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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潜力研究

—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伺族自治州凯里市个案研究

陆杰华

【内容摘要】 开拓农村优 生优育服务市场是发展生殖健康产 业的重点
,

本文以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为个案
,

对我国农村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需求状况进行 了深入 的

分析
。

分析结果显示
,

农村育龄妇女对于优生优育服务既有着极大的需求欲望
,

也有着一定

的支付能力
,

而且低年龄段
、

高收入 家庭的育龄妇女更是农村优 生优育服务市场的潜在消费

者
。

应 当注意 的是
,

我们在开拓农村优 生优育服 务市场 时
,

不但要关注育龄妇女对于优生优

育服务价格的可接受性
,

还要注重其技术含量
、

管理机制
、

宣传方式等其它非经济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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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我 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进程中
,

长期以来以卖方市场

为主的经济体制将被以买方市场为重要特征的新的经济体制所取代
,

这要求各行各业必须全

面地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革
,

即根据市场的需求构建产业发展的思路
,

并提供新的产品

或服务
。

在这种新的形式下
,

计划生育部门也需要不失时机地根据广大育龄妇女对于优生优

育服务的需求来调整现有的工作内容与重点
,

积极地提倡和发展与优生优育相关的生殖健康

产业
。

根据现有我国城乡人 口分布特点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
,

农村育龄妇女仍是现阶段优

生优育服务的重要对象
,

如何有效地开发与引导农村育龄妇女对于优生优育服务的需求是发

展生殖健康产业的先决条件之一
。

那么现今农村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潜力如何呢 ? 换言之
,

农

村育龄妇女对于优生优育服务的购买欲望与支付能力怎样
,

哪些育龄妇女更能够成为优生优

育服务市场的潜在消费者
,

制约未来农村优生优育服务市场开发前景的因素有哪些 ? 本文将

基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的实地调查数据试图回答上述间题
。

1 调研区域的背景资料

凯里市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苗岭山麓
,

是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首府所在地
,

距省会城

市贵州市二百多公里
。

全市总面积 1 3 06 平方公里
,

其中耕地 20
.

23 万亩
。

1 9 9 7 年
,

凯里市

总人 口 为 4 1
,

6 万人
,

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占总人 口的 7 7
.

9 7%
,

境内有苗
、

侗
、

土家
、

布依等

3 7个少数民族聚居
,

这其中苗族人 口又占全市总人 口的 61
.

72 %
。

1 9 9 7 年
,

凯里市有育龄妇女 91 9 79 名
,

其中已婚妇女 71 7 59 人
,

占育龄妇女的 78
.

02 %
;



人 口研究 3 2卷

同年
,

全市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分别为 17
.

88 编和 5
.

28 %。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 1 2
.

60 编
,

远远高

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水平① 。

根据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
,

凯里市的少数民族夫妇均可以

生育第二胎
; 目前

,

全市每年苗族第一胎出生人数约 2 3 00 人
,

第二胎约 1 6 00 人
,

另外还有

少量的多胎生育
。

凯里市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
,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 1 00 0 元左右
,

远远低

于全国和贵州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②
。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
、

