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伤残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人数的初步测算
＊

王广州　郭志刚　郭震威

　　【摘　要】　文章在对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概念进

行界定后 ,以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方法为基础 ,在特定生育间隔分布假定条件下 ,构造

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并对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伤残死亡独生子女母

亲人数进行估算。

【关键词】　独生子女　伤残　死亡　母亲

【作　者】　王广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郭志

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郭震威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 ,副司长。

一 、 研究背景

自 20世纪 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中国在抑制人口过快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 ,少生了约 3 亿多人。为了响应政府号召 ,执行基本国策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许多家庭做

出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选择。研究表明(杨书章 、王广州 ,2007),预计 2007 年底 ,中国独生子

女总量累计已有 1亿多人。正是由于计划生育夫妇生育独生子女的选择 ,一方面为国家迅速

抑制人口过快增长 、缓解人口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比多生育子女的夫妇承担了更

大的无子女的风险。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生命表推算 ,大约有 3.91%的人活不到

18岁 ,有 5.1%的人活不到 30岁 ,其中 1.17%的人是在 18 ～ 29岁死亡的。在 18～ 29岁年龄

段人群中 ,死亡率为 1.1‰。根据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 全国现有残疾人口

8296万 ,占总人口的 6.34%(第二次全国残疾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 , 2007),但低年龄组人口残

疾比例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和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 ,独生子女总量呈现持续快速

增长的态势 ,由于总量规模的持续增加 ,独生子女及其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因此 ,长期以来从不同研究角度对独生子女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 ,如独生子女教育 、健康 、心理

和社会适应等(风笑天 ,2006)。与相关学科相比 ,人口学对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独

生子女总量结构(杨书章 、郭震威 , 2000;郭志刚 , 2001;宋健 ,2006;杨书章 、王广州 , 2007)、独

生子女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家庭结构(郭志刚等 , 2002;丁仁船等 , 2007)等。而现有对独生子

女的总量和结构的研究 ,则主要集中在对现有独生子女总量的估计和对未来人口发展影响方

面上。从人口学研究领域来看 ,上述相关研究主要是回答现存独生子女的总量结构问题。虽

然对独生子女及其风险也有一些研究(潘金洪 、姜继红 , 2007),但对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

国死亡或伤残独生子女总量结构方面还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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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的决定》明确指出 ,要积极探索建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前不久 ,有关政府部门

决定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试点① ,对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给予必要的扶助。这不仅体现了

政府对独生子女父母响应国家政策的利益补偿 ,而且体现了对这些家庭的人文关怀 ,更体现了

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本研究试图对死亡伤残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和结构进行初步

测算 ,希望能够为这项制度在全国推行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二 、 基本概念界定

(一)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可定义为一对夫妇终身只生的一个孩子 ,判断的法定依据是以领取独生子女证

为标志。但实际上由于全国各地持证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 ,不少地区独生子女父母因各种原

因 ,没有领证或没有领到证;还有少数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父母并未停止生育。按照定义 ,只

有结束生育才能认定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妇女 ,如果非要等到生育期结束才确定其独生身份 ,

