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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
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曹献雨 睢党臣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促使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有助于提高生育水平，缓

解劳动力短缺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 立足扎根理论，通过便利抽样与标准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选取 27 名西安城市女性进行深度访谈，通过编码分析发现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因素、

女性因素、社会因素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女性生

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模型， 为进一步把握未来人口形势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

依据和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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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人口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挑战，中国于 2015 年 11 月 29 日在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二孩”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国未来生育水平走势和人口发展态势，《经济学家》

杂志和巴克利先后对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做出过预测，他们认为短期内，中国的生育率会有

一定的提升，但是中长期而言，低生育率水平依然会持续［1］。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据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 1 786 万，比 2015 年全年出生人口增加 171 万，这与卫

计委的预期目标有一定差距；2017 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 1 723 万， 比 2016 年同比减少 63 万，人

口出生率下降 0.52%，2017 作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与中国卫计委所

预计的 2 023.2 万人相差较大，政策实施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理想水平，这不得不引起政府、专家及学

者们的担忧。

生育水平取决于人们的实际生育行为 ［2］，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实现过程会受到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 生育意愿通常用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表达，不考虑限制性因素。 生育行为通常用计划

子女数表达，会考虑现实中的一些因素。 西方人口学家邦加茨（Bongaarts）曾指出从生育意愿到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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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实现过程中，存在各种促进性因素（包括非意愿生育、替代效应和性别偏好）和抑制性因素

（包括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3］。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转变不仅有社会经济因素

的作用，还有生育政策的影响［4］，政策限制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并受哪些因

素影响， 郑真真等学者利用地区调查数据对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和约束下中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5-8］。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针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差异的状况及影响因素有

无发生变化，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王军利用 2010 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原始数据

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

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4］。 靳永爱等利用 2016 年全国 6 省 12 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

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家庭收

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等因素造成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之间的偏离 ［2］。 曹艳春提出基于 SSM
模型分析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行为的机制，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生育意

愿转变为生育行为［9］。 梁宏在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家庭经济基础、

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家庭资源和支持因素对“准生”育龄妇女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10］。

以往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研究方法多采用实证调研和定量分析;第二，研究假设多

认为女性是一个一致性的宏观整体，未充分考虑女性个体差异［1］；第三，“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

关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动背离的研究还不充分，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偏离方面

的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 27 名西安城市

女性的深度访谈数据进行逐级编码分析，构建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模型，在

充分了解女性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城市女性生育行为背离生育意愿的原因，以深刻理解生

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并给出促使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的对策建议,以期能进一步把握

未来人口形势及完善相关家庭政策。

一、研究设计

科学的研究结果建立在严谨的研究设计基础之上，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对象的

选取、研究工具的选定及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的设计。 本文采取质性分析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通过便利性抽样和标准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对象的选取， 采用 Nivivo11 对原始数据进行编

码和分析，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包括访谈数据整理、各类编码的提取及理论饱和度检验。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是一种规范的社会科学信息与情报处

理方法［11］，在很多复杂认知的结构性探讨方面有比较好的适应力和解释力 ［12］，扎根理论作为质性分

析中的一种科学方法，指的是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在这

些概念之间建立联系然后上升到理论，研究过程严格扎根于资料，不掺杂研究者主观思想来建立理

论的方法［13］。为力求深入细致地阐释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法，在访谈中鼓励被访谈对象讲述内心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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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保持参与者的角色，避免提示和引导，访谈内容除文字记录外，为了防止遗漏重要信息，在征求

被访谈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整理文字稿。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严格遵循扎根理

论研究的饱和原则，当受访谈育龄女性的想法中没有新的信息出现时，即停止访谈。 第二阶段依照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对调查所得的访谈资料进行三个级别的编码，即: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

