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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

晏月平　谭智雄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本研究以2023年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口研究所）和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的联合调查数据为基

础，运用比较分析、数据描述与分析的方法，研究生育支持政策状况及如何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研究发现，云

南省生育率持续低迷，育龄群体生育意愿既存在差异，也呈现“双偏离”。应当提高政策知晓率与社会保障力度，降低养

育教育成本，推动生育支持政策端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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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生育水平一直低于更替水

平，尽管历经多次生育政策的调整，但生育率仍显颓势。

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省份，云南省2023年出生率为

8.22‰，同样面临低生育率问题。研究云南省的生育现状

及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有利于促进生育水平、生育意愿与

生育支持政策研究，为其他区域提供参考借鉴。

学界对低生育问题及生育支持政策的研究表明，生育

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学界对全面三孩政策后如何有

针对性地阐述生育状况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文献较少。

本研究以2023年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口研究

所）和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的联合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到

39147份有效样本，运用数据描述分析的方法，全面探索云

南省育龄群体生育现状、生育支持政策状况与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的完善路径。

1  生育现状与生育意愿特征

一是“双率”波动下降，人口负增长已出现。2014-

2023年，云南省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波动下降，

并于2022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近10多年来，云南省人

口出生率最高为2017年，最低为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最高为2018年，最低为2023年，“双率”呈波动下降（见

图1）。一方面，2014-2018年，云南省人口出生率与人口

自然率增长呈上升趋势，这与当时政府对生育政策调整密

切有关，佐证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实际效应。另一

方面，2019-2022年云南省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出

现明显下降，甚至2022年起出现呈现负增长。

二是生育偏离显著，未育和已育“一孩”群体生育潜

力较大。云南省育龄群体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比例最高，

为67.16%，只愿生育1个的比例为20.94%。育龄群体中当前

子女数为0个、1个或2个的群体占总样本比例分别为26.52%

、28.35%与34.39%（见表1）。说明人们在拥有相对较高生

育意愿的同时，实际生育子女数大多未达到预期数量，生

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存在较大差距，且与已育二孩及以上群

体相比，未育与已育一孩群体生育潜力较大。

表1：云南省育龄群体当前子女数、理想子女数与生育打算人群占比（%）

当前子

女数

理想子女数 是否打算（继续)生育

0个 1个 2个 3个
4个及

以上
是 否

不确

定

0个 16.25 30.05 50.26 2.27 1.17 45.01 24.46 30.54

1个 0.81 37.88 58.03 2.67 0.61 19.63 55.96 24.42

2个 0.57 2.00 89.62 6.45 1.37 2.20 88.86 8.94

3个 0.26 3.14 21.96 67.06 7.58 4.05 85.10 10.85

4个及

以上
0.85 7.69 48.72 20.51 22.22 5.98 79.49 14.53

三是分年龄与城乡的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差异较大。云

南省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受民族与性别等因素的影响较

小，但分年龄与城乡差异影响较大。分年龄来看，云南省

20-24岁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为0个的占比为19.01%，理

想子女数为1个、2个的群体占比分别为28.97%、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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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2023年云南省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

数据来源：2023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省2023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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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跨过30岁以后）。分城乡来看，城

乡育龄群体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比例都较高，分别为61.18%

、71.22%，但城镇育龄群体“一孩”意愿较乡村高10.45个

百分点，“二孩”意愿乡村比城镇群体高10.04个百分点  

（见表2）。这表明，对30岁以下的育龄群体来说，生育意

愿的提升尚存较大空间。而城镇育龄群体可能受住房、就业

等影响，生育意愿较低。

表2：云南省育龄群体分组别的理想子女数占比（%）

分组

理想子女数

0个 1个 2个 3个 4个及以上

20-24岁 19.01 28.97 49.05 2.12 0.86

25-29岁 9.50 27.24 58.24 3.74 1.27

30-34岁 2.79 19.54 70.27 6.27 1.13

35-39岁 1.36 14.54 75.27 7.35 1.47

40-44岁 0.93 17.41 73.18 6.75 1.73

45-49岁 0.99 19.26 72.58 5.67 1.49

城镇 6.82 27.16 61.18 3.80 1.04

乡村 3.91 16.71 71.22 6.62 1.54

2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知晓状况及问题

一是生育支持政策宣传力度不足。云南省育龄群体对生

育支持配套措施“不了解”或“了解一些”的人占比较高，

分别为26.78%、58.69%；此外，云南省育龄群体中有32.92%

的人表示不了解当前生育政策或认为其不合理，这表明当前

生育支持政策宣传力度不足。

二是社会保障力度不够。在影响生育率因素中，云南

省育龄群体中有56.04%的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医

疗保障等）非常重要，但当被问到不打算继续生育的原因

时，19.2%的人选择了“当前医疗保健制度不够完善”。这

表明，当前的社会保障力度未能满足部分育龄人群的有效需

求，社会保障力度不够已成为制约育龄群体生育抉择的重要

因素。

三是育儿支持措施重点不突出。云南省育龄群体

中，76.49%的人将“经济压力大”作为不打算生育的首要原

因，当被问到更关注哪方面的生育支持措施时，81.44%的人

认为需要降低养育成本（39.15%）与教育成本（42.29%），

尤以降低教育成本最为关注。因此，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过程中，应在兼顾育儿一体化的同时着力降低教育与养育

成本。

四是生育支持政策端口较为靠后。云南省未育群体、已

育“一孩”群体生育潜力较大，且30岁以下与城镇育龄群

体“二孩”生育意愿有待提升。云南省现行生育支持政策

鼓励生育“三孩”，并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措施。然而当前

生育支持政策对育二孩、三孩的奖励与支持较多，但对未

育群体、已育“一孩”群体的支持较少，针对性措施也不

够。如果没有生育一孩的意愿，则奖励二孩、三孩的成效

未必有效。

3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践路径

一是提高政策知晓率，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政府

部门应有计划地加强生育支持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全社会树

立正确的婚育观，同时加强入户走访宣传，让人们了解政

策、支持政策与用好政策，让政策的完善更加贴近民生。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力度，减轻生育后顾之忧。健全社会

保障制度，为群众提供有力的养老、医疗保障政策。重点关

注弱势群体与贫困地区，着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完善

生育扶持公共服务。加大多孩家庭的住房保障和住房优惠，

完善弹性工作制。

三是重点降低教育成本，推动养育成本分担社会化。推

动养育成本社会化分担，减轻养育负担。完善婴幼儿照护服

务设施。持续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促进教育公平。

四是重视生育新特征，推动生育支持政策端口前移。促

进30岁以下育龄群体、城镇育龄群体“二孩”生育意愿提

升。及时扩大对未育群体、已育“一孩”群体的生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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