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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态度与抚育行为及其关系 
——基于武汉市 1 105 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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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武汉三镇 1105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和对“生育态度”、“抚育行为”2个变量的测量，发现新生

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相比，生育态度整体健康、积极向上，且其生育态度与其抚养子女的行为之间存在较强的

相关性：认真思考生育意义的父母在日后抚育子女时有着较为积极的行为。生育态度对母乳喂养的态度及时间的

长短、添加额外营养品的频次以及带孩子进行身体锻炼的频次都有积极的影响。认为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以及

喜欢小孩或者希望有亲生孩子的父母在照顾子女上也有较为积极的意愿和行为，并更加注重对子女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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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of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workers fertility attitudes and their child-raising  
behaviors: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1105 questionnaires in Wu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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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easuring the “fertility attitudes” and “child-raising behaviors” of 1105 migrant workers in Wuhan,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 fertility attitudes and child-raising behaviors of new migrant worker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farmers. Their attitude to birth and parenting behavior exists certain relationship. Those who think seriously 
about fertility had more positive behavior. The paper also found that the fertility attitud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breastfeeding, extra nutrition adding and physical exercise of the kids. Those who thought that child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ir life and loved their children were more active and focus on children’s ability when educating their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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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态度是人们对生育问题所持有的评价和

行为倾向，是人们对生育方式将要采取的行为准

备。生育态度具有特定的心理结构，包括生育认知、

生育情感和生育意向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1]现

代家庭抚育子女不仅仅包括吃、穿等基本生活方

面，还包括教育、能力培养等较高层面，但由于每

个家庭的环境不同、父母观念和文化水平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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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父母有着不同的生育态度，从而使得不同的

父母对子女出生意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

的家庭在对待子女的抚养行为、教育方式上也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子女未来的成长。社会学家认为，在以“养儿防老”

为生育主要原因的社会中，父母更多重视的是生育

子女的数量；而在不以“养儿防老”为生育主要原

因的社会中，父母更容易从为人父母这一角色中获

得心理和经济上的收益，并且也更加重视子女培养

的质量。[2]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这一现

象时认为，家长之所以愿意投入精力、时间和金钱



 
 

4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月 

去培养子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子女可

能成为父母今后主要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子女

的成功可以带给父母更多心理上的安慰或满足。[3]

另有研究发现，父母花费较多时间、精力在子女能

力的培养上确实会对子女日后的成长产生一定的

积极效果，但那些原本不想要孩子，却因社会压力

或者意外怀孕不得不要孩子的父母，往往会以消极

的态度花费相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们的

子女，进而影响他们日后抚育子女的行为，并且还

有可能影响子女早期的身心健康。[4-5] 那么，作为
现代家庭成员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又有着怎

样的生育态度和抚育行为呢？自 20世纪 80年代中
期起，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进行着跨地区的规

模型转移，形成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浪潮。历时 20
多年，农民工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第

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农民工正悄

然兴起。其自身素质明显提高，一般具有相对较高

的文化程度，观念和行为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城市社会的冲击，注重人生价值的追求，在生育子

女的态度和意愿上也和传统的农民有着较大的区

别，[6-7]但传统固有的思维、生活方式导致他们在子

女健康和能力培养等方面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农民

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独有特征。 
为此，笔者拟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新生

代农民工生育态度与其抚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为现

代农民家庭生儿育女提供启示。  

二、样本及其生育态度与抚育行为特征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0 年对武汉三镇新生代
农民工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

工中有 1～3 岁子女者，少部分暂无子女或未婚。
调查采用配额抽样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发

放问卷 1 200份，回收 1 143份，回收率为 95%，
把存在缺省变量的问卷剔除掉后，获得 1 105份有
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2%。调查内容包括孩子的
个人信息、父母的信息和家庭的社会背景，以及父

母在精力和财力方面对子女身体健康、特长培养等

投入的情况。 
表 1显示的是调查对象的样本特征。子女中，

男孩的比重大于女孩，且绝大多数不是独生子女；

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大都在 25 岁以上。大多接受
过至少初中以上的教育，89.0%都有自己的工作。
家庭收入主要集中在 2 500～5 500元之间。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特征 

