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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淮安市“90 后”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政策支持进行分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资料，研究发现：淮安市“90

后”已婚女性在“全面三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较低，主要受家庭经济条件、配偶养育参与程度、个人发展和工作环境、社会保障、托育、

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政策扶持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建议实施特殊生育福利政策，完善产假和育儿假制度，完善妇幼保健

服务体系，促进托幼服务体系的建设，并在教育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从而提升淮安市“90 后”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 

Abstract: in this paper on Huai 'an "after 90" married women fertility willingness influence factors and policy support,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research found: Huai' an "after 90" married women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three children" policy of fertility will is low, mainly by the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spouse parenting participation,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work environment, social security, nursery, health care, hous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degree of policy support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implement the special maternity welfare policy, 

improve the maternity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 system, improve 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service system,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and carry out in-depth reform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he "post-90 s" married 

women in Huai'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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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 2020 年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的总体生育率为 1.3%，比人口更

替的水平还低[1]。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人口数据，在 2022 年，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60‰，我国的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2]。《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

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

调了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2016 年全面放开二孩后，我国出生率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但从

那以后，人口数量每年都在下降，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

下降到了 1465 万、1200 万和 1062 万。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让我国

的人口数量达到可持续增长，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老

龄化、少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3]。“90 后”青年的生育意愿直接影

响到了出生人口的数量。在“三孩”的政策优势下，要充分认识到

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并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有针对性的

政策，使他们“想要、敢要”孩子，提高“90 后”人群的生育意愿。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通过便利取样的方式，对淮安市的“90”后已婚女性展开调查，

根据自愿原则填写网络问卷，包括未育及已育女性。 

1.2 调查方法 

在淮安市辖区内的各个乡镇，包括街道、社区和医院等，提前

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然后用 QQ、微信等方式将“问卷星”发给

被调查者，让被调查者在网上完成相关信息的填写，最后回收了 410

份有效问卷。 

1.3 调查内容 

通过对“90 后”女性的生育意愿的调查，旨在探讨一套适用于

当地的减轻女性工作和家庭压力、减轻女性“想要却又不敢要”的

心理负担的生育扶持政策。调查使用了简单的随机抽样和滚雪球的

方法，并对网络问卷进行了分发，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生育意愿、

现状及影响因素。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基本信息 

被调查对象户籍多为汉族（99.76%）、城镇户口（59.76%），

婚龄为 3 年（30.24%）居多，学历多为本科（66.34%），单位多为

事业企业、工作稳定（84.87%）。 

2.2 生育意愿 

（1）理想生育数量 

从理想生育数量来看，90 后女性几乎都愿意生一个或两个孩

子，而不愿意生三个孩子。而且，在对其实际生育数量的调查中（见

图 1），其中三个孩子的比例很低，只有 0.24%，且这 1 位被调查

者均为“三孩”政策出台前就已生三孩，所以政策对其的影响不大。

两个孩子（25.37%）的比例并不高，这是由于“90 后”毕业、工

作延迟，导致了孩子出生的延迟，孩子出生的数量也相对减少。 

 
图 1 被调查者已有孩子的数量及性别 

（2）理想性别偏好 

“90 后”女性对孩子的性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夫妇都希

望能有一个“小棉袄”，相比于男孩子，女孩子安静可爱，乖巧懂

事，不太淘气，也不太“难带”，但也有一些想要二胎或更多孩子

的被调查者，希望能“儿女双全”。 

（3）理想生育间隔 

当被问到理想生育间隔时，29.76%的受访者选择孩子 1-3 岁

后，29.51%的选择孩子 4-6 岁后，顺其自然的占 29.02%。为了较

好地恢复身体，产科医生一般建议是第一个孩子如果是顺产的话，

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再一次怀孕，这样才能更好的恢复身体。如果

是剖宫产的话，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包括怀孕和哺乳期在内，所

以大多数女性都会选择 3-5 年为一个生育间隔，以给自己一个身心

上的恢复和缓冲期。 

（4）生育动机 

在问卷调查中，有 11.46%的 90 后女性受访者的理想生育数量

为 0，即选择“丁克”。因此再进一步问及“如果您不想生育孩子，

以下哪些因素影响最大？”时，“没时间和精力，无人帮忙照料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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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70%）、“收入低，养育孩子成本太高”（58.54%）和“害

