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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实验法在社会科学因果分析中的应用

———以女性生育行为的选择效应为例

薛君,魏雷东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软科学研究基地,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清楚辨析变量间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难点,基于观测数据传统的统计推断方法存在着混淆变

量等内生性问题,无法满足“无偏性”和“一致性”估计.提出在研究设计中可利用自然科学随机试验思路控制所有混

淆变量,以满足因果分析中的必然性.即在社会现象是多因、随机和未知的前提下,引入随机性自然实验达到“总体相

同”的必然性和在社会现象是已知、清晰和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倾向值匹配法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控制混淆变量进

行因果分析.最后,以女性生育行为的选择效应为案例,详解自然实验法在控制女性多孩生育事件对收入影响分析中

混淆变量的应用、倾向值匹配法在控制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行为影响分析中混淆变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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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难点,休谟认为因果关系需要具备相关性、时间性和必然性三要素[1],即A
和B相关,A必须发生在B之前和所有其他的因素C都已经被排除,只有同时满足上述3个条件,才能说A
和B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随机实验方法可以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是因果推论的唯一可靠方法,这是目前

科学界的共识[2],在所有因素已知、未知或者无法严格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实验构造“实验组”
(TreatmentGroup)和“对照组”(ControlGroup)的双盲法(DoubleBlind)来分析核心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

影响.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受研究伦理等限制,因果分析中很难具备必然性条件,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非

随机性分析的多元统计模型只能有效检验休谟因果律的相关性,不能完全检验因果律的必然性[3],统计模型

再精巧,也只是对密尔因果分析逻辑的近似模拟[4].基于观测数据的各种统计模型分析控制只是近似满足因

果分析[5],如何基于观测数据,在研究设计中利用自然科学中随机试验思路控制所有的混淆变量来探讨因果

关系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本文提出在研究设计中利用自然科学随机试验思路控制所有混淆变量,以满足因果分析中的必然性.同

时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因果关系的探讨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社会科学领域因果分析的难点

1.1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局限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受研究伦理等限制,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做“控制实验”,所获得的数据一般不是

“实验数据”,而是自然发生的“观测数据”,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

数据.横截面数据是指多个行为个体变量在同一时点上的描述取值,时间序列数据是指某个行为个体变量在

不同时点上的描述取值,面板数据是指多个行为个体变量在不同时点上的描述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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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观测数据缺乏人为控制,这就给干预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探索因果关系带来一定的挑战.
1.2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局限

在社会科学常用的线性回归模型中,高斯-马尔科夫定理指出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s,

OLS)能满足最佳无偏线性估计,即“BLUE”(BestLinerUnbiasedEstimator)特性的前提是自变量独立于误

差项且误差项的均值为零,可以理解为yi=α+βxi+εi,其中εi 是完全随机决定的,故而xi 与εi 相互独立,

Cov(xi,εi)=0,因此无论是否有遗漏变量,OLS估计都是一致的,且E(εi|x1,…,xn)=0,满足模型中的外

生性假定,OLS估计也是无偏的.其中,随机性是外生必然性的保证,这就是OLS估计中的正交假定,即误差

项与自变量不相关,是完全随机的,违背正交假定就会产生内生性问题.一般而言,产生内生性问题的原因主

要有3种:遗漏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测量误差和双向因果关系.内生性问题会使得参数估计结果有偏且非一

致,进而导致因果关系的识别结果不可靠,而引入随机性是解决回归模型中内生性问题的根本.

