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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析农分中态革动改的制愿体意济育经生

程 度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农村妇女的生育率虽然有所变化
,

但目前仍然在替代水平上波

动
,

没有像七十年代那样迅速下降
,

其原因固然很多
,

而农民的生育意愿未发生多大变化是

其重要原因之一
。

探讨影响生育率的这个重要原因
,

对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

稳定生育政策
,

完成既定的人 口发展 目标均有现实意义
。

根据国内外人 口学者的研究
,

我们把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归纳为三个层次
:

第一层次是初

始变量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及自然环境等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
;
第二层次是生育观或

生育意愿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因素 ; 第三层次是中间变量的婚姻模式及节育避孕措施
。

兹用图

像表示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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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变量的诸因素不能直接作用于生育率
,

尽管它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巨大的
,

但是间接

的
。

只有通过改变人们的生育观或个人的生育意愿以及中间变量诸因素才能影响生育率
。

生育观或生育意愿诸因素也不能直接影响生育率
,

尽管它们的影响与制约生育率的力量



是 巨大的
,

但也要通过中间变量诸因素才能直接影响生育率
。

中间变量诸因素是直接影响生育率的因素
,

但只有初始变量诸因素和生育观或生育意愿

发生作用
,

为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下
,

才能直接影响生育率
。

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中
,

这三个层次的因素如何影响农民的生育率
,

是值得 研 究 的 间

题
。

现根据几年来在湖北省及其他省区的调查材料
,

仅对农民生育意愿的动态进行分析
。

农民的个人生育意愿与人们的生育观一样
,

包括四个方面
:

一是人们在生育的 目的和意

义上的观点
,

即为什么生的间题 , 二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性别上的选择
,

即生什么的问题
,

国

际上称为性偏好
; 三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

,

即生多少的问题
,

国际上称之为理想

子女数 , 四是人们对子女质量上的期望
,

即期望子女成为什么人的问题
,

是望子女成龙还是

望子女务农
。

第一
、

农民在 生育上的 目的
。

湖北省除了1 9 8 2年没有生育意愿调查外
,

历来都有调查
,

对生育目的的分析首先从湖北

省开始
。

农民为什么要多生孩子 ? 即从生育的 目的看
,

在我省农村实行农业体制改革初期 (湖北

农村实行大改革是在 1 98 2年以后
, 1 9 8 1年还是凤毛麟角 )

,

养儿防老占了50
.

99 %
,

位居第一
;

第二是传宗接代
,

占2 4
.

88 % ;
第三是为了获得劳动力

,

占20
.

67 % , 至于为了联系夫妻感情

享受儿女乐趣
,

只占3
.

46 %
。

1 98 3年红安
、

宜都两县调查
,

项目有所增加
,

但养老所占比例

比 1 9 8 1年还有较大提高
、

上升到 67
.

10 %
,

为 了传宗接代和劳动力有所下降
。

1 9 8 4年析 春 和

通城的调查
,

出现异常现象
,

传宗接代上升到了 3 3
.

05 %
,

而养老问题退居第三
,

后顾之忧占

了 3 2
.

0 7%
,

冒出了新的问题
。

1 9 8 5年鄂西 自治州富裕农民生育目的的调查
,

养老又恢复了第

一位的位置
,

传宗接代
,

为了劳动力退居三
、

四位
,

而其他栏内的为国家尽义务 一 项 占 了

3 3
.

