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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儿童看护服务缺失的社会学思考
*

栾俪云 饶 涛

［提 要］ 我国大多数城市目前还不能提供多样化的儿童看护机构与服务形态以补充家庭的亲职功

能。儿童看护服务的缺失会造成妇女就业率下降，加大妇女照顾负担及角色冲突，加剧社会性别不平

等及损害妇女社会地位，造成婚姻满意度下降、家庭冲突增多影响家庭稳定和夫妻关系，也导致生育

意愿改变及生育率下降，更严重的会导致儿童意外事件增加、死亡或致残从而给儿童家庭造成致命打

击等不良后果。

［关键词］ 儿童看护 妇女权益 儿童福利

［中图分类号］ C913.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114X ( 2012) 06 － 0200 － 06

儿童看护又称儿童托育，是随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及城市化进程和家庭功能改变等背景下衍

生出来的、补充家庭亲职功能的儿童福利措施。按社会工作百科全书的定义，儿童看护是指为补

充父母的照顾与教养，而于家庭外提供一段时间的组织化照顾、督导及发展机会，其组织与服务

型态是多样化的。发达国家儿童看护事业发展很快，可提供包括儿童发展中心、启蒙计划方案、

育儿学园、托儿所、幼儿园、家庭式托儿、课前课后辅导、假期托育以及全日托育中心等各种形

态的托育服务设施; 儿童托育对象覆盖了 0 至 12 岁的所有儿童。我国大多数城市目前还不能提

供多样化的儿童看护机构与服务形态，缺乏当双亲因工作、疾病或其他原因无法亲自照顾子女时

所需要的照顾儿童的有组织化的服务。

一、我国城市儿童看护的现状与挑战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儿童看护实行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福利供给制度，企业

免费或以极其低廉价格为职工提供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性服务，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儿童托育和

照顾问题。尽管当时规定女职工产假仅为 56 天，但由于企业开办了托幼机构，其便利性、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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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邻近性等优点，使在企业工作的母亲们无后顾之忧，在完成企业工作的同时也完成了哺乳任

务。

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对企业办社会的负面评价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多重考虑，国家倡导政

企分离、企业经营与社会化服务相分离的改革模式。首先，大多数企业关闭或转卖其举办的托幼

机构，转由市场化运作。其次，风险大、利润低、自理能力弱的三岁以下孩子的托儿所基本停

办，0 － 3 岁的婴幼儿近 80% 散居在家庭里①。再次，幼儿园少、学位紧张、公立幼儿园稀缺、

幼儿园收费贵、幼儿园赞助费攀升等现象，不断困扰着年轻一代的工薪父母。由于托幼机构和小

学的放学时间没有考虑父母的下班时间，很多家长面临孩子接送时间和工作时间冲突的现实窘

境。

从社会学角度看，儿童看护缺乏给社会特别是未来带来的消极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我们需

要站在儿童成长环境、妇女儿童福利、国家未来发展的角度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采取可行措施

防范于未然。同时，我国各级政府在制订改善民生、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时，需要重新思考和规

划儿童看护的内容与服务，加大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实现政府、社会与家庭共同分担育儿责任。

二、儿童看护服务缺失的社会后果

1． 妇女就业率下降

照顾孩子需要时间、精力、爱心和耐心; 因为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照顾孩子的工作导致女

性市场劳动时间的供给受到了影响。如在英国，正式幼儿教育成本上升和可获得性下降的情况

下，年轻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 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随着儿童

看护服务可获得性的下降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情形②。在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 21 岁到 29 岁

没有就业的母亲将“在家照看孩子”作为没有就业的主要原因，特别在贫困妇女中，大约有三

分之一的人给出这样的答案。康奈利在经过估算后认为，如果在美国普及免费儿童保育，将使妇

女就业的人数提高 10% ③。各国的实践和研究均证明，在幼儿看护服务可获得性不足时，母亲的

就业率会随之下降; 我国亦不例外。

我国学者杜凤莲指出，随着国家和企业从学前教育领域的退出和私人服务的进入，家庭用于

学龄前儿童教育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都在不断上升。相对于男性，有 7 岁以下儿童的女性劳动

