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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以CNKI期刊论文和KCI期刊论文中2000~2022年的托育服务相关文献为研究

对象，运用词频分析、聚类分析、突现分析等科学计量方法，对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的发表趋势、研究热

点和演进历程作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韩国关注供给质量、规范标准等应用层面研究，而我国则着重

关注概念阐释、政策解读等理论层面研究。韩国虽已构建了高质量普惠托育体系但对提高生育意愿的促

进作用有限，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托育服务建设只是其中一环，也需各个向度同向持续发力。未来研究

应强调多学科视域的探索，加强托育服务的应用性研究，推动托育服务建设向纵深发展提高托育服务质

量和规范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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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ublication trend,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ldcare service research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by using scientometric 
methods such as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emergence analysis by tak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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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literature of childcare service from 2000 to 2022 in CNKI journal papers and KCI journal 
pap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uth Korea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such 
as supply quality and norms, while China focuse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such as concept inter-
pretation and policy interpretation. Although South Korea has built a high-quality inclusive child-
care system, it has limited effect on improving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
birth-friendly social childcare services is only one of the parts, and it also needs to continue to 
make efforts in the same direction in all directio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mphasize the explo-
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trengthen the applied research of childcare services,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andardi-
zation of childcare services.  

 
Keywords 
Childcare Services, China-Korea Comparison, Bibliometrics, CiteSpa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

高保育保教质量和水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应有之义[1]。托育服务作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减轻家庭养育负担，解除家庭后顾之忧，

促进家庭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在老龄少子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如何构建托育服务体系逐渐成为众

多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然而，综合我国托育服务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该领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该

领域研究成果颇多，但仅仅依靠阶段性综述和传统的文字主导型综述难以全面直观呈现该领域研究热点

及发展趋势，不利于进一步推动托育服务的研究。第二，中国托育服务研究起步较晚，与国外相比存在

着议题单一，创新性不足等问题，亟待通过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以明确自身特点，吸取合理经验以得到

提升和发展。 
文献计量方法通过构建综合性知识体系和可视化知识图谱客观呈现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弥补传统文献研究的不足[3]。目前中国也有少数学者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对国内托育服务研究展开分析。

例如，刘香一、甘少杰(2021)对 CNKI 数据库中 2000~2020 年间我国托育服务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提出

了公益–普惠、便利–多样的发展导向[4]。常进锋、刘畅(2023)对 CNKI 数据库中我国近 30 年儿童福利

的研究现状及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提出要从推动托育发展等六个方面展开儿童福利的研究[5]。然而以

上研究仅从国内托育服务研究进行单方面的分析，视角单一，暂无学者基于文献计量综合国内外托育服

务文献进行可视化的比较分析。 
据 OECD 国家公开统计数据显示，韩国 3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达到了 62.7%，已基本构建了高质量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6]。因此，本文采用文献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 软件，以韩国为比较对象，对 2000~2022
年间中国的CNKI数据库及韩国的KCI数据库中托育服务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论文发布的数量趋势，

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和突现几个方向绘制知识图谱，以可视化的方式对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特征与

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更多的新视野、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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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文献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时间设置为 2000~2022 年。国内

文献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检索平台，运用高级检索功能，文献类别选择为“学术期刊”来源类别

选择为“CSSCI”使用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词为“托育”、“托育服务”、“托幼服务”共检索到文

献 207 篇，为扩大文献数据基数确保图谱结果的准确性，将文献来源类别扩大到“SCI”“中文核心”和

“AMI”共检索到文献 235 篇，人工筛选剔除相关性较低文献 17 篇，获得有效文献数据 218 篇。国外文

献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收录的韩国(KCI)数据库为检索平台，文献类别选择“ARTICLE”构建检索

式为 TS = (“Childcare”OR“Childcare service”)，共检索到文献 3229 篇文献，为提高文献相关性确保

研究的准确性，将研究方向限定为教育、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公共行政进行精炼并剔除非学术期刊和

不相关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 1479 篇。将以上检索出的文献数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并分别以

“download_”形式命名。 

2.2. 研究设计 

研究使用 Citespace (6.2.R2)可视化分析软件，分别对中韩托育服务研究数据进行科学计量。CiteSpace
软件是学者陈超美教授创制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以知识图谱的形式探测学科前沿，选择科研方向，

开展知识管理和辅助科学决策，帮助分析大量非数据型信息资源，主要应用于文献可视化领域。关键词

是对文章中心主题的高度概括，而通过分析 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现、聚类并结合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可

