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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与分担: 妇女育儿时间及家人影响

郑真真*

内容提要 兼顾育儿与工作对妇女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家人援手可有效分担妇女的

育儿时间投入。本研究使用调查数据，依次分 析 了 母 亲、父 亲 和 祖 父 母 辈 在 育 儿 方 面

的时间投入，并考察了家人的照料支持对 妇 女 育 儿 时 间 的 分 担。在 时 间 投 入 上，婴 幼

儿照料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母亲始终是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但是祖父母辈的帮助

有效分担了母亲的时间投入，起到了重要的替代作用，尤其在幼儿期，超过 4 成 的 幼

儿主要由祖父母辈照料，而父亲的作用则 相 对 有 限。与 城 市 地 区 相 比，农 村 父 母 的 婴

幼儿照料时间差距更大。3 岁 以 后 托 儿 服 务 较 为 普 遍，对 女 性 的 照 料 起 到 了 明 显 的 分

担作用。在相关公共政策和项目设计中，应当考虑到不同家庭成员在婴幼儿成长的不

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为家庭提供多种选 择，尤 其 应 当 重 视 祖 父 母 辈 的 分 担 作 用，加

强父亲的育儿角色，而不仅仅关注母亲的照料角色。

关 键 词 妇女 劳动参与 育儿 时间利用 家庭政策

一 引言

妇女的劳动参与以及兼顾工作和家庭是国际社会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它之所以

不断地引起讨论和政策关注，是因为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但又长期得不

到有效解决。对于妇女而言，她们在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进入了生育高峰年龄，

初进职场与初为人母几乎发生在同一阶段，且两者都要求妇女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从而产生激烈竞争。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广大城乡妇女普遍走出家门

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妇女的育儿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冲突早已显现。20 世纪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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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计划生育的号召得到及时响应，其中推动力之一便是妇女迫切地希望缓解育儿

压力。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以及此后在绝大部分城市和一部分农村实行的独生子女政

策，使得生育对不少妇女而言成为 “一次性”经历，即好歹闯过难关，不会再有第

二次，从而掩盖了问题。 “普遍两孩”政策实施后，年青夫妇普遍反映，育儿与其

人生目标和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突出，有关 “想生却不敢生”或 “生不起”的

纠结和顾虑等报道不断见诸于媒体，各类调查也集中反映了年青夫妇在面对育儿和

工作冲突时的矛盾以及妇女因生育在就业中的不利地位。化解二孩生育压力一时成

为热门话题。当前已婚夫妇的实际生育数量远低于调查所获得的意愿生育数量，这

说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条件抑制了他们的生育意愿，这并不是仅仅靠放开生育政策

能解决的。不过，社会上甚至学界的不少讨论如对产假和育儿假的各种建议，往往

聚焦于妇女，在讨论如何化解现实社会中对生育的限制条件时，焦点也大多落在了

妇女身上。

在现代社会中，兼顾工作和育儿并不仅仅关乎母亲一己之事，家庭和社会都应分

担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来自家人尤其是上一代人的帮助大

大减轻了妇女的育儿负担。在当前较为常见的中国家庭结构下，一对夫妇通常只有 1

个或 2 个孩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四二一”或“四二二”式家

庭逐渐增多 ( 即 4 个祖父母，1 对夫妇，1 个或 2 个孩子) 。除了在孕育和哺乳期母亲

需要亲力亲为，其他阶段家人均可不同程度地加以援手，而不会只是母亲一人。我们

可以将育儿和照料的人力资源看作多个以婴幼儿为中心的同心圆，围绕婴幼儿最近的

亲人照料工作量最大、照料时间最长，照料来源随着婴幼儿的长大而增加，从婴幼儿

父母扩展到祖父母，并可扩展至家庭之外。所以，在育儿方面不应将母亲视为唯一的

承担者，在讨论妇女育儿负担时，需要分析所有可动员的家庭内和家庭外的支持人员;

在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时，不仅要关注妇女本人，还要考虑帮手的作用。本文将从育儿

时间入手，以上述同心圆的思路展开研究，使用现有调查数据和研究成果，依次分析

妇女育儿时间和家人的帮助及其影响，讨论如何动员家庭内外的资源帮助妇女分担育

儿时间，解决妇女所面对的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困境。

二 相关研究回顾

时间是有限资源，既不可重复利用，也不可再生。有关时间利用的研究常见于劳

动供给、家庭及休闲等领域，不少研究将妇女时间分配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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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家务劳动时间差别则是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妇女

