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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女性地位的提升，生育成本的增加，价值观的多元化，我国育

龄女性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呈现新的变化特征，深刻影响着未来我国人口发展趋势。本文阐释

了育龄女性、生育动机以及生育意愿的概念内涵，探讨了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

研究发现：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为基于传宗接代压力的习惯性动机，基于子女经济和养老保

障的工具性动机，基于多元价值意义的价值性动机，以及基于个体实现和人生圆满情感性动机；

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现状为：生育观念多元化，生育目的现代化，生育决策自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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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生育率走低态势严峻，总和生

育率仅为1.05，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
[1]
。

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自我经济能力的增强，我国育龄女性的生育动

机与生育意愿呈现出更为多变且复杂的社会

图景，从“要我生”到“我想生”，从”母凭

子贵”到“自我实现”，从“多子多福”到“男

女双全”，这是传统生育文化与新时代生育文

化碰撞的缩影，也是育龄女性主观意愿与外在

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转变的背后，既包含

传统生育观念与现实生活压力间的结构性矛

盾，也折射出育龄女性在个体幸福与家庭期待、

职业发展、社会满足之间的利益抉择。

1 中国育龄女性生育动机与生育

意愿的概念阐释

1.1 育龄女性

在人口统计学里，育龄女性是指 15-49 岁

的女性。育龄女性年龄构成的特点是低年龄段

人口所占比重大，育龄女性年龄构成年轻，处

于生育旺盛时期的妇女比重大
[2]
。

1.2 生育动机

生育动机是生育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是支配个体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生育动机受

社会生育文化、国家生育政策、个体生育观、

生育成本、女性婚嫁归宿观念等多重内外部环

境的影响和制约，由传统生育文化“结婚生子”

“传宗接代”为代表的习惯性动机，“养儿防

老”“母凭子贵”等组成的工具性动机，和个

体、家庭、社会以及国家高度相关的价值性动

机，“与孩子互相成就”“自己喜欢孩子”等

为主的情感性动机共同构成。

1.3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指个体对生育的态度、认知及

其对生育的价值判断。其深刻影响着适度生育

水平和人口变化，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促进生育政策落地见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

2.1 习惯性动机:传宗接代的压力

受传统的生育理念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延

续家庭血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

生育观念依然在不少育龄女性心中根深蒂固，

尤其是在农村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在这些地

方，多子多福、人多热闹、传宗接代、女人必

须成为母亲几乎成了无声的共识，育龄女性是

属于家庭、家族的一份子，由此生育往往被女

性视作承担家庭责任的一种行动，对家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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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庄严承诺。纵使时代发展到如今，为了种族

