会不尽相同。因此 ,我们在不断强调提高农民纯收入的同

时 ,可能更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在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上。只有这样做 ,才能真

正深刻地改变包括生育行为在内的人们的许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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