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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实践

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某一时期内每 100 名活产女婴所对应的活产男婴数，正常范围一般在 103-

107。出生性别比不是简单的数量对比，它决定着未来的人口性别结构，也是衡量性别平等的关键指

标之一。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特征

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超出正常值，在 21 世纪初十多年里数值位

居全球最高。2009 年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下降趋势，现仍高于正常值（图 1）。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下降呈现显著特点。偏高现象从局部扩散到全国，从高孩次扩散到低孩次，

从乡村扩散到城市，汉族先于少数民族。二孩性别比首先大幅下降，城市、镇与村的出生人口性别

下降几乎同步，三类地区数值在趋同。目前已回归正常的省份在增多，异常偏高的省份仍呈现跨省

集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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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0-2020 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

注：个别年份数据未公开。资料来源：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 10% 抽样资料，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 10% 抽样资料，中国 2000 年人
口普查短表数据，中国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6~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7 年数据来自《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

2018》,2019 年数据来源于《2019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数据来自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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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的原因

出生性别比变动是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率下降、男孩偏好以

及胎儿性别选择技术的可获性是驱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三个轮翼，而其下降也离不开男孩偏好

的减弱、家庭生育数量的增多以及对相关技术的控制。

经济发展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动摇了“男孩偏好”的经济根基。社会现代化发展使得传统乡土

社会加速瓦解，人们的生活方式剧烈变动，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的观念大大淡化。女性赋权的政策

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家庭地位，这些共同构成中国出生性别比降低的背景因素。

在中国，政府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专项治理也强有力地助推了性别比的下降（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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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府专项治理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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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专项治理

（一）分阶段推进

中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1）1982-

1995 年，这一阶段重点开展对偏高现象的原因剖析，为下一阶段的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撑；2）

1996-2003 年，全国开展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各地在自主探索治理措施，为全国性的综合

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2003-2013 年，“关爱女孩行动”的试点成功后，在全国推广，中国

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走上了快车道；4）2013 年至今，治理进入了巩固时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多

年保持下降。

（二）工作机制

“综合治理”理念在相关政策与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强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治理，都在法治

的框架下进行。中央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和监测评估，多部门参与、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上下联动的出

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机制。一方面，开展意识提升与能力建设活动，加大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资

源配置，另一方面采取了分类指导、重点治理的策略。

（三）具体实践

1. 宣传教育——转变男孩偏好

1998 年，在全国开展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2003 年起开展“关爱女孩行动”，都以宣

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引导人们改变观念为主要内容。宣传教育主要面向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群，还

包括有可能影响生育决策的家人。宣传的内容包括性别平等的政策法规、对女孩家庭的优惠政策、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危害、禁止“两非”（指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与胎儿性别选择的人工

流产，简称“两非”）等。宣传的内容与方式考虑了文化敏感性。

2. 利益导向——给女孩家庭更多实惠

由省、市（县）政府出台并实施，给女孩家庭一定的支持，旨在缩小家庭因孩子性别导致的利益

差异。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也有的来自企业与民间组织。这些政策针对不同年龄的女性个体，

也包括只有女孩的家庭。一些地区还把奖励范围扩大到对男到女家落户家庭。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在

就学、就业、经济、养老、土地、住房等方面给予她们一定优先优惠。

3. 查处“两非”——切断技术服务的可及性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禁止“两非”的法律条例。在打击“两非”中充分

体现了政府多部门合作，一般会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打击‘两非’专项工作小组”，

组员则由司法、公安、卫生、计生、药监、纪检等政府部门组成，不同部门分工负责。具体措施包括：

加强对医务机构与医务人员的管理，严厉处罚从事“两非”的人员；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终止妊娠

药品的管理；动员群众，最大限度地发现“两非”案源；加强区域协作，加强对“两非”案件与涉

案人员的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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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数据——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生漏报、瞒报、错报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之一。针对数

据偏误的原因，加快了数据电子化平台建设，建立了不同部门数据协作机制，定期进行数据对比，

进一步提升了出生人口数据的质量。

四、经验、挑战与建议

（一）经验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措施，与国际社会建议的治理措施是高度吻合的，同时还带有非常

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危害性，高度重视对它

的治理。中国政府不仅有承诺，而且具备健全高效的行政执行体系。

其次，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得益于同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快速发展社会经济、

广泛地赋权女性的同时，政府还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推出了全国性的、全面的专项治理，两者

相辅相成。前者驱动了男孩偏好减弱和胎儿性别选择行为的减少，后者则强有力地、更快速地助推

了这种变化的发生。

第三，中国采用了整体性的政策设计与分阶段、分类推进的施政策略，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

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非常适用。

（二）挑战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出生人口性别失

衡与低生育率、家庭结构变动、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跨国迁移等多种现象交织在一起，更加复杂。

展望未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仍面临着许多挑战。

父权制的历史传统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性别平等意识尚未在所有决策、管理与服务中体现出

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后果正逐步显现。当前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治理面临着新的形势，

要求及时总结评估前一阶段的经验，与时俱进地调整以往的治理模式。

（三）建议

持续不断地推进不同领域的性别平等，减弱男孩偏好。将性别失衡的后果纳入治理内容。将出生

性别比治理融入到家庭发展政策框架中，推进性别平等理念融入所有政策。及时评估总结现有的治

理经验，加强新时期的数据收集与研究。加强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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