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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从青少年、青少年的母亲和青少年的外祖母三代不同视角探查影响生育情感价值的因素。 方法：对

209 组配对青少年、母亲、外祖母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 结果：依赖自我因素对三代人生育

情感价值都有显著的预测效应（均 P<0.001）；集体主义因素对母亲和外祖母组情感价值有显著的预测效应(P<0.001;
P<0.05)；而个体主义因素仅对母亲的情感价值观有显著预测作用(P<0.01)。 结论：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价值观和依赖

自我对生育价值观中情感价值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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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was to test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the emotional value of adolescents, ado-
lescents’ mothers and grandmothers. Methods： 209 triads of adolescents, mothers and grandmothers were tested, and the
method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taken. Results： Interdependence factor could predict the emotional value of chil-
dren of three generations (all P<0.001); collectivism factor could predict that of mothers and grandmothers (P<0.001; P<
0.05); individualism was only the predictor of mothers’ emotional value of children(P<0.01). Conclusion： Collectivism-in-
dividu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have impact on the emotional value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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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价值观是个体对生育各个方面重要性的看

法或认识评价的心理倾向性, 是一个具有多维度多

层次的心理系统[1]。生育价值观（value of children; 以

下简称 VOC）研究[2, 3]是心理学界对生育率及相关问

题进行的系统研究。 到目前为止共有两次国际规模

的 VOC 研究。 第一次研究始于 60 年代末，有美国、
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

中国台湾等 8 个国家或地区参与。 第 二次跨文 化

VOC 研究于 2000 年开始，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
包括德国、土耳其、捷克、以色列等。 在 VOC 研究中

VOC 被定义为孩子对于父母的功用，或孩子对父母

需要的满足[4]。 VOC 的变化会导致生育率的变化，所

以研究 VOC 是把握生育率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另外，已有研究表明，VOC 对个体的生育行为 [5]、教

养行为（如教养方式、教养目标等）等均有显著的预

测作用[6]。 因而对 VOC 的研究为探究人口发展趋势

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
VOC 被分为 VOC+和 VOC-， 即要孩子的好处

和利益以及要 孩 子 的 弊处和花费。 郑钢等人[7]利用

中国数据得到了 VOC+的三个因素：情感、传统和家

庭。 虽然目前各国 VOC+的因素结构并没有统一，但

基本可以将人们要孩子的理由分为三个方面： ①孩

子的情感价值，这一因素主要包括有孩子的乐趣，照

顾小孩子成长的乐趣等；②孩子的传统价值，主要包

括孩子可以帮家里做事，传承家族姓氏，对家庭的经

济回报等； ③孩子的家庭价值， 主要包括孩子对稳

固、加强夫妻感情的作用等[8]。 人们的生育行为背后

有不同的理由，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人们要孩子

的首要理由是孩子的情感价值， 其次是孩子对家庭

的意义，以及社会规范和经济方面的好处 [9]。 可见，
情感价值在生育价值观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

本研究将重点考虑哪些因素对情感价值有影响，并

对三代人的情感价值及其影响因素做比较， 以便考

察代际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VOC 研究的中国样本包括青少年、 青少年母

亲、青少年外祖母、幼儿母亲（本文不涉及该组）四个

组。 其中，三代配对样本共计 209 组。 这些样本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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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北京、河南、广西和云南的城市和农村，见表 1。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一览表(x±s)