以判断领域的研究重点及热点，再通过对关键词的时区和突现可以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脉络与前沿，推

测未来发展走向[7]。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韩托育服务研究文献发表趋势分析 

一段时期内某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8]。为了从整体上

把握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的发文数量趋势变化及时序规律，本文对 2000~2022 年间中韩托育服务研究领域

内文献数量的时序分布趋势进行整理，并绘制折线图，见图 1。 
 

 
Figure 1.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articles on childcare service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2000~2022 
图 1. 2000~2022 年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发文量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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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中韩托育服务研究领域内发文量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韩国托育服务发展起步较早，

托育服务研究较为全面文献数量较多。我国托育服务发展起步较晚，托育服务研究尚在探索阶段，文献

数量较少。其中，我国 2022 年为历年最高，发文 74 篇，韩国 2021 年为历年最高发文 200 篇。可见，近

年来关于托育服务的研究主题具有较高的研究热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我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处于极低生育水平，托育服务作为提高生

育意愿的主要探索路径激发了学术界对托育服务的研究热情[9]。另一方面源于我国政府对托育服务发展

的重视，先后出台了引领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规划。 
从发文数量走势上看，可以将中国托育服务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8~2018 年，此阶

段发展缓慢，平均发文量为 3.18 篇，其中 17 年增幅最大，增加 5 篇。自 2016 年正式实施“全面二孩”

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仍持续下滑，政策驱动下生育力释放完毕，学界认为应关注婴幼儿照料等问

题，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托育方面[10]。中国自 2018 年之后，有关托育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明显攀升。第

二阶段为 2019~2022年，此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平均发文量为 45.75，相比 2008~2018年同比上涨 423%，

其中 22 年增幅最大，增加 16 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发文量为 74 篇，是过去 20 年内发

文最多。随着二普、三普的放开，托育服务成为热门关注话题。可以预见，随着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完

善我国未来托育服务研究的发文数量将持续走高。 
韩国托育服务发文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近几年有所波动，但仍维持较高发文量。21 世纪，韩国总

和生育率在 2002 年进一步下跌至 1.18，引发了社会关于低生育率的恐慌，托育领域开始受到关注[11]。
韩国于 2006 年颁布《第一个中长期托育服务总体规划》开始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根据韩国一至三次低生

育基本计划可以将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2006~2010)第一次低生育计划发文量平均为 30.2
篇；(2011~2015)第二次低生育基本计划期间发文量平均为 72.6 篇，相较上一阶段增加 140%。(2016~2020)
第三次低生育计划平均发文量为 114 篇，相比第二阶段增长 57%。由此来看韩国托育服务具有明显的政

策导向特征，在政策引领下不断趋于完善[12]。同时，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在政策交接期间发文量出现明显

下降但随之拔高，说明在政策交界点处由于政策方向调整，领域关注度不断提高，研究侧重点有所改变。 

3.2. 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热点分析 

运行 CiteSpace，将先前导出的文献数据分别导入 CiteSpace，时区选择(Time Slicing)设置为 2000~2022
年，时间切片(Year per slice)中国设置为 1，韩国设置为 2，功能选择(Node Types)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
以 G 指数(g-index)作为节点选择标准，网络裁剪方式设置为寻径(Pathfinder)以简化网络图谱，运行软件

绘制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最终得到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词频及中心性列表(如表

1 所示)，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2 和图 3)。其中国内托育服务研究共包含关键词节点 192 个，连线 288 条，

网络密度为 0.0157。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包含关键词节点 409 个，连线 362 条，网络密度为 0.0043。 
 
Table 1. Comparison of keyword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keywords in Chinese and Korean childcare service research li-
terature 
表 1. 中韩托育服务研究文献关键词词频及中心度比较 

中国相关文献 韩国相关文献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托育服务 60 0.73 childcare teacher 253 0.3 

托育机构 11 0.09 job satisfaction 66 0.06 

婴幼儿 9 0.07 job stress 41 0.07 

托幼服务 8 0.04 childcare center 2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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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孩政策 8 0.09 teacher efficacy 27 0.04 

儿童照顾 7 0.07 nuri curriculum 25 0.05 

去家庭化 7 0.06 childcare policy 22 0.05 

学前教育 7 0.09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21 0.01 

儿童福利 6 0.09 turnover intention 19 0.04 

幼有所育 5 0.16 social support 17 0.02 

政府责任 5 0.05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5 0.03 

托幼机构 5 0.26 young children 15 0.02 

生育意愿 5 0.07 mediating effect 14 0.02 

生育政策 5 0.03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14 0.02 

社会政策 5 0.07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13 0.05 

注：由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分析整理所得，此处截取频次前 15 关键词进行分析。 

