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胎化 

 
    計畫生育是大陸的人口控制政策，是由於總人口龐大經濟發展又遲緩，面臨

了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困難所推動的因應對策。自 1979 年起，大陸除部分少數

民族以外在全國逐步推動「一胎化」政策，以控制過度成長的人口，規定一對夫

婦只能生一胎。當時成立了「國家生育計畫委員會」，規定人民生育前必需經過

審批辦理「准生證」，並透過上環、絕育、人工流產等措施嚴格實施，另對違規

生育者給予強制人工流產或經濟和行政上的嚴厲處罰。1984 年起，此政策逐漸

放寬為「雙獨兩孩」、「有條件一孩半」、「單獨二孩」，直至 2015 年秋，才全面實

施二孩政策。所以中國大陸一對夫可以生多少孩子，基本上還是受到管制的。大

陸此一計畫生育政策，一直受到國際主流國家的批判，認為這種國家干預是違背

自然規律的，強制人工流產則更是殘忍和違反人權！ 
 
    此一政策實施以後，不可避免的也帶來了以下的社會問題，： 
  

1、 全民年齡結構改變 
 
     一胎化政策造成了「四二一」的家庭結構和社會年齡結構的改變，

也就是家中有四個老人、二個年輕人和一個小孩的家庭逐漸增加。四十

年下來，隨著高齡化，年輕人的比率逐漸降低，更造成了年輕人沉重的

扶養負擔，尤其是整個國家未富先老，帶來的新社會問題還將會陸續出

現。 
 

2、 性別失衡 
 
     由於「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影響，如果只能生一個

就一定想辦法要生個男孩。因此，迫使許多家庭懷孕後私下用醫學手段

先行檢測，若是女孩就打掉中止懷孕，以保留生男的機會。結果就是導

致整個國家的人口性別比例，由自然的 100(女) : 103 至 106(男)嚴重扭曲

成 100 : 119，甚至更偏，同年齡層人口女性顯著的比男性少。計畫生育

近 40 年來，這些獨生子女已陸續進入婚育年齡，這意味著會有許多男人

娶不到老婆，形成嚴重的潛在社會問題。 
 

3、 獨生子女教養 
 
     由於每個家庭都只有一個寶貝小孩，男孩成了小皇帝、女孩成了小

公主，從小受到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寵愛，要什麼給什麼，造成很



多獨生子女不懂得分享、吃不起苦、受不了挫折，這些獨生子女的人格

特質，對社會總體會產生什麼影響正在逐步的呈現。此外，由於他們沒

有兄弟姐妹、叔伯姨舅和表姑親戚，個個都是「少親家庭」，傳統的家庭

紐帶相互支持關照的關係萎縮斷裂，加上他們的這麼多直系長輩逐漸老

化，壓在他們身上的照顧重擔將如何承受成了一個大問題。 
 

4、 老年失怙 
 
     獨生子女如果在成長過程中遭到意外，會讓整個家庭失去重心和希

望，尤其是失去孩子時父母年紀已大，無法再生一個的情況下，二老老

後的安養會造成社會問題。汶川大地震後就出現了大量這樣的問題，就

算政府動用高科技手段幫助這些高齡父母再生一個孩子，一再失敗帶來

的打擊不是身陷其中的人是難以體會的。再說，就算成功，隨著父母年

事增高，撫養年幼的孩子也是困難重重。 
 

5、 失去人口紅利 
      
  計畫生育再加上國民經濟改善以後，隨之而來的自願少子化趨勢，

會使得後續的經濟成長失去人口帶來的紅利，除了就業人口逐年萎縮，

影響產業的人力資源缺乏外，也影響內需市場的廣大，無法維持經濟的

持續發展。 
 

6、 家庭倫理關係崩裂 
             
      失去了傳統龐大家族關係的緊密聯繫和相互支持，在獨生子女成長

過程中，不少父母需到外地工作養家，不得不把孩子交給祖父母帶，形

成了眾多的留守兒童的教養問題。 
 

7、 人口販運 
 

            由於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對於無法自行生育的家庭、失去自