小组访谈法与入户深入访谈法等
。

问卷调查是以凯里市农村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
,

于 1 9 9 8 年 8 月对于市辖的 5个乡镇实施

了农村育龄妇女优生优育现状的调查
,

我们实地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5 02 个
。

问卷调查数据

显示
,

从年龄分布上看
,

被调查育龄妇女的年龄分布以 25 一 29 年龄组为主
,

占调查总体的

3 7环
,

2 0一 24 和 30 一 34 年龄组被调查的育龄妇女分别占总体的 15 写和 25 %
,

说明处于生育

高峰期的育龄妇女占调查总体的绝对多数
;
从文化程度分布上看

,

被调查的育龄妇女文化程

度较低
,

主要以小学文化程度为主
,

占总体的 57 %
,

21 %的育龄妇女具有初 中文化
,

拥有高

中以及大学以上的仅为 5 %
,

而文盲率却达到了 16 % ;
从职业构成上看

,
`

被调查的育龄妇女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

务农的比重达 84 %
,

另有近 1 / 1 。 的育龄妇女以家务劳动为主
,

而经

商与在乡镇企业工作的育龄妇女比重偏低
,

二者的比重分别为 3 %和 1 %
;
从家庭收入水平上

看
,

被调查对象的家庭收入水平
,

如果以家庭毛收入 4 0 00 元为标准
,

68 %被调查对象的家庭

收入在此线以上
,

而被调查对象的 8 0 00 元 以上高收入家庭也占 24 写
;
对比而言

,

被调查对

象的低收入家庭状况同样存在
,

如 1 99 9 元 以下收入水平的家庭占总体的 n 写 ; 此外
,

被调

查对象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分别为 22
.

23 岁和 23
·

65 岁
。

小组访谈法隶属定性研究范畴
,

其目的是能够更深入地切入我们研究的主题
,

详细地了

解访谈对象对研究主题的态度与认识
,

以便弥补问卷调查法的某些不足
。

本次小组访谈法分

为两组
:

一组为 乡镇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

包括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 另

一组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 ; 每组参加的访谈对象大约 6一 10 人
。

为了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同组

类型的不同对象对于访谈主题的间题回答的趋向重复性
,

我们对于乡镇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和

服务人员与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两种类型进行了各两组访谈
。

另外
,

为了能够更客观地就农村优生优育服务市场有一个全方位的评估
,

我们在实地研

究中
,

还采取了入户深入访谈以及与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进行个别交流等方法
,

以加强我们

对于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

3 农村现有优生优育服务的需求状况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对应的概念
;
而从任何市场的发展角度讲

,

需求

是供给的晴雨表
。

一般而言
,

需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

一部分是人们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欲

望 ; 另一部分是人们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付能力
,

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

缺少任何一个要素

都不可能将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
。

本节对于需求研究仅限于农民对优生优育的需求欲望方

面
,

有关农民对优生优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将在下一节涉及
。

优生优育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

它涉及到婚姻检查
、

计划生育
、

妇幼保健等方面内容
。

但由于农村现有经济
、

医疗条件的限制以及农民对于优生优育的初浅认识
,

农村育龄妇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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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孕前与孕后的优生优育服务更为关注
,

我们下面对于农民优生优育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被调查对象对孕前以及怀孕早期检查的需求意愿或者态度上
。

3
.

1 对于孕前检查的需求状况

我们按照年龄
、

文化程度
、

职业与家庭收入水平四个标志分析了被调查的育龄妇女对于

孕前检查的需求欲望 (见表 1 )
。

表 1 对于孕前检查服务需求的潜在育龄妇女特征

育龄妇女特 征 愿意检查% 不 愿意检查%

年龄 2 0一 2 4 9 3
.

3 6
.

7

2 5一 2 9 9 0
.

2 9
.

8

3 0一 3 4 8 9
.

8 1 0
.

2

3 5一 3 9 8 7
.

0 1 3
.

0

4 0一 4 4 8 8
.

8 1 1
.

2

4 5一 4 9 9 2
.

3 7
.

7

文化程度 文 盲 85
.

9 14
.

1

小 学 8 8
.

8 1 1
.

2

初 中 9 4
.

3 5
·

7

高中以及 以 上 96
.

7 3
.

3

职业 家务 7 6
.

7 2 3
.

3

务农 9 1
.

0 9
·

0

经 商 8 8
.

2 1 1
.

8

其它 1 0 .0 心 0

家庭 收入水平 9 99 以 下
- - -
一万4乃 百东百

1 0 0 0一 1 9 9 9 9 4
.

1 5
.

9

2 0 0 0一 3 9 9 9 9 0
.

4 9
.

6

4 0 0 0一 5 9 9 9 9 0
.

2 9
.

8

6 0 0 0一 7 9 9 9 8 9
.

0 1 1
.

0

8 0 0 0 以上 9 2
.

7 7
.

