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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研究问题和背景



研究背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由生产大队集体组织，很难监督和奖励个人的利益

●1978年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给与个体极大积极性

●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1980年，全国实行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孩半政策



研究问题

● “消失的女孩”现象持续存在

●性别选择的成本的降低（Chen等， 2013）

●生育率下降（Jayachandran ，2017）

●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性别比开始上升

●新的角度：1978-84年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性别选择的成本相对比较高

●生育率比较稳定



研究问题

●使用县级土地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数据以及199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估

计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家庭性别选择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选择的影响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性别选择仍然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第一孩是女孩的家庭，二孩的男性比例明显增加；在改革之前并没有发现性别比的这种趋势

●对于第一孩是男孩的家庭，无论是第一孩还是第二孩都没有性别比增加的趋势



02数据来源和处理



数据来源和处理

●县级土地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数据

●主要来自县志，914个县

●谎报的可能性较小

●和县级统计年鉴的比较

●土地改革的开始是以集体所有的
土地首次承包给各县几个村庄的个
别家庭的年份来确定的

● OCP的开始定义为县政府发布第
一份对超过配额的第三胎实施处罚的
政策文件的年份



数据来源和处理

● 199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1%样本

●儿童的性别比例

●生于1974-86年，1990年年龄为4-16岁

●总样本：所有至少有两个孩子的
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

●删除有子女的迁移家庭



数据来源和处理

●超声波技术在省会的传播数据

●由Chen等（2013）提供，是从各个县的县志收集

●到1982年土地改革几乎完成时，只有4%的农村县有超声波仪器

●最早的超声波仪器于1965年抵达陕西西安；
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他省会城市开始获得他们的第一台超声波仪器

●在土地改革期间，怀孕妇女的一个选择 (尤其是那些和省
会有铁路相连的农村县的妇女)将前往省会，以确定胎儿的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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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策略

●事件研究法

●土地改革前后的粮食产量的变化

●改革前人均粮食产量的相对平稳

●改革开始一年后，人均粮食产量急剧
转向向上倾斜的趋势

●农业生产力的斜率变化与县内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逐步推行是一致的



实证策略

●土地改革前后年份出生的一孩性别比例

●事件研究法

●一孩是女孩以及一孩是男孩的情况下土地改革前后年份
出生的二孩的性别比例



实证策略
●模型设定

●模型一：在第一孩是女孩的情况下二孩的性别比例在土地改革前后的斜率变化

𝑦𝑖𝑗𝑡 = 𝛼 + 𝛽1𝐸𝑗𝑡 ∗ 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𝑖𝑗𝑡 + 𝛽2𝑅𝑒𝑓𝑜𝑟𝑚𝑗𝑡 ∗ 𝐸𝑗𝑡 ∗ 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𝑖𝑗𝑡 + 𝛽3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𝑖𝑗𝑡 + 𝛾𝑗𝑡 + 𝜖𝑖𝑗𝑡

i: 第i个家庭

j: 二孩在第j个县出生

t: 二孩在第t年出生

𝑦𝑖𝑗𝑡：若二孩性别为男则等于1，否则为0

𝐸𝑗𝑡：二孩出生的年份减去土地改革实行的年份

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𝑖𝑗𝑡：若第一孩性别为女则为1否则为0

𝑅𝑒𝑓𝑜𝑟𝑚𝑗𝑡：若二孩在土地改革后出生为1，否则为0

𝛾𝑗𝑡：县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表示随时间变化的县域特征

𝛽1衡量改革前在第一孩为女性情况下二孩中
男性所占比例的平均趋势

𝛽2衡量改革后在第一孩为女性情况下二
孩为男性的家庭所占比例的平均斜率变化



实证策略
●模型设定

●模型二：改革后的平均效果

𝑦𝑖𝑗𝑡 = 𝛼 + 𝛽4𝑅𝑒𝑓𝑜𝑟𝑚𝑗𝑡 ∗ 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𝑖𝑗𝑡 + 𝛽5𝑅𝑒𝑓𝑜𝑟𝑚𝑗𝑡 + 𝛾𝑗𝑡 + 𝜖𝑖𝑗𝑡

E 𝑦𝑖𝑗𝑡 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 = 0, 𝑅𝑒𝑓𝑜𝑟𝑚 = 1 =α+ 𝛽5 + 𝛾𝑗𝑡

E 𝑦𝑖𝑗𝑡 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 = 1, 𝑅𝑒𝑓𝑜𝑟𝑚 = 1 = α + 𝛽4 + 𝛽5+𝛾𝑗𝑡

𝛽4= E 𝑦𝑖𝑗𝑡 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 = 1, 𝑅𝑒𝑓𝑜𝑟𝑚 = 1 − E 𝑦𝑖𝑗𝑡 𝐺𝑖𝑟𝑙𝐹𝑖𝑟𝑠𝑡 = 0, 𝑅𝑒𝑓𝑜𝑟𝑚 = 1

𝛽4衡量了相比于第一孩是男孩的家庭，第一孩是女孩的家
庭在改革后男性比例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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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土地改革和性别比



主要结果
●土地改革VS独生子女政策和性别比



主要结果
●土地改革和总体生育率



主要结果
●土地改革和总体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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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析

●收入机制分析

●性别选择模型

●几个假设

a.生一个儿子能为父母提供效用（Edlund，1999)

b.生第二个儿子不会比生女儿带来更大效用（图
A.1）

c.选择一个儿子是昂贵的（交通成本以及心理成
本）

●选择消费、生第二个孩子以及生儿子
来使得效用最大化



机制分析

●收入机制分析

a. 家庭对第一个孩子以及第一孩是男孩的情况下的二孩不会进行性别选择(图4a、4b支持了这一预测)

●几个预测

b. 在收入或工资增长后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对第二胎的性别选择会更多

c. 工资对在模型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有着模糊的影响，取决于收入和替代效应的大小

●收入机制也可以解释土地改革后受过较高教育家庭进行性别选择的比例增加



机制分析

● “多产的儿子”机制分析

●考虑到男孩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工资的可能性，扩展了模型

●这增加了生两个儿子的好处

●两个预测

a. 父母更有可能选择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以及一孩是
男孩的情况下第二个孩子的性别(在数据中都没有发现)

b. 当男性劳动回报较高时，会存在更多的性别选择,
比较了土地改革对两种类型的县的异质性影响



机制分析
● “多产的儿子”机制分析

●更适合种植男性劳动密集型作物的县VS更适合种植女性劳动密集型作物的县



机制分析

●其他可能的机制

●偏向男性的土地分配

●养老支持的改变

●农村集体医疗保障恶化

●性别选择的监督的减少

●交通限制



机制分析

●土地改革如何具体影响性别选择

●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性别选择性堕胎可行吗

●土地改革总体上是在中国农村的超声波仪器的到
来之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超声波已经越
来越多地在省会可得

●超声波的可得性被定义为1，如果一个县是通过铁
路连接 到在土地改革后有超声波仪器可供使用的省
会，否则定义为0

●如果家庭可以乘坐火车从家乡到省会去进行超声波性别
检测，那土地改革就会产生更大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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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土地改革促成了农村性别比例上升的58%

●土地改革在此期间导致约100万名失踪女孩(介于80万至120万之间，95%的置信区间）

●控制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性别选择的影响后，土地改革对性别选择的影响仍然显著

●土地改革对性别选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收入机制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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