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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stepping into the era of low fertility, people’s 

fertility will generally reduce, and improving the fertility will of people of appropriate 

age is the current livelihood of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rtility intention of the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472 in-service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 were investiga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ense of birth time 

restriction o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nse of birth time restriction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birth intention, and 

marriage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played a regulatory rol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tronger sense of time restriction, married individuals and those with children still 

maintain a higher level of fertility intention. Therefore, to increase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to the gap between their own distance and the ideal age of childbear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people’s attention to childbearing, which 

indirectly affects the whole nation’s willingness to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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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正步入低生育时代，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降低，提高适龄人

群的生育意愿是我国当前的民生大事。本研究基于心理学视角下，考察育龄人

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法，以 472 名在职育龄人员为对象进行

调查，探讨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结果显示，生育

时间限制感负向预测生育意愿，婚姻与养育孩子数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已婚状

态和养育有孩子的个体在时间限制感越强的情况下，其生育意愿仍保持较高水

平。因此，加大个体对于自身距离心中理想的生育年龄的差距的关注度，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生育的关注，间接作用于国民整体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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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育意愿，指人们在生育上的愿望和追求，是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

法［1］，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2］。

已有研究证实生育状况对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生育具有增加未来劳动

人口数量和未来储蓄存量、增加人均产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创新的红利

效应［3］。当前，生育率低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4］。从 2013 年的“单

独二孩”到 2015 年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是我国政府根据本国人口发展状况做出

的政策调整，两项政策相隔时间之短折射出国家对增加人口生育数量的期待，但

数据显示调整政策后我国的生育现状依旧令人担忧［5］。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影

响整体的生育率水平，是衔接生育政策转换为实际生育水平的关键环节，是预测

我国未来生育变化的重要指标［6］。研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好地激发出适

龄群体的生育意愿以改善我国低生育现状，是众多学者致力研究的问题。

国内学者基于本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探究并总结出诸多影响因素，同时

从不同对象群体出发进行探讨，对生育意愿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为我国今后

完善生育政策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持。但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使用

人口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生育意愿进行探究，而较少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生育

意愿属于意识形态［7］，是人们关于未来生育行为的愿望和态度，也属于心理

学研究的范畴。因此，本文拟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引入生育时间限制感这一新

变量，探讨婚姻状况及养育孩子数在其中的影响作用。

1.1  生育时间限制感 

人们普遍认为，对于生育行为有一个比较适宜的年龄区间，尤其是对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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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是认为女性相比男性存在着一个最佳生育年龄阶段，由此可见，年龄对

于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影响。生育时间限制感指人们实际年龄与自己内

心认为是最佳生育年龄的差值，是一个关于年龄差值的主观概念。Heckhausen［8］

在毕生控制理论中提出了发展的最后期限的概念，发展最后期限是基于年龄的

对于实现一个目标的限制， 在某个时间标点前，对于某个任务而言实现的可能

性较高，而在这个时间标点之后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可见，当个体意识

到自己即将达到内心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时，对生育的期望和态度也会产生影

响。已有研究表明，年龄对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生育

意愿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显著提高［9］。邢采等［10］基于心理学理论，发现女

性生育的年龄限制与生育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实际年龄与自己心中的最佳

生育年龄间差值越小，其生育意愿越强烈。由此可见，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

意愿存在较大的影响。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1：生育时间限制感负向预测

生育意愿。

1.2  婚姻 

婚姻，指适龄男女按照婚姻法在经济生活、精神物质等方面的自愿结合，

双方共同生产生活并组成家庭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大众普遍的看法中，婚姻是

生育行为的前提，而生育是家庭婚姻的隐形责任。为了建立美好婚姻，享受家

庭幸福，人们形成了愿意去承担责任、履行相应义务的意识，基于此产生了人

们对婚姻和生育的责任感［11］。从婚姻与个体生育行为的关系看来，婚姻状

态的不同对个体的生育意愿存在一定的影响。对于已婚夫妻来说，婚姻意味着

人生进入新阶段，双方也要开始承担新的角色与责任，随着婚龄的逐渐增加，

夫妻双方距离最佳生育年龄的时间也在慢慢缩短，此时结婚生子的观念将被反

复提醒［12］。因此，有理由认为婚姻在生育时间限制感影响生育意愿的路径

中发挥影响。在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2：婚姻状况调节了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

育意愿的影响：在未婚状态下，生育意愿随着生育时间限制感的增强而减弱；

而已婚状态下，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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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养育孩子数 

古往今来，孩子一直是中国家庭的核心。当人们提及美满家庭时脑中浮现

的都是父母与孩子其乐融融的画面［12］。生育这件事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一直都十分重要。生育意愿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变量，它会因为不同的情况

