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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as reviewed that governments and employers provided several kinds of social support to 
promote women’s employment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of China. Relevant interna-
tional experiences on women’s employment were reviewed, too. At the end of this literature re-
view, the implement of supporting measures of the policy that either parent who is the only child 
can bear two children and the methods to promote men and women to balance the work and the 
family were foreca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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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回顾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政府和用人单位对妇女就业的社会支持及相关国际经验，并对于实施单

独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促进男女平衡工作家庭进行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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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育政策调整承载着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其影响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增减，而是与整

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紧密相连[1] [2]。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启动实施一方为独

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二孩政策)，该政策将在调整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

龄化、满足单独夫妇生育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妇女既是生育的主体，又是重要的人力资源。生育政策调整，既会对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会

对育龄妇女就业产生间接影响。近年来，照料年幼子女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已经使女性无法与男性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生育政策调整后，很多用人单位对女性生育二孩增加用人成本的担心，使女性在入

职、升迁和终身发展中雪上加霜[3]-[5]。特别是已婚已育、有工作经验的职场女性，在生育政策调整前，

曾经是企业招聘中的强势群体，目前在重返劳动市场时，因存在再生育可能而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

和性别歧视[6]。 

2. 妇女生育率与就业率“双高”并存状况 

女性“生”与“升”的纠结，一定程度上使得新增人口规模低于预期水平，出现单独二孩政策“遇

冷”。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妇女生育率总体偏高，1970 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达到 5.81 [7]，同期城

市劳动年龄妇女就业率达 90%以上[8]，并一直保持着高就业势头[9]，呈现出妇女高生育率与高就业率

“双高”并存的局面(以下简称“双高”)。高生育率和高就业率，也没有产生互相冲突、此消彼长的不良

后果。那么，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和社会分别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来减少生育对妇女就业的影响呢？

国外又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回顾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和用人单位对妇女就业的支持与国际经验，对于进

一步研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促进男女平衡工作家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Greenhaus 等(1985)认为，个体在同时扮演不同角色时，一种角色的责任可能会影响其他角色，来自

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会使得工作或家庭角色难以协调[10]。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的矛盾、对立和抵触，妨

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11]。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职业女性既需要全力以赴投

入工作、扮演好职场角色，又需要尽职尽责照顾好子女、扮演好母亲角色。因此，如果仅从角色冲突理

论出发，在高生育率状态下，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负担容易在时间和精力上发生冲突。 
然而，建国初期的国有化运动，促进了妇女冲破家庭束缚，走出家庭并参与社会生产，实现自身解

放；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使妇女获得了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的双重体验，增强了妇女投身国家建设的热

情[12]，增加了妇女就业的积极性。健全的社会支持缓解了妇女照料子女的家务负担；鼓励性就业措施和

有力的行政干预，为妇女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劳动分配制度还

是社会支持体系，都在为妇女缓解角色冲突，实现“双高”并存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只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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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策得当，社会支持有力，高生育率未必对妇女的就业率产生负面影响。 

3. 社会支持对“双高”并存的促进作用 

单纯依赖个人或家庭力量，难以解决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因此，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从他人、

群体、组织和社区得到的关心、扶持和帮助，有助于解决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缓冲个人与社会冲突，

保持社会稳定[13]。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有效解决年幼子女的入园入托问题，缓解了职业妇女家庭负担，

促进了职业妇女工作家庭平衡。 
1) 托幼机构解决了孩子照料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在托幼机构数量、接送孩子时间和收费等方面，都以支持妇女就业为出

发点，尽可能为妇女就业提供便利。1956 年底，我国城市新建扩建托幼机构达到 2.67 万所，收托儿童

125 万，比 1949 年增加了 260 倍。托幼机构收托孩子的大小与女职工的产假时间衔接，孩子出生后 56
天就可以送到托儿所；托幼机构工作时间长于妇女的工作时间，每天早 7 点和晚 7 点接送孩子，保障了

妇女安心工作；除了孩子得大病和传染病外，妇女不必因孩子生病而请假、影响工作[12]。在托幼机构的

收费方面，低廉的费用让所有职工家庭都可以接受。不仅如此，部分单位还可以报销托儿费，职工基本

在子女入园入托方面没有经济负担。收费低廉、服务周到的托幼服务设施，解除了多子女妇女的后顾之

忧，为妇女平衡工作家庭、投身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2]。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旨在帮助父母减少照料孩子时间的社会政策，扭转了经合组织中 21 个

国家的生育率与女性就业率负相关的局面，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同时提高。特别是包

括儿童照料和早期教育、灵活工作时间的家庭友好型政策，使法国及北欧各国的女性较好地实现了生育

与就业协调发展[14]-[16]。此外，加拿大魁北克省实施的儿童照料政策，也在提高该省女性就业率的同时，

避免了低生育率问题[17]。国内外在儿童照料方面进行的相关实践，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有效促进妇女

就业、减轻单独夫妇的照料负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2) 生育保障减轻了单位经济负担 
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提高女性工作稳定性，有助于同时提高生育率和就业率[18]-[20]。在中国的计划

