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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四川省某高校在校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城市生源占

51.88%，农村生源占48.12%；独生子女占36.88%，非独生子女

占63.12%；原生家庭占81.88%，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等家庭状

况占18.12%。

1.2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的《在校大学生生育意愿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使

用问卷星APP制作问卷，通过腾讯QQ和微信等通讯平台发放网络

问卷，进行无记名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问卷包括户籍地、家

庭类型、生育意愿、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等方面。问卷共发放160

份，回收16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

2  研究结果

DOI:10.12361/2661-3263-05-11-120769

女大学生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陈肖琳　符  莹　刘美玲　兰  丽　黄怡璐
四川轻化工大学，中国·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三孩”政策。基于此，对160名女大学生的生育意愿现状进

行了调查，了解女大学生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其生育意愿主要从数量、时间、性别、动机四个维度来分析，绝大多数女大学生在

生育意愿上主体意识增强，更趋理性化，个人意愿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冲破了养儿防老观念的束缚，开始更趋向情感需求

为主。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经济因素和身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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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理想子女数

被调查者中有76人的理想子女数为0，即有将近一半的人数

表示不愿意生育。在愿意生育的84人中，38人愿意生育二胎，46

人不愿意生育二胎。

2.2生育时间意愿

在选择愿意生育的84个被调查者中，8.33%的人理想生育

年龄为20 — 25 岁，84.52% 的人理想生育年龄为26 — 30 岁，

7.14%的人理想生育年龄为31—35岁，0人理想生育年龄为36

岁及以上。

生育间隔意愿方面，34.52%的人选择3—5年，27.38%的人

选择顺其自然，少部分人选择2 年及以下或5 年及以上，还有

27.38%的人表示不打算生二胎。

2.3生育性别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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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愿意生育的84 个被调查者中，9 人的理想单个子女

性别为男孩，19 人的理想单个子女性别为女孩，56 人表示都

可 以 。

2.4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2.4.1既定因素与中间因素

采用SPSS 交叉分析女大学生生育意愿与包括家庭常驻地、

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类型在内的三个既定因素的相关性；女

大学生生育意愿与社交倾向这一中间因素的相关性。

女大学生的生育意愿与其家庭常驻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家

庭类型无明显相关，与社交倾向呈显著相关性（P ＜ 0.05）。

表1显示被调查者中，家庭常驻地在农村的共77人，其中愿

意生育的占57.14%，不愿意生育的占42.86%；家庭常驻地在城

镇的共 83 人，其中愿意生育的占 48.19%，不愿意生育的占

51.81%。不同家庭常驻地样本对于是否愿意生育不会表现出显著

性(p>0.05)，意味着不同家庭常驻地样本对于是否愿意生育表现

出一致性，并没有差异性。

* p<0.05 ** p<0.01

表 2 显示被调查者中，59 人为独生子女，其中愿意生育的

占52.54%，不愿意生育的占47.46%；101人为非独生子女，其中

愿意生育的占52.48%，不愿意生育的占47.52%。是否为独生子

女样本对于是否愿意生育不会表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是

否为独生子女样本对于是否愿意生育均表现出一致性，并没有差

异性。

* p<0.05 ** p<0.01

同理，不同家庭类型样本对于是否愿意生育不会表现出显

著性(p>0.05)，意味着不同家庭类型样本对于是否愿意生育均表

现出一致性，并没有差异性。

表3 显示被调查者中，82 人社交倾向属于宅女/ 社恐，78

人不宅也不社恐。通过百分比对比差异可知，宅女/ 社恐选择

否的比例58.54%，明显高于不宅不社恐的选择比例35.90%。不

宅不社恐选择是的比例64.10%，明显高于宅女/社恐的选择比

例41.46%。社交倾向对于是否愿意生育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

(p=0.004<0.01)，对生育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 p<0.05 ** p<0.01

2.4.2预估因素

为充分了解女大学学生生育意愿的预估影响因素，分别设置

题为“愿意生育的原因”和“不愿意生育的原因”的多选题。结

果显示：

愿意生育的原因比例最高的三项为：喜欢小孩、巩固夫妻

感情 / 增加家庭乐趣、使人生更完整。

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比例最高的三项为：育儿成本高、对分

娩疼痛的畏惧、担心分娩对自身身体带来危害。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从上述结果来看，女大学生总体上生育意愿较低，二孩生

育意愿更为低迷。生育性别意愿上，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生

育时间意愿上，理想生育年龄较为年轻化，生育间隔意愿太短

或太长的总体偏少。绝大部分女大学生理想生育年龄段为26—

30岁，而生育间隔意愿中选择3—5年和顺其自然的相对较多，

这与戴金妹等人，那么将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二胎生育年龄超过最

佳生育年龄。生育意愿上主体意识增强，生育目的开始更趋向

情感需求。

社交恐惧症原本属于一种精神疾病，但如今“社恐”一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题目 名称 家庭常驻地(%) 总计 χ

农村 城镇

是否愿
意生育

否 33(42.86) 43(51.81) 76(47.50) 1.283 0.257

是 44(57.14) 40(48.19) 84(52.50)

总计 77 83 160

2 p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题目 名称 是否为独生子女(%) 总计 χ

否 是

是否愿
意生育

否 48(47.52) 28(47.46) 76(47.50) 0.000 0.993

是 53(52.48) 31(52.54) 84(52.50)

总计 101 59 160

2 p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题目 名称 社交倾向(%) 总计 χ

不宅不社恐 宅女/社恐

是否愿
意生育

否 28(35.90) 48(58.54) 76(47.50) 8.216 0.004**

是 50(64.10) 34(41.46) 84(52.50)

总计 78 82 160

2 p

表 1   女大学生生育意愿统计 1

表 2   女大学生生育意愿统计 2

表 3   女大学生生育意愿统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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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更多指当代年轻人对社交的恐惧或逃避。宅文化在带来一定

社会经济效应的同时，也传播了包含社交障碍在内的不良影响。

社恐和宅文化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批年轻人，使其产生不

想恋爱的心理或缺失恋爱的契机，生育意愿也会受到消极影响。

不愿意生育有两点最大的原因，一是经济原因，二是身体原

因。经济原因中，高昂的育儿成本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此外，

女性在职场中的弱竞争力会因为生育变得尤为明显。另外，夫妻

双方还有沉重的养老负担，若再加上抚养子女，经济压力则会加

剧。身体原因中，绝大部分人畏惧分娩带来的疼痛，随着对于怀

孕、分娩过程的认知逐渐清晰，女大学生生育意愿降低。

3.2建议

（1 ）加强生育保障，打消女性生育顾虑。为生育费用的

筹集建立合理的统筹机制，动用全社会的力量，由个人、政

府、单位共同承担生育费用。重点保障医疗和教育两项重大开

支，医疗方面可以加大投入，使女性在怀孕和分娩时少受到痛

苦和伤害。

（2 ）完善生育保险，提高生育医疗费用和津贴、延长产

假。用人单位产生的多出的用人成本由生育保险基金承担，以

此降低用人单位聘用女职工的顾虑。维持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

平等就业地位，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此外，进一步落实

父亲在生育和抚养孩子上的家庭责任。

（3 ）加大“三孩”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网络新媒体普

及“三孩”政策，加深大众对“三孩”政策的认知，积极

引导公民响应国家号召。

（4）各高校开设婚恋生育观课程，以课堂讲授的形式引

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生育观念。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和疏导，帮助其树立自信，鼓励其积极社交，减少对社交的逃

避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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