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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数量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率为5.83%，年平均增

长率为0.53%，可以明显看出人口增速极为缓慢，据专家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会出现负增长。面

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亟需有效的措施来缓解当前人口问题，那么首先就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人

口增长速率下降，生育意愿作为生育的首要因素对当前人口形势有着重要影响。当今世界是互联网飞速

发展的时代，近年来，社交媒体乘着互联网的东风发展得方兴未艾，社交媒体正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不

可忽视的冲击。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纷繁复杂，其中不乏对人们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容，本文尝试对社

交媒体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关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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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has a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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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5.83% compared with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and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s 0.53%, 
which can be clearly seen that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extremely slow, and according to ex-
perts, there will even be negative growth over time. In the face of such a grim situation, we ur-
gently need effective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current population problem, so we must first find 
out what causes the decline in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as 
the primary factor for fertilit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ituation. To-
day’s world is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 recent years, social media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he ascendant direc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s having a non-negligible 
impact on our lives. The content on social media is complex, and many of them have an impact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
cial media and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young wome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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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火热发展，社交媒体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与社交媒体的火热发展相比，我国的人口增速发展却是持续走低。人口增速下降带来了一系列的人

口问题、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就是其中一个显著问题，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比率甚至高于

许多发达国家。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是严峻的，不仅表现在人口老龄化，还表现在人口增速慢，人口结

构不合理，男女比例失调等等方面。为解决人口问题，国家实施了许多措施：二孩政策、三孩政策连续

开放，奖励生育政策实施，但在政策实施后效果仍旧不明显。改革开放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

不得不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但是在政策放开后，人口增速仍旧下降，这不得不开始思考，影响中国人口

结构的到底是什么因素？ 
大部分专家认为是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作用影响了人口增长(Albanesi & Olivetti, 2015)，

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中国人民分享生活和

观点，发表看法和建议的重要工具，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折射出中国人民的社会观念，其中也包

括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作为生育文化的集中体现，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而生育率的大小直

接影响着人口的增长速度的高低。现在，中国青年人作为生育的主力军，其生育意愿显得十分重要，据

数据显示，中国社交媒体用户中青年群体占据绝大部分，在我探究社交媒体和生育意愿关系之前，就已

经有学者对互联网和生育率的关系做了研究，而本文则从较小的角度出发，试着探究当下热门的社交媒

体——抖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之所以选择青年女性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在生育行

为的选择上女性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生育行为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拥有了更

多的自主权，通过分析影响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总结生育意愿的发展趋势，从社交媒体的角度出发，

为解决或是缓解中国人口问题提供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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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育意愿的概念 

生育是人类繁衍的重要途径，生育意愿直接决定了生育行为的选择，生育意愿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包括三方面：一是是否生育子女及其原因；二是

生育几个子女为理想子女数；三是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是否生育子女是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直接决

定着生育与否和生育率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与否。而生育子女的数量，在特殊时期，

因为人口政策的不同，大部分家庭在生育数量会上有所不同，60、70 年代的那一批人，兄弟姐妹会有很

多，三四个是正常，更有甚者达到七八个，而在实施计划生育后，大部分家庭的生育数量急速减少，仅

仅育有一两个子女。关于生育性别，由于中国历史上拥有相当长时期的封建男权社会，男性社会地位普

遍高于女性，就算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国人民在很长时间里一人有浓厚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哪怕是到了现在，男性社会地位敢于女性也仍旧是普遍状况。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男

女平等的问题，但是男性至上的观念仍旧占据主流，所以在生育性别的选择上，大部分的家庭会选择生

育男性，这也就导致了当今中国男女比例不协调的问题。 
关于生育意愿的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的是第一方面，是否选择生育及其原因。 

1.3. 研究方法及意义 

1.3.1. 研究方法 
为研究抖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及网络观察法进行研究。问卷设计内

容除了基本信息以外还涉及对生育的态度及其原因、是否改变过生育意愿、是否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使

用抖音、抖音是否对你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等等。通过在网络上发放问卷，收集问卷，最后对问卷进行

汇总数据分析，得出关于抖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网络观察法，主要是通过我对于抖音平台用户的评论进行观察和总结，得出一些用户关于生育的态

度和想法。 
采取两种方式的结合，通过理性的数据分析和观察，得知关于中国青年女性目前的生育意愿情况以

及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1.3.2. 研究意义 
人口是国家或在地区发展的源泉，人口数量的多少代表着拥有的内部市场的大小，我国作为世界人

