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人 口性比失调的主要因素

— 河北省人口性比率研究

金 榜

本文作者通过对河北省人 口性比状况的考察
,

在整体上肯定河北省人 口性比率

是平衡的同时
,

指出其某些地区
、

市及某些年龄段的人 口性比是失调的
,

并从婴儿性

比
、

年龄段性比
、

地区间和城乡间人 口性比等方面分析了影响人 口性比失调的主要因

素
,

提出了三种人 口性比失调的类型
,

即死亡型性比失调
、

迁移型性比失调和出生型

性比失调
。

还提出了
,

不 同类型性比失调的功能是不同的
,

解决的对策亦应相异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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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1 9 4 6年生
,

河北大学讲师
。

性比率问题是个自然问题
,

但从本质上说是个社会问题
。

人类男女性别比率在常规条件下

应当是
、

也自然是和协的
、

平衡的
。

但是
,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

在局部地

区或某些较大的范围内
,

也会出现性比率失调现象
。

性比率失调不仅会使人们的身心健康受

到影响
,

而且会直接 导致出现许多社会问题
。

因此
,

对人 口性 比失调状况进行合乎科学的考

察
,

对影响性比失调的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
,

对性比失调的功能进行全面的研究
,

是科学的

解答这一间题所必要的
。

本文试图就河北省人 口性比率的资料
,

对人口性比率失调问题做出

尽可能合乎科学的说明
。

一
、

河北省人口性比状况

在谈及河北省人 口性比率状况之前
,

首先应明确何为人 口性比率 (或性比 ) 失调 ? 人口

学上把女性为 1 00
,

男 性与女性人 口之比称之为人 口性比率
。

人口学界大多数人通常把人 口

性比率在 1 03 一 1 08 之间称为正常的性比率或平衡的性比率
。

凡是高于或低于 1 03 一 1 08 之间的

性比都称之为性比失调或性比率不平衡
。

以这一人 口学界公认的标准
,

考察河北省人 口性比

状况可以得出
:

1
.

从整体上看河北省人 口的性比率是平衡的
、

正常的
。

河北省 19 8 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
,

总人 口为
: 5 3 0 0 55 0 7人

。

其 中男 性 人 日 为

2 7 1 2 5 6 0 8人 , 女性人口为
: 2 5 8 7 9 8 9 9人

。

性比率为 1 0 4
.

8 1
。

人 口性比率是正常的
。

2
.

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
,

从河北省的历史上看
,

人 口性比率也是正常的
、

均衡的
.

这可以从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得到说明
。 1 9 5 3年进行的第一次人 口普查结果是人日性

比率为 1 02 ; 1 9 6 4年进行的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人口性比率为 1 04
.

62 , 1 9 8 2年 进行的第

三次人 口普查的结果是人 口性比率为 1 04
.

81
。

3
.

从年龄段的性比率上看
,

不同年龄的性比率是有差异的
。

从1 9 8 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可 以看出
,

o 岁组人 口性比率为工06
.

84 , 1一 4 岁组的人口



性比率为 6 0 1
.

6 9
,

均是正常性比
; 18 一 23 岁组的性比率则表现出失调状况

。

五个年龄段的性

比率是
: 2 5岁人 口 性比率 9 7

.

9 2 ; 1 9岁人口 性比率为 9 3
.

4 8 ; 2 0岁人口性比 互林为 9 9
.

0 6 ; 2 1 岁

人口性 比率为 91
.

66 ; 22 岁人 日性比率为 99
.

3 4
。

此外
,

弘岁以上各年龄组均为男少女多
,

而

且随着人 口年龄的增加
,

人 口性比率呈下降趋势
。

4
.

从地理分布上看
,

10 个地区的人口 性比率
,

除张家口地区人口 性比为 1 1 4
.

32 和衡水

地区人口 性比为 99
.

48 外
,

石家庄
、

唐 山
、

邯郸
、

保定
、

邢台
、

廊坊
、

承德
、

沧州等 8 个 地

区人口 性比基本上都是在正常范围内
。

在城乡间
,

人口性比率则表现为城市高于农村
。

城市

人 口性比率最高的是邯郸 13 4
.

