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 犯 7 0 年代心 来中国育龄
如女 递进 生育史研 究

‘

王 广 州

【摘 要】 文章 以全 国人 口 普 查 原始 数据 为基础
,

通 过 建 立 分 孩 次递 进 生育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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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
,

分析 中国生育转变的基本特点
,

以期为深入研 究中国生育 问题和规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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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在 过去的 3 0 多年 里
,

虽然我们面对 的人 口 问题越来越复杂
,

收集的相关数据越来越 丰富
,

研究方法越来越成熟
,

但研究 的 主要 内容始终集中在 生育问题 上
。

这 的确使生育研究成果 丰

硕
,

尤其是方法论领域更是取得 了长足 的进 展
,

但调查 数据的可靠性及方法 比较等方面仍存在

若干有待深人研 究的问题
。

首先
,

在需要研究 的生育及相关问题中
,

生育水平研究 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

但在众多

研究文献 中既关注生育水平变化
,

又分析生育模式转变过程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

其次
,

1 9 7。年 以来全 国有关生育方 面的调查 数据很 多
,

但从调 查数据的质量来看
,

1 9 9 0 年

以前的调查数据质量 比较高
,

如美 国东西方研究 中心 采用 中国 1 9 8 2 年 1%。
全国生育抽样 调查

数据和 1 9 8 7 年中国 1 %人 口调查 的 5 %样本数据
,

对 中国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育龄妇女生育状

况和时期 一胎孩次别递进 比进行了深入研究
,

结果表明
,

此间不同调 查数据有高度 的 一致性
。

尽管上述研究对 90 年代以来生育水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但 1 9 9 0 一 2 0 0 0 年 间的生育水

平怎样变动
,

究竟下降了多 少
,

始终是 一悬 念
。

虽然 R ob er t 等人 以 2 0 0 。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原

始数据为基础
,

使用亲生子女法
、

生育史重建法和时期递进生育比法对此 间生育水平进行估计
,

但由于受数据质量与方法论等方面 的制约
,

要准确地论证 90 年代以来生 育水平的变动仍然相

当困难
,

研究结论也还很难 达成共识 (郭 志刚
,

Z o o 4 a 、

Z oO 4 b ; R o b e r t 等
,

2 0 0 4 ; 王金 营等
,

2 0 0 4 ;

张广宇
、

原新
,

2 0 0 4 )
。

再次
,

在现有 的研究成果中
,

绝大多数研究使用 总和 生育率方法来分析生 育水平 的变 化过

程
。

在用总和生育率法研究生育水平 时
,

要么 根据妇女生 育史原 始数据直接计算
,

要么使用亲

生子女法间接估计
,

要么使用年龄结构数据进行 总 和生育率间接估计 (赵利济等
,

1 9 9 6 ; R ob er t

等
,

2 0 0 4 ;郭志刚
,

Z OO4 a 、

Z OO 4 b ;王广州
,

2 0 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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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研究中 国生育问题 的成果 相对较少
。

就
“

去进度效应
”

总和生育率方法而言
,

总和生育率是

基 于假设队列的稳态人 口基础理论上 所构建的生育水平 度量 指标
,

在不 稳态 条件下
,

一 个人 口

距稳态生 育水平越远
,

指标与实际水平差距就越大
,

即波动幅度越 大
。

因此
,

总和生育率就会 相

当不稳定
,

这种不稳定或称与实际生育水平 的差异 主要 是生 育超常的
“

集中
”

与
“

分散
” 、 “

早
”

与
“

迟
”

的反 映
。 “

去进度效应
”