就太迟了 ,也无法落实独生子女政策 , 达不到政策需要收获的社会效果(杨书章 、王广州 ,

2007)。

表 1　35岁以上不同队列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

年龄(1997年) 1997 年 2001 年 年龄(1990 年) 1990 年 2000 年

35 2.00 2.02 35 2.25 2.20

36 1.91 1.93 36 2.35 2.26

37 1.94 1.94 37 2.49 2.36

38 2.05 2.09 38 2.62 2.46

39 2.15 2.14 39 2.76 2.56

40 2.14 2.15 40 2.93 2.79

41 2.14 2.18 41 3.08 3.10＊

42 2.28 2.26 42 3.23 3.15＊

43 2.30 2.33

44 2.53 2.42

45 2.56 2.49

　　注:(1)1990 年普查与 2000 年普查调查时点相差 4 个月 , 所以队

列口径不完全一致 ,这是导致队列曾生子女数有缩减情况的原因之

一。(2)1997 年 、2001 年数据分别为 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

查 、2001 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结果。 1990 年 、2000年数据

分别为“四普” 、“五普”公布数 , 其中带“ ＊”号的数据为 1997 年全国

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

　　一个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取决

于父母的生育行为。从生育的角度

看 ,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亲生父母

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独生子女家庭

以独生子女母亲(妇女)为代表。因

为是否是独生子女不取决于独生子

女本人 ,而是由其生母的生育行为

决定的 ,因此我们考察的焦点是 40

岁以上现有一孩且仅有一孩和曾生

一孩现无孩的妇女。

本研究将“独生子女”父母严格

界定为已度过生育期 、不再继续生

育的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独生子

女户”)及其丈夫。 20 世纪 90年代

以来 ,中国妇女在 35岁以后生育的

比例很小(见表 1),可以忽略不计。

为保险起见 ,本研究中将 40 岁作为

妇女终止生育的年龄。

　　(二)独生子女死亡 、伤残概念

独生子女死亡事件比较容易界定 ,为了具有可操作性和明确独生子女对象 ,本项研究将

0～ 30 岁死亡独生子女定义为独生子女死亡事件发生。独生子女伤残采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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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标准 ,以三级及以上残疾作为伤残标识。由于伤残也和死亡一样 ,与年龄有很大关系 ,而

独生子女死亡 、伤残的认定涉及到两代人的生育 、死亡或伤残 ,为了简化 ,同样将伤残独生子女

年龄范围界定在 0～ 30岁。

(三)独生子女死亡 、伤残家庭

按独生子女的母亲年龄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历史 ,采用以下几种统计口径:(1)

1933年以后出生;(2)年龄在 49岁以上(或 45 岁以上 、或 40岁以上);(3)只生育过一个子女;

(4)现无存活子女 ,或独生子女存活但为三级以上残疾。在现有数据条件下 ,实施上述条件的

操作存在 3个主要问题。一是对已经死亡的妇女 ,其独生子女夭折 、伤残户就被漏统了。二是

包括了曾经违反生育政策 、但目前无子女或只有一个残疾子女的情况 ,导致存在高估的可能

性。三是没有考虑妇女及其丈夫婚姻变动 、子女收养 、符合政策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但目前无

孩或只有一个残疾子女等特殊情况。所幸这些因素涉及的人群并不大 ,且有些因素的影响可

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

三 、 基础数据

由于本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是对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人群进行测算 ,人口属性的基本划

分维度是以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状况为划分标准 ,因此所需基础数

据必须满足按农业或非农业 、曾生子女孩次结构及分地区的交叉分类要求 ,而现有汇总数据无

法满足测算所需基础数据要求。

鉴于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所需基础数据的复杂性 ,本研究必须使用原始数据进行重新汇

总。从现有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来看 ,人口抽样调查无法满足大数据量和覆盖全国

的基本需求 ,因此可供选择的原始数据只有 1982年“三普” 、1990年“四普”和 2000年“五普”资

料。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研究和普查事后数据质量抽样调查表明 ,上述原始数据的数据质量差

异较大。从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来看 , “三普”数据质量最好 , “四普”次之 , “五普”最差;而从

数据的现时性来看 , “五普”最好 , “四普”次之 ,“三普”最差。因此需要在数据质量 、研究目标和

数据现时性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选择。本研究采用的基础数据以“四普”为主 , “五普”为辅 ,同

时以其他来源的数据作为必要的参考和补充 ,如 2001 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数量测算的运算过程是以育龄妇女的孩次 、年龄结构和生育孩子

孩次 、年龄结构为基础进行分析 、判断和推算的 ,即通过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人口属性来进行

推算的 ,是以育龄妇女的孩子状态作为标识和依据研究家庭户(父母)状况 ,运算所需基础数据

涉及各年龄组的数据质量。因此 ,最终结果受人口的年龄结构数据质量影响很大。整个测算

误差将会因数据按属性匹配 、对应误差和本身误差双重放大或折中。所以 ,在考虑数据质量

时 ,女性年龄结构及相关特征数据质量评判是关系到整个运算结果科学性关键问题。

测算将根据较可靠的 20 世纪 90年代生育水平作为预测参数进行“打靶” ,先预测至 2000

年 ,保证使其预测总人口基本上吻合 2000年公布数。然后 ,以此性别 、年龄结构和育龄妇女孩

次结构为基数 ,继续完成全部预测。

四 、 模型 、算法及参数设定

独生子女死亡 、伤残家庭的认定涉及到独生子女父母和独生子女两代人 ,其测算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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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有奖励扶助目标人群测算等任何人口模型(“中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课题组 , 2003)。测算的目标人群是以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历史为基础 、以孩子的属性为条件

