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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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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生性别比偏高是我国政府需要正视和面对的重要人口现象。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出生性
别比总体上呈持续偏高的态势，但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出生性别比城、镇、乡村均有增高，但乡村和
镇远高于城市；出生性别比各孩次均有上升，且随孩次递进而升高；出生性别比随母亲年龄的增长呈现出
先升后降的趋势，与母亲受教育程度负相关。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根本的内在
动因是传统生育文化中的性别偏好意识和经济因素主导的性别偏好；直接原因则是生育的性别选择技术
的滥用、现有生育政策的现实性制约以及女孩统计的漏报、瞒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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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出生性别比是指在某一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每出生１００名女婴所对应的出生男婴数，是人口性

别结构的基本指标。经验研究表明，在没 有 人 为 干 预 的 情 况 下，出 生 性 别 比 基 本 稳 定 在１０３１０７之

间。然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偏高的态

势，据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 和２０１０年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的 数 据，我 国 出 生 人 口 的 性 别 比 分 别 为

１０８．５、１１１．３、１１６．９、１１８．０８。出生性别比偏高产生诸如婚姻挤压、妇女和女孩的权利部分缺失、破坏

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加重社会养老负担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国学者们已经利用以往的人口普查数据，多角度做了一些研究，并分析了人口出生性别比升

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根源。但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利用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对

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极少。本文拟依据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山东省为典型案例，从人口社会学

视角，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现状、特征及其原因进行比较研究。山东省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大省和

经济发达省份，了解山东省的出生性别比状况，对于把握我国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出生性别比状况、特

征及形成原因，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意义。

二、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状及特征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特征为：总体上呈升高态势、地区间、城乡

间差异较大、随孩次递进而升高、随母亲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等。
（一）出生性别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持续时间长

从变动趋势 来 看，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山 东 省 出 生 性 别 比 总 体 上 呈 现 出 持 续 偏 高 的 态 势

（见图１）。１９８２年的出生性别比为１０９．９，已高于正常值，虽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呈现出下降趋势，但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又呈上升趋势，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２．５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９．４，高出正常值１２．４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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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率为０．６９％。从图１可以看出，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出生性别比增速加快，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这５年

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２％。从持续时间上来看，从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山东省的出生

性别比基本上都在１１０之上，且持续了近３０年之久。

图１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数据来自全国人口普查资料；２００５年数据来自《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

资料》。

（二）各地市出生性别比普遍偏高，但地区间差异显著

据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全省１７个地市出生性别比普遍偏高，并且差异较大，最高的聊城市高

达１３１．１９，比最低的威海市（１０７．１６）高出２４．０３个百分点。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全省除菏泽市出生性别

比有了较明显的下降外（下降了１０．３７个百分点），其他市出生性别比都不同程度地升高，升幅最大的

３个城市为日照、聊城和临沂，分别升高２０．７７、１６．６１、１５．２８个百分点（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分地区出生性别比

地市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差值 地　市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差值

济南市 １１１．６９　 １１５．０３　 ３．３４ 威海市 １０５．６１　 １０７．１６　 １．５５
青岛市 １０６．１９　 １１１．４１　 ５．２２ 日照市 １０８．２１　 １２８．９８　 ２０．７７
淄博市 １０６．７７　 １０８．５２　 １．７５ 莱芜市 １０７．０４　 １１１．４１　 ４．３７
枣庄市 １１５．９８　 １１６．２０　 ０．２２ 临沂市 １１２．３５　 １２７．６３　 １５．２８
东营市 １０９．２１　 １１３．１０　 ３．８９ 德州市 １０９．１８　 １１５．０４　 ５．８６
烟台市 １０９．２６　 １１０．１９　 ０．９３ 聊城市 １１４．５８　 １３１．１９　 １６．６１
潍坊市 １０９．１９　 １１４．７８　 ５．５９ 滨州市 １０８．８１　 １１７．４１　 ８．６
济宁市 １１３．８５　 １２７．１９　 １３．３４ 菏泽市 １３５．５６　 １２５．１９ －１０．３７
泰安市 １０７．０１　 １１１．４８　 ４．４７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数据分别来自山东省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扩大。２０００年出生性别比基本正