4 0 ,

最低的是秦皇岛 1 0 9
.

肠
。 1 1个城市总体人 口性比是 1 16

.

27
,

比 10 个地区总体人 口性比 1 0 4
.

4 9高 1 1
.

78 个百分点
。

5
.

我们进一步 以市
、

县为单位展开
,

比较婴儿性比率情况可以看出
:

在 n 个市中
, 。

岁组人口 性比率在 1 08 以上的有邢台
、

秦皇岛
、

衡水
、

邯郸等 4 个市
,

占城市总数 的 36 % ,

在 1 03 以下的有沧州市
,

占城市总数的 9
.

1%
。

1 一 4 岁组人 口性比在 1 08 以上的有邢台
、

保定
、

廊坊
、

衡水
、

邯郸 5 个市
,

占城市总数的45 %
。

在 13 9个县中
, O岁组人门 性比在 10 8以上的共有 4 3个县

,

占全省总 县 数 的 3 9
.

5% ,
在

1 0 3以下的共有 9 个县
,

占总县数的6
.

5%
。 1一 4 岁组人口性比在 108 以上的共有28 个县

,

占全省总县数的20
,

1% , 在 10 3以下的有一个县
,

占总县数的0
.

7%
。

二
、

影响人口性比失调的主要因素

从上文的事实中
,

我们知道
,

虽然河北省人 口的性比率在总体上看是协调的
、

正常的
,

但展开来看
,

某些地区
、

某些市及某些年龄段的人 口性比是不协调的
、

不正常的
。

以下我们

将从婴儿性比
、

年龄段性比
、

地区间和城乡间人 口性比率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考察引起性比

失调的原因
。

1
。

婴儿性比失调的原因

这里婴儿性比率是指 。 一 4 岁年龄组的人 口性比率
。

婴儿性比率是人们最关注的
,

也是

人们议论最多的问题
。

人们也有各种关于影响儿童性比率失调原因的说法
:

其一是说
,

由于

施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和群众中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

人们为了得到

生男孩的机会而溺害女婴
,

因而导致了婴儿性比率失调 , 其二是说
,

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

想和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
,

可以对孕妇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

然后根据胎儿性别鉴定的结果再

决定是否终士坏孕 ) 因而导致了婴儿性比失调乡第三种说法认为门 1)于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

使得女婴受到虐待— 有病不给治或有病不象对男孩那样认真
、

及时地进行治疗和护理
,

因

而造成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而导致了婴儿性比率失调 ; 第四种说法是
,

由于经济条件不同
,

使

得人们食物的结构也不同
,

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
,

由于食物的质量差
,

达不到一定的碱性
,

因而生男孩较多—
婴儿性比率失调了

。

我们首先假定第一种关于婴儿性比率失调原因的解释是正确的
,

那么溺婴现象在河北省

的城市和农村都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

因为有 45 % 的市和 39 % 的县婴儿性比率在 1 08 的 正常

范围之外
。

例如
,

保定市 1 9 8 1年 O岁人口 的性比率是 1 1 3
.

7 (其中男婴 3 8 01
,

女婴 3 3 4 3 )
。

如

果按溺女婴是性比失调的原因解释
,

保定市在 1 9 8 1年致少溺杀女婴 1 90 人
。

那么
,

全省溺杀女

婴当以万计
。

虽然我们并不排除个别溺害女婴的现象
,

但要做出溺害女婴是导致婴儿性比率



失调 的原因显然是荒谬的
。

不要说是溺杀这么多的女婴
.