2 1 %
,

1 9 8 6年在丹江农村的抽样
,

除了养老仍占第一位以外
,

为夫妻感情与享受儿 女 乐

趣 反而成了第二位
,

传宗接代和为了劳动力仍然退居第三
、

四位
。

同年九月襄阳县农村调查
,

养老
、

传宗
、

劳动力及夫妇感情儿女乐趣又恢复到多数年份的顺序
。

从动态看
,

养老的趋势

是 下降
,

但仍然占第一位
,

这是农村老年人的实际困难
。

至于为了传宗接代和劳动力位次虽

有变化
,

总的趋势是传宗接代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

为了劳动力呈两头大中间小的趋势
。

不

过养儿防老
、

传宗接代
,

为了劳动力基本上是一回事
,

都是追求生男孩
,

有了男孩这三个问

题都解决了
,

所 以我省的生育目的主要还是注重孩子的经济价值
,

不过 1 98 6年出 现 了 新 变

化
,

追求儿女 的精神价值已开始抬头
,

但仅是个别地区的苗头
,

见表 2
。

从表 3 材料可 以看出
,

在养老问题上与湖北农民的生育 目的一样
,

为了劳动力比湖北强

烈
,

但传宗接代思想比湖北农民弱
,

山东三县农民对寻求夫妻感情儿女乐趣
,

开始注重儿女

的精神价值比湖北农民强
,

而与丹江市农村接近
。

第二
、

农民时子女的性别选择
。

农民对孩子的价值观念与生育目的不一样
,

其对子女的性别选择也不一样
。

且看湖北省

各地区及其他省区的农民的性偏好在怎样变化
。

从农民对性别选择的发展趋势看
, 1 9 8 1年湖北省的调查

,

28
.

48 %的人选择一胎中 选 择

男的仅 8
.

24 %
,

选女的 5
.

3 %
,

不选择的占1 4
.

94 %
,

但是 71
.

52 %的生育意愿仍然停 留在二胎

及三胎上
,

并注意性别选择
。

1 9 8 3年的宜都县农村调查
,

集中在二胎上
,

但那时人们只要求两

个不分性别的占了 73
.

31 %的优势
,

要求二男和儿女双全的占了22
.

39 %
,

而选择二女的只占

4
.

29 %
。

1 9 8 4年析春县农村调查专门分析了想生二胎和想生三胎 的情况
,

已有一女孩想生二



表 2湖北农民多生子女的目的

年 月

…
·

… …
调查人擞

}
养] L防老

…
传宗” · 为 了

劳动力
人多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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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咸咸宁
、

荆州
、

宜昌昌 8 0 50 666
.

999924
。

8 888 2 0
.

77777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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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区五具农村村村村村村村村

1118 9 3年 9一 10月月 红安
、

宜都农村村 4 222 6 67
。

1000 1 9
。

7 0008
.

2 3332
.

3888 1
.

3000 1
.

000 3

111 98 4年 7一 g J于于 沂春
,

通城农民民 1 6 3777 11
.

6 333 3 3
.

0 555 0
.

6 777 3
.

7 33333 5 1
.

2 555

111 9 8 5年年 鄂西自治州富裕农农 78 333 34
。

7 444 2 2
.

4 888 7
.

5 444 2
.

0 44444 3 3
。

2 111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111 9 8 6年 3一 5 ) 111 丹江农村抽样样 7 5 000 3 0
.

6 000 2 1
.

4 666 1 7
.

9 555 8
.

3 555 2 1
.

6 66666

111 9 8 6年 9 月月 襄阳县农村村 8 9 666 4 3
.

5 333 3 6
.

3 888 1 8
.

9 77777 1
。

1 22222

注
·

① 1 9 8 1
、

19 83
、

1 986 年武汉大学人口 研究所各年调查
,

198 6 年 9 月材料转引自《湖北人口学会讨论

会》材料
, 1 98 5年材料引自1 9 85年《人 口与经济》

② 1 98 4年析春调查
,

表上添设了后顾之优一栏
。

其内容包括一孩不保除
,

怕节育技术影响健康
、

影响

夫妻感情
,

这一栏比例占了 32
.

0 7%
,

其他各种目的占19
.

18 %
,

共占5 1
.

2 5%
。

③ 其他栏内容复杂
,

19 85年的 33
.

2 1%包括为国家尽义务一项
。

从各省区个别的零星的材料看
,

农民的生育目的
,

具体情况如下
:

表 3 各省区农民生育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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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① 根据《广东人口 》
,

《人口探索》 、

《人 口研究》《人 口经济》有关文章整理
。

② 数字列在骑线处表示与两个标题有关
。

胎的占25
.

13 %
,

已有一男孩想生二胎的占1 9
.

52 %
,

其生的结果不外是男孩或女孩
,

因此我

们将这个比例介于男孩和女孩及儿女双全之间
,

但实质上是期望儿女双全
; 三胎生育是分析

两男两女
,

其期望很明显
,

两男的期望生一女的
,

两个女的期望再生一个男的
,

总而言之
,

他们都把期望放在儿女双全上
。

1 9 8 5年鄂西 自治州 8 23 名富裕农民的调查集中分析了二 胎 的

性别选择
,

要儿女双全的占了71
.