常的３个地市是威海、青岛和淄博。至２０１０年，各市出生性别比均不同程度的高于正常值。从２０００
年和２０１０年分市出生性别比状况比较来看，升高地域明显扩大。从表２可以看出，出生性别比正常

和轻度失衡的地市越来越少，中度失衡、尤其是重度失衡的地市越来越多。２０１０年，出生性别比重度

失衡的地市从原来的１个迅速增加到５个，超过总数的１／４；中度失衡的地市由２０００年的８个增加到

１０个；轻度失衡的市由２０００年的５个减少到２个；正常的市由原来的３个，到２０１０年已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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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各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分类

地区分类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重度失衡

（１２０以上）
菏泽市 聊城市、日照市、临沂市、济宁市、菏泽市

中度失衡

（１１０～１２０）

烟台市、东 营 市、潍 坊 市、德 州 市、滨 州 市、

日照市、莱芜市、泰安市

滨 州 市、枣 庄 市、德 州 市、济 南 市、潍 坊 市、

东营市、青岛市、泰安市、莱芜市、烟台市

轻度失衡

（１０７～１１０）
枣庄市、聊城市、济宁市、临沂市、济南市 淄博市、威海市

正常

（１０７以下）
淄博市、青岛市、威海市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数据分别来自山东省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地域比较来看，全省东西部地区①出生性别比存在较大差异。数据显示，东西部地区的出生性别

比分别为１１３．５７、１２２．８４，其中鲁西南地区高达１２６．４９，东西部地区均严重的偏离正常值６．５７和１５．８４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１１９．４）约６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３个百分

点，而鲁西南地区更是高出７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山东省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
（三）出生性别比城、镇、乡均有增高，但城乡间存在显著差异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城市、镇、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均有所增高，其中镇和乡村的出生性别比明

显高于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尤为严重（见图２）。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城市、镇、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分

别为１１４．４７、１２０．９６和１２０．９０，镇和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持平，分别比城市高出６．４９和６．４３个百

分点。显然，出生性别比偏高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图２　山东省出生性别比城乡分布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年数据来自《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２０１０年数据来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城市出生性别比比２００５年上升了３．４８个百分点，说

明城市中选择性别生育的人数在小幅增加；乡村的出生性别比比２００５年升高了４．６２个百分点；而镇

的出生性别比与２００５年相比，上升了１２．１４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高达２．４３％，上升幅度和速度居三

者之首，这可能是由于Ｂ超等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以及地方计生部门管理 和 监 督 不 到

位，使得镇这一地区人们的选择性别生育成为现实。
（四）出生性别比各孩次均有上升，且随孩次递进而升高

据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山东省出生性别比为１２４．２８，严重的偏离正常值，居全国第十

位。其中一孩为１１３．３９，二孩为１４４．７６，三孩及以上为１８３．１９，二孩和多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比一孩

高３１．３７和６９．８个百分点（见图３）。这表明，全省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递进而升高，且随孩次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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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常把山东省１７个地市分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包括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
海、日照８个市；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包括枣庄、济宁、泰安、莱芜、临沂、德州、聊 城、滨 州、菏 泽９个 市，其 中 枣

庄、济宁、临沂、聊城、菏泽又称为鲁西南地区。



进，各孩次间性别比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尽管２０１０年山东省一孩、二孩和多孩的出生性别比呈现出全面升高的态势，但各孩次的上升幅

度差别不一。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１０年一孩出生性别比从１０９．２８上升到１１３．３９，上升了４．１１个百分

点，“由于一孩出生基数大，所上升的幅度对出生性别比总体水平的变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需要引

起高度重视。”①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孩和多孩的出生性别比，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都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趋势。
多孩出生性别比为１８３．１９，比２０００年下降了６．２９个百分点，比２００５年上升了２６．０５个百分点，上涨

幅度比一 孩 要 大 的 多；特 别 是 二 孩 出 生 性 别 比，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 和２０１０年 时 分 别 为１３２．７２、

１１９．６３和１４４．７６，先是下降了１３．０９个百分点，后又上升了２５．１３个百分点，其上涨幅度与多孩大体

一致，约为一孩上涨幅度的６倍。这说明在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全省在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工作中，将

