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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 政策下桂林市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意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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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在 “全面二孩” 政策下， 桂林市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意愿， 为生育政策调整决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

据。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收集 １ ８００ 例调查对象的相关资料， 对比不同特征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 调查对象对于第二胎性

别偏好的差异， 分析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并分析调查对象愿意或者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 结果：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

卷 １ ７０８ 份， 其中 ８１４ 例 （４７ ６６％） 调查对象近 ３ 年内有生育二孩的意愿。 年龄≤４０ 岁、 双方或者一方为农业户口、 其

中现有孩子为男孩、 文化程度高、 家庭年收入高的调查对象具有更强的生育二孩意向 （Ｐ＜０ ０５）。 不同年龄阶段、 户籍性

质、 文化程度、 家庭年收入的调查对象均偏向二胎性别为女孩 （Ｐ＜０ ０５）； 现有第一胎为女孩的调查对象， 更希望第二胎

是男孩， 而现有孩子为男孩的调查对象， 则希望第二胎性别为女孩 （Ｐ＜０ ０５）。 ４９ ７５％ （４０５ ／ ８１４） 愿意生育二孩的调查

对象原因为 “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不孤独”； ２８ ２５％ （１３７ ／ ４８５） 不愿意生育二孩的调查对象原因为 “时间精力不足”。 结

论： 在 “全面二孩” 政策下， 桂林市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意愿偏低， 应加强宣传教育， 强化相关影响因素的干预， 以改善

并调整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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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 我国人口不合理

增长的势头已得到了有效地遏制， 人口年均增长

率也降低至 ０ ７％［１］。 然而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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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 人口的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我国的主要

人口问题， 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２］。 目

前实施的 “全面二孩” 政策有助于调整不合理的

人口布局， 缓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３］。 但在不断增长的

生育成本、 工作生活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下， “全面

二孩” 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及预期［４］。 因此， 需要

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 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 从

而达到政策实施所要的效果。 本研究分析在 “全
面二孩” 政策下， 桂林市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意愿，
为国家生育政策的改善和调整提供一定的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从桂林市 １７ 个区县中以分层随

机抽样法抽取 ６ 个区县， 每个区县抽取 １ 个街道，
每个街道抽取 ３ 个居委会，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
在每个居委会抽取 １００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可生育

二孩的育龄期妇女作为调查对象， 共纳入研究对

象 １ ８００ 例。 纳入标准： （１） 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自愿参与本研究者； （２） 年龄 １８～５０ 岁； （３） 已

生育有一孩； （４） 身体健康， 具有生育能力。 排

除标准： 因身体原因不适宜生育的女性［５］。
１ ２　 研究方法　 采用针对本研究目的自行设计的

调查问卷收集所有调查对象的相关资料， 问卷内

容包含有年龄、 户籍性质 （双方农业 ／城镇， 一方

农业）、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 ／大
专、 本科及以上）、 家庭年收入、 现有小孩性别

（男、 女）、 近 ３ 年内有无生育二孩意愿、 希望二

孩性别是男 ／女、 生育二孩的原因、 不愿生育二孩

原因 （时间精力不足、 经济条件不允许、 身体健

康状况不允许、 社会支持不充分、 基础教育设施

不完善、 家庭成员不支持）。 发放调查问卷之前，
须事先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使之熟悉调查问

卷的内容， 正确指导参与者完成问卷的填写。 由

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负责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对回收的所有调查问卷统一进行审查， 将有效调

查问卷的数据录入后进行相关分析。
１ ３　 观察指标　 统计调查问卷的回收情况。 分析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并对比不同特征调查对象的

生育意愿、 二孩性别偏好的差异。 分析调查对象

愿意或者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
１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 ［ｎ （％）］ 表示， 组间比

较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调查问卷的回收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１ ８００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７０８ 份， 回收率为 ９４ ８９％。 调查对象的主要年

龄段集中在 ２５ ～ ３０ 岁， ８６ ８９％ 双方农业户口，
８０ ２１％ 文 化 程 度 为 高 中 ／中 专 ／大 专 及 以 下，
７８ ２８％家庭年收入低于 １０ 万， ７３ ７７％现有孩子