总和生育率法是 针对表 征实际生育水平过 于简单的总 和生育率法

之不足进行 的修补
,

但却丝毫未脱离稳 态人 口 的理论基础
,

即使这样
,

应用也不 普遍
。

至 于相对

能接近实际
、

反映实 际生育水 平 的递进 生育水平 与模式 的研究就更 是寥寥无 几 (马 赢通
,

1 98 9
、

1 9 9 3 ; 王广州
,

2 0 0 4 )
。

另外
,

以往对生育水平的研究既考虑递进生育水平又考虑 递进 生育模式变化过 程的就更少
,

尤其是对 1 9 8 8 年 以来递进生育模式的研究很少 (王广州
,

2 0 0 4 )
。

尽管对 1 9 8 8 年以前递进生 育水

平和模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 (马壕通
,

1 98 9
、

1 9 93 )
,

但此项研究是以生 育史专题调查数据 为基础
,

而 以近期普查数据为基础来分析 1 9 9 0 年以来递进生育史 的还极少见
。

虽然对生育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数据分析技术手段都处在 不断丰富和发展完

善之 中
,

但 由于总和生育率判断生 育水平可 能会受
“

进度效应
”

的影 响很大
,

加之运用 近期人 口

普查数据对递进生 育史研究 还 比较薄弱
,

因此
,

本 项研究 主要 目的在 于探讨如何利用 普查登 记

数据 重构育龄妇女递进生育史
,

总结生 育转变 的基 本特点和规律
。

在 回顾中国育龄妇 女递进 生

育史 的基础上
,

研究递进 生育水平与生 育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为建立 递进 生育水平与生育模

式变化关 系模型奠定基础
。

此外
,

从生 育转变 的基本规 律 出发
,

试 图对第五 次人 口普查数据缺

陷进行讨论
。

二
、

数据与方法

通 常生 育史研究主要采用妇女生 育史 回顾性调查数据或人 口普查数据
,

这两种 数据都各有

各的优势
。

回顾性调查数据可 以 比较全 面
、

深人细致 地反 映妇女 在过去 几十年中的生育状况
。

由于调 查是直接询问妇女本人
,

对其生 育史进行系统 回顾
,

因此该方法 的优点是可 以获取比较

完整 的生 育史
;
缺点是年龄较大的妇女 因记忆差 错难免产生 一些偏差

,

尤其是完整 的生 育史往

往需要调查 49 岁及 以上妇女
,

同龄妇女一部分可能已经死亡
,

死亡妇女与尚存妇女的生 育状况

是否相 同尚有疑 问
。

研究生育史的另一种办法是使用 人 口普查数据
。

由于人 口普查 原始数据

有完整的家庭户登记资料
,

因此可以确定家庭户中母亲和孩子 的关系
,

然 后通过母 子关系和 出

生年月来分析妇女 的生 育水平
。

这种方法需要 的信息量相对较少
,

只要登记人 口 的相互关系和

出生年月准确
,

就 可以 比较完整地对生 育史进行回顾
,

同时还可 以利用多次普查原始数据
,

对较

长时间内的生育过程进行重构
。

该方法的优点是数据比较容易获得且数据量较大
;
缺点是 由于

孩子年龄 的增长
,

可能 离家的 比重增大
。

另外
,

妇女随着年龄 的增 长
,

死亡人 口 和 尚存人 口 的分

布模式可能不 同
,

因此也可能产生一些偏差
。

除了生育史 回顾性调查数据以外
,

如果使用人 口普查数据对生育史重建
,

往 往采用亲生子

女法
。

虽然亲生子女法也可计算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模式
,

但与总 和递进生育率和递进生 育模式

分析法相 比
,

该方法不仅所需数据结构简单
,

数据量较少
,

计算方法也 比较容易
。

换句话说
,

只

要知道孩子和母亲的年龄
、

数量就可 以通过 亲生 子女法确定年龄别生 育率和总 和生 育率 的大

小
。

递进 生育水平与模式估计方法 比总 和生育率法 的复杂之处在 于确定母亲 和孩子 的家庭关

系后
,

还必须根据母亲所生育的孩子数量确定母亲当年年龄别生 育子女分布
,

然 后还 要进一 步

确定母亲年龄别曾生子女的数量分布
。

所 以
,

要研究递进 生育史
,

就必须获得各年度分年龄
、

分

孩次育龄妇女生育状 况和各年度妇女分年龄
、

分孩次曾生 子女分布状况
。

使用 普查原始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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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进生育史进 行重构的计算过程 如下
。

