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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2年以来，对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的争论逐渐从人口学界蔓延至全社会乃至全球，争论本身似
乎也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争论的实质在于：对于一个仍处发展中，而且生育转变主要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强力诱致的国家，人们
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短期内从远高于更替水平迅速下降到远低于更替水平这样一个事实难以理解和接受
，进而产生深切的怀疑。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借鉴国际人口学界近年来针对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
率现象进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创造性地利用1997年和200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得到的妇女生育史数据
，从生育推迟角度分析了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低生育率的出现。
以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所得到的结论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的发生机制。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由巫锡炜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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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巫锡炜，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社会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讲师。
主要研究兴趣为生育分析、婚姻与家庭、不平等与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研究量化方法，目前主要关注收
入不平等及其后果研究。
已有多篇论文在《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和《人口与经济》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内容涉及生
育史数据建模、家庭背景对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从妻居的时空分布、老年人残障发展轨迹的类型、
家庭户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等。
参编和参译过多部定量研究方法教材，包括《回归分析》、《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应
用STATA做统计分析》、《评估不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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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不再纠缠于“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或多高”的问题，也不再追究普查数据或调查
数据中的漏报率有多高。
当然，本书也承认中国的生育统计数据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出生漏报、瞒报问题。
但是，出生漏报或瞒报是普遍存在的人口统计现象；而且专门针对1990年代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估计
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1990年代中国存在大规模和持续的出生漏报，相反，现
有的很多研究都夸大了漏报程度和漏报问题的严重性（张广宇、原新，2004；Zhang ＆ Zhao，2006）
。
就是说，漏报瞒报并不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唯一原因，甚至并非主要原因。
因此，在接受上述前提的情况下，本书拟对1980-2000年中国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进行研究，试图
对1990年代历年总和生育率为何一直处在1.5左右的很低水平给出一个人口学解释。
　　二　研究内容　　本书侧重从人口学角度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中国1990年代总和生育率始终维持
在1.5左右这一低水平状态既与妇女终身生育数量减少有关，也受到妇女生育时机推迟的影响；换句话
说，少生和晚育是导致中国1990年代时期生育率变化的两大人口学机制。
为此，本书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应用递进生育模型，在控制孩次结构的情况，试图以常规总和生育率之外的测量指标来对
中国步入低生育水平的过程进行回顾，以此来说明，不管是以常规总和生育率指标还是总和递进生育
率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生育率经历过1980-2000年的持续下降后，已经步入到低生育水平时代。
　　第二，从时期角度，应用去进度效应模型，试图揭示中国1990年代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与生育时机
推迟之间存在关联。
　　第三，从队列角度，通过对多个妇女出生队列的真实生育经历的分析揭示生育数量减少和生育进
度推迟的存在以及二者与中国步入低生育水平之间的联系。
　　第四，考虑到中国存在明显地城乡二元结构，因此，不论是时期角度还是队列角度的分析都将对
其中的城乡差异进行考察。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