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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演变
第一阶段，宽松计划生育阶段（1971-1977）：提倡节制生育、“晚稀
少”政策。
▶ 1973 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晚、稀、少”口号。
第二阶段，严格计划生育阶段（1978-2014）：一孩政策、“一孩半”政
策、“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
▶ 1979 年，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 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为“一
孩政策”；1982 年计划生育政策被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被写入宪法。

▶ 2011 年 11 月，我国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
女的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2013 年 12 月，“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
实施。

第三阶段，放开计划生育阶段（2015 年至今）：“全面二孩”、“放开三
孩”。
▶ 2015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的决定，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 2021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的决定，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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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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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及效应

数量-质量权衡理论认为，给定一个家庭有限的资源，更小的家
庭规模可以使每个孩子分配到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孩子的平
均素质。（Becker and Lewis，1973）
中国的一孩政策提高了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水平。（Li et al.，
2008；Rosenzweig and Zhang，2009）
▶ Li et al.（2008）进一步指出这种人力资本的提高或许是中国过
去几十年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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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及效应

数量-质量权衡理论认为，给定一个家庭有限的资源，更小的家
庭规模可以使每个孩子分配到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孩子的平
均素质。（Becker and Lewis，1973）
中国的一孩政策提高了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水平。（Li et al.，
2008；Rosenzweig and Zhang，2009）
▶ Li et al.（2008）进一步指出这种人力资本的提高或许是中国过
去几十年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
1979 年政策实施之后的出生的独生子女表现出了更低的信任、
更低的利他主义、更高的风险规避和更低的竞争性，俨然成为
了家里的“小皇帝”（Little Emperor）。（Cameron et al.，2013）
▶ 数量-质量权衡效应可能比预期中要小。
▶ 政府政策和家庭结构对个体行为和性格发展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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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进一步：人口构成效应

哪一类人口减少了。
实际的人力资本水平变化同时包含了人口构成效应和数量-质量
权衡效应。（Wang，Zhang，2018）
dh =

α(1− α) (h2 − h1)
(

dn2

n2
− dn1

n1

)
︸ ︷︷ ︸

Compositional effect

+

[
α
∂h1
∂n1

dn1 + (1− α)
∂h2
∂n2

dn2

]
︸ ︷︷ ︸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effect

一种较为可信的解释机制：人口构成效应占据了影响人力资本
投入的主要地位。
还有许多因素可能影响数量-质量权衡效应。
▶ 性别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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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识别：利用双胞胎数据

1970 年代起，利用双胞胎数据来检验数量—质量权衡理论。
▶ 双胞胎相较单胞胎而言，通常体重显著更轻，更低的禀赋；
▶ 双胞胎出生间隔较近，通常会得到父母更加公平的对待。
增强子女之间的禀赋差异 or 抚平子女之间的禀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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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利用双胞胎数据（续）

张俊森等（Zhang，2009）进行了有关子女之间禀赋差异与资源
分配关系的模型构建。
εZ1e2 = ηZ1p1

c + εZ1YΦ
▶ 双胞胎禀赋和人力资本投入弹性的相关关系并不确定。

ηZ1n = (ηe2n − α)(εZ1YΦ+ ηZ1p1

c)
▶ 第二胎数量和第一胎人力资本投入之间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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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利用双胞胎数据（续）

中国儿童双胞胎调查（CCTS），对比城市和农村、第一胎次有
双胞胎和无双胞胎以及农村第二胎次无双胞胎五组数据，考察
父母的人力资本投入行为模式。
▶ 结论：父母强化禀赋差异的人力投资行为更为明显。
接着，利用第一胎为双胞胎的数据考察孩子数量对人力资本投
入的影响。
▶ 结论：与出生在非双胞胎家庭相比，出生在双胞胎家庭显著降
低了孩子的教育期望、学业进展和学习表现。

内生性问题：孩子的体重可能隐含父母对孩子体重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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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利用双胞胎数据（续）

利用第二胎为双胞胎的样本来考察孩子数量对人力资本投入的
影响。
Hij = η0Tj + η1(Tj ×Fij)+ η2Fij + δ1e∗2j + δ2(e∗2j ×Fij)+ μj + ζ ij

结论：人口控制政策最多使儿童的教育水平提高了 4%，使预
期的大学入学率提高了不到 9%，使学习成绩提高了不到 1%，
使良好及以上健康水平的发生率提高了不到 4%。
总体而言，虽然我国存在显著的数量-质量权衡效应，但是中国
的一孩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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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储蓄行为——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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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家庭储蓄行为文献综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模式转变（邬沧萍等，
2003）。
宏观角度：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儿童赡
养比下降，老年人赡养比上升，从而导致家庭储蓄率提
高。（Curtis et al. (2011), Dong and Zhao (2011), Liu K. and Liu
Y. (2015) , Lugauer et al. (2019）
微观层面：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限制子女数量，减少了家庭中的
依赖人口，导致储蓄率上升。（Oliveira (2012), Zhang et al.
(2019）
以局部均衡模型为主的消费理论：城镇居民生命周期内收入路
径变化，收入风险程度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袁志刚，宋
铮，2000）
应该将教育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加以考察。（刘永平，陆铭，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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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前提假设