首先
,

家庭成员关 系匹配
。

由于中 国人 口普查 家庭 户登记 项 目构成是 以户 主为 中心 的
,

母

子之间没有直接标识
,

需要根据户 主与配偶关系确定母子关系
。

在对母子身份 确认和匹配过程

中
,

不仅要考虑第一代与第二代母子 匹配
,

同时还要考虑第二代与第三代母子 的匹配
,

尽可能完

整地匹配所有母子 的目的在于增大样本量 以便减 少偏 差
。

其次
,

计算育龄妇女各年度所 处的生育状态
。

妇女所处 的生育状态是通 过 已经确认 的母子

关 系
,

根据孩子年龄来计算各年度育龄妇女 分年 龄
、

分孩 次曾生子 女分布和各年度育龄妇女分

年龄
、

分孩次当年生育子女状况
。

再次
,

根据妇女各年度分年龄孩次曾生子 女和各年度 当年生育子女状 况计算分孩次总和递

进 生育率和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式 (马赢通等
,

1 9 8 6 ;
郭志刚

,

20 04
c ; 王广州

,

20 04 )
。

为 了回顾 1 9 7 。年 以来中 国育龄 妇女 的递 进 生育史
,

本文 采用 全 国第三
、

第四次人 口普查

1 %抽样原始数据 和第五次人 口普查 0
.

98 %。抽样原始数据
。

由于 12 岁及 以上孩子离家率逐渐

升高
,

为了减少 由于子女离家造成 的偏差
,

本文将匹配妇女 的年龄范围确定在 15 一 62 岁
,

孩子

年龄为 。~ 12 岁
。

经确认三次普查原始数据母子匹配的家庭户分别为 1 9 4 6 8 5 1 户
、

2 5 7 4 2 4 6 户

和 3 0 7 7 7 0户
,

占普查 抽样数据家庭 户 的 8 0
.

3 8 %
、

9 0
.

9 。% 和 8 9
.

1 7 % ;
母 子 匹配 人 口分别为

7 0 4 9 8 3 8 人
、

7 8 3 0 4 0 0 人和 7 3 5 0 3 2

人
,

匹配人 口占样本 总人 口 的 比重

为 7 0
.

3 5 %
、

6 8
.

1 5 % 和 6 2
.

2 8 %
;

其中 15 ~ 6 2 岁母子匹配 的妇女人

数分 别 为 2 6 9 0 6 7 3 人
、

3 4 0 8 2 3 9

人 和 3 5 8 1 0 2人
,

匹配妇女 占样本妇

女比重 分别 为 92
.

06 %
、

93
.

48 % 和

91
.

09 %
; 12 岁 以下匹配孩子人数分

别 为 2 7 2 1 9 0 4 人
、

2 6 5 9 33 7 人 和

20 6 94 9人
,

匹配孩子占样本人口中 12

岁 以下 孩 子 的 9 5
.

84 %
、

96
.

58 % 和

90
.

94 % (见表 1 )
。

通过上述匹配数

据可以看出
,

母子匹配人 口不仅数量

很大
,

覆盖的人 口 比例也很高
。

表 1 三次全国人 口普查抽样数据与母子 匹配数据

1 9 8 2 年

样本总户数(户 ) 2 4 2 2 0 5 6

匹配户数(户 ) 1 9 4 6 8 5 1

匹配 比例 (% ) 8 0
.

3 8

样本总人 口数(人 ) 1 0 0 2 1 0 1 8

母 子匹配的人 口数 (人 ) 7 0 4 9 8 3 8

匹配 比例 (% ) 7 0
.

3 5

样本育龄妇女人 口数 (人 ) 2 9 2 2 7 5 4

母子匹配的妇女人口数(人) 2 6 9 0 6 7 3

匹配 比例 (% ) 9 2
.

0 6

样本总人 口数 ( 1 2 岁 (人 ) 2 8 3 9 9 1 7

匹配人 口数簇 1 2 岁 (人 ) 2 7 2 1 9 0 4

匹配 比例 (% ) 9 5
.

8 4

1 9 9 0 年

2 8 3 1 9 5 6

2 5 7 4 2 4 6

9 0
.

9 0

1 1 4 8 9 5 9 2

7 8 3 0 4 0 0

6 8
.

