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專家指出，男女比例失衡將對婚姻、
道德倫理及社會治安造成影響，現分析如下：

基層難娶老婆 老夫少妻加劇
由於相同年齡層的男女比例失衡，男性需找更年輕的女

性為伴侶，可能出現越來越多「老夫少妻」的現象。同
時，受到傳統觀念影響，女性傾向尋找學歷、收入都較自

己高的伴侶(當
然不是所有感情
都 以 物 質 衡
量)。基層男性
未能通過教育和
職場的競爭，向
上流動，陷入雙
輸局面，若他們
在婚姻上也遇上
同樣挫折，面對

「娶妻難」問題，可能令其不滿加劇，影響社會穩定。

租妻童媳群婚 畸形婚姻叢生
以印度為例，男性比女性多約4,000萬人，隨 初生男嬰

比例不斷增高，預計該國的男女失衡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該國目前出現越來越多「童婚」、「群婚」(即一名女性嫁
給多名同一家庭的男性)、「租婚」(即由男性付費，租來
一名女性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其妻子)等現象，社會倫理道德
備受考驗。

強姦罪案增加 威脅女性安全
男性數目多過女性，可能令女性的安全受到更大威脅，

如性犯罪等。印度首都新德里於2010年有超過400宗強姦
案，平均每日一宗，被輿論批評為「強姦之都」。

工廠難聘女工 挫國家再生力
一些需要大量女性的行業，如珠三角工廠可能無法聘請

足夠員工；女性減少，可能威脅國家人口的再生能力等。

究竟為甚麼中國的男女比例會出現逐漸失
衡的情況？以下會從4方面分析：

非法鑑別性別 若懷女胎即墮
《母嬰保健法》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等嚴禁「兩非」(即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鑑
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行為)，不過有
關規管尚未完善。在計劃生育政策下，大部
分人民只能夠生育一名子女(部分農村夫婦、
少數族裔等獲豁免)。有夫婦因受到「重男輕
女」的傳統觀念影響而使用非法胎兒性別鑑
定技術，若懷有女胎便即時終止懷孕。

繼後香燈任重 生仔保存面子
中國的傳統觀念跟亞洲大部分地區一樣存

在「重男輕女」和「男尊女卑」。家庭觀念較
重的地方更重視「傳宗接代」、「繼後香燈」
的情況。加上俗語亦云：「不孝有三，無後
為大」，女孩嫁出去就是「潑出去的水」。生
男兒的女性可免受「不爭氣」的指責，而有
男丁的家族也不會失去「面子」。

男丁耕田養家 被視老人依靠
「重男輕女」觀念在農村尤其是發展較滯

後和社會保障不完善的地區盛行。大部分農
村的機械化水準較低，生產依靠體力，因此
男性普遍較受重視。加上當地的社會保障不
完善，農民邁入老年後需依靠子女，兒子被
視為最主要的生產保證。

農村亦長期存在女性土地權益保障缺失的
問題。國家雖然在土地法中規定男女享有平
等的土地權益，但在具體執行上仍未到位，
如部分農村仍有自留地不分予女兒的規定，
因為女性嫁出後需要照顧丈夫的家庭，無法
打理本來分得的土地。這些經濟考慮令農村
家庭更重視男性。

女性地位偏低 收入較差
雖然國家推行多項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

酬的政策，但男女的社會地位仍有差距。女
性在政治上較少擔任領導者角色，參與度亦
較弱；在經濟上，亦較少成為管理層，收入
水平偏低。這些因素令夫婦都傾向生育男
孩。
整體而言，人們在傳統觀念、經濟考慮、

女性地位等考慮下，傾向生育男嬰，而胎兒
性別鑒定的技術提供選擇方法，將數千年的
「重男輕女」觀念更明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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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多個機構近日聯合發表聲明，呼籲亞洲國家採取更

多措施，扭轉「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中國作為亞洲地區

人口最多的國家，出生男女比例不斷擴大，最終可能導致兩性失

衡。本文將分析中國出生男女比例擴大的原因，所衍生的問題，以

及提出針對性建議。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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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男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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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農民偏愛男嬰，
認為生女會令家族丟

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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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容中國現時的男女出生比例情況。

2. 承上題，為何中國出現如此情況？這會造成甚麼影響？

3. 中國人為何「重男輕女」？試舉例加以說明。

4. 有人說：「一孩生育政策是導致中國男女失衡的間接原因。」你是否認同此說？為甚麼？

5. 試指出3個同樣存在「重男輕女」觀念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其男女比例如何？她們分別採
取甚麼措施應對？

面對男多女少所帶來的一連串影響，有專家提出5大建
議，以改善情況。

推教育宣傳 倡男女平等
中國一直積極提倡「男女平等」等觀念，得到越來越多

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認同。其中由國家人口計生委於2003
年推動的「關愛女孩行動」，通過一系列宣傳，遏止試點
地區出現的出生人口比例失衡的趨勢。
不過，傳統觀念始終有數千年歷史，需要更多努力才能