从组建家庭就面临一系列时间分配的决定，在工作、进修、育儿、家务、照料老人、

休闲和休息等诸多选项之间权衡。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致发现，妇女除工作和休息之

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家务和照料老幼。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妇女因育儿减少或退出劳

动参与，且收 入 显 著 降 低，即 使 发 达 国 家 也 未 能 有 效 地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Connelly，

1992; Ma，2014) 。

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有效的政策干预可缓解育儿给妇女带来的工

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 Brewster ＆ Ｒindfuss，2000) 。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则表明，政

策干预的效果有限，这是由于男性很少分担育儿劳动 ( 金益基、左琦，2017) 。男女分

担家务劳动对夫妇时间的重新分配起到了关键作用，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对妇女生育与劳动参与的微观分析发现，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缓解了妇女的育儿和工作

之间的冲突 ( de Laat ＆ Sevilla-Sanz，2011) 。不过，根据瑞典的一项研究，尽管父亲可

以享有 1 年育儿假，49%的家庭主要是母亲照料孩子，只有 42% 的家庭是父母共同照

料孩子，而父亲多在婴儿 6 个月之后休育儿假 ( Eriksson，2015) ，这些数据显示了父

母之间仍有分工。

根据 2003 － 2004 年的美国时间利用调查 ( ATUS) ，Kimmel ＆ Connelly ( 2007) 发

现，母亲照料孩子的时间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长，随孩子长大而缩短，而托儿价格

的上升会使母亲花费更多的时间照料孩子。在夫妇双方都工作的家庭中，时间利用往

往是两人协商的结果，在照料子女时间安排方面夫妇会相互影响，父亲会分担母亲的

育儿时间。对同一套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母亲的工资影响其照料子女的时间和休闲

时间，也影响父亲的照料时间 ( Connelly ＆ Kimmel，2009) 。该研究主要针对最小子女

在 13 岁以下的夫妇，将他们的时间安排分为工作日和周末分别用于照料和家务的时

间。分析发现，收入较高的夫妇用于照料孩子的时间更多，夫妇工资差距越小越倾向

于在周末平分照料时间; 收入越高的女性工作日用在照料上的时间越长而休闲时间缩

短; 妻子工资相对较高的男性在周末分担照料的时间相对更长，而在工作日则是妻子

工作时间越长，丈夫用在照料上的时间相对越长，同时休闲时间缩短。通过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相似调查结果比较我们发现，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夫妇之间的协商更

为平等。

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祖父母开始更多地参与育儿照料。如美国的一项研究

发现，有年幼孙辈的妇女更倾向于选择退休 ( Lumsdaine ＆ Vermeer，2015) ; 英国则有

28%的祖父母照料 16 岁以下的孙子女 ( Buchanan，2014 ) 。相关研究发现，中国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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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既有相似的规律，也具有一定的特色。根据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当很多国家

都在努力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时，中国的相应指标却呈下降趋势，中国妇女劳动参与

率从 1990 年的 73%下降至 2013 年的 64% ( World Bank，2015) 。尽管这种下降是在各

种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家庭内部分工和重新配置时间的结果 ( 吴要武，

2015) ，但育儿是有碍青年妇女劳动参与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口普

查结果，与 1982 年相比，在 1990 年和 2000 年，“有婴幼儿”对妇女劳动参与具有更

显著的负面作用，而且这种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增强 ( Maurer-Fazio et al.，2011 ) 。2010

年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而中断就业的比例在最

近 20 年明显上升，从 1981 － 1990 年的 10. 3% 上升到 2001 － 2010 年的 36. 0% ( 黄桂

霞，2014) 。对于大多数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流动劳动力而言，养育年幼子女对其就

业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与学龄前子女同住的流动妇女就业的可能性远低于与学龄子

女或无子女同住的流动妇女 ( Maurer-Fazio et al.，2011) 。

近年来，有关中国妇女照料子女和从事家务的研究日 益 丰 富。周 云 和 郑 真 真

( 2015) 和李亚妮 ( 2013) 从时间利用的角度开展研究，他们发现，婚姻和生育没有大

幅度减少就业女性的工作时间，只是增加了她们的家务劳动时间; 为了平衡工作与家

庭，女性往往会牺牲自己的休闲时间甚至睡眠时间。虽然母亲是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

