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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研究变量
与方法

数据来源

选题背景
与意义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始终承载着人口再生产、社会资本积累与经济

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

家庭福利与性别平等；生育决策与育儿负担；

夫妻双方，女性承担着社会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双重责任，且子女照料责任大多

由女性承担，“工作—家庭”冲突、职场中的性别歧视等问题增加了育龄女性中断

职业的风险，或者迫使女性选择灵活性更高但收入更低、劳动权益保障更差的工作，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就业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数据
基本描述

预期结果

Ø选题背景



选题背景
与意义

☆中国家庭及生育政策的转变

·从“去家庭化”到“家庭化”的政策演变

·生育政策的适时调整

☆劳动力市场性别就业差异的现状

·职场性别不平等现象

·行业和职业的性别分布不均

☆传统的家庭责任观念

Ø选题背景

文献回顾

研究变量
与方法

数据来源

数据
基本描述

预期结果



选题背景
与意义

☆理论意义

孩子出生对家庭夫妻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深化了劳动经济学与家庭社

会学的交叉理论框架。

本研究可检验孩子出生后，夫妻双方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中调整工作时间、

职业中断或转换，验证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的冲突机制。这可进一步补充

现有关于“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的讨论；

此外，文章通过建立"生育-就业性别不对称效应"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家庭

决策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Ø选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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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
与意义

☆经验意义

文章通过量化分析不同户籍、地区与教育水平群体的差异化效应，研究凸

显了制度性因素与文化性因素在形塑就业不平等中的交互作用。

此外，研究从以往用“工资收入”衡量就业质量指标转移到用“工作稳定

性”进行测量，丰富了传统实证分析的内容。这些发现不仅能够帮助夫妻

更理性地规划生育时间和职业路径，还为我国平衡生育政策与劳动力市场

效率提供了本土化证据。

Ø选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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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
与意义

☆政策意义

·优化生育支持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本文通过子女出生对夫妻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分析，为国家生育配套政策

的完善提供了依据。政府可加速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扩大生育保险覆盖

范围、延长男性陪产假等制度来缓解女性生育的顾虑，有效推进生育政策

的落实。

·修正劳动力市场制度，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生育会扩大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通过实证

研究，可以直观地挖掘夫妻就业因生育所受的影响，从而对劳动力市场制

度提出更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政策建议。

Ø选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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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选题背景
与意义

国内在“家庭分工论”的背景下，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对家庭而言

是最有利的。但这种分工会弱化妻子的经济地位，导致夫妻在就业质量、职业发展上

呈现差异。

孩子出生对父母亲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总的来看，表现为“父职激励”

和“母职惩罚”。

·对于男性而言，孩子出生对男性就业质量无负面影响，甚至有子女、多子女会促

使男性更加努力地工作、提升工作表现、进而得到雇主的偏爱，促使工资不减反增、

工作稳定性也更高；

·对于女性而言，国内外研究大多认为子女数量（生育）会对女性的就业产生负面

影响，即惩罚效应。特别地，惩罚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表现出异质性；

此外，以往研究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生育对夫妻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

种差异主要受区域发展水平、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及政策干预力度三大因素的调节。

Ø简要文献综述及核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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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选题背景
与意义

☆研究对象单一

以往文献大多聚焦单一性别，且重点研究生育决策、行为对女性就业

的惩罚效应，往往容易忽视夫妻互动对双方就业质量的联合效应；

☆就业质量指标窄化

就业质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下有多个可以细分的维度，但现有

研究大多关注工资收入，缺乏对工作稳定性、职业发展、工作满意度等维

度的综合衡量；

☆内生性问题处理不足

孩子出生（生育决策）与就业质量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尽管以往研究

有将“一孩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但缺乏自然实验证据。

Ø以往研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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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选题背景
与意义 ☆拓展改进

·改进一：因变量“就业质量”维度的补充，在以往研究关注工资收入

的基础上，考虑生育对工作稳定性的影响；

·改进二：采用家庭夫妻双方配对数据研究夫妻互动效应，综合考虑孩

子出生后夫妻双方就业稳定性的动态调整；

Ø本文的文献基础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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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研究变量
与方法

“就业稳定性”属于就业质量的衡量维度，比起工资收入、职业发展等指

标，“就业稳定性”能直接体现生育是否导致劳动者被排斥出正规就业体

系，或被迫进入非稳定就业状态；

文章以就业稳定性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进行衡量。

Ø研究变量

被解释变量——就业稳定性选题背景
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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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研究变量
与方法

孩子出生与否作为一个虚拟变量，用于衡量家庭新生婴幼儿的加入对夫妻
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将报告“有新生儿年度的年份”标记为有孩子出生时期，记为1，将报告
“有新生儿年度的年份”的前一个调查年度标记为孩子未出生时期，记为0.