怕影响现在的生活质量”（43.9%）是被选最多的三项。其次则是

出于“教育、医疗、托育等公共卫生服务不完善”（37.8%）、“住

房压力大（住房面积小、房贷压力大）”（33.41%）、“对现有的

生育政策配套措施（津贴、产假等）不满意”（32.44%）和“想房

价太高，将来子女嫁娶负担过重”（32.2%）的考虑，见表 1。 

表 1  不想生育二孩或三孩的主要原因 

选项 小计 比例 

收入低，养育孩

子成本太高 
240 58.54% 

没有生育保险、

社保 
22 5.37% 

住房压力大（住

房面积小、房贷

压力大） 

137 33.41% 

我的爱人不愿

意再生 
42 10.24% 

没时间和精力，

无人帮忙照料

孩子 

287 70% 

婆媳关系不融

洽 
37 9.02% 

想集中财力物

力把一个孩子

培养更优秀 

125 30.49% 

害怕影响现在

的生活质量 
180 43.9% 

高龄或身体不

佳不能再生育 
66 16.1% 

工作压力大，担

心影响自己的

事业发展 

122 29.76% 

不想再次经历

生孩子的疼痛 
106 25.85% 

房价太高，将来

子女嫁娶负担

过重 

132 32.2% 

对现有的生育

政策配套措施

（津贴、产假

等）不满意 

133 32.44% 

教育、医疗、托

育等公共卫生

服务不完善 

155 37.8% 

需要照顾老人，

赡养任务繁重 
112 27.32% 

自己不喜欢孩

子 
10 2.44% 

其他 22 5.37% 

（空） 30 7.32% 

本题有效填写

人次 
410  

同样，再进一步问及“如果您想生育（或已生育）二孩或三孩，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时，“独生子女比较孤单，不利于成长”

（34.15%）、“想要儿女双全”（26.59%）、“我喜欢孩子”（23.17%）

占据前三。这也表明，这些受访者中，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考虑到了

照顾和培养孩子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要多个孩子，见图 4。值得一

提的是，对于想生育多孩的被调查者来说，“传统生育观念（多子

多福、男丁兴旺等）”（3.41%）对于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影响不大。

这也说明了，“90 后”的生育观已和上几代人不同，具体见表 2。 

表 2  想生育二孩或三孩的主要原因 

选项 小计 比例 

我喜欢孩子 95 23.17% 

有生育保险、社

保 
33 8.05% 

我的爱人的要求 22 5.37% 

家里长辈的要求 65 15.85% 

身边亲友大多有

二孩或三孩 
56 13.66% 

家里有爱人帮忙

照料 
43 10.49% 

家里有爷爷奶奶

帮忙照料 
70 17.07% 

家里有外公外婆

帮忙照料 
44 10.73% 

没有经济负担，

可以请保姆照料 
49 11.95% 

自己有传统生育

观念（重男轻女、

传宗接代、多子

多福等） 

14 3.41% 

爱人有传统生育

观念（重男轻女、

传宗接代、多子

多福等） 

7 1.71% 

养孩防老，为了

将来有更好的养

老保障 

28 6.83% 

独生子女比较孤

单，不利于成长 
140 34.15% 

想要儿女双全 109 26.59% 

响应国家政策，

增加社会劳动

力，缓解人口老

龄化 

27 6.59% 

已出生的孩子身

体状况不佳 
7 1.71% 

其他 46 11.22% 

（空） 100 24.39% 

本题有效填写人

次 
410  

2.3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2.3.1 住房情况 

在住房状况方面，受访者中有 59.27%的人现在住在自己买的

房子里，2.44%的人住在租赁的房子里，36.1%的人住在父母/公婆

家里。住房问题是“住房、医疗、养老”三座大山之一，也是影响

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深入采访中，我们发现“90 后”特别

是没有房子的人，由于过去 10 年间房屋价格的持续上升，他们被

吓住了，从而放慢了自己的婚育进程；虽然淮安的房价在后疫情时

期出现了下滑，一些二手房的价格也出现了小幅的下跌，但是对于

他们而言，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3.2 受教育程度 

许多研究显示，文化程度也会对孩子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伴

随着接受教育的意愿和程度的提高，女性进入社会的时间被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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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虽然从生理角度来看，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是 23-30 岁，但是这