就是溺害一个女婴也是犯罪行为
,

是法律所不容的
。

另外
,

这样的结论也 显然和人们所了解的事实不符
,

与人们的常识背道而

驰
。

这也就是说以溺害女婴作为性比失调的原因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

我们再假定第二种关于婴儿性比率失调的解释是正确的
,

即现代医学的确能够准确地鉴

别胎儿的性别
,

而且这种鉴别胎儿性别的技术在我省应当是普遍地采用了
。

但是
,

那些婴儿

性比率失调的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众是不能进行这种科学鉴别的
,

因为广大农村缺少或不具备

这样的条件
,

还因政府历来是明令禁止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的
。

我们虽然不能排除个别人和

个别医院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 以达到生男孩的 目的
,

但把它作为影响婴儿性比失调的主要原

因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

我再假定第三种说法
“
由于虐待女婴

,

而使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
,

因此导致婴儿性比率

失调
”
是正确的

,

那么
,

婴儿的死亡率调查应当表明女婴的死亡率高于男婴的死亡率
。

特别

是在广大农村
,

女婴的死亡率更应当高于男婴的死亡率
,

因为农村人比城市人的重男轻女思

想更为严重
。

但是河北省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结果却证明此种解释也是站不住脚的
。

河北省第

三次人 口普查的资料显示
,

O岁组死亡人 口性比率为 12 0
.

83
,

即男婴死亡率高于女婴死亡率

2 0
.

8 3 个 百分点 , 1一 4岁组死亡人 口之性比率为 10 4
.

5 ,

男婴死亡率仍高于女婴死亡率 4
.

5

个百分点
。

在农村
, 0 岁组死亡人 口之性比率为 1 2 5

.

02
,

男婴死亡率高于女 婴死亡率 2 5
.

0 2个

百分点八一 4岁组死亡人 口之性比率为 104
.

3 8
,

男婴死亡率仍高于女婴死 亡率 4
.

38 个 百分点
。

另外
, 1 9 8 7年河北省 1 %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

: o 一 4 岁婴儿死亡人口之性比率为 1 55
.

弱
,

男婴的死亡率也大大高于女婴
。

事实不支持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死亡率的观点
。

第四种关于婴儿性比失调的解释是由于
.

人体的能量摄入满足不了需要而使体液呈碱性
,

也就是说食物粗糙
,

蔬菜过多
,

因而男婴比女婴出生的比率高了
。

我们也首先假定这一种解

释是正确的
,

我们虽然不能直接通过对全省人口的食物结构进行观察来对这一观 点 进 行 检

验
,

但我们可以通过全省各地区的经济条件的比较
,

对这一观点进行间接检验
。

这是因为 :

人们食物的结构
、

质量总是和经济条件相关的
,

经济条件不好
,

人们生活贫困
,

自然食物结

构容易单调而不合理
,

质量也会差
。

反之
,

经济条件好
,

食物结构自然会较合理
,

质量也会

高
。

这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和性比是相关的
。

我们对河北省各县 1 9 8。年
、

1 9 81 年
、

1 9 8 2年三年

出生的婴儿性比率和经济收入作了相关分析
,

结果是 1 9 8。年相关系数是
r = 0

.

0 3 3 ; 19 8 1年的相

关系数
r 二 。

.

09 6 , 1 9 8 2年相关系数
r 二 。

.

0 8 2
。

经济条件与生育婴儿的性比率相关不显著
,

不

足以证明第四种解释是正确的
。

笔者假定母生育年龄可能对婴儿的性比率有影响
,

年轻的母亲可能比年老的母亲更倾向

于男孩
。

又加之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
,

妇女完成生育的时间大多数在年轻时就

结束了
,

因此
,

婴儿性比失调了
。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
,

我们在河北省的海兴
、

乐亭
、

安新
、

张北
、

武安等县以村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调查了 1 6 7 3名妇女的生育史
。

统计结果是
:

各组母

生育年龄所出生的婴儿性比率是
: 1 5一 1 9岁是 1 1 1

.

7 ; 2 0一 2 4岁是 1 1 3
.

9 , 2 5一 2 9岁是 1 0 4
.

5 ,

30 一 34 岁是 1 1 0
.

4 ; 3 5一 39 岁是 90
.

5 ; 40 岁以
.

上是 98
.

5 ; 总体婴儿性比是 107
.