2 随机实验法引入社会科学因果分析的探索

随机实验的思路是在已知所有因素的前提下,控制{x2,…,xk},观察因变量y 的变化.或在所有x 因素

未知或者无法严格控制{x2,…,xk}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随机性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来分析实

验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其中的关键点是控制或者随机性来达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总体相同”,继而

实施不同的干预,通过处理效应的差异来获得真实的因果关系.因此,能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构造出总体相

同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因果分析的关键.
2.1 自然实验的研究思路

实验设计是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最有效的工具,假定{x1,x2,…,xk}包含了所有可能影响因变量y
的因素,相关研究设计可分为控制实验,随机实验,自然实验.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伦理等限制,很难通过人为干预构造实验分组,一般会采用自然实验的方法

来探索变量间的因果关系[6].自然实验是指某些并非实验目的的随机性事件构造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且在两

个分组之间施加不同的自变量影响,最终得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真实影响,在自然实验中,自变量x 对因变量

y 的因果效应可以简单地表现为条件期望的差别,即E(y|X=x)-E(y|X=0).自然实验虽然能够揭示真

实的因果关系,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数据可遇不可求.
2.2 倾向值匹配的研究思路

在社会现象是多因、随机的和未知的前提下,FISHER[7]提出通过随机实验来达到“总体相同”的必然

性,即大数定理保证了实验对象的各种不可控差异被随机化分配平均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总体相同”.
如果社会现象是在已知、清晰和可控的前提下,能否通过已知的混淆变量构造出实验组和对照组? 倾向值匹

配分析方法试图基于多维混淆变量构造不同的分组并进行因果分析.
倾向值匹配是基于反事实框架下的因果分析方法,即在可忽略性假定下,利用观测数据按照一定的原则

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进行匹配,从而控制由于选择偏差(SelectionBias,SB)带来的混淆变量,得到参与者

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ontheTreated,ATT)[8].具体逻辑为:
如果ATT=E{Yi(1)-Yi(0)|D=1},那么实验组和对照组之差可分解为

E{Yi(1)|D=1}-E{Yi(0)|D=0}=(E{Yi(1)|D=1}-E{Yi(0)|D=1})+
(E{Yi(0)|D=1}-E{Yi(0)|D=0})=ATT+SB,

其中,D=1表示接受干预的分组,D=0表示未接受干预的分组.因此通过倾向值匹配,采用类实验的方法控

制选择偏差,在观测数据的基础上获得真实的处理效应.
总之,在社会现象是多因、随机和未知的前提下,随机性的引入是社会科学因果分析的关键,在社会现象

是已知、清晰和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倾向值匹配基于反事实框架,降维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探讨社会科

学中的因果关系.
下文以女性生育行为的选择效应为例,详解自然实验与倾向值匹配法的应用.女性生育行为的选择效应

可以理解为女性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工作环境等因素既会影响女性的生育行为,也会影响其市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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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参与收入.在研究女性生育行为对其市场劳动收入影响时,首先需控制生育行为之外对女性市场劳动收入

有影响的混淆变量,再叠加不同的生育行为,最终获得女性生育行为对其市场劳动收入影响的真实因果关

系.同理,在研究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对其生育行为影响时,首先需控制市场劳动参与之外对女性生育行为有

影响的混淆变量,再叠加是否参与市场劳动,最终获得市场劳动参与对其生育行为影响的真实因果关系.
自然实验法在生育行为选择效应的应用可以理解为通过一孩性别的随机性分组,可以保证男婴组和女

婴组一孩生育前女性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工作环境等混淆变量总体相同,再叠加不同的多孩生育行为,
来测量女性多孩生育对其收入真实的影响.而倾向值匹配法的应用重点关注“谁是职业女性”,通过倾向值计

算把与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相关的混淆变量降为一维,并在职业女性与非职业女性之间进行配对,形成实验组

和对照组以消除职业女性与非职业女性之间由于混淆变量形成生育水平的选择性差异,即两者的生育行为

的差异只来源于参与市场劳动这一因素.