和条件而发生调整和变化［13］。因此，个体婚姻状况或生育阶段的不同，都

会影响到其生育意愿的不同。李龙的研究结果表明已有一孩能够增强育龄妇女

的二孩生育意愿，且其影响作用较为突出［14］。刘茂竹和杨建华的研究则指出，

育有子女的夫妻再生育意愿高于未育子女的人群［15］。已有的生育经历会让

人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抚养子女的巨大成本和艰辛不易，但与此同时，生育经

历也让人们感受到为人父母的主观效用，让他们从子女身上获得愉悦、满足和

幸福，生育经历这一关键因素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育意愿［14］。可以看到，

养育孩子数对个体的生育意愿存在影响。综上，提出研究假设 3：养育孩子数调

节了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未养育孩子时，生育意愿随着生育

时间限制感的增强而减弱；而养育有孩子时，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抑

制作用减弱。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星在广西和广东两省简单随机抽样，面向在职育龄群体发放电子

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72 份，有效率为 94.4%。其中男生 173 人（36.7%），

女生 299 人（63.3%）；被试平均年龄 25.93 岁（SD=4.3 岁）。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用量表借鉴邢采等人［10］编制的生育意愿调查问卷，问卷由 24

个条目组成，包含社会人口信息的题目和测试生育意愿的题目。问卷题目中要

求被试填写自己的实际年龄，然后填写其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数值，生育时间

限制感由被试填写的心目中最佳生育年龄的数值减去其实际年龄数值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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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差值越小，表明当下距离心目中的最佳生育年龄越接近，时间越短，其

生育时间限制感越强烈。

询问生育意愿的 3 道题目分别为“您心目中理想的生育孩子数目”“您喜

欢孩子的程度”和“您以后想要生育孩子的意愿程度”，计分采用总均分，分

数越高则表示生育意愿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3。本研

究的数据采用 SPSS22.0 进行分析和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的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表 1 信息所示，生育时间限制

感与生育意愿显著负相关（r=-0.13，p ＜ 0.01），与婚姻状态正相关（r=0.19，

p ＜ 0.01），与养育孩子数正相关（r=0.31，p ＜ 0.01）。相关系数分析支持了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1，该结果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调节作用检验。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矩阵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matrix of each variable

变量 M SD 1 2 3 4
1．婚姻状况 0.20 0.40 —

2．养育孩子数目 1.14 0.35 0.77** —
3．时间限制感 4.04 3.30 0.19** 0.31** —
4．总生育意愿 2.96 0.79 0.06 0.08 -0.13** —

注：**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2  调节效应检验

3.2.1  婚姻状态的调节作用分析

在本研究的婚姻状态中，将已婚编码为 1，未婚编码为 0。进行婚姻状

态对生育时间限制感影响生育意愿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时间

限制感与婚姻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05，SE=0.02，

t=2.44，p=0.02，95%CI 为［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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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婚姻在时间限制感和生育意愿间的调节作用

Tabl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riage on sense of time restriction and 

willingness to bear

变量 Coeff SE t p LLCI ULCI
婚姻 0.15 0.09 1.59 0.11 0.03 -0.33 

时间限制感 -0.05 0.01 -3.92 0.00 -0.07 -0.02 
婚姻 × 时间限制感 0.05 0.02 2.44 0.02 0.01 0.10 

为了进一步分析婚姻的调节效应趋势，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做出婚姻在时

间限制感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示意图。婚姻状态的调节作用展示在图 1 中，

在未婚状态下，随着生育时间限制感程度的提高，其生育意愿明显迅速下降。

而在已婚状态下，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说明婚姻

状态可以显著调节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关系。因此，研究假设 2 得到

了数据支持。

图 1  婚姻状态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riage state

3.2.2  养育孩子数的调节作用分析

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时间限制感与养育孩子数的交互项对

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05，SE=0.02，t=2.36，p=0.02，95%CI

为［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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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养育孩子数在时间限制感和生育意愿间的调节作用

Tabl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raised on the sense of 

time restric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bear

变量 Coeff SE t p LLCI ULCI
养育孩子数 0.22 0.11 2.00 0.05 0.00 0.44 
时间限制感 -0.05 0.01 -4.22 0.00 -0.08 -0.03 

养育孩子数 × 时间限制感 0.05 0.02 2.36 0.02 0.01 0.10 

对养育孩子数的调节效应趋势进行分析，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养育孩子数

在时间限制感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示意展示在图 2 中。

图 2  养育孩子数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raised

如图 2 所示，在养育孩子数为 0 的情况下，生育意愿随着生育时间限制感

的提高而迅速下降。而当养育孩子数不为 0 时，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

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同样说明养育孩子数可以显著调节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