1 5

3 6 4 6 0 9 4

3 4 0 8 2 3 9

9 3
.

4 8

2 7 5 3 5 1 1

2 6 5 9 3 3 7

9 6
.

5 8

2 0 0 0 年

3 4 5 1 6 8

3 0 7 7 7 0

8 9
.

1 7

1 1 8 0 1 1 1

7 3 5 0 3 2

6 2
.

2 8

3 9 3 1 4 4

3 5 8 1 0 2

9 1
.

0 9

2 2 7 5 7 5

2 0 6 9 4 9

9 0
.

9 4

三
、

匹配数据方法可靠性分析

本研究属于建立在亲生子女法 基础 上没有考虑母 亲和孩子死亡情况下 的递进 生育史重构

研究
。

数据匹配方 法和计算结果是 否可 靠 ? 是否 对递进 生育史 的判断产生很 大 的误差 ? 对 这

些 问题的回答需要通过数据检验来说明分析方法 的有效性和分析数据的一致性
。

为了检验抽

样数据和母 子匹配数据的可靠性 与一致性
,

本文主要 以 1 9 8 2 年人 口普查数据为例
,

同时对 比计

算 1 9 9。年和 2 0 0 0 年人 口普查相关指标作为补充
,

来进一 步对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结 果的一致

性提供佐证
。

从生育水平结果 的一致性来看
,

根据普查 原始数据用母子 匹配方法估计的生育水平与普查

直接调查育龄妇女估计结果相 比较可 以看出
,

1 9 8 2 年直接调查 的总和递进生育率为 2
.

5 40 4
,

与

母 子匹配计算的结果 (2
.

5 4 6 6) 差别非常小
,

同时两种方法计算的各个孩次的递进生育率也高度

吻合 (王广州
,

2 0 04 )
。

此外
, “

四普
”

和
“

五普
”

直接调 查结果分别为 2
.

1 0 9 7 和 1
.

3 3 4 8
,

也与母 子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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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计算结果 (2
.

0 3 4 2 和 1
.

3 8 8 1 )非常接近
。

从生育模式的一致性来看
,

使用不 同普查数据母子匹配方法对 相同时点各孩次递进 总和生

育模式的估计结果也高度吻合
。

虽然不 同普查母子匹配 方法估计的生 育模式与直接调查数据

估计有一些距离
,

但从 总体上来看
,

递进 生育水平越接近
,

误差就越小
。

以 1 孩递 进生育模式估

1欣oo
%

16 00
... 奋‘‘

寻寻雏童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一一一一一闷卜~ 19 82 年普查家庭户匹配配配配配配配扩扩 爪爪
- . 一

, 1990 年普查家庭户匹配配「
一

二罗罗

一一一一一」卜一 198 2年普查查查查查查查

刃刃 叭叭叭叭
’’

产
一

W ””
一

”
丫丫

万万 气气

扩扩 t
---

计为例 (见 图 1 )
, “

三普
”

和
“

四普
”

母子 匹配 方

法估计 1 9 8 2 年 1 孩递 进 生 育模式 之 间 的差 别

很小
,

而两种母子 匹配数据估计结 果与 1 9 8 2 年

直接调 查结果 有 一 定差 距
。

使用 上 述方法 对

1 9 8 2 年其他孩次递进 生 育模式 的估计差 异情

况与 1 孩相同
,

即不 同普查 母 子 匹配数据估计

结果高度吻合
,

但却与普查 直接调 查 的递 进 生

育模式有差 别
,

差别 主要表现 在普 查直接计算

的分布向右平移
。

姗200000姗600400200000

图 1 1 , 8 2 年 0 ~ 1 孩递 进生育模式

上述结果一方面说明母子匹配方法 的有效性
,

另一方 面说明
“

三普
”

和
“

四普
”

较高质量数据

的一致性
。

另外
, “

四普
”

和
“

五普
”