3 案例分析

3.1 自然实验法在女性多孩生育惩罚效应研究中的应用

生育事件对女性收入影响的因果分析涉及女性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工作环境等混淆变量的控制[9],传
统的多元统计模型很难克服众多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案例采用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来达到一孩

生育前女性“总体相同”的必然性[10],即大数定理保证了影响女性收入的各种不可控差异被随机化分配平均

了,通过一孩性别随机分组保证男婴组和女婴组一孩生育前女性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工作环境等混淆变

量总体相同,然后在性别偏好外生性的假设下叠加不同的多孩生育行为,通过类实验干预后的组间差异来测

量女性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差异.这种随机实验的研究设计包含了生育前后的时间变化,基于一孩生育前变

量控制去对比多孩生育对收入的影响可以有效控制生育行为的选择效应.具体表示如下:i代表了实验组与

对照组的虚拟变量,可以设定i=1为实验组,i=0为对照组;t代表了时间要素,t=1为实验前,t=2为实

验后.结合女性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虚拟变量如下:

xit=
一孩女婴,i=1∈ 实验组,且t1=不育,t2=多孩生育,
一孩男婴,i=1∈ 对照组,且t1=不育,t2=多孩不育,{

通过一孩性别的随机分组把女性生育多孩的收入惩罚效应分解为分组效应Gi(Group-specificEffects)和时

间效应Di(Time-specificEffects).
当t1 为不育时:yi1=β0+β2Gi+εi1,当t2 为多孩生育时:yi2=β0+β1GiD2+β2Gi+γ+εi2.
设GiD2=xi2,那么对方程一阶差分后:Δyi=γ+βxi2+Δεi,̂βOLS=Δygirl-Δyboy=(ygirlt2-ygirlt1

)-
(yboyt2 -yboyt1

),一孩性别随机性保证了t1 时期一孩女婴与一孩男婴分组的收入起点一致性,即ygirlt1 =
yboyt1

,那么:

β̂OLS=Δygirl-Δyboy=(ygirlt2 -ygirlt1
)-(yboyt2 -yboyt1

)=ygirlt2 -yboyt2.

  差分的估计量β̂OLS由一孩女婴组的平均变化与一孩男婴组平均变化之差简化为t2 时期一孩女婴组女

性收入与一孩男婴组女性收入之差,即通过组间差异与时间的互动项分析女性生育多孩的收入惩罚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引入自然实验,通过一孩性别随机分组控

制女性生育前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工作环境等难以观测的混淆变量,然后在男孩偏好下叠加不同的多孩生

育行为,来对比分析城乡女性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差异.
3.1.1 一孩性别的随机性分组的均衡性检验

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我国一孩的出生性别是外生的、随机的,不存在人为干预的一孩性别分组满足随机

性要求[11],从表1一孩性别的随机性分组的均衡性检验结果也印证了相关研究结论,即女性的年龄、婚姻状

况、民族、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配偶的健康状况、就业状况、主要职业、单位性质和照料替代多个方面的相

关变量在一孩男婴和一孩女婴分组间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5%和1%水平).结合人力资本和补偿工资理论,
可以看出一孩性别的随机分组能够很好地控制影响女性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且难以观测的个人特质、家庭禀

赋和工作环境因素,从而为多孩生育行为对女性收入高低、就业状态影响的无偏估计奠定了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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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孩性别随机性分组的均衡性检验

