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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两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自 1980年代

以来几乎同时开始偏高且不断升高。目前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 120 (女 = 100) ,印度为

113。基于中国和印度 2000年 /2001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 ,两国 0～19岁“失踪女孩 ”的规模分别

为 1194. 57万和 1612. 42万 ,女孩失踪率分别为 6. 12%和 6. 82%。中国“失踪女孩 ”数量和女孩失

踪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 ,以产前失踪为主 ,主要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升高所致 ,是出生前

胎儿性别选择和女婴漏报和瞒报的结果。印度“失踪女孩 ”数量和女孩失踪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增 ,

以产后失踪为主 ,主要受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偏低的影响 ,是出生后男孩与女孩生存条件存在巨

大差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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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p a ra tive Stud ies on M iss ing G irls

be tw een Ind ia a nd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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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 c t: Ch ina a nd Ind ia a re the la rges t p op u la tion coun trie s in the w o rld. The sex ra tio a t b irth

(SRB) of bo th of them ha ve be com e h ighe r tha n no rm a l sca le a nd ris ing s ince the ea rly of 1980s.

Cu rren tly, Ch ina’s SRB is a round 120 p e r 100 fem a les, a nd Ind ia is 113. Es tim a te of ba s ing on the

census da ta of Ind ia (2001) a nd Ch ina (2000) , the s ize of m iss ing g irls be tw een 0 to 19 yea rs o ld

in Ind ia a nd Ch ina is 11. 9457 m illions a nd 16. 1242 m illions, a nd the ir ra te of m iss ing g irls is 6. 12%

a nd 6. 82% re sp ective ly. Th is num be r a nd ra te of Ch ina dec rea sed w ith a ge, m a in ly to the p re na t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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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超级人口大国 , 2009年中两国的人口总量分别为 13. 31亿和 11. 71

亿 ,其人口之和占世界总人口的 36. 74%。自 1980年代以来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显著的出生人口性

别比持续偏高的过程 ,“失踪女孩 ”(m issing girls)问题十分严重。

1　研究背景

“失踪女孩 ”是指通过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所导致的出生前女胎丢失和因女孩在营

养、疾病治疗、生活照护以及溺杀和遗弃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所造成的出生后缺失的总和。自 1980

年代以来 ,“失踪女孩 ”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 Coale等人 (1994)研究了中国前 4次人口

普查的数据 ,估计了 1936～1985年间的出生队列人口在历次普查时点的失踪女性比例 ,但并没有

给出失踪女孩的数量 ; Cai等人 (2003)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 ,估算 1980～2000年出生队列在

普查时点的“失踪女孩 ”数量约为 1280万人 ,女孩失踪率为 4. 1% ;姜全保等 (2005)对整个 20世纪

中国失踪女性的数量和状况进行研究 ,给出的“失踪女孩 ”数量为 3559万人 ,比例为 4. 19%。Bhat

(2002)系统地分析了印度产生“失踪女孩 ”的主要原因 ,没有给出“失踪女孩 ”数量的估算 ; Kulkarni

(2007)推算印度 1986～2000年出生队列的“失踪女孩 ”数量约为 607万人。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而且都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和严重的女

孩失踪现象。本文试图利用可获得的资料对两国 1980年代以来“失踪女孩 ”的规模、特征及其差

异和原因进行比较研究 ,为我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参考。

2　数据和方法

2. 1　数据来源

主要采用中国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印度 2001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估算和比较中印

两国 0～19岁女孩失踪情况 (中国为 1981～2000年出生人口 ,印度为 1982～2001年出生人口 )。

2. 2　计算方法

步骤一 :计算同时期出生队列中期望女孩数 EFi。性别比一般计算公式为 :

　　SR i =
M i

Fi

×100 (1)

其中 :M i 和 Fi 分别表示 i岁的实际男孩数和女孩数。当性别比处于正常水平时 ,用 N SR i、EM i

和 EFi 分别表示正常性别比、期望男孩数和期望女孩数 ,则有 :

　　NSR i =
EM i

EFi

×100 (2)

