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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明显，生育率低迷的矛

盾凸显，国家立即调整人口战略布局，于 2021 年公布三孩生育政策。本课题研究组成员

以数量大、可塑性强、生育质量高的新时代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论证了在三孩生育政策

背景下研究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归纳、总结、评述了生育意愿的内涵、

结构以及影响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因素，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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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31 日，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召 开 会 议，

听取“十四五”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关举措，审

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为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我国开始实施一对夫

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2021 年 8 月 20 日，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

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出修改，

其中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提倡适龄婚育、

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随着两孩政

策激发的生育潜能逐渐减弱，尤其是 35 ～ 45 岁育龄

妇女已经逐渐错过最佳生育时期，而处于最佳生育时

期的女性的生育率不佳，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国生育率将会持续低迷。因此，激发数量大、可塑

性强、生育质量高的新时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对落

实相关生育政策，提升人口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

趋势，改善人口结构，实现国家的人口战略尤为紧迫。

一、 研究大学生生育意愿的意义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演变的趋势，有关政府部门不

断改革调整计生政策，具体如下：2013 年启动实施单

独两孩政策；2016 年正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21 年

公布三孩生育政策。8 年之内，三项计划生育政策的密

集颁布旨在明确鼓励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提升生育

率。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8.1%，全

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833 万人。针对新时

代大学生这一庞大生育后备军群体的生育意愿的相关

研究成果比较缺乏。根据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埃里

克的人格发展阶段论，大学阶段是人格发展的“成年

早期”，主要的心理冲突在于“亲密—孤独”，这一时

期也是培育“爱的美德”的敏感期。生育意愿是个体

对自身生育行为或目标的主观愿望，是生育文化和生

育观念的直接体现。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从心理学

的视角，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

素进行辩证考察，有利于破解当下低迷生育率的现状，

抓住生育意愿的本质，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

人口结构具有指导意义。

二、 生育意愿的内涵

国外学者多从发展的视角对生育意愿的内涵进行

论证，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表 1（见下页）所示。

国内研究对生育意愿的理解比较一致，学界普遍

认同生育意愿是个体对自身生育行为或目标的主观愿

望，是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颇具代表性

的研究是 1992 年学者顾宝昌 [1] 的研究阐释，其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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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愿主要包括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其操作

化定义分别为初次生育时的理想子女数、理想的性别

结构和理想的生育时间。

由上可知，生育意愿还没有统一的公认定义，国

内外学者界定的视角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

国外界定更加科学，但从发展变化的视角对生育意愿

的维度进行界定，也存在维度陈旧，不适应新时代生

育意愿多元化现状的缺陷。

三、 生育意愿的构成

生育意愿量表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和模型基础上，

在反映生育意愿结构上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科学性。对

生育意愿结构的研究，国外研究起步早，研究深入，

而国内学者大多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参考和推广，缺

少具有影响力的适用性研究。其他关于生育意愿结构

的研究大多是以已有生育意愿量表为研究工具，或通

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生育意愿的结构进行实证研究，

但研究的结论大多没被验证。主要研究如下。

1986 年，辜胜阻 [2] 等学者的研究从为什么生、生

什么、生多少、成为什么人四个角度来探讨个体的生

育意愿。辜胜阻等学者将生育意愿分为生育的目的和

意义、生育子女的性别组合、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

对子女质量的期望四个维度。

1991 年， 学 者 Little. D 研 发 了 影 响 深 远 的《 生

育价值观量表》（Value of Children, VOC），量表采用

Likert 自评式 5 点量表法计分：“1”表示“一点也不重

要”；“5”表示“非常重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0.81。

该量表由两个分量表构成，分别为要孩子的积极方面

（VOC+）和要孩子的消极方面（VOC-）。其中，VOC+

量表涉及三个维度（情感、家庭、传统价值）；VOC-

量表涉及四个维度（生活和关系损失、个人能力限制、

传统阻碍、担忧孩子未来）。

2004 年，有学者研究认为生育意愿包括指向的生

育目标和实现它的时间框架，生育意愿是一个多阶段

和多层面的过程，可分为确定性生育意愿和不确定性

生育意愿，也可根据意愿的强弱程度分为六个类别。  

2005 年，学者张进辅等 [3] 编制了《生育价值观问

卷》，该量表认为生育价值观是包括生育目标、生育手

段以及生育倾向三个二阶因素和性别偏好、生育数量、

生育质量、生育时间、生育方法、生育需求、生育价值、

生育愿望、生育职责九个一阶因素的一个多层次和多

维度的体系，具体的维度结构如图 1 所示。该研究构

建的生育价值观理论结构比较合理，受到了学界的广

泛认可。

图 1 生育价值观结构

生育意愿量表的测量对象大多围绕女性而进行，

这些研究大多是对 1991 版量表的借鉴和修订，标准化

的生育意愿量表还没有开发出来。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有必要在生育意愿的量表施测对象上进行拓展。同时，