选择性编码，归纳并概括资料中蕴含的概念类属和概念体系。 第三阶段将已有理论和概念体系进

行比较、回溯和精炼，发掘能够链接概念类别的核心逻辑，并形成对整体研究对象一致性的解释

架构［14］。

（二）研究对象

通过便利性抽样和标准抽样相结合的方法［15］，选取西安市 27 名育龄女性作为访谈样本。为充分满

足质性研究对信息收集的饱和性要求，在选择访谈对象时，样本须满足 21~42 岁这个年龄区间，这个

年龄区间处在生育的选择窗口期［14］。 在个体特征上，为防止某类群体过分集中，从年龄、学历、工作等

方面确保样本的差异性，最大限度地保证样本在年龄、学历和工作上的分散分布（见表 1）。

从表中可以看出，受访者在年龄分布上，21~25 岁的育龄女性有 2 人（占 7.41%），26~30 岁的育

龄女性有4 人 （占 14.81%），31~35 岁的育龄女性有 14 人 （占 51.85%），36~40 岁的育龄女性有 6 人

被访谈者编号 年龄 学历 工作 理想子女数 计划子女数

01 33 高中 全职妈妈 3 2
02 23 高中 美容师 2 1
03 36 本科 技术人员 2 1
04 31 高中 超市员工 0 1
05 30 小学 全职妈妈 2 2
06 34 本科 技术人员 0 1
07 35 研究生 银行职员 2 2
08 39 中专 全职妈妈 2 1
09 25 大专 自己开店 2 2
10 42 大专 公司职员 2 1
11 34 中专 全职妈妈 2 2
12 32 大专 公司职员 2 1
13 35 大专 全职妈妈 2 2
14 38 大专 自己开店 2 1
15 33 本科 全职妈妈 2 1
16 29 本科 自己开店 2 2
17 30 大专 全职妈妈 2 1
18 30 本科 翻译人员 2 2
19 38 本科 公司职员 2 1
20 33 高中 全职妈妈 1 1
21 39 本科 公司职员 2 2
22 35 研究生 教师 2 2
23 31 大专 全职妈妈 1 2
24 33 小学 超市员工 2 1
25 31 研究生 教师 2 2
26 36 研究生 教师 2 1
27 31 本科 公司职员 2 1

表 1 被访谈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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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2.22%），41 岁以上的育龄女性有 1 人（占 3.7%）；在学历分布上，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育龄女性有

2 人（7.41%），高中学历的育龄女性有 4 人（占 14.81%），中专学历的育龄女性有 2 人（7.4%），大专学

历的育龄女性有 7 人（占 25.92%），本科学历的育龄女性有 8 人（占 29.63%），研究生学历的育龄女性

有 4 人（占 14.81%）；在工作分布上，全职妈妈有 9 人（占 33.33%），公司职员有 5 人（占 18.52%），教

师有 3 人（占 11.11%），翻译有 1 人（占 3.7%），技术人员有 2 人（占 7.4%），超市员工 2 人（占 7.4%），

自己开店的育龄女性有 3 人（占 11.11%），银行职员有 1 人 （占 3.7%）；理想子女数与计划子女数的

差异方面，受访样本中，理想子女数大于计划子女数的有 13 人（占 48.15%），理想子女数等于计划

子女数的有 11 人（占 40.74%），理想子女数小于计划子女数的有 3 人（占 11.11%）,生育意愿与生育

行为有差异的有 16 人，占到总受访样本的 59.26%，其中生育行为小于生育意愿的占到了 48.15%。

样本编号按照受访时间进行先后排列，分别从 01—27。
（三）研究工具

结合已有文献研究，为更好地聚焦研究内容，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访谈要考察的内容

如下：第一是受访对象的理想子女数量，问题是：如果不考虑任何限制性因素，您觉得一个家庭有几

个孩子是最好的？ 第二是受访对象的计划子女数量，问题是：您目前有几个孩子？ 您还准备生育吗？

第三是受访对象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差异的影响因素，在这个考察内容上，只要受访对象谈论的是

有关生育的内容，就不通过问题打断，只做好访谈记录，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被访者对生育

问题的体验和感受。 每个样本的访谈时间大约为 1 个小时。

本研究采用 Nvivo11 对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Nvivo11 由澳大利亚的 QSR 公司研发，可以