父亲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分担的作用; 而祖父母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

的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帮助正在工作的儿女照料婴幼儿，减轻了他们的家务负担。如

老年妇女报告所指出的，约 70% 的老年女性曾帮助儿子照料幼小的孙子女，40% 的老

年女性帮助过女儿照料外孙子女 ( 贾云竹，2013) ; 若多代同堂家庭中的中老年父母帮

助女儿料理家务，会有效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 沈可等，2012) 。随着年轻劳动力的

流动，很多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随子女到大城市帮助照料孩子和料理家务。有

些调查发现，被称为“老漂族”的上海流动老年人，主要是为照顾孙子女从全国各地

汇聚到上海 ( 张苹、胡琪，2016) 。

国内可以用于深入分析妇女育儿时间及影响因素的微观数据极为有限。大多数有

关时间利用的调查所收集的信息是用于家务的时间，这包括清洁卫生、做饭、采购、

家用设施维护等，还包括照料婴幼儿、老年人和病残者等。事实上，这些劳动具有不

同的性质。照料具有更强的时间竞争性，比如洗衣可以在周末做，而照料则是每日工

作，相当于 24 小时随叫随到，婴幼儿每天要定时吃饭睡觉，无法推托延误。此外，清

洁卫生、做饭和采购比较容易得到家庭以外的帮助，相对于自己完成所有的食材准备

和烹饪，速冻食品或叫外卖显然更省时，而照料则不然。在分析妇女的育儿时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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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当将育儿时间与其他家务时间区分开，但是中国相关调查往往用家务劳动时间

涵盖所有的家务和照料工作。例如有分析发现，妇女家务劳动时间并没有随着子女长

大而减少 ( 杨玉静，2015) ，这与没有区分育儿与其他家务有关。

三 数据介绍

本研究使用 2014 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和 2010 年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

行为跟踪调查的数据，聚焦育儿时间，依次介绍妇女作为母亲的育儿时间，父亲和祖

父母在育儿方面分担照料的情况，以及托幼服务对妇女育儿时间的影响。

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为全国性家庭调查，2014 年首轮调查样本为

32494 户 (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2015 ) ，其中，0 ～ 5 周岁儿童问卷收集了 7153

名婴幼儿的相关信息。该调查中 65. 5% 的儿童的居住社区类型为村委会，男童占

比为 53. 2% ，0 ～ 5 岁各年龄分布较为均匀。在儿童养育信息方面，该调查收集了

最近 6 个月孩子的主要照管者情况，最近 1 个月父亲和母亲平均每天陪伴孩子的时

间和每周见面次数以及孩子是否正在上幼儿园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了

解不同年龄段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以及父母陪伴子女的时间，并可根据其他家庭成

员参与照料的情况，分析家人的照料分担对妇女育儿时间的影响。不过，如果祖父

母并不是主要照料者但参与了育儿劳动，这套数据无法反映祖父母的帮助在多大程

度上分担了父母的照料时间。

本研究将利用 2010 年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跟踪调查的结果，分析祖父母

参与婴幼儿照料的情况。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 ( 简称 JFIBS ) 为江苏省原

人口和计划 生 育 委 员 会 和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人 口 与 劳 动 经 济 研 究 所 合 作 项 目，于

2006 年启动，历时 7 年。研究团队在江苏省 6 县市开展了有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的基线调查和 2 次跟踪调查。2010 年的跟踪调查主要收集了 6 岁以下子女照料的信

息，包括妇女日平均照料时间、其父母 /公婆是否帮助照料 ( 如果帮助，他们用在

照料婴幼儿方面的日平均时间) 以及孩子夜里主要与谁同屋睡觉 ( 江苏省群众生育

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2011 ) 。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分析祖父母参与照料

的强度以及对妇女照料时间的影响。

作者近年来在城乡调研访谈中也收集了相关定性资料，将结合对以上微观数据

的分析及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妇女在育儿方面的时间安排以及来自家人和社会

的帮助对妇女育儿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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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描述性或简单相关分析的数据分析方法，必要时应用多元分析以便控