假设不存在性别选择性流引产男婴和歧视男孩的情况 ,则有 EM i =M i ,代入 (2)式中 ,可得期望

女孩数量为 :

　　EFi =
M i

NSR i

×100 = Ti ×
SR i

SR i + 100
×100

NSR i

(3)

步骤二 :计算“失踪女孩 ”数量 M G。由“失踪女孩 ”概念可知 , i岁的 ”失踪女孩 ”数为 :

　　M Gi = EFi - Fi (4)

将 (3)式代入 (4)式 ,得 :

　　M Gi =
M i

N SR i

×100 - Fi =
100M i - N SR i ×Fi

NSR i

(5)

上式右端分子、分母同乘以
Ti

Fi

(其中 , Ti 表示 i岁的总人口数 ) ,又因为 Ti =M i + Fi ,整理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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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Gi = Ti ×
SR i - NSR i

NSR i

×
100

100 + SR i

(6)

因此 ,可以得出“失踪女孩 ”的数量为 :

　　M G = ∑
19

i = 0
Ti ×

SR i - N SR i

N SR i

× 100
100 + SR i

(7)

3　结果与发现

选取 Coale - Demeny模型生命表中西方模式的分年龄别人口性别比作为正常性别比 ,根据中

印两国 2000 /2001年人口普查资料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得到两国 0～19岁人口中的“失踪女孩 ”规

模 (见表 1)。

表 1　中国和印度 0～19岁“失踪女孩 ”规模估算

Table 1　Estimate of Size ofM issing Girls from 0 to 19 Years O ld in India and China

年龄

实际人口数

(万人 )

实际性别比

(女 = 100)

正常性别比

(女 = 100)

期望女孩数

(万人 )

“失踪女孩 ”数

(万人 )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0

1

2

3

4

1379. 46

1149. 76

1401. 23

1445. 18

1522. 31

11044. 72

117. 8

122. 7

122. 1

120. 4

118. 5

107. 1

105. 1

105. 0

104. 9

104. 8

104. 7

103. 8

709. 51

603. 17

734. 53

753. 89

788. 67

5502. 58

76. 15

86. 89

103. 63

98. 18

91. 96

169. 82

5

6

7

8

9

1693. 61

1647. 05

1791. 39

1875. 15

2008. 42

12831. 68

117. 8

116. 6

115. 2

114. 6

113. 5

108. 4

104. 7

104. 7

104. 6

104. 6

104. 6

102. 9

874. 89

847. 14

916. 54

957. 31

1020. 71

6486. 34

97. 29

86. 73

84. 11

83. 52

80. 00

328. 14

10

11

12

13

14

2621. 15

2513. 60

2457. 23

2628. 86

2319. 26

12484. 69

111. 4

109. 0

108. 3

107. 6

107. 7

110. 8

104. 6

104. 5

104. 5

104. 5

104. 4

102. 6

1320. 88

1254. 21

1222. 87

1303. 64

1151. 26

6395. 87

80. 98

51. 53

43. 21

37. 33

34. 62

474. 47

15

16

17

18

19

2042. 93

2031. 34

2006. 50

2310. 04

1912. 29

10021. 59

107. 8

106. 3

105. 0

104. 1

104. 1

116. 6

104. 4

104. 3

104. 2

104. 1

104. 1

102. 4

1015. 18

1003. 66

986. 15

1131. 67

937. 08

5267. 58

32. 09

19. 14

7. 21

0

0

639. 99

0～19 38756. 76 46382. 68 19532. 96 23652. 40 1194. 57 1612. 42

　资料来源 :中国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印度 2001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注 :中国采用 0～19岁单岁年龄人口资料 ;限于资料可获得性 ,印度采用 0～19岁各 5岁年龄组人口资料。

比较发现 ,中印两国在“失踪女孩 ”规模、特点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 :

(1)印度的“失踪女孩 ”规模和女孩失踪率高于中国

2000年 ,中国和印度的总人口分别为 12. 66亿人和 10. 43亿人 ,中国的人口总量比印度多 2. 23

亿人。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快速的生育率下降 ,并持续了 8年 (1992～2000年 )的低生育率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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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控制了新增人口规模 ;而印度依然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 ,总和生育率为 2. 8。所以 ,印度青