参与率的下降幅度会更大一些，特别是 2000 年以来，这种性别差异还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我国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 － 60 岁城镇女性人口的就业率为 60． 8%，比 1990 年下降了 11． 6

个百分点，与妇女就业率不断提高的国际趋势相反。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是，部分女性

自愿或不自愿从劳动力市场的退出，例如，找不到负担得起、质量好、位置方便的托幼机构、不

能通过购买劳务抚养子女的无奈，工作与家庭责任的矛盾等④。儿童照顾是一项时间密集型较高

的家庭活动，在我国儿童看护外部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承担育儿

的照顾者角色。
2． 加重妇女照顾负担，多重角色导致女性负荷重重

“生育”一直伴随着人类，实现了人类的繁衍生息。女性生殖的生物功能让 “生”成为女性

的天职，在中国传统父权主义和 “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等文化的影响下，“育”也

是由女性来独立承担的，成为“母职”的固定模式。母亲面临 “哺乳、保育、教育”等一系列

繁重责任。何况幼儿身心健康是人生的重要关键期，家中的女性往往被视为孩子最主要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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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女性 ( 尤其是经济弱势家庭中的女性) 同时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努

力在职场打拼，他们上班时对家中幼儿牵肠挂肚，下班后立即投入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的繁忙

中，长期面临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双重冲突，造成 “蜡烛两头烧”的窘境。还有一部分女性因照

顾年幼孩童而选择牺牲自己的事业，深锁于家庭琐事的“囹圄”中，成为家庭专职照顾者。

台湾地区学者黄俐婷指出，照顾者角色的承担给女性带来生理负荷、情绪负荷和社交负荷:

在生理负荷方面，有四分之一的照顾者报告自觉整体健康状况变差，照顾者常感觉疲惫且睡眠受

到严重影响; 在情绪负荷方面，女性照顾者大多会经历害怕、忧郁、愤怒、紧张、焦虑、任命、

愧疚感、心力交瘁，严重时因压力太大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在社交负荷方面，由于照顾者需要时

时刻刻注意被照顾者，社交生活与外出等时间受到影响，有被绑住的感觉，无法做想做的事⑤。

显然，成为一名儿童照顾者是有压力的，而且有一种持续性压力的体验，常常会使照料者产生心

理问题和身体问题⑥。有育儿经验的家庭均明白一个道理: 孩子越小照顾者越辛苦。因为孩子越

小自我照顾能力越低，对照顾者的依赖性越强。妈妈除了买菜、煮饭、做家务，还要给孩子洗

澡、喂饭、看医生、与孩子玩耍、做游戏、讲故事、捉迷藏等，多重角色使得妈妈的个人时间缩

短、睡眠时间减少、生活习惯改变、夫妻相处时间减少、社交生活受限等，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3． 加剧性别不平等，损害妇女社会经济社会权益

当前，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家庭趋向小型化，家庭关系的变迁使家庭趋向代际分居，成年子女

的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迟，以及老年人病因的变换等多种因素，使儿童看护获得家族内支持的

可能变得不可期待⑦，再加上相应的社会政策和福利措施未跟上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家庭结构的变

化，种种因素使得生育后的女性要么放弃工作、放弃收入、放弃退休金、放弃独立的经济地位成

为家庭专职妈妈; 要么选择弹性的工作时间，收入减少，便于照顾孩子; 要么 “人在曹营心在

汉”，因要照顾孩子对工作得过且过，升迁机会和职业发展受到明显的影响。这些现象的最终结

果都是降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强化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加深男女之

间的职业差距，损害妇女的社会利益。

由于家庭生育和照顾孩子的私人性、自然性、非商品性、无偿性等特点，在长期的社会性别

分工体制和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下，妇女成为家务劳动无偿报酬的具体执行者，成为家庭无报酬的

人力资本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有人把孩子对母亲工资的负面影响称为 “母亲赋税”⑧，确实是

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有学者指出，女性职业发展道路的特点是两个高峰和一个低谷。两个高峰，