1.2 研究方法

所有研究工具均取自中文版本的 VOC 国际跨

文化研究问卷中的青少年、母亲和外祖母访谈问卷[10]。
郑钢等人翻译了原英文量表， 形成了中文版本。 使

用工具信度见表 2。
1.2.1 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价值取向量表 为李克

特式五点量表 （1＝不重要，5＝非常重要）， 改编 自

COLINDEX 七点量表 [11]，共 13 个项目，包含集体主

义、个体主义两个分量表。
1.2.2 独立－依赖自我量表 共 10 个项目，包含独

立自我和依赖自我两个因素。 原量表[12]测量的人际

背景是非限定情景的。 例如，原来的问题是“对我来

说，尊重身边人的决定很重要”。 VOC 研究中将其改

编为 “对我来说， 尊重家庭的决定很重要”。 即在

VOC 研究中， 把独立－依赖自我量表中的 “身边的

人”替代为“家庭”。 因此，改编后的量表测量的独立

自我、依赖自我因素是限定在家庭情景中的。但独立

自我分量表的信度指标不够理想（见表 2），在后面

的分析中不再涉及。
1.2.3 生育价值观量表 在三代人的问卷中， 相同

的关于要孩子的理由（即 VOC＋）共有 16 项。 本研究

中只针对要孩子的理由，即 VOC+进行分析，并只涉

及生育价值观的情感价值因素， 该因素包括 5 个项

目。关于中国样本 VOC 的结构已经得到了一个信度

指标合格的结果[13]，本研究中的信度指标见表 2。

2 结 果

2.1 情感价值因素描述统计及方差分析结果

样本在情感价值因素上的总体平均分为 3.87，
标准差为 0.74。以组别和城乡为自变量，以情感价值

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考察代际身份和城乡

生活背景对其影响，结果见表 3。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组别在情感价值因素上的

主效应显著。 事后检验结果表明： 情感价值因素上

的得分为母亲>外祖母>青少年， 三者两两差异显

著。城乡在情感价值因素上的主效应显著。事后检验

结果表明农村组得分显著高于城市组， 其余没有显

著差异。 组别和城乡背景的交互作用未达到显著水

平（F＝2.412，P＝0.065）。

表 3 情感价值因素平均分及方差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对情感价值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所有样本情感价值为因变量， 自变量包括集

体主义、个体主义、依赖自我、城乡背景（1＝城市、0＝
农村）、代际组别 Gi（青少年组 G2=1，其它 Gi=0；外祖

母组 G3=1，其它 Gi=0）、城乡背景×代际组别 Gi。

表 4 全体数据情感价值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注：因变量：情感价值因素

表 5 青少年、母亲、外祖母 3 组情感价值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注：受教育年限未纳入青少年组回归分析

2.3 分组别进行的对情感价值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分组别进行的回归分析中， 自变量有集体主

表 2 研究工具信度一览表（Cronbach’s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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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个体主义、依赖自我、受教育年限（限于外祖母和

母亲组）以及城乡背景（1＝城市、0＝农村）。
将上述 5 个变量作为自变量， 情感价值作为因

变量，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按代际组别分别进行回

归分析，详细结果见表 5。

3 讨 论

从平均数来看，无论青少年、母亲、外祖母，还是

城市、农村或流动人口，平均数都接近或等于 4（4=
“重要”），说明情感价值确实是生育价值观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 对情感价值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人们

的生育动机和生育决策。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情感价值得分存在代际差

异，母亲组得分最高，其次为外祖母，青少年得分最

低。 外祖母所处的时代背景， 如较低的经济收入水

平，致使她们更加在意孩子的经济价值，而非情感价

值。 G2 进入了回归方程，表明母亲比青少年更重视

孩子的情感价值，这可能与生育经验有关，已有研究

结果表明已婚已育女性比已婚未育女性有更高的情

感价值取向[5]。另外，城乡背景和 G2 的交互作表明农

村青少年比城市青少年更看重情感价值， 具体原因

还需进一步探讨。
依赖自我因素得分高， 意味着被试更重视、尊

重、依赖家庭成员，强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依存和协

调[14]。 依赖自我进入了所有回归分析，并具有最高的

解释量，说明对家庭的重视、依赖程度可以正向预测

VOC 情感价值得分。 可能是因为人们已经把孩子的

情感价值内化为家庭概念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家庭

和孩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孩子是家庭快乐、稳固

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家庭的依赖，主要是对与家庭成

员的情感依恋， 孩子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起着很强

的情感纽带作用，因而依赖自我水平对 VOC 情感价

值因素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集体主义因素对母亲和外祖母的情感价值取向

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集体主义价值观强的人注重他

人的感受，强调与家人和谐相处，更关注家人的情感

需求，以及家人对自己情感的满足。 例如，中国自古

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可见生育传嗣在

儒家思想中被视为了“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

为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15]。 所以集体主义价值观

对情感价值因素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受教育年限并没有进入回归方程。 这和以往研

究结果有差异[16]。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受教育程

度对 VOC 的影响机制可能很复杂，因为受教育程度

的差异意味着很多方面的不同， 如个人社会经济地

位、职业、居住地区等等。 另外，情感价值只是 VOC
中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受教育程度对 VOC 的其它方

面有影响。但无论母亲受教育程度如何，孩子对她们

情感价值都很高，没有显著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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