少年人口明显地多于中国 ,中印两国 0～19岁人口分别为 3. 88亿人和 4. 64亿人 ,印度比中国多

0. 76亿人。分性别看 ,中国 0～19岁实际女性人口数为 1. 83亿人 ,印度为 2. 20亿人 ;按模型生命

表推算 ,中国 0～19岁期望女性人口数为 1. 95亿人 ,印度为 2. 37亿人。由此推算 ,中印两国“失踪

女孩 ”规模分别为 1195万人和 1612万人 ,女孩失踪率 (“失踪女孩 ”数量占实际女孩数量的比重 )

分别为 6. 12%和 6. 82%。虽然总人口数量中国比印度多 2亿以上 ,但是“失踪女孩 ”规模和女孩

失踪率 ,印度均比中国更为严重。

(2)中印两国“失踪女孩 ”随年龄变化的规律迥异

中国的“失踪女孩 ”数量和女孩失踪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 (见图 1) , 0～4岁组“失踪女孩 ”数量

最大 ,为 456. 81万人 ;其次是 5～9岁组 ,为 431. 65万人 ; 15～19岁组的“失踪女孩 ”规模只有 58. 44

万人 ;相应地 ,女孩失踪率也从 12. 73%下降到 1. 15%。而印度却恰恰相反 ,“失踪女孩 ”数量和女

孩失踪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增 , 0～4岁“失踪女孩 ”规模最小为 170. 08万人 ,女孩失踪率为 3. 09% ;

两项指标在 15～19岁组分别增至 639. 99万人和 12. 15%。
图 1　中国和印度 0～19岁“失踪女孩 ”规模和女孩失踪率

Figure 1　Estimate of Size and Rates ofM issing Girls from 0 to 19 Years O ld in India and China

4　“失踪女孩 ”随年龄变化规律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印两国“失踪女孩 ”随年龄变化规律截然相反的事实表明了导致两国女孩失踪的原因存在差

异。一般认为 ,产生“失踪女孩 ”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 :第一 ,出生前失踪 ,即胎儿性别鉴定

和性别选择性人工引流产女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 B超、绒毛检测、羊水穿刺等技术均可

有效鉴定胎儿的性别 ,使胎儿性别选择变得安全、便捷、廉价、可得。在那些有强烈男孩偏好文化和

现实需求的国家 ,这些技术被非法使用 ,致使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选择胎儿性别的行为屡

禁不止 ,大量女性胎儿尚未出生就被剥夺了生命权 ,产生大量女胎缺失 ,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

第二 ,出生后失踪 ,包括溺杀、遗弃女孩等非法行为 ,以及女孩在营养、健康、医疗等方面受到歧视性

对待 ,如女孩得不到充分的母乳喂养或提前断奶 ,缺乏必要的医疗和健康关怀等 ,这主要表现为女

童异常的高死亡率以及女孩死亡率高于同龄男性。第三 ,女婴漏报和瞒报 ,这主要发生在中国 ,因

为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 ,为了多生育孩子或生育男孩 ,有意漏报和瞒报已经出

生的女孩。这和前两类情况不同 ,这些女孩只是在人口统计系统中没有被反映出来 ,但是她们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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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现实生活中 ,只会造成统计上的女孩失踪 ,是假性失踪。

4. 1　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中国和印度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共同点是起始点一致 ,自 1980年代以来两国伴随总和生

育率的下降 ,同时出现了显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见图 2)。不同点是 :一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

比在波动中持续攀升。1982年人口普查时为 107. 17,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刚开始失衡 ;之后 ,出生人

口性别比一路攀升 , 1990年为 114. 73, 2000年升至 119. 90, 2004年达到最高值 121. 20,且一直高位

徘徊在 120上下 , 2008年为 120. 56。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相对缓慢 ,开始偏高的时间与中国

