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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调整对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
意愿影响*

金凤1，罗妍2，孙宏亮3

【摘     要】目的   了解生育政策调整对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意愿及发展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方法，
于 2018年 5 — 7月对北京、辽宁各级医疗机构 258名已婚女性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中 20人进行现场访
谈，分析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愿比较，不愿意的比例最高
为 45.3 %（117/258），没想好比例为 27.5 %（71/258），愿意的比例为 27.1 %（70/2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不
同年龄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愿比较，< 30岁愿意生育二胎的比例最高（37.8 %），> 40岁的比例最低（14.5 %）；
一胎性别对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愿无影响；48.1 % 的已婚女性医务人员认为，生育二胎后生活质量会下
降；在影响生育二胎的因素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无帮手照顾孩子、经济因素和工作原因。结论  已婚女性医务
人员生育二胎意愿较低；无帮手照顾孩子、经济因素和工作原因是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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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on  fertility  intention  among  married
female medica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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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o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in  married  female  medical  personnel. Methods   Using  random sampling,  we  conducted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 focus interview among 258 and 20 married female staff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various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Beijing  city  between  May  and  July  2017. Results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45.3%  (117),  27.5%  (71),  and 27.1%  (70) reported the unwillingness,  uncertain willingnes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wo children,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P < 0.01). The ratio of reporting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wo children was the highest (37.8%)  and the lowest (14.5%)  among those younger than 30 years and elder than 40 years.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a  second child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the  sex of  the  first  child  among the  participants;
while 48.1% of the participants believed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would decline after giving the birth to the second child. The
first  thre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wo children  were  whether  having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working condition among the participants. Conclusion   The proportion of having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wo children is low and influenced mainly by whether having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working condition among married female staff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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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卫计委统计，卫生系统女性医务人员超过全

体工作人员的 70 %，她们撑起了祖国医疗卫生工作

的大半边河山。从 2016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人口老龄化压

力，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有利于改善家庭结构，有

利于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政策实施以来，各

地也陆续开展了对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等方面的

相关研究 [1 – 5]。但同时，政策实施对女性医务人员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在“健康中国”大背景下，

解决女性医务人员在生育政策调整中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于 2018年 5 —
7月，对北京、辽宁等地医疗机构已婚女性医务人员

生育意愿及发展影响进行调查，了解女性医务人员

发展需求，为女性医务人员自身发展、对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方法，在北京、辽宁不同

级别医疗机构各年龄阶段和学历层次的已婚女性

医务人员中，共发放问卷 288份，累计回收有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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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58份，有效率为 89.5 %；并从临床岗位、行政管

理、其他等不同工作岗位选取 20位女性医务人员

进行了深入访谈。

1.2    方法　研究组成员查阅文献资料，自行编制调

查问卷及访谈提纲。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

（1）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学历、职业、婚育状况、是

否独生子女、月收入等。（2）生育意愿影响问卷：

共 14个项目，包括生育意愿、政策态度、职业影响、

生育影响因素、养育态度等 5个方面。其中，11个

单选题、2个多选题、1个开发性答题。调查人员通

过统一培训，统一指导，以机构为单位统一发放，调

查完成后当时回收。深入访谈主要了解生育政策

调整后女性医务人员的发展需求，确定女性发展的

理论基础和相关政策建议。

x̄± s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相对数

描述，统计推断采用 χ2 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58名女性医务人员中，

调查地北京 220人，占 85.3 %，辽宁 38人，占 14.7 %；

年龄 20～30岁 37人，占 14.3 %，31～40岁 138人，占

53.5 %， ≥ 41岁 83人，占 32.2 %；学历大专及以下 33
人，占 12.8 %，本科 160人，占 62.0 %，硕士及以上

65人，占 25.2 %；职业临床岗位 129人，占 50.0 %，

行政管理 103人，占 39.9 %，其他 26人，占 10.1 %；

独生子女 107人，占 41.5 %，非独生子女 151人，占

58.5 %；已婚已孕一胎 196人，占 76.0 %，已婚未孕

32人，占 12.4 %，已婚已孕二胎 30人，占 11.6 %；平

均月收入  < 5 000元 23人，占 8.9 %，5 001～7 000
元 67人，占 26.0 %，7 001～10 000 117人，占 45.3 %，

