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7 月 12 日下午，中国人口学会 2024 年年会分论坛“人口发展与政

策分析”在河北省雄安新区成功召开。本次论坛由南开大学社会学院（人口学研

究所）、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共同承办，召集人分

别为吴帆教授、沙勇教授、蒋国河教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南京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辽宁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50 多位专

家学者围绕“生育-家庭-托育”、“养老宏观-农村养老-养老方式”和“政治-经

济-社会”等相关学术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论坛开幕环节由南开大学吴帆教授主持，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蒋国河教授

致开幕词。蒋国河教授首先对参会嘉宾和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对本论坛的

准备情况与点评人进行介绍，并对江西财经大学人口学和老年学的建设以及江西

养老事业发展的特色进行宣传，以期通过本次分论坛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在

未来搭建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推进人口发展与政策分析研究的持续深入。

专题一：生育-家庭-托育



该专题由南开大学吴帆教授主持。辽宁大学副教授杨楠、山东财经大学副教

授闫绍华、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明慧、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张洋和南开大学

博士研究生陈玲依次进行汇报。南京邮电大学彭大松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银平均

教授做相关评议。

杨楠基于辽宁省的析因调查实验，研究生育支持政策对未婚群体的生育偏好

影响，得出提振生育意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但提供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是能够

完成这个复杂拼图的关键部分，强调了我们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来理解制度互补

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闫绍华基于对城市育儿家庭的实证调查，从“双重冲突”带来的时间压力切

入，分析城市幼儿父母时间利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利用中幼儿

母亲和幼儿父亲的需求具有一致互补的特征，工作家庭冲突是时间利用中降低育

儿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冲突。



张明慧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 年公开数据，从夫妻匹配视角

下，研究成本效用对育龄夫妻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养育成本效用对育龄夫妻

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中国家庭的再生育是一个基于生育成本和效用的复杂决

策过程，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预期保险效用，经济效用对夫妻再生育意愿共识

的达成有抑制作用。

张洋基于元分析方法的文献研究，探讨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微观个体生育

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三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均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



促进效应，但具体的影响因孩次、生育水平、福利水平、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等政

策情景而有差异。中国生育支持政策应以时间和服务支持为主，经济支持为辅，

同时兼顾孩次和地区发展差异性。

陈玲基于全国层面的调查数据，从社会文化和家庭自身视角出发，探究家庭

照料与家庭的托育偏好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母亲照料和

祖辈照料对 0-3 岁托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女性的工作—家庭权衡观念强化

了母亲照料对托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母亲照料和祖辈照料，可以显著提升女性的

理想托育年龄，女性受教育程度削弱了母亲照料对理想托育年龄的提升作用。

南京邮电大学彭大松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银平均教授对上述研究者的主题

发言进行了评议。彭大松教授充分肯定了前两位发言人的研究工作及研究亮点，

然后提出对不同群体、地域、家庭阶层进行比较研究的建议。银平均教授对后三



位发言人的探索逻辑、问题意识以及国际视野给予了充分评价和认可，然后对文

章的主题、结论和对策提出了一些更好的建议。

专题二：养老宏观-农村养老-养老方式

该专题由南开大学陈卫民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沈利东、江西财经

大学讲师郑翩翩、西安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翔宇、湖南中医药大学讲师彭姣依

次进行发言。南京邮电大学彭大松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银平均教授做相关评议。

沈利东运用政策工具与 PMC 指数模型方法，分析了工具理性下整体政策工具

运用和核心政策现实偏好，通过量化研究总结得出中国式老年健康服务政策的现

实偏好特征：重视基本公共卫生配套服务全覆盖，以科研与技术支持为先导创造

更多回旋治理空间；部门统筹、试点示范方式推进细分领域发展，大力培育健康

消费市场与支撑产业；兼顾行业标准与监管督查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郑翩翩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对中国老年人主

客观成功老化进行界定与测量，构建了由 8个主客观指标组成的测量指标体系，

分析其随年龄变化的趋势，检验了老化悖论现象，并对老年人主客观成功老化的

关联因素与老化悖论进行了解释，强调社会经济状况是影响主客观成功老化的重

要因素，也是老化悖论现象的重要解释变量。

王翔宇通过分析代际支持动态发展模式和家庭养老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探

究农村老年家庭代际支持动态和谐发展模式的系统测量，探索中国本土代际关系

发展模式及动态演进机制，从老年家庭代际支持（经济、照料、情感）提炼出养

老策略维度，进而探讨其与老年家庭养老生计的动静态衔接机制。



彭姣基于 2018 年和 2020 年两期 CLASS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医养服务的适

老化实现模式探索，研究发现智能设备使用显著正向影响老人互联网健康管理意

愿和健康管理行为，老年人互联网健康管理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路径影响，老

年人互联网健康管理主要受感知易用性路径影响。

该专题的两位评议人南京邮电大学彭大松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银平均教授，

对专题中研究者的研究基础、选题意义、理论深度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同时又

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拓展思考以及进一步细致深化等具体的建议。



专题三：政治-经济-社会

该专题由南开大学陈卫民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章芡、中国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陈子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莫华归、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

究生刘艺依次进行发言。南京邮电大学彭大松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银平均教授做

相关评议。

章芡基于政策反馈理论，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对新业态劳

动者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进行了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反馈理论本土化构建，基本

养老保险显著提升了新业态劳动者的政治参与水平，基本养老保险对新业态劳动

者的政治参与存在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

陈子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使用 2010、2012、2014、2016、2018、

2020 年六个波次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放松生育限制会对女性的收入

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提出加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包括增加学前儿童托管

服务等构建“女性友好”的法律法规，减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歧视，直接

通过财政手段对生育女性进行现金补贴的政策建议。



莫华归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2-2018 年），探讨职业中断对

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中断会产生疤痕效应，长期负面影响女性工

资收入，技能培训未能起到分化作用，家庭政策使得职业中断的代价在不同女性

群体间存在差异。

刘艺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流动人口公共

就业服务可及性的“同群异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户籍壁垒使得公共就业服务

出现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差异性供给，流动人口身份与公共就业服务获得之间

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劳动力市场壁垒则导致公共就业服务可及性在流动人口内

部出现差异。



南京邮电大学彭大松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银平均教授对上述研究者的主题

发言进行了评议，对上述研究者文章的选题意义、研究设计、实证分析等方面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从维度的细化、本土国情的参考、研究路径的深化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建议。

会议的闭幕总结环节由南开大学讲师黄凡主持，南京邮电大学讲师王宇和江

西财经大学讲师郑翩翩进行总结发言，并再次对发言人、评议专家与参会师生表

示感谢。此次中国人口学会 2024 年年会分论坛“人口发展与政策分析”在充实

愉悦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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