基本一致 , 1980年代中期很快升至 110,并在此上下波动 ; 1990年代又开始新一轮升高 , 1994年达

到最高值 113. 80,然后有所回降 ;虽然 2003年前后又回升到 113以上 ,但是目前保持在 112上下 ,

相对比较稳定。二是两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差距在扩大 , 1980年代两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互不相

让、交替领先 ,不断升高 ,平均而言中国比印度高 1～2个点 ;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人口生性别比

不断升高 ,而印度在波动中基本稳定 ,二者的差距逐渐拉大 ,从平均相差 3～5个点扩大到现在相差

8个点以上。
图 2　中国和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

Figure 2　Trend of Sex Ratio at B irth in India and China

4. 2　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偏低

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是指各年龄以女性死亡率为 100所对应的男性死亡率。从生物统计学

规律来看 ,在任何年龄段 ,通常是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 ,正常的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 , 0～4岁组

为 120～130, 5～14岁年龄组达到 150以上 , 15～24岁年龄段在发达国家将达到 200以上 ,发展中

国家略低一些。

然而 ,印度 0～19岁人口的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严重偏离正常值 (见表 2) ,均低于 100,表现

为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 ,最低的 15～19岁组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只有 69. 0,比正常值低一半还

多 ; 20岁以后的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高于 100,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中国的情况与印度有所不

同 ,只有 0～4岁组的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 ,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低于 100,为 75. 3,只是正常的

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的六成 ,其余年龄组的人口死亡率都表现为女性低于男性 ,性别间年龄别死

亡率比在 100以上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与正常的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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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印度年龄别死亡率性别比比较 (0～19岁 ) 单位 :女性死亡率 = 100

Table 2　Comparison of Sex Ratio of Age Specific Mortality Rate in India & China

Unit: Female Mortality Rate = 100

国家 年龄组
总人口死亡率 (‰) 城市人口死亡率 (‰) 农村人口死亡率 (‰)

男 女 死亡率性别比 男 女 死亡率性别比 男 女 死亡率性别比

印度

0～4 23. 0 23. 6 97. 5 14. 4 15. 8 91. 1 25. 4 25. 9 98. 1

5～9 2. 1 2. 5 84. 0 1. 6 1. 9 84. 2 2. 3 2. 6 88. 5

10～14 1. 6 1. 7 94. 1 1. 6 1. 8 88. 9 1. 6 2. 2 72. 7

15～19 2. 0 2. 9 69. 0 1. 3 1. 7 76. 5 2. 2 3. 4 64. 7

中国

0～4 5. 3 7. 0 75. 3 2. 6 3. 2 80. 5 6. 5 8. 8 73. 7

5～9 0. 6 0. 4 146. 3 0. 4 0. 3 158. 1 0. 7 0. 5 145. 1

10～14 0. 5 0. 3 151. 8 0. 4 0. 2 174. 5 0. 6 0. 4 147. 4

15～19 0. 8 0. 5 162. 3 0. 4 0. 2 181. 8 1. 0 0. 7 153. 0

　资料来源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Sciences ( 1995) , National Fam ily Health Survey 1992 - 93,

Bombay: 206;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4. 3　综合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 ,“失踪女孩 ”数量与当年出生人口数量之间密切相关。如果保持出生性别比和

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不变 ,那么“失踪女孩 ”数与出生人口数成正相关关系 ,当年的出生人数越

多 ,“失踪女孩 ”数量越大 ,反之亦反。

(1)中国“失踪女孩 ”数量随年龄增加而不断减少的变化规律 ,主要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

高和升高所致 ,是出生前胎儿性别选择和女婴漏报和瞒报的结果。自 198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的

年出生人口规模伴随总和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而逐渐缩减 (见表 3)。1985～1990年年均出生人

口数量达到 2608万人 ,之后不断减少 ,目前年均出生人口只有 1805万人。但是 ,年均出生人口女

性“赤字 ”或者男性“盈余 ”(即年出生人口中的男性与女性之差 )却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攀

升而不断增加 ,从 1980年代后半期年均女性赤字 144万人扩大到目前的 166万人 ,这是出生年份

离现在越近 ,“失踪女孩 ”数量越多的主要原因。

“失踪女孩 ”随年龄的变化特征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逐年升高的趋势高度一致 ,说明 :第