3

比较愿意和不愿意孕前检查的育龄妇女结构变量特征
,

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

①

除了 45 一 49 年龄组以外
,

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降低
,

她们对孕前检查服务的需求欲望 比较强

烈
,

不过
,

各个年龄组之 间的比重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

②我们的交叉分析表明
,

育龄妇女的

文化程度与其对于孕前检查服务的需求愿意呈正相关
,

其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的需求比重

均高于九成
。

③育龄妇女的职业同样与其孕前检查服务的需求状况存在着某种联系
,

数据显

示
,

只要育龄妇女从事某种经济活动
,

其孕前检查服务需求的愿望就远远高于未就业的育龄

妇女
。

④除了家庭收入 9 ” 元以下的育龄妇女以外
,

其它家庭收入水平各组的育龄妇女对于

孕前检查服务需求愿望的差异程度并不是很大
,

这种现象值得后续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

我们两组已婚育龄妇女小组访谈的研究结果表明
,

已生育的访谈对象均未进行过任何孕

前检查
,

这或许与凯里农村妇幼保健工作仍然很不普及有关
。

但是
,

参加访谈的育龄妇女对

于孕前检查服务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

3
.

2 怀孕早期检查的需求状况

怀孕早期的优生优育服务是农村育龄妇女关注的重点
。

我们同样按照年龄
、

文化程度
、

职业

与家庭收入水平四个标志分析了被调查的育龄妇女对于怀孕早期检查的需求欲望 (见表 2 )
。

表 2 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哪一类的育龄妇女更愿意接受怀孕早期的检查服务
。

表中列出了愿

意接受和不愿意接受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已婚育龄妇女在年龄
、

文化程度
、

职业和家庭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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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的分布特征
。

与表 1 比较可见
,

不同标志的育龄妇女对于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需求欲望

与对于孕前检查服务的需求欲望趋势基本接近
,

只是前者的需求程度按不同标志划分
,

其差异程

度更为明显
。

表 2 对于怀孕早期检查服务需求的潜在育龄妇女特征

育龄妇女特 征 愿意检查 % 不 愿意检查%

年龄 2 0一 2 4 9 6
.

0 4
.

0

2 5一 2 9 9 1
.

8 8
.

2

3 0一 3 4 9 2
.

9
’

7
.

1

3 5一 3 9 9 0
.

9 1 0
.

1

4 0一 4 4 8 8
.

9 1 1
.

1

4 5一 4 9
·

1 0 0
.

0 0

文化程度 文盲 91
.

0 9
.

0

小学 9 0
.

9 9
.

1

初 中 96
.

2 3
.

8

高中以及以上 1 0 0
.

0 0

职业 家务 81
.

4 18
.

6

务农 9 3
.

7 6
.

3

经商 8 8
.

2 1 1
.

8

其它 1 0 0
.

0 0

家庭收入水平 9 9 9 以 下 6 4
.

7 3 5
.

3

1 0 0 0一 1 9 9 9 8 8
.

2 1 1
.

8

2 0 0 0一 3 9 9 9 9 6
.

1 3
.

9

4 0 0 0一 5 9 9 9 9 1
.

7 8
.

3

6 0 0 0一 7 9 9 9 9 1
.

2 8
.

8

8 0 0 0 以上 9 6
.

7 3
.

3

已婚育龄妇女小组访谈结果显示
,

访谈对象对于怀孕期间的优生优育服务更为关心
,

特

别是正在怀孕以及正准备怀孕的访谈对象对于孕期的疾病预防与治疗
,

以及胎儿的健康极为

关注
,

也希望计划生育部门
、

卫生部门能够及时提供有关怀孕期间的优生优育方面服务
,

这

与农民希望生育一个健康子女的强烈愿望是一致的
。

3
.

3 愿意接受优生优育服务的个体因素估计

我们前面的分析对于育龄妇女愿意和不愿意接受孕前与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一些潜在特

征做了一般描述
,

我们还希望从定量上了解育龄妇女个体的年龄
、

文化程度
、

职业
、

家庭收

入水平
、

怀孕次数等对个体是否愿意接受优生优育服务的需求愿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哪

些因素有显著性的作用
,

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潜在消费者是有

帮助的
。

我们以育龄妇女对于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需求为因变量
,

利用 P R O BI T 模型③估计了愿

意接受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个体因素
。

分析结果发现 (见表 3 )
,

个体年龄
、

文化程度
、

初育

年龄对其倾向接受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影响并不显著
;
个体的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是否愿意

接受此项服务的最显著变量 (显著水平一 0
.

