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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照料需求不断增长，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机构养老等市场化照料服务。本

研究选择聚焦于照料劳动中的养老护理员这一群体，进入X养老机构进行参与式观察与访谈。尝试从劳

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进行记录与分析，探讨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劳动过程。以劳动控制与抵抗的视角进

行分析，发现机构管理者通过时间、空间、监控、外表以及情感多方面对养老护理员的身体与情感进行

控制与规训，而护理员也在身心两方面进行抵抗以争夺劳动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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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ging process, the demand for care for the elderly continues to grow, 
and more and more market-oriented care servic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care have emerged. This 
study chose to focus on the group of elderly care workers who are engaged in care work, and en-
tered X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 to conduct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rd and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sociology and explore the labor 
process of elderly care workers in institutions. Analyz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t was found that institutional managers control and discipline the bodies and 
emotions of nursing staff through time, space, monitoring, appearance and emotion, 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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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staff also resist in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aspects. to fight for control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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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以及人口迁移和生育政策等社会背景的综合影响，照料需求不断攀升，如

何更好地为社会成员提供恰当的照料成为我国社会一个严峻的问题。随着传统照料方式难以满足照料需

求，照料服务逐渐市场化，例如出现了由市场中的机构(幼儿园、养老机构等)和个人(保姆、月嫂、居家

看护等)承担有酬的照顾劳动。这种市场化的照料劳动在应对家庭照料资源不足上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育儿嫂、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各种类型的市场化照料劳动者不断涌现，愈发成为众多家庭的重要选择。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同时在社会经济转型和市场化发展的背景下，机构养老逐渐获得人们的接

受和认可。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员在机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群体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

关注，并展开多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是在照料劳动市场化过程当中，重点关注院舍情境中的养老护理员群体的有偿照料劳动，尝

试探索养老护理员群体的照料劳动过程，并关注劳资双方的博弈互动。 

2. 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照料劳动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即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过程探究。其中前者主要

是从全球化、社会不平等视角出发，探讨阶层、性别、城乡等多种因素对照料劳动的影响；而后者则主

要是基于市场化照料背景，对具体劳动过程的探究，涉及劳动控制与反抗、劳动者主体性等主题的讨论。 
首先，在宏观视角的研究中，关于阶层、族群不平等的讨论多是以全球化发展为背景，这方面的典

型研究如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1]，指出了族群不平等的身份区隔、家政工与雇主之间的公民地位和

权力差距等对照料内容在不同女性群体之间分配的影响。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主要认为从事照料工作

的女性并非自愿选择照料性工作，而是受到了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强制影响。最初，照料劳

动被看作是家庭内部针对家务劳动、儿童和老人的照料，女性被认为是提供照料劳动的主要对象。这种

劳动性别分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这使得照料工作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被忽视，也

造成了照料劳动者无法享受理想的待遇(吴惠芳等，2019) [2]。在城乡差异方面，学者指出这一因素同样

影响到照料劳动。例如严海蓉(2010)对比了保姆在不同时代的劳动状态，她认为人们对现代性的渴望，使

保姆们的主体性呈现出双重属性，约束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3]。 
其次，在过往的国内社会学研究中，照顾现象的研究重心多偏向于家庭内部的照顾机制与模式。然

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近期的研究趋势显示出学者们日益关注市场化照料体系的发展动态，

并已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新焦点呼应了现实中照料活动日益市场化、外包化

以及向专业服务机构转移的现象，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突破将照料视为“私领域”的观念，重新审视照

料安排及挑战。其中，一系列的质性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领域，它们借鉴并整合了女性主义与劳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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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核心议题，深刻剖析了市场化照料劳动所特有的性质、结构及意义。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市场化照

料劳动的复杂性和多元面向，而且也为理解和应对伴随市场化照料所带来的新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

撑(佟新，2017) [4]。在关于照料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研究中，部分研究关注市场化之后照料者和被照料者

之间的亲密边界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吴心越，2019) [5]，也有学者通过考察劳动过程来展示劳客关系(刘
育婷等，2020) [6]，还有学者讨论了在从事照料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与雇主和机构进行博