一个是女性就业后 ( 未生育) 6 － 8 年时间，另一个是在 36 岁以后的十余年间。一个低谷在这两

个高峰之间，通常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的 8 年时间⑨。女性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无私奉献、默默

耕耘，因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从未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和家庭没有发工资给这些女性，她们

的工作被视为琐碎和义务的，照顾工作也因被认定为 “去技术化”，得不到社会和家庭认同，成

为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弱势。罗萨尔德认为，母亲和她的孩子在一起所耗费的时间以及倾注的感

情，是任何一个男子所不能比拟的。男子自由的通过参加劳动、政治和宗教活动而与外界建立起

广泛的社会联系。妇女则很少参加公共领域的活动，所以她们缺少权威和权力可以依托的基

础⑩。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构筑、强加的壁垒，妇女照

顾家人的责任是限制她们参与家庭以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导致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

因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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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婚姻满意度下降，家庭冲突增多影响家庭稳定和夫妻关系

在婚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中，家庭生命周期与子女是 1970 年代国外探讨婚姻关系的两大研

究议题，迄今仍有许多研究检视这两个变项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瑏瑢。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显示，在家

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呈 U 型曲线，即夫妻在结婚初期的新婚期及结婚

后期的子女离家空巢期的婚姻满意度较高，而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会逐渐降低婚姻满意度。

一般认为孩子是夫妻感情生活的纽带，为什么孩子的出生会导致夫妻的满意度下降呢? 孩子

的来临使家庭结构、夫妻关系、家庭分工、个人心理、角色认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家庭生活

的重心转移到照顾孩子身上。夫妻间互动时间减少，交流不足，家务繁重，教养方式不一致，妻

子长期照顾孩子过于劳累使得丈夫抱怨伴侣关系的缺乏。这种情况对夫妻关系的发展也会带来挑

战。

家庭的发展因家庭成员的增减、子女成长阶段等因素而改变，家庭每个阶段都有一定发展任

务及待克服的障碍，当家庭无法因应或达成该阶段的任务需求时，可能会导致家庭停滞不前或延

缓、影响下一个阶段的成长，甚至导致家庭的解体瑏瑣。在马斯特斯的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 《危机

中的父母》中，发现有 83% 的夫妇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产生了普遍的或严重的危机

感瑏瑤。我国学者徐安琪的研究也指出，家务、子女教养方法和经济是中国人婚姻冲突的三大诱发

因素瑏瑥。柯伦 ( Curran，1985) 调查了已婚夫妇和单亲母亲，发现夫妻间主要的压力依次为: 孩

子的教养、缺乏夫妻相处时间、缺乏分担家庭责任的人、缺乏属于自己的时间、夫妻关系 ( 沟

通和性) 、缺乏家庭休闲时光、家庭事务繁多等。综上所述，育儿父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家

人、朋友、邻居、机构和社区方案。有一句非洲格言可谓一语中的，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社会支持

对这类家庭的重要性: “抚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瑏瑦

5． 生育意愿改变及生育率下降

上海市妇联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少年轻女性到了婚育年龄，却不敢轻易做出生宝宝的计划与

决定，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孩子出生后需要母亲贴身照顾，然而工作一旦离开太久，岗位就很容

易发生变更，职业生涯会走下坡。首先，现代女性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女性追求进步、实现自

我价值而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女硕士、女博士、女经理、女董事等不断涌现。与传统社会低

学历的女性相比，现代女性育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很高，在社会育儿和儿童看护支持不足

的情况下，许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少生甚至不生，来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

的投资回报。其次，现代城市女性不需要 “养儿防老”，也不再谨守 “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

观，靠自身的智慧和工作可保障晚年生活，随着家庭子女回报率的降低和不断涌现的 “啃老

族”，许多家庭宁愿选择丁克一族。

丁克家庭在知识分子相对集中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尤为明显。早在 1989 年，广州丁

克夫妇就增至 10 万人; 上海市在 1979 年 － 1989 年间的 50 多万对新婚夫妇中，约 14. 5% 的人选

择不生育; 1994 年全国各大城市的丁克夫妻总数突破 100 万对瑏瑧。2002 年上海针对全市家庭所

作的调查显示，结婚后自愿“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 12. 41% ; 2004 年天津市的