7
。

资料不能对

母生育年龄对婴儿性比的影响证伪
。

但是这一假设却受到了 1 9 8 7年河北省 1 % 人口抽样调查

资料的挑战
。

该调查结果的各年龄组婴儿性比是 15 一 19 岁为 1 04 , 20 一 24 岁为 1 0 9 , 25 一 29 岁

为 1 1 7 , 3 0一 3 4岁为 1 2 9 ; 3 5一 3 9岁为 1 2 9 ; 4 0岁以上为 1 1 9 ; 总体出生婴儿性比为 1 1 4
。

七述 结

果虽不能否定母生育年龄对婴儿性比的影响
,

但却和上述假设相反
,

随着母生育 年 龄 的 增



加
,

婴儿性比率不但没有
一

f 降反而 上升了
。

可见母生育年龄对婴儿性比影响的假设确立的理

山也不充足
。 - - - - - - - -

—

—
那么

,

到底是什么因索
一

学致婴儿性比率失调呢 ? 肴来是不能用单
一 因索来说明这一 问题

的
,

只能从综合因素来解释婴儿性比失调这一现象
。

也就是说上述各种因素都对婴儿性比率失

调有影响
,

但每种因素又都不能单独 导致婴儿性比失调
,

若综合起来就可以导致性比失调了
。

2
.

其它年龄的性比失调的原因

河北省 1 9 8 2年人口普查资料告诉我们
,

18 一 22 岁以上年龄的人口性比率都低于 10 0以下
。

《中因人口
·

河北分册》认为
,

18 一 22 岁年龄组人口性比率的特殊表现的原因在于— 该

年龄组属于兵役年龄的人口 范围
,

而在兵役 人口中男性 人口又占绝大多数
。

这部分人 口又不在

地方政府人口普查登记的范围内
,

所以 表现了该年龄组的女性 凡口多于男性人口 的特殊现象
。

《中国人 l
一

!
·

河北分册》 还推算出
,

河北现役军人约2 1 1 5 。。余人
。

如果把这部分人口加入 该

年龄组的人日中登记
,

则性比可由原来的 9 5
.

5 9上升为 1 04
.

2 ,

达到正常人口性比率状况
。

我

们假定这一解释是正确的
,

那 么
,

我们可以预测
,

中国其它省分 1 9 8 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

果必然会表现出同一现象
,

即可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来检验这」假设
。

通过检阅全国人口普

查资料
,

18 一 22 岁组人 口性比率表现出具有同一趋势
。

不能对 《中国人 口
·

河北分册》 的解

释进行证伪
。

这种解释是可以确定的
。

65 岁以上人 口性比率女多于男
,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

不仅河北省是如此
,

而且其它省分

也是如此
,

全世界各国也是如此
。

这是 由于男女的平均期望寿命不同
。

由于生理
、

心理等因

素
,

女性的平均期望寿命高于男性的平均期望寿命
。

或是说男性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女性人口

的死亡率
,

因此
,

导致了老年女性人口多于老年男性人 口
。

如河北第三次人 口普 查 结 果 表

明 : 0 岁组平均期望寿命
,

男性为 6 9
.

14 岁
,

女性为 71
.

88 岁 ; 20 岁组平均期望寿命
,

男性为

5 1
.

77 岁
,

女性为 54
.

23 岁
。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 。岁组的平均期望寿命

,

男性为 68 岁
,

女

性为 70 岁
。

3
.

影响人 口性比率地区间差异的因素

前文中已经指出
,

我省各地区之间
、

城乡间存在着性比差异的现象
。

在 10 个地区中
,

较

为特殊的是张家 口地区 (人 口性比率是 n 4
.

3 2 )和衡水地区 (人口性比率是 99
.

48 )
,

而其它

地区的人口性比率是正常的或是接近正常的
。

我省 n 个城市的人口性比均在 1 09 以上
,

最高

是邯郸 1 32
.

4 3 ,

都处于性比率不正常状态
,

又都高于乡村人 口性比率
。

首先
,

我们探讨张家 口地区人 口性比率较高的原因
。

一种观点认为妥 张家 口地区灭口性
-

一—
比率高

,

是由于该地区贫穷
、

落后
,

人们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而导致出生婴儿性比率高造成的

结果
。

但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
,

尽管该地区 。 岁组人口性比率是 1 0 8
。
3 1 , l 一 4 岁组

人口性比率是 108
。

66
,

略高于正常水平
,

但它却不足以解释 1 14
.