的吻合程度稍差一些
,

这与数据质量评估和其他对 1 9 9 。年 生

育水平研究结论是一致 的 (见表 2 )
。

总而言之
,

从母 子匹配方法估计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 与

直接调查的一致性来看
,

递进生育水平估计的一致性 和有效 性令人非 常满意
,

尤其是总 和递进

生育率两种不同方法得到 的结果完全吻合
。

递进生育模式估计的一致性 虽然也 比较好
,

但由于

估计数据量 比较大
,

有一定误差也是不可避免的
。

对导致误差 的原 因和分析技术有待于进一 步

探讨和完善
。

此外
,

虽然 没有考虑妇女和孩子 的死亡 问题
,

但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
,

这与相关

研 究的结沦一致 (赵利济等
,

1 9 9 6 )
。

根据上述方法
,

本文采用
“

三普
” 、 “

四普
”

和
“

五普
”

数据从递进生育水平和递进 生育模式两

个方面对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史进行考察
。

(一 ) 递进生育水平变化过程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来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水平 显著降低
,

根 据其变化的具体特点
,

可 以

划分为 3 个 主要 阶段
。

第一阶段为快速
、

稳定下降阶段 (1 9 70 ~ 1 9 8。年 )
。

在第一 阶段里
,

递进生 育水平快速下

降
,

没有 出现任何反复或波动 (见 图 2 )
。

该阶段 递进 生育水平具有单调 下降的特征
,

是决定生

育转变进程 的关键阶段
。

此 间总和递进生育率从 1 9 7。一 1 9 7 1 年 的 5 以上下降到 1 9 8 0 年的 2
.

8

以下
。

1 9 7 0 一 1 9 8 0 年生育水平下降的幅度和性质是中国育龄妇女 由传统生 育水平和生育模式

向现代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阶段
。

从各孩次递进生 育水平下降特点来看
,

3一 6 孩递

表 2 中国分孩次总和递进生育率表

家庭户匹配使用数据

1 9 8 2 年

1 9 8 2 年普查

1 9 9 0 年普查

1 9 9 0 年

1 9 9 0 年普查

2 0 0 0 年普查

2 0 0 0 年

2 0 0 0 年普查

O~ l 孩 1~ 2 孩 2~ 3 孩 3~ 4 孩 4一5 孩
+

总和递进生育率

9 9 1 8

9 8 9 8

8 6 6 8

8 3 0 7

4 5 0 8

4 5 2 8

1 6 0 4

1 7 9 8

0 7 6 8

0 8 3 3

5 4 6 6

5 3 6 5

9 7 5 1

9 5 3 7

6 8 8 8

6 9 2 4

2 6 4 5

3 7 0 5

0 7 5 1

1 6 4 5

0 3 0 7

1 0 7 5

0 3 4 2

2 8 8 5

0
.

9 4 4 3 O
,

3 8 8 0 0
.

0 4 6 6 0
.

0 0 7 3 0
.

0 0 2 0 1
.

3 8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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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育水平大幅度下 降(见图 3)
。

具体地说
,

3 孩
、

4 孩
、

5 孩和 6 孩递进生 育水平分别 由 1 9 7 0 年

的 0
.

9 3 1 6
、

0
.

8 2 3 9
、

0
.

6 4 0 2 和 0
.

4 0 4 0 下降到 1 9 8 0 年 的0
.

4 6 1 6
、

0
.

1 4 9 4
、

0
.

0 3 8 4 和 0
.

0 0 8 9
,

其中 4

孩下降幅度最大
,

下降了 0
.

67 4 5 ; 5 孩次之
,

下降了 0
.

6 0 1 8
。

由此可见
,

中国生育转变取决于 4 孩
、

5 孩递进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
,

也就是说
,

比较旺盛生育年龄 (28 一 35 岁 )妇女递进生育水平大

幅度下降是生育转变过程开始和实现的重要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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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为波动下 降阶段 ( 1 9 8 0 一 1 9 9 0

年 )
。

在第二 阶段里
,

递进 生育水平出现 反复

和波 动
,

波动的范 围在 2
.

6 ~ 2
,

1 之间
。

从各

孩次递进 生育水平下 降的特点来看
,

2 孩
、

3

孩 和 4 孩递进 生 育水平处 于波动 下 降中 ( 见

图 4 )
,

其中 3 孩下 降幅度最大
,

由 1 9 8 0 年的

0
.