性别为男性， 见表 １。
表 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ｎ＝ １ ７０８）

项目
例数

（ｎ）
构成比

（％）

年龄 （岁） ＜２５ ２９ １ ７０

２５～３０ ９６７ ５６ ６２

３１～４０ ３９２ ２２ ９５

＞４０ ３２０ １８ ７４

户籍性质 双方农业 １ ４８４ ８６ ８９

一方农业 １５７ ９ １９

双方城镇 ６７ ３ ９２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７２９ ４２ ６８

高中 ／ 中专 ／ 大专 ６４１ ３７ ５３

本科及以上 ３３８ １９ ７９

家庭年收入 （万元） ＜５ ７６９ ４５ ０２

５～１０ ５６８ ３３ ２６

＞１０ ３７１ ２１ ７２

现有孩子性别 男 １ ２６０ ７３ ７７

女 ４４８ ２６ ２３

２ ２ 　 调 查 对 象 二 孩 生 育 意 愿 分 析 　 ８１４ 例

（４７ ６６％） 调查对象表示近 ３ 年内有生育二孩的

意愿， ４０９ 例 （２３ ９５％） 的调查对象表示尚未确

定是否生育二孩， ４８５ 例 （２８ ４０％） 的调查对象

表示近 ３ 年内无生育二孩的意愿。 年龄≤４０ 岁、
双方或者一方农业户口、 现有孩子性别为男性、
文化程度越高、 家庭年收入越高的调查对象生育

二孩意愿越强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２ ３　 调查对象生育二孩的性别偏好分析　 不同年

龄段、 户籍性质、 文化程度、 家庭年收入的调查

对象均偏好二孩性别为女孩 （Ｐ＜０ ０５）； 现有第

一胎为男孩的调查对象， 偏好二孩性别为女孩，
而现有孩子性别为女孩的调查对象， 偏好二孩性

别为男孩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２ ４　 愿意 ／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析 　 ４９ ７５％
调查对象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为 “两个小孩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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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不孤独”， ２３ ４６％的原因为两个孩子养老更

有保障； ２８ ２５％不愿意生育二孩的调查对象原因

为 “时间精力不足”， ２２ ８９％的原因为 “经济状

况不允许”， 见表 ４。
表 ２　 调查对象生育二孩意愿构成比分析 ［ｎ （％）］

项目
有生育二孩

意愿 （ｎ＝ ８１４）
尚未确定

（ｎ＝ ４０９）
无生育二孩意愿

（ｎ＝ ４８５）
Ｐ 值

年龄 （岁） ＜２５ １２ （１ ４７） ９ （２ ２０） ８ （１ ６５） ＜０ ０５

２５～３０ ５７８ （７１ ０１） ２０８ （５０ ８６） １８１ （３７ ３２）

３１～４０ １６５ （２０ ２７） １１６ （２８ ３６） １１１ （２２ ８９）

＞４０ ５９ （７ ２５） ７６ （１８ ５８） １８５ （３８ １４）

户籍性质 双方农业 ７２２ （８８ ７０） ３５６ （８７ ０４） ４０６ （８３ ７１） ＜０ ０５

一方农业 ７０ （８ ６０） ４２ （１０ ２７） ４５ （９ ２８）

双方城镇 ２２ （２ ７０） １１ （２ ６９） ３４ （７ ０１）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３０１ （３６ ９８） １７８ （４３ ５２） ２５０ （５１ ５５） ＜０ ０５

高中 ／ 中专 ／ 大专 ３２５ （３９ ９３） １５３ （３７ ４１） １６３ （３３ ６１）

本科及以上 １８８ （２３ １０） ７８ （１９ ０７） ７２ （１４ ８５）

家庭年收入 （万元） ＜５ ３４４ （４２ ２６） １８４ （４４ ９９） ２４１ （４９ ６９） ＜０ ０５

５～１０ ２７４ （３３ ６６） １４７ （３５ ９４） １４７ （３０ ３１）

＞１０ １９６ （２４ ０８） ７８ （１９ ０７） ９７ （２０ ００）

现有孩子性别 男 ５６８ （６９ ７８） ３１２ （７６ ２８） ３８０ （７８ ３５） ＜０ ０５

女 ２４６ （３０ ２２） ９７ （２３ ７２） １０５ （２１ ６５）

表 ３　 调查对象生育二孩的性别偏好分析 ［ｎ （％）］

项目 男孩 （ｎ＝ ２８３） 女孩 （ｎ＝ ８１３） 无所谓 （ｎ＝ ６１２） Ｐ 值

年龄 （岁） ＜２５ ８ （２ ８３） １４ （１ ７２） ７ （１ １４） ＜０ ０５

２５～３０ ２０４ （７２ ０８） ４４３ （５４ ４９） ３２０ （５２ ２９）

３１～４０ ４９ （１７ ３１） ２０９ （２５ ７１） １３４ （２１ ９０）

＞４０ ２２ （７ ７７） １４７ （１８ ０８） １５１ （２４ ６７）

户籍性质 双方农业 ２２７ （８０ ２１） ７３３ （９０ １６） ５２４ （８５ ６２） ＜０ ０５

一方农业 ４１ （１４ ４９） ５３ （６ ５２） ６３ （１０ ２９）

双方城镇 １５ （５ ３０） ２７ （３ ３２） ２５ （４ ０８）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９１ （３２ １６） ３６６ （４５ ０２） ２７２ （４４ ４４） ＜０ ０５