Ø研究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孩子出生与
否

选题背景
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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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研究变量
与方法

·年龄：青年、中年
·受教育程度：高低学历、夫妻学历差距
·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欠佳
·户籍性质：城镇、农村→经济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
·工作单位性质：体制内、外
·家庭结构：是否与父母同住

Ø研究变量

控制变量选题背景
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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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研究变量
与方法

本文研究孩子出生对家庭夫妻双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但反之，就业稳定

性可能也会对夫妻双方的生育决策造成影响，那些夫妻双方都从事高收入、

高稳定工作的家庭，可能会更愿意多生育，

Ø主要识别困难

困难一：反向因果关系选题背景
与意义

solution：工具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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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研究变量
与方法

可能有同时存在影响生育和就业的不可观测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代际支

持，有长辈帮忙带孩子的家庭，可能既多生育又不影响女性工作，或者家

庭传统观念，倡导“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可能倾向多生育的同时让女

性退出劳动力市场。

Ø主要识别困难

困难二：遗漏变量偏差选题背景
与意义

solution：控制个体固定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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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研究变量
与方法

本文核心部分通过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孩子出生对夫妻双方就业稳定性的影

响，并利用用分组回归，逐个考察受教育水平、户籍性质、工作单位性质、

家庭结构对夫妻就业稳定性影响的异质性。

模型设定

Ø研究方法

选题背景
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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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变量
与方法

数据来源

Ø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6、2018、2020年三个调查年份的“中国
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本文通过匹配每个家庭中具有夫妻关系的调查者，考察孩子出生对
家庭夫妻双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异质性。基于研究需要，将样本
限定为处于育龄期且夫妻双方都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已婚男性和
女性。也就是说，本文的女性样本年龄限制在20-45岁，男性样本
年龄限制在22-50岁；同时要求所有样本的周工作时长和月工资数
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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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就业稳定性
·根据CFPS问卷中“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签订长期劳动合同视为稳定
性高，虚拟变量取值为1，如果签订的是临时合同或者没有签订合同，
视为工作稳定性差，虚拟变量取值为0。

解释变量：孩子出生与否
·根据CFPS问卷中“是否有新增人口”“新增人口进入当前家庭的原
因——新生儿”进行识别，筛选出某一年度有新生儿的家庭后，如果
有新生儿的前一年度没有新生儿，那么前一年度即为子女出生前期，
取值为0；有新生儿的年度为子女出生后期，取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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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数据来源

控制变量

·年龄根据数据库中“受访者年龄”直接获得；

·受教育程度根据数据库中“最高学历”获取，进一步分为文盲/半文盲、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大专、本科及以上五大类；

·自评健康状况：根据数据库中“您认为健康状况如何”进行划分，分成

良好和欠佳两种状态；

·工作单位性质：根据数据库中“您这份工作单位/雇主性质属于”题项分

为九个类别；

·家庭结构：根据数据库中成员信息收集表考察年轻夫妻是否与父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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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预期结果

·孩子出生对夫妻双方就业稳定性应产生差异化影响，表现为女性就业稳定性显著

下降，而男性就业稳定性无明显变化或呈现小幅提升趋势

·在异质性分析方面，首先是受教育水平，高学历女性通过职业灵活性或家庭资源

分配部分抵消生育的负面影响，但低学历女性就业稳定性影响严重；户籍方面，经

济发达且属于城镇地区的家庭由于代际支持或者市场化育儿服务，生育对夫妻双方

的影响会有部分缓解，但农村户籍的女性受子女数量的负面影响较大；子女年龄结

构方面，学龄前子女数越多，对夫妻双方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工作单位性质方面，

体制内家庭，受子女数量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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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毕，敬请老师同学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