将多种定性资料通过逐级编码， 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 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

论，是质性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分析软件。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1.访谈数据整理

访谈数据的整理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对 27 个受访者的基本资料（包括年龄、学历、职业等情

况及笔者在访谈中的记录、访谈时间地点、受访者的态度及访谈内容等）进行整理；第二步对访谈过

程中的录音进行转录，转录成功后把转录内容里出现的与研究无关的访谈部分进行剔除；第三步对

受访资料进行初步筛选，对 21 个受访样本的有效访谈进行开放性编码，剩下的 6 个受访资料进行

理论饱和度的检验。

2.数据编码过程

（1）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旨在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概念化和范畴化，用概念和范畴反映原始数据的内容，开

放性编码的过程是将原始数据打破、揉碎并重新综合及抽象的过程，研究者在开放性编码过程中应

该保持开放心态，从客观的立场上对原始资料本身呈现的状态进行编码［16］。本研究对原始资料进行

初步概念化和范畴化后，得到 28 个开放性编码，分别是：祖父母支持、父辈压力、婆媳矛盾、原生家

庭、夫妻关系、丈夫支持、一胎性别、孩子感受、孩子孤单、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养老压力、养育成本、

教育理念、教育过程、喜欢孩子、不喜欢孩子、工作原因、生育年龄、意外怀孕、身体状况、儿女双全、

传统思想、世俗压力、养儿防老、公共服务、房价、旁人观点（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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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概念化 原始资料内容

祖父母支持

我的孩子有老人帮带，老人帮忙挺大的，……老人对我也挺好的，……劳神，没有老人帮带，

我的父母管哥家的孩子，婆婆身体又不好，腰不好，……我父母不愿意带孩子，我还有一个弟

弟，如果帮我带孩子，会导致家庭矛盾；我老公父母在外地，无法带孩子

父辈压力
有老人的压力在，……有传统的“传宗接代”的思想，……有老人的影响，不想让老人们伤心，

……

婆媳矛盾
婆 婆 给 我 带 孩 子，婆 媳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不 好 处，……老 是 说 长 辈 也 不 好，不 让 带 自 己 又 处 理

不了

原生家庭 我原来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太冷清了，……我可不想像我妈那么活，太累了

夫妻关系
钱是次要的原因， 夫妻关系是影响生不生孩子的最主要原因， ……感情也没好到决定再生

……与老公就是搭伙过日子

丈夫支持
父母都想让再生一个，可是老公责任心也没有那么强，……如果丈夫能够支持还挺好，如果

得不到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就不行，……我老公挺能帮忙的

一胎性别
怕再生个男孩，……一胎是个儿子，害怕二胎还是个儿子，……我第一胎是个男娃，对第二胎

有点顾虑

孩子感受
我大儿子对我再生个孩子有点抗拒； ……考虑大儿子心理感受……担心对第一个孩子的爱

会分散，……孩子也想要个妹妹

孩子孤单
想让孩子有个伴，相互照应，……一个孩子太孤单，两个孩子知道分享，孩子遇到事情有 商

量，……一个孩子比较孤单，父母生病，而且是双方父母生病，孩子会很疲劳。

经济收入
目前经济条件还不足够，……老公一个人收入也不稳定，……现在也没那么多钱，……一个

方面是经济上的原因，……经济上也有压力

生活质量

我现在基本上都没时间逛街、护肤，没有自己的时间，……我不想成为我妈那样的人，有孩子

后生活质量下降，……人一辈子挺短暂的，不想把时间耗在养孩子上，……为了娃，我都没有

自己的生活了

养老压力 我的父母和老公的父母都没有养老保险，压力大，……毕竟孩子、老人都要照顾的……

养育成本

孩子的养育成本也很高，所以我生完孩子就投入工作了。 ……教育成本也太高了，没有精力

和信心要两个孩子，……不是生完就算了，成本费用太高了，先不说房子，一个初中孩子，一

年 4 万，3 年 12 万，小的时候养育成本也高，补课都是按小时算的，……学费比较贵，课外班

费用高得很，养育成本挺高，上个小学想上高新国际，进门费就要 15 万，教育投入较多，……

教育费用挺高的，目前经济条件还不行；请保姆、月嫂费用也挺高的

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不一致，和老公、老人教育观念冲突比较严重，孩子多了后，比较麻烦，……隔代抚