4 3 4 5 下 降到 1 9 9 0 年的 0
.

2 6 4 5
,

1 0 年 下 降

了 0
.

1 7 ; 2 孩 次之
,

递 进 生 育率也 相 应地 从

1 9 8 0 年的 0
.

8 0 9 1 下降到 1 9 9 0 年的 0
.

6 8 8 8
,

下降了 0
.

1 2 0 3
。

上述结果说明 2 0 世纪 80 年

代生育水平进 人徘 徊 下 降时期
,

徘徊 的原 因

是生育水平下 降的 内驱 力 已经达到 最 大
,

外

部因素与内部要素的作用关系形成复杂的局

面
。

能否彻底完成生育转变
,

3 孩递进生育水

平持续下 降是至关重要 的
。

第三 阶 段 为 有 争 议 的 稳 定 下 降 阶 段

( 1 9 9 0 一 2 0 0 0 年 )
。

从 图 2 所反 映的总和递 进

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来看
,

1 9 9 0 一 2 。。。年 递进

生育水平处于稳定下 降过程之中
。

但问题是
“

五普
”

数据评估认为
,

低龄组漏报 问题 比较

严重
,

因此对递进 生育水平下 降幅度或是否

真实下降的判断带来 了麻烦
。

从
“

四普
”

调 查

结果 和
“

五 普
”

母子 匹 配数据对 1 9 5 8 一 1 9 9 0

年的推断结果
,

并结合
“

四普
”

和
“

三普
”

母子

匹 配数据对 1 9 7 8 一 1 9 8 0 年递进生育水平推

断的经验
,

198 8 ~ 1 9 9 0 年 递进生育水平理应

不低于 目前估计的递进 生育水平
。

值得注 意

的是
,

从分孩次递进 生育水平变化过程来看

(见图 5 )
,

1 9 9 1
、

1 9 9 2 年分孩次递进生育水平

大幅下 降
,

是生育水平进人 徘徊态势后 意想

不 到地大幅度下 降
,

其下 降幅度 不能不令人

产生怀疑
。

为 了探讨分孩次递进生育水平大

幅度下降的原 因
,

分离不 同人 口群体可 能存

在的问题
,

将具有显 著差异的农业与非农业

人 口分孩次生育状况进行估计
。

结果表 明
,

“

四普
”

和
“

五普
”

对 1 9 8 8一 1 9 9 0 年递进生育水

1 孩 2 袂 3 孩 4 孩 5 孩 6 孩 7 孩 8 孩

图 5 1 , 88 ~ 2 0 0 0 年分孩次总和递进生育率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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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估计结果 的差异主要来 自农业人 口 (见 图 6 )
,

而同一 时期不同数据对非农业人 口估计结果基

本完全吻合
,

所以
,

可 以断定非农业人 口递进生育水平是真实的
。

分孩次递进生育水平陡降主

要表现 为 1 9 9 1
、

1 9 9 2 年农业人 口分孩次递进生 育水平的陡降(见图 7 )
。

回顾 199 0一 1 9 9 2 年中国

计划生育工作要求和工作转变 的历史
,

1 9 9 0一 1 9 9 2 年突然大幅下降的原因与《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

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
,

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的决定》要求计划生育工作
“

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

负总责
”

有密切关系
,

由于来 自相 同数据的非农业人 口递进生育水平的高度吻合
,

而农业人 口递进生育水

平估计却出现不吻合的问题
,

因此
,

农业人 口 生育水平下降问题的产生理应归咎于数据的可靠性
,

至 于生育水平真实下降程度还有待于今后研究进一步证实
。

(二 ) 递进生育模式的变化过程

生育模式是生育过程的时间分布函数
,

要 比较各个分布之间的差 异和随着生育转变过程的

变化情况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

为了反映各孩次递进生育模式的变化过程和基本特征
,

本文

采用分孩次峰值递进生育年龄和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比重两个指标来衡量生育

模式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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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峰 值递 进 生 育 年 龄来 看
,

