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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国家开始实施“三孩”政策，我国正式进入“全面三孩”时代。女性作为生育的主力军，生育意

愿主导着她们的生育行为，并且被个人、家庭、社会等因素影响。女性在孕期以及生产之后抚育中所承

担的不可替代的校色，使得女性在职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女性的职业价值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去影

响其生育意愿。本文介绍了职业价值观、生育意愿的概念以及两者关系，总结了职业价值观和生育意愿

的测量方法，并对之后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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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1, the nation embark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marking the offi-
cial inception of the “Universal Three-Child Era” in our country. Women, as the principal force in 
reproduction, have their fertility behaviors guided by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s, which are in turn 
influenced by a myriad of personal, familial, and societal factors. The indispensable role women 
play during pregnancy and subsequent childcare places them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professional 
arena. Consequently, women’s occupational values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definitions of occupational value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along with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It consolidates methodologies for assessing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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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s and proposes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endeavors, all while adhering to a profes-
sional lexicon befitting academic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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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个人的职业价值观和生育意愿之间的联系正在越来越紧密的道路上。社会

经济的迅猛发展与职场竞争的升级，促使个体在职业道路中权衡自我成就、经济收益与工作安全等多重

价值。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塑造职业选择与满足感，还深度影响生育决策与家庭规划。近年来，生育率下

滑困扰多国，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动力，其中，职业价值观的转变被视作关键因素。郑广怀(2022)
表明女性在全身心投入职场的情况下，会表现出较低生育意愿。职业追求与个人成就的重心转移，连同

高压工作环境与职业发展雄心，正重塑传统生育观念，促使许多人延后或缩减生育计划。 
要重点关注的是，不同职业价值观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会有不同。深入剖析两者间的关系，既可洞

察生育率低迷的根源，又能为政策设计提供坚实依据，助力构建有效的工作与家庭平衡机制，保障人口

的健康发展。本文意在通过用文献梳理的方式去呈现二者的关系。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职业价值观 

职业价值观是一个涉及个人对职业生活中目标、成就和满足感的信念和优先级的多维度概念。Super
等人(1970)在《职业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职业价值观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与工作满意度相关的工作性质。

职业价值观被认为是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对内在需求和目标追求的体现，并在职业选择中扮演重要角色。

Elizur 的观点是，职业价值观源于个人对工作结果重要性的评估。Ross 则指出，职业价值观包括个人对

工作外部属性的信念，如收入和同事关系等。 
何华敏指出，职业价值观是个体倾向和评价工具，其核心在于职业需求。余华的观点是，职业价值

观作为衡量社会中各种职业优劣和重要性的标准，为个人选择职业并实现职业目标提供动力。金盛华认

为，职业价值观影响个体对职业的认知、情感及选择方向。根据唐海波，张淑娟(2013)等人的研究，大学

生择业时依次重视保健因素、发展因素和声望地位因素，其情绪智力与职业价值观显著相关。陈浩(2012)
等人认为，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由才能发挥、自我实现、社会地位与声望、工作环境与福利保障四个

因素组成，当代大学生将自我实现排在首位。梁晓燕等人(2010)指出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在性别、年级和专业等方面，情绪智力在职业价值观影响职业成熟度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金盛华

和李雪(2005)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一套包括工作能力、工作意愿及工作态度的动力系统，是人们进行职业

选择的重要标准，能够支持和引导个体行为。 

2.2. 生育意愿 

美国人口学家邦戈茨是第一个提出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差异理论的人。他认为，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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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六个关键因素包括首次生育的推迟、竞争因素和非

自愿不育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实现预期的生育水平变得困难。 
关于生育意愿的定义和内容，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生育意愿是一个多层次

的概念，可以根据其与生育行为的紧密程度分为三个层次：理想的子女数，即在不考虑实际情况时理想中

的子女数量；期望的子女数，即个人真正想要的子女数量；以及计划生育的子女数，即在考虑实际情况和

其他因素后计划生育的子女数量。其中，计划生育的子女数与实际生育行为最为密切，因此被广泛使用。 
在早期研究中，国内学者将生育意愿视为个人在生育方面的希望和期望，包括生育的原因、时间、数量

