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Ｎｏ．２　２０１２
南亚研究季刊

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总第１４９期

Ｓｕｍ　Ｎｏ．１４９

印度、越南和尼泊尔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原因与对策
＊

刘中一＊＊

＼ ［内容提要＼］近年来，印度、越南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 续 偏 高。本 文 从 印 度、越

南和尼泊尔等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教育等结构性因素入手，分析了出生人 口 性 别 比 问 题 在

印度、越南和尼泊尔等国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各自国家为了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所采

取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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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人口性别比，通常是为了便于观察与比

较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联合国在其出版的 《用于

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 方 法》 （手 册Ⅱ）
认为：一般来说，每出生１００名女婴，其男婴出

生数置于１０２至１０７之间。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

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１０２至１０７之间。从此出

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１０２、上限不超过１０７的

值域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

域则被视为异常。

２００７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

告指出，由于生育子女数量减少，越来越多的亚

洲父母采用超声波或者羊膜穿刺术来预知胎儿的

性别，打掉不想要的女性胎儿，这样的后果就是

这个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国际社会公认的

正常值域。报告指出，印度２００１年的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新 生 儿 的 男 女 性 别 比 例 已 经 达 到１０８，
在有些地区甚至达到１２０，远远超过了正常值域

的上限；报告同时指出，越南和尼泊尔两国的出

生婴儿比例失调的情况也在日趋严重。① 让人欣

慰的是，针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这些国家和

地区从立法、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采取

一系列的措施，也取得了初步的经验教训。

一、问　题

由于 南 亚 和 东 南 亚 各 国 的 政 治、经 济、社

会、宗教、文化教育等人文结构的巨大差异，加

之各国国家利益和目标不同，出生人口性别比问

题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

势。

（一）印度

１．现状与趋势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

（每１００个 女 婴 对 应 的 男 婴 的 比 率）一 直 偏 高，

尤其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后 上 升 很 快。从１９８１
年开始，已经开始接近国际人口学界公认的正常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限１０７，达 到 了１０００∶９３５
印度的性别比计算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是指每

千名出生男婴对应的出生女婴数，在换算过程中

出现的除不尽的现象，采取四舍五入。相当于国

际通行计算方式的１０６．９５ （下同）。１９９１年上升

到１０００∶９２７ （相 当 于１０７．８７）。虽 然，经 过 各

界努力，印度２００３年人口统计 数 据 表 明，印 度

的出生性别比略 有 降 低，为１０００∶９３３ （相 当 于

１０７．５３）。但是，据印度２０１１年公布的 第１５次

人口 普 查 数 据：６ 岁 以 下 儿 童 性 别 比 率 为

１０００∶９１４ （相当于１０９．４１），为１９４７年印度独

立以来最高。在北部的一些省份，女孩更是少得

可怜，比 如 旁 遮 普 邦，出 生 性 别 比 已 经 达 到

１０００∶７９３ （相 当 于１２６．５８），而 在 北 部 的 比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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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和拉贾斯坦邦的某些社区，性别比甚至直线上

升到１０００∶６００ （相 当 于１６６．６７），已 经 成 为 世

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地区之一。①

２．特点

第一，印度经济增长最快和 最 富 有 的 地 区，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趋势最明显。一般来说，在

教育落后、生活贫困地区，重男轻女现象比较严

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容易失衡。但在印度情况则

恰恰相反，选择性堕胎者大多属经济和教育中上

阶层。哈亚那是印度比较富裕的地区，可那里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８６０ （相 当 于１１６．２８）。在 工

