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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我国出生性别比攀升的问题即受到了党和国家以
及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而在学术界，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此后文中简称“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研究、探讨也随即成了
人口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内的研究热点。
由于西部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幅度相对要小（除西藏、新疆偏低或正常外），同时又由于西部大部
分省区市的人口矛盾仍是抑制人口数量的增长与提高相对较低的人口素质，因此，大部分学者对出生
性别比的研究视野重在东中部地区，而于西部、尤其是西南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攀升的现象、特征及
其已经和将要产生的负面影响未引起高度关注，这种状况实不利于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安全环境与和谐
社会建构。
　　课题界定范围为西南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四川五省市区（西藏出生性别比偏低不列入）的
少数民族地区，而其中又以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为重点。
这三省区“五普”时分别有少数民族人口1682.96、1415.88、1333.60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8.76％
、33.43％、37.84％，分列全国第一、二、三民族人口大省，是我国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
、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水族、仡佬族等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区，其在祖国的历史文化
、国防安全、民族团结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从“五普”和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比来看，西南各省市区出生性别比都呈幅度不等的攀升态
势，广西几乎都在120以上的高位徘徊，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102～107的正常值；“五普”时最低
的贵州从107.03升至1％抽样时的127.65；云南也由110.57上升至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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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性别是人的基本自然属性，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之一，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它对人口增长
有重大的影响，因为性别结构是否平衡，直接影响到结婚率和妇女生育率，进而影响到人口出生率和
人口再生产过程。
杨军昌著的《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研究》对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
进行了系统研究，内容分为综合研究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二部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

作者简介

杨军昌，1963年11月生，侗族，教授、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学科学术带头人，历史学学士、法学
硕士(人口学)、法学博士(民族学)，教育部2005～2010年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口学会、老年学会理事，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老年学会、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现任贵
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贵州大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一贵州大学人口·
社会·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法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持国家社科、省社科、省教育厅重点招标、省长基金等课题20余项；出版专著《中国方志学概论》
、《贵州民族地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面向21世纪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西南
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社条问题研究》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

书籍目录

前言
上篇 综合研究报告
　第一章 绪论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背景
　 二、国内外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概述
　 三、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研究的意义与理论价值
　 四、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与相关问题
　第二章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现状与特征
　 一、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现状及失调的区位环境
　 二、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特征
　第三章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分析
　 一、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原因分析
　 二、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原因的实证调查
　第四章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影响与危害
　 一、西南民族地区“婚姻挤压”及其度测
　 二、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和危害
　第五章 西南民族地区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实践及绩效评价
　 一、国家层面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政策法规与实践概略
　 二、西南民族地区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政策法规制定
　 三、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治理实践
　 四、西南民族地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绩效
　 五、西南民族地区综合治理存在问题分析
　第六章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进一步治理的对策思考
　 一、国际社会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相关认识和治理实践与启示
　 二、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进一步治理的对策建议
下篇 专题研究报告
　第七章 西南民族地区省（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专题研究
　 一、广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状况、原因与治理对策
　 二、广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实证调查分析
　 三、广西农村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分析
　 四、贵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成因和对策思考
　 五、贵州省实施“关爱女孩行动”的调查与分析
　 六、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状况
　第八章 西南民族地区地、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专题研究
　 一、桂北地区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调查报告
　 二、河池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分析
　 三、贵州省黔南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研究
　第九章 西南民族地区县、市、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专题研究
　 一、重庆市少数民族县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研究及对策
　 二、丹寨县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成效与启示
　 三、榕江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现状、原因、后果及对策
　参考文献
附录1 课题研究相关文章发表名录
附录2 调研问卷
　“关爱女孩行动”调查问卷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

　 贫困母亲调查问卷
　 西南民族地区群众生育意愿调查问卷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相关政策认知度调查问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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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次，应丰富宣教形式和内容，普及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树立女孩自立、自尊、自强
的先进事例和“女子成材”、“巾帼建功”等典型。
此外，还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上的自主性，借鉴历史经验，发挥民族村寨头领和民间组织在
宣教活动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借鉴历史上款约、劝世歌等生动通俗的宣传载体和形式，提高群众参
与的积极性。
　　其次，注重把学生作为宣传倡导的目标人群。
借鉴国际上的实践经验，应当利用学校教育“阵地”，考虑在民族地区中小学思政科增设性别文化教
育相关内容。
我国目前中小学当中有人口教育，而传统的人口教育更为强调我国人口的数量、质量问题而不是人口
结构问题，如果在中小学就向学生宣传和倡导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重要性，宣传男女平等，使少年儿
童从小接受先进人口文化教育和熏陶，有可能实现长期的效果，形塑自觉的性别平等意识。
另外，对于医学院校的学生，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主要是医疗技术，而对胎儿性别选择所带来的社会
和人口问题则没有太多的了解，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在医学院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倡导可以使这些将来
的医务人员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而能够主动地、有意识地不提供胎儿性别选择的服务。
　　再次，将宣传教育与解决群众后顾之忧结合起来，提高宣传倡导覆盖面和针对性。
“婚育新风进万家”和“关爱女孩行动”对于宣传和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依法维护女
孩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女孩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促进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具有积极意义。
不过，观念和文化的改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转变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也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基
础和制度保障。
农村家庭中对男孩的需求一方面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驱动；另一方面还是社会客观需求的理性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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