制其他变量的相关影响。

四 主要发现

( 一) 母亲始终是婴幼儿主要照料者

在婴幼儿主要照料者和父母照料婴幼儿时间方面，本文主要使用了 2014 年中国计

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的研究结果 (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2016) 。研究发现，母

亲始终是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但是在婴幼儿的不同年龄段也有差别。由于母亲要哺

乳且有产假，在婴儿阶段，主要以母亲照料为主，其他家人即使参与照料可能也是辅

助作用; 但在幼儿期，来自家人的照料可以分担甚至替代母亲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将

分别考察婴儿期和 1 ～ 5 岁幼儿期的照料情况。

在婴儿期，母亲为主要照料者的比例最高。在不满周岁的婴儿中，67. 1% 的婴

儿主要由母亲照料，6. 2% 由父母共同照料，其余不到 2 成主要由祖父母 ( 15. 5% )

或外祖父母 ( 3. 5% ) 照料，还有 6. 7% 是父母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照料，其

他人 ( 如保姆) 为主要照料者的情况极少。虽然在婴儿期主要照料者是母亲，但是

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城乡差异。在城镇，母亲为主要照料者的比例为 57. 1% ; 在农

村则为 72. 8%。这说明，在农村地区婴儿期的主要照料者为母亲; 而城市中的母

亲往往出于工作考虑，产假结束就要上班，不得不把照料婴儿的工作交给老一辈。

尽管绝大部分母亲都哺乳 ( 87. 3% 的婴幼儿吃过母乳 ) ，但哺乳时间长短不一，约

半数妇女纯母乳喂养婴儿时间为半年以内，这也意味着多数母亲在半年之后就可以

离开婴儿较长时间了。

对于 1 ～ 5 岁的幼儿来说，母亲仍是主要照料者，但照料时间的占比随着幼儿年龄

的增长明显下降。幼儿 1 岁时母亲为主要照料者的比例急剧下降至 48. 6%，此后一直

在 4 成上波动; 父母共同照料的比例略有上升，至幼儿 5 岁时达到 10. 9%。具体而言，

主要由母亲照料的比例为 44. 4%，父母双方共同照料的占比为 7. 7%，主要由父亲照料

的占 1. 7%，父母为主要照料者的总占比为 53. 8%。这段时期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主要

帮手，由他们为主要照料者的占比为 41. 1%，还有 4. 2%是父母和祖父母共同照料，而

保姆为主要照料者或参与照料的仅占 0. 3%。

由于母亲是主要照料者，她们用于陪伴或照料孩子的时间也最长。图 1 为分儿童

年龄父亲和母亲分别陪伴孩子的日平均时间。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在孩子的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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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期陪伴孩子的时间最长。在孩子 1 岁以前，母亲陪伴孩子的日平均时间超过 9 小时，

有一半以上的母亲日平均陪伴时间为 10 小时或更长。在孩子 1 岁以后，母亲的日平均

陪伴时间明显减少，并随儿童年龄增长逐步减少。

图 1 分年龄父母陪伴孩子的日平均时间

资料来源: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 ( 2016) 。

在陪伴孩子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最长，而城

市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则较短。在婴儿期，农村母亲每天平均陪伴孩子的时间为

9. 2 小时，城市母亲则为 8. 7 小时。而农村父亲与孩子一起的时间在儿童各年龄段

都最少。城市母亲和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差距相对较小，而农村的父母陪伴时间差

距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分工更为明确，这也与农村男青年外

出务工有关。

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在不满周岁的婴儿期，孩子对母亲的照料需求最高，来自

祖父母辈的照料支持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替代作用，这可从母亲陪伴孩子的日平均时间

变化看出，母亲在孩子 1 岁和 2 岁时陪伴孩子的时间减少，父亲的陪伴时间也有小幅

度减少，这些变化与祖父母的照料参与密切相关。以下将进一步分析父亲和祖父母参

与照料婴幼儿对妇女的照料时间投入的影响。

( 二) 父亲在婴幼儿照料方面作用有限

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在孩子的各个年龄段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照料，也在陪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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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面投入了时间，尽管其作用远远小于母亲，但多少可以分担母亲的工作量。为了

进一步考察父亲参与照料婴幼儿对母亲照料时间的影响，本研究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检验父亲的照料时间是否可能使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