业化的古吉拉特邦西部，女孩对男孩的性别比只

有８８３ （相当于１１３．３）；在旁遮 普 北 部 农 耕 区，
该比例达到７９８ （相当于１２５．３）。比较而言，贫

困的邦，例如，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性别比则能大

体保持在正常范围内。比哈尔６岁以下的儿童性

别比为９４２ （相当于１０６．２）。②

第二，印度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的现象

比农村严重。印度过去主要是农村出生人口中男

女比例不平衡。现在城市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

例失衡的情况比农村还严重。印度大多数邦，尤

其是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出生性别比都高于农

村地区出生 性 别 比。２００１年 人 口 普 查 报 告 揭 示

了印度农村出生性别比为９４６ （相当 于１０５．７），
而在富裕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出生性别比为

９００ （相当于１１１．１）。最新的印度卫生部报告也

指出，富裕的新德里西南部地区６岁以下年龄组

的女 孩 对 男 孩 的 性 别 比 只 有 ８４５ （相 当 于

１１８．３）。特别是在名流荟萃和富人云集的新德里

南部地区，出生性别比竟为１０００∶７６２ （相当于

１３１．２），是全印度最严重的地方。
第三，印度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升高幅度差异

显著。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１年十年间，印度北方地

区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幅度最为显著，例如旁遮普

省从１９９１年人口普查时的１１４上升到２００１年人

口普查时的１２５，十年之间上升了１１个百分点；
而同期印 度 西 北 和 东 部 地 区 只 呈 现 出 缓 慢 的 增

长，比如泰米 尔 和 那 都 地 区，从１９９１年 的１０６
发展到２００１年 还 是１０６，基 本 上 保 持 不 变；同

期的印度中北部各邦和南印度各邦则有所波动，

呈现出时断时续的低水平增长。③

第四，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受宗教和种姓

制度影响明显。在印度，回教徒和基督徒几无重

男轻女观念，其两性比例属常态标准，至于印度

教徒，尤其是锡克教徒则较倾向于选择性堕胎。
此外，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对出生性别选择有着重

要的影响。比如在婆罗们占多数的拉贾斯坦、拉

杰普等地区，早在１９３１年的人 口 普 查 时，当 地

的人口性别比就为６６０ （相当于１５１．５）。而在以

地区统计时，在对３０个村庄的进行的一项统计

中，有３４３个 男 孩，相 应 的 却 只 有５４个 女 孩

（相当于６３５．２１）。④

第五，印度的出生性别比具有孩次越高，出

生性别比偏高越明显的特征。在孩次差异上，印

度大多 数 的 邦 在 第 二、三 胎 上 出 生 性 别 比 比 较

高，然后从第四胎开始趋于下降。这可能意味着

印度大多数家庭组建策略决定在三胎以内就要达

到理想的子女结构。根据加拿大和印度的研究人

员根据１９９８年针对１１０万个印度家庭所做的全

国性调查，以及１９９７年的１３３７３８个新生儿资料

进行的分析显示：第一胎是女孩的印度家庭中，
第二胎的出生人口之比为７５９ （相当 于１３１．８）。
若前两胎都是女儿，第三胎仍是女儿的几率则会

更低，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上 升 为７１９ （相 当 于

１３９．１）。反观，若第一胎或前两胎是男孩，第二

胎或第三胎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上正常。
（二）越南

１．现状与趋势

在越南，有关出生性别比的数据主要是来自

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和一些健康机构对６岁以下

儿童健康监护的统计数字。迄今为止，越南已经

分别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进行了四次

人口普查。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只有后面三次人

口普查才提供了有关越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数

据。根据１９９９年第三次越南人口和家庭 普 查 的

数据结果显 示：越 南 的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是１０７，
这个数字比１９８９年的第二次人口和家庭户普查

的数据 （１０５）略高一点。不过，这个数 据 已 经

接近了 国 际 统 计 标 准 的 上 限。２００７年，越 南 国

家人口、家 庭 暨 儿 童 委 员 会 提 供 的 最 新 数 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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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越南全国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状况日

益严 重，其 大 半 省 份 之 男 女 婴 比 为１１０：１００。
２００８年，根据 联 合 国 人 口 基 金 的 报 告，越 南 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了１１２．１。① 最 新 统 计