个阶段也是女性提高学历、积累资本、追求发展的黄金时期。高知

女性在生育方面通常会做出更加慎重的选择，她们的婚育观念跟老

一辈的不一样，所以，她们的婚恋生育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矛盾会更

加明显[4]。 

2.3.3 收入水平 

从收入状况及住房情况来看，在个人收入水平方面，从表 1 可

以看出，受访者的家庭月收入大多数在 5000~1 万元（38.54%）,1~1.5

万元的占 35.12%,1.5 万元以上的占 18.05%。淮安的工资水平与很

多省会城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生活水平并不低。 

2.3.4 配偶育儿参与度 

在已育家庭中，当询问到“爱人在您生产后是否有陪产假”时，

34.15%的受访者表示其配偶有陪产假。在“爱人有没有与您一起分

担家务和育儿？”一问中，如表 1，“有”占 73.66%。这与“90

后”的父母那一代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男主外，女主内”

的概念被淡化了不少。由于性别文化的固化，女性承担了较高的家

务代价，因此，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影响更加深刻。而从制度与政策

角度来看，实行陪产假与育婴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家庭中的

分工均衡。 

在“您的爱人是否与您一起分担家务和育儿？”一问中，调查

显示，“经常主动分担”和“偶尔主动分担”分别占 32.20%和 23.41%，

“不分担”占 7.07%，可以看出，“90 后”父母对于家庭分工观念

已经与上一辈人有所不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概念淡化

很多。 

2.3.5 隔代照料情况 

从隔代照料情况来看，隔代照料情况，主要包括照顾孩子的情

况，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当被问及“您的孩子目前主要是由谁来

照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由家里的老人来照顾。即便是已经入幼

儿园上学的 4 名受访者，也就是选择了“托育机构人员”一项的 4

名受访者，他们的孩子上下学也多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接送。

有了老人带孩子，自然就有了从核心到骨干的生活方式。当前，很

多城市的育儿模式，主要是以夫妻为主，父母为辅。然而现在，90

后的妈妈或婆婆大多还没有退休，她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对

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加重视，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用在隔代养育上，

所以大部分 90 后也不敢生二孩、三孩。 

2.3.6 政策支持情况 

在“您觉得哪些激励性政策最能有效的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一问中（表 4），“进一步延长女性产假，保障育儿时间”（79.02%）、

“增加教育补贴，减少入学困难和教育成本”（72.93%）和“加大

对多孩家庭的补助，增加生育津贴”（71.46%）三项占比最多，其

次是“加强养老、医疗、生育等社会保障”（64.39%）、“完善

0-3 岁托育服务体系，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63.41%）、

“提高妇幼保健等医疗卫生条件”（53.66%）这三项。 

从整体上来看，“没时间”“没钱”是导致 90 后女性生育意

愿不高的主要因素。女性在“生”“育”上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现代育儿观念的女人，也不愿意再像以前那种“只重数量，

不重质量”，“将就”“放养”的教育方式，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

的教育质量。已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相对于只有两个子女的

非生育家庭，一孩的总花费将增加 63.91%—67.62%，二孩的总花

费将增加 139.28%—149.99%，并且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家庭对

子女的负担也会逐渐增加，城市家庭的养育费用要比乡村家庭高[5]。

对已育女性而言，她们会不会选择再次怀孕，这与她们过去的养育

经验、身体、心理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2.3.7 公共服务与社会支持情况 

在调查受访者对淮安市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方面的满意度

时，大部分均为一般满意，而在社会保障（生育、养老）方面，表

示不太满意的占比为 16.34%，相对较多，具体见图 2。 

在教育资源支持方面，根据图 2 满意度反馈来看，被调查者对

本市教育资源支持的“不满意”占比为 20%，“很不满意”的占比

为 9.02%，相对较高。目前，全市三年制幼儿园的毛入园比例为

97.26%，义务教育的巩固比例为 102%，中学的毛入学率为 98.8%。

然而，淮安市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优质资源总量不足，这也让很

多家长更加担心。 

在公共设施方面，“不满意”的占比为 18.05%，“很不满意”

的占比为 7.32%，相对较高。分析原因，淮安市很多地方的母婴室、

亲子卫生间，都只是当做展示存在，不是关着门，就是被其他无关

人员占用，形同虚设。《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指出，到 2025 年，公共区域内有超过 80%的母婴服务设施，这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6]。所以，除了要应在车站、火车站、机场、

商超、医院、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以及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配

