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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

工作进入了新时代，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将由以

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家庭生育服务为主转变。不

过遗憾的是，不管是“双独二孩”、“单独二孩”还是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二孩的生育数量始终低于

预期，许多专家学者们预测的“生育潮”一直没有出

现［1］。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适度

生育水平标准为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 2.1［2］，而从

2016、2017 年的实际生育数据来看，生育水平低于

该标准［3-4］。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国内关于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的实证研究大量涌现。其中比较典型的

有：探讨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与生育意

愿之间的关系［5］；实证检验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

对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6］；考察家庭经

济基础、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家庭资源和支持

因素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7］等。在社

会心理学界，态度一直被认为是行为的决定因素，

也是预测行为的最好途径［8］，但尚未见关于二孩生

育态度对生育意愿和行为影响的相关报道。态

度兼具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其中态度的

行为成分是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持有的一种内

在反应倾向，是个体做出行为之前所保持的一种

准备状态［9］。二孩生育态度的行为成分可认为就

是二孩生育意愿。本研究依据态度的构成要素，

借鉴社会学现有理论，编制青年妇女二孩生育态

度问卷，并付诸实证调查，分析态度对二孩生育意

愿、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政府制定“二孩”配套政策

科学献策。

一、对象和方法

（一）二孩生育态度问卷项目的编制

借鉴计划行为理论［10］中态度的获得方法，首先

在目标人群中随机抽取若干名有代表性的研究样

本进行预调查。通过开放性问题：二孩生育有哪些好

处和坏处？获得有关二孩生育态度的各种信念。对

各信念进行编码、内容分析以及统计，出现频率较高

的信念就是二孩生育态度的凸显信念。研究者于

2018年1月初分别在江苏省苏北地区SQ市和LY市

任选一郊县，随机选取已育一孩的青年妈妈，发放

开放式问卷 80份，回收有效问卷 71份。经对各开

放性问题答案手工分类和统计频数，得到关于二孩

态度影响二孩生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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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态度的凸显信念，并据此编制二孩生育态度的

问卷项目七个，均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青年妇女的二孩生

育态度、意愿及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为江

苏省苏北地区 SQ市和 LY市郊县的已生育至少一

个孩子的青年妇女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已有一

孩和两孩（甚至三孩）的青年妇女，已生育二孩的

妇女属于二孩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不应被排除在

本研究对象之外。选取该研究对象的另外一个

目的是了解苏北县域的青年妇女二孩生育意愿，

以便与城市地区进行比较。全面二孩政策下关

于苏北县域地区青年妇女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

尚未见报道。

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在苏北 SQ市

和 LY市各任选一个郊县，分别随机抽取两所幼儿

园（包括乡镇幼儿园），在幼儿园各年级中等量随机

抽取幼儿若干名，由接送幼儿的家长将问卷带给幼

儿妈妈填写，发放问卷 400份。问卷发放时间为

2018年1—2月。孩子读幼儿园，其妈妈年龄一般较

年轻，可以代表青年妈妈群体，并且该群体已有生

育经历，符合研究二孩生育态度、意愿及行为的样

本条件。

（三）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及分

析。研究中用到的统计方法包括计量资料的描述

性统计、人口学变量不同取值时的均值比较（t检验、

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P≤0.05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74份，有效回