和性别，因此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观念是不同的概念。然而，后来的学者认为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的直接体

现，并影响社会的出生率。董杰(1984)最早探讨了生育意愿的概念，认为生育意愿是一种愿望和期许，即对

未来是否生育的主观判断和个人追求。陈蓉，顾宝昌(2014)主张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角度分析生育意愿，

其中理想的子女数量是最直接且明显的指标。郑真真(2004)指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不同，二者的转化是

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生育意愿首先源于生育动机，通过一系列准备和计划来实现，并受动机的影响。 
总之，生育意愿反映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文化，包括时间、数量和性别三个维度。生育意愿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生育行为。理解生育意愿对于制定相关政策和提高生育水平至关重要。 

3. 职业价值观与生育意愿的测量 

3.1. 职业价值观的测量 

职业价值观测量常用问卷法，研究起源早，追溯至 20 世纪初。因为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方式方法都

不一致，所以对于职业价值观维度的划分也是有区别的。其中最为常见的三种问卷分别是沙因的职业锚

问卷(Schein’s Career Anchors)、工作价值观问卷(Work Values Inventory, WVI)、明尼苏达重要性问卷

(Minnesota Importance Questionnaire, MIQ)。沙因的职业锚问卷，包括八个维度共 40 个条目：技术/职能

能力、管理能力、自主/独立、安全/稳定、企业精神、服务/奉献、纯挑战、生活方式，其信度在 0.70 到

0.85 之间。工作价值观问卷(Work Values Inventory, WVI)，包括八个维度共 45~50 个条目，分别是：成就

感、经济回报、自主性、社会地位、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利他主义、权力，其信度在 0.75 到 0.90 之间。

明尼苏达重要性问卷(Minnesota Importance Questionnaire, MIQ)，包括十八个维度共 210 个条目：能力利

用、成就、活动、进步、权威、公司政策和实践、同事、创造力、独立性、道德价值观、责任、安全、

社会服务、社会地位、监督–人际、监督–技术、多样性、工作条件，其信度在 0.80 到 0.90 之间。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职业价值观也展开了的深入探讨。宁维卫(1991)通过修

订 WVI 职业价值观量表，将职业价值观结构划分为五个维度：进取心、经济价值、工作安全、声望和生

活方式。此分类为理解职业价值观提供了新的视角。随后，金盛华和李雪(2005)提出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

的双重结构模式，即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和手段性职业价值观。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涉及地位追求和成就实

现，而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则包括福利待遇和职业前景。他们还制定了相应的测量量表，并验证了这一结

构划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杨秀木等人(2015)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更为在意在目的性职业价值观的家庭维

护、成就实现等方面以及手段性职业价值观中的兴趣性格、规范道德、职业前景以及福利维度等方面。

周普强(2017)从个人发展、社会助人、声望地位、进取心、创造性、福利保健、创造性这六个维度去编制

了职业价值观量表，认为不同学历层次的职业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苗建花和王海珍(2021)研究发现 00
后大学生更关注职业前景、社会贡献、职业匹配等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职业价值观的理论内

涵，也为实际测量提供了有效工具，促进了职业价值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2. 生育意愿的测量 

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生育行为并预测生育水平。不同的学者们对其也有不同见解。风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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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认为，生育意愿包括理想的子女数量和性别偏好。风笑天和张青松(2002)进一步指出，生育意愿可以分

为三个维度：数量、时间和性别，其中数量是最重要的因素。 
从广义上看，生育观念和文化的变迁会使生育意愿的这三个方面相互协调变化。吴帆(2020 年)提出，

生育意愿也可以分为这三个层次，分别是：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这理解和分析

生育意愿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郑真真(2004)的相关研究表明，虽然理想中希望有较多的子女，但在实

际生活中会有所减少。相比于生育时间和性别的偏好，打算生育子女数量能够更直接有效地预测生育行

为的发生。 
总的来说，生育意愿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它不仅涉及理想中的子女数量，还包括对性别的偏好、