相应减少。考虑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父母育儿角色和陪伴孩子时间方面都存在差

异，在分析时，本研究按家庭居住地的类型将样本分为村委会 ( 代表农村) 和居委会

( 代表城镇) 两个模型分别拟合。在模型拟合尝试之后，我们仅保留了统计显著的变量

和必要的控制变量。模型中的因变量为母亲陪伴孩子的日平均时间，自变量为父亲陪

伴孩子的时间和孩子是否上幼儿园，控制变量为孩子的年龄、性别以及母亲是否为主

要照料者。表 1 为回归分析结果。

表 1 对母亲陪伴时间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 参数估计及显著性)

样本点类型

变量

村委会 居委会

标准化系数 显著性( p 值) 标准化系数 显著性( p 值)

母亲为主要照料者 0. 452 ＜ 0. 001 0. 387 ＜ 0. 001

父亲陪伴孩子时间 0. 332 ＜ 0. 001 0. 373 ＜ 0. 001

孩子上幼儿园 － 0. 104 ＜ 0. 001 － 0. 216 ＜ 0. 001

孩子年龄 － 0. 187 ＜ 0. 001 － 0. 114 ＜ 0. 001

孩子性别 0. 004 0. 710 0. 018 0. 241

调整 Ｒ2 0. 471 0. 425

样本量 4744 2458

注: 母亲为主要照料者、儿童正在上幼儿园、儿童性别均为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由表 1 可见，当母亲为主要照料者时，她陪伴孩子的日平均时间显著更长，而且

无论城乡，母亲为主要照料者在模型中的作用相对最大。其次作用显著且作用较大的

是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但父亲的陪伴并没有起到减少母亲陪伴时间的作用，两者呈

现正相关，即父亲陪伴时间越长，母亲陪伴时间也越长，这意味着父亲的陪伴并没有

替代母亲的陪伴。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父亲的角色更多是与母亲共同陪伴孩子而不是

单独陪伴。

既然父亲参与照料并没有替代母亲的照料，那么显然是另外有照料人手加入。但

这项调查并没有收集父母之外其他人照料的详细情况，需要借助其他资料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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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幼儿园可显著减少母亲陪伴时间，下文将进一步讨论幼儿园的作用。最后，

孩子性别在模型中不显著，说明母亲的时间投入不存在性别偏好。

( 三) 祖父母辈是婴幼儿照料的得力帮手

在幼儿期，祖父母辈起到了帮助照料的作用。2010 年的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调查关注了祖父母照料孙辈的情况，该调查中 90% 的有 6 岁以下子女的受访者表示，

父母或公婆在帮助他们照料孩子，孩子晚上与祖父母同睡的占比为 40%。受访妇女报

告，自己的日平均照料孩子时间为 6. 4 小时，其中有祖父母帮助照料的女性的日平均

照料时间为 6. 1 小时，没有祖父母帮助的女性日平均照料时间为 9. 1 小时。如图 2 所

示，妇女的父母或公婆帮助照料幼儿减少了她们照料孩子的时间。

图 2 有 6 岁以下幼儿的妇女的日平均照料时间 ( 2010 年)

资料来源: 根据 2010 年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跟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由图 2 可见，如果没有长辈帮助，妇女用于照料孩子的日平均时间在 8 小时或以

上，即使在孩子 3 岁以后上幼儿园期间这种情况也没有显著改变，妇女基本无法参与

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由于照料幼儿会占据大量时间，年青妇女在考虑是否要第二个孩

子时，主要条件之一就是父母或公婆是否能帮助带孩子。由于该调查样本中 8 成以上

妇女都从事有收入的劳动，且主要从事非农劳动 ( 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

究课题组，2011) ，“是否有长辈帮助照料孩子”成为影响女性生育决定的主要条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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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在访谈时发现，多位近年生了第二个孩子的妇女所具有的共同点是在计划生

二孩时，得到长辈的积极支持，除个别情况外都有父母或公婆帮助带孩子，大多数妇

女产假后即返回工作岗位，极少有长期在家照料孩子的情况。可见长辈的帮助对分担

妇女育儿时间、平衡育儿和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对于这些帮忙照料婴幼儿的祖父母们而言，参与照料意味着全力投入。图 2 显

示，有 6 岁以下幼儿的家庭中，参与照料的长辈们日平均投入时间在 7 ～ 8 小时之间，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再从事其他工作了。在托幼社会服务匮乏的情况下，育