严厉打击“两非”行为作为工作重点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自２００５年以后又大幅度上升，
这说明一旦有相关执法力度上的减弱，人们在性别偏好意识的支配下就会进行性别选择生育，从而出

现出生性别比出现反弹的现象。综合来看，二孩和多孩的出生性别比处于严重失调状况。

图３　山东省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年数据来自《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数 据 根 据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长 表 数 据 计

算得出。

如果将分孩次和分城乡的出生性别比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比较，可以看出，一孩出生性别比在城乡

都普遍偏高，但在镇最高，高达１１７．７２，说明城乡地区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均有性别选择的现象。这种

现象的合理解释是，镇人口实际上是城乡之间的过渡人口，且主要为非农业户口，大多实行的是一孩

生育政策，但由于镇计生管理不如城市严格，一些生男偏好强烈的人就开始选择性别，从而导致镇一

孩出生性别比升高。二孩出生性别比以乡村最高，高达１４７．０２，其主要 原 因 是 乡 村 普 遍 实 行“一 孩

半”生育政策，即生育一个女孩后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其中就有一些人利用二孩生育时间间隔的规

定，抢先怀孕并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引产。”三孩及以上的出生人口占的比例较小，为出生总

数的３．２７％，“这部分出生人口可以判断基本都是计划外生育，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生男孩而超生，
导致多孩出生性别比比较高。”②（见表３）。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镇和村的实施严厉程度

不同，从而导致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的显著差异。

表３　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分孩次和城、镇、乡 出生性别比

合计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城市 １１６．５２　 １１１．３７　 １３６．８１　 ２１１．４６
镇 １２８．２２　 １１７．７２　 １４５．１２　 ２３１．４０

乡村 １２７．０３　 １１３．１１　 １４７．０２　 ２４５．３４
合计 １２４．２８　 １１３．３９　 １４４．７６　 １８３．１９

　数据来源：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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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菲：《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因素贡献率》，《人口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蔡菲：《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２页。



（五）出生性别比随母亲年龄增长及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有差异

第一，出生性别比随母亲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从母亲年龄上看，“由于不同生育

年龄的妇女生育孩子的孩次差异较大，因此，妇女生育年龄对孩子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由生

育的孩次结构决定。”①２０１０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出生性别比随母亲年龄的增高呈现出先

升后降的趋势，孩子的出生性别比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高而升高，３０ ３４岁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

的年龄段，３５岁之后呈下降趋势（见表４）。
从生育孩次上看，生育一孩的妇女，各年龄组出生性别比都超出正常值范围，基本上随着年龄增

高出生性别比逐渐升高，特别是３５岁以上年龄组的出生性别比高达１４８．１２，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二

孩出生性别比在２４岁以下年龄组为１７０．１８，２５２９岁年龄组为最高，高达１９６．０１，之后随着年龄增长

而下降，但３０３４岁年龄组出生性别比仍为１６３．１３，可见３４岁以下是二孩选择性别生育高峰期。多

孩出生性别比在各年龄组普遍很高，都在２６４以上，这表明男孩偏好观念的存在导致生育性别选择，
进而使得出生性别比更加失衡。

表４　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分孩次和母亲年龄出生性别比

合计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２４岁及以下 １１４．９６　 １１２．５８　 １７０．１８　 ２７１．４３

２５～２９岁 １１７．１３　 １０８．６６　 １９６．０１　 ２９２．４２

３０～３４岁 １４９．７２　 １１５．２９　 １６３．１３　 ２６４．３６

３５岁及以上 １４４．９２　 １４８．１２　 １２０．９０　 ３６５．７０

总计 １２６．４０　 １１２．６４　 １５１．８２　 ３２２．５９

　数据来源：根据山东省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得出。

第二，出生性别比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现出下降趋势。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出生性

别比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有一定关系，总体来看，二者呈负相关，即母亲受教育程度越低，所生育孩子的

性别比越高。从表５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下妇女的生育性别比都在１２０以上，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妇女的生育性别比均低于１２０。分孩次来看，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上随母亲受教育程度增高而下降，
特别是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妇女一孩出生性别比高达１２０．４６。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多数