3.2.1. 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作为反映论文核心概念的主要词汇，其频次越高，说明在一定时期内该关键词是学者共同关

注的重点话题。中介中心性(Betweeness Centrality)则表示关键词节点在图谱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与其他关键

词联系的紧密程度。关键词频次结合中心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为保证热点

分析的客观性，克服检索词在关键词共现过程中产生的高频次和高中心度问题，本文将与检索词重合的

关键词看作核心热点不展开分析。 
从表 1 中韩托育服务研究高频次关键词排序及图 2、图 3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看出，中韩托育服

务研究热点各有侧重。其中，“托育机构”“婴幼儿”“托幼服务”“三孩政策”“儿童照顾”等关键

词在我国托育服务研究中频次较高，“幼有所育”“托幼机构”“托育机构”“儿童福利”“三孩政策”

等关键词在我国托育服务研究中中心度较高。总的来说，我国托育服务研究在“幼有所育”“三孩政策”

等政策引领驱动下主要集中在托育服务的提供[13]、托育机构的建设[14]、儿童福利的构建等领域[15]。 
 

 
Figure 2.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in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 research 
图 2. 中国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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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in Korean child care service research 
图 3. 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childcare teacher”“job satisfaction”“job stress”“childcare center”“teacher efficacy”等关键

词在韩国托育服务研究中频次较高，“childcare teacher”“job satisfaction”“job stress”“nuri curricu-
lum”“childcare policy”等关键词中心度较高。整体而言，韩国托育服务研究，一方面注重托育服务质

量的提高，致力于托育教师素养和托育课程设置的研究[16]。另一方面注重托育服务工作效率的管理，将

托育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教师工作满意度及工作压力相联系，探究托育工作效率的提升[17] [18]。比较来说，

中国正处于托育服务供给体系构建的探索阶段，而韩国则已建立起完备的托育服务体系，不再局限于数

量供给的研究，研究涉及各个领域并向纵深发展。 

3.2.2. 热点主题：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 CiteSpace 的关键词聚类可以了解该领域的热点主题联系，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运行

CiteSpace，通过 LLR 算法提取名词性术语进行关键词聚类并在关键词聚类图谱基础上生成时间线图谱(图
4 和图 5)。其中，中韩托育服务研究主题聚类图谱的网络模块化评价指标聚类模块值(Q 值)均在 0.3 以上，

表示聚类结果显著。网络同质性评价指标聚类平均轮廓值(S 值)均在 0.7 以上，表示聚类结果令人信服。

综合说明中韩托育服务研究主题聚类图谱合理。 
根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图 4)以及对国内经典文献的梳理，我国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主题可归纳为

供给路径、角色定位、价值取向三个主要部分。 
托育服务的供给路径研究。当前，我国托育服务面临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监管缺位等难题。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托育服务供给瓶颈，指引公共政策精准回应托育服务的政策需求，探索可持续托育服

务供给路径，学者主要从不同的视域下围绕“如何构建托育服务供给体系”展开发展路径及影响因素的

探讨与分析[19] [20]。图谱表现为以聚类#0 托育服务、#1 托幼服务、#3 学前教育为中心，包括“国际比

较”“保障机制”“家庭支持”“公益性”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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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imeline mapping of keywords for research on childcare services in China 
图 4. 中国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Figure 5. Timeline mapping of keywords for research on childcare services in Korea 
图 5. 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托育服务的角色定位研究。儿童早期照顾政策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与家庭照顾责任的合理分

工。为进一步明晰政府、市场、家庭在儿童照顾中的责任定位，优化托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平衡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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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别平等”的协调发展路径，学界主要围绕女性“家庭–工作平衡”矛盾以“托育服务供给的责

任平衡”为主题展开讨论[21] [22]。图谱表现为以聚类#2 去家庭化、#4 政府责任为中心，包括“女性就

业”“去家庭化”“再家庭化”“国家角色”等关键词。 
托育服务的价值取向研究。市场化托育服务往往只能解放部分有能力负担市场托育服务费用的家庭，

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中低收入家庭享有公共托育服务的机会。为保证公共托育服务的获取公平，完善儿

童福利制度应对少子化危机，在政策驱动下托育服务发展开始向“普惠”导向转变。因此，学界对托育

服务研究也逐渐以普惠性导向为主，向公益性、福利性过渡[23]。图谱表现为以#5 儿童福利、#6 公共政

策、#7 社会政策为中心，包括“全面普惠”“普惠托育”“美好生活”“幼有所育”等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图 5)以及对韩国相关文献的梳理，韩国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主题可归纳为