养，存在教育理念不一致的问题，……尽量要自己管，基础没打牢，对孩子不了解，长大会更

难管，别人帮带，就不了解孩子

教育过程

教育上太让人操心了，自己帮孩子辅导作业，比较放心，辅导作业挺累的，……我也没文化，

教育一个孩子太难了，……孩子说我没陪他，思想上还出问题，……现在进入上学阶段，辅导

写作业什么的还挺累，孩子学习态度不是很认真，……孩子刚上一年级，还需要辅导

喜欢孩子 我也挺喜欢孩子的，……我喜欢热闹

不喜欢孩子
我不喜欢孩子，孩子太闹腾了，……我不是很喜欢小孩子，自己也不喜欢热闹，喜欢独处，孩

子太吵了，我没什么耐心

表 2 开放性编码中的初步概念化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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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是通过分析开放性编码形成的初步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 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

将其重新组织，形成范畴并反映一定思想的过程［17］。 这是在开放性编码基础上进行的二次编码，通

过主轴性编码，确定了主要概念与次要概念间的类属关系。 本研究根据初始概念化得到的自由节点

归纳总结了 12 个范畴，分别是：祖父母的影响、丈夫的影响、孩子的影响、收入原因、成本原因、孩子

教育、性格偏好、机会成本、生理条件、传统观念、社会条件、周围人影响（表 3）。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又被称为“核心式”编码，建立在整个系统概念类属和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是整个

模型的核心，所有级别的类属都围绕着核心编码形成有关联的整体［16］。 通过深入分析 12 个主轴编码

归纳出三个主范畴，即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表 4）。 不论是祖父母的影响、丈夫的影响、孩子

的影响、收入的原因、成本的原因还是孩子教育都是家庭结构内部的因素，所以这六个范畴归为家庭

因素；女性因素指的是女性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决定生育行为，是从女性自身考虑的，包括性格偏好、

生育年龄和生理条件；社会因素指的是社会观念、社会条件等原因给女性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是从

社会层面考虑的，包括传统观念、社会条件和周围人的影响。 家庭因素、女性因素及社会因素各自关

联着其他若干因素，共同影响着城市女性生育行为的决策，导致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离。

（4）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剩下的 6 个受访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的检验。 检验结果发现，对于城市女性生育意

生育年龄 对于生二胎我很纠结，再生一个，他长大，我就太大了

意外怀孕 除非是意外怀孕了，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再要孩子的

身体状况 我身体本来就不好，要孩子精力就更不够了，……我精力跟不上

儿女双全
男女双全，凑成好字，……希望生个女儿，这样就能儿女双全了，……只有老大太孤单了，想

第二胎生女孩，……我现在有个男孩，我老公想要个女儿，我也想要个女儿

传统思想
按照传统，孩子还是要生的；……传统儿女双全观念的影响，……我思想比较传统，我是肯定

会生两个的

世俗压力 我不想要孩子，但为了责任，老家的人会议论

养儿防老
孩子多有多的好处，养孩子也是一个反哺的过程，……有两个孩子，将来孩子的养老负担会

小一点儿

公共服务

孩子上学的事情比较麻烦，公办学校设施不好，……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每个学校师资力

量太悬殊，西安初级教育问题较大，……上个小学都费劲，最近一直在担心孩子上小学的事

情，……养老服务体系也不完善，还是得靠孩子

房屋价格
住房啊什么的都是我要解决的问题，……还不是生完就算了，成本费用太高了，你看房子都

贵成什么样了，谁敢生呀

旁人观点 我也受周围人的影响，生二胎的人说有了二胎太累了

工作原因

工作中得到的成长和快乐是非常重要的，……自己原来也是有工作的，自己的一个办公室，

穿着职业装，为了带孩子把工作暂时放下了，我以前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带娃后跟我以前的