口大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庞大的市场，甚至在金融危机时

能够将风险降到最低也离不开国内市场的内销。但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尽管人口数量仍是世界第

一，但人口素质却逐渐降低，老龄化日趋严重。经济的发展需要刺激消费，当前中国大部分的资产掌握

在老年群体中，但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趋向于保守，老年人更是如此，储蓄胜过投资，中国老龄化加剧，

经济发展得不到刺激，经济活力就会下降；其次，中国人口增速降低，劳动力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会

随着降低，缺乏可持续的劳动力，经济发展便难以维系；最后是社会保障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

社会保障必然增加投入，国家财政压力增大，加上过去几年疫情的影响，中国财政问题也不容忽视。 
人口因素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因素，也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因素。国家安全从古至今都是首要安全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绝对的人口优势，当今世界虽然主基调是和平与发展，但仍然存

在局部的动荡，对于国家安全必须时时提高警惕。国家拥有高质量的人口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

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但是人口形势却不容乐观，提高人口质量也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必然

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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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人口问题对于国家发展来说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问题。而提高人口质量最直接最有

效的方式就是提高人口数量，而人口数量的提高依赖于人们的生育意愿。解决人口问题，就是要提高人

们的生育意愿，研究社交媒体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有利于探究时代背景下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发

展趋势，也有利于利用社交媒体发展得如日中天的优势，为缓解人口问题提供解决途径。 

2. 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视角：结构主义分析视角、社会心理学视角、生物

人口学视角(吴帆，2020)。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关注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人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社会心理学视角主要有三个理论支撑：计划行为理论、动机序列理论和接

合行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用来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理论(Ajzen, 1991)，后来应用于生育

意愿研究；动机序列理论，强调性格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该模型把生育意愿看作一个复杂决

策过程，生育是一系列因素递次转换的结果；计划行为理论以理性算计为前提，把生育行为视为一种深

思熟虑的结果，但实际上有许多人怀孕和生育并非按意愿行事。关于生物人口视角，生物人口学认为，

人类行为是受基因控制的生物学过程，生育行为也不例外。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仅从结构分析主义视角

和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选取一些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因素：生活压力、教育水平、社交媒体、家庭、

伴侣和国家政策分析其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但我们的重点是探讨社交媒体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

之间的关系。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见表 1，在被调查的群体中，仅有 29.03%的人选择愿意生育，有 43.87%的人选

择不愿意生育，而有 27.1%的人生育意愿待定，由此可以得出，当前有大部分的人不愿意生育，这对国

家人口发展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尽管问卷数据不能全然代表实际情况，但仍然能从中窥探到青年女性对

于生育的看法和态度。 
 
Table 1. Current attitudes towards having children 
表 1. 目前对生育孩子的态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愿意 45 29.03% 

不愿意 68 43.87% 

待定 42 27.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55  

2.1. 生活压力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自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发展至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20 年中

国进入全面小康时代，实现全国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中国人均收入依然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贫富差距过大依旧是中国的显著问题。都市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大，在城市生育

孩子的成本增大，不仅要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还要为孩子教育支出大量资本，在中国教育的大环境之下，

孩子的教育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卷”已经成为都市人的常态。在都市之中，时间和金钱总是只能选择

其一，而二者都是生育的必要条件，并且在疫情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就业市场也处于低迷时期，没有就

业就没有收入，或者是没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无法承担来自生活的压力，生育意愿自然而然就会降低。

在问卷的填写结果中，就有 71.01%的人因为生活压力而改变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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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水平 

此外随着中国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有了相当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对于问题的看法和观念也随着有了变

化，上世纪乃至本世纪初，大部分人仍旧认为不生育就是大逆不道，甚至古语有云：“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从过去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教育女性赋权的重要方面(吴帆，

2020)，对于生育的态度越来越尊重女性自身的想法。曾经有个热搜事件，舞蹈家杨丽萍因为热爱跳舞终

身未生育，这件事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批评杨丽萍自私，剥夺了孩子来到世界的权力，

也有人认可杨丽萍的做法，追求热爱的事并且没有侵犯他人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实际上，女性在这个

社会上的价值绝仅仅是只作为一个母亲，她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也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个自