在农村，而农村地区男孩偏好的传统依旧浓厚，因而这些人大多从一孩开始就进行性别选择，以达到

生男的目的。各种受教育程度母亲的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均在１３０以上，其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

程度的妇女的二孩出生性别比均在１５０以上，三孩及以上性别比都高于３３０。以上数据表明：接受高

中及以上教育是转变生男偏好传统思想的关键，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是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

措施之一。

表５　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分孩次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出生性别比

平均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文盲和小学 １４６．４３　 １２０．４６　 １５０．０３　 ３３６．０５

初中 １２８．６０　 １１２．８１　 １５４．４３　 ３３１．８８

高中 １１４．８５　 １１０．０７　 １３６．６６　 １８４．６２

大学及以上 １１４．２９　 １１１．８９　 １５６．２５　 ２２５．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山东省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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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偏好视角下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高，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根本性

的直接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①。如果从性别偏好的

视角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传统生育文化中所具有的性别偏好意识和经济因素主导的性别偏好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

的根本原因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观念构成其最为核心的内涵，并由

之培育、强化了人们以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为性别取向的生育观念”②，诸如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传统。生育男孩就意味着有了

可以传宗接代的后代、续传香火的对象。另外，生育男孩的妇女，其家庭地位也会得到家族的广泛认

可，其社会地位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而单纯生育女孩的妇女则往往受到歧视，其家庭地位和社

会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时至今日，这种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意识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并没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得到真正的弱化。山东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较之其他省市，农村地区可

能受传统儒家生育文化的影响更大，因而，不同程度地具有性别偏好的倾向。
根据一项山东省人口生育观念的问卷调查显示，在４６６１个被调查者中，近八成的被调查者对生

育孩子的性别有明确的偏好，而在这些人群中又有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偏好于男孩；农业户口中近六

成的被调查者趋向于选择男孩，非农业户口中对男孩的偏好降低了近两成③。这表明，重男轻女的性

别偏好现象在山东省内还普遍存在于城乡各群体中，只不过这种现象在农村表现得更加突出。由此

可见，在广大农村地区，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并没有根本转变，而这种性别偏好意识导致了性别选择行

为，由此造成出生性别比的失调。这也说明，传统生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好意识是导致出生性

别比偏高的根本内在动因。
一个地区人口群体的男孩偏好强度主要与这个地区的农业户口比重密切相关。在农业现代化程

度较低的情况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更需要付出更大体力的男性劳动力。这进一步强化了男孩的性别

偏好意识。２０１１年山东省统计资料显示，山东省人口中仍有５９％属于农业人口。２０１１年全省东西部

人口中农业户口人员分别占４５％和６９％；东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１０８６３元和８４０８元，东部比

西部多２４５５元；东西部人均ＧＤＰ分别为５７６４元和２８７５元，东部人均ＧＤＰ大约是西部的两倍④。与

此相适应，东部出生性别比要低于西部近９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农业生产）主导的性别偏

好造成了出生性别比差异。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生产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男性是家庭

的主要劳动力，加上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养老仍然以养儿防老为主。这些现实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生男偏好，由此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显然，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是降

低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状况的重要经济因素。
（二）生育性别选择技术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技术性因素

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必须经过两个阶段，即性别偏好的形成阶段和性别偏好的实现阶段⑤。从

“想男孩”到“生男孩”，中间还须经过一个中间环节⑥，即生育的性别选择技术（即产前性别鉴定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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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它成为那些具有强烈男孩偏好的人们实现性别偏好生育的工具和手段。
在“Ｂ超”没有普 及、因 而 不 能 成 为 性 别 选 择 便 捷 的 方 式 时，偏 男 生 育 意 愿 的 满 足 常 常 通 过“逃

生”、“躲生”等手段自然实现①。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性别选择技术中的胎儿性别鉴

定技术和中止妊娠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Ｂ超等技术的易获得性和相对准确性，让即使是生

活在农村的人们也可以接触并使用到这一性别鉴定技术，当鉴定结果为女婴时，就会千方百计的人工

流引产，这就导致生育的男婴数量多于女婴，最终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从山东省出生性别比的现状