1 9 7 0 一

2 0 0 。年 1 孩峰值递进生育年龄主要分布在

2 2一 2 5 岁之间 (见 图 8 )
。

1 9 7 3 年实行计划

生育政策以来
,

1 孩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比原

来提高了 1 岁 以上
,

尤其是 1 9 7 3 ~ 1 9 8 4 年
,

1 孩峰值递进生育年龄 比计划 生育政策 实

施前明显提高
,

而且波动范围很小
。

2 孩
、

3

孩和 4 孩在生育转变剧烈的 1 9 7。一 1 9 90 年

与 1 孩 具有 非 常 同 步稳 定 的 变 化 趋势
。

1 9 9 1 年以后递进 生育率低于 更替水平
,

生

育水平变化比较缓慢但各孩次峰值递进生

育年龄波动却比较剧烈
。

这一方面是递进

生育状况变化的原 因
,

另一方面可能与分析

样本量大小有关
。 “
五普

”

抽样原始数据仅

为 0
.

9 8%。 ,

高孩次匹配人 口数量更少
。

从各孩次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段完成 生

育的 比重来看
,

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
,

70 %

以上的妇女在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段完成 1 孩

递进生育 (见 图 9)
。

80 年代 以后峰值递进

生育年龄段完 成 1 孩 递进 生 育 比重 高达

80 % 以上
。

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段完成 2 孩

递进生育比重的变化趋势与 1 孩明显不同
,

8 0 年代以前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段完成 2 孩

递进生育比重较高
,

达到 7 0 %
。

而 8 0 年代

以后
,

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段完成 2 孩递进生

育比重处于下降趋势
。

90 年代后期下降到

60 写左右
。

3 孩 和 4 孩的情 况基本 类似
,

1 9 9 0 年以前 3 孩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段完成

件征州相喇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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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进生育比重稳 定在 6 0 %左右
;
90 年代后

,

3 孩峰值递进生育年龄段完成递进曳育 比重

很不稳定
,

处 于波动下降趋势之 中
。

与 3 孩

的情况类似
,

4 孩峰值递 进生 育年龄段完成

递进生育比重在 55 %左右波动
,

波动 的范围

比 3 孩大
。

随着孩次的提高
,

峰值递进 生 育

年龄段完成递进生 育的 比重下降
。

综上所述
,

在生 育水平下降过程 中
,

1 孩

递进 生育年 龄分布 更加集 中
,

2 孩递进 生育

更加分散
,

3 孩 和 4 孩递进生育过程变化也

具有分散的趋势
,

但特征不 如 2 孩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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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分孩次递进生育高峰年龄段完成生育比例

注
:
递进生育高峰年龄段指高峰生育年龄及高峰

生育年龄前
、

后各 3 个年龄组构成的生育年龄段
。

四
、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递进生育史的 回顾
,

可 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

( 1 )4 孩
、

5 孩

递进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是中国开始和进人生育转变过程重要标志
,

其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对

生育转变进程的快慢具有决定性意义
。

( 2 ) 能否彻底完成生育转变
,

3 孩递进生育水平持续下

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 3)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使 1 孩峰值递进生 育年龄明显提高
,

而且波动

范 围很小
。

( 4) 在生 育水平下 降过程中
,

1 孩递进生育年龄分布更加集 中
,

2 孩递进 生育更加分

散
,

3 孩 和 4 孩递进生育过程变化也具有分散的趋势
,

但特征不 如 2 孩明显
。

( 5 ) 90 年代以来非

农业人 口递进生育水平是真实的
,

而农业人 口递进 生育水平的变化令人怀疑
。

结合
“

五普
”
存在

比较严重 的漏报情况
,

可 以断定农业人 口漏报的情况更严重
。

虽然母子 匹配 方法在重构育龄妇女递进生育史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但由于 中国人 口普

查是 以户主为中心 的登记
,

难免发生一小部分家庭成员 匹配的困难
,

如第三代子女与母亲匹配

困难或无法匹配的 问题
。

因此
,

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

此外
,

由于人 口漏报的影响
,

对

2 。世纪 9。年代以来递进生育史分析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
,

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缺失数据

的弥补技术和递进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区间估计方面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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