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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社会化

与
,

生育行为的思考

董 辉

本文根据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家庭功能及成 员活动的社会化状况
,

分析了不同

社会化程度下的生育模式
。

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状态下
,

农 民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

社会化程度仍然较低
,

成 员间依赖性大
,

不利于人 口生育行为的进一步转变
。

随着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民的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出现 了新的意义上的社会化
,

将

推动农民生育行为的转变
,

促进人 口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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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形成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
,

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与人口再生产都是在同一

单位— 家庭内部进行
。

到了近代
,

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逐步走出家庭
,

家庭消费资料

的来源也从单一地依靠家庭内部转向越来越多地依靠社会
。

对此
,

本文称之为家庭功能及成

员活动的社会化
。

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家庭的功能和成员活动社会化的程度
,

而家庭功能

及成员活动的社会化又改变着家庭内部的经济结构和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关系及人际关系
,

影

响着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

从而影响着家庭成员的生育观
,

促进家庭以及社会生育

模式的变化
。

一
、

中国传统农业的家庭经营与农民的生育行为

解放前
,

中国农村一个小生产者家庭就是一个物质资料生产单位
,

全家成员在家长指挥

下
,

在自家的土地上或庭院内分工协作
,

共同生产
,

共同消费
。

在家庭拥有完善的经济功能

的情况下
,

人力的多少决定着劳动力的分工协作是否合理
,

与生产渠道及财源门路形成较强

的正比关系
,

人力越多
,

劳动的分工协作越好
,

生产渠道越多
,

财源则越旺盛
。

这必然促使

家庭追求多生多育
,

以满足家庭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

而且由于婴幼儿死亡率高
,

存活机会

小
,

往往造成孩子的供给少于家庭对孩子的需求
,

人们自然形成了要求多生多育的生育观
。

在土地可 以自由开垦
、

买卖和租佃情况下
,

家庭可以通过不断开垦
,

或购买
、

或竞争土

地租佃权扩大财源和势力
,

以支撑人口 的增殖
。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盛行多子继承
,

土地被无

限分割
,
小农家庭象分裂的细胞衍生 出越来越多的人口再生产单位

,

人 口与土地的矛盾越来越

大
,

土地难以提供家庭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
。

可是
,

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
,

难以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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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寻找到解决途径
,

因此
,

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在象庭内得以巩固
,

形成了自然经济所恃

有
“
刚性

”
生产结构

,

排斥了社会意义的分工
,

抵抗着大工业品
,

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生产

功能
。

农业与手工业在家庭内部的直接结合
,

给家庭带来巨大节约和时间的节省
,

使物质资

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

为多生多育提供了物质条件和
’

更多的劳动位置
,

因而扩大了每个家庭的人 口容量
。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
,

自然约束力强的情况下
,

劳动力的强弱和能力的高低对于发展

生产
,

增加家庭收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因此
,

家庭内的劳动分工以自然分工 为 主 要 特

征
。

妇女大都从事在家庭户内和庭院的活动
,

如织缝
、

养殖等
,

其中养育孩子是主要活动之

一
。

而男性多从事耕
、

牧
、

手工制作等户外强体力劳动
。

由于男性所从事的劳动可以给家人

的消费直接带来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

男劳力越多就有可能增加家庭的收益
,

从而确立

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

家庭财产及特殊劳动技能
“
传男不传女犯

,

男性承担着传宗接

代的使命
。

因此
,

传统家庭无论从追求财富的增加出发
,

还是为保证传宗接代的需要
`

,

必然

追求多生儿子
。

可见
,

在传统的农业家庭中
,

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处于封闭的极低的社会化状态下
,

家

庭既关心财富的增加和劳动力的延续
,

又要发展家庭势力和提高家庭地位
,

势必追求多生多

育
,

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高生育率
。

二
、

经营集体化与农民的生育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
,

变土地的地主占有制为农民所有制
,

使

得广大农民拥有了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
,

形成了高度家庭化的经营
,

农民的家庭功能强化

并得到充分发挥
。

由于长期战乱
,

许多农民家庭感到劳动力不足
,

社会安定及家庭 分得 土

地
,

为家庭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提供了优 良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

使得解放初农村

人 口生育水平迅速上升
, 1 9 4 6一 1 9 4 8年全国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月

.

盯
,

而 1舫。一 1 9 5 2

年间
,

平均总和生育率上升到6
.