数据显示，首都河内市２０１１年上半年新 生 儿 男

女性别比例为１１８。②

２．特点

第一，越南的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明显。以

１９９９年人口 普 查 的 数 据 为 例，从 分 地 域 的 统 计

结果上 看，一 些 地 区 的 出 生 性 别 比 已 经 比 较 严

重，甚至十分严重地偏离正常的范围。统计结果

显示，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出生性别比畸高，已

经达到了１１３，仅 随 其 后 的 是 越 南 东 南 部 地 区，
也达到了１０９，再往后是西北部地区，也已经超

出了正常范围，达到１０８。个别地区出生性别比

低于正常 范 围。而 根 据２００６年 越 南 人 口 变 动，
劳动力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在越南全国６１个

省份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超过１２０的有六个

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１１０—１１９之间的有２８
个省份。不过，有８个省份或者城市的出生人口

性别比都低于正常范围，在８５到１０３之 间。１４
个省份 的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在 正 常 范 围 之 内。其

中，湄公河三角洲的１２个省份中就有９个省份

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已经偏离正常的区域，处在

１１０—１２８之间的高位。
第二，越南出生性别比失衡发展迅速。从１９９９

年人口普查披露的数据可以看得出：越南的出生人

口出生性别比总体上还处于一种国际统计标准的上

限。换句话说，在越南全国水平上，明显的出生性

别比失衡的现象还没有明显得显现出来。但是，仅

仅过了十年的时间，到了２００９年，越南的出生人

口性别比已经严重失常，达到了１１５左右，出生性

别比失衡发展速度十分让人担心。
第三，越南性别比的治理效果不显著。尽管

越南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对越南的治理出生人口

性别比的效果做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判断。但是目

前可得的数据却可以描绘出一些特定省份的出生

性别比治理的 “效果图”。比如说，一些在１９９９
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就表现出较高的出生人口性别

比的省份，在２００４年的健康机构的儿童 健 康 监

测中，仍 然 保 持 了 比 较 高 的 出 生 人 口 性 别。比

如。河 江 在 １９９９ 年 是 １１６．０，到 了 ２００４ 年

１３０．４；河静 地 区 在１９９９年 是１１５．０，在２００４
年，已经达 到 了１２２．７。甚 至 一 些 在１９９９年 人

口普查的时候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低的省份，目

前也开始出现了升高的迹象。③

第四，出生性别比城乡差异和孩次差异都比

较明显。越南的城市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要高于乡

村地区，在河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上是正

常的，但是在省内的河东市出生性别比与省内的

农村地区要高得多。在河东市 （城市）的出生性

别比为１１９．７９，明 显 高 于 河 西 省 总 体 的１０８．６，
更是高 于 其 他 农 村 地 区 的１０７．２２。还 比 如，河

西省的 金 瓯 市 城 区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为１１０．６９，
这也明显高于金瓯市农村地区的１０３．４７。同时，
在河东 市，三 孩 以 及 以 上 的 出 生 性 别 比 明 显 偏

高，达到了１３９．３３，即 使 是 在 河 西 省 的 其 它 地

区，这个数字也明显高于一孩以及二孩的出生性

别比。④
（三）尼泊尔

１．现状与趋势

２００１年尼泊尔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１岁 以 下 年 龄 组 儿 童 的 性 别 比 为１０４．２；根 据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 和２００６年 三 次 尼 泊 尔 人 口 和

健康调查的数据显示，十年来尼泊尔的出生人口

性别比一直稳定 在１０３－１０４左 右。不 过，１９６１
年和１９７１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中，这个 年 龄 组

的性别比分 别 只 有１０２和９８．６，１９９１年，才 逐

步上升 到１０３．５。此 外，在２００２年 以 来，由 于

流产的合法化，在尼泊尔全国范围内，人工流产

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这也为出生性别选择提供

了可能。⑤ 据有关媒体报道，在加德满都等大城

市以及与印度接壤地区的一些城镇中，由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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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技术的可及性较强，已经开始出现了出生性