儿需要家庭成员相当于一个人的全职投入。

( 四) 托儿服务有效缓解母亲的照料压力

不同调查结果均显示，中国城乡夫妇对幼儿园的利用相当普遍。根据中国计划生

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排除少数已经上学的儿童，4 岁和 5 岁儿童正在上幼儿园的比例

分别为 91. 7%和 94. 7%。城乡略有差别，城市地区适龄儿童基本都会上幼儿园，在城

市 4 岁儿童没有上幼儿园的比例为 3. 6% ; 而在农村，4 岁儿童还没上幼儿园的比例为

10. 9%，略高于城市，但在农村上幼儿园的孩子依然占据大多数 (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

庭司，2016) 。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结果也显示，9 成以上的适龄儿童都上幼

儿园。尽管幼儿园的条件和服务质量会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但至少说明，只

要有相应的托幼服务，年轻夫妇们都会充分利用。

3 岁儿童上幼儿园的比例仅为 63. 8%，而在 3 岁以前，儿童上幼儿园的比例极低，

2 岁儿童仅有 14. 4%在托儿机构，这与能收 3 岁以下幼儿的机构极少有关。由此可见，

在母亲结束产假后、幼儿满 3 岁可以上幼儿园之前，至少有 2 年还需要家中有人 “全

天候”地照料孩子。即使有祖父母帮助，仍需要父母投入大量时间。

表 1 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儿童上幼儿园显著减少了母亲的陪伴时间，这一效应

在城镇更大而祖父母的帮助和托幼服务的叠加效果更为显著 ( 表中未显示) 。国际经验

表明，政府主导和支持的托儿服务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有效缓解育

儿与就业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夫妇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例如，一项对韩国不同地区

生育率的比较研究发现，在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之后，对托儿服务的利用程度与

生育水平提升密切相关 ( 金敏子、金亨锡，2014) 。

五 小结与讨论

妇女在家庭中是无酬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料婴幼儿是妇女家务劳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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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内容，也是妇女和家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必须面对的挑战。调查结果显示，

母亲毫无疑问是子女的主要照料者，祖父母辈的帮助有效减少了母亲的照料时间，

尤其在幼儿周岁之后。相对而言，父亲的作用十分有限，父亲照料婴幼儿的时间投

入对母亲的时间投入没有起到替代作用。随着婴幼儿的成长，母亲的部分职责可被

逐渐替代，祖父母辈参与婴幼儿照料和托儿服务，都可以有效缓解母亲在育儿时间

投入方面的压力。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对母亲还是祖父母辈而言，婴幼儿照料相当

于全职工作，尽管托儿服务可以替代一部分照料时间，但还无法有效分担这一工

作。

在婴幼儿照料方面，无论对母亲、父亲还是祖父母，时间投入都至关重要。社

会提供更多资源和服务增强妇女和家庭的选择能力，将有助于女性在育儿和工作中

兼顾。长期以来，针对生育对就业的影响，年青夫妇采取了各种应对方法，有些妇

女中断了就业，还有一些女性转向时间比较灵活的非正规就业或个体经营。例如，

我们在江苏省的调查发现，妇女的正规就业对生育二孩有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妇

女本人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就业或者作为其他类型企业雇员的，更可能不要第二个孩

子，与之对照的是个体职业者或私营企业主、未就业人员、从事农业劳动者和其他

类型就业人员，她们生二孩的可能性更大 ( 郑真真等，2009 ) 。就时间安排而言，

这两个群体显著不同: 前者的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很难根据个人或家庭的需要安排

自己的时间; 而后者在工作时间上相对灵活。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断就业还

是非正规就业，在收入水平、劳动保障和个人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可能使妇女处于

不利地位，尤其在劳动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对妇女带来负面影响。

例如，对韩国的研究发现，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后，如果不能尽快就业，再就业后

的职业地位很有可能下滑; 中断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她们找到与原有职业等级相当

的工作岗位，而当她们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不得不尽快找到工作时，只能退而求其次

( 马莉、郑真真，2015 ) 。

育儿友好的就业环境不仅有利于妇女兼顾事业和家庭，对男性而言也同样重要。

要突破家庭内的传统分工、加强父亲在婴幼儿照料中的作用，不仅需要社会倡导，

还需要工作场所和公共政策的支持。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国际经验和教训可供借鉴，