生育时间及间隔等方面。尽管生育意愿的核心概念是理想子女数，但在实际生育行为的中，打算生育子

女数更具有预测力。 

4. 理论基础 

4.1. 人力资本理论 

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Beck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人力资本理论。

他们发现，如果仅仅只是用性别不同来解释收入不同这一现象是明显不充分的。然而，当将人力资本和

家庭角色分工都纳入考虑范围时，性别与收入的不同会变得有明显联系。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这个角度来

理解，职工的培训和教育是两个重要因素。因为女性在是生育的必要参与者，就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

中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而这一点在男性的职业生涯将不会出现，这也使得她们在人力资本积累这一因素

前处于不利地位。 
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女性的性别角色的更加加重了这一问题。女性往往需要努力承担起家庭守护者的

这一角色。而这个角色会导致其阶段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也减少了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的机

会，形成工作经历上的空白，加剧了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上的性别差异。由于工作经历上多出了空白期，

女性也会得到相对之前较少的工资，这也成功抑制女性生育意愿。 

4.2. 理性选择理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科尔曼提出了一套基于“理性人”理念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理性选择理论。该

理论的核心在于个体如何在不同选项间进行目的性选择，以实现效益最大化，涵盖行动体系、结构、权

限以及社会优化等关键维度。 
科尔曼认为人是一个理性且独立的主体，在生育决策上也是理性且独立的，会进行综合考虑以实现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基于这个理论框架，张伟(2016)认为这样分析能够更好地帮助了解人们对于生育意愿

的态度以及解释他们的生育行为。并且从生存与经济的理性视角切入，深入社会与制度层面的理性分析，

然后提出能够有效提升生育意愿的策略性建议。 

5. 职业价值观与女性生育意愿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女性在全身心加入职场的情况下

会展现出较低生育意愿。刘咏芳，管烨萱(2022)指出，学历、专业和职位等方面对个体的职业价值观有影

响。葛润等人(2022)研究女性高管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只会增加了她们在职场中的困扰，并不能有效为

其职业道理提供相对平等的道路。当然，这些女性高管不管是在教育背景，还是在家庭与工作协调方面

都与普通女性劳动者有明显的差异。在研究普通女性劳动者时发现，农村女性劳动者的家庭身份认同与

生育意愿是成正向相关的关系，而职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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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张苹等(2018)指出如果一个母亲有两个孩子会选择放弃职业发展的机会，这

说明子女数量与女性职业发展是成负向相关的。根据这一现象，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在城镇已婚女性中

子女数量的增加不仅会降低了劳动供给，也会减少她们的工作时间，进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形成一

个闭环。而对于农村已婚女性，张川川(2011)指出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她们参与非农就业和是没有明显的影

响，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减少了她们的工作时间投入。由此得出结论，有职业的女性有较低生育意愿。想

要提升她们的生育意愿，就必须考虑如何避免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给女性带来的冲突及其后果。多项研

究表明，抚育责任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张韵(2016)指出孕期时生理不适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并对其职业发展产生负向影响。最重要的是，女性需要在产后养育孩子，这会直接削弱她们的职业动机，

对职业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社会老龄化加剧的大环境下，国家想要迫切改变生育的消极态度，就必须从经济支持、政策支持

和资源配置等多方面进行改变，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易伍林(2022)就提出国家应在资源配置和服务主体方面让女性感受到更多实际且落

实的支持。例如，职业女性在面对生育选择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当前工作环境能够给予的支持程度。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目前国内职业价值观的相关学术研究，大多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研究，

针对职业女性的职业价值观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并且由于国内外国情与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差别、职业价

值观本身定义相对抽象复杂等因素，目前对于研究女性职业价值观所需要的相关量表还要进行进一步的

筛选。其次，现有研究没有提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职业价值观带来的与家庭责任承担方式之间的不同

联系而产生不同的生育决策。 
综上，在之后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考虑从跨文化比较和政策影响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借

助跨文化对照研究的框架，深入了解职业价值观是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可以基于眼下实施政

策的执行现状，深入剖析政策措施对职业价值观及生育意愿的影响，为职业价值观与生育意愿的研究提

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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