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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户经济收人水

平与生育意愿分析

陆杰华 王凤梅 何 堤

本文试图根据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农村千户抽样问卷调查资料来分析不同农户经济

收人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
,

说明制约与影响当今贫困地区农户生育意愿的各种

因素
,

并对贫困地 区如何在脱贫致富中解决人 口控制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

一
、

资料来源

1 990 年
,

我们在辽宁省凤城满族 自治县农村进行了不同调查对象 (贫困户
、

脱贫户

和致富户 ) 的千户抽样调查
.

我们首先确定了在全县境内 23 个乡镇中各抽取 50 个样本
,

其次在每个乡镇中选取 4 个 自然村
,

最后在 中选村里按贫困户
、

脱贫户
、

富裕户三种类型

户的一定比例进行抽取样本
.

我们的调查方式采取直接人户问卷询问法
,

即人户向调查对

象了解家庭成员各方面状况的面对面询问的方法
.

本次贫困县农户抽样调查在凤城县共收回各种调查问卷 1 135 份
,

其中贫困户 5 77

户
,

脱贫户 3 19 户
,

富裕户 239 户
.

从调查数据结果的初步分析上看
,

抽样调查数据基本

上反映了凤城县家庭人 口与经济现实状况
,

因此可 以说本次调查数据是可信的与实用的
.

二
、

理论假设

一般说来
,

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程度时
,

生育率水平就较高 ; 当经济发展水平处

于较高程度时
,

生育率水平则较低
.

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

这就是

人 口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之一
贫困地区不同经济收人水平的农户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生育意愿

.

具体地说
,

经济收人

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
,

其生育意愿较低 ; 而经济收人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户
,

其生育意愿较

局
。

我们对以上理论假设进行一些必要的说明 ; 第一
,

尽管在贫困地区 内部
,

贫困户
、

脱

贫户
、

富裕户的标准有着一定的相对性
,

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量化
,

但是
,

三种不同类

型户可以说基本上反映着凤城县农村地区农户的不同经济收人水平
,

体现着贫困地区农户

之间的收人差距
,

因此
,

我们在以下分析过程中将贫困户
、

脱贫户
、

富裕户作为理论假设

中农户的不同经济收人水平 ; 第二
,

需要指出的是
,

农户的生育意愿与其实际的生育行为

还有着较大的差距
,

希望生育的子女数往往高于其实际生育子女数
,

但是考虑到农户实际

生育行为更多受着现行人 口政策的影响
,

而农户生育意愿却极大地受着 自身经济
、

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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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因素的制约
,

我们在理论假设中采用了农民生育意愿这一指标 ; 第三
,

考虑到与现行

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吻合
,

特别是鉴于凤城县是少数民族集聚地区
,

” % 以上 的农户符

合生育二胎的规定 ; 此外
,

为了便于分析农户不同经济收人与其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

我

们在分析过程中将理论假设的农户生育意愿分为高
、

中
、

低三类
,

农户希望生育三胎及以

上的为高生育意愿 ; 农户希望生育二胎的为中生育意愿 ; 农户希望生育一胎的为低生育意

愿
.

三
、

理论方法与结果

为了检验贫困地区不同经济收人水平的农户
,

其生育决愿与经济收人水平之间的相关

关系同我们理论上的假设是否吻合
,

有必要利用相应的量化方法加以准确的描述
,

考虑到

我们前面理论假设中的农户不同经济收人水平 (贫困户
、

脱贫户
、

富裕户 ) 和其生育意愿

(高生育意愿
、

中生育意愿
、

低生育意愿 ) 两个指标都是可排序的变量
,

我们在检验理论

假设过程中拟采用格玛系数 ( G a m a 。
oe m ic en )t ①来确定农户的不同经济收人水平与其

生育意愿之间的函数关系
.

在分析过程中
,

我们把贫困户
、

脱贫户
、

富裕户三类不同经济

收人水平视为自变量 ( x )
,

而农户高生育意愿
、

中生育意愿和低生育意愿看作因变量

(Y )
,

以此来准确地确定农户不同经济收人水平对其生育意愿影响的大小
。

根据对 1990 年凤城县农村千户抽样调查资料的初步汇总
,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贫困

户
、

脱贫户
、

富裕户的生育意愿状况 (见表 1)
.

从表 l 中看 出
,

在被调查的 2 21 6 人中
,

生育意愿为二胎的有 】530 人
,

占调查总数的 69
.

0 % ; 生育意愿为三胎及以上的有 569

人
,

占调查总数的 25
.

7%
,

其中贫困户
,

脱贫户
、

富裕户希望生育 3 胎及以上的人数都

超过 了各 自类型户调查总数的 20 %
,

而贫困户希望生育 3 胎及以上的占本类型户调查总

数的 28
.

1%
,

比脱贫户
、

富裕户同一指标分别高出 3 个和 6 个百分点
.