质量效率、反思调整、托育政策三个主要方面。 
以托育服务的质量效率为中心。韩国托育服务起步较早，体系也较为成熟和完善，学界对于托育服

务的研究也向纵深化发展，注重托育体系的标准化、规范化设计，主要围绕托育教师、托育课程以及托

育机构的建设三个方面展开。在对托育教师的规范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托育教师的资格认定、实践指

导、工作满意度着重提高托育教师的积极心理资本及专业意识[24] [25]。在对托育课程的标准化方面，研

究主要关注托育课程设计的科学化，在对托育课程的改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也对改进反馈进行探讨，重

点关于托育课程的延续性[26]。在对托育机构的建设方面，研究着重关注儿童保育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以

及人员配置的合理性[27]。图谱表现为以#0 job satisfaction、#1 childcare teacher、#2 childcare practice、#3 
childcare center 为中心，包括“teacher efficiency”、“nuri curriculum”、“daycare center”、“classroom 
environment”等关键词。 

以对托育服务研究的回顾反思为中心。在韩国托育服务体系标准化、规范化的研究进程中，学者也

注重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反思，综述类文章较多，主要集中于对托育教师的教学工作及教学计划相关领域

的文献进行回顾分析，仍着力于质量导向为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开拓新思路[11]。图谱表现为以#4research 
trends 为中心，包括关键词“meta-analysis”、“reflective thinking”、“childhood teacher”、“topic 
modeling”等关键词。 

以托育服务的政策驱动为中心。韩国托育服务研究有明显的政策驱动导向，学者大多在相关托育政

策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针对相关政策含义进行补充讨论，主要集中于对财政预算、儿童

保育政策、托儿所发展支持政策以及家庭友好政策等方面的反思研究[28]。图谱表现为以#5 childcare 
policy、#6 child care 为中心，包括“fertility rate”“care rights”、“care culture”、“family policies”等

关键词。 

3.3. 中韩托育服务研究演进趋势分析 

突现分析(Burst Detection)适用于探测某一时段突现的学术概念或潜在问题，展示不同阶段的前沿研

究节点，进而对学科发展的新型趋势和研究转向进行研判。 
图 6呈现了中国托育服务研究的 20个突现关键词及其突现强度、突现时间。根据突现图谱，2008~2011

年，幼儿园、学前教育、政策为该领域的热点主题；2012~2018 年，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公共服务、托幼

机构、政府责任等主题展开；2019~2022 年，幼有所育、儿童照顾、婴幼儿、女性就业等成为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由此可知，国内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轨迹呈现以下特征：一、研究对象由幼儿园转变为托育

机构，突出专业性。二、政策鼓励转变为政府责任，突出普惠性。三、关注学前儿童细化为关注“0~3
岁”婴幼儿。四、关注女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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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Mapping of keyword emergence in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 research 
图 6. 中国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图 7 呈现了韩国托育服务研究的 20 个突现关键词及其突现强度、突现时间。根据突现图谱可知，

2004~2015 年，childcare center、childcare service、standard childcare curriculum 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2016~2019 年，研究热点进一步发展为 emotional intelligence、job stress、turnover intention；2019~2022
年，research trends、pre-service teacher、social capital 成为研究热点。由此可知，韩国托育服务研究热点

呈现以下特征：一、研究内容不断细化，从课程构建到托育服务精准化。二、研究倾向反思总结，从关

注育儿支持措施到整体托育服务的反思总结。三、研究视角扩大，从单个托育服务扩大到社会整体性思

考。 
 

 
Figure 7. Mapping of keyword emergence in Korean childcare service research 
图 7. 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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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及韩国 KCI 数据库来源文献，对 2000~2022
年中韩托育服务研究进行可视化比较分析，探析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及研究趋势，为我国托育服务

体系的构建提高思路借鉴，得到以下结论： 
从发文量的年度统计分布来看，过去 22 年间，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发文量总体上随生育率的逐渐降低

而不断增加，研究视域逐渐扩大，可见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完善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

且韩国托育服务研究时间与数量都远超中国，韩国托育服务研究整体上对中国具有前瞻性与启示性。 
从研究热点上来看，根据关键词共现及聚类分析可知，从相同点来看，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均呈现出