类   别 题    项 占比/%

子女个人信息 孩子的性别 男 64.3 

  女 35.7 

 是否独生子女 是 28.1 

  否 71.9 

年龄 24岁及其以下 13.2 

 25～30岁 79.7 

 30岁以上 7.1 

婚姻状况 已婚 86.3 

 未婚 13.7 

学历 大专及其以上 1.2 

 高中 37.1 

 初中 54.2 

 小学及其以下 8.5 

工作状况 在岗 89.0 

 失业 11.0 

家庭平均月收入 2 500元以上 12.9 

 2 500～4 000元 46.1 

 4 500～5 500元 29.4 

 5 500元以上 11.6 
 
本研究需要测量的 2个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的

“生育态度”和“抚育行为”。1)生育态度。通过测
量“父母生养子女的主要原因”和“父母认为子女

最重要的方面”2 个变量，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
生育态度。经过归纳，新生代农民工生育子女的主

要原因为以下 8类：遵循大自然规律、希望看到自
己生命的延续、单纯地喜欢小孩子、希望拥自己的

孩子、养儿防老、迫于父母长辈的压力、意外怀孕、

其他。被调查者还需要在健康、孝顺、幸福、成功、

受欢迎中选出他们认为对子女最重要的方面是什

么。2)抚育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抚育行为主要包
括 2个方面：照料子女健康方面的行为和对子女能
力培养的意愿。父母在照料子女健康方面的行为主

要包括：产前检查、母乳喂养、儿童营养补充和带

儿童健身等方面；父母对子女能力培养的意愿主要

包括：父母对有助于提高子女智力、艺术技能和体

育技能的课程的选择意愿。其中提高智力水平的课

程包括：中文读写、英语、数学以及使用计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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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提高艺术技能的课程包括：音乐、美术、舞

蹈等；提高体育技能的课程包括：游泳、滑旱冰、

乒乓球等。 
问卷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态度整体健

康、积极向上。在问及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子女最重

要的方面时，85.3%的父母表示子女的健康最重要，
只有 8.9%的父母认为孝顺最重要，“幸福”、“成功、
受欢迎”这 2项很少有人选。在回答“养育子女的
主要原因”时，16.9%的选择“遵循自然规律”，16.8%
的选择“养儿防老”，14.8% 的选择“子女是父母
生命的延续”，14.2%的选择“迫于长辈的压力”，
13.7%的选择“意外怀孕”，11.6%的选择“喜欢小
孩子”，9.5%的选择“希望拥有亲生的孩子”。进一
步访谈发现，他们对传统的“传宗接代”、“养儿防

老”等传统生育观念的认同程度较低，其中相当一

部分人生育最主要的目的不再是迫于父母的压力，

或者是延续香火。而且，生育子女的意义对于他们

来说也发生很大变化，再也不是养儿致富、养儿防

老，而是更关注生养孩子给自己带来的生活情趣和

精神意义。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生育二胎或多胎、

男孩偏好、“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念仍有一定

的市场。“儿女双全”仍是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的最

高理想，部分年轻女性仍然相信“母以子贵”，儿

子是母亲的价值，能给丈夫生儿子才算是有价值的

女人，女人不生儿子，就会失去自己在家庭中的地

位。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儿子，其父母就会觉得比

人家风光体面。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尽管

部分人不再为“养儿防老”而生育，但却缺乏思考

其真正的意义，只是做一件别人也做的事情。这也

就导致他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在最初的人生资本积累

中就落后于那些认真考虑生育子女意义父母的孩

子。而由于长辈压力或意外怀孕而生出的孩子在初

时的人生资本积累中，更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表 2显示，在子女健康方面，多数新生代农民

工采取了产前检查，但只有 68%的母亲采用母乳喂
养，39%的母亲母乳喂养时间少于 3个月；有 46%
的父母经常带孩子进行体育锻炼，13%的父母从来
不带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给儿童添加额外营养品的

父母比率较低，只有 19%的父母经常给子女添加额

外营养品，将近一半的父母从来不给子女添加任何

额外营养品。在子女能力培养方面，很多父母有对

子女进行课程训练的意愿，希望能提高子女的各种

能力。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健康和能力培养的行为与态度 

行为与态度 题   项 占比/%

有计划地进行产前检查 87 对子女健康方面的行

为 母乳喂养子女 68 

多于 6个月 21 

3～6个月 14 

少于 3个月 39 

母乳喂养子女的时间 

根本没有母乳喂养 26 

经常 19 

偶尔 33 

添加额外儿童营养品

的频率 

从来没有 48 

经常 46 

偶尔 41 

带子女进行体育锻炼

的频率 

从来没有 13 

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智力水

平开发的课程 
23 

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艺术水

平提高的课程 
27 

对子女能力培养的投

资意愿 

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体育技

能培养的课程 
9 

 