来看，近年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多孩，其出生性别比都有升高的迹象。这

表明，人们在传统性别偏好观念的影响下，将性别鉴定与选择技术作为实现他们性别偏好的手段和工

具，来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特别是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二孩出生性别比的先降后升现象，说明在严厉打

击“两非”行为时期，出生性别比就会有所下降，而在管理“两非”行为上稍有疏松，人们又会利用性别

选择技术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
（三）现行生育政策下生育选择空间减小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外在因素

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发生，是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中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

策以来，虽然对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和控制人口规模起到了极大作用，但在生育政策限制下形成的生育

挤压，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中国人几千年来流行着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而现

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原则上只生育一个孩子，即要求大多数城镇居民只生一孩，多数农民

最多生二孩。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农村与城镇，夫妇计划内或计划外生育二孩或二孩以上时，倾向

于选择男性②。这意味着生育政策造成的生育选择空间狭小与现实的男孩偏好之间产生了紧张和冲

突，使人们能够拥有的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生育性别愿望之间的矛盾激化③，在具有男孩偏好的地区，
当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数量时，一些生男偏好强烈的人们就会在生育孩子时，通过性别选择技术来实

现生男孩的愿望。这样，在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较高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我国在农村地区实行的“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夫妇，可以生育二胎，这对于那些

有男孩偏好的人来说，如果第一胎为女孩，要生育男孩的关键就是第二胎，因此，人们就会千方百计通

过Ｂ超技术，在二胎的性别选择上选择男孩，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因此，出生性别

比偏高与生育政策下的生育选择空间减小有着密切的联系，生育政策因素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问

题发生的重要诱因。
（四）统计的瞒报、漏报和超生行为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

性别偏好（专指男孩偏好）表现为生育前后，人们对男孩有着强烈的期望和偏好。性别选择技术

的使用是性别偏好在生育孩子之前的表现，之后的表现则是统计上的瞒报和漏报。而漏报和瞒报女

婴这种行为的背后正是重男轻女的生育偏好的集中体现，即女婴出生人口的瞒报、漏报行为是人们力

图实现偏男生育意愿的同时又想躲避“超生罚款”的一种生存策略④。众多研究表明，漏报和瞒报是

解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
由于广大农村中的性别偏好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严格限制，生

育男婴的人们一般认为即使因为超生被罚款也是值得的，而生女婴的人们大都认为不值得为一个女

孩受罚，从而导致人们为了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就会千方百计的将生育的女孩瞒报、漏报或送养他

人等，致使在人口统计上女孩的数量远比男孩少的情况，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虚假”的升高现象。尽

管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过程中，为了尽可能的统计准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２０１０）３０号文件明确规

定：“对无户口人员，要经调查甄别后依照规定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或恢复户口登记；对其中未申报户口

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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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处于对超生和计划外生育仍将被处罚的疑虑，因此，瞒报和漏报女孩的现象普遍存在。基于此，出

生性别比偏高也有部分“虚假”。但总体而言，我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现象，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

严峻社会现实。

四、结论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出生性别比总体上呈升高态势、地区间、城乡间差异较大、随孩

次递进而升高、随母亲年龄增长及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等这一状况和特征，也同样适

用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其他省份。
出生性别比偏高与性别偏好密切相关，即性别偏好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在性别

偏好的导引下，生育的性别选择技术，就成为了那些具有强烈男孩偏好的人们实现性别偏好的工具；
同时，现行生育政策导致人们的生育选择空间狭小，这又和强烈的“偏男生育意愿”互相冲突，并通过

统计上的对女孩的瞒报、漏报行为和超生行为，最终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
要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失调问题，从 性 别 偏 好 的 视 角 来 看，必 须 首 先 弱 化 和 消 除 普 遍 存 在 的

（尤其在农村地区）性别偏好意识；其次是依法治理性别选择技术的误用和滥用，加强对Ｂ超等性别鉴

定仪器的管理和监督；最后是提高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从而降低选择性生育。尽管我国从２０１４年起

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偏男生育意愿的空间，对降低出生性别比会发挥重要作用，
但短期内，我国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问题，依然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十分严峻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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