别选择的现象。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实证证

据，目前，在尼泊尔出生性别选择行为还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

２．特点

第一，尼泊尔社会中存在明显的出生性别偏

好。目前，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在尼泊尔还没有

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因为全国水平的出生性

别比只有１０５，尚属于正常的范围内。不过，有

调查表明：尼泊尔妇女的最后一胎的出生性别比

为１４６。这说明尼泊尔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那

就是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男孩，或者说只有达到

了自认为满意的子女性别结构，才会停止生育。
一定意义上，男孩偏好也是这个国家实行计划生

育的重要阻碍之一，也是提高避孕率和降低出生

率的重要阻碍之一。据１９９６年尼泊尔人 口 和 健

康全国调查估计，男孩偏好可能造成生育率提高

６％。避孕率降低２６％。
第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地区差异。由于

缺乏尼泊尔全国性的出生性别比统计资料，我们

只能根据１９９６年尼泊尔人口和健康全国调查对

期望子女性别比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

看出：一个尼泊尔妇女要想以生育一个男孩结束

自己的生育历程，如果她要是生活在东部的山区

（这里生育最后一孩的期望性别比只有７０左右），
那么，她以生育一个男孩结束自己的生育历程的

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如果她生活在中尼

边境的喜马拉雅山高地，或者是南部平原———特

莱地区 （尼泊尔的主 要 农 产 区），那 她 以 生 育 一

个男孩结束自己的生育历程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

加。因为，在这里，人们生育最后一孩的期望性

别比达 到 惊 人 的１３０—１８０。另 外，根 据 尼 泊 尔

２００１年的人 口 普 查 数 据，一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的 性

别比在特莱地区是１０４．８，在丘陵地区是１０３．９，
而到了山区，只有１０２．６。

第三，由于理想子女规模的小型化，出生性

别选择现象在尼泊尔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尼泊尔

２００６年人口与 健 康 调 查 表 明 尼 泊 尔 的 男 性 和 女

性都喜欢小家庭。３／５的男性和女性希望有两个

孩子，只有８％的女性和６％的男性希望 的 孩 子

数少于两 个。① 由 于 理 想 子 女 规 模 的 大 幅 “缩

水”，同时，由于人工流产的合法化，性 别 选 择

在决定尼 泊 尔 出 生 性 别 比 方 面 的 作 用 越 来 越 明

显，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计划通过人工干

预的方式在与其子女数目减少的情况下，保持理

想的子女性别结构。

二、原　因

综观上 述 国 家，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状 况 各 不 相

同，但为什么都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性别

比失衡的情况呢？引起这些国家出生性别比升高

的共同性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技术性原因。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技术性原因主要包括产前的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

止妊娠。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证实：印度、越南

以及尼泊尔的一些地区存在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

性终止妊 娠 行 为。为 了 获 得 男 孩，现 代 的Ｂ超

技术也越来 越 多 地 在 这 些 国 家 得 到 了 “运 用”。

甚至在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地地区，用于胎儿性别

鉴定的Ｂ超 技 术 和 设 备 都 可 以 很 方 便 地 得 到。

在印度，由于性别鉴定收费低廉，每次超声波检

查只收费５００－１０００卢比，大有 不 可 遏 制 之 势。

各地经常可以看到贴着这样的非法小广告：“今

天花５００，明天省１５万。”② 除了Ｂ超等性别鉴

定技术外，在越南的市面上流传着各种如何生男

孩的民间秘籍。越南政府在２００９年３月 份 组 织

的一次有针对性的查抄行动中，约有２７种３万

余册指导生男生女的出版物被没收，这些出版物

大多可在书店和报摊买到。③

第二，条件性原因。引起亚洲各国和地区出

生性别比升高的条件性原因主要体现在经济因素

和政策因素两个方面。比如越南的农村地区，由

于生产力落后，儿子比女儿更有可能在农业或家

庭经营提供劳动力、赚的收入、为父母提供养老

支持等。在印度部分农村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

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下，是否有男劳动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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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系到农民家庭的经济收益状况和养老保障水