三、生育态度与抚育行为关系 

本研究拟利用对武汉三镇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的数据来证明这样一种假设：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

态度与他们在有关子女健康、能力培养方面的行为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据此，本研究拟采用 Logit 模
型和 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态度和抚育
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分析。在进行行为测量

时，当变量是二元进制变量时用 Logit 模型，当变
量是有序分类变量时用 Probit模型。 

1．生育态度及其附属因素与照料子女健康行
为之间的关系 
通过 Probit 模型分析得出表 3，该表显示：选

择“希望拥有亲生孩子”的父母母乳喂养的时间较

长；年龄在 30 岁以上的父母，母乳喂养的时间较
短；收入较高、工作稳定同时又接受过相对较高教

育的农民工父母母乳喂养的时间较长；家庭收入与

子女性别同母乳喂养时间不相关。选择“单纯地喜

欢小孩”的父母添加额外儿童营养品的频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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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给女孩添加的频率低于男孩；年龄在 25 岁左右
的父母更加注意对子女营养品的添加；教育水平

高、收入较高的农民工父母也倾向于给子女添加营

养品。选择“迫于长辈的压力”和“意外怀孕”的

父母很少带子女进行身体锻炼，但教育水平较高的

父母有带孩子进行身体锻炼的行为和意愿。 

表 3 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态度及其附属因素与照料子女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 

母乳喂养的时间 添加额外营养品的频次 带子女锻炼身体的频次 
题项 / 类别 

稳定系数 标准差 稳定系数 标准差 稳定系数 标准差

认为子女最重要的方面(参考值：孝顺、成功或受欢迎) 

健康 -0.05 0.13 0.12 0.13 0.05 0.12 

幸福 -0.15 0.20 0.13 0.20 0.17 0.20 

生养子女的主要原因(参考值：遵循大自然规律、养儿防老) 

希望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 0.12 0.08 -0.04 0.09 -0.01 0.09 

单纯地喜欢孩子 -0.20∞ 0.12 0.29** 0.12 0.08 0.10 

希望拥有亲生孩子 0.31** 0.12 0.23∞ 0.12 0.09 0.12 

迫于长辈的压力或意外怀孕 -0.09 0.17 0.00 0.16 -0.38* 0.19 

子女性别(参考值：男) 

女 0.01 0.06 -0.11∞ 0.08 -0.1 0.06 

年龄(参考值：24岁及其以下) 

25~30岁 0.06 0.12 0.34** 0.12 0.01 0.10 

30岁以上 -0.82* 0.31 0.23 0.21 -0.18 0.16 

教育水平(参考值：初中以下) 

初中 0.33 0.17 0.40* 0.17 0.19 0.13 

高中及其以上 0.67** 0.18 0.53** 0.18 0.37* 0.15 

工作状况(参考值：失业) 

在岗 -0.16* 0.07 -0.05 0.09 -0.13∞ 0.07 

家庭月均收入(参考值：2 500元以下) 

2 500~4 000元 -0.01 0.13 0.31* 0.12 -0.09 0.12 

4 500~5 500元 -0.07 0.15 0.51** 0.13 -0.07 0.14 

5 500以上 0.07 0.18 0.58** 0.18 0.02 0.18 

样本数 1 105 1 105 1 105 

对数似然比 χ2(21)=73.44* χ2(21)=103.02** χ2(21)=28.12∞ 

注： ** 表示极显著(p<0.01)； * 表示显著(p<0.05)； ∞表示较显著(p<0.1)  
 
通过 Logit模型分析得出表 4，该表显示：多数

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产前检查，而那些认为子女

“健康”最重要的父母更倾向于按计划进行产前检

查；生育子女的主要原因、父母的教育水平、收入

状况等与是否会产前检查没有相关关系；选择“希

望拥有亲生孩子”的父母倾向于母乳喂养，父母的

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母乳喂养，年龄在 30 岁以
上的父母反而不倾向于母乳喂养。 
由此可见，在影响关照子女健康行为的诸多因