高中 ／ 中专 ／ 大专 １２６ （４４ ５２） ２９７ （３６ ５３） ２１８ （３５ ６２）

本科及以上 ６６ （２３ ３２） １５０ （１８ ４５） １２２ （１９ ９３）

家庭年收入 （万元） ＜５ １０８ （３８ １６） ３５０ （４３ ０５） ３１１ （５０ ８２） ＜０ ０５

５～１０ １１１ （３９ ２２） ２８３ （３４ ８１） １７４ （２８ ４３）

＞１０ ６４ （２２ ６１） １８０ （２２ １４） １２７ （２０ ７５）

现有孩子性别 男 ５８ （２０ ４９） ７８０ （９５ ９４） ４２２ （６８ ９５） ＜０ ０５

女 ２２５ （７９ ５１） ３３ （４ ０６） １９０ （３１ ０５）

３　 讨论

为了适应社会形势， 优化人口结构， 我国生

育政策由严格的一胎化， 经过 “双独二孩”、 “单
独二 孩 ” 逐 渐 过 渡 至 目 前 实 施 的 “ 全 面 二

孩” ［６－７］。 然而， 人口结构的调整不仅需要人口政

策的实施， 还需要相应地提高育龄期妇女的生育

意愿， 才能真正显示政策调整的效果， 更好地调

整人口布局， 缓和人口老龄化的形势。 相关研究

显示， 全国实施 “普遍二孩” 政策后， 约 ６０％的

育龄期妇女有生育二孩的意愿［８］， 高于本研究

４７ ６６％的调查结果。 这说明在本市符合二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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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育龄期妇女生育二孩意愿不高， 仍需要相关配

套措施的调整。 “时间精力不足”、 “经济状况不允

许” 是导致育龄期妇女生育意愿不高较为常见的

原因， 这说明激烈的工作竞争压力以及不断增长

的生活成本对育龄期妇女生育意愿影响明显。

表 ４　 愿意 ／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析

项目 例数 （ｎ） 构成比 （％）

愿意生育二孩 （ｎ＝ ８１４） 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不孤独 ４０５ ４９ ７５

两个孩子养老更有保障 １９１ ２３ ４６

迎合长辈意愿 １３１ １６ ０９

多子多福 ８７ １０ ６９

不愿意生育二孩 （ｎ＝ ４８５） 时间精力不足 １３７ ２８ ２５

经济状况不允许 １１１ ２２ ８９

身体健康不允许 ７９ １６ ２９

社会支持不足 ６２ １２ ７８

基础教育设施不完善 ４９ １０ １０

家庭成员不支持 ４７ ９ ６９

再生育行为的实现除了有生育意愿外， 还受

到夫妻健康状况、 经济水平、 家庭背景、 社会因

素、 城乡差距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相关研究显示，
符合再生育政策且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 仅有

４０％～６０％再生育二孩［９－１０］。 本研究中， 年龄≤４０
岁、 双方或者一方农业户口、 文化程度高、 家庭

年收入高、 现有孩子性别为男性的人群二胎生育

意愿较强。 张琬翌等［１１］的研究也证实， 家庭收入、
个人养老观念更容易影响农村居民二孩生育意愿；
同时， 年轻夫妇二孩生育意愿更强， 而年龄＞４０ 岁

的育龄期妇女， 由于身体健康因素、 妊娠及分娩

风险大等影响， 生育二孩的意愿明显降低［１２－１３］。
另外， 随着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健康宣

教的普及， 高龄孕产妇的风险被广泛认同， 高龄

不仅显著增加妊娠并发症 （如妊娠期糖尿病等）
的发生风险， 且胚胎发育异常、 发育畸形、 出生

缺陷的发生风险也显著增加， 这也是导致年龄＞４０
岁的育龄期妇女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之一。 文化

程度高、 家庭年收入高的育龄期妇女二孩生育意

愿更高， 这与李琳等［１４］ 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 大

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育龄期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
这可能与这一群体的社会竞争力更强， 收入更高，
有能力为后代提供更丰富的资源， 保证其日后的