平。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还

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生育男孩乃是这些国

家的农民的现实需要和利益选择。
在印度，花费不断高涨的女儿嫁妆也是促使

人们选择生育男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女儿出

嫁需要配送嫁妆，许多家庭不胜负荷。在 印 度，
一个新娘的嫁妆要１５万卢比 （约合３１４２美元），
是一 个 普 通 家 庭 年 收 入 的４倍。一 个 女 儿 的 嫁

妆，全家不吃不喝至少得攒上４年。如果有好几

个女儿，那非得倾家荡产不可。如果嫁 妆 少 了，
不但父母没有面子，女儿嫁出去后，还会受到婆

家的歧视；反 之，儿 子 娶 妻 则 可 大 赚 一 笔。因

此，印度人普遍不想要女孩。人工流产、溺杀女

婴丑恶现象比比皆是。此外，在印度还存在一些

体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政策。如在土地改革和重

新整理 计 划 的 过 程 中，土 地 一 直 主 要 分 配 给 男

人；在对子女监护权的问题上，各教派的法律都

规定了父亲权利的优先。这些政策体现的观念无

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社会、家庭、人们 的 思 想，
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妇女地位低下的局面。

第三，深层次的原因。造成亚洲地区出生性

别比升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文化和制度因素。
越南等国家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 “重男

轻女”、“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以及靠男性

“传宗接代”、“祭祖送终”等传统生育文化。于

是，在强烈的性别偏好和限制子女数量的双重压

力下，就出现了对出生婴儿性别的非自然干预。
此外，越南等实行父系家庭制度。父系体系、从

夫居婚姻和父权制度使得男性在财产继承、居住

安排、家庭延续、家庭权力结构上占主 导 地 位，
而女性地位低下。

印度教社会一般认为，男孩肩负着家族传宗

接代的重任，而且还能使父母在死后灵魂进入天

堂。在印度教国家则意谓父母死后灵魂飘泊永不

得安息，因为丧事传统上是由儿子承当。印度的

种姓制度以及女性向上婚配的制度更是严格，在

这种制度下，父母对女儿要比儿子花费更多的心

力。在性别比偏高比较严重的西北部地区，由于

实行较为严格的父系血缘和女到男家落户的亲属

关系体系，女性一旦结婚，就成为丈夫家族的成

员，因此，女性在家庭中的更容易被轻视。

在尼泊尔，１９９０年 颁 布 的 宪 法 将 印 度 教 定

为国教，但从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日 又 成 为 世 俗 国

家。但是对于 印 度 教 徒 占 全 国 人 口８０％的 尼 泊

尔民众来说，信仰印度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沿袭和承接了印度教男性

地位崇高的价值观，甚至于在１９５９年宪 法 规 定

女性同样承担民法的责任之后仍然将男尊女卑作

为国策，乃至 于 经 过２００２年 第１１次 改 定 以 及

２００７年第１２次改定之后，尼泊尔女性在遗产继

承权、土地贩卖权、财产分配权等诸多权利方面

仍受限制。

三、对　策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会对国家的政 治 局 面、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产生影响。相关国家的

政府和社会已经意识到事态严重，开始积极寻求

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解决之道。
（一）法律和行政层面

印度 在１９９４年 就 颁 布 了 《禁 止 性 别 检 测

法》，通过 法 律 手 段 对 扼 杀 女 婴 行 为 予 以 打 击。

法律规定，怀 孕 妇 女 如 果 要 做Ｂ超 胎 儿 性 别 鉴

定，将面临３年监禁以及５万卢比 （１美元约合

４３卢比）罚 款 的 惩 罚，为 其 检 测 的 医 生 将 被 吊

销营业执照。自从实施该项法律以来，公开进行

胎儿性别鉴定的情况几乎绝迹。但是，“暗箱操

作”仍大有人在。该法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医生和父母串通一气，执法机构很难对医生的违