生活反差太大了，……喜欢孩子，就是害怕影响工作，精力分配不够

初步概念化 原始资料内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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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初步概念化

祖父母影响

祖父母支持

父辈压力

婆媳矛盾

原生家庭

丈夫影响
夫妻关系

丈夫支持

孩子影响

一胎性别

孩子感受

孩子孤单

收入原因
经济收入

生活质量

成本原因
养老压力

养育成本

孩子教育
教育理念

教育过程

性格偏好
喜欢孩子

不喜欢孩子

机会成本 工作原因

生理条件

生育年龄

意外怀孕

身体状况

传统观念

儿女双全

传统思想

世俗压力

养儿防老

社会条件
公共服务

房屋价格

周围人影响 旁人观点

表 3 主轴性编码中的初步概念化和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家庭因素

祖父母影响

丈夫影响

孩子影响

收入原因

成本原因

孩子教育

女性因素

性格偏好

机会成本

生理条件

社会因素

传统观念

社会条件

周围人影响

表 4 选择性编码中的主范畴与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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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的三个主范畴（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已经发展完善，没有新

的范畴出现，而且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初始概念。因此，研究认为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得到的“城

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模型”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从微观视角探析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 运用扎根理论从访谈

资料的 28 个初步概念中凝练出 12 个副范畴（祖父母的影响、丈夫的影响、孩子的影响、收入原因、

成本原因、孩子教育、性格偏好、机会成本、生理条件、传统观念、社会条件、周围人影响）和 3 个核心

范畴（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

响因素模型（图 1）。 研究发现家庭因素、女性因素、社会因素直接造成了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

行为差异，各影响因素之间并不孤立，当各因素叠加发挥作用时，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

间的偏离会更严重，从访谈情况来看，目前尽管已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由于抑制性因素发挥

作用较大，造成了 48.15%的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的现状。 除此之外，由于传统观念等促

进性因素的影响，仍有 11.11%的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小于生育行为。

（一）家庭因素

访谈过程中， 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提到了家庭因素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 集中表现在祖父母影

响、丈夫影响、孩子影响、收入原因、成本原因及孩子教育六个方面。 祖父母影响方面，27 名受访

者中有 18 名受访者提到了祖父母对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占总访谈对象的 66.67%，研究发现祖

父母在孙辈照料上的支持及父辈给下一代的生育压力能够促进生育行为， 但是婆媳矛盾会抑制

祖父母影响
丈夫影响
孩子影响
收入原因
成本原因
孩子教育

家庭因素

城 市 女 性 生

育 意 愿 与 生

育行为差异
性格偏好

机会成本

生理条件 女性因素 社会因素

传统观念

社会条件

周围人影响

图 1 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影响因素模型图

社会学研究
RESEARCHES ON SOCIOLOGY

107- -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9 年第 5 期
总第 294 期

生育行为；丈夫影响方面，27 名受访者中有 6 名受访者提到了丈夫对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占总

访谈对象的 22.22%，研究发现夫妻关系是否和谐、丈夫能否给予支持能够影响生育行为的选择；

孩子影响方面，27 名受访者中有 11 名受访者提到了孩子对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占总访谈对象

的 40.74%，一胎的性别、孩子对于弟弟妹妹的感受、孩子是否孤单都对城市女性的生育行为产生

影响；收入方面，27 名受访者中有 9 个提到了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占总访谈

对象的 33.33%，经济的压力导致城市女性对生育表示担忧；成本方面，27 名受访者中有 5 个提

到了养育成本给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占总访谈对象的 18.52%，较高的养育成本抑制了城市女

性的生育行为；孩子教育方面，27 名受访者中有 7 个提到了教育理念不一致、教育过程辛苦对生

育行为带来的抑制性作用，占到了总访谈对象的 25.93%。 通过分析家庭因素中六个方面的影响

发现，城市女性的关注点按占比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话，祖父母影响>孩子影响>收入原因>孩

