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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的成因

——以贵州牌坊村为例

彭翠艳

吉首大学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其中既有传统文化、家庭结构和生育观念等因

素，又有医疗水平、社会保障、交通条件等社会经济因素，还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女性地位等政治经济

因素的影响。通过对贵州省都匀市牌坊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其在政策制定上存在问题，人口性别比失调

问题并不能单靠国家政策的改变来解决。对于农村地区而言，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国

家政策，更要从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入手，以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口性别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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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我国的人口

性别比就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给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进入

21 世纪，我国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并有

越演越烈之势。截至 2015 年第三季度，全

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09.99。其中，男性

出生人口为 823.12 万人，女性出生人口为

774.24 万人。2017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留守儿童信息

平台建设。”[1]这些都是国家对农村留守

儿童问题的重视，但农村地区在对待性别比

失调问题上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以都

匀市牌坊村为例，对其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

因进行分析。

二、理论基础

在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调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存在且影响巨大的

问题。关于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不同的

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费孝通看来，“在中

国历史上，这一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性别比失

衡或男女比例失调，而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和

政治生活中其他社会、政治、文化现象而存

在于整个社会之中。”①“中国历史上还有

另一种情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男高

女低’现象。……从本质上看，它反映了传

统经济社会中人们在婚配制度、家庭制度等

方面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不公平现象。”②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费孝通主要是从社会

变迁中人口性别比失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的。费孝通指出：“在传统社会中，生育是

家庭稳定的基础。由于传统社会生活水平较

低，家庭内人口性别比一般是稳定的，性别

选择范围有限；同时又受家庭观念、习惯、

习俗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在‘男高女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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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常常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③因此，

他认为造成性别比失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经

济和社会两方面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定性研究是在对研究对象深入访谈的

基础上，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得出

定性结论；定量研究是在定性研究的基础

上，利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得出

定量结论。根据实地调研情况，本研究在都

匀市选取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村庄。其中

一个村庄位于都匀市平坝镇，另一个村庄位

于都匀市匀东街道办事处，第三个村庄位于

都匀市匀西街道办事处。本文主要采用了访

谈法、参与观察法等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

结合的方法对贵州都匀牌坊村的人口性别比

问题进行调研。同时在访谈中将社会经济因

素也考虑在内。在本文中，参与观察法是指

通过观察一些特定对象的日常行为而收集资

料的一种方法。参与观察法是指把被调查对

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察，主要是在实践

中收集资料，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一种方法。

根据以上几点对都匀市牌坊村人口性别比问

题进行实地调查后发现：村民对目前性别比

失调问题并不十分了解；由于地区经济发展

不平衡，当地女性经济地位相对较低；计划

生育政策是导致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的重要

原因之一；当地村民对于现在人口性别比失

调问题并不十分重视，认为性别比失调问题

是无法解决的。这一系列现象说明该地区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

四、调查过程

为了更好的了解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

本文在贵州省都匀市对该村进行实地调研。

调查过程中，笔者首先走访了该村的村民，

向他们了解当地的基本情况以及在社会生活

中的实际情况。在访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

村中有 4 名女性，但没有一人结婚，且都是

未婚状态。另外，在村里也未发现有女孩出

生。据了解，该村的适龄生育妇女数量较

多，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地

很少有人生女孩。通过对当地村民的调查了

解到，该村仅有 1 名男性已经去世，而 4 名

女性均健在。笔者随后走访了该村的老人。

从其口中得知村里现在人口性别比为

108.15 岁。据了解，该村村民现在仍存在

重男轻女、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现象。在访

谈过程中，笔者还发现该村中存在着重男轻

女、女性地位低下等问题。从其现状来看，

导致该村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原因较多。

五、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在贵州都匀市牌坊村的走访调查

中，共发放问卷 160 份，回收问卷 150 份，

回收率为 98.6%。有效问卷 139 份。我们对

调研的结果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通过表 1 可知，在调查问卷中关于

“您是否觉得自己的性别比失调？”这个问

题中，有 8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性别比

失调，其中男生和女生各占 50%。在关于

“您认为造成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

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中，男生占 77%、女

生占 23%。在调查问卷中关于“您是否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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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身体进行检查？”从以上数据来看，

导致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产生的原因主

要是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这与本

文开篇提出的“农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失调问

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这一观点相吻

合。

六、建议

（一）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政府可以通过在

乡村的宣传栏、广播和发放宣传单等形式，

让村民了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并让村民了

解人口性别比失调对自身的影响。同时，政

府还可以开展一些其他宣传活动，比如在村

里组织一些广场舞比赛等活动，这样不仅可

以让村民融入到村里的活动中来，还可以丰

富村民的精神生活。（二）提高农民文化水

平。农业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

农民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促进农村地区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要大力支持农村文化

教育事业的发展，对贫困地区进行更多的扶

持。同时要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转变生育观

念等。（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

高。但是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束缚了农民们的思想、抑制了他们对物质生

活的追求。所以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相关法

律制度的完善和更新，并对违反计划生育政

策的人进行相应处罚。（四）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是人口性别比失调

问题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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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uses of population sex ratio disorder

—— Take Guizhou Paifa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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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uses of the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sex ratio in China are more

complex, which are not only traditional culture, family structure and fertility

concept, but also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medical level, social

security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but also affected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women's status.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Paifang Village, Duyun City, Guizhou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e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and sex ratio cannot be solved by the change of national policy alone.

For rural areas,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sex ratio not only

depends on national policies, but also from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https://s.wanfangdata.com.cn/paper?q=%E4%BD%9C%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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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pulation and sex ratio; Duyun City, Guizhou; Paifang Village;

Guizhou Rural Area


	浅析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的成因
	——以贵州牌坊村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二、理论基础
	三、研究方法
	四、调查过程
	五、调查结果分析
	六、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