Tab.1 Balancetestofrandomsexgroupingofonechild

类别
农村

一孩男婴 一孩女婴 差值

城镇

一孩男婴 一孩女婴 差值

年龄 44.446(0.055) 44.406(0.056) 0.040 45.319(0.058) 45.456(0.060) -0.137

婚姻状况 2.198(0.004) 2.209(0.004) -0.011 2.212(0.004) 2.218(0.004) -0.006

民族 0.855(0.002) 0.853(0.002) 0.002 0.934(0.002) 0.932(0.002) 0.002

受教育程度 2.551(0.005) 2.535(0.005) 0.015 4.116(0.008) 4.098(0.008) 0.018

健康状况 1.348(0.003) 1.359(0.004) -0.011 1.240(0.003) 1.250(0.003) -0.010

配偶健康状况 1.325(0.004) 1.334(0.004) -0.009 1.235(0.003) 1.240(0.004) -0.005

配偶就业状况 1.917(0.007) 1.920(0.008) -0.003 2.578(0.009) 2.600(0.009) -0.021

配偶主要职业 4.934(0.008) 4.953(0.008) -0.019 3.572(0.013) 3.583(0.013) 0.011

配偶单位性质 8.432(0.013) 8.479(0.013) -0.047 4.901(0.019) 4.890(0.020) 0.011

照料替代 1.579(0.017) 1.587(0.017) -0.009 2.361(0.025) 2.350(0.026) 0.011

  注:**、***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上显著,下同.

3.1.2 女性多孩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

生育数量、生育意愿和是否有不满六周岁孩子的对比结果发现(见表2),一孩女婴组女性多孩生育行为

和意愿水平显著多于一孩男婴组女性,这一研究结论验证了男孩偏好下的一孩女婴多生育行为的研究假设,
也间接证明了本文基于一孩性别随机性分组分析多孩生育行为惩罚效应的可行性.

表2 女性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差异的城乡对比

Tab.2 Urbanandruralcomparisonofdifferencesinthemotherhoodwagepenaltyeffectofwomen'smulti-birth

类别
农村

一孩男婴 一孩女婴 差值

城镇

一孩男婴 一孩女婴 差值

个人收入 13123.68(132.573) 12615.79(160.415) 507.89** 40781.28(307.935) 40543.27(296.856) 238.01

就业状态(0=失业,1=就业) 0.223(0.002) 0.212(0.002) 0.011*** 0.539(0.003) 0.528(0.003) 0.011**

生育数量 1.906(0.005) 2.234(0.005) -0.328*** 1.228(0.003) 1.333(0.003) -0.105***

生育意愿 1.915(0.005) 2.215(0.006) -0.300*** 1.368(0.004) 1.475(0.005) -0.107***

0~6岁孩子(1=是,2=否) 1.788(0.002) 1.766(0.002) 0.022*** 1.804(0.003) 1.790(0.003) 0.014***

主要职业 4.906(0.006) 4.935(0.006) -0.029*** 3.430(0.012) 3.438(0.012) -0.008

单位性质 8.761(0.014) 8.846(0.013) -0.084*** 4.779(0.021) 4.818(0.022) -0.039

配偶收入 25123.69(205.693)24387.07(201.975)736.62** 55679.70(514.650)54573.56(436.755) 1106.14

  分析结果显示:存在男孩偏好下多孩生育行为差异.无论城乡都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体现为一孩女婴

组的多孩生育数量和生育意愿显著大于一孩男婴组,区别为农村男孩偏好较强,城镇男孩偏好较弱.这种性

别偏好下的多孩生育行为差异构建了通过一孩性别的随机分组,测量多孩生育行为惩罚效应的研究设计,即
“总体相同”分组间,多孩生育行为不同是否会造成女性收入、就业状态的差异;城乡女性多孩生育存在一定

的收入惩罚效应,两者的差异体现在农村女性多孩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显著高于城镇女性,且多孩生育对农

村女性收入和就业状态都有着显著负面影响,而对城镇女性影响只体现为短暂的工作中断,对收入影响不显著.
3.2 倾向值匹配在职业女性低生育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相对于非职业女性,职业女性的低生育行为既有可能来自职业女性高学历,城镇户口,高社会阶层和更

为开放的生育观念等与生育行为有关的选择性特征[12],也有可能来自参与市场性劳动而提高的生育机会成

本、职场生存压力和家庭照顾压力等与劳动相关的生育困境[13].探讨市场劳动参与对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

影响必须分离出选择效应才能得出真实的因果关系[14].因此本案例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利用反事实框架的倾向值匹配方法,在控制学界已认同的年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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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户口、家庭收入、社会阶层和生育观念等混淆变量下探讨职业女性和非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差异是