39 %
。

1 9 8 6年 3一 5月丹江市
、

潜江县
、

随州市农村的调查
,

除了随州市农村外都是采取全县抽样的办法
,

选择一胎的性别不论是男是女都少到了极点
,

只占0
.

98 %和 0
.

5 9% , 而在二胎性别选择上
,

要儿女双全的占了 49
.

05 %
,

选 择 二男 的 为

4
.

7%
,

选择二女的只 1
.

89 % , 在三胎性别的选择上也存在二胎的情况
,

重男轻女
,

儿 女 双

全
。

请看表 4
。

从各省区农民对性别的选择看
,

浙江
,

江苏农民不太注重性别选择
,

但对儿女双全还有

四分之一的人感兴趣
。

安徽滁县农村是生产责任制推行较早的农村
,

偏好男孩和儿女双全的

比重很高
,

湖南也存在类似的倾向
。

天津军粮城农村是商品经济发达
,

收入较高地区
,

在其

原调查报告中
,

想生二胎不作性别选择的虽然 占了42
.

61 %
,

偏好男孩和儿女双全的户 仍 然



表 4 湖北农 民的性偏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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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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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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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 4年 !析春县广济县农村 2 5 1 3

71
.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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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年 }鄂西 自治州

1 9 8 6年
3一 5月

(富裕农民 )

丹江市
、

潜江县
、

随州市农村

1 5 33 1 3
.

6 5 9 8 }0 5 9! 2 5

0
.

8 4

1
.

8 9 9
.

0 5 1 5 12

注
:

① 资料来源与表 3 相同外
。

另加《沂春县二胎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

广济县资料引自沂春县调查一

沂春
、

广济数据头上划线处表示跨两栏项 目
。

② 1 98 3年
,

只有二胎的性偏好
,

一胎三胎都末涉及
。

⑧ 198 4年
,

198 5年一胎没有调查
,

三胎问题
,

鄂西自治州也没有调查
。

各省市区的变化
,

见表 5
。

表 5 各省市区农民的性偏好 %

三个
不分
性别

二男

1
二女

{
三

{
三

一女 }一男 } 男 }女

四个

以上

男女一一一一女一一男
年月 }调 查 地 点

阿查

人数

一个
不分
性别

二个
不分
性别

一女一男

1 9 8 3年 安徽滁县农
布寸

4 9 0 2
.

4 6 10
.

2 0 1 2
.

0 4 10
.

6 1 16 7 6 9 12 8 61 0

1 9 8 4年 }湖南彼县 2 5 7 9 1
.

3 5 10
.

5 4 1 6
.

3 9 2
.

8 7 5 8
.

2 4 3 9 ! 3 7 6 }0
.

2 312
.

9 9 1 3

4 2 6 1 5 4 1 0
.

5 6 12
.

5 8 1
.

4 0 2
.

3 5 10
.

4 5 12 8

1 4 1 1 9
.

9 3
.

5 14
.

3 7 2
.

3

2 3 8 6 4 7
.

2 3 2 9 7 6 2 3
.

0 1

1 0 0 2
.

0 1 1 0
.

0 12
.

0 6 0
.

0 2
.

0

、

登县

兴文抚湖东莱绍建衡江东城苏南浙山诸扛湖

1 9 8 5年】天津军粮城 5 2 1 4 2
.

6 1 6
.

5 3 9 5! 3 7 6 8 {0

农村

资科采源
:

根据《人 口》
、

《人 口探索 》
、

《天津人 口》
、

《人 口与经济》
,

《人 口学刊》 等刊物有关文章整理

高达 44
.

16 %
。

偏好男孩和儿女双全的趋势不管是湖北农民或其他省区农民是一样的
。

第三
、

农民在生育子女数童上的意愿

由于农 民的生育目的及性别偏好是上述的情况
,

在生育数量上必然会存在多生育子女的

意愿
,

不会降到国家生育政策的允许范围内
。

首先看看湖北各地农民在生育子女数量意愿上

的动态
:

2 7



表 6 告诉我们
,

除了 1 9 8 2年空档以外
,

每年都有生育子女数意愿的调查
,

这些调查追及

湖北地
、

市
、

州的山区
、

丘陵和平原
,

有富裕农民
,

也有一般及贫困农民
,

虽然是部分地区

的部分农村
,

但其反映的生育子女数量意愿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

想生一个的除

了1 98 3年占调查人数的 1 3
.

