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ｆｅｗ鹂—麵ｎａ—ＢＭ 论坛

从妇女和家庭的视角重新审视与生育

相关的公共政策

■ 郑真真

１

＾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 降低了家庭对生育数量的需求 。 这些因素 所有家庭都有生二孩的选择时 ， 不能忽

ｆｔ直接推动下 ，
中国于２０ １ ４年全面 都是影响７０＾代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重要原 视妇女在面对这些选择时可能面临的困

启动了
“

单独二孩
”

生育政策改革 。 令 因 。 但妇女在生育转变中的历史作用往往 境。 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较大的是城镇

人鼓舞的是 ， 改革的步伐并未停顿 ，
中 被低估 ，

当前妇女在面对生儿育女和个人 和生育率长期较低的农村地区 ，
如果这

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

全面实施 发展方面的两难困境尚未得到应有的重 些地区的年青夫妇所面临的劳动就业和

一

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

，
又将 视 ， 这也导致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分析和讨 家庭责任冲突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

则难

改革推进
一

步 ， 显示了党中央深化改革 论中高估生育政策的影响和效果。以实现生育水平的长期有效提升 ； 从经

的决心和魄力 。 随着生育政策的改革 ，
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一

直保持在 济发展角度考虑 ，
也不利于充分挖掘劳

社会需要转变延续多年的
一对夫妇最好 较高水平 ， 远远领先于经合组织５ ０％左 动潜力 。

只有
一

个孩子的思维定式 ， 还需要有相 右的平均水平 。 当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女性是无酬 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

应的公共政策配套和衔接 。 与生育相关 国家都在努力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时 ， 者 ，
这是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 在无酬

的公共政策涉及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
中 国近几十年的相应指标却呈下降趋 家务劳动中 ，

照料婴幼儿和老人无疑是

计划生育 、 妇幼保健、 托儿和学前教育 势 ， 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７３％降至２０１ ３年的 ６４％
，
重要内容。 生育包括育儿明显抑制了妇

以及社区建设等各方面 ， 考虑到妇女在 几乎下降了 １ 〇个百分点 。 尽管这种下降 女的劳动参与 。 对韩国近年来的妇女生

生育中的主体作用和家庭对生育的需 是各种经济、 社会和制度因素的共 同作 育和再就业分析显示 （
Ｍ ａ

，２０ １ ４ ） ，

求 ， 有必要强调从妇女和家庭的角度来 用 ， 但２０ １ ０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査发 有近半妇女在生育后退出劳动力市场再

重新审视、 定位和调整完善相应的公共 现 ， 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而中断 未返回 ， 约 １ ／３的妇女在职业中断后又

政策 。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 ， 从 １９ ８ １

－

１ ９９０年 先后实现了再就业 ， 仅有约 １／５的妇女

回顾中国人口变动的历史轨迹 ，
除 的 １ ０ ． ３％上升到２００ １ 

￣

２０ １ ０年的３６ ． ０％在生育后迅速回到工作岗位 ， 不过 ， 来

了遵循人口变化自然规律之外 ，
还与国家 （黄桂霞 ，

２０ １４
）

。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 自家庭的支持如祖父母帮忙 ，
则会减轻

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策 （
不仅是生育政 入新常态、 年青劳动力规模明显缩减 、 妇女的压力 。 中国 的

一

项研究发现 ，

策 ） 干预密切相关 。 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 人 口快速老龄化的前景下 ， 妇女劳动参 若多代同堂家庭中的中老年父母帮助女

和妇女普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对中国的人 与率的下降 ，
尤其是因生育而 ；ｐ 出劳动 儿料理家务 ，

则会有效提升女性的劳

口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 ２０世纪５＃代以 就业的问题 ，
应 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动参与率 （沈可等 ，

２０ １２ 〉 。 为了缓解

后 ， 国家通过加强妇幼保健和公共卫生工
“

单独二孩
”

政策实施以来 ，
各种 青年夫妇的压力 ， 老年人在家务和照料

作 ， 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有效降低了婴儿 调査和报道反映出单独夫妇对生育的慎 方面施以援手 ， 可能是当代社会中的另

死亡率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由此提高 重态度 。 年青夫妇们不要二孩的主要原
一