调查显示有六成成年人认为 “夫妻可以不生育”瑏瑨。日本 2009 年的调查显示，在 30 岁以后结婚

的人中，最终不要孩子的比率超过 35%。韩国《首尔新闻》2010 年的民调显示，有 88. 9% 的男

性认为，子女抚养费和教育费是考虑生育时最大的问题，72. 5%的女性担心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

好子女瑏瑩。在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台湾地区，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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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连续多年的出生率下降不仅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使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上升，社

会劳动力人口负担加重，“少子化”还使劳动人口减少，引发社会生产力下降，消费市场萎靡不

振，国家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影响。

6． 儿童意外事件增加，死亡或致残带给家庭致命打击

儿童看护服务是一种补充性的儿童福利服务，补充父母角色暂时缺位的功能，如双薪家庭、

单亲家庭，儿童每天有一段时间离开家庭照顾所需要的服务。儿童看护服务为儿童提供优质的受

教环境，满足儿童身心发展需要和提供适当的照料。若儿童看护服务缺失对于儿童而言，就是可

能增加儿童意外伤害事件的出现，对儿童生命安全和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年幼儿童尚未具有自

我保护能力，应该得到家庭和社会给予他们的安全保障和监护权利。但现实生活中不安全的环

境、不适当的监管甚至疏于监管，使儿童意外伤害事件频发。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提供的资料显

示，52%的儿童意外伤害发生在家庭，而家庭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家长照顾不

周、居室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等瑐瑠。儿童意外损伤及死亡构成本世纪儿童期生命质量与安全的一个

重要危险因素，意外死亡在不少国家儿童青少年死亡中上升到第一位瑐瑡。

我国因意外伤害造成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数的 26. 1%，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 7% － 10% 的

速度增加; 无论城市或农村，意外死亡均为 1 － 4 岁儿童的第一位死因; 目前，中小学生每年发

生伤害人数 4250 万人，其中门诊 1360 万人，住院 34 万人，因伤害暂时性失能 105 万人，致残

34. 5 万人，缺课 2. 38 亿天，相当于 80 万学生休学 1 年，每年中小学生伤害的医疗费用 32. 6 亿

元瑐瑢。这一连串的数据背后，隐藏着多少儿童的痛苦以及父母的悔恨、伤心与无奈，他们所遭受

的痛苦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这种悲剧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他们自己及家庭的生活轨迹。

儿童意外伤害最常发生的就是在父母上班而孩子一人在家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家长无暇照顾

儿童、社区儿童看护设施又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子女的照顾和安全问题

更令人忧心忡忡，因为贫困家庭不能放弃工作照顾孩子，也无力聘请保姆看护，只能放任自流。

但一旦孩子出现意外，尤其对于独生子女父母，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也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和风险。去年在广东省发生的 “小悦悦事件”虽然促使整个社会拷问道德良心，但最基础、最

根本的原因还要从儿童看护方面来寻找。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三、结语

从国际上看，儿童照顾和儿童福利已引起各国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出台相应的育儿支援政

策，努力营造较为宽松的社会育儿环境。如日本政府就相继出台 《育儿休假法》、《关于今后育

儿支援的基本方向》、《天使计划》、《紧急保育对策 5 年计划》、《儿童福利法》、《关于应重点推

进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等瑐瑣。韩国政府也积极推进育儿支援

政策，包括强化育儿休假制度、鼓励母亲再就业、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提供多种形式的育儿服

务、加强育儿机构建设与管理等方面支持家庭生育子女瑐瑤。这种趋势值得我国有关方面关注和研

究。

照顾儿童不仅是家庭“私域”的责任，也是国家介入的“公域”，政府应从金钱 ( 儿童津贴

制度) 、时间 ( 亲职假和弹性工作时间) 、托育服务三大轴心构建儿童照顾政策和服务体系，减

轻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照顾负担，形成政府、社会与家庭在儿童照顾责任上的分工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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