弈与抗争的动态过程(苏熠慧，2011) [7]。 
通过既有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照料劳动的研究跨越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过程讨论，将性别、阶级、

种族、区域等多种因素交互起来分析，同时也将个人、家庭、市场与国家的互动连接起来，开创了充满

张力的研究空间。从研究对象来说，过往的市场化照料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在家庭领域关注在家照料人群，

例如苏熠慧、马丹等研究者对住家家政工劳动过程的分析，总体上对于院舍或者说专业机构中的照料劳

动的研究相对较少(马丹，2015；苏熠慧、倪安妮，2016) [8] [9]。本研究将其放入当前中国社会日益凸显

的照料危机背景下讨论养老护理员群体，有意凸显其群体的重要性，探讨院舍场景中的照料劳动以及养

老护理员这一主体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 
作为一种主要任务在于提供“照料”的雇佣劳动形态，其本质特征在于必须建立起人际交往与互动

联系。此类劳动不仅涉及物理性操作，更延伸至情感交流与社会关系构建的深层次交互作用。养老护理

员不仅需要身体的参与，也会有情感的投入以及关系性的互动。本研究将根据这种身心两重性来探讨劳

动过程中的博弈。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取材料。在调研过程中，以实习生身份进入 X 养老机构展开调

查，并在后续又进行追踪回访。进入到养老机构中开展调查的过程中，观察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劳动实

践状况以及机构对护理员的管理情况，并通过正式访谈和闲谈了解这些养老护理员对照料劳动的认知、

感受等。首先，笔者对机构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查阅了该养老机构的规章制度、宣传资料、培训内

容、经营策略等内容，通过这些方式综合了解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基本情况、流动情况、工作环境等。

其次，对养老护理员进行参与式观察与访谈，主要通过参与其日常工作，从而了解该养老机构的生活环

境和日常照料工作，并通过访谈 14 位养老护理员了解养老护理员的劳动过程、劳动感受等。另外，还访

谈了机构中的老年人，更深入地理解了老年人群体的处境与对养老护理员的评价。 

4. 机构管理者对养老护理员劳动过程的控制 

随着市场化照料的发展，社会中涌现出很多民营养老机构，例如诸多房地产企业进军康养领域，打

造高端养老机构、养老社区等。而面对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为了吸引更多客户选择与入住，大多数机构

主要是将服务作为最大卖点，而这对养老护理员团队提出了诸多要求，例如 24 小时贴心服务、科学照顾

等。总体上，机构主要是通过对养老护理员身体和情感的双重约束，实现对养老护理员这一照料劳动者

群体的劳动控制。 

4.1. 身体控制 

福柯认为，权力可以通过对身体的控制来发挥作用，“规训”便是这种权力作用的策略之一，

它通过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通过对身体的运作的精心控制，来培养出驯顺的关系[10]。时间与空

间是养老护理员照料劳动过程中的核心要素，通过对养老护理员身体进行时间与空间的规训，能够

使养老护理员的行为符合管理者的要求，才能使养老护理员的劳动成为适应市场化照料劳动需求的

合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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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紧凑高压的时间安排 
对养老护理员的时间规训，主要体现在紧凑的工作安排、被挤压的休息时间等方面。而不论是给养

老护理员制定的详细工作安排，还是要求上班时在机构内一直待命，时刻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都使得

养老护理员产生较强的时间剥夺感。 
首先，紧凑的工作安排。机构通过工作安排表规定护理员的工作内容，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都

有明确规定。一方面，养老护理员们的劳动时间较长，需要随时待命。机构中有严格的考勤管理，护

理员每天均需按时上下班打卡，一个月缺卡次数或迟到次数过多将会被约谈，情况严重或无辜旷工者

将会被扣工资。虽然养老护理员采用轮班制度，但每个班次的时间都较长(达 12h)，且上班时间内难以

休息，需要随时待命，因为在每天的工作中随时会面临照料风险的出现，这就使得他们需要投入更多

的时间与精力在照料工作中，相应的休息时间就被无限的压缩。另一方面，固定时间的工作要求也对

护理员们有所规制。例如护理员被要求每隔几小时(2 小时左右)去房间里观察一次老人状况，一旦出现

因未及时关注而发生意外，可能面临罚款和批评教育等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机构管理者其实也是通