个普遍现象 。 美国的
一项研究发现

，

了生育效率 ， 即更多怀孕能成功分挽、 更 因之
一

是
“

没人帮忙带孩子
”

，
折射出 新添孙子女使妇女退休风险增加了 ８％

多新生儿能存活到成年。 与此同时 ，
５０年 夫妇尤其是妇女所处的尴尬境地 ： 她们（

ＬｕｍｓｄａｉｎｅａｎｄＶｅｒｍｅｅｒ
，
２０ １５

）
； 英

代后期的工业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普遍促进 在参与职场激烈竞争的同时 ， 仍需在家 国有２８％的祖父母照料 １６岁以下的孙子

了城乡妇女从事家庭之外的劳动就业 ， 致 庭中扮演传统角色 。 事业和家庭之间的 女 （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
２０ １ ４

）
。 中国妇女劳动参

使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相同经济 需求冲突迫使不少妇女放弃再生
一个孩 与率在５０岁以后快速下降 ， 除了退休制

平的国家 ， 也高于很多銳国家。 妇女 子 ， 而这种放弃又可能与家庭的生育需 度和企业调整等 因素之外 ， 回家照料老

地位的提升使她们在决定生育和避孕方面 求相矛盾 ， 从而陷妇女于更为纠结的境 幼应当也是
一

个重要原因 。
不过 ， 随着

有更大的 自主权 ， 生育效率的提高则有效 地 。 当生育政策进
一

步放宽 、 政策允许 老年人越来越健康并推迟退休时间 ，
双

２８２０ １ ６Ｎ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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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指望祖父母代为照顾子女的打算落 联合国 ２０ １ １年对成员国的
一

项调査结果 使妇女难以实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 必
＋

空 ， 仅靠家庭内部资源和努力难以应对 显示 ，
６ ７％的发达国家有提升生育率的 将陷职业妇女于两难之中 ， 难以发挥最

子女照料和工作的双重压力 ， 因而需要政策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

ｎｄ 

＋

大潜能 。 从妇女和儿童两代人的健康发

得到来自家庭以外的吏多支持 。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ａ ｉ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展以及家庭幸福着想 ，
我们需要重新建

生育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之间的Ｕ Ｎ ， ２０ １ ３ ） 。 如新加坡政府为了鼓励 立
一

个尊重生育 、 对育儿友好的社会环

关系
，

一直是人 口学关注的研究领域 。年青人结婚生育
，
先后于 １ ９８７ 、 ２００ １ 、境。

有学者总 结了
一

些工业化国家在不同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３年多次 出台孕产育中国是联合 国提 出的 ２０ ３０可持续

时期总和生育率与妇女劳动参与之间的 儿
“

福利包
”

政策 ， 但根据新加坡国 发展议程的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 。 在可

相关 ， 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在 １ ９７ ０年为 立大学学者的评估 （ ＹａｐＭｕｉＴｅｎｇ ，
持续发展的健康 目标中 ， 明确提出 了至

负相关 ， 即总和生育率相对较低国家２０ １ ５
） ， 这些措施中极少数有短期作用 ， ２０３ ０年实现

“

确保人人享有性与生殖健

的妇女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 ， 但在 １９９６但至今没有观察到任何长期效果 。 对韩 康服务 ， 包括计划生育 、 信息和教育
”

年则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
即总和生育 国的研究发现 ，

近 ８０％的妇女在生育前 的具体目标 。 计划生育服务在育龄人群

率相对较髙 （这时的相对较高是接近 后离开劳动力市场 ， 有近半妇女再未 健康中是至关重要的
一

个方面 ， 这项工

更替水平 ， 与 １ ９７０年的较低生育水平相 返回职场 。 即使２ １世纪以来 ，
政府不断 作可能在某些方面与 妇幼保健有所交

似 ） 国家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也相对较高 出台 日 益优厚的带薪育儿假等鼓励政 集 ， 但在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上均具有

（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ａｎｄ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
２０００

） ， 他 策 （带薪产假 由
“

劳动就业保险
”