0 1 )
,

且影响方向是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

愿意接受

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概率越大
。

个体参加经济活动
,

其接受检查服务的概率越大
;
个体初婚

年龄与愿意接受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概率呈正相关
,

表明晚婚的育龄妇女更注重胎儿的健康

状况
;
个体怀孕次数越多

,

其愿意接受服务检查的概率就越小
,

而个体分娩次数则对接受检

查服务的概率有着正面的显著影响
,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个体怀孕次数与其生育次数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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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

也证明了农村育龄妇女越来越重视生育的质量
。

表 3 个体愿意接受怀孕早期检查服务的 P R O BI T 模型估算

变量

年龄

来数 Z 值

文化程度

是否在业

家庭 收入水平

初婚年龄

初育年龄
怀孕次数

分娩次数

一 0
.

6 0 4

1
.

1 9 0

1
.

8 1 9

2
.

7 7 4

1
.

7 0 0

一 0
,

2 7 1

一 1
.

8 6 7

1
.

6 5 1

常数 - 一 3
.

0 33

一 0
,

0 6 2 3

0
.

1 7 8 4

0
.

4 6 2 1
份

0
.

0 0 0 1
“ 长

0
.

1 5 7 0
怪

一 0
.

2 3 5 6

一 0
.

2 5 2 7
资

0
.

3 1 0 3
“

观察值 ( N ) = 4 8 8

、
表示 呈信区 间为 90 % 显著 ; * ,

表示五信区 间为 99 % 显著
。

4 农民对于优生优育服务的价格可接受性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的市场生命力
。

我

们在对育龄妇女对于优生优育服务的需求欲望有了基本的判断之后
,

我们更为关心当优生优

育服务走进市场后
,

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的普通农民是否在价格上可以接受
,

尤其是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无偿计划生育服务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偿计划生育服务过渡过程中
,

农民对于

价格的心理承受力如何 ?

灌灌灌
碑

`
口 ~

.

一 ~
.

,
,

一
JJJ

{{{
.

火火
}了了了

_____

洲尸一
产产 一声 ---------------

iiiiiiiiiii
::::: 1111111

汤丽6以下
-

口 3 00 一 399

口 2 00 一2 9 9

. 100 一 199

困 10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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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年龄组育龄妇女对胎儿检查的价格接受程度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被调查的育龄妇女对于有关优生优育服务的价格认同程度仍然带有

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
,

希冀能够享受低价位的优生优育服务
。

例如
,

超过 3/ 4 的育龄妇女认

为一项胎儿健康检查的收费应该在 1 00 元以下
,

这种状况似乎与凯里农民较低的经济收人相

关
。

不过
,

不同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对胎儿健康检查的价格承受力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异
。

从图

1 可见
,

低年龄组对于价格的选择更趋向多样性 ; 如 20 一 24
、

25 一 29 和 30一 34 三个年龄组
,

接近二成的育龄妇女认为一项胎儿健康检查的合理收费应该在 1 00 元及以上
,

而这三个年龄

组的育龄妇女是对孕前以及怀孕期间优生优育服务需求最强烈的群体
。

值得注意的是
,

36 %

的 2。一 24 年龄组育龄妇女选择了 1 00 元以上的价位
。

同样
,

高家庭收入水平的育龄妇女更倾向认为一项胎儿健康检查的收费应该不低于 100



人 口研究2 3 卷

元 ( 见图 1)
,

其中收入水平在 4 0 00 一 5 99 9 元的家庭
,

有接近三成的育龄妇女选择了中等或

者高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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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家庭收人水平对于胎儿检查的价格接受程度