法行为取证。①

越南人口和家庭计划委员会正在建议全国立

法会议常务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以使人们清楚

地认识到故意流产女性胎儿是违法的。新的法令

将严禁孕妇在通过例行的检查得知腹中怀的孩子

为女性后做流产手术。同时，积极展开建设 “提
高人口质量与人口法律意识”总体提案，主要活

动内容就是提高人民对性别平等的意识。②

在尼泊尔，为了性别选择而实施的胎儿性别

鉴定行为同样是非法的，甚至行为责任人会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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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３到６个月的监狱生活。而无论何人，如果实

施了为了满足父母的性别偏好而进行的性别选择

手术，而会被最高判处一年的监禁。当然，对于

医生来说，随 意 地 向 父 母 或 者 其 他 人 泄 露Ｂ超

结果中的胎儿性别也是不允许、非法 的。此 外，
为了推 进 性 比 平 等，２００６年，尼 泊 尔 还 开 始 启

用象征团结包容、男女平等精神的新国徽，新国

徽上面用梵语写着 “母亲与祖国重于上天”。①

（二）经济和文化层面

近年来，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在实践中开始认

识到：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攀升的问题，虽

然不得 不 诉 诸 法 律 和 行 政 手 段，但 是 更 重 要 的

是，需要从经济基础改变，加快速度发 展 经 济，
维护女性权益。同时，也要从上层建筑入手，改

变民众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印度政府从女孩的发展权入手，制定政策让

女孩享受发展权，以 改 变 社 会 上 的 “重 男 轻 女”
思想。印度近日出台一项福利措施，计划为全国

的独生女实行免费教育。印度政府称，实施该政

策的目的是平衡男女性别比例，遏制人口增长。
根据这项计划，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并

且还是女孩，那么这个孩子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一

直到研究生毕业，全部免交学费。除此之外，从

高中开始还能享受政府奖学金。对于只有两个女

孩的家 庭，政 府 将 免 除 其 中 一 个 孩 子 的 教 育 费

用。这项政策适用于所有家庭，不论家庭有多少

收入。②

越南相关部门一直把克服性别比失衡作为当

前越南人口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越南政府在全

国各地，特别是观念比较落后的地区，大力地推

广宣传教育活动，以便让民众充分了解到新生儿

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性，自发地停止打掉女性胎

儿的行为。同时，越南政府已经禁止网站发布或

者期刊登载与鉴别胎儿性别相关的内容。③

在长期贫困和女性发展停滞的南亚 各 国 中，
尼泊尔政府相对重视提升妇女的教育水平和社会

地位，通过多年的不间断努力，女性的识字率也

渐渐的达 到 了４５％左 右。然 而，尽 管 推 进 社 会

性别平等不断地被写进尼泊尔国家法令之中，但

实际社会应用却始终不尽人意。比如，中西部和

西部山区的女性识字率仅为男性的３０－５０％左

右。

四、结　语

从目前印度、越南和尼泊尔等国的出生性别

比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各国的出生人口性别

比偏高问题各有各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一些

方面甚至相去甚远。同时，也 必 须 看 到，印 度、
越南以及尼泊尔各国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和

对策方面 相 互 之 间 又 有 着 很 多 相 似 或 者 共 通 之

处。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与印度、越南以及尼泊

尔各国的性别比治理都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为

不仅经验教训是可以相互借鉴和吸收的，而且实

际工作是相互联接的。这就提醒人们，不仅在政

策设计上相互间要注意取长补短，而且在治理行

动中更要加强协同。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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