的人口群体估计方法。

测算研究存在 3个难点:一是如何在人口预测中建立独生子女矩阵与其父母矩阵的密切

联系;二是如何估算独生子女的伤残分布;三是将独生子女伤残分布与其父母联系起来。这在

以往的人口预测中均没有现成 、可靠的处理技术和估算模型 ,需要通过模型研制和调试结果逐

步形成和完善 ,以得到比较合理 、可信的测算结果。

(一)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常规人口预测方法不能胜任此类独生子女及其母亲年龄结构二维分布研究的需要 ,即使

是分孩次的年龄别生育预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Feeney , 1985;马瀛通等 , 1986;Feeney 等 ,

1987;Ni Bh rolchain ,1992;Siu-Man Ng ,1992)。主要是因为这类方法的生育预测是以时期年

龄别妇女合计人口作为生育预测的基数 ,完全不考虑该年龄组业已形成的生育孩次结构。采

用孩次递进预测方法则可以适应本研究所需要的主要预测工作。孩次递进预测是在条件概率

生育的基础上进行分孩次的预测 ,在预测中 ,只有尚未生育的妇女才能生育一孩;只有仅生育

了一个孩子的妇女才能生育二孩 ,等等。因此 ,孩次递进预测可以克服常规人口预测的上述缺

陷。并且 ,由于采用预测概率进行生育预测 ,预测年份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实际上是分别按育

龄妇女的年龄和孩次类型进行预测的 ,所以在生育预测完成后便可以进一步严格地根据各交

互类别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来更新育龄妇女的孩次类型分布。

由于我们需要得到独生子女-母亲年龄结构二维分布 ,而从年龄-孩次递进预测模型可

以看到 ,需要分孩次把子女年龄和其所对应的母亲年龄同时记录下来 ,才能得到独生子女-母

亲年龄结构二维分布数据结果。因此 ,需要对上述模型中妇女按孩次 、孩子年龄 、妇女年龄分

类 ,同时 ,还需要将孩子按孩次 、年龄和母亲年龄进行记录。由于需要考察独生子女及其母亲

的二维年龄分布 ,因此 ,只需要把一孩(无亲生兄弟姐妹)按年龄和母亲年龄进行记录 ,即需要

形成各年度一孩按孩子年龄-母亲年龄存储的数据矩阵 ,可以用二维变量 B(1)ia 直观表示。这

里 i表示孩子年龄 、a表示母亲年龄 ,上标(1)表示一孩。由于一孩(无亲生兄弟姐妹)的母亲与

孩子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因此 ,也可以对一孩妇女进行类似的记录和表示 ,即可以用二维变量

W(1)
ia 直观表示 , i表示孩子年龄 、a 表示妇女年龄 ,上标(1)表示一孩。通过对 i求和 ,将 W(1)

ia 与

模型W(1)
a+1 =W(1)

a -B(2)a +B(1)a 中描述的 W(1)
a 相对应;也可以通过对 a 求和得到孩子的年龄分

布B(1)
i 。

年龄-孩次递进预测模型在妇女递进生育过程中 ,可以直接记录妇女的生育年龄和孩次 ,

但模型W(1)
a+1 =W(1)

a -B(2)a +B(1)a 中 W(1)
a 所包含的孩子年龄是被合并的 ,因此为了满足独生子

女-母亲年龄结构二维分布变动过程记录 ,需要通过以下步骤完成模型的扩展:(1)通过母子

匹配的方法从原始数据中获得一孩母亲和孩子的二维年龄分布 ,将 W(1)
a 转换为 W(1)

ia 或 B(1)ia 。

(2)将新递进的 B(1)ia 记录为 B(1)
0a 或 W(1)

0a ,即为 a岁妇女生育的 0 岁一孩。(3)将 B(2)a 根据生育

二孩间隔分布 ,转换成 B(2)ia 。(4)经过一轮递进后 ,将未递进的妇女和孩子及存活妇女-孩子

年龄结构矩阵 a和 i 分别增加 1岁。

(二)死亡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年龄-孩次递进预测模型经改造和拓展后 ,可以得到各个年度的独生子女的年龄结构 ,因