否存在选择效应,以及劳动参与率提高是否降低女性的生育行为.
具体的研究思路为通过倾向值计算把与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相关的混淆变量降为一维,并在职业女性与

非职业女性之间进行配对,形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以消除职业女性与非职业女性之间由于混淆变量形成生育

水平的选择性差异,即两者的生育行为的差异只来源于参与市场劳动这一因素,在CGSS截面数据的基础上

以准实验的方法分析劳动参与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其通过倾向值配对思路化解了对影响职业女性

生育水平的多维特征难以控制的难题,并通过反事实的分析在只有观测数据的基础上得到劳动参与和生育

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结果.
一定意义上,可把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视为一种再抽样,即通过匹配再抽样的方法使得观测数据尽可能

地接近随机实验数据,本文选用了最近邻居、马氏距离和核匹配3种匹配方法,并对比各自的分析结果,以测

试方法的稳健性.
3.2.1 匹配的均衡性检验

倾向值匹配的均衡性检验是考察匹配结果是否较好地平衡了数据,是匹配质量好坏的检验.下文以最近

邻居匹配方案为例,在0.04卡尺范围设定和有放回1对1匹配下,通过stata命令pstest的匹配结果.匹配前

后各混淆变量在职业女性和非职业女性的两个分组之间标准化偏差和显著性变动可以看出,匹配后大部分

变量标准化偏差都在10%以内,且两组间的差异都不显著,虽然教育程度和户口分布两个变量匹配后差异

依然显著,但两者的标准化偏差分别下降了50.2%和18.5%,说明了匹配的整体均衡性较好.
表3 职业女性与非职业女性分组间匹配均衡性检验

Tab.3 Testresultsofmatchingbalancebetweenprofessionalwomenandnon-professionalwomen

类别 方法 职业女性 非职业女性 标准化偏差

年龄 匹配前 42.91 52.97 -75.7***

匹配后 43.00 42.51 3.7

教育程度 匹配前 5.38 4.42 32.0***

匹配后 5.35 4.87 15.9***

户口 匹配前 1.44 1.52 -16.1***

匹配后 1.44 1.38 13.1***

社会阶层 匹配前 4.47 4.45 0.8

匹配后 4.47 4.37 5.9

初婚年龄 匹配前 30.38 19.77 76.6***

匹配后 19.80 19.87 -0.5

家庭年收入 匹配前 75192 68349 2.3

匹配后 75140 77765 -0.9

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 匹配前 2.05 2.16 -11.6***

匹配后 2.05 2.09 -4.5

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 匹配前 3.99 3.86 13.5***

匹配后 3.98 3.93 5.6

  注:采用的是有放回1对1,卡尺范围设定为0.04的最近邻居匹配方案;***p<0.01.

3.2.2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分析

不同因变量和不同匹配方法的平均处理效应分析结果可分为3部分,即匹配前的差异、匹配后的差异和

不同匹配方法下结果差异以测试匹配的稳健性.
首先,从匹配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可以看出,职业女性都显著低于非职业女性.具体为职业女

性的曾生子女数低于非职业女性0.3979,职业女性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希望的孩子数低于非职业女性

0.1656.这种差异既有可能是由于参与市场劳动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由于职业女性选择偏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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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结合匹配后的两组之间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可以得出,控制选择效应后不同匹配方法下生

育行为差异依然显著,即职业女性曾生子女数显著低于非职业女性,利用反事实因果推断可以解释为职业女

性如果不参加工作的话,他们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应该比现在职业女性要高,说明了劳动参与显著降低了职业

女性的生育行为;而不同匹配方法下控制混淆变量的生育意愿差异都不显著,即希望的孩子数在两个分组间

没有差异,说明了劳动参与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对比不同匹配方法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系数的方向性和显著性保持一致,生育行为和生育意