1 8 ,

农村妇女终生期望生育子女数提高了 1个孩子以上
。

①

土地改革完成后
,

由于许多农户劳动力不足
,

耕畜
、

农具缺乏
,

政府组织农 民 成 立 了

互助组
。

一方面生产资料仍归农民各家庭所有
,

土地不统一经营 ; 另一方面实行
“ 以 工 换

工
” ,

互助劳动力
、

耕畜和农具
,

出现了经营社会化的萌芽
。

但是
,

在形成互助组的过程中
,

人 口少
、

劳动力不足的家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
,

在以工换工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
,

而人口

多
、

劳力足且强灼家庭则处于有%lJ 的地位
。

所以
,

互助组这一家庭经济活动社会化的萌芽没

能对生育产生任阿抑制作用
。

⑦

在互助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实行土地入股
,

变各家各户经营

为统一经营
,

家庭的生产功能及成员的生产活动出现了社会化趋势
。

但是
,

在整个农村人民

生活水平处于温饱上下的情况下
,

分配方式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
,

家庭可获得的消费资

料数量取决于各家入股的土地量及劳动力状况
,

而土地是在土改时以家庭人口数为一童要标

准分配的
, ③ 显然

,

这样的家庭人 口多
,

劳动力多就可获得较多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制度
,

难

① 19 82 年中国 1沁生育抽样调查资料
。

② 同上
。

③ 马洪主编 : 《现代中国经济事业》 1蛇 2年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第10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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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捉使人们的生育需求发生改变
。

农业高级生产合作社及人民公社则形成了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 经 营方 式
。

高

级合作社及人民公社取消了土地报酬
,

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归集体所有
,

实行
“
各尽所能

,

按

劳分配
” 。

过去的家庭经营基本全部变为集体经营
,

家庭的消费资料主要来源于集体分配
,

家庭的各种功能及成员活动的社会化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

甚至一段时间家庭组织消费的功能

及活动也完全由人民公社承担了
。

在
“
共产风

” 下
,

除生育功能以外
,

家庭几乎失去了全部

的功能
。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

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的社会化影响着家庭内部经济结构的

变化
,

改变着家庭中父子两代人的经济关系和子女的价值
,

促成生育观和生育需求的变化
。

但是
,

中国农村人民公社 (包括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对生产关系的变革
,

是一种超越落后

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观行动
。

而集体的就业和分配等制度在人民生活水平尚未得到提高

之时
,

却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生育行为
.

“
就业分 是连结物质资料生产和人 口生育的中间环节

。

在家庭经营状态下
,

生产和生育

直接通过
“
自然就业

”
结合于家庭内部

。

一般来说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社会化大生产

及社会分工的深入
,

家庭生产功能及成员的经济活动的社会化
,

就业也逐渐由
“
自然就业

”

不断转向通过劳动市场实现
,

就业成为连接社会生产与家庭生育的中间环节
,

从而劳动市场

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动必然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
。

可是
,

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相联系
,

人民公

社的就业体制仍然是
“
自然就业

”
制

。

由于超前发展的生产关系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
,

农

民出工不出力
,

变相缩短了劳动时间
,

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

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得不依赖简单

劳动的积累和劳动力的不断投入
。

任何一个达到甚至低于法定劳动年龄的人
,

无需任何程序

和代价都可以进入生产领域
。

只要人到地头
,

不论男女老少
,

不论干活多少
,

总能挣到一些

工分
,

取得一份报酬
。

因此
,

家庭子女多
,

工分多
,

生活就相对富裕
。 “

自然就业 ” 制提高

了农民家庭对生育的经济收益期望值
,

强化了家庭的生育意愿
。

在集体经营中
,

家庭的生产

功能被社会化
,
农民家庭不再直接关心集体的劳动成果

,

也不关心集体的劳动力的延续
,

关

心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成为第一位
。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

农副产品产出增长慢
,

国家又

实行高统购
,

而人 口增长迅速
,

因此
,

在农村可分配的基本上是农村人 口的 “
生存资料

” ,

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不得不采取按劳分配和按人分配的棍合式分配制度
。

孩子一出生就可以

给家庭带来
“ 巨大 ”