经济时期，单位不仅通过设立哺乳室方便女职工产后哺乳，而且还在哺乳时间方面给予充分保障，缓解

了妇女职业角色和母亲角色的矛盾[21]。此外，由单位承担的生育妇女假期工资和生育医疗费用，在其上

交国家利润时，作为代替政府履行职责的必要开支列为企业成本予以扣除，最终由政府买单[12]。上述生

育保障既为妇女就业创造了条件，又减轻了企业的经济负担。此外，减轻妇女家务负担也是国家发展服

务业的初衷之一，有关部门和妇联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等服务设施，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职业妇女的家务负担[12]。 
3) 行政干预促进了妇女平等就业 
国家除了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妇女工作家庭平衡外，还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妇女就业的积极政策。例如

在新建工业城市邯郸投资建钢铁厂时，为提供适合妇女就业的岗位，专门在邯郸开办了纺织厂。在 1958
年国家兴建的 73 万个民办工业企业中，女职工超过 85% [22]。20 世纪 50 年代末，国家为了增加女性就

业岗位，在商业、服务业普遍实行了“以女替男”的政策。此外，从 1960 年起，劳动部门在批复用人计

划时，男女按照一定比例的“论堆分”。1963 年劳动部针对全民所有制单位不愿招用妇女的问题，专门

发出通知，要求用人单位统筹安排，凡是既可以由男性担负也可以由女性担负的工作，都尽量录用女性[12]。 
综上所述，即使是在较高生育率时期，只要社会支持体系健全、行政干预有效、专项政策有力，高

生育率不但没有导致妇女就业率下降，而且妇女的就业规模不断增加，1960 年全国城镇女职工由 1957
年的 328.6 万人，增加到 1008.7 万人[12]，此后进一步增加到 1977 年的 2036 万人[23]，实现了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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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就业率“双高”并存。 

4. 促进妇女就业的对策建议 

妇女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对妇女的保护程度，是检验社会制度和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24]。在市场

经济时期，很多学者基于国内外经验，为消除生育带来的就业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平等参与社会生产，

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构建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将父母育儿假与法定产假衔接，通过让父亲和母亲共同享有，提倡

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家务劳动，改变由母亲单方面休假抚育婴儿的传统做法，保障男性更多承担养育责任。

由此可见，父母育儿假不但可以让父亲承担照料婴儿的责任、培养父子感情，而且还有利于从制度上、

观念上消除由妇女承担育儿责任所产生的就业性别歧视。对用人单位而言，无论是雇佣男性还是女性，

他们在育儿期间减少工作投入的风险相同，有利于减少对妇女的就业歧视，促进妇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机

会[25] [26]。同时，增强用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鼓励用人单位实施家庭友好型的人力资源

开发战略[27]，增加对有家庭照顾责任的男女员工支持，有助于促进职业男女工作家庭平衡。 
其次，健全社会服务支持体系。有学者基于重新审视托幼等社会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建议尽快

将公共托幼服务、家政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畴，重建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型家庭服

务系统[12]。增强托儿所、幼儿园建设，增加对社区托幼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减轻职业女性的子女照料负

担[27]。同时，加快家务劳动社会化、专业化进程，减轻女性家务劳动负担，降低女性因生育而中断工作

的比例[12] [28]。 
最后，减轻用人单位雇佣女性的负担。根据不同行业的用工特点，规定其招收女职工的比例；设计

鼓励用人单位招聘女职工的激励机制，运用经济手段促使各用人单位招收足量的女职工[29]。按一定比例

减少女职工较多企业的上交利润额度[28]。完善生育保险制度[30]，在聘用女职工较多的企业缴纳社会保

险费时，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同时，政府应免除聘用女职工较多企业的相应税收，承担企业在消除性

别歧视时承担的成本[31]。 

5. “双高”并存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 

1) “双高”并存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启示 
纵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生育与妇女就业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a) 计划经济时期的生育率与就

业率“双高”并存，表明生育率与就业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相关关系，单独二孩政策不应该成为

歧视妇女、降低妇女就业率的原因。b) 由生育率与就业率“双高”并存现象可见，政府干预和社会支持

对妇女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育对妇女就业带来的角色冲突。c) 就业性别歧视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出现，

之所以在计划经济时期并未对妇女就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主要得益于当时强有力的行政干预。现阶段

基于生育的就业性别歧视愈演愈烈，主要与社会支持不足、政府监管不力密切相关。因此，总结计划经

济时期的经验、借鉴现阶段北欧等国相关经验，完善配套措施，加强政府在托幼机构建设和家务劳动方

面提供社会支持，倡导用人单位实行家庭友好型战略，有助于提高妇女就业率、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相

反，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过多强调家庭和社会责任，用人单位也单纯追求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妇女在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条件下，即使只生育一个子女，也会带来工作家庭冲突，阻碍妇女就业与职

业发展。 
2) 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尽快开展各类生育主体对适合 1~2 岁婴幼儿的公办托儿所需求状况调查。研究幼儿园及小学

开放时间与年轻父母工作时间的衔接方案，托幼园所及小学在照料、培养、教育孩子的同时，应充分发



社会支持对促进妇女就业的文献综述 
 

 
47 

挥对年轻父母工作的支持作用。 
其次，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经济新常态形势下，深入研究如何提高生育成本社会化程度，科

学测算单独二孩政策在女职工产假期间给用人单位带来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产假津贴、产前检查与哺

乳假成本、岗位替补成本，设计出合理的生育成本社会化、国家化方案。 
最后，研究如何才能有效引导用人单位为男女职工平衡工作家庭创造条件。研究通过何种有效激励

措施，引导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有家庭照料负担的男女职工创造工作家庭平衡的劳动环境。

同时研究政府应如何加强对劳动力市场和用人单位依法招人用人的监管力度，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的消除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消除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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