愿的平均处理效应是稳健的.以曾生子女数为例,最近邻居、马氏距离和核匹配3种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差异

都为负且T检验显著,而希望孩子数的3种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差异为负且T 检验不显著.从具体系数值来

看,不同匹配方案下变化也很小,说明了以上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4 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4 Averagetreatmenteffectofreproductivebehaviorandfertilitydesire

类别 方法 职业女性 非职业女性 差异 标准误 t值

曾生子女数 匹配前 1.344 1.742 -0.3979*** 0.0349 -11.39

匹配1 1.344 1.484 -0.1398*** 0.0456 -3.07

匹配2 1.344 1.480 -0.1359*** 0.0375 -3.62

匹配3 1.344 1.431 -0.0874*** 0.0260 -3.36

匹配4 1.344 1.474 -0.1306*** 0.0362 -3.60

生育意愿 匹配前 1.933 2.099 -0.1656*** 0.0259 -6.40

匹配1 1.933 1.990 -0.0568 0.0343 -1.66

匹配2 1.933 1.959 -0.0257 0.0290 -0.89

匹配3 1.933 1.975 -0.0414 0.0249 -1.66

匹配4 1.933 1.960 -0.0263 0.0270 -0.98

  注:匹配1,以0.04为半径,有放回1对1近邻匹配;匹配2,以0.04为半径,有放回1对4近邻匹配(1对4匹配可以最小化

均方误差);匹配3,采用马氏距离匹配,K=4,M=4;匹配4,采用核匹配,kernel设置均为默认值;其中之所以卡尺范围

设定为0.04,因为生育行为的倾向得分为0.25̂σpscore≈0.0415,生育意愿的倾向得分为0.25̂σpscore≈0.0406,保守起见,将

卡尺范围设定为0.04,即对倾向值得分相差4%的观察值进行匹配;***p<0.05.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在研究设计中利用自然科学随机试验思路控制所有混淆变量,以满足因果分析中的必然性.生
育行为选择效应的案例分析结果显示:(1)自然实验法与倾向值匹配法都能较好的控制混淆变量的影响,组
间均衡性检验结果验证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总体相同”假设;(2)女性多孩生育行为对其市场劳动收入

影响分析来看,城乡女性多孩生育存在一定的收入惩罚效应;(3)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对其生育行为影响分析

来看,女性参加工作而产生的成本与效用权衡和工作与家庭失衡成为生育行为的抑制因素.
对比组间均衡性检验结果可以得出,自然实验法对混淆变量的控制优于倾向值匹配法,但随机性条件的

满足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可遇不可求,适用面更宽广的倾向值匹配法再抽样研究设计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补充,
在社会现象是已知、清晰和可控的前提下,也能大体做到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总体相同”.

进一步讨论认为:随着社会科学的研究重点由统计推断向因果关系识别转变,分清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

显得尤为重要.其中相关关系仅指二者在变化趋势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因果关系强调的是二者之

间存在的某种理论逻辑上客观规律的联系.传统意义上的统计推断是基于成熟理论思辨,借助统计学模型,
利用样本信息对总体进行参数估计,依靠假设检验以判断估计结果的统计显著性,从而识别所谓的因果关

系.但是,这种统计推断由于内生性等问题,其对因果关系的识别并不可靠.利用随机实验的思想,根据混淆

变量的特性在研究设计中引入随机性或人为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以达到总体相同的必然性,继而识别因果

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包括了反事实理论框架思想,自然实验、倾向值匹配、断点回归、双重差分、工
具变量等方法的应用.

07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年



参 考 文 献

[1] HUMED,BEAUCHAMPTL.Anenquir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
[2] WINSHIPC,SOBELM.Causalinferenceinsociologicalstudies[M].London:SAGEPublications,2004.
[3] 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1,26(3):1-32.