子教育>丈夫影响>成本原因，由此看来是否有人帮助照顾小孩是城市女性决定是否生育的重要

因素。

（二）女性因素

影响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女性因素主要包括性格偏好、机会成本和生理条件。

性格偏好方面，27 名受访者中有 6 个提到了性格偏好对实际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 占总访谈对象

的 22.22%，这说明部分城市女性在决定是否生育的这个问题上，充分考虑了自我需求；机会成本方

面，27 名受访者中有 7 个提到了生育孩子给女性带来的机会成本，占总访谈对象的 29.53%，包括工

作无法兼顾、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等，机会成本越大，其对生育行为的抑制性作用越大；生理条件

方面，27 名受访者中有 5 个提到精力不够、身体不好、生育年龄偏大或意外怀孕等生理因素给实际

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占总访谈对象的 18.52%，生理条件会抑制或促进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

离。 通过分析女性因素中三个方面的影响发现， 城市女性的关注点按占比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

话，机会成本>性格偏好>生理条件，这说明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女性更希望

能在工作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社会因素

影响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传统观念、 社会条件和周围人的

影响。 传统观念方面，27 个受访者中有 8 个提到了“儿女双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世俗压力”

等给实际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占总访谈对象的 29.63%，这说明，传统观念仍然对部分城市女性

发挥一定的作用，再深入访谈下去发现，这些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城市女性多为一代城市人，所谓

“一代城市人”指的是父辈居住在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后因教育程度提高而留在城市工作，其

与二代城市人和三代城市人仍有较大区别；社会条件方面，27 个受访者中有 6 个提到了“教育资

源”“医疗体系”及“房价”等公共服务给实际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占总访谈对象的 22.22%，公共

服务配套的不完善及房价的不断攀升抑制了生育行为的产生；周围人的影响方面，27 个访谈者中

有 2 个提到了孩子同学家或邻居家养育两个孩子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周围人的感受会影响实际

生育行为的产生。 通过分析社会因素中三个方面的影响发现，城市女性的关注点按占比从高到低

的顺序排列的话，传统观念>公共服务>周围人的影响，传统观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仍然促使生

育行为的发生，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会越来越淡化，其促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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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会越来越小，会逐渐被抑制性作用替代，所以要真正解决问题，还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弥补

公共服务缺口。

综合家庭因素、女性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来看，家庭因素对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因此在完善家庭支持政策方面要尤为重视。

三、讨论及建议

促使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提高生育水平，对于解决劳动力短缺、缓解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发现，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女性的平均生育

意愿为 1.81（受访者理想子女数之和/27），访谈对象均未提到政策因素给生育行为带来的影响，要

促使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需从家庭、女性及社会三方面入手。家庭方面，城市女性非常关注孩

子是否有人照料，这就急需完善家庭支持政策，大力发展托幼事业，给予母亲家庭工作平衡的有效

支持；另外，要降低家庭在养育方面的经济压力，以减少经济因素给实际生育行为带来的抑制性作

用。女性方面，城市女性对生育要产生的机会成本更加关注，要提高实际生育水平，就要降低生育给

女性工作带来的冲击，这需要家庭、单位和社会三方共同做出努力，为女性重返工作岗位减少阻力

并确保女性成长通道。社会方面，要注重公共服务政策的完善，包括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托幼

服务体系的建立、扶持和完善、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等。 房价方面，要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建立与

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金融政策等方式稳定房价，降低城市居民的城市居

住成本。 只有这样，“全面二孩”政策才能落到实处，才能迎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避免落入“低

生育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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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fference of Fertility Willingness and Fertility Behavior of Urban Wom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Cao Xianyu Sui Dangche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productive intentions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s,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productive intentions into reproductive
behaviors, which can help alleviate the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labor shortage and ag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rooted theory, and selects 27 Xi'an urban women for in-depth interview by
the method of convenient sampling and standard sampling. Through coding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family factors, female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productive intentions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productive intention and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urban women, which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upporting data for further grasping the future population situation and improving
the releva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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