> 10 000元 51人，占 19.8 %。

2.2    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愿比较（表 1）
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愿比较，不愿意的比

例最高为 45.3 %（117/258），没想好和愿意的比例分

别为 27.5 %（71/258）和 27.1 %（70/258），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1）。
2.3    不同年龄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愿

比较（表 1）　不同年龄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

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其中 < 30
岁愿意生育二胎的比例最高（37.8 %），> 40岁的比

例最低（14.5 %）。

2.4    一胎性别对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

愿影响（表 2）　女性医务人员认为，如果第一胎

是儿子愿意生育二胎的占 25.9 %，如果第一胎为女

孩愿意生育二胎的占 28.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2.5    女性医务人员生育意愿主要影响因素（表 3）
48.1 % 的已婚女性医务人员认为，生育二胎后生活

质量会下降。在影响生育二胎的因素中，排在前三

位的依次为无帮手照顾孩子、经济因素和工作原因。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已婚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

意愿中，不愿意的比例最高（45.3 %），没想好和愿

意的比例较低，分别为 27.5 % 和 27.1 %。女性医务

人员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无帮手照顾孩子

（81.8 %），访谈结果也显示女性医务人员的孩子绝

大多数由家中长辈照看，而家中长辈期待或者期望

子女生育二胎的比例不足四成，相关研究也显示父

母能否为子女照看孩子成为决定子女是否生育二

孩的重要因素[6]。医务人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没

有固定的休息时间，由于缺少陪伴，许多女性医生

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经成为“留守儿童”了，子女的教

育更是无法兼顾，常常是孩子醒着没到家，孩子还

在睡着就已经出门上班，偶尔休息和孩子一起玩耍

还经常被突如其来的急救电话叫走，一个孩子都让

其常感觉愧疚更不敢奢望生育二胎了。本研究中

表 1   不同年龄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愿比较

年龄（岁）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 30 5 13.5 18 48.6 14 37.8

31～40 53 38.4 41 29.7 44 31.9

> 40岁 59 71.1 12 14.5 12 14.5

表 2   一胎性别对女性医务人员生育二胎意愿影响

项目
不愿意 没想好 愿意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一胎是男孩 63 46.7 37 27.4 35 25.9

一胎是女孩 54 43.9 34 27.6 35 28.5

表 3   女性医务人员生育意愿主要影响因素

项目 人数 %

生育二胎家庭与只生一胎家庭比较 生活更幸福 79 30.6

基本没区别 55 21.3

生活质量下降 124 48.1

影响生育二胎的因素（可多选） 有无帮手照顾孩子 211 81.8

经济因素 207 80.2

工作原因 177 68.6

身体原因 134 51.9

社会保障制度 117 45.3

教育情况 112 43.4

生育观念 52 20.2

其他因素 6 2.3

·652 · 中国公共卫生 2019 年 5 月第 35 卷第 5 期        Chin J Public Health, May  2019   Vol.35  No.5



经济因素（80.2 %）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又一重要因

素。相关调查显示，经济成本高涨导致真的“生不

起”[7 – 8]，也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医务人员表示更愿意

生育二胎，且明确表示生育二胎对家庭没有任何负

担[9]。工作因素（68.6 %）是影响生育二胎的第三因

素。在访谈中，多位女性医务人员表示，夜班时间

长，工作量大，大多数人怀孕后受不了繁重的夜班

工作[10]，当前医院晋升压力比较大，如果生育二胎，

势必在精力方面会受到很大牵扯，工作效率将会大

大降低，无法全心身投入工作，并且容易出现差

错。若要减少女性医务人员的生育顾虑，建议相关

部门和医院以女性医务人员的实际需求出发，尽可

能为其提供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解除其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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