基于无限期世代交叠模型（刘永平，宋铮，2008）。
无限期，每个家庭包含三期重迭个体：儿童期、成年期、老年
期，每一期个体同质。
人力资本存量取决于父代对教育的投入 et 和父代本身拥有的人
力资本存量 ht。
家庭的孩子数量 nt 由政府计划的生育政策外生规定。
成年人有一个单位的标准化时间，其中，照顾孩子的时长为
vnt，赡养父母的时长为 p

nt−1
，因此工作时间

ℓt = 1− vnt − p
nt−1
。

成年人有收入 lthtwt，可能收到的父代遗产为
(1−p)ℓt−1ht−1wt−1st−1(1+rt)

nt−1
，其中 p 为老年人存活概率。

赡养性支出为 pmℓthtwt，其中 m 为孝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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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目标函数为

U = ln c1,t + pα1 ln c2,t+1 (1)

给定约束条件

c1,t = ℓthtwt (1− st)− pmℓthtmt − etnt+

(1− p) ℓt−1ht−1wt−1st−1 (1 + rt)

nt−1
(2)

c2,t+1 = (1 + rt+1) ℓthtwtst + mℓt+1ht+1wt+1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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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局部均衡条件

劳动时长为

ℓt = 1− vnt −
p

nt−1
(4)

劳动力投入为

Li = ni−1Li−1(i = t, t + 1) (5)

人力资本投入为

ht+1 = Aeβ
t h1−β

t (β ∈ (0, 1)) (6)

由企业生产函数可得局部均衡

Yt = DKθ
t (ℓthtLt)

1−θ ⇒
{

wt = D(1− θ)uθ
t , ut =

Kt
ℓthtLt

Rt = Dθuθ−1
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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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市场出清条件

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

ℓt = 1− vnt −
p

nt−1
(8)

产品市场出清条件为

c1,t +
pc2,t
nt−1

+ ℓthtwtst + etnt = ℓtwtht + (1 + rt) kt

⇒ktnt−1 = ℓt−1ht−1wt−1st−1 (9)

无套利条件为

Rt = 1 + r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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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最优化：Lagrange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 = ln c1,t + α1p ln c2,t+1 − λ1 [c1,t − ℓthtwt (1− st)+

pmℓthtwt + etnt − (1− p)ℓt−1 ht−1wt−1st−1 (1 + rt) /nt−1]

− λ2 [c2,t+1 − ℓthtwtst (1 + rt+1)− mℓt+1ht+1wt+1nt]

一阶条件为

∂L
∂st

= −ℓthtwt
c1,t

+ α1p
ℓthtwt (1 + rt+1)

c2,t+1
= 0

∂L
∂et

= − nt
c1,t

+ α1p
mlt+1wt+1Aβeβ−1

t h1−β
t

c2,t+1

= − nt
c1,t

+ α1p
mℓt+1wt+1

c2,t+1
ht+1

β
e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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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最优化：一阶条件

化简可得

1

c1,t
=

α1p (1 + rt+1)

c2,t+1
(11)

1

c1,t
=

mα1pℓt+1ht+1wt+1β
etc2,t+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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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最优化：最优教育投资

由一阶条件

et =
ℓt+1ht+1wt+1βm

1 + rt+1

(7,10)
=

ℓt+1ht+1βm
θ

(1− θ)ut+1

(7)
=

βm(1− θ)
θ

Kt+1

Lt+1

=
βm(1− θ)

θ
kt+1

(9)
=

βm(1− θ)lthtwtst
ntθ

⇒ ntet = βm1− θ
θ

ℓthtwts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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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最优化：最优储蓄率

由 (11)（12）, 令 b = θ
1−θ ，可得

ℓt+1ht+1wt+1nt
1 + rt+1

=
etnt
βm

(13)
= bℓthtwtst (14)

ℓt−1ht−1wt−1st−1 (1 + rt)

nt−1

(9)
= kt (1 + rt)

(7,10)
=

Kt
Lt

Dθuθ−1
t

= Dθ
(

Kt
ℓthtLt

)θ−1 Kt
Lt

= Dθ
(

Kt
ℓthtLt

)θ
ℓtht

(7)
= ℓthtwt

θ
1− 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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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最优化：最优储蓄率（续）
由 (11) 可得：

c1,t = ℓthtwt (1− st)− pmℓthtwt − etnt+

(1− p)ℓt−1ht−1wt−1st−1 (1 + rt)

nt−1

=
1

α1p (1 + rt+1)
[ℓthtwtst (1 + rt+1) + mℓt+1ht+1wt+1nt]