生命的延续，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为了满足

父母的虚荣心，育龄女性会服从于传统生育观

念。此外，“适龄生育”是一种融入主流生活

模式的方式，那些育龄女性如果没有适龄生育，

就会受到各种隐性的社会压力，如遭受亲朋好

友审视，被父母催生，遭受舆论的谴责等等
[3]
。

2.2 工具性动机:子女经济和养老保

障

当前，家庭养老依旧是老年人养老方式的

主流，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且赡养老人是作为

儿女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生育往往被看作

是“养儿防老”的长远投资，孩子成为养老保

障的寄托以及家庭未来经济支撑和照护的重

要依靠。为了多一份养老的保障，抵抗不可预

知的风险，育龄女性会将生育作为增长家庭资

源和的措施。此外，随着《关于加快完善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

干措施》的实施，为了鼓励人们生育，建设生

育友好型社会，地方政府围绕家庭生育出台了

诸多利好政策，如发放生育津贴、增加产假时

长、制定购房优惠政策、生三孩奖励 5 万奖励，

加大托育服务供给等，这也会促使部分适龄女

性选择增生育子。

2.3 价值性动机：生育本身意义

价值性动机跟育龄女性生育观息息相关，

其中的价值体现在个体、家庭、社会以及国家

四个层面。在个体层面，部分育龄女性“生了

孩子人生才完整”“人生圆满见证生命伟大”，

认为生育是女性人生体验的完整化，母亲角色

能够获得成就感
[4]
。这种价值性动机会驱使部

分育龄女性为了自我实现，将生育作为一种丰

富个体人生、为家庭做贡献的创造性劳动。此

外，在这样的价值观体系下，育龄女性会认为

生育能够丰富自己人生体验，增长见识，丰富

人生阅历。在家庭层面，部分育龄女性认为生

育是爱情的具象化表达，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巩

固，构建“情感的共同体”，使家庭更加和谐。

有了孩子，夫妻双方能够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努

力，从而增强家庭的凝聚力，体验家庭的功能

和意义，构建幸福家庭的基石。在社会和国家

层面，近些年以来国家一直在鼓励生育。在当

前新生人口不断下降的时代背景下，部分育龄

女性认为，为国家和社会生育，是每一个公民

的责任和义务，每一个育龄女性都应当为了社

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生育。在这样的生育观

引导下，生育是作为女性实现社会成就的一种

工具，是个体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具有

一定的社会责任性。通过生育可以为国家的未

来做贡献，为社会发展塑造未来栋梁之才。

2.4 情感性动机：个体实现和人生圆

满

情感性动机是对生育而所产生的高级情

感，即满足情感需求的一种方式。现阶段，育

龄女性生育动力更多的是情感与爱的渴求。这

种动力超越了传宗接代或者找人养老的功利

性需求，把生育视为一种爱的传承。每一个孩

子都是独特的，每一次的陪伴，每一次付出，

每一次成长，都是爱的双向奔赴。生育为育龄

女性带来的不仅是责任，还能够感受他们的纯

真与快乐，为自己和家庭带来无尽的欢乐和启

示，帮助育龄女性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享

受生活中的小确幸。在这种价值的导向下，生

育不再是单向的物质供给，而是母子与孩子双

向的精神和情感投入。在这种过程中，育龄女

性想要通过生育，不再焦虑未来的回报，体验

深厚的情感连接，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具体表现如下：一方面指的是“自己喜欢

孩子”“享受作为母亲的快乐”，这类育龄女

性喜欢品尝育儿的喜怒哀乐，认为生育能够弥

补个人情感空缺，对抗生活的无意义感，体验

到亲情的温暖，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快乐和精神

寄托。另一方面指的是“有了孩子，工作能够

更加动力，人生会有新的目标”，更注重个人

的幸福感。在此过程中育龄女性会角色通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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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现了自身的社会认同、道德价值、情感联