一 ,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 ,出生人口的性别结构就越不平衡 ,出生人口中的“失踪女孩 ”问题也就越

严重。第二 ,中国“失踪女孩”随年龄减小而不断增加的变化规律主要是受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 ,

而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是出生前的性别选择。第三 ,女婴漏报和瞒报也是中国“失踪女孩 ”

随年龄变化规律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 ,女婴漏报和瞒报是一种假性的“女孩失踪 ”,这些女孩只是在

人口统计系统中失踪 ,并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失踪 ,随着女孩年龄的增长 ,伴随入托、上学、就业、结婚

等事件的发生 ,她们会逐渐地回归到人口统计系统中。漏报和瞒报女婴随年龄增大回归到统计系

统中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由此会使“失踪女孩 ”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少。

(2)印度“失踪女孩 ”随年龄增大而不断增多的规律 ,主要受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偏低的影

响 ,是出生后男孩与女孩生存条件存在巨大差异的结果。印度“失踪女孩 ”数量也与其出生人数发

生背离 ,所不同的是 ,印度的出生人口数在 1990年代中期以前不断增加 ,出生年份离现在越近 ,“失

踪女孩 ”数越少。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 1990年代中期以前缓慢增长 ,之后围绕 112窄幅波动

(见图 2) ,这说明印度“失踪女孩 ”随年龄增大而不断增多的规律受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较弱 ,它

主要是受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偏低的影响 ,是出生后男孩和女孩生存条件的巨大差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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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和印度生育率水平、出生性别比和出生人口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FR, SRB and Number of B irths in India & China

年 份

中 国 印 度

总和
生育率

出生
性别比

(女 = 100)

年均出
生人数
(万人 )

年均出生
女性赤字

(万人 )

总和
生育率

出生
性别比

(女 = 100)

年均出
生人数
(万人 )

年均出生
女性赤字

(万人 )

1980～1985 2. 61 108 2189 86 4. 50 109 2527 109

1985～1990 2. 63 111 2604 140 4. 15 110 2660 123

1990～1995 2. 01 114 2228 148 3. 86 112 2782 158

1995～2000 1. 80 117 1970 158 3. 46 112 2768 154

2000～2005 1. 77 118 1801 151 3. 11 113 2761 167

2005～2010 1. 77 120 1805 166 2. 76 112 2693 151

　资料来源 : Population D 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 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9) ,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http: / / esa. un. org/unpp

在印度 ,按照印度教的传统习俗 ,在父母的葬礼以及每年的忌日祭祀活动中 ,儿子的作用是女

儿所无法替代的 ,这强化了人们生育男孩的动机 ,同时 ,按照社会习俗 ,在所有种姓中 ,父母需要在

女儿出嫁时置办嫁妆 ,嫁妆制度增大养育女孩成本 ,女孩是“赔钱货 ”,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而出嫁

后的女儿不再给原有家庭带来经济效用 ,也不能为其养老送终 ,因此 ,男孩偏好文化传统根深蒂固。

印度城市地区 ,特别是北部各邦 ,超声波测试和羊膜穿刺术等现代技术测试已经广泛应用于妊娠性

别测试 ,人们大多采用性别选择性流引产女胎来实现自己的男孩偏好 ,这直接造成大量女胎被流

产 ,降低了女婴的出生机会。在印度的农村地区 ,不论是高种姓还是低种姓家庭 ,人们主要是采用

溺杀女婴的方式。George (1997) 对泰米尔纳杜邦溺杀女婴情况的研究并指出 ,一方面 ,“在调研的

12个村庄中 ,有 6个村庄发生了溺杀女婴事件 ,溺杀的女婴占新生女孩的 10% ,其中又有 90%以上

属于该地区的高种姓家庭 ”,而且 ,多女无男的家庭更倾向于溺杀女婴 ;另一方面 ,女孩还在营养、健

康、医疗上受到歧视性对待 ,例如 , 51 %的男婴由母乳喂养 ,而女婴只有 30% ,较之于她们的兄弟 ,

女孩很少有机会被带去健康医疗中心就医 ,免疫接种率也很低 , 1 / 6死亡女孩的死因是由于无人照

顾和受歧视 ,而且 ,对儿童医疗照料方面的差异比食物和营养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从表 2可以明