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权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教育水平的提高，让更多的女性可以更加客观和

理性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也明白男女平等，大家都不必被定义，也不必被世俗裹挟，生育是自由的，可

以被选择也可以被放弃，这是教育水平提高带给女性和生育的和解。 

2.3. 社交媒体 

关于社交媒体，是本文的重点。社交媒体作为当代信息量流通最大的平台，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

的影响，社交媒体的存在实现了更大范围、更高效率的信息传播，使得人们接收到越来越多的信息，从

而对之前的观念产生动摇，甚至对没形成固定价值观的群体进行价值塑造，生育意愿也在其中。在调查

问卷结果中，被调查的青年女性中有 47.83%的生育意愿因为社交媒体发生改变，可以看出社交媒体对于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有着重要影响。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平台，其信息种类繁多，关于其传播的内容，

会以主流社交媒体——抖音为例，在后面做出详细的分析，社交媒体和生育意愿的关系也会做出一定的

分析。 

2.4. 家庭因素、伴侣因素、国家政策 

在列举的各种影响生育意愿的各种因素里，家庭因素、伴侣因素(王猛，梁闻焰，黄妍妮，2017)和国

家政策应该是比较直接的因素。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之中，“香火”的延续

十分重要，这种观点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对生育与否的态度也影响着生育孩子的性别的选择。中国的传统

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人生有很大的掌控权，小的时候掌控子女的学习，大一点的时候掌控其工作，再

大一点开始催促其结婚，结婚后又开始催促其生孩子，周而复始，一代又一代的人重复着这样的人生轨

迹，在中国的家庭伦理道德中有要求孝顺父母，大多数情况下，孝顺和听从父母的安排划上了等号，于

是在生育问题上，很多人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被调查的人群中，有 46.38%
的人因为家庭原因改变过生育意，可见家庭原因对生育意愿也有重要影响。其次是伴侣因素，生育是两

个人的事情，任何一方的意见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如果伴侣中任何一方不愿意生育，那么生育行

为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所以伴侣因素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至于国家政策，这是最显著的影响

因素，中国能有现在的人口规模，国家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解决人口问题首要采取的措施

就是颁布国家政策，二孩、三孩、生育补贴等等政策就是为解决人口问题提出的措施，在过去，人口政

策确实可以有效的解决人口问题，但是随着的社会的发展，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日趋多样，相比之

下国家政策的拉力就显得不够强大。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存在影响，但所列举的几个因素已经占据了大部

分原因，见表 2，关于其他因素就不一一赘述了，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社交媒体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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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Factors changing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young women 
表 2. 改变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 

选项 小计 比例 

生活压力 49 71.01% 

教育 40 57.97% 

各种社交媒体内容 33 47.83% 

家庭原因 32 46.38% 

伴侣因素 24 34.78% 

国家政策 15 21.74% 

其他 5 7.25% 

   

3. 社交媒体发展现状及抖音使用概况 

3.1. 社交媒体发展现状 

伴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精进，中国网民数量占比相比之前有了质的飞跃，有数据显示，截

止 2021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10.32 亿，互联网普及度高达 73%，网民数量呈现出滚动式增长的态

势，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民使用互联网人数之多，而对于网民定义是平均值每周使用互联网一个小时

的人，这反映出中国人民使用互联网频率之高，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新媒体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用户

量基础，互联网的发展也成为了社交媒体诞生的催化剂。社交媒体是基于新的技术支撑体系而出现的生

产、传播、更新信息的载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和进行社交，这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常态，这种

社交形式的变化也助力了社交媒体的产生与发展。除此之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发展，

移动客户端的普及和数据运营商改造升级使得随时随地上网成为现实，这为社交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

条件，并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与发展，社交媒体的发展更是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可以说当代社交媒

体掌握着中国流量的大头，未来可能也依旧如此，掌握社交媒体的风向也是社会发展必然之举。 

3.2. 抖音的使用概况 

在问卷调查的结果中显示有 44.52%的人改变过生育意愿，其中 47.83%人因为社交媒体改变自己的生

育意愿，而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见表 3，填写问卷的人全都有使用社交媒体的习惯，只是使用的

社交媒体不同，并且接受问卷调查的群体大部分是青年女性，尽管问卷调查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

全部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但很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一个大范围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缩影，即

中国人，至少中国青年女性几乎都使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覆盖率几乎达到 100%。现代人生活节奏快，