如日本政府虽然推出育儿服务和 “儿童津贴”，但在实现工作家庭的平衡方面没有

实效进展，其原因一方面是为父亲提供的生育假期有限，另一方面日本男性深感使

用生育假期对于他们未来提薪升职会有负面影响。韩国既未能真正为工作的女性提

供足够的福利，也没有为男性创造实质性的可以参与照料子女的环境 ( 金益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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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2017 ) 。尽管在实施 “普遍两孩”后，各省都对父亲育儿假作出规定，但从本

研究结果看，即使父亲投入时间陪伴婴幼儿，似乎不能有效替代母亲的照料角色。

此外，社会和职场环境也对父亲育儿缺乏必要的鼓励和支持，因而父亲育儿假的实

施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评估。

由于祖父母在育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策安排上应考虑支持作为主要帮手的

祖父母，如退休制度的灵活性和医疗保险的可携带性等。这些举措都有可能鼓励愿意

帮助子女照料幼儿的老人发挥更好的作用。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在 50 岁以后快速下

降，除了退休制度和企业调整等因素之外，回家照料老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

随着老年人越来越健康并推迟退休时间，双职工指望其父母代为照顾子女的打算很有

可能落空，仅靠家庭内部资源和努力难以应对子女照料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因而需要

得到来自家庭以外的更多支持。

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收入的提高和青年对个人和小家庭生活质量的追求，

而中国尚缺乏帮助妇女兼顾生育和工作的政策和有效机制，生育政策放宽后，青年妇

女因育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升高。当前急需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支持

与保障系统，帮助年青夫妇在追求事业发展的同时，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计划完成生育。

无论从人口、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由政府主导的平衡工作与育儿的社会支持都具有

重要意义。如果采取积极有效的公共政策帮助妇女和家庭兼顾就业与育儿，不仅在家

庭层面有利于夫妇实现生育意愿、促进家庭福祉，而且将有助于避免中国积累更大的

人口负增长惯性，同时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年青人的较高劳动参与率。我们需要

倡导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制定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支持政策，探讨通过政府的有效

干预和引导，鼓励家庭和社会服务合理分担妇女育儿时间，使她们得以兼顾育儿和

工作。

本研究将妇女育儿时间拓展到家人的帮忙和替代作用，希望社会和相关政策更

多聚焦男性在家庭中分担家务和照料的角色，并对祖父母辈在分担方面的作用及其

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而不是涉及到育儿时首先强调妇女的责任。目前对这个问题

的关注和研究都较为有限，也缺乏合适的数据。现有调查往往以妇女、儿童或老年

人为主，但缺乏对一家人之间 ( 不仅限于同住的一户人) 的相互关联的关注，从而

无法获得全面信息。以本文使用的两套数据为例，前者缺乏祖父母帮助照料的时间

投入，后者缺乏父亲照料幼儿的信息，只能勉强拼接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描述。还有

不少调查在收集时间利用信息时，将家务和照料 ( 育儿、照护老人 ) 时间混在一

起，影响了对育儿时间的分析研究。希望这个问题未来能得到更多关注，也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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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调查收集可供深入分析的资料信息，从而为相关决策和公共服务设计提供更多

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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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conciling and Sharing: Women's Time Use on
Childcare and Help from Family Members

Zheng Zhenzhen

(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Ｒeconciling childrearing and paid work is essential to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and

care support from family members ma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time women spend on childcare. This

study uses survey data to analyze time devoted to childcare by mother，father，and grandparents

respectively，and examine the effect of care support from family members on women's time devoted to

childcare. Childcare for those under the age of six is equivalent to a full time job regarding time

investment. Usually，mother is the main caregiver，and care support from grandparents helps reduce

mother's time investment on care effectively，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eplacing role. In particular

during the early childhood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children are taken care by grandparents，while

the role of father is quite limited． The gap between mother and father in terms of time devoted to

childcare is larger in rural areas compared to the urban. Childcare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aged above 3

are widely used，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reduce women's caring responsibility. Ｒelevant 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desig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different childcare helpers and special needs of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provide multiple choices for family，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grandparents，and improve father's role in childrearing， rather than only focus on the role of

mother.

Keywords: women，labor participation，childrearing，time use，famil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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