2 7 %以外
,

其余都在 6% 以下
,

想生两个的占优势
,

而且随着时间

的发展
,

想生两个孩子的越来越强烈
,

直到 1 9 8 6年 3一 5月丹江市农村调查竟高达 82
.

69 % ,
该

年 8 月荆 门市农村抽样 1 ,

29 6人
,

想生二胎的比重比丹江农村还高
,

高达 96
.

99 % , 9 月襄阳

县十个村的抽样
,

想生二胎的虽然下降到 55
.

13 %
,

但三胎 以上的比重急剧上升
,

到了 42
.

4 %
,

竟回到 1 98 1年咸宁
、

荆州
、

宜昌三地 区五县的数量意愿的水平上去了
。

湖北农民在二胎 以上

的多胎生育意愿上的趋势
,

山区
,

少数民族地区看不出下降的明显象微
,

而平原
、

丘陵地 区

比重较低
,

但仍有 10 %左右的农民的生育子女数量的意愿停留在多胎上
。

表 6 湖北农民生育子女数 t 的意愿 %

调 查 l想生一 个!想生二个 !想生三个

调 查 年 月 调 查 地 点

! }人 数 … % 1 % { % …

想生四个
及 以 上

%

1 9 8 1年 7 一 1 0月

1 98 3年 9 一 1 0月

1 9 8 4年

1 98 5年

1 98 6年 3 一 5 月

2 9 8 6年 9 月

咸宁
、

荆州
、

宜昌地 区五县农村

红安
、

宜都两县农村

鄂西自治州 (富裕农民 )

部西自治州 (富裕农民 )

随州
、

潜江
、

丹江市农村

襄阳县农村

4
.

8 1

1 3 2 7

3
.

5

2 8
.

4 3 1 5
.

5 2

1 4
.

7 8

1 9 0

1
.

0 5

9
.

5

8 2 3 } 2
.

9 2 2 1
.

9 9 1 1 1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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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Q白O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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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QÙ任,ú口合,上,口n61合

1 4 6 7 1 5
.

9 3 9
.

1 3 1 2
.

2 5

8 9 6 1 2
.

4 5 2 9
.

5 9 1 1 2
.

8 3

资料来源
:

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各年的调查
,

《那西人 口》
,

《人 口与经济》 1 9 8 5年第四期及潜江
、

随州

襄阳农村的调查
。

各省区农民生育子女数量的意愿
,

见表 7
。

表 7 各省
、

市
、

区农村生育子女数且的意愿 %

想生一 个 想生三个 想生四个
以%及调查年月 调 查 省 区 调查人数

亡Jnùn甘nùnnU院JRù丹石八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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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

6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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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曰翻了j任,土O曰勺山J,OJg自户aJ压ù,上,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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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甘,曰内b姚日.OU亡Un6n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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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德

安徽滁县农村

浙江绍兴 皋木区

江苏建湖县农村

湖南衡东县农村

湖南彼县抽样

山东莱抚
、

诸城
、

文登农村

天津军粮城农村富裕户

江苏省无锡县农村

上海市郊县

陕西勉县

1 4 8

4 9 0

2 3 7

1 2 5 9

1 0 0

2 5 7 6

1 4 1

9 4 8

] 5 3

1 50 2

想

钊
;::;: …

1 (

8 0
.

1 0

6
.

7 5

2 4
.

0 4

4
.

0 0 (多胎 )
4

.

5 2

资料来源
:

根据《广东人 口》
,

《人 口探索》 《人 口与经济》 《人 口学刊》《西北人 门 》《人 口 》等有关文章整理
。

2 8



从表 7中可以看出
、

江苏
、

浙江省两县农村属人 口稠密
,

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省区
,

农民

思想解放
,

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意愿
,

比其他省区都强烈
,

计划生育先进地区选择一个孩子意

愿的也比较高 ; 但是各省区农民生育数量意愿的共同之处都集中在两胎上
,

想生两个孩子的

意愿在 70 % 以上
,

有的地 区表面上看想生二胎的没有达到上述比例
,

但想生三胎 以上的比例

却在20 %以上
,

他们只有在生 了二胎之后才能达到生多胎的愿望
。

总之
,

在生育数量意愿上
,

湖北农民和其他省市区农民
,

生育两胎的强烈愿望并没有因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而消退
,

而生多胎的愿望在某些地 区还有所抬头
。

第四
、

农民时子女的期 望
。

农民对子女的期望湖北省及其他省市区都没有连续性的调查
,

但从个别的材料中也可 以

看出一般的趋势
,

下面 以 1 9 8 3年在湖北红安县的抽样和 1 9 8 5年天津东郊军粮城农村的材料说

明
,

红安县只想生一个孩子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
,

真的希望子女长大后成龙成凤
,

不希望子

女无文化继承父业种田 ; 想生两个孩子的父母希望子女能读大学 的 占 81
.