我们从上述结果中可以推断
,

如果一项优生优育服务的价格低于 1 00 元
,

普通农民是可

以认同以及承受得了
。

需要强调的是
,

如果优生优育服务是高新技术的产物
,

具有极高的科

技含量
,

那么农民对高技术的认同感在其走向市场过程中完全可以替代其现有低价位的心理
。

例如
,

问卷调查结果证明
,

育龄妇女在对于优生优育服务的价格与技术选择 中
,

更注重这种

服务的技术含量
,

其中 72 %的育龄妇女认为优生优育检查必须技术过得硬
,

而花费不大者仅

占 7 %
。

这表明
,

我们在推进优生优育服务面 向农村市场时必须瞄准高技术的产品或者服务
。

育龄妇女小组访谈结果也显示
,

绝大多数的访谈对象认为一项优生优育服务的价格定在
2 0一 50 元是可以接受的

,

另有一部分访谈对象认为这种收费可以定得更高一些
。

此外
,

我们

从入户深入访谈中感到
,

一些急需优生优育服务的特殊育龄夫妇群体对于优生优育服务的价

格承受力更大
,

如不孕夫妇等
。

5 小结
:

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开发前景

我们前面的分析结果表明
,

从需求欲望与支付能力上讲
,

农村优生优育服务有着广阔的

市场发展前景
,

其中在最初将优生优育服务由无偿服务向有偿服务过渡时
,

选择处于生育高

峰期且低年龄组的育龄妇女这一子市场
,

对于开拓优生优育服务市场起着示范的作用
,

也有

利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的社会效益
;
另外

,

在开拓优生优育服务市场时
,

也可以选择家庭收

入水平中等及以上的育龄妇女作为最初的潜在消费者
,

以便保证优生优育服务具有较高的经

济效益
,

为进一步开拓市场积累一定的资金
。

与此同时
,

准确地把握农村育龄妇女的需求来

调整优生优育服务的内容是推广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

我们通过对乡镇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小组访谈以及各级部门主管领导的个别交

谈中发现
,

我们在考虑影响优生优育服务市场能否全面开拓的因素时不仅关注农民对于优生

优育服务的价格承受力
,

更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在现今提供优生优育服务方面的不足之处
,

如

服务管理机制
、

服务信誉程度等因素
。

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除价格以外
,

育龄妇女对

于现有优生优育服务的满意程度与其期望值还有很大的差距
。

如图 3 所示
,

育龄妇女对于现

有优生优育技术
、

服务
、

信誉
、

距离和管理的满意程度仅介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
,

表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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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现有优生优育服务的潜力仍然很大
,

需要我们在开拓农村优生优育服务市场能够更关注除

价格以外的其它方面因素
。

技术

距离

3

价格

5

`

汽韶务.3理
管

信誉

图 3 育龄妇女对于现有优生优育服务的满意程度

图中刻度 1 为非常不满意
,

2 为不满意
,

3 为一般
,

4 为比较满意
,

5 为十分满意

另外
,

我们从实地调查中认识到
,

农村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开拓还需要加大优生优育的

宣传工作
,

以此来加强农民育龄妇女优生优育服务的需求意识
,

以便达到以宣传为手段扩大

优生优育服务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

这也是发展农村生殖健康产业市场的关键一步
。

注释
:

① 1 9 9 6 年
,

全 国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为 10 42 %
。 。

② 1 9 9 6 年
,

全 国与责 州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分矛 J为 1 9 2 6
.

2 7 和 1 2 7 6
.

6 7
。

③ P R O BI T 模型是多元 回归分析 方法的一种
,

主 要用于预刚个体参与某一事件或者对于某一事件态度

的决 定因素
,

其公式如下
:

P
i一 F ( Z )

P
,

是一个因变 童
,

表示 某个事件发 生的概率
,

即愿意接受怀孕早期服务者为 1
,

不愿意者为 山 F ( Z ) 用来

解释 P 、
所发生的变化

,

它需要 自变童解释
,

我们下面分析 的指标函数可 以写成
:

Z一日
。十俘

;
年龄+ 日

: 文化程度 十 p
3
在业状 况 + 民家庭 收入水平 + p

s
初婚年龄 + 日

。
初育年龄 十民怀孕次数十仇

分娩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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