PENGYS.Causalanalysesinsocialsciences[J].SociologicalStudies,2011,26(3):1-32.
[4] MILLJS.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Inductive[M].HonoluluHawaii:UniversityPressofthePacific,2002.
[5] 胡安宁.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2,27(1):221-242.

HUAN.PropensityScoreMatchingandCausalInference:amethodologicalreview[J].SociologicalStudies,2012,27(1):221-242.
[6]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35-338.
[7] FISHERRA.Thedesignofexperiments[M].Edinburgh:OliverandBoyd,1935.
[8] 郭申阳,FRASERM W,郭志刚,等.倾向值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9] 於嘉,谢宇.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4,38(1):18-29.

YUJ,XIEY.Theeffectoffertilityonwomen’swagesinChina[J].PopulationResearch,2014,38(1):18-29.
[10]PEARLJ.Causalinferenceinstatistics:anoverview[J].StatisticsSurveys,2009,3:96-146.
[11] 陆方文,刘国恩,李辉文.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J].经济研究,2017,52(10):173-188.

LUFW,LIUGE,LIH W.Thegenderofchildrenandparents'happiness[J].EconomicResearchJournal,2017,52(10):173-188.
[12] 宋健,周宇香.全面两孩政策执行中生育成本的分担:基于国家、家庭和用人单位三方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6):107-117.

SONGJ,ZHOUYX.Reproductivecostsharingintwo-childpolicyimplementation:fromperspectivesofthegovernment,familyandem-

ployers[J].JournalofRenminUniversityofChina,2016,30(6):107-117.
[13] 张霞,茹雪.中国职业女性生育困境原因探究:以“全面二孩”政策为背景[J].贵州社会科学,2016(9):150-154.

ZHANGX,RUX.Aprobeintothecausesofthefertilitydilemmaofprofessionalwomeninchina:underthebackgroundofthe"all-round

twochildren"policy[J].GuizhouSocialSciences,2016(9):150-154.
[14] 任国强,王于丹,周云波.科学研究中因果推断的方法、应用与展望:以个体健康研究为例[J].人口与经济,2022(2):1-25.

RENGQ,WANGYD,ZHOUYB.Methods,applicationsandprospectsofcausalinferenceinscientificresearch:astudyofindividual

healthresearch[J].Population&Economics,2022(2):1-25.

Causalanalysisofrandomizedcontrolledexperimentsappliedinsocialscience

———Takingtheselectioneffectoffemalereproductivebehaviorasanexample

XueJun,WeiLeidong

(SocialWorkandSocialGovernanceSoftScienceResearchBaseinHenanProvincial,

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Clearlyidentifyingthecausalrelationshipbetweenvariablesisadifficultpointinsocialscienceresearch.Tra-
ditionalstatisticalinferencemethodsbasedonobservationaldatahaveendogenousproblemssuchasmissingvariablesandbidi-
rectionalcausality,whichcannotsatisfy'unbiased'and'consistent'estimates.Thispaperproposestocontrolallconfoundingvari-
ablesbyrandomexperimentmethodtosatisfytheinevitabilityincausalanalysis.Specifically,underthepremisethatsocial

phenomenaaremulti-causal,randomandunknown,theinevitabilityofintroducingrandomnaturalexperimentstoachieve'the
sameoverall'.Onthepremisethatthesocialphenomenonisknown,clearandcontrollable,theexperimentalgroupandthecon-
trolgroupareconstructedbythepropensityvaluematchingmethod,andtheconfoundingvariablesarecontrolledforcausala-
nalysis.Finally,takingfemalereproductivepunishmenteffectandprofessionalfemalereproductivebehaviorselectioneffectas
examples,thespecificapplicationofthetworesearchdesignsisexplainedindetail.

Keywords:causalanalysis;naturalexperiment;propensityscorematching;motherhoodwagepenalty;selectioneffect

[责任编校 陈留院 赵晓华]

17第6期             薛君,等:随机实验法在社会科学因果分析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