3 2的高人口性比率
。

也就是说

这种观点不足以成立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张家口地区 凡口性比率高是 由于
“
疾病

,

特别是地

方病对人 口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

有人指出
,

张北等县历史
_

L发生过的克山病
,

女性的死

亡率一般都高于男性的 3一 4 倍
。

我们假定这种解释是正确的
,

那么
,

张家口地区的地方病

不仅是严重的
,

而且也是普遍的
,

同时也是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的
。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

张

家口地区的张北
、

沽源等县在 50 年代初和 60 年代初确实发生过地方病— 克山病
,

但这种病

在人民政府和医疗卫生部门的努力下
,

很快得到了控制
。

尽管在发病期间
,

女性的死亡率高

于男性
,

但染病人数不多 ( 1 9 6 3一 1 96 4年张家 口地区有 1 0 6 5例克山病患者
.

其中男女比例是



1 : 3 )
,

不足以对该地区人口性比率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

第三次人口普查还表明张家 口 地

区死亡人口性比率是 1 4 3
.

8 ,

男性死亡人 口高于女性死亡人口 的 4 3
.

8 个百分点
。

此种以地方

病来解释张家口地区人口性比率高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

那么
,

是什么原因导致该地区人 口

性 比 这 样 高呢 ? 笔者认为
,

由于张家口地区地处山区和坝上
,

地理条件差
,

经济不发达
,

人民生活水平低于相邻的大同
、

北京
、

内蒙
、

保定等地区
,

因此
,

导致了婚龄妇女通过结婚

使自己流动到较富裕的地区生活
,

而较富裕地区的妇女
,

一般又不情愿往这一地区流动
,

这就

造成了婚龄妇女流动不平衡
,

即较高的性比率是由于迁出张家口地区的妇女多于迁入张家 口

地区的妇女人数使然
。

假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

笔者则可以用张家口地区妇女迁移的资料来

验 证 这 一 观点
。

但我们至今还不能搞到这样的资料
,

我们只能改用张家 口地区 15 岁以上人

口婚姻状况的资料来间接验证这一观点
。

我们从河北省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资料中可以查到
,

张

家 口地区 15 岁及巧岁以上未婚人 口性比是 1 77
.

4
,

远远高出其它 9个地区 15 岁及 15 岁以上未婚

人 口的性比率
。

如
,

比其中未婚人口性比最高的承德地区 1 4 2
.

5还高出 3 4
.

9个百分点 ; 比其中

未婚人口性比最低的廊坊地区 12 7
.

4高出 50 个百分点 , 比全省未婚人口 性比 1 3 7
.

5高出 3 9
.

9个

百分点
。

由此可以间接判别出婚龄妇女外迁是造成这一后果 (结婚率低 ) 的主要原因
。

以婚

龄妇女流动不平衡来解释张家 口地区人 口性比率高的观点不能被证伪
。

其次
,

我们再来探讨是何种因素导致衡水地 区人 口女性多于男性
。

是由于婴儿性比率不

正常吗 ? 不是的
。

因为该地区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
, 0 岁组人 口性比率为 1 0 6

.

8 1
, 1

一 4 岁组的人 口性比率为 107
.

09
,

都属于正常的人口 性比
。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 有一种

观点认为
,

历史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造成该地区人口性比率失调— 女多于男
。

我们也先

假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

那么
,

我们可以用预测凡是发生抗日战争
、

解放战争的地区都会表

现出同一趋势的办法来验证这一观点
。

我省的沧洲
、

保定
、

唐山地区都是抗日战争
、

解放战

争的激烈战场
。

按上述观点
,

这几个地区也应是战争中男性大量死亡— 女多于男
。

但通过

查阅人口普查资料
,

这三个地区的人 口性比都是男多于女
,

这三个地区的人口性比
:
唐山地

区为 1 04
.

77
,

沧洲地区为 1 02
.

81
,

保定地区为 10 4
.