表 l

( y ) (x )

不 同 经 济 收 人 水 平 合 计

生 育 意 愿 状 况

富 裕 户

5 6 9

15 3 0

1 17

高低中

合 计

贫贫 困 户户 脱 贫 户户

333 0 222 1 5 888

777 1 222 4 6 000

555999 2 888

2 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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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明
,

风城县农户不同经济收人水平与其生育意愿之间格玛系数为一 0
.

06 9
,

表明农户的不同经济收人水平与其生育意愿之间仅存在着极其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 也就是

说
,

农户经济收人水平的差距还没有导致农户生育意愿上的本质不同
.

四
、

对分析结果的原因探析

分析结果表明
,

不同经济收人水平的农户并没有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生育意愿
,

三类不

同经济水平农户的生育意愿是大体相同的
.

影响贫困地区经济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不应该简单地分析二者量性关系
,

还要研

究贫困地区文化
、

政治
、

社区环境等因素对农户生育意愿的作用
.

第一
,

在特定农村社区环境中
,

农民传统生育观念及在生育行为与意愿上的从众心理

并没有完全消除
.

应该看到
,

目前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人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

部分农 民已

走向了致富的道路
.

但是
,

从农村社区文化环境上看
,

农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很大的

改变
,

特别是农民价值观念 (包括追求
、

期望
、

时空价值观 )
、

宗教信仰和风俗
、

道德等

社会规范结构等还大多停留在传统文化的轨迹上
,

而传统文化有着许多鼓励人 口增殖的因

素
,

农 民的生育行为与观念并没有因为经济收入的增加而发生根本改变 ; 相反
,

在一定农

村社区环境中
,

传统文化的维系力反映得十分突出
,

形成了不同经济收人水平农户生育行

为与观念上的从众心理
.

第二
,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不很稳定
,

其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完全达到促使农民生

育观念完全转变的程度
.

一方面
,

以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上看
,

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速

度不稳定
.

增加或回落的幅度较大
,

这种状况的存在主要是因为
,

贫困地区经济结构主要

是以大农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模式
,

其经济增长快慢更多取决于自然界的风调雨顺 ; 另

一方面
,

从农户经济必人状况上看
,

其经济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并不稳定
,

特别是贫困

户与脱贫户的角色差别并不十分稳固
.

脱贫户在某些年度里的返贫率还是比较高的
,

这种

局面的存在
,

难以达到促使农民改变其生育意愿的质的飞跃
.

第三
,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还未达到同步发展程度
,

农民文化素质有待于

提高
.

需要说明的是
,

影响农民生育意愿的因素并非是单一的经济因素
,

它还包涵着许多

非经济因素
,

其中农民文化素质是这些非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
.

目前
,

一些贫困地区经济

发展速度较快
,

但是社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

导致了农民文化素质还停留在较为初级阶段

的状况
,

当今贫困地区出现的富裕户与贫困户一样不怕超生经济处罚的现象便是农民 目前

文化素质较低的一个综合反映
.

五
、

几点建议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

创造一个有利于人 口控制的社会经济环境将是贫困地区新面临的

重要任务之一
。

为此
,

贫困地区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过程中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人 口

控制环节
.

第一
,

分析结果表明
,

不同经济收人水平的农户在生育意愿上还没有存在着质的差

别
,

农民多胎生育意愿普遍较为强烈
.

仅以风城县为例
,

31
.

6 % 的农户仍希望生育三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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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胎 以上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在现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
,

严格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是控制人 口过快增长的最重要手段
,

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前提与条件
。

在现代社会中
,

社会的进步已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

更重要的是这一地

区 的社会发展 ; 同时
,

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并蜚是单一的经济因素所引起的
。

目前
,

贫 困地区的社区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民的精神生活方

式十分单一
,

这不利于改变农民传统生育意愿软环境的形成
,

也是与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发

展概念相悖的
.

因此
,

加强贫困地区的文化设施
、

教育设施及村镇组织等方面社区环境的建

设
,

也是提高农民生育意愿的重要环节之一
,

从长期上看
,

社区环境的完善有利于农民生

育水平的稳定下降
,

避免了贫困地区生育率在某一时期巨大反弹的现象
.

第三
,

要抓好农民自身文化素质提高的这一中心环节
.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
,

教育文化

程度的提高是控制人 口最安全的避孕药
,

个体文化素质对其自身生育行为有着极大的抑制

作用
.

例如
,

高中文化程度的妇女生育第三个及第三个以上子女的仅占 3
.

41 %
,

初中文

化程度同一指标为 9
.

15 %
,

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
、

半文盲的比例高达 26
.

75 % 和 40
.

17 %

②
.

因此
,

从长远上看
,

农民 自身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传统生育意愿
,

使

其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
.

注释 :

①计算格玛系数和的公式可表示为:G 二
N

,
一 N `

N
,

N `

,

其中格玛系数取值范围在+l 与一 l 之间
.

②徐志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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