收率93.5%。其中学历为初中及以下38人（10.2%），

高中或中专109人（29.2%），大专147人（39.4%），本

科以上 79人（21.2%）；职业为公司企业各类职员 63
人（16.9%），医、教、科、研人员68人（18.2%），国家公

职人员 24 人（6.4%），老板、个体经营者 91 人

（24.4%），全职妈妈、自由职业等127人（34.0%）；自评

家庭经济状况很好或较好 53人（14.4%），中等 278
人（75.5%），不太好或不好37人（10.1%）；第一个孩子

是女孩185人（50.0%），男孩185人（50.0%）。

（二）二孩生育态度、意愿、行为

平均分超过4分（满分5分）的二孩生育态度项

目有“生育二孩，会使孩子不再孤单，长大后也能互

相照应”［（4.28 ± 0.63）分］、“生育二孩，会使孩子的

心智更健康，成长更全面”［（4.17 ± 0.67）分］和“生

育二孩，会使生活感到快乐和满足”［（4.07 ± 0.80）

分］；项目均分接近4分的有“生育二孩，可以减轻子

女养老负担，养老更有保障”［（3.99 ± 0.88）分］；而3
道反向题，“生育二孩，会诱发亲子矛盾或家庭矛

盾”、“生育二孩，会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和“生育

二孩，会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均分都比较低，分别

为（2.57 ± 1.10）分、（2.12 ± 1.06）分、（2.43 ± 1.04）
分。反向题中选项“很不同意”为 5分，说明已育青

年妇女总体还是比较认可生育二孩所带来的这些

不利影响。

二孩生育行为的测量用生育计划来实现，有研

究认为有明确行为计划，并且计划时间越近的，行

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11］。将二孩生育意愿、计划作

为分类资料，经统计发现已生育和有二孩生育意

愿的比例占 78.6%，已生育和有明确生育时间（5年
内）的也为78.6%。

（三）二孩生育态度比较

表1为已育青年妇女二孩生育态度总得分与其

一孩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学历、工作类型的关系。

可见，一孩性别对二孩生育态度无显著影响；自评

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对二孩生育态度有显著影响

（P<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自评家庭经济状况

越好的二孩生育态度越正面；学历对二孩生育态度

有显著影响（P=0.003），经两两比较发现学历为高中

或中专、大专、本科以上三类妇女的二孩生育态度

得分高于初中及以下者，该三类妇女的二孩生育态

度无显著差异；职业对二孩生育态度也有显著影响

（P=0.006），经进一步多重比较检验后发现全职妈

妈、自由职业等与公司企业职员间有显著差异，前

者二孩生育态度得分低于后者。

（四）二孩生育态度与生育意愿、行为

二孩生育态度是否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这是

研究中非常关注的问题。调查中生育意愿采用李

克特五级评分法，“已生育二孩”和“已怀孕”两类情

况意味着生育行为已经发生，此两选项对应5分；随

着计划时间越久远分数越低，没有计划为1分。

分别以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生育行为为因变

量，生育态度总分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所

得结果见表 2。可见，二孩生育意愿对生育态度的

回归系数虽然较低（回归系数=0.134），标准回归系

数却达到 0.450，回归系数通过了假设检验（t=
9.656，P<0.001），表明总体而言二孩生育意愿与生

育态度之间具有直线回归关系，R2=0.200说明二孩

生育意愿的变异上，有 20.0%可以由生育态度来解

释。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二孩生育行为随生育态

度的线性回归上，回归通过了假设检验，用生育态

度可以解释生育行为13.2%的变化。两个回归方程

的有效建立，说明二孩生育意愿、行为与态度之间

均存在非确定性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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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 论