碎片化时间多，抖音正是利用这一点，以 15 s 的短视频为突破口，打开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市场，随

着抖音的发展，抖音平台拥有的流量越来越大，现在的抖音已经不仅仅是刚开始那个单纯的短视频平台

了，随着各种官媒入驻抖音和各个明星的加盟，抖音成了名副其实的流量集中地，抖音上的内容也逐渐

变得纷繁复杂，抖音逐渐成为最流行的社交媒体之一，在问卷调查的结果中，使用抖音的人数占据

58.28%，抖音在社交媒体领域有着不可撼动过的地位，抖音对人们的生活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无论

是生活方式、职业规划还是价值观、世界观等等，在不知不觉中，刷抖音已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

部分，所以本文选择抖音这个流量最大的社交媒体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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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ocial media usage status 
表 3. 社交媒体使用状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抖音 88 58.28% 

微博 118 78.15% 

小红书 87 57.62% 

快手 17 11.26% 

其他 33 21.8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51  

4. 抖音不同视频内容的影响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会对用户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为研究抖音对青年女

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在问卷中对抖音视频内容进行了分类，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做分析，主要从

以下几个和生育意愿相关联的角度进行，见表 4： 
 
Table 4. What kind of video content it is affected by 
表 4. 受到何种视频内容影响 

选项 小计 比例 

社会新闻 109 72.19% 

婆媳关系 81 53.64% 

爱情相关问题 99 65.56% 

亲子视频 74 49.01% 

医疗护理问题 72 47.68% 

其他 14 9.2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51  

4.1. 社会新闻报道 

首先是社会新闻报道。前文提到，当今很多官媒已经入驻抖音，官方媒体对于社会新闻的报到是最

具权威性的，对于社会新闻的报道，尤其是关于家暴和家庭刑事案件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人们对

于结婚和恋爱的恐惧。抖音的发展对社会现象的揭露是迅捷而高效的，或许在抖音发展起来之前，家暴

和家庭刑事案件不比现在少，但是在抖音迅速发展起来之后，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揭露让我们更加清楚

地看到中国的家暴情况并不在少数，甚至大部分女性都生活在家暴的水深火热之中。在过去的 2021，仅

我关注的圈子就有不少于 5 位网红受到家暴，社交媒体的发展让流量大的博主得以曝光家暴这种恶行，

在那些没有爆出来的地方又有多少人处在家暴之中，这是不得而知的。且在过去一年的社会新闻中不止

一次地出现了谋杀配偶和关于出轨的新闻：杭州保姆纵火案的真相、杭州下水道发现碎尸块、百万博主

老公出轨劈腿，这种类型社会新闻的出现无疑会影响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看到的

评论皆是恐婚恐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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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结果中，因为社会新闻报道生育意愿改变的比例为 72.19%，足以见得社会新闻报道的巨大影

响。抖音作为主流的社交媒体，当前对于社会新闻的报道多数呈现出负面的倾向，因为负面的信息更能

夺得人们的关注，而负面信息会加重接受者的心理负担，这无疑会使其产生对情侣关系和婚姻关系产生

畏惧，而在两种关系中，女性出于弱势地位，当大量接收到相关的负面信息时，自然产生消极的态度，

认为婚姻和家庭多是如此，进而选择不结婚不生育。 

4.2. 婆媳关系、亲子关系 

事实上，社会新闻不仅仅是这两种类型，关于婆媳关系、亲子关系的话题也仍旧影响着人们的生育

意愿。尤其是婆媳关系，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横亘在家庭关系里的一块大石，婆媳关系直接关系着家庭

的和睦程度，恶劣的婆媳关系对于家庭婚姻具有强大的破坏能力。作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家里丈夫的角

色起到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在社会新闻中，很少有能将二者关系处理好的丈夫，甚至在其中还有部分“妈

宝男”，这使得好妻子的角色更加难以扮演，老一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育儿经验和子代通过网络获取的育

儿知识相冲突可能会引致更多的家庭矛盾，进而抑制个体生育意愿(王小洁，聂文洁，刘鹏程，2021)。关

于亲子关系亦然，不是没一个孩子都纯真可爱乖巧，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小孩的无端哭闹，对于网

