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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因素研究及其治理建议》编著者黄润龙。

本课题集合运用了社会学、人口学与统计学等多种方法，从历史和国际的大视野出发，着眼于县市的
中观层面，在拥有丰富的中外文献和数据资料基础上，通过纵向分析和比较分析，图文并茂地描述了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特征、差异、原因，以及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并提出相应对策。
以我之见，择其要者，如下几点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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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涉及生育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构成了生育文化的主体 传统生育文化，一方面是人类社会
在长期发展演化中沿袭下来，普遍存在与生育相关的文化习惯、民间风俗和固有的生育观念的高度综
合；另一方面人类通过社会组织、社会政策等，是生育意愿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和反映，是生育需求在
社会化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换言之，传统生育文化主要包括在传统社会背景和环境下长期形成的关于生育的思想观念体系、社会
制度和风俗习惯等。
传统文化通过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内容，影响人们的生育数量、生育子女的性别、生
育时间，以及对所生育子女素质的关注程度等。
显然，生育文化就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内容对生育的规定化与模式化，不同时代的生育文化对人
们生育行为有不同的影响与指导作用。
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族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服役制度、税赋制度等，给人们有限的空间权衡自
己的生育行为，并渐渐养成一些生育习俗，这些习俗指导人们的生育行为，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积累
符合社会需要生育风俗以规范其生育行为。
因此，传统生育文化表面上是一种生育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实质上是对一定时代社会
结构、社会制度等内容的反映。
当社会需要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某种特殊要求，或要求人们调整生育状态时，人们常常在外力影响
下修正自己生育行为以达到与社会需要相一致的目的。
事实上，国家为了其社会发展和人口管理目标的实现，对百姓的生育行为时而表现出迁就、时而表现
出强求，更多的时候国家会组织相关专家研制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育制度，以要求人们改变
其生育行为。
政策力量大，不仅对当代人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延及以后几代人，如我国重男轻女的观念，与周朝及
以后历代统治者倡导的生育政策就有着密切关系，并一直绵延至今。
（三）传统生育文化的演进具有传承性和阶段性 生育文化是与传统文化相联系而存在的，人类自身及
其世代延续的生育活动是生育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载体，在本质上具有历史传承性和历史纵贯性，
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育文化又受到特定社会环境和制度变迁的影响，其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也会随之
发生变化，使生育文化的演进呈现出阶段性和间断性。
虽然生育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每一文化可被当做自成体系的事物，它具有自
己的生命和规律。
生育文化有自身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只要对生育现象的表征进行深层次分析，
就可以找到这种生育现象的渊源，发现生育问题的症结。
同时，在源远流长社会环境下孕育产生并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生育文化具有惯性支配力量，它使人们生
育行为长期保持特定的形式，并致使人口增长与人口素质维持一个近乎稳定的状态。
所以说，生育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发挥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是传承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是一个缓慢
、渐进和不断波动的过程，是一个从周围物质文化基础和制度组织文化的外环境逐步向意识观念文化
的心理内核侵蚀的过程，是一个从文化背景改变，制度文化变化，到生育心理因素、价值取向和生育
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
传统生育文化是对各历史阶段人们生育行为发生正面效应与负面影响进行纪实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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