收益
。

在城市
,

孩子的口粮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适当增长
,

而在当时吉林

省农村
,

是 介够不够三百六
” ,

孩子一出生就可以获得至少 3 60 斤的口粮
,

以及柴草
、

蔬菜
、

自留地
、

宅基地及紧缺工业品的票证等
,

这些都远远超过了孩子的实际消费量
,

成为多子女

家庭生活相对宽裕的重要原因
。

所以
,

混合的分配制度下
, “

多生育” 成为扩大家庭消费
,

增加家庭经济福利和社会实力的一种手段
。

而且
, “

自然就业 ,, 的延续未对家庭子女的就业产生任何压力
。

因此
,

农民的生育观难

以受到触及
, 农民难以产生控制生育的自觉愿望

。

反而是集体
“
平均化

”
分配的实物

, “
自

然制
”
的就业

,

使农民家庭生活得到基本保证
,

为多生多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
,

以

致于使一些本来能抑制多生育的因素
,

如妇女社会劳动参与率提高
,

老后仍可分得消费资料

等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

农民家庭生育一直维持在高水平上
。

19 7。年实行的计划生育
,

使农民家庭的生育功能和活动受到了社会
、

集体的干预
。

由于

家庭各种功能及成员活动的社会化程度很高
,

集体掌握着生产资料
、

生活资料
,

甚至劳动力

的所有权
,

集体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在撑制生育中发挥着极为有效的强制作用
。

在农民只

, 不p4
,



关心传宗接代
,

不关心劳动力延续
, 只关心消费资料分配

,

不关心劳动成果生产之时
,

集休

利用分配权和其它权力
,

采取奖罚措施有效地调节了农民的生育行为
,

促使农村生育水平迅

速下降
,

妇女总和生育率由 1 9 7。年的6
.

38 下降到 1 9 7 8年的 2
.

97
。 ① 高度集权的集体经营和行

政管理
,

家庭功能与成员活动的高度社会化
,

成为 7 0年代计划生育取得成功
,

农村生育率迅

速转变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三
、

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与生育行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
。

从 80 年代初起
,

全国各地进一

步实行了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家庭经营
。

这种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

调动

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
,

农业生产获得了内在动力并取得了长足发展
,

促使中国农村经济

由自给半自给向商品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

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

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

进行家庭生产经营的同时
,

农民家庭的各种功能及成员的各种

活动发生了变化
,

从集体回归家庭并得到强化
,

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又一次出现了非社会化

趋势
。

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家庭重又获得了全部经济功能
,

使生产
、

消费
、

养老和生育等功能

重又直接结合在家庭内部
。

家庭功能和成员活动为家庭化
,

促使农民家庭既要关心劳动成果

的生产
,

又关心劳动力的延续和老有所养
。

也为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协作提供了基础
,

形成

了增加生育的家庭环境
。

但是
,

自70 年代计划生育实施 以来
,

家庭的生育功能和生育行为受

到社会影响而部分地社会化了
,

从而使社会的生育控制与家庭经营相背离
,

微观家庭的生育

需要与宏观的计划生育相冲突
。

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过程中
,

农民家庭根据其人口的多少获得了按人平均的土地
,

拥

有了发展生产
,

发家致富
,

提高生活水平的生产资料基础
。

农民从家庭经济利益出发
,

追求

较多的土地成为一种必然
。

土地承包期限较短
,

农民家庭可 以由于人 口的增加
,

在土地承包

变动中获得更多份额的土地
。

由于各部门间政策及管理未能协调一致
,

土地管理部门曾一度

按其政策对新增者分配宅基地和耕地等
,

形成了
“
计生助理扣地

, 土地爷给地
”
的 矛 盾 局

面
,

造成计划生育管理的被动
。

据统计
, 1 9 8 7年全国耕地面积中

,

有40
.

04 %是机耕
,

机械播种和收割面积仅为 9
.

65 %

和 4
.

22 %
,

其余灼必须手工操作
。

② 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一样
,

农村的多种经营也

大多停留在 以手
一「操作的体力劳动为主的水平上

。

虽然农业科学技术近年有了较快的发展和

普及
,

但农业生产仍摆脱不 了自然力的约束
,

家庭劳动力的多寡
、

强弱
,

再次显示出其重要

性
。

家庭劳动力多既可以务农
,

也可以进行多种经营
,

如
:
外出做工

、

经商
,

增加致富门路
,

可 以在家庭内形成较好的分工协作
,

促进家庭的合理经营而尽快致富
。

这一切必然造成农民

家庭对劳动力的追求和
“

多子多福
”

观念的抬头
,

使得农民家庭产生强烈的生育动机
。

此外
,

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的建立
,

使家庭拥有了除土地以外的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

随着经营

的发展
,

收入的增加
,

家庭财产的内容 日益扩大
,

财产的继承就在传宗接代
“
传男不传女

”

这一传统意识中加入了新的经济内涵
。

这势必致使农民从家庭经济利益及养老出发
,

追求生

育男孩
,

一些农户产生了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强烈生育动机
,

从而引起总体生育水平的上升
。

① 19 82 年中国 1 %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
。

② 《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8 8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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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与农民的生育行为

70 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农村从 自给半 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