此 ,可以通过生命表推算的 、按母亲年龄分类的不同年龄死亡独生子女人数。由于独生子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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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一一对应的 ,母亲有独生子女死亡的算法可表示为:W(1)
i , a+1 =W(1)

ia ·(1-
L i+1

L i
)·

La+1

La
;

式中 L i为 i 岁独生子女存活人年数;La为 a 岁妇女存活人年数。

由于死亡概率和年龄密切相关 ,因此 ,这里独生子女年龄最大记录到 30 岁 ,而W(1)
ia 所记录

的数据一直是独生子女母亲 ,对应的孩子死亡 ,应该认为是独生子女死亡。死亡一孩母亲转化

为生育二孩母亲的比例和规模取决于二孩递进概率。

虽然独生子女死亡记录将会受到独生子女母亲和独生子本人死亡而发生目标人群“丢失”

的现象 ,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母亲死亡的概率相对会大一些 ,但由于目标人

群“丢失”的概率是两个死亡概率的乘积 ,因此 ,独生子女母亲和独生子女同时死亡发生目标人

群“丢失”的可能性较小 ,最大“丢失”人数可以表示为:W(1)
i , a+1 =W(1)

ia ·(1-
Li+1

L i
)·(1-La+1

La
)。

(三)伤残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伤残是对健康状态描述。从概率事件和实际观察的角度看 ,伤残不仅有发生和不发生的

问题 ,还有什么时候被认定或发现的问题 ,同时还有严重程度的界定标准问题。因此 ,伤残与

死亡事件明显不同。死亡事件只需要确定发生事件 ,而发生事件的结果是很容易确定和比较明

确的 ,且具有单向不可逆的特点。相比之下 ,确定独生子女伤残总量和结构就显得更加复杂。

虽然伤残与死亡事件不同 ,但伤残和死亡都与年龄密切相关 ,或者说 ,经过认定的年龄别

伤残发生的比例与年龄密切相关。一般而言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伤残比例不断提高。本研究使

用年龄别伤残比例 ,基于模型生成的各年度独生子女—母亲年龄二维分布 ,计算各年度独生子

女目前处于残疾状态的总量和结构。从残疾发生的比例确定各年度独生子女伤残总量和结构

需要两个基本前提和假设:(1)假定伤残发生的状态不可逆;(2)假定目前观察到的年龄别伤残

状态的累计分布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四)死亡伤残独生子女及其父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虽然死亡伤残独生子女及其父亲二维年龄分布也可以和母亲一样分别建立模型进行推

算 ,但由于生育史方面的基础数据是按妇女统计登记的 ,因此独生子女及其父亲的二维年龄结

构只能通过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分布进行推算。这样就需要建立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联

系。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联系涉及对婚姻状态的描述。从婚姻关系构成来看 ,婚姻状态包括未

婚 、初婚有配偶 、再婚有配偶 、离婚和丧偶 5种状态。对于独生子女母亲来说 ,可能的婚姻状态

包括除未婚外的 4种状态 ,父母联系在一起就可能出现 12种状态。

利用妇女的在婚比例(即有配偶的比例)及妇女与丈夫的年龄差分布数据可以计算丈夫的

人数(即根据妇女的在婚比例计算),然后再根据妇女与丈夫的年龄差分布 ,推算丈夫的年龄

构成。

在离婚和丧偶率比较低的情况下 ,初婚有配偶占绝对比例。为了简便和保险起见 ,将死亡

和残疾独生子女-父亲分布简化为死亡和残疾独生子女-母亲年龄二维分布 ,并假定父母同

时存活 ,这样一方面夸大了独生子女父亲存活的比例 ,但另一方面却弥补了独生子女母亲死亡

的情况。

(五)预测参数设定

人口预测所需要的数据可分为预测基数和参数两大类。预测基数指预测起始年份的分年

龄分性别人口数据 ,其中 ,妇女人数还应划分出孩次。预测参数是对预测时期人口出生 、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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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情况的设定。预测参数①包括生育 、死亡 、人口城镇化 、年龄别残疾人口比例等方面 ,而对