素中，生育态度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

母乳喂养的态度、母乳喂养的时间的长短、添加额

外营养品的频次以及带孩子进行身体锻炼的频次

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各种生育原因中，反映父

母心理激励和满意度的“希望拥有亲生孩子”一项

对新生代农民工抚育子女的行为有较大的正相关，

孩子作为夫妻双方婚姻爱情的结晶，使得父母会更

加正视自己在生育之后的抚育行为，乐意付出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养育子女不仅仅只有“心”，

因此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有稳定的收入在一定

程度上是这份“心”背后行动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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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态度与其产前检查、母乳喂养行为之间的关系 
产前检查 母乳喂养的意愿 

对照 / 题项 
相关系数 标准差 优比 相关系数 标准差 优比 

认为子女最重要的方面(参考值：孝顺、成功或受欢迎) 
健康  0.93* 0.41 2.41 -0.04 0.19 0.96 
幸福  -0.84 0.66 0.51 -0.21 0.34 0.77 
生养子女的主要原因(参考值：遵循大自然规律、养儿防老) 
希望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  0.23 0.45 1.32 0.22 0.17 1.29 
单纯地喜欢孩子  -0.69 0.43 0.52 -0.31 0.19 0.78 
希望拥有亲生孩子  1.34 1.02 4.11 0.75** 0.23 2.12 

迫于长辈的压力或意外怀孕  -0.06 0.77 0.97 -0.08 0.31 0.91 
子女性别(参考值：男) 
女  0.01 0.34 1.02 0.08 0.14 1.03 
年龄(参考值：24岁及其以下) 
25~30岁 0.24 0.49 1.29 0.08 0.22 1.09 
30岁以上  0.28 0.79 1.33 -1.79** 0.57 0.18 
教育水平(参考值：初中以下) 
初中  0.32 0.60 1.35 0.67* 0.29 1.94 
高中及其以上  -0.19 0.62 0.82 1.43** 0.29 4.15 
工作状况(参考值：失业) 
在岗  0.28 0.38 1.34 -0.07 0.18 0.92 
家庭月均收入(参考值：2 500元以下) 
2 500~4 000元 0.35 0.49 1.34 -0.07 0.19 0.93 
4 500~5 500元 0.91 0.66 2.54 0.01 0.23 1.00 
5 500以上 1.92∞ 1.18 6.80 0.18 0.30 1.17 
样本数 1 105 1 105 
对数似然比 χ2(17)=33.43* χ2(21)=108.02** 

注： ** 表示极显著(p<0.01)； * 表示显著(p<0.05) 

2．生育态度与对子女能力培养意愿的关系 
表 5显示：认为子女最重要方面的选项同子女

能力培养选项之间没有相关性；希望看到自己生命

延续的新生代农民工父母似乎更注重子女能力的

培养，也许他们将自己没有机会接受的能力培养，

寄托给了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

收入较高、同时又接受过相对较高教育的农民工父

母像城里的父母一样，倾向于送子女参加有助于智

力、艺术和体育能力提高的课程，尽管这对于他们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家庭开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在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依旧存在，但或许

是受到城市父母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让

女儿受到艺术、体育技能的培养。 

表 5 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态度与其对子女能力培养意愿之间的关系 

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 
智力水平开发的课程 

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 
艺术水平提高的课程 

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 
体育技能培养的课程 题项 / 类别 

系数 标准差 优比 系数 标准差 优比 系数 标准差 优比 

认为子女最重要的方面(参考值：孝顺、成功或受欢迎) 

健康 -0.25 0.27 0.78 -0.24 0.26 0.79 -0.24 0.36 0.79 

幸福 0.35 0.45 1.50 0.33 0.41 1.39 0.02 0.59 1.02 

生养子女的主要原因(参考值：遵循大自然规律、养儿防老) 

希望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 0.41* 0.19 1.53 0.46* 0.18 1.61 0.48∞ 0.25 1.60 

单纯地喜欢孩子 0.17 0.28 1.19 0.24 0.23 1.29 0.29 0.35 1.37 

希望拥有亲生孩子 0.44 0.26 1.55 -0.04 0.28 0.94 0.51 0.34 1.66 

迫于父母长辈的压力或意外怀孕 -0.07 0.48 0.92 0.37 0.41 1.48 -0.01 0.62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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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 
智力水平开发的课程 

