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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性別比失衡持續改善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0）》數據顯示，

2019年，性別比排名最高1至3位的地區
分別為天津、廣東和上海，達到123.2、118.1
和107.9。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
所副研究員楊舸表示，一個地區的性別比偏
高，因素是很複雜的，也需要觀察不同年齡

結構的情況。不過，總體來說，一個
地方人口相對年輕，那麼這個地方
的性別比，可能就會比老齡化更
嚴重的地方性別比更高。

2019年，我國性別比
失衡現象進一步改善。
2018年中國總人口性別
比為 104.64，這一數
字到 2019 年縮小到
104.46。性別比改善
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我國嚴格打擊「兩
非」的持續推進，
以及老齡化的逐步
加深。

打 擊 「 兩
非」的成果可以
從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比看出
來 ： 截 至
2019年底，
我國 0 至 4
歲的性別比
為 113.62，

明顯低於5至9歲
的 116.85，顯示出我國
出生人口性別比的下降。
另一方面則是老齡化的

加深。截至2019年底，我國
65至69歲年齡段人口已經出現

男少女多的情況，這一年齡段的性別
比為95.90。如果看75至79歲，男少

女多的情況進一步發展，性別比為87.76。
而85至89這一年齡段，男女性別比已經達
到了70.37。

教育程度越高性別比越平衡

「總人口的性別比其實和年齡有很大的
關係，根據出生和死亡的規律，一般年齡小
的時候男性多，到婚齡的時候男女基本平
衡，然後年齡越大女性越多，因此中國的老
齡化越嚴重，對整個人口的性別比的影響是
趨於平衡的。」楊舸表示。
不過，從各地來看，性別比的情況並不

一致。2019年，31個省區市中，20地省區
市的性別比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四川以
96.7的性別比，位列全國性別比最低的地
區，也是唯一一個女多男少的地區。從數據
上看，2016年到2019年的四年統計數據顯
示，四川有3年均出現性別比低於100，近年
來女多男少的趨勢明顯。排名倒數第二的為
重慶，性別比為100.2。
楊舸指出，影響性別比的因素還有受教

育程度，因為在目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當
中，性別比已經越來越平衡了，女性也更有
機會接受高層次的教育。北京的情況比較特
殊，一方面是高校的數量較多，另一方面是
整體也擁有受 教育程度更多

的人群，有可能導致了性別比更為平衡。

天津未婚男女人數比冠全國

目前來看，我國性別比尤其是適婚年齡性別
比的失衡，對婚姻的影響較為明顯。根據《中國
統計年鑒（2020）》，在抽樣調查中，天津男性
與女性未婚人數的比例為2:1，也排名全國第一
位。此外，天津、福建、廣東和廣西均出現未婚
男性數量明顯高於未婚女性，而這4地的性別比
均超過或達到107。
從適婚年齡人口和低齡人口的

性別比來看，我國明顯偏高，
但正在逐步改善。楊舸亦指
出，我國婚配並非局限在
一個區域之內，單獨某
一個地方的性別比偏
高，並不會產生明顯
的問題。但如果全國的
出生性別比都偏高，就
會造成一定的社會問
題。
廣東省婚姻家庭建

設協會秘書長葉英揚指
出，這幾年，她到一些
比較貧困的地方去做調
研，發現當地男性找妻
子是非常困難的。「如
果想進一步平衡性別比
和婚姻，應該從3方面解
決。首先是加大宣傳男女
平等和對女性的關愛；其
次，在對女性的就業支持
上，應該出台更多的政
策；第三是做好出生檢查
的監管。」她表示。

楊舸也表示，未來，
我國還需要繼續打擊「兩
非」，避免人工選擇淘汰
女嬰。另一方面，需要關注女性的就業問
題，因為儘管教育逐步普及，但女性由於有
生育、養育等方面的責任，事實上如果純
粹靠市場來選擇，女性的就業失衡會更明
顯，因此需要政策進行一定的保障。

近期，不少地區開展打擊「兩非」（即非法利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手段進行非醫
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非法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活動，劍指人口均衡發
展。那麼，我國各地的人口性別比如何？哪個地區和年齡段的失衡情況最明顯？會
帶來什麼問題？如何解決？這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嚴打「兩非」見成效 老齡化加深起作用

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會帶來很多社會問
題。以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情況為基準，
中國0歲至15歲之間的男性總人口與同年齡
段的女性總人口相比，大約多出 1883 萬
人。2010年後，這些人群開始逐漸進入婚
齡，男女婚齡人口的比例失衡問題隨即凸
顯：農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難人群會遭遇
嚴重的「娶妻難」；買賣婚姻現象會加劇；
婚外性行為會增多；家庭穩定性也會受衝
擊；社會不安定因素也會增加。

以往，人們一提起生育性別的偏好總會
談到受文化習俗或「封建餘毒」的影響，談
到農活對重體力勞動者的客觀需要。但刺激
中國普遍出現男性偏好的不僅有上述傳統因
素，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廣東等省，私營
企業的家族化特徵，也對男性偏好形成生育
刺激。
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區、越是在那

些人口控制政策執行得嚴格的省份，出生性
別比上揚的狀況就越明顯。那些土地遼闊、

人口比較稀疏、少數民族居住比較集中的西
北內陸和西藏地區，人口出生性別比才低於
107的警戒線。

失衡可致娶妻難等社會問題

■適婚年齡性別比的失衡，對婚姻有明顯影
響。

性別比
地區 （男/100女）
天津 123.2
廣東 118.1
上海 107.9
浙江 107.6
福建 107.5
貴州 107.4
廣西 107.0
青海 106.9
內蒙古 106.7
海南 106.3

2019年最高性別比
10省市一覽

■去年我國性別比失衡現象獲得進一步改善。

■老齡化的逐
步加深，有助
人口性別比趨
於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