于残疾发生率参数 ,由于中国残疾人口调查比较少 , 1949年以来 ,中国只有 1987 年和 2006 年

进行过两次残疾人口全国性抽样调查 。残疾人口年龄别发生比例的高低一方面与年龄大小

有关 ,另一方面与农业 、非农业性质不同有关。为此 ,本研究使用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的

年龄别残疾人口比例进行测算。

五 、 测算结果及讨论

(一)全国测算结果

基于上述参数和假定条件 ,可以根据前面的统计口径 ,估计妇女的总量和结构。按年龄在

49岁以上统计口径可以得到 2007～ 2050年独生子女死亡 、伤残母亲总量(见图 1、图 2)。估计

2007年 49岁以上全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在 30 万以内。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数量在 2038

年以前持续增长 , 2038年以后开始下降。峰值规模在 110万左右 ,那么 ,死亡独生子女父母人

数估计应该在 220万以内。估计 2007年全国 49岁以上伤残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在 22万左右 ,

独生子女伤残父母人数在 44 万以内。伤残独生子女母亲目标人群规模将比死亡独生子女母

亲数量提前达到峰值 ,预计 49岁以上伤残独生子女母亲数量在 2017年以前持续增长 ,2017年

以后开始下降 ,峰值规模在 40万左右 ,相应的 ,伤残独生子女父母数量估计应该在 80万以内。

从图 2和图 1还可以看出 ,40岁及以上伤残独生子女母亲数量与 49 岁以上的规模之差 ,同两

种口径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数量之差明显不同 ,这主要是由于规模估计方法 、参数设定和死亡

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图 1　全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人数估计 图 2　全国伤残独生子女母亲人数估计

　　(二)讨论

死亡伤残独生子女家庭数量测算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研究 ,无论测算方法设计还是数据运

算规模都是目前人口预测中最为复杂的研究项目之一 ,需要在方法创新的同时 ,仔细研究预测

参数的设置 ,尤其是在目前直接可供使用的数据比较缺乏的情况下 ,进行测算更加困难。考虑

到数据来源 、统计口径和参数设置等方面的原因 ,本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可能偏差主要来源

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抽样基础数据。虽然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已经公布 ,但由于目前可获得的 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仅为 0.95‰,而且存在比较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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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报问题。2005年可供使用的原始数据的抽样比例为 2‰,数据质量和样本量较小都不适合

省级为单位的研究任务 ,只能作为研究的参考。本研究采用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1%的抽

样原始数据 ,难免由于数据的现实性和抽样问题对一些省级单位存在一定的偏差。残疾发生

率方面可利用的数据也非常有限。

第二 ,二孩递进率与二孩递进间隔分布。二孩递进率的高低一方面影响总体生育水平的

高低 ,另一方面影响独生子女总量结构的大小。二孩递进间隔关系到子女和母亲二维年龄分

布。实际上育龄妇女在不同年龄上有着不同的二孩递进间隔分布 ,然而由于可得数据规模限

制及预测程序的简练 ,本测算对不同子人口采用的是相应人口类型汇总的递进间隔分布。

第三 ,城镇化水平。本研究根据户口性质将总人口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并将农

业人口视为农村人口 ,非农业人口视为城镇人口。由于城镇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存在明显差

别 ,目前城镇和农村实际生育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 ,对城镇化水平(即假定人口非农化

进程的快慢)和城乡生育水平差别大小的估计等 ,直接影响对独生子女总量结构的判断 ,从而

进一步影响对目标人群的估计。

此外 ,本研究只给出了死亡、伤残独生子女的母亲人数;测算父母双方的人数 ,也仅仅是按

照最简单的处理方法 ,将母亲人数乘以 2 ,而没有更精细地测算父母双方的人数。这样简单处

理既存在高估的可能 ,即妇女平均期望寿命高于男性 ,年龄较高的妇女(40 岁以上)人数因此

将多于其丈夫人数;也存在低估的可能 ,即对于父亲在 、但母亲不在(去世或离家)的独生子女 ,

其父亲被部分漏统了。两种因素相抵(不考虑抽样及预测参数等其他影响因素),得到的推算

结果应该略高于实际情况 ,是较为保险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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