显的看到印度农村的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比城市更低 ,说明农村的女性死亡率比男性更高。另

外 ,印度还有童婚习俗 ,一般主张女孩在 8～12岁时结婚 ,尽管从 1929年起 ,印度政府颁布了禁止

童婚法 ,至今仍有不少人阳奉阴违 ,父母也愿意尽早让女儿嫁出去 ,其中的好处之一就是不必准备

太多的嫁妆。由于女性在孕育期的死亡概率较大 ,再加上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较小 ,更加大了女性

死亡风险。

(3)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印度 ,这是导致中国存在严重产前性别选择问题

的重要原因。1950～1970年期间 ,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介于 5. 48～6. 11之间 ,印度的妇女总和

生育率介于 5. 64～5. 91之间 ,两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不分伯仲。但是 ,自 1970年开始 ,中国

总和生育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从 1965～1970年的 5. 94快速下降到 2000～2005年的 1. 77,自

1992年开始生育率水平就低于更替水平 ,且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持续走低。印度 ,自 1960年以来

的总和生育率也一直呈下降趋势 ,从 1960～1965年的 5. 82下降到 2000～2005年的 3. 11,高于人

口替代率水平 ,其下降速度也明显地慢于中国 (见图 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60　　　 人口研究 34卷

　　 图 3　中国和印度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Figure 3　Trend of TFR in India and China

2003年中国 13省农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 ,有 17. 30%的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数为 1个 ,

有 73. 20%的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数为 2个 (其中 , 68. 69%的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结构为 1男 1

女 )。根据概率推算 ,在置信系数 0. 95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正常的情况下 ,平均每个家庭如果要

生育 1个男孩 ,总和生育率需保持在 1. 92以上 ;如果要生育 1男 1女 ,总和生育率则需保持在 2. 94

以上。自 1975年以来 ,由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始终低于 2. 93,到 1995年甚至降到 1. 8以下 ,难于

满足传统的男孩偏好 ,在生育空间如此狭小的情况下 ,人们只得采取产前性别选择性流引产女胎的

方式实现自己理想的孩子性别结构。

而印度的情况大为不同 ,其总和生育率始终保持在 3. 11以上 ,也没有严格的家庭生育数量限

制 ,生育空间给其带来的压力较小 ,人们可以通过增加生育孩子数量来实现男孩偏好 ,所以 ,伴随生

育率水平的下降 ,胎儿产前性别选择现象有 ,但并非特别严重 ,印度的“失踪女孩 ”问题更多地发生

在女孩出生后 ,少年儿童的女性死亡率水平显著高于男性。

5　结论

根据中印两国 2000 /2001年人口普查资料 ,两国的 “失踪女孩 ”现象 ,问题很严重 ,但失踪规

模、变化特点以及原因却不尽相同 :

一是从失踪规模看 ,印度“失踪女孩”问题比中国更为严重。中印两国 0～19岁的“失踪女孩 ”

规模分别为 1194. 57万人和 1612. 42万人 ,女孩失踪率分别为 6. 12%和 6. 82%。

二是从变化特点看 ,中国的“失踪女孩 ”数量和女孩失踪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 ,而印度“失踪女

孩 ”数量和女孩失踪率却随年龄增长而递增 ,二者恰恰相反。

三是从产生原因看 ,中国“失踪女孩 ”主要是受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出生人口性别比

高达 120以上 ,主要是产前胎儿性别选择以及出生女婴漏报瞒报所致 ;产后选择行为也有 ,主要集

中在 0～4岁婴幼儿期 ,表现为女性婴幼儿死亡率高于男性。印度“失踪女孩 ”受出生性别比升高影

响相对较弱 ,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在 113上下 ;失踪行为主要发生在产后 ,是性别间年龄别死亡率比

偏低的结果 ,往往与遗弃、甚至溺杀女婴相关 ,与对女童的歧视性对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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