络上纷繁复杂的育儿资讯及其伴随的育儿焦灼有着更加深刻的感触和体验，这种信息成本的增加进一步

加重个体的身心负担，导致其生育意愿大大降低。 
就抖音呈现的内容而言，关于婆媳关系和亲子关系的视频内容并不都是负面信息，但恶劣的婆媳关

系和“熊孩子”的视频流量会更多，因为人们往往对负面信息更加敏感，而现在信息的接受者大多通过

视频接收信息，这是片面的，就导致接受者产生偏差继而产生悲观态度。在问卷结果中，有 53.64%的人

因为婆媳关系的视屏内容改变过生育意愿，49.01%的人因为亲子关系改变过生育意愿，明显可以看出婆

媳关系和亲子关系对受调查者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 

4.3. 爱情问题 

其次是近年来流行的抖音短剧。通过观看大量的抖音视频，短剧形式的视频话题多是关于爱情，而

爱情作为婚育的基础，在问卷调查中也显示出对于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在问卷调查中，有 65.56%的人

表示社交媒体展现出的爱情对其生育意愿有影响。爱情涵盖的东西太多，包括对方是否爱自己，是否对

自己付出，是否不会变心，是否忠贞，是否能够一直在一起等等，抖音短剧呈现出的爱情也不过是其中

之一，或是甜蜜美满、或是遗憾收场、或是破镜重圆。追逐爱情是大部分年轻人都会做的事，而青年女

性在没有形成成熟的爱情观之前接触到爱情价值观输出的内容，对其养成价值观是一件重要的事，抖音

用户的活跃群体大多是当代大学生，大学生在观看大量抖音视频之后会不知不觉被视频所展现出的内容

所影响甚至所引导。通过数据对比，发现爱情的悲剧比喜剧更能吸引用户，或许是悲剧更容易获取同情

或者是更容易引起共鸣，但是悲剧更容易使人陷入悲伤的情绪无法自拔，从而影响起结婚意愿及生育意

愿。 
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爱情的包容度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不同的性别认知群体逐渐走进

人们的视野，甚至一度成为抖音的流量密码，抖音发布的部分视频，不论发布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视

频中都含有同性爱情的信息。抖音的使用用户当中未成年群体也不占少数，他们尚未形成成熟的价值观

和世界观，对于特殊的内容总是抱有强烈的好奇心，甚至以此为时尚而产生错误的尝试行为。并不是反

对不同性别取向的爱情，对于不同的性别认知群体，正确的看法应该是不歧视，不妄论，不推崇，不同

的性别认知群体若是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必然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造成影响，爱情是崇高的，性向是自由

的，可是一旦因为潮流而追逐性向的特别，就不是真正的爱情，这样的爱情也必然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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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医疗科普及其他 

再次是关于生育医疗的科普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在抖音看过男性体验分娩过程、女性妊娠纹、产后

后遗症、产后抑郁的视频。女性生产时的疼痛等级是大部分男性难以忍受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男性得

以体验女性分娩时的痛苦，部分男性可能会因此选择不生育；而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生育过程的痛苦

更是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分娩时还有分娩前后，前有妊娠反应，后有后遗症和产后抑郁。社交媒体发展

至今，越来越多的人在上面分享有关生育的现实医疗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生育全过程的保障，生育前

的反应十分痛苦，生育的过程更是苦不堪言，产后的保养又十分麻烦，这一列的过程都足以让很多人产

生恐育想法。加之，如今社会包容度扩大，生育也不再是女性必要的使命，选择生育的自由更大程度上

落到女性身上，而随着女性独立意识和个人意识的觉醒，接收到此类视频时，趋利避害的会选择不生育。 
最后是一些颜值类的视频，其对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影响不大，最多是因为追逐美貌会选择不生育

来减缓衰老，但持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多，所以就不做过多的分析，对于其他未提及的视频种类，本文暂

时没有研究。 

5. 结论与建议 

5.1. 总结与结论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个体生育意愿不高不仅直接导致国家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及人口质量的变化，

而且还会间接影响到国家创新和消费能力，可能给一国经济发展和文明传承以沉重打击。探究生育意愿

的影响因素，助力人口转型升级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结合我国具体情境，实证探究社交媒体

的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社交媒体之后个体生育意愿会降低，见表 5。 
根据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结论可信度，即在受到社交媒体影响之后生育意愿发生

