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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的适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基于无锡、扬州、淮安三地的比较
1
 

周心怡，沈桂香，曹 鲲 

（扬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生育意愿是预测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我国从 2016 年 1

月 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为了预测政策实施效果，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三地的无锡、扬州、淮安的

适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经济和社会等因素。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

型分析影响二孩生育意愿因素的显著性情况，比较分析相关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三地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集中

在 26~35 岁，且二孩生育意愿受现实因素和主观观念的影响。政府应尽可能为有二孩生育意愿的适龄妇女提供各种

计生卫生服务，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为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做贡献。 

【关键词】全面二孩；生育意愿；适龄妇女；二孩生育决策；生育成本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实行计划生育，并在接下来的 30 多年中取得了显著的

成果，人口数量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不断推进，目前，我国已形成一种与低生育水平相对应的低生育文

化。随着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持续降低，许多学者认为其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后果：老龄化问题的加剧、经济水平与人口增

速的严重不协调、 

劳动生产率降低、性别比例失调、失独父母的养老问题等。是否转变我国的生育政策，选择的临界点应该处于或略低于更

替水平（TFR=2.0）。我国的 TFR 值早已低于此临界值，并长期维持较低水平。为了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基宁人口学分析、

国外的经验教训以及维持当前生育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等因素，我国于 2016年正式推行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综合各方因素，自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生育意愿并不尽如人意。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约为 1723万人，比上年 H86万

人减少了约 63万人（国家统计局，2018）。 

基于此，本文在实地调研、问卷发放、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别选择处于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无锡、扬州、

淮安三地的适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情况，探究影响生育意愿的内外在原因，

并对所得出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制约或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适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异同点，并提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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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措施深入贯彻和落实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1 分析框架 

生育意愿是预测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依据。生育意愿对后续生育行为存在预示作用，是对实际生育水平具有重要预测

作用的变量。妇女作为家庭生育的承担者，其生育意愿是影响一个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生育政策的制定与评估，不可忽

视家庭和妇女的权益与作用。 

对于是否生育第二个孩子，妇女会比其他家庭成员有更多的考虑。研究发现，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

在家庭中的自主程度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变动关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劳动参与度的提高，妇女陷入了“家庭与事业”的

两难选择：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压力使得其不得不放弃生育二孩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妇女仍未完全摆脱家庭中传统的生育

角色。因此，二孩作为家庭额外的非必要选择，妇女在选择是否生育二孩时，会做出相应的成本收益分析，考虑效用最大化。 

年龄因素是制约妇女生育意愿的客观因素。从年龄维度看，一般来说，妇女年龄与二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关系。20~24岁的

妇女二胎生育意愿为 80%，25~29 岁的妇女生育意愿约为 70%，30〜24岁的妇女生育意愿仅为 60%左右（中国人口协会，2013）。

妇女经济及地位的提高使得妇女不再仅为生育的载体，其健康、个性的追求受到重视。女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出于对生育的

风险性及对自身生活的规划，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二孩生育意愿。 

孩子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成员的幸福程度具有深刻的影响。相对“一孩”父母而言，“二孩”父母对亲子关系

的满意度更高，对孩子个性的评价更为积极。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基本假设：一方面，受制于成本这类现实因素，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另一方面，妇女的年龄也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小，二孩生育意愿越高。 

2 调查实施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1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 

截至 2018 年 1 月底，团队调查了年龄为 20〜50 周岁（包括已婚、未婚）已育一孩、无孩或二孩的户籍为无锡、扬州或淮

安的育龄妇女。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为主，文献调查法为辅的调查方法。至 2017年 7月以来，团队成员在无锡、扬州、淮安三

地内部随机选取地点发放问卷，在发放、回收以及分析处理问卷的同时，阅读大量文献。无锡、扬州、淮安三地分别收集了 150

份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 420份（无锡 148份、扬州 124份、淮安 148份）。 

2.2调查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提出“孩子数量和质量相互影响”的理论，认为生育率取决于家庭的收入、偏好、抚养子女成本

等因素。因此，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调查对象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户口

所在地、户口性质、家庭月总收入、目前的婚姻状况。第二部分为调查对象的生育行为方面，包括调查对象的目前家庭的孩子

数、夫妻双方是否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结婚年龄、生育年龄和目前孩子有谁照顾。第三部分为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询问

调查对象是否支持我国目前实行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是否有生育二孩的计划、家庭的最佳孩子数以及影响她们生育二孩