备母婴设施外，更应该加强落实和管理，不能让它变成摆设。 

在医疗上，淮安市有很多优质的医疗资源，再加上人们都喜欢

去三甲医院，所以很多三甲医院都挤满了妇孺，孕妇和生病的孩子

只能睡在过道上。二是从成本角度看，我国的医疗成本持续上升，

我国居民的卫生开支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从备

孕，到怀孕，到生产，再到产后护理，各种检查，保健品，药品，

都是一大笔钱。而且，生育保险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费用

都要由患者自己负担。三是在医疗服务上，存在着长期存在的问题，

如产检排队时间长，儿科问诊和检查速度慢等。 

表 3 住房、受教育、收入、配偶育儿参与及隔代照料情况 

指标 内容 频数 百分比 

自购房 243 59.27 

租住房 10 2.44 

父母/公婆家的房

子 
148 36.1 

住房类型 

其他 9 2.2 

中专、职高、技校

等 
10 2.44 

大专 102 24.88 

本科 272 66.34 

您的文化程

度 

硕士 26 6.34 

2000 元以下 2 0.49 

2000～5000 元 32 7.8 

5000～1 万元 158 38.54 

1～1.5 万元 144 35.12 

1.5～2 万元 49 11.95 

您和您爱人

的月收入总

和 

2 万元以上 25 6.1 

没有 121 29.51 

有 140 34.15 

您的爱人在

您生产后是

否有陪产假 有，但未落实 149 36.34 

经常主动分担 132 32.20 

偶尔主动分担 96 23.41 

偶尔被动分担 74 18.05 

爱人有没有

与您一起分

担家务和育

儿 不分担 29 7.07 

自己 83 20.24 

爱人 12 2.93 

爷爷奶奶 159 38.78 

外公外婆 59 14.39 

育儿嫂、保姆 5 1.22 

托育机构人员 4 0.98 

您的孩子目

前主要由谁

照顾 

其他 9 2.72 

表 4 哪些激励性政策最能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选项 
小

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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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妇幼保健等医疗卫

生条件 
220 53.66% 

加强养老、医疗、生育等

社会保障 
264 64.39%

税收政策支持，生育二孩

/三孩减免个税 
218 53.17%

加大对多孩家庭的补助，

增加生育津贴 
293 71.46% 

增加教育补贴，减少入学

困难和教育成本 
299 72.93%

进一步延长女性产假，保

障育儿时间 
324 79.02% 

推行男性育儿护理假，鼓

励父职照料 
210 51.22%

完善 0-3 岁托育服务体

系，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

教育体系 

260 63.41%

保障女性就业，减少就业

歧视 
207 50.49%

鼓励企业实行灵活的工

作时间和假期 
204 49.76%

其他 33 8.05% 

 

 
图 2  被调查者对本市公共服务与社会支持的满意度 

3 政策建议 

3.1.1 推行特殊生育福利政策 

第一，为夫妇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假补贴，并依据不同的经济发

展程度、不同的产假次数，动态调整产假标准。淮安市要构建一个

与物价、工资等因素相适应的生育补助体系，将生育补助发放给每

一对夫妇，并且要按照生育子女的人数，对生育二胎、三胎的家庭，

要适当提高，对三胎的家庭，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助。应该制定

与之相适应的生育福利政策，以激励已经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夫妻

的生育意愿，让想要孩子的夫妻拥有选择孩子数目的权利。第二，

为淮安户口已生育二、三个孩子的家庭，提供住房补贴、租金优惠

及其他社会福利[7]。90 后不愿意结婚、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房

价过高，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增加房屋供给将房价降下来，对二孩、

三孩的家庭给予购房补贴，对多孩家庭在租房时给予租金或水电优

惠，以保证育龄家庭有住房保障。第三，扩大对家庭的减税方式。

可以以家庭收入状况和婚姻状况为基础，为家庭提供有差异的税收

优惠，还可以在其他税种上实行优惠政策，例如，对养育子女的家

庭在购置汽车时的车辆购置税等方面，给予一定金额的减免，从而

减轻家庭的负担[8]。要建立有差别的税收抵扣标准，随着孩子的数

量的增加，税收减免的金额也会随之提高，对有二孩、三孩的家庭，

可以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给予更高的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3.1.2 完善产假和育儿假制度 