了什么样的变化，结果显示有 56.29%的人选择了生育意愿下降。抖音作为时下最流行社交软件，视频内

容包罗万象，通过其内容分析发现，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无论是正向的影响还是负向的影响，

二者之间的一定存在着相关关系，而在最后的问题上明显接受调查的人中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多。 
 
Table 5. Changes in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5. 生育意愿变化 

选项 小计 比例 

上升 18 11.92% 

下降 85 56.29% 

不变 48 31.7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51  

 
社交媒体在影响人们生育意愿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自然是引导和塑造。占据社交媒体的账号

大多是自媒体账号，自媒体账号创建的门槛低，创作内容自由，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大量的人参与到网络

互动中来，庞大的用户使用量和日均活跃用户量使得平台不得不对创作者需要发布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

核，只有符合规定才能发布，严格的审核制度提高了社交媒体内容的质量，高质量的信息内容会产生高

质量的影响。在引导大众方面，媒体一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无论是过去的纸质媒体还是现在的新

媒体，引导和制造舆论，媒体都稳坐在第一把交椅之上，所以当今社交媒体在引导人们价值观方面依然

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当今社交媒体用户的平均年龄都比较小，尤其是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视频时间短、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8422


舒兴艳 
 

 

DOI: 10.12677/ap.2023.138422 3368 心理学进展 
 

内容吸睛，用户群体年纪偏小，抖音视频内容的发布对于年纪较小的用户来说有着塑造价值观的作用，

很多年轻人会对高赞视频的内容进行模仿和推崇，如果对于视频内容没有足够的甄别能力的话，很有可

能会产生年纪不符的想法和行为，之前所说的对不同性别认知群体的追捧就是其中之一。尽管现在各个

社交媒体都设置有青年模式，但是选择是否打开青年模式的主动权依旧在用户手中，而大部分用户不会

选择打开青年模式，这让青年模式形同虚设。 
社交媒体是人们表达和分享观点的地方，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但社交媒体的内容毕竟是全网共享

的，对任何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来说都会对其意识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掌握社交媒体发展的动向，

把准风向才能有效引导和塑造用户的意识形态。 

5.2. 意见和建议 

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使用社交媒体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虽然结果是负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

来说，社交媒体可以影响生育意愿，就可以从这下手，利用社交媒体使用的普遍情况对生育意愿进行正

向的引导和塑造呢，以下将从几个方面从抖音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些仅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是对于抖音的环境，抖音等社交媒体应该加大对视频内容的审核和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在不知不觉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抖音视频的内容复杂多样，视频质量良莠不齐，

一些视频出现的不良风气应该受到抵制，比如出现的炫富视频。我国经济水平飞速发展，但是收入水平

之间仍然有很大差距，接受到来自短视频的炫富视频信息冲击，对比现实会产生巨大落差，社会期待降

低，生活压力增大，从而降低生育意愿。 
其次是关于平台服务的质量，抖音应该提供更加专业和更加高质的服务。近年来，随着无脑各种营

销号的出现，抖音的视频内容可信度、实用性甚至是权威性逐渐下降，“贩卖各种焦虑”的视频层出不

穷，平台对于此类视频的把控力度不够。就生育意愿而言，“育儿焦虑”是使生育意愿降低的一大因素，

抖音应该以优质的育儿资讯和服务为核心，及时给予公众客观、科学、权威的育儿信息，降低信息搜寻

和辨别成本，对“贩卖焦虑”型育儿舆论予以积极疏导(王小洁，聂文洁，刘鹏程，2021)。 
最后是抖音内容投放的精准程度，抖音用户年龄分层大，针对不同年龄的内容投放应该是有所差异

的，这样才能确保视频内容的合理性。合理的世界观价值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意识指导，抖音在引导和

塑造价值观方面有重要作用。针对年纪较大的群体，可以为其推送符合时代的教育知识，改善亲代与子

代的知识积累差距，补齐育儿信息普惠短板，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李飚，赖德胜，高曼，2021)；针对

青年女性则可以多多推送积极向上的视频内容，可以是甜蜜的爱情记录、可以是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可

以是充满快乐的亲子互动，增加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性，调动用户对生活的向往，降低生活焦虑，减少心

里压力；而针对未成年群体则不要过多的推送不合时宜的视频内容，此前关于不同性别认知群体的视频

是其一，其他的负面信息是其二，过早接触这些信息不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综上所述，希望社交媒体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对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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