意愿的关系。在此，研究假设 3 也得到了数据支持。

4  总讨论

4.1  生育时间限制感与生育意愿的相关

生育时间限制感是一个关于年龄差值的主观概念，年龄可以影响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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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为生育行为的直接承担者，适龄群体的婚育年龄对生育水平的高低和

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16］。当下我国处于低生育率阶段，而

转变国民的生育意愿对提高生育率存在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使用问卷测量

方法对生育时间限制感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证实生育时间限制感

可以负向预测生育意愿，表现为生育时间限制感越强烈时，即当感知到自己的

实际年龄与心里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越接近，年龄差值越小时，个体的生育意

愿会更强烈，这一结果与以往邢采［10］的研究结果一致。

艾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个阶段理论提出，个体在成年阶段会面临着发展亲

密关系和生儿育女的任务和危机，对每一个阶段危机的处理将有助于人格的完

善和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对子女养育责任

的意识会随着年龄上升而发生变化［17］。而随着年龄的上升，个体逐渐感知

自身拥有最佳生育能力的剩余时间在慢慢消逝时，个体的生育意愿便会被强烈

激发出来，并引导自身尽快完成生育计划。

4.2  婚姻的调节作用

婚姻状况和生育意愿可以预测国家或地区未来的人口发展，也可以为制定

社会公共政策提供重要依据［15］。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婚姻与养育孩子数对

生育时间限制感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婚姻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对于

已婚个体来说，当感知到生育年龄差值越小，即生育时间限制感越强烈时，个

体的生育意愿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婚姻是生命历程的一

个必经阶段，而一纸婚书改变的不只是男女双方的关系性质，对个体的认知和

未来计划都会产生影响，其重心也会更多地转移到家庭上，为生育下一代做准

备［12］。

还未确定人生伴侣，迫于工作、住房等外部经济压力推迟了生育时间，导

致了生育能力下降而非自愿无子女的现象［18］，而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于未婚

群体之中。即使当下有生育计划却碍于客观条件限制也无法执行，更可能将其

重心放在其他的方面如学习或者事业发展。婚姻的本质是责任［19］，责任感

是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下个体要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负责。对于已经进入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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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已婚群体来说，结婚双方有了要承担新的角色与责任的意识，对于生育

的想法比未婚群体更多。自然地，已婚群体的生育意愿比未婚群体更加强烈。

与已婚群体相比，未婚状态下的个体在人生当下感知到的对于家庭和生育行为

的紧迫感相比于已婚群体较弱，其生育意愿也相对较低。

4.3  养育孩子数的调节作用

养育孩子数的调节作用则表现为对于已有孩子的个体，当生育时间限制感

保持在较高水平时，其生育意愿依旧较为强烈。生育意愿不仅仅只是受到单方

面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到年龄与生育经历的交互影响［13］，育龄妇女的生育

状况是研究生育意愿应该加以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的境况和

在以往经验中建构的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图景是生育意愿形成的来源［20］，也

就是说人们并不是必然拥有生育意愿，而是在一定的情形中才会形成关于生育

的想法和计划。年龄与生育意愿间的关系会受到生育孩次的影响［21］，已有

生育经历的个体受到以往养育经历的影响，在享受到作为父母的天伦之乐的同

时，也感知到对于养育孩子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对于下一个生育计划的

实施可能会有更紧迫的打算。因此已有孩子群体在感知到自己距离最佳生育年

龄越来越近时，他们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生育意愿。

5  不足与展望

5.1  研究局限

尽管本文发现了婚姻和养育孩子数在生育时间限制感与生育意愿间的调节

作用，但在研究方法上只使用了问卷调查研究，没有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去深

入验证各变量间的关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结合本文的变量，在问

卷调查基础上增加实验研究，深入探讨生育时间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

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应用和推广研究结果。

5.2  实践展望

本研究对生育时间限制感、婚姻状况、养育孩子数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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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探讨，进一步丰富了关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低生育率对我

国今后的人口均衡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如何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

意愿是众多学者探讨的问题。基于本文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提出以下关于

提升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建议。第一，鼓励婚育，加大对婚姻及最佳生育年龄

的普及和宣传，如通过新媒体渠道在医学界相应机构部门官方平台进行推广，

适时提醒育龄人群关于自身的生育年龄差值。在多途径宣传过程中增加生育信

息在适龄人群中的曝光量，无形中提高其关注程度，从心理层面提高育龄人群

对婚姻和生育的认可度，增强其生育意愿。第二，加强对已育群体的生育政策

宣传，出台相应的再生育的鼓励性经济补助，适当减免检查费用，引导育龄家

庭尽快再生育。

6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生育时间限制感负向预测生育意愿；（2）婚

姻在生育时间限制感和生育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3）养育孩子数在生育时间

限制感和生育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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