(16)

代入 (13),(14),(15) 得：[
(1− st)− pm − βm

b st + b
]
ℓthtwt

=

[
1

α1p
st +

m
α1p

1

bst

]
ℓthtwt (17)

⇒ s∗t =
[1− pm + (1− p)b]pα1b
b + m + pα1b + mβpα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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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最优化：最优人力资本投入率

r∗e =
et

ℓthtwt

= βm θ
1− θ

st
1

nt
(19)

=
βm
bnt

st

=
βm
nt

[1− pm + (1− p)b]pα1
b + m + βα1b + mβpα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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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分析：最优储蓄率

回顾：最优储蓄率 s∗t = [1−pm+(1−p)b]pα1b
b+m+pα1b+mβpα1

进一步考察：

1. ∂st
∂p = a1b(b+m)[(1+b)−2(m+b)p−(α1b+mβα1)p2]

(b+m+pα1b+mβpα1)2

▶ sign{∂st
∂p } = sign{(1 + b)− 2(m + b)p − (α1b + mβα1)p2}

2. ∂st
∂nt

= 0

3. ∂st
∂m =

−2p2α21b2−(1−β)p3α21b2−2pα1b−2βp2α21b
(b+m+pα1b+mβpα1)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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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分析：最优储蓄率与预期寿命

sign{∂st
∂p } = sign{(1 + b)− 2(m + b)p − (α1b + mβα1)p2}

▶ 第一，代表性行为人预期到预期寿命延长，会加大家庭储蓄的
力度以维持将来的养老；

▶ 第二，预期寿命的延长，降低子女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老年阶
段的收入，代表性家庭在预期到这样的效应情况下，将加大自
己的养老储蓄；

▶ 第三，预期寿命的老龄化增加，代表性行为人的养老负担增加，
当期收入的下降，储蓄资源降低；

▶ 第四，由于寿命的延长，代表性行为人当期所能获得的父代偶
然遗赠降低，其当期的收入降低，这也会减少储蓄的来源。

我们的模型中，正效应和负效应对储蓄的净作用是模糊的，具
体取决于参数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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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分析：最优储蓄率与人口

∂st
∂n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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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分析：最优储蓄率与人口

∂st
∂nt

= 0

▶ 第一，人口管制的放松，子代会降低老年人的照顾时间，从而增
加工作时间，进而增加储蓄；但对父代而言，会增加对子代的照
顾时间，从而降低可用工作时间，进而降低储蓄；

▶ 第二，人口的放松会导致偶然遗赠的数量减少，降低当期的收
入，从而降低储蓄率；

▶ 第三，子代的增加会降低教育投资，从而降低子代收入，进而降
低老年的消费，行为人在预期到这一收入缩减效应后，会加大
储蓄养老力度，从而增加家庭储蓄率；

▶ 第四，人口管制的放松或子代的增加，会导致老年收入的增加，
从而降低父代储蓄。

我们的模型中，正效应和负效应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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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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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Jingxian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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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

2015 年 12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二孩政策”。
2014 年 CFPS 数据库
处理组：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有生育二孩意愿、适龄且夫妻
双方都不是是独生子女的家庭。
控制组：有相同生育意愿，但两个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独生子女
的家庭，剔除了 1969 年及以前出生的群体。
缺乏年龄小于 22 岁的女性样本，但并不影响。
储蓄率指标 =(家庭总收入-总消费支出)/家庭总收入，删除了
储蓄率低于-0.5 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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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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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线回归结果

Savingit = α × Treati × Policyt + βXit + μt + θi + 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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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异质性检验——城乡

Savingit = α × Treati × Policyt + β × Treati × Policyt ×
Urbani + γXit + μt + θi + 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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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异质性检验——收入与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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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异质性检验——收入与净资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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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异质性检验——一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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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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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

Policy′
t = 1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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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初步结论

二孩政策使得有生育意愿的群体储蓄增加约 5.5%。
▶ Gérard Roland：可能源于房价。
这种影响在城乡之间的异质性并不显著。
▶ 农村地区政策执行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种影响对低收入群体更显著。
▶ 更多子女带来更大经济压力。
这种影响对一胎为女孩的家庭更显著。
▶ 重男轻女观念。
政策建议：
▶ 政府降低生育成本，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焦虑，稳定房价，减少
婚房储蓄，规范过高彩礼等。

Guanxi Li 40 / 43



总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总结

经济研究更是为了经济数字背后一个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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