的因素、限制她们生育二孩的因素、政府可以出台哪些激励欢策来缓解生育二孩的压力等。 

3 淮安、无锡及扬州三地适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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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淮安、无锡及扬州三地适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共性与差异性，因此综合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

主观因素对淮安、无锡及扬州三地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构建了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得到各因素

对淮安、无锡及扬州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显著性情况。 

3.1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构建 

将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即“是否想要生育孩子的意愿”）设为因变量 Y，Y=i表示适龄妇女有生育意愿，Y=0表示适龄妇女

没有生育意愿。将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状况、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家庭特征（目前家庭孩子个数、理想孩子个数）、职

业特征（家庭月总收入、工作稳定性）、生育主观因素（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为自变量 X。利用向前逐步回归法筛选自变

量，并依次对影响淮安、无锡及扬州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多元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设适龄妇女 i 有生育意愿 Y=1

的概率为 pi、1-pi则表示适龄妇女没有生育意愿 Y=0的发生概率。建立函数式为： 

 

将（2）取对数，得到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的表达式： 

 

在（1）和（2）式中βj(j=1,2,…,n)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自变量影响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方向。β0是常数项。选取

的解释变量及解释见表 1。 

3.2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3.2.1首先利用向前逐步回归法筛选出影响淮安地区适龄妇女 

生育意愿的显著性自变量。以 0.05、0.1 分别作为变量的纳入与剔除概率，得到最后淮安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模型的变

量。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及主观因素。而家庭月总收入、理想孩子个数、当前孩子个数及工作稳定性变量被排除。 

通过表 1可以看出，在年龄组方面，21~25、26~30、31~35、36~40、41~45岁年龄组具有生育意愿的可能性分别为 46~50岁

年龄组打算生育意愿的可能性的 2.426、3.368、3.047、2.353、1.632倍。26~30岁年龄组的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最大，31~35岁

年龄组次之。 

从受教育程度看，初中水平、高中及中专水平对淮安地区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不显著。受教育本科或大专、硕士、博士及

其以上的适龄妇女打算生育的可能性是其他受教育水平的适龄妇女打算生育的可能性的 1.047、0.647、0.218 倍，呈现随学历

升高而生育可能性降低的趋势。 

从主观因素看，因“独生子女不利于更好地成长”、“儿女双全”而打算生育的可能性是因“1个或 0个孩子有风险”而打算

生育的可能性的 1.453、1.081 倍。而“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来自长辈的压力”等主观因素对淮安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在

统计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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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解释变量及其说明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含义 

年龄  X1 20-25 岁=1; 26-30 岁=2; 31-35 岁=3; 36-40 岁=4; 41-45 岁=5; 46-50 岁=6 

个人特征 受教育程度 X2 初中=1;高中或中专=2;本科或大专=3硕士及以上=4;博士及以上=5;其他=6 

 户口性质 X3 城市=1;农村=2 

 婚姻状况 X4 已婚=1;未婚=0 

家庭特征 目前家庭孩子个数 X5 0 个=0;1 个=1;2 个=2;3 个=3; 

 理想孩子个数 X6 0 个=0;1 个=1;2 个=2;3 个=3;4 个=4 

职业特征 家庭月总收入 X7 3000-6000 元=l;600Q—10000 元=2; 10000-20000 元=3;20000 元以上=4 

 工作稳定性 X8 不稳定=1; 一般=2;稳定=3;非常稳定=4 

 
独生子女不利于孩子 

的成长 
X9 是=1;否=0 

主观因素 来自长辈的压力 X10 是=1;否=0 

 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 X11 是=1;否=0 

 想要儿女双全 X12 是=1;否=0 

表 2影响淮安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参数及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 (B) j 