97 %
,

中学 的 占

16
.

34 %
,

也有对子女希望成为文化低的或不读书的
。

期望孩子的文化水平与孩子数之 间的

关系
,

大学随子女数的增加而递减
,

四个孩子的父母与一个孩子的父母相比
,

对子女上大学

的期望少 1
.

79 倍
。

期望子女上中学却随子女的增加而递增
。

农村子女能上到中学已经不错了
,

能上大学这是农民对子女的最好愿望
,

看来孩子少一点
,

这种期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越大
,

因为父母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

情况见表 8
。

表 8 红安县农民对子女的文化期望

大学

中学

小学

不读

合计

理 想 子 女 数 分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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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望期

军粮城是很富裕的城市郊区农村
。

他们对于女的期望有的人相当高
,

比如上大学的期望

中有的要求 自己的子女成为教授
、

工程师
、

音乐家
。

要求儿女好好学 习的占了调 查 人 数 的

6 7 4 0%
,

期望儿女都成为有用之才
,

当教员
、

干部
、 、

医生
、

技术员和司机
。

期望当兵服役和

成为劳动力的极少数
,

只占4
.

21 %
。

天津军粮城农村的这种对子女的期望当然比一般农村高
,

一个孩子的家城比二孩家庭要求更高
,

请看表 9
。

农民对 于女的期望
,

望其成为有用之才应 当说是好现象
,

理想
、

期望并不等于现实
,

把

理想
、

期望变成现实取决于许多条件
,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条件
,

看来一孩户条 件 较 为 优

越
。

总而言之
,

从反映生育意愿的四个方面来看
,

湖北及各省区基本上没有差别
,

他们都要

求生两个孩子
,

要儿女双全
,

要男子
、

个别的还要三个孩子
,

其实质都是追求儿女双全
,

期

望 LJ 女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

最好能上大学
、

中学
,

将来能当上工程师
、

专家学者
、

干 那
、

教

员
、

医生
、

技术员
、

司机
、

等等
,

不愿子承父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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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1 9 8 5年天津军粮城农民对子女的期望

人人数数

好 好 学 服兵役和劳动 无 明确 期望

人数 人数 人数

一 孩 户

二 孩 户

合 计

l 5

2 5

3
.

0 8

5
.

39

4
.

2 1

7

6 5

1 1
.

9 5

1
.

51

6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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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à

,内口O
`
任月口J任O口

资料来源
: 《天津人 口》 1 9 85年第二期

。

农民的生育意愿既然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的因素
,

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民生育意愿的动态

必会在现实的生育率表现出来
,

怎样表现的呢 ? 且看全国及典型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动态
。

从表 10 看出
,

不论是全国或者湖北省等三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升

有降
,

但基本上都在 2 以上
,

如果排除城镇低生育率的影响
,

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将比城乡综

合的总和生育率高
, 1 9 8 5年当在 2

.

30 以上
,

即在更替水平以上
。

三省区总和生育率的动态也

说明了这一点
。

表 10 全国及各省区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地 区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8 4 1 9 85

叮̀nU,d决UO口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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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勺Ò怪U,曰

J万ùnnUtl介JQU
月.1,曰比」内匕,曰OU月,OU

..

…
勺̀11勺̀勺̀Ò全 国

其中
:

城镇

农村

湖 北

河 北

陕 西

2
.

2 3 8

1
.

1 4 7

2
.

4 8 0

2
.

4 8 0

1
.

4 0 5

2 (接近更替
水平 )

2
.

26

2
.

2 5

2
,

5 5

2
.

0 2
.

3 1 5

2
.

4 1

2
.

3 4

1
.

9 2

2
.

3 7

2
.