的转变
,

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

部分农民家庭的功能和成员活动开始了新的意义上

的社会化
。

农村乡村企业的蓬勃发展
,

专业户
、

兼业户的大批涌现
,

新型农民经济联合体的

兴起
,

使得农民家庭成员的活动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
,

家庭内部经济结构和成员间的经济

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动
,

这对农民家庭生育观和生育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

乡村企业的生产经营是一种社会化生产经营方式
,

有相对精细的分工和严格 的 操 作 制

度
,
要求从业者掌握各种操作规程

,

适应和遵守规章制度
。

而且
,

从业者多为年龄轻
,

教育

程度较高
,

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的人
。

因此
,

走出家庭经营从业于乡村企业的人员在学习
、

适应并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
,

自觉与不自觉地学习到新的价值观
、

态度和行为方式
。

近年来
,

我国乡村企业迅速发展
,

就业人数迅速增加
,

尤其是大批妇女走出家庭就业于

乡村企业
,

对促进生育率的下降起到了积极作用
。

吉林大学人 口所 1 9 8 6年对江苏太仓乡村企

业从业人员的调查表明
,

由于每个农户承包有责任田
,

妇女难以独立承担
,

男性劳动力被土

地拖住了手脚
,
而乡村企业多是轻工企业和商业服务性的

,

女性从业者占相当大的比重
。

在

被调查的 4 个乡 48 个企业的 9 l e 6名从业人员中
,

女性占了 5 1
.

5%
,
随年龄的降低

,

这一 比重

更高
,

如 20 一 2 4岁组女性从业人员高达 63
.

4%
。

乡村企业从业人员的增加
,

农村妇女活动的

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

对家庭关系
、

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

可以促使乡

村企业人口尽快脱离传统农业意识和旧的生活方式
。

在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

农村个体工商户
、

专业户
、

兼业户及新型农民经济联

合体大批涌现
。

这些家庭和联合体已不同于传统的家庭经营
,

而进入了商品经济领域
。

这些

家庭既具有传统家庭经营的某些特征
,

又具有商品经营的特征
。

在现阶段
,

农村 个 体 工商

户
、

专业户
、

兼业户及联合体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生产和经营
,

仍然未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影

响
,

如有的专业户
、

工商户由于收入高有了钱
,

便准备了罚款进行超生
,

不生儿子或不再生

几个孩子觉得
“
钱白赚

” 了
。

另一方面
,
个体工商户

、

专业户及联合体的家庭的生产消费
、

教育
、

抚养等都与传统家

庭有所不同
,

从其生产功能来看
,

这些家庭摆脱了小而全的封闭式家庭经营
,

以一技之长参

与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
,

要求不断提高技术和经营
,

降低成本
,

节省时间
。

在消费上追求较

高档次
,

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产生了对子女的替代效用
。

在对子女的

教育上
,

这些家庭越来越依靠社会化教育
,

舍得花钱送子女上
“
议价

”
学

,

高薪聘请家庭教

师
,

由于家庭收入高
,

有了大量积蓄
,

养老有了经济保障
, “

养儿防老
”
的观念 随之 淡 化

了
。

农村个体工商户
、

专业户及联合体在带动一般农户发展生产和促进观念转变上也起着重

要作用
。

在生产上带动并帮助一般农户从 自给半自给转向商品经营
,

活跃整个农村经济
。

在

生活上
,

较高的生活水平及新的生活方式会引起广大农民的青睐
,

带动一般农户在发展生产

增加收入的同时改变传统生活习惯
。

农村个体工商户
、

专业户
、

联合体生活在广 大 农 户 中

间
,

其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

而且
“
两个文明

”
建设中

,

在生产生活上助贫
,

支援社区公

共事业发展
,

都将促进计划生育的顺利进行
,

促进农村生育率的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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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社会化程度的高低
,

_

影响着生育模
式的变化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家庭功能不断为社会功能替代
,

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地活动

于社会场所
,

改变了家庭内部经济结构
,

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
,

降低了子女对家庭
、

对父辈

的价值
,

提高了子女对社会
、

对其自身的价值
,
从而改变了家庭的生活方式及成员 的 价 值

观
,

影响着生育观的变化
,

促进生育行为的转变
。

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
,

家庭的各种行为受社会制约越强
,

社会化程度

越低
,

社会制约的作用相对越弱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动
,

农民的家

庭功能及活动的社会化经历了
“
低一高一低

”
的过程

。

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
,

促进了农业发展 , 同时也使农民家庭的功能及活

动从高度集体的社会 回落到家庭
,

促使农民家庭重视和关心土地
、

劳动成果生产
、

劳动力延

续及养老
,

形成了增加生育需求的家庭环境
。

而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的家魔化又使得社会对

家庭生育行为的制约作用相对减弱
,

造成生育的社会宏观控制与家庭增加生育的矛盾
,

致使

一些农户采取了计划外生育行为
。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产业结构的变化
,

农民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开始了新的意义

上的社会化
。

农民家庭商品经济活动参与率的提高
,

再加上孩子抚育
、

老人养老
、

家务劳动

等的社会性服务不断增加
,

才能促进农民家庭价值观和生育观的彻底改变
,

缓解人 口的客观

控制与家庭生育需求增加的矛盾
,

推动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彻底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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