承 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 随着生育政

们认为总和生育率与妇女劳动参与的关 担 ）
，
也仅有少数人从中受益 （马莉和 策的进

一

步放开 ， 广大育龄人群在生育

系是动态的 、 相互作用的 ， 对两者之间 郑真真 ，
２０ １５

） ， 并未扭转长期超低生 数量和生育时间上有了更多选择 ，
他们

关系的影响是多层次 、 多维度的 ， 且必 育率的局面。 在这方面中国还需要认真 的避孕节育需求将更为多样化。 在新的

须考虑制度影响以及不同时期不同机制 分析和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 。政策环境和群众需求下 ， 计划生育工作

的作用 。

？

有些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明生育保险 制度是帮助非农就业的 应当 尽快完成转型 ，
将工作重点放在

显有效缓解了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 青年夫妇应对生育一工作冲突的措施之 提供及时有效和优质的信息 、 咨询和技

突 ， 如在家庭政策 、 儿童照料 、 就业环
一

。
中国生育保险的建立具有鲜明的 术服务 ， 帮助育龄夫妇楫据自 己的意愿

境方面的改进 ， 都能够保持一定的妇女 国家特色和历史背景 ， 其在保障妇女不 在合适的时间孕育健康的孩子 ， 避免不

劳动参与率
，
同时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因生育而 中断就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 想要的怀孕 ， 减少人工流产 ， 关注由于

更替水平左右 。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评价 。 而在各种 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二孩生育计划的夫

初婚和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 ， 也是 社会保障 中 ， 生育保险的覆盖率最低 ，妇 ， 创造良好条件 ， 帮助他们实现家庭

导致时期总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 要保证普遍二孩的新政落实后产生明 的生育计划 。

有学者 （
Ｍ ｉｌｌｓｅｔａｌ

，
２０ １ １ ） 曾分析了显效果 ，

急需重视和完善生育保险制在全国实施
“

普遍二孩
”

生育政策

ＯＥＣＤ国家的多项相关研究 ， 总结了最 度 ， 充分发挥其有效作用 （张永英等 ，
后 ， 应当重新考虑与生育相关的社会政

佳生育期与受教育和事业之间的冲突问２０ １５
）

。 政府和全社会还需要加强对生 策取向和评估 ，
不仅要留意宏观指标 ，

题
，
列 出推迟初育的主要原因 ，

如 ： 有 育的社会支持和服务 ， 如女职工的孕期 更应考虑家庭层面 ，
动员各种资源

，
利

效避孕 ， 妇女受教育和劳动参与 ，
价值 权益保护 、 男女双方的生育假 、 婴幼儿 用 多种途径 ， 充分满足家庭的生育需

观的改变 ， 配偶关系的改变 ，
住房问 照料的社会服务 、 优生优育和避孕节育 求 ， 从而维持或提升生育水平 。 妇女是

题
， 经济不稳定 ， 缺乏家庭政策支持 服务等相关内容。生育的主体 ， 在关注生育时更需要注重

等 。 该文作者认为 ， 通过有效政策干预生育政策不仅涉及生育 ，
也关系到 社会性别平等这个长远 目标 ， 采取多管

可以缓解工作与家庭尤其是生育之间的 家庭建设和妇女发展 。 虽然平衡事业与齐下的干预措施 ， 做出能使生育和家庭

冲突 ， 促进妇女在就业的 同时也可生育 家庭是男女家庭成员都要面对的挑战 ， 与工作兼顾的劳动和退休安排 ， 通过社

子女 。 这些政策既包括实质性的鼓励生 但妇女承载着更大压力 。 在完成人口转 会服务有效减少无酬家务劳动负担 ， 从

育政策 ， 也包括在教育 、 就业 、 住房方 变后的低生育率国家 ，
如果妇女在社会 而最大限度发挥妇女在政治 、 经济和社

面的制度安排倾斜 。 相比而言 ， 中 国存 和就业中处于弱势而未能摆脱传统家庭 会中的作用 。 ？

在推迟婚育年龄的各种原因 ， 而缺乏缓 角色的束缚 ，
则生育意愿会受到极大抑（参考文献略 ）

解生育
一

工作冲突的政策和机制 。制 ， 从而导致极低的生育率 。 如果社会（作者单位 ： 中■社会網聰

不少低生育率 国家长期 以来尝试 缺乏家庭友好环境 ，
特别是就业政策往人 口与劳 究》 ）

了不同 的政策和制度以提升生育率 。往不利于妇女承担育儿和护老的负担 ，

２０ １６ 
ＮＯ ． ４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