30
,

均表现了和衡水地区不同的状况
。

上

述假定被证伪了
。

以战争来解释衡水地区人 口性比失调是不充分的
。

当然
,

战争无凝会造成

女多于男的状况
,

但战争必定是 30 一40 年前的事
,

它们影响的主要是 55 岁以上的人 口性比
,

但不能以历史上的战争解释其它年龄的性比失调
。

笔者认为
,

衡水地区人口性比失调的原因

在于
,
该地区地处黑龙 港流 域

,

历史上水患
、

盐碱
、

风沙等灾害严重
,

人们生 活 水 平 低

下
,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生活水平比承德
、

张家 口两个地区还低
, 1 9 7 8年的人均年收入只

有 60 元
,

人均占有粮食3 10 斤
。

因此
,

从历史上到解放后根治海河之前
,

人口大量 外 流
,

特

别是青壮年男性人 口在外流的人 口中占有绝大比重
,

因而导致了女多男少的状况了
。

该种假

设的正确性可以用衡水地区人口迁移的资料来验证
。

但我们目前不能得到这样的资料
,

不过

我仍可以用衡水地区 15 岁及 15 岁以上有配偶的人 口数及人 口性比率来验证这一假设
。

衡水地

区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结果表明
:

15 岁以上有配偶的人 口
,

女性是 7 9 8 5 2 7 人
,

男性 是 7 4 5 9 6 6

人
,

女性有配偶的人 口比男性有配偶的人 口多 52 5 6 1人
。

也就是 说 这 5 2 5 61 妇 女 的 配 偶在

外地
,

人口普查登记当然不包括这些人
。

如果将这部分男性人口加上
,

或是减去这部分女性

人口
,

该地区的人 口性比就由”
.

48 上升为 1 02
.

6 ,

性比率接近正常
。

笔者的假设 不 能 被 证

伪
。

虽然
,

该假设不能完全解释衡水地区的人口 性比失调
,

}旦作为影响衡水地区性比失调的

主要因素是无疑问的
。



最后
,

我们来探讨我省 n 个市为何人口性比率普遍高于农村人口性比率
。

第三次人仁1普

查的结果告诉我们
,

全省 11 个市的总人口为 6 0 4 8 1 4 4人
,

其中男性人口为 3 2 5 1 5 8 1 人
,

女性

人口为 2了9 6 5 6 3 人
,

性比率为 1 16
.

27 人 , 全省农村人口为 4 5 7 4 6 5 7 2 人
,

其中男 性 人 口 为

3 2 32 2 12 8 7人
,

女性人口为 2 2 5 2 5 2 8 5人
,

人口性比率为 1 0 3
.

0 9 。

城市人口性比率高于农村人

口性比率 1 3
.

1 8个百分点
。

城市 O一 14 岁年龄组 的 人 口 总 性 比 均在 1 05 一 10 7 之间
,

这说

明计划生育不是导致城市性比率高于农村的原因
。

那么
,

应如何解释城 市 人 口 性比率高于

农村性比率这一现象呢 ? 《中国人口
·

河北分册》 认为
,

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
,

吸收了大量

农村人门
,

其中绝大多数又是男性人口
,

因此
,

城市人口的性比就高出正常范围
,

同时
,

也

就高于农村的人口性比率了
。

假定这种解释是正确的
,

那它就是不能被证伪的
。

我们虽然没

有搞到农村人 口迁入城市的统计数字来直接检验这一假设
,

但我们仍可以用有配偶的城市人

口性比率来间接验证这一假设
。

第二次人口普查的资料表明
,

城市有配偶的人口 性 比 率 是

1 2 0
.

7 ,

即男性有配偶的人口比女性有配偶的人口高 2 0
。

7 个百分点
。

这也就是说这20
.

7% 的

男性人口是由农村迁入城市的
,

或者他们的配偶是在外地 (主要是在农村的 )
。

我们再从绝

对数看
,

城市中有配偶的男性人 口为 1 7 0 42 7 7 人
,

比有配偶的女性人口 1 4 1 1 7 5 3人多 2 9 2 5 2 4

人
。

如果把这个数字从城市中的男性人口中减去
,

或是给女性人口加上这个数字
,

那么城市

人 口的性比率就成为 1 05
.