有关量表的维度的学说层出不穷，没有形成广泛的认

可。这也提示相关学者，有必要根据生育意愿多元化

现状重新编制标准化生育意愿量表。

四、 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 一 ) 主观方面
（1）性别因素。以往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

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意愿都会逐

渐降低。男性与女性家庭地位的差异、家务劳动分工

表 1 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生育意愿内涵理论

理论名称 研究学者 主要学术观点

不确定性递进分析模型 Morgan
该模型将生育意愿进行分类，按照胎次别层层递进的方法，对生育周期中生育意愿变

动进行模型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 Ajzen 该理论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计划行为理论，试图分析生育意愿形成的动机

社会认知模型 Bachrach、Morgan 该模型将态度、主观规范以及对控制的看法视为决定生育意愿及生育孩子的先决条件

生命周期控制理论 Heckhausen

该理论建立生命周期控制理论解释生育意愿的变动，认为如果实现家庭规模的“适当”
条件不太可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通过资源控制和心理控制两种手段调整这些意愿。
如果个人预期很难或不可能实现目标，那么在达到年龄的最后期限之前，也可能会进
行意愿调整。如果个人无法实现生育目标，并且最后的年龄期限已经过去，那么就会

脱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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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均、照料子女的劳动强度不均衡等因素对于女性

生育意愿的降低有较大的影响。同时，跨文化研究表明，

性别的不平等对于东西方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不一样

的。同时，家庭生育现状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在东方男权文化背景下，如果一个家庭中第一胎是女

孩或头两胎均是女孩，来自大家庭的女性会更倾向于

再生一个孩子。

（2）受教育程度因素。国内外诸多研究的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不同，但均证实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

意愿的影响较为深刻。如魏瑾瑞等学者的研究证实女

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反而越低。

( 二 ) 客观方面

（1）经济因素。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经济

因素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如王志章等 [4] 学者调研发

现经济水平落后的人群与生育意愿不确定性没有显著

相关。同时，生育以及养育的经济成本过高、经济下行、

失业是导致夫妻延缓或放弃生育的重要因素。低的收

入水平、收入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是影响居民延缓

生育或拒绝生育甚至终止妊娠的重要因素。

（2）文化观念因素。何兴邦等 [5] 学者对文化观念

如传统的“养儿防老”、生育文化等方面对生育意愿的

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养儿防老”的观念在许多国家

与地区都比较盛行，特别是在亚洲文化背景下，这种

生育文化对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影响明显。

（3）战争、灾难等突发因素。相关研究表明，重

大的危机之后，人类的应激性生育意愿有提升的趋势。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发

达国家和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都有回升的趋势，

这是普遍现象。过往研究表明许多西方学者曾对战争、

危机、饥荒等灾害对人类生育意愿的影响做过论述，

并且研究成果颇丰。

（4）国家的宏观政策。社会整体生育水平受到国

家宏观人口政策的影响很大，其中的中介调节因素就

是人民普遍的生育意愿。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地

区有无人口政策的限制，当地人的生育意愿存在显著

差异。

( 三 ) 其他因素

近期有学者从医学视角关注身体状况、生育能力、

生殖健康等因素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同时也有学者从

工作的视角探讨就业失业、工作自主性、工作压力、

工作时间等因素与生育意愿的关系；部分学者从家庭

的视角探讨家庭制度、家庭关系、家庭权力分配、住房、

夫妻关系等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五、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一 ) 研究深度的创新
课题组成员梳理过往研究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发现：研究个体影响因素中性别、年龄、经济状况等

表层的因素成果较多，而对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

依恋模式等内在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较少。因此，应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挖掘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如全

面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的研究还有

待提升。

( 二 ) 研究对象的创新
过往大多数学者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育龄女性，

女性研究的成果较丰富，较少涉及男性，针对大学生

的具有前瞻意义的研究也不多。这样对处于人格发展

的“成年早期”的大学生而言，在建立“亲密—孤独”、

培育“爱的美德”的敏感期的必要生育教育也缺乏必

要的学术理论支持和建议。

( 三 ) 研究工具的创新
生育意愿量表的测量对象大多围绕女性而进行，

这些研究大多是对 1991 版量表的借鉴和修订，标准化

的生育意愿量表还没有开发出来。从研究的现状看，

有必要在研究对象上进行拓展。同时，有必要根据生

育意愿多元化现状及生育行为的细微变化，重新编制

标准化生育意愿量表。[作者单位系湖南大众传媒职业

技术学院思政课部。基金项目：2021年湖南省教育厅

科学研究项目“‘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大学生生育意

愿影响因素及整合模型研究”（21C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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