态度项目“生育二孩，会使孩子不再孤单，长大

后也能互相照应”、“生育二孩，会使孩子的心智更

健康，成长更全面”、“生育二孩，会使生活感到快乐

和满足”以及“生育二孩，可以减轻子女养老负担，

养老更有保障”的调查所得均分在4分左右，说明调

查样本所代表的苏北SQ市和LY市县域内已育青年

妇女对以上观点持比较认可的态度。现在的独生

子女儿童由于同龄玩伴少，很少有机会和同龄孩子

一起玩耍，缺乏同龄朋友，没有兄弟姐妹，缺乏兄弟

姐妹情，失去了很多童年的乐趣。如果有兄弟姐

妹，或者周围的邻居同龄小伙伴多些，这些儿童就

能够学习互相帮助、友爱、忍让，很多年轻的父母已

经认识到了这点。调查结果也说明该群体仍然具

有较强的传统观念，“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仍然

被大多数青年夫妇所认可。在当前我国二孩生育

率没有达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情况下，加强对育

龄夫妇宣传生育二孩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以及有

选择性地宣传一些中华传统生育观念是一项重要

项目
意愿—态度
行为—态度

回归系数
0.134
0.129

标准误差
0.014
0.017

标准回归系数
0.450
0.366

t值
9.656
7.538

P值
＜0.001
＜0.001

R2

0.200
0.132

表2 二孩生育态度对生育意愿、行为的线性回归分析

工作。

调查中“生育二孩，会诱发亲子矛盾或家庭矛

盾”、“生育二孩，会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和“生育

二孩，会影响个人职业发展”三个项目的态度得分

较低（反向计分题目），说明该青年妈妈群体均比较

认可这三个观点。学校教育尤其是小学和幼儿园

教育要增加对孩子的兄弟姐妹情的亲情教育，使孩

子们认识到多一个弟弟或妹妹是一件十分幸福的

事情，形成小朋友们都希望妈妈再生个弟弟妹妹的

大氛围，从而降低青年妈妈们的担心顾虑。政府应

尽快制定二孩生育配套政策，尤其是妇女就业、医

疗、婴幼儿带教方面的优惠政策要尽快制定并落

实。大力发展婴儿托育机构和幼儿教育，尽快取消

收费，切实减轻青年妇女生育二孩的各方面压力，

引导她们生育二孩。本研究中被调查已育青年妈

妈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和行为均达到 78.6%，高于

很多网络调查数据和全国的总体数据，原因可能是

调查对象属于县域居民，其生育意愿高于城市居

民，这与其他研究者的结论是一致的［12］。该群体如

能全部实现生育，她们的总和生育率将达到 1.786，
但仍然略低于前述适度生育水平标准，进一步放开

生育政策限制势在必行。

生育态度比较研究中发现二孩生育态度与一

孩性别没有关系，说明一孩性别并没有影响到青年

妈妈们的二孩生育态度。家庭经济状况对二孩生

育态度有正面影响，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其二孩

生育态度得分越高，这与其他研究中生育意愿与家

庭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2］。学历为

初中及以下的妇女其二孩生育态度明显低于其他

较高学历者，这与大多数生育意愿研究中学历越高

生育意愿越低的结论似乎相反，笔者认为这可能是

由于调查对象的不同所致，其他研究中的调查对象

大多是城市居民（或既有城市又有农村），而本研究

中的调查对象以农村居民为主。对于经济条件本

不宽裕的苏北县域妇女，学历低通常意味着家庭经

济状况差、工作条件差福利待遇低等，不利于形成

积极的二孩生育态度。职业上全职妈妈、自由职业

类妇女生育态度得分最低，也可能是由于她们没有

正式工作，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生活压力大等所致。

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已证实，特定且相关

的态度确实能够预测意愿与行为［9-10］。二孩生育意

愿和态度、行为和态度的一元线性回归结果也充分

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结果也说明系统研究已育妇

女的二孩生育态度对于提高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

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既然二孩生育态度与意愿、

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那么通过改善二孩生育

项目

第一个孩子性别

男

女

自评家庭经济状况

很好或较好

中等

不太好或不好

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

本科以上

职业

公司企业职员

医、教、科、研人员

国家公职人员

老板、个体经营

全职妈妈、自由职业等

人数

181
184

053
273
037

038
107
145
078

062
067
024
089
126

得分

23.44±4.30
23.78±3.09

25.09±3.12
23.63±3.62
21.32±4.33

21.58±3.99
23.60±3.74
23.89±3.59
24.14±3.71

24.29±3.94
23.96±3.56
24.38±3.80
24.16±3.70
22.62±3.63

t/F值

0.855

11.702

4.628

3.672

P值

0.393

<0.001

0.003

0.006

表1 已育青年妇女二孩生育态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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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就能够达到提高二孩生育率的目的。本研究对

二孩生育态度项目的调查，发现“生育二孩，会诱发亲

子矛盾或家庭矛盾”、“生育二孩，会加重时间和精力

负担”和“生育二孩，会影响个人职业发展”三个态度

项目的均分都比较低，说明想有效提高育龄妇女的二

孩生育率，就一定要让育龄妇女觉得生育二孩不会诱

发家庭内部矛盾、不会或很少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

不会或很少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第一项通过各类宣

传和教育应不难实现，而后两项显然需要政府长期投

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和全社会长期共同努力才有可能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目标”。各级政府要科学制定、有效落

实二孩配套政策，切实减轻育龄妇女生活压力，帮助

她们实现生育二孩的向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根本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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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attitude affect the birth of two children?
Wu Jiwen1，Luo Min2，Qian Yudan2

1.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2.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research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the questionnaire on two⁃child fertility attitude
was compiled.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young women who had children in the counties of SQ city and
LY city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The average score of“giving birth to a second child causes family
conflicts”，“increasing the burden of time and energy”and“affecting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in this
project were all lower than a score of 2.6. The better the self⁃evaluation of the family’s economic status，the
more positive has been shown towards the positivity of having asecond⁃child（P<0.001），negative attitude is for
those parents with a lower degree such as junior high school（P=0.003），and the willingness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for full⁃time employment mothers i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types（P=0.006）. There are non⁃deterministic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ertility intention，behavior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having a second child（P<
0.001）. The government should carry out targete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r boosing the birth of two ⁃child，
and formulat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two⁃child birth as soon as possible. In particular，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women in employm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should be
implemented，so as to effectively ease the pressure on young women to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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