年龄（46 ~ 50岁）   129.475 5 0.027  

21 ~ 25 岁 0.753 0.276 13.571 1 0.003 2.426 

26 ~ 30 岁 0.838 0.332 49.134 1 0.002 3.368 

31 ~ 35 岁 0.953 0.415 93.291 1 0.006 3.042 

36 ~ 40 岁 0.145 0.380 48.128 1 0.007 2.356 

41 ~ 45 岁 0.267 0.302 8.338 1 0.005 1.631 

教育程度（其他）  5.235 124.359 0   

初中 -21.686 8.211 91.721 1 0.053 1.275 

高中或中专 -21.281 2.172 95.959 1 0.997 1.692 

本科或大专 -20.514 1.545 176.304 1 0.000 1.047 

硕士 -18.524 2.972 136.231 1 0.000 0.647 

博士及其以上 -19.216 3.467 127.512 1 0.021 0.218 

主观因素（一个孩子有风险）   0.893 1 0.044  

独生子女不利于更好地成长 0.373 1.004 0.138 1 0.040 1.453 

补贴政策 -0.823 1.108 0.552 1 0.457 0.439 

儿女双全 0.078 0.919 0.007 1 0.932 1.081 

来自长辈的压力 -0.619 0.895 0.477 1 0.490 0.539 

截距 73.637 455.171 2.248 1 0.987  

注：括号内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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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影响无锡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参数及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 (B) 

年龄分组（46 ~ 50岁）   8.475 5 0.017  

21 ~ 25 岁 -14.815 6.276 5.571 1 0.018 5.426 

26 ~ 30 岁 -10.030 4.933 4.134 1 0.042 8.364 

31〜35岁 -8.735 4.815 3.291 1 0.036 8.012 

36 ~ 40 岁 -8.100 4.580 3.128 1 0.027 4.356 

41 ~ 45 岁 -5.207 4.502 1.338 1 0.047 4.631 

目前家庭孩子个（3个）    0 0.053  

0个 -0.440 11.978 4.001 1 0.031 0.644 

1个 0.921 11.482 4.476 1 0.036 2.512 

2个 -3.953 11.615 5.116 1 0.013 0.192 

主观因素（1个或 0孩子有风险）   7.893 1 0.014  

独生子女不利于其更好地成长 -4.116 1.697 5.883 1 0.015 1.016 

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 -0.839 1.448 0.336 1 0.562 0.432 

儿女双全 -2.127 1.365 2.425 1 0.019 1.119 

来自长辈的压力 -2.289 1.513 2.290 1 0.130 0.226 

户口性质（城市） 3.340 1.413 5.589 1 0.018 28.213 

截距 39.877 12.361 10.407 1 0.001 0.684 

注：括号内为对照组。 

3.2.2同理，利用向前逐步回归法筛选出影响无锡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显著性自变量。以 0.05、0.1分别作为变量的纳

入与剔除概率，得到最后无锡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模型的变量。所筛选的变量为：年龄、目前家庭孩子个数、户口性质及生

育主观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总收入、理想孩子个数及工作稳定性这些变量都被剔除。 

由表 2 可知，在年龄分组上，21〜25、26~30、31~35、36~40、41~45 岁年龄组具有生育意愿的可能性分别为 46~50 岁年龄

组打算生育意愿的可能性的 5.426、8.364、8.012、4.356、4.631倍。26~30岁年龄组的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最大，31~35 岁年龄

组次之。 

从目前家庭孩子个数来看，目前家庭 0个孩子、1个孩子、2个孩子的具有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是目前家庭 3个孩子的家庭生

育意愿的可能性的 0.644、2.512、0.192 倍。与当前家庭 0 个孩子与当前家庭 2 个孩子相比，当前家庭 1 个孩子的生育意愿可

能性大。 

从主观因素看，因“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来自长辈的压力”主观原因对无锡地区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在统计学上影响

不显著。因“独生子女不利于其更好地成长”、“儿女双全”而具有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是“1个或 0个孩子有风险”打算生孩子的

可能性的 1.016、1.119倍。 

在户口性质方面，农村户口的适龄妇女的打算生育可能性是城市户口适龄妇女的 28.213 倍，农村户.口的适龄妇女生育意

愿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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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影响扬州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参数及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 (B) 

年龄分组（
4
6 ~ 50岁）   8.475 5 0.017  

21 ~ 25 岁 -1.942 2.436 5.156 1 0.005 8.276 

26 ~ 30 岁 -1.971 2.455 5.314 1 0.006 9.256 

31 ~ 35 岁 -1.989 2.461 6.241 1 0.014 9.456 

36 ~ 40 岁 -1.873 2.455 7.045 1 0.034 8.136 

41 ~ 45 岁 -1.899 2.948 6.832 1 0.022 8.49 

家庭月总收入（20000元以上）   4.272 1 0.227  

3000 - 6000元 2.655 1.45 3.355 1 0.067 14.23 

6000 ~ W000 元 2.065 1.389 2.212 1 0.137 7.887 

10000 - 20000 元 3.395 1.504 5.096 1 0.024 29.816 

理想孩子个数（4个）   302.543 0 0.053  

0个 20.323 2.008 102.409 1 0 0.56 

1个 25.453 1.442 311.577 1 0 0.847 

2个 21.557 4.342 105.409 1 0.024 1.21 

3个 24.405 3.508 124.609 1 0.016 0.89 

主观因素（1或 0个孩子有风险）   7.893 1 0.014  

独生子女不利于其更好地成长 0.004 0.727 3.828 1 0.995 1.005 

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 -1.478 0.801 3.405 1 0.065 0.228 