成长。 同时， 良好的经济基础可通过聘请保姆，
购买智能设备等， 减轻抚养、 教育子女过程中的

精力负担， 因而， 文化程度高、 家庭年收入高的

群体， 生育二孩的物质和精神顾虑可能相对较轻。
谭雪萍［１５］的研究也证实， 经济因素是影响单独二

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在本研究中， 除了现有孩子性别为男性外，
其他不同特征的调查对象多倾向于二孩性别为女

性， 这说明的传统 “重男轻女” 思想有了一定程

度的改变。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 女性在社

会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本

研究中， 多数调查对象生育二孩的原因为 “两个

小孩一起成长不孤独”， 这与传统的传宗接代的思

想有很大不同。 人口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口结构调整的成

功与否关系到我国国家竞争力能够保持， 经济社

会能够可持续发展［１６］， 因此， 为保证人口政策的

实施得到有效推广并达到理想效果， 需要不断强

化政策宣传， 引导人民接受先进的生育文化、 形

成正确的生育观念。
综上所述， 在 “全面二孩” 政策下， 桂林市

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意愿偏低， 应加强宣传教育，
强化相关因素的干预， 以改善育龄期妇女的生育

意愿。
参考文献：
［１］ 原新．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

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Ｊ］ ． 人口学刊， ２０１６， ３８ （５）： ５
－１４．

［２］ 郭震威， 王颖． 从人口转变到人口均衡 ［ Ｊ］ ． 人口研究，
２０１６， ４０ （１）： ５７－６８．

［３］ 夏晓璇． 基于政策目标和利益相关者视角评估 “全面二孩”
政策 ［Ｊ］ ． 法制与社会， ２０２０ （５）： １３０－１３１， １３８．

［４］ 钟晓华． “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与优化策略———基

于城市 “双非” 夫妇再生育意愿的调查 ［Ｊ］ ．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６ （７）： １２７－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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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３ ３　 女大学生 ＰＭＳ 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

究结果显示初潮年龄≤１３ 岁为女大学生发生 ＰＭＳ
的危险因素。 月经初潮是青春期的重要标志。 进

入青春期后， 随着激素的分泌， 身体生长发育迅

速， 第二性征开始出现， 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心

理反应。 本研究初潮年龄≤１３ 岁的学生 ＰＭＳ 发生

率较初潮年龄＞１３ 岁的学生高。 这与徐娜等［１７］ 的

研究结论一致。 焦虑和亚健康是女大学生 ＰＭＳ 发

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女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后期，
思想尚未成熟， 情绪上易波动， 因此容易产生负

性情绪， 诱发抑郁、 焦虑等心理问题。 国内有研

究提出心理健康与 ＰＭＳ 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１８］。
综上所述， 性格、 初潮年龄、 学习压力、 负

性心理等都会影响到 ＰＭＳ 发生。 因此， 针对女大

学生 ＰＭＳ 的高发生率， 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多措并

举， 特别应重视心理因素的影响。 除了采取临床

治疗手段外， 还需要加强经期保健知识教育和心

理疏导， 引导女大学生改正不良生活习惯， 养成

健康生活方式， 排解负性情绪， 培养积极心态和

正确的应对方式， 降低女大学生 ＰＭＳ 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１］ 乐杰． 妇产科学 ［Ｍ］． ７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 李改娟． 女大学生经前期综合征调查结果分析 ［ Ｊ］ ． 中国妇

幼保健， ２０１０， ２５ （１）： ６８－６９．
［３］ 袁颖， 吴为阁， 刘秀勤， 等． 厦门市 ３ 所大学女生经前期综

合征调查 ［Ｊ］ ．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３７ （４）： ６１２－６１４．
［４］ Ｂａｎｃｒｏｆｔ Ｊ．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Ｍｅｄ， １９９３ （Ｓｕｐｐｌ ２４）： １－４７．
［５］ 喻琴． 在校女大学生经前期综合征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Ｄ］． 锦州： 锦州医科大学， ２０１７．
［６］ Ｙａｎ ＹＸ， Ｌｉｕ ＹＱ， Ｌｉ Ｍ，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ｕｂｏｐｔ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 ．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０９， １９ （６）： ３３３－３４１．

［７］ 胡星辰， 张迎黎， 梁炜， 等．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ＰＨＱ－
９） 在青少年中应用的信效度检验 ［ Ｊ］ ． 四川精神卫生，
２０１４， ２７ （４）： ３５７－３６０．

［８］ Ｇａｒｃíａ－Ｃａｍｐａｙｏ Ｊ， Ｚａｍｏｒａｎｏ Ｅ， Ｒｕｉｚ ＭＡ， ｅｔ 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ａｐ⁃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７ （Ｇ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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