目前淮安市男性产假为 15 天，女性为 98 天，男性比女性要少，

男性陪产假时间太短，无法承担起照顾孩子和照顾妻子的职责[9]。

当女性生育孩子的时候，她们更想要的是家人对她们的生活照顾、

精神支持，所以，配偶和双方父母的态度、家人之间的相处关系、

是否有人照顾孩子，都会对她们的三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所以，

在政策方案制定时，国家要适当延长男性的陪产假，为生育二、三

孩家庭的父母提供更长的陪产假，并给予物质奖励。在抚养子女方

面，丈夫和妻子应分担家庭的责任。可以规定夫妇两人一起休产假，

夫妇两人轮流休产假。这将使“去性别化”的家庭抚育职责得到更

好的落实，同时也将降低雇主招募员工时对性别的担忧，并有助于

达到雇佣成本的均衡。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向雇主提供一些员工的

产假补贴，以补偿雇主的成本损失。 

3.1.3 完善妇幼保健服务体系 

提高妇幼保健服务的层次，健全妇幼保健服务体系，主要是用

增加医疗投入、加大保障力度的方式，来降低养育成本，并强化对

人员的培训和监管，使管理规范化、科学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具体来说，如下： 

一是降低备孕、孕检、分娩、产后护理等环节的成本，增加对

孕检、分娩等费用的限制补偿，探索在医疗保险支出中增加辅助生

育技术的支出。 

二是积极推行各种生育方法，如无痛生育，减少女性生育的疼

痛，并努力保护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减少女性生育的心理压力。

因为很多人对这一点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对无痛分娩的安全性持怀

疑态度，再加上这一技术要求麻醉师时刻在场，以保证剂量的准确，

而且整个生产过程只有数个小时，多个时间长达十几二十个小时，

所以很多医院的麻醉师都比较缺乏，这就导致了很多顺产妇都没有

机会进行无痛分娩[10]。 

三是要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实行全省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扩大对女性儿童及老人的医疗费用补偿。要解决儿科就医费

用偏高的问题，展开多方面的合作，尽可能地解决“看病贵”的问

题。 

3.1.4 推动托幼服务体系建设，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向育龄女性提供普惠性和可及性的孩子照顾。如前所述，90

后的已婚女性在有人照看孩子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要多个孩子的

愿望，所以，在孩子的照看上，90 后女性的工作与家庭时间之间的

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淮安市的公共幼儿园资源十分匮乏，而

私人幼儿园的费用又很高。学前教育是儿童受教育的第一站，许多

家长都会关注，能否进入一所高质量的幼儿园，从而让自己的孩子

在起跑线上赢得胜利。政府要增加对 0-6 岁婴幼儿的照护和教育体

系的投资，建立多元化的婴幼儿照护体系，在社区中推广 3 岁以下

儿童的婴儿所，推动幼儿园的“提早、延后”制度的普及[11]。 

除此之外，还应监管和规范各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情况和服务

水平，使其真正的降下来。减少养育婴儿和婴儿的费用，减少育龄

夫妻的“初次担心”。推进义务教育办学，规范校外培训。淮安市

私立中学占全市中学招生总数的四成以上，普惠性教育资源严重匮

乏，而公办中学主要依靠“摇号”“片区分配”等方式招生，导致

许多农村和农村地区的孩子不得不私立中学就读[12]。大家都知道，

一所高质量的私人学校，其费用一般都是很高的，这就导致了农村

家庭的教育成本再次增加。所以，要想让育龄群体不再担心自己孩

子将来的教育成本，政府要持续推动义务教育去私有化进程，在此

过程中，要提前做好教育资源的规划和需求调查等工作，同时要加

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并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以

此来减轻因为资本对教育的操纵而引起的内卷和焦虑情绪，持续推

动教育公平。进一步健全中考分流制度，持续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降费提质，从政策宏观和学校的微观两个方面，一步一步地实现对

学生的因材施教，这不仅可以减少高考的内卷，还可以为国家建设

提供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化人才，还可以减轻家长们对未来孩子受

教育成本的担心，从教育层面上减轻生育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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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90 后”已婚女性的生育观发生改变，国家需要出

台更优的鼓励性生育优惠政策，继续提升她们的生育意愿。地方政

府还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加适合于本地的生育配套政

策，从各个方面推动“三孩”政策的落地，提升她们的生育意愿，

充分调动她们的“生育潜能”，促进她们“敢生”多孩的生育行为，

最终使我国人口数量及结构合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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