改變。就此，內地需在各個環節包括教育、職場及家庭等
宣傳國策、法規，加深人民的認識。

堵塞法例漏洞 嚴懲「兩非」
國家法例嚴禁「兩非」：《母嬰保健法》禁止非法鑒定

胎兒性別；《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35條規定「嚴禁利用
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
定；嚴禁非醫學需要的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等」。
以往，醫務人員從事「兩非」，只予行政處罰，罰款金

額僅為10,000元至30,000元人民幣。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
學院院長翟振武曾建議可參考韓國的經驗。韓國曾是男女
比例失衡的國家，針對有關問題，該國推出多項法規，如
利用超聲波鑒定胎兒和選擇性別引產的醫務人員，可能面
對以下懲罰：一是被罰款3,000萬韓圜(相等廿萬元人民
幣)；二是被吊銷執照；三是被追究刑事責任，最高被判
入獄3年。在有關法律下，醫護人員試圖利用該技術以賺
取利益的意慾大幅降低，該國的男女比例回復正常水平。
有見及此，國家人口計生委、公安部、衛生部、國家食品
藥品監管局、總後勤部衛生部、全國婦聯等部門在8月聯
合召開全國集中整治「兩非」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時明
確指出，無論公職人員或個體行醫人員，只要實施「兩非」
行為，必須對涉案的單位和責任人嚴肅處理，給予吊銷執
業資格、降級、撤職、開除直至追究刑事責任的處罰。

加強執法 掌握孕婦情況
另外，有關部門亦可在各個環節加強執法，例如在胎兒

性別鑑定上，根據法規制定詳細的超聲波技術使用守則，
教育醫務人員；在終止妊娠上，建立更完善的審批制度，
嚴格檢查終止妊娠手術的證明書；在孕情監測上，開展生
殖保健服務、探訪服務等，以掌握孕婦的最新情況；同時
要加強跨部門合作，建立更完善的審核、追蹤等系統，防
止生育時選擇性別。

提升政策層次 維護女性權益
有人認為，內地需更重視男女比例問題，並將其提升至

國家核心問題的程度。韓國早於1983年成立女性開發院，
專門研究女性發展戰略和政策。該國於2001年設立性別平
等部，負責制訂維護女性權益的政策。該國國會還推出一
系列維護女童權益、反對歧視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等法
規，如《女性發展基本法》、《男女僱用平等法》、《男女
差別禁止以及援助法》等。這些政策逐步打破傳統觀念，
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減低人們對男嬰的偏好。有見及
此，內地應提升有關政策制定的層次，並下令地方政府嚴
格執行。

建立農村社保制度
當局需盡快建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改變「養兒防

老」的觀念。同時，農業需進一步機械化，以減少對體力
的依賴。

．推教育宣傳 倡男女平等

．堵塞法例漏洞 嚴懲「兩非」

．加強執法 掌握孕婦情況

．提升政策層次 維護女性權益

．建立農村社保制度

1. 劉紅：《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的再思考》，《南京人口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第25卷第2期，2009-04；該文深入分析中國的男女比例失衡問題。

2. 《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困擾印度》，《國際先驅導報》，2011-05-18；該文探討

印度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和問題，以及應對方法。

3.《中國正進入男盈女虧時代 十年後逾千萬男性娶妻難》，《人民日報》，2011-08-17；該文介紹一些專家對

男女比例失衡問題的觀點。

出生人口 男多過女
中國出生人口的男女比例在上世紀80年代開

始逐漸擴大。1980年代初的出生男女比例為
108.5：100；2000年為116.9：100；到2010年
再升至118.1：100。據統計，在1980至2000年
的出生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約3,330萬人。

粵瓊「超標」 藏疆「倖免」
另有統計數據顯示，在2000年，廣東、海南

等省份的出生男女比例為130：100。值得注意
的是，除西藏和新疆外，各省份、自治區和直
轄市的出生男女比例都超出正常的情況。
2010年，男性佔國家總人口百分比為51.27%，

女性為48.73%。另一方面，總人口的男女比例由
2000年的106.7：100，下降至2010年的105.2：
100。雖然有關數字下降，但從出生人口的男女
比例觀察，長遠而言，國家總人口的男女比例失
衡將惡化。

中國兩性比例失衡

2010年：男女出生比例為11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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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社會 重男輕女

原 因

社會治安變差 衝擊倫理道德

■印度男女比例嚴重失衡，部分女性更
有多名丈夫，形成畸形婚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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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出男女比例失衡可能

通過移民等方法解決。但中國

作為人口龐大的國家，必須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改

變社會現狀，樹立負責任的大國風範。韓國於上

世紀80年代，男女比例為116：100。經過30年的

經濟發展、城市化過程及男女平等宣傳，2007年

的男女比例回復至107：100的正常水平。韓國經

驗說明，只要政府高度重視男女比例失衡，問題

最終可被解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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