己孩子的家庭或孩子性別不符期待的家庭，這種特殊市場供需關係造就

了非法的人口拐賣和販運，有些孩子和家庭因而墜入了黑暗的深淵，其

中的幸與不幸已成為電影取材的熱門話題，中央電視台的公益節目「等

著我」，就幫助了不少人多年後找到自己的親人。 
 
    平心而論，任何一個政策都是有好有壞的，當初的一胎化政策雖然立即抑制

了人口爆炸性的成長，避免了 2 億以上人口的出生，但相對要付出的代價也必需



一一承受。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人性和社會實驗，如果不是靠政府

的公權力是無法推動的，其影響也還在進行之中，未來要如何面對問題及早採取

措施，減輕負面影響正在考驗著人類。 
 

既然一胎化會有上述的那些缺點，如果要調整的話，方法應該不止一種，除

了開放二胎以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方案。在此提出另一個方案，大家可以思考

一下。 

「每對夫妻如第一胎是男孩就不能再生了，如是女孩就可以生第二胎，第二

胎如是男孩就不能生了，如又是女孩則可以再生第三胎，最多三胎為止。」 

 
  以上的方案，一個家庭最多會有三個小孩，但會有 7/8 的家庭擁有男孩，人

為干預小孩性別就沒必要了，如果想生男孩的家庭，國家已經給了三次機會都沒

中，應該無話可說，只好自己認了。如果生育政策真的這樣改變，請問以下二個

衍生的問題： 
 
問題一：長久下來，是否會造成未來的人口性別失衡，變成女性多於男性？ 
問題二：長久下來，是否會造成總人口的持續增加導致失控？ 

 
以上二個問題，正好可讓同學們自我檢視是否能夠活用已經學到的知識。大

家都學過機率吧，這兩個問題都與機率有關，大家可以仔細的好好想想，然後給

個你的答案，再比較看看與下面的結論是否相同。 
 

問題一：長久下來，是否會造成人口性別失衡，變成女性多於男性？ 
 
結 論：如果沒有人工干預，新生兒性別並不會失衡。 
說 明： 
      因為根據機率原理，每一胎生男生女的機率都是相同的 1/2，所以

就全國來說，第一胎會有一半男嬰一半女嬰，所以性別是平衡的。雖然

生女嬰的家庭可以再生第二胎，可是因是獨立事件，第二胎嬰兒的性別

與第一胎無關，所以總的來看，所有第二胎出生的嬰兒，性別也應該是

平衡的，同理第三胎也一樣，因此，新生人口的性別符合自然規律不致

失衡。同學亦可嘗試畫個樹狀圖看看是否更容易理解。 
 
問題二：長久下來，是否又會造成總人口的持續增加導致失控？ 
 
結 論：總人口不致失控還是會逐年減少，而且會比開放二胎增速還慢。 



說明： 
    雖然有些家庭會有三個小孩，但有更多的家庭只有一個或二個小孩。 
    我們可以用期望值的方法算出全部家庭平均擁有多少小孩，算法如下： 
 

有 50%第一胎生男孩的家庭不能再生，所以擁有 1 個小孩 
        有 50% X 50%的家庭第二胎是男孩不能再生，所以他們共有 2 個小孩 
        有 50% X 50%的家庭第二胎是女孩可生第三胎，所以他們共有 3 個小孩 
    所以全部家庭的小孩數期望值是： 
          1 X 0.5 + 2 X 05 X 05 + 3 X 05 X 05 = 1.75 
 

由於夫妻是 2 個人，而平均只有 1.75 個後代，尚不足以替代自己，每一代

少了 0.25 人，所以總人口仍是下降的。但是這個辦法，可以改善不少原來強制

一胎化所帶來的缺點，而且更符合中華文化也更人性化。其實實際的人口成長，

一定會比理論數來得少，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結婚；結婚的也不是每個人都會

有小孩；前一胎生女兒的家庭也不是每一個都會生下一胎；也不是每個小孩都能

順利成長成人，如此就可視實際狀況，決定放寬第三胎還是第四胎，政策上彈性

和空間都比較大，說不定再也不用政府干預了，大家想想，會不會更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