系和创造性成就，而且能够形成一种亲子关系，

在陪伴孩子成长成才的过程中，让自己生活有

盼头、有节奏，体验到全新的人生方式
[5]
。

3 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现状

3.1 生育观念多元化

在如今的社会，新旧生育观念相互交叠，

家庭越来越小型化，育龄女性看待生育问题更

加客观。其实，生不生，都是一种权衡与取舍，

都标志着成熟和自我责任有的育龄女性生育

意愿较低，其中的原因多元而复杂。有的因为

自身较为悲观，家庭条件不好，生活压力比较

大，养育成本较高，缺乏生育选择的能力，不

希望孩子出生在贫苦的家庭；有的更加注重自

己的生活质量，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找到了

自己幸福生活方式，扮演不好母亲的角色，不

想妥协或社会压力。有的因为有的育龄女性生

育意愿较高，也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有的认

为因为生育是完整人生的必需品，能够创造出

深层次的情感交流。有的想要满足创造和传承

的欲望，体验为人父母的喜悦。在生男生女的

问题上，如今男女分工的界限变得模糊，并且

养儿可能需要更大的经济成本。大多育龄女性

都继承了“好”的生育观，生育性别意向淡化，

倾向男女平等，她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满目追求

生孩子的性别倾向，彻底摆脱了重男轻女的生

育观念，男女公平观念深入人心。在生育数量

上，现阶段育龄女性多为独生子女，过去她们

所经历过的一个人的孤独，导致她们更加青睐

儿女双全，且不再单纯追求数量上优势，逐渐

转向追求质量至上。研究发现，育龄女性在生

育观念上因为生活环境、教育程度、经济收入

等因素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农

村育龄女性虽然生育性别意识有所淡化，但是

还是体现出一定的男孩偏好，而城市育龄女性

科则对生男生女没有较大的执念。再如，经济

收入高的育龄女性在生育数量上以 2-3 个为

主，而经济收入不理想的育龄女性则希望生育

数量为 1个。

3.2 生育目的现代化

随着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育龄女性知识

文化水平的提升，育龄女性经济独立能力增强，

以及现代社会生育文化转变，育龄女性不再拘

泥于为家庭做贡献、为个体谋后路、为社会发

展做贡献这样被动式物质性的生育目的，而是

逐渐朝着个体生活幸福这样的精神性目的发

展，逐渐由家庭主义变为个人主义。在现代育

龄女性看来，生育不受外界因素的各种影响，

不需要善于支配、组织和调动，它既不是为了

满足父母虚荣的手段，也不是对未来自身生存

的生理和安全需要，更多是一种爱与责任，是

一种自我驱动而产生的行为。在爱的层面而上，

现代育龄女性把生育当做一种美好的过程，把

生育当作个体化的生活体验，看作是爱的传递

和延续，并且认为生育是以追求美好生活为追

求的，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在责任的层面上，

现代育龄女性把生育当做一种责任，这种责任

体现在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以孩子的自

身利益为重，生育自由需责任托底。

3.3 生育决策自主化

在社交媒体和经济独立的双重影响下，自

我意识和自我思想的新时代育龄女性越来越

多，诸如“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其影

响力正逐渐淡化。新时代育龄女性会更多地把

精力放在自我价值实现上，更多的追求的情绪

价值，追求多重目标之下权衡与选择的自由。

这种变化使得她们对婚姻、幸福、责任有了更

加个性化的认知，并进一步影响到生育决策上，

形成了一种追求为自己而活的个性化生育观

念。此外，现阶段育龄女性拥有更多生活方式

和幸福体验渠道，她们可以通过购物、旅游、

工作、学习等路径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添人

生的色彩。对女性来说，生育还是一场身体和

精神的双重考验。从怀孕时的孕吐、身体浮肿，

到分娩时的剧痛，再到产后的身体恢复以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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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育儿负担，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艰辛。于

是，在她们看来，生育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是

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为孩子负责的行动，更

加注重个体感受。对于新时代育龄女性而言，

生育不再是刻板义务，不再是刚性任务，也不

需要听家族和亲戚的劝诫，而是个体基于自身

情感和需求做出的自主选择，而且在作出生育

决定之前，她们不仅会考虑到个体家庭经济水

平情况，也会考虑伴侣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父

亲，考虑现有托儿服务和生育政策是否完善，

在选择生育以后对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会产

生怎样的影响。同时，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社

会地位、自主经济能力的提升，也让育龄女性

在生育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

结语

现阶段，我国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与生育

意愿呈现出个性、负责且多元的整体面貌，深

刻反映出新时代背景下育龄女性生育观念与

个体理性、生活质量、职业发展和经济安全发

生的多重碰撞，这其中既有错误言论带来的负

面影响，也有积极政策提供的正确引导。尽管

各地围绕生育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工具创新，但

是要想通过改善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与生育

意愿，来提高人口出生率并非易事。这不但要

激发社会活力，弘扬新型婚育文化，完善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关注女性权益与发展诉求，降

低家庭育儿成本；还需正视育龄女性主观意愿

的关键作用，尊重每个育龄女性的选择，帮助

育龄女性树立正确的生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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