儿女双全 0.604 0.702 0.741 1 0.034 1.829 

来自长辈的压力 -1.488 0.68 4.784 1 0.029 0.226 

截距 14.278 5977.11 0 1 0.998 0.684 

注：括号内为对照组。 

3.2.3 再根据上述的逐步分析步骤，筛选出影响扬州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显著性自变量。变量包括：年龄、家庭月收入、

理想孩子个数、主观因素。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目前家庭孩子个数、工作稳定性这些变量未进人模型，即这些

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由表 4数据，进一步分析对扬州地区适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显著的变量。 

从年龄分组可知，21~25、26~30、31~35、36〜40、41~45 岁年龄组具有生育意愿的可能性分别为 46-50 岁年龄组具有生育

意愿的可能性的 8.276 倍、9.256 倍、9.436 倍、8.136 倍、8.491 倍，即为 31~35 年龄组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最大，其

次为 26~30岁年龄组。 

从家庭月总收入分组看，家庭月总收入 10000-20000 元的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是家庭月总收入在 20000 元以上的适

龄妇女生育意愿可能性的 29.816 倍，而家庭月总收入 20000 元以上对家庭月总收入 3000~6000元、6000~10000 元的适龄妇女生

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从理想孩子个数因素看，理想孩子 0个、1个、2个、3个的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是理想孩子 4个的生育意愿可能性的 0.56、

0.847、1.21、0.89倍。即选择理想孩子 2个的适龄妇女打算生育的可能性最大，次之为理想孩子 3个。 

从主观因素可得，因“儿女双全”、“来自长辈的压力”而打算生育的可能性是因“1或 0个孩子有风险”而选择生育的可能

性的 1.829倍、22.6%。然而，“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独生子女不利于其更好地成长”等主观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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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综合分析分析淮安、无锡及扬州地区的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年龄、主观因素对三地适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

响是一致的，存在共同之处，淮安与无锡地区的 26〜30 岁年龄组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最大，31~35 岁年龄组次之。而

扬州地区与淮安、无锡两地存在差异，扬州地区 31~34岁年龄组适龄妇女的打算生育的可能性最大，26~30岁年龄组则次之。 

在主观因素上，淮安、无锡及扬州地区都受到“独生子女不利于其更好地成长”、想要“儿女双全”两个主观因素的显著影

响，且差异性并存。 

另外，蓂教育程度对淮安地区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月收入、理想孩子个数这两个因素对扬州地区适龄妇女

的生育意愿影响显著；目前家庭孩子个数、户口性质对无锡地区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工作稳定性、婚姻状况对淮安、

无锡及扬州地区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 

4 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淮安、无锡及扬州三地适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及上述回归模型结果的分析，证明了成本、自身年龄等因

素对二孩生育意愿存在一定的影响。 

二孩生育意愿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26~35 岁，对于这部分适龄妇女，政府要尽可能的为她们提供各种计生卫生服务，并加

大宣传力度、引导力度，为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做贡献。 

三地的适龄妇女都因家庭月总收入过低对二孩的生育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主观上愿意生养二孩，可并没有实际的经济支撑。但从人口长期均衡来看，政府应鼓励适龄妇女生育二孩。因此政府

对生养二孩的补贴就尤为重要，政府应加大补贴力度。同时，家庭成员应齐心协力，提升家庭生活质量和水平。 

主观观念也会影响二孩的生育意愿。通过调查发现，三地的妇女都受到“独生子女不利于其更好的成长”、“儿女双全”的

影响而愿意生二胎，说明适龄妇女主观上是愿意生二孩的，有关计生部门应利用这点进行政策引导。 

目前，“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仍属于前期阶段，对于是否能有效提升生育意愿，改善我国的人口环境，还是未知数。我们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尽快采取合理有效的激励性政策，来引导、促进、提升育龄家庭的人口结构环境，实现地区人口均

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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