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 
艺术水平提高的课程 

希望参加有助于子女 
体育技能培养的课程 题项 / 类别 

系数 标准差 优比 系数 标准差 优比 系数 标准差 优比 

子女性别(参考值：男) 

女 0.20 0.18 1.21 0.50 0.17 1.68 0.94** 0.22 2.54 

年龄(参考值：24岁及其以下) 

25~30岁 0.24 0.28 1.30 0.60∞ 0.31 1.82 0.21 0.33 1.21 

30岁以上 0.28 0.40 1.31 0.29 0.60 1.34 -0.68 0.67 0.51 

教育水平(参考值：初中以下) 

初中 0.41 0.50 1.53 1.14 0.78 3.20 0.00 0.64 1.00 

高中及其以上 0.61 0.52 1.89 1.69* 0.77 5.21 0.38 0.62 1.43 

工作状况(参考值：失业) 

在岗 -0.03 0.18 0.98 0.17 0.19 -0.17 0.22 0.23 1.46 

家庭月均收入(参考值：2 500元以下) 

2 500~4 000元 0.54 0.33 1.69 1.54** 0.49 4.76 0.79 0.55 2.20 

4 500~5 500元 0.82* 0.38 2.30 1.92** 0.51 6.91 1.19 0.53* 3.33 

5500元以上 1.12** 0.41 3.19 2.22** 0.53 9.28 1.18 0.59* 3.26 

样本数 1 105 1 105 1 105 

对数似然比 χ2(17)=48.49* χ2(17)=123.42** χ2(17)=48.61∞ 

注： ** 表示极显著(p<0.01)； * 表示显著(p<0.05)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1) 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态度与他们有关子女
健康、能力培养方面的抚育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联

系，也就是说不同的生育态度将导致其子女在最初

的人生资本积累中拥有的机会不同。生育为了什

么？现代社会对此问题的回答已不仅仅是传宗接

代那么简单。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城市生

活经历，自身素质的提升以及个体收入的增加，以

及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养儿

防老”观念也逐渐在他们身上淡去。[8]调查中有一

定数量的年轻父母表示作为儿子，在父辈年迈后自

己要为其养老，但是到了自己身上却表示对子女的

养老期望不高。也正是这一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

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传统的“重男轻女”现象也

有所转变。过去女孩可能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但

是从本次调查的结果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在为人父

母后，对于女孩的教育观念确实发生了不小的改

变，他们乐意为女孩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有一定

比例的父母甚至愿意为女孩进行艺术等方面的培

养。尽管由于收入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在相当程度上

都还仅仅停留在个人意愿上，但这也已经是一个相

当大的改变和进步。 
 (2) 那些认为生育子女是为了生命的延续的

父母、喜欢小孩或者希望有亲生孩子的父母在照顾

子女上也有较为积极的意愿和行为，尤其是那些特

别希望有自己孩子的父母会较长时间母乳喂养且

也更加注重对子女能力的培养。从这点看，新生代

农民工可能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多地注重家庭生活

的品质，视孩子为夫妻之间情感的结晶与纽带，在

对待子女的教育上也不同于以往的农村观念；女性

一方也会适量延长母乳喂养时间，而非将孩子托给

家中的老人，自己外出打工。调查中，部分年轻母

亲表示出对当今奶粉质量的担心，表示愿意为孩子

提供最安全的食物，而放弃外出挣钱的机会。 
(3)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般

受到更多的教育。研究分析也表明，父母的受教育

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母乳喂养、给子女添加营养品和

带着子女进行身体锻炼。虽然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

人进行了产前检查，但是这基本上得益于国家在各

地区不断推行的免费产检的宣传和推广，与受教育

程度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同时，分析表明家庭

经济情况越好的父母越倾向于给子女添加营养品，

越有带子女参加能力培养课程的意愿；而新生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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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较长时间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限制了

他们母乳喂养和带子女进行身体锻炼的时间。 
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宣传的作用在于

通过传递特定的知识、信息和社会舆论, 去积极影响
人们的生育价值认知，从而促使宣传对象形成宣传

者所预期的生育态度。由于改变人们对待生育问题

上的态度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对曾经长期生活在

思想和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改变

其生育态度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相关部分

需制定长远规划，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持续、长期

的宣传、教育，引导其确立健康的生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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