3 ,

属于正常范围
。

可见
,

由于城市经济建设 的 需要
,

大量农村的

男性人口迁入城市
,

导致城市性比失调的解释不能被证伪
。

通过对以上河北省人口性比率的失调原因的分析
,

我们现在可以归纳出
:

第一
,

由于平

均期望寿命不同
,

死亡率不一样而导致 的—
死亡型性比失调

。

这一类型可以用来解释 6 5岁

以上人口女多男少的现象
,

也可以用此来解释地方病导致的男 女性比率失调
,

还可以用来解

释战争而导致的人口性比失调
。

第二
,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

生活水平不一致而 导致

的

— 迁移型性比率失调
。

这一类型可以用来解释由于婚迁
,

灾
、

困迁移和建设迁移导致的

性比率失调
。

第三
,

由于综合因素导致的— 出生型性比率失调
。

该类型可以用来解释出生

婴儿性比失调现象
。

三
、

性比失调的功能

从总体上看
,

人口性比率失调
,

不管是男多于女还是女多于男的直接影响是会给婚姻匹

配造成困难
,

影响社会的安定和人们的身心健康
,

它的间接作用是 由于结婚率低可以抑制人

口的增长
。

另外
,

性比率失调的现象又可以提醒政府调整现行的社会
、

经济政策
,

使之有利

于社会经济的健康
、

稳步地发展
。

从具体上讲
,

不同的
`

性比失调类型的社会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

死亡型性比失调的直接作用是
,

使社会人口中鳃
、

寡
、

孤独人数增加
.

破损家庭增加
,

致使人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

但这种失调
,

又提示人们应该注意解决好破损家庭的问题
,

解决鳃
、

寡
、

孤独人的婚姻问题
,

特别是老年鳄
、

寡的再婚间题
。

还提示政府要注意各种地

方病
、

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和预防各种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
,

减少不必要的人口死亡
。

迁移型的性比失调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指标
。

它的直接作用是
:
第一

,

造成

地区间结婚率的严重差异— 贫困地区男性人口结婚困难
,

富裕地区女性人口结婚困难
;
第

二
,

造成大量夫妻两地分居
,

给国家和个人造成经济上的浪费等各种社会问题
。

第三
,

人口 盲目



流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

也会造成社会治安
、

生活安排等方面的社会问题
。

当然
,

这种迁

移型的性比失调还有其特殊作用
:

第一
,

它促进异地间的人 口流动和城乡间的人口流动
,

可

以打破落后地区的封闭状态
,

有利贫富和城乡地区的经济交流
、

技术交流和文化交流
,

可以

带动农村或落后地区的发展
。

第二
,

它扩大了我国历来很小的通婚半径
,

这有利于国民的团

结和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

第三
,

这种迁移可以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缺乏劳动力的困难和解决

贫困地区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

第四
,

可以促进我 国城市化的发展
。

出生型的性比失调的主要影响正如总体人口性比失调的作用一样
,

会造成婚姻匹配上的

困难
。

但婴儿性比率失调现象可以提示我们各级政府注意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调 整 和 对 溺

婴
、

虐待女婴
、

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惩治
。

四
、

几点结论

通过对河北省人口性比率状况和原因的分析
,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
: {

第一
,

河北省人口 的性比率在总体上是合理的
、

平衡 的
、

正常的
。

第二
,

但在局部地区
、

城乡间以及某几个年龄段存在着性比失调现象
。

第三
,

这些局部地区的性比失调主要有三种类型
,

即
:

出生型
、

死亡型和迁移型
。

第四
,

河北省局部地区性比失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迁移型的性比失调
。

如 n 个城市
、

张

家 口地区
、

衡水地区以及 18 一22 岁年龄组的性比失调状况都是由迁移造成的
。

第五
,

婴儿性比失调虽不严重
,

但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1 9 82年人 口普查已有 43 个

县
、

5 个市的婴儿性比率超出 10 8 的正常范围
。

应当针对导致婴儿性比失调的原因是综合性

原因这一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

防止婴儿性比率失调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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