政策导向，依托政策规划结合现实需求，注重理论视角下政策含义的补充性解读以及实证经验下政策调

整建议的提出。从不同点来看，我国托育服务研究侧重从供给模式、体系搭建、价值取向等视角展开分

析，尚处于起步建设阶段。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则侧重从供给质量、体系完善、规范标准等视角展开探讨，

处于完善发展阶段。 
从研究趋势上来看，韩国托育服务研究路径呈现：第一，托育服务内容构建；第二，托育服务质量

提升研究；第三，托育服务效果反思；第四，整体性思考。中国托育服务研究路径呈现：第一，托育路

径研究；第二，托育供给提升；第三，普惠托育研究；第四，托育效果功能。通过对比分析，中韩托育

服务发展路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从相似性来看，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前期都聚焦于托育内容构建、政

策研究、儿童福利等内容，并逐渐向专业性、普惠性方向转变。从差异性来看，我国托育服务体系研究

开始重点关注托育服务的普惠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托育服务对女性就业的促进影响，而韩国托育服务体系

研究则开始对托育服务体系研究进行回顾总结，重点关注托育服务体系的福利功能强调其社会效益。 

4.2. 研究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国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已基本构建，但其 22 年总和生育率仅为 0.78，再创世

界最低。可见，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部分人群的生育水平，但是无法扭转社会生

育回避造成的生育水平整体下降的趋势。综合来看，结婚及生育意愿的低下是社会经济、社会文化观念、

福利水平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缓解生育水平的下降趋势必须社会大环境出发，各项生育支持政

策协调发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从生育鼓励转变为提升生活质量，关注生育人群的生活环境，释放

生育潜能[29]。无论是国内国外托育政策的实施都相对滞后于低生育问题，政策颁布及相关研究带有明显

的功利性，未能从塑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整体环境出发，不具有连贯性。因此我国托育服务的发展应转

变发展思路，由主要以提升生育意愿为目的的功利性转变为以提高人民幸福感为目的的公益性。而且目

前从我国现有研究来看，托育服务在生育意愿、政策解读、宏观分析等方面研究较多，缺乏对托育服务

建构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从以上分析来看，结合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现状可适当借鉴韩国托育服务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我国托育服务的建设进行更多有价值的探索。 
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有关托育服务的研究大多数情况下仍处于现实与政策的双重向度压力

下托育机构的建设完善议题，学科视角较为单一。反观韩国的研究，托育服务更关注“人”的问题从托

育教师、辅助人员再到入托幼儿，围绕托育教师的质量和效率以及幼儿的心理问题等议题展开。因此我

国托育服务建设研究应加强对人才供给和课程标准规范等视角的探索，可以多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比如卫

生健康、心理研究以及媒体传播等视角展开讨论。在构建托育服务体系的同时，应注重完善人才支持体

系以及标准化托育服务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培养、规范准入标准从而扩充高质量托育服务人才队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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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注重打造本土化课程研发，着重普惠性的同时满足社会差异化的需要，加强其适用性和可利用性，注

重托育服务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发展[30]。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阐释，大多讨论聚焦于对普惠托育服务

的“普惠”内涵以及相关概念等内容的探讨，质性研究居多而量化应用研究偏少，这也导致我国托育服

务研究大都停留在宏观性的总结研究，缺乏微观性的实证研究。同时受制于学科研究习惯以及我国托育

建设现状，托育服务体系研究较少运用统计量化分析方法，由于缺乏实证案例数据，缺少方差分析、因

素分析、投射分析等更客观的量化研究分析方法。而从韩国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量化分析研究方法应

用较多，针对不同的变量假设进行反复验证能够更加客观的发现影响托育服务建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

制。因此，我国托育服务研究需要在拓宽研究视域的同时，结合现有托育机构现状量化评估指标，获取

客观数据运用多种应用研究的方法展开量化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托育服务研究的理论体系。 
最后，从研究导向来看，尽管中韩托育服务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但当前国内的研究由于低

生育现实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仅仅期望普惠性托育体系的构建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并不现实。而韩

国对托育服务的研究已由功利性导向转为公益性导向，将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做儿童福利建设的一环。

因此，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应以普惠公益为导向，作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部分。同时托

育服务体系研究要与性别平等构建、优化社会经济环境、适应低生育社会现状同向发力，加强对工作、

家庭与托育机构间的良好协调互动关系的探索，激发托育服务对提高生育意愿的内生动力，保证生育友

好环境内部诸多生态要素的多向度互动循环，从而搭建起更为完整的生育支持体系，降低生育、养育、

教育成本，解决生育动机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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