3 1

资料来源
:

① 《全国 1输抽样调查 》 《人 口与经济增刊》 1 9 8 5年
。

② 《关于计划生育间题 》
,

《人 口与经济》 198 6年第二期
。

③ 1 9 85年数据引自《人民 日报》 1 9 86年 7 月 30 日海外版
。

④ 湖北省数据引自《 鄂西人 口》 1 98 4年第一期
。

⑤ 《中国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 ))(( 人 口研究》
,

1 9 8 6年 3 期
。

总和生育率停滞在更替水平上
,

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农民生育意愿是诸种因素

中重要因素之一
,

如果勿视它的作用
,

是不符合 目前农民的思想实际的
。

农民的生育意愿既然受第一层次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诸因素的影响
,

又受中间因

素避孕节育等措施的制约
,

因此
,

我们应 当充分发挥第一层次中对农民生育意愿有限制和改

造作用的因素的威力
,

尽力避免有刺激生育意愿上升因素的作用 ; 同时还应利用第三层次的

中间因素的抑制作用
,

使农民要想多生的生育意愿按照生育政策的规范转化为生育行为
。

(下转 3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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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著有《社会科学与国民经济学 》 ( 18 7 5年 )
, 《政治经济学要义》 ( 1 8 82 年 ) 和《国

内工业保护论 ))( 1 8 8 6年 )
,

等
。

注释
:

① 马克思
: 《关于凯里》

。

载自《马列著作编绎资料》 (第 12 辑 )
,

人民出版社 1 9的年版
。

②③④⑦⑧⑨LLO 《社会科学教本》第六章
,

第一至三节 , 第三十四章
,

第三节 , 第三十 五 章
,

第

八节 , 第四十一章
,

第四节
,

第 615 页 , 第一章
,

第 47 页
。

⑤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21 页 , 下册
,

第 480 页
。

⑥L 《社会科学原理》 (英文 )
,

第四章
,

第三节 , 第 14 8页
。

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

第3 87 页
。

⑧ 《资本论书信集》第 “
、

67 页
、

人民出版社 1 97 6年版
。

@ L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

第46
、

46
、

46 一 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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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30页 )

在第一层次的诸因素中
,

政治因素在我国是改变农民生育意愿的强大力量
,

国家的领导
、

宣传教育及在生育上的决策
,

是抑制农民的多生生育意愿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的重大原

因
,

今后还要继续发挥政治干预的作用
。

经济因素在 目前农村生产力有所发展
,

农民的经济

生活稍为宽裕的条件下
,

尚是一个刺激农民多育的因素
,

还不足以促使农民从多育转向只生

一个孩子
,

从刺激转为抑制
,

经济是最终转变农民生育意愿的物质基础
,

目前应大力发展农

村经济
,

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

要用其他一切手段限制目前农村经济刺激农民想多生的

一面
,

又要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促使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作用
。

文化因素是影响

农民生育意愿的强大因素
,

目前农村还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情况下
,

不

容易使农民的生育意愿转向少育
,

应当加速推行对农 民子女的义务教育
,

提高青少年一代的

文化水平
,

防止农民出于家庭经济的需要放松子女的文化教育
,

产生新一代的文盲半文盲
,

文化水平对于转变农民的生育意愿
,

降低生育率的作用
,

是众所周知的
。

社会因素包括范围

很广很复杂
,

比如婚姻家庭方式
、

社会风俗习惯
,

宗教迷信
,

伦理道德
、

民族心理等
,

这些

方面多半受旧社会遗留下来旧思想
、

旧习俗
、

归道德的影响
,

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思想
、

新

习俗
、

新道德
、

新的婚姻方式
、

新的精神文明还未完全树立
,

在这新旧社会因素的矛盾中
,

农村的生育意愿还不能摆脱 旧社会的种种思想束缚
,

农村的多子多福
、

养儿防老
、

传宗接代
,

人多势大多半成为人们追求多育的行为规范
,

像这些社会因素在近期内仍有刺激 多 育 的 趋

势
,

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

开展计划生育宣传
,

解决农民养老等后顾之优
,

是转变农民

生育意愿的重要条件
。

在第三层次的中间变量诸因素中
,

由于各个因素的明显抑制作用
,

使农民多生育的意愿

不能如愿以偿
,

对于我国的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

今后要进一步推行晚婚

晚育政策
,

完善避孕节育技术
,

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
,

充分发挥中间因素抑制生育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