过这项规定使得养老护理员不自觉地接受了外在身体的时间控制，护理员自身的时间安排被这样的规

定所剥夺。 
其次，休息时间的剥削。例如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内容，护理员们有时也会被额外的事情挤占时间。

机构管理人员会见缝插针地安排一些培训或者谈话等其他事项，例如技能培训、安全知识培训等，但大

都是在老人去休息后，护理员一天中难得的休息时间进行，挤占了喘息时间。所以，在管理者制度安排

与老人护理需求的共同制约之下，养老护理员的自由时间安排被剥夺，使其卷入更多的劳动时间，以提

供更好的服务。 

“有时候我中午也想偷哈懒，看到那些爷爷奶奶们都休息去了就想着没什么事情了，我也想休息哈嘛，但是办

公室里头的人就会把我们喊去搞撒子培训，有些时候真的是不想去，但是你又不得不听他们的。”(护理员王姨访谈，

20230617) 

4.1.2. 混淆无界的活动空间 
机构管理者对养老护理员劳动投入的控制不仅仅是通过保证劳动者足够长的劳动时间，也通过对其

休息和活动空间的控制，来间接地刺激劳动者对劳动的投入。这种空间上的规训主要体现在前台与后台

没有明显界限。戈夫曼根据有关戏剧的术语，提出了“前台”与“后台”的概念，认为在前台人所表现

的是一种社会化的自我，而在后台人所表现的是最真实、最本质的自我[11]。机构对护理员的空间控制，

一方面体现在办公区域的设置，在管理人员以及护士等都有独立办公区域的情况下，护理员们并没有单

独的办公室，仅有每个楼层的开放式服务台，养老护理员们在工作时间只能待在公共区域。另一方面则

体现在休息区域的设置，机构为部分护理员提供宿舍，这导致护理员的工作与生活都在机构内部之中，

没有明确的划分。不论是办公区域还是休息区域的设置，都使得护理员无时无刻都要处于被监督与被凝

视的状态之下，这一定程度通过空间对护理员进行了劳动控制。 
正是前台与后台的混淆，使得护理员不得不对自身的言语与行为进行管理，使自身的言行符合养老

护理员角色的社会要求。导致养老护理员无时无刻都处于高强度的角色扮演之中，难以将自身真实的情

感在后台中得到释放与排解，最终产生较强的倦怠感。 

4.1.3. 无处不在的全景监控 
除了时间和空间的规制下，养老护理员们在劳动过程中，还要被置于有形和无形的监视中，主要是

来自人与现代机器全时段的监控，以确保养老护理员们的工作投入度。例如在 X 机构中，管理人员会不

定时去各个楼层检查工作，通过随机走访看是否存在偷懒、照料工作不到位的情况。此外，老人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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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观察护理员们的表现，其自身及家属具有投诉权，可以向机构反馈护理员的表现，表现不好的护理

员进行谈话甚至可能扣工资、辞退等。 

“我是后来才晓得有些时候办公室那个小王他会看监控，自从晓得那个监控开着，他们(管理人员)还会看之后，

我有时候想到还是会全身不自在，感觉有哪个在盯着我一样。我也不是太敢耍手机或者干其他什么，因为规定让我

们上班的时候少耍手机。”(护理员贺姨访谈，20230709) 

“之前李爷爷摔跤，他们就是查监控看到底是咋个回事，这样追究起来也是有证据的撒。要怪也不能胡乱怪哪

个。”(护理员贺叔访谈，20230620) 

4.1.4. 细致入微的形象规训 
专业的照料服务，提供的服务让老人们有宾至如归的感受，这种服务不仅仅是服务本身，也是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所有可以影响所有环节，例如劳动者的表情、姿态和服装等。可以说服务者不仅仅是提供

服务的载体，也是服务本身。这对美和身体的打造做出了一些规制。例如在机构员工手册中的职业规范

部分对养老护理员的仪容仪表、礼节、礼貌做出了明文规定，要求保持整洁、稳重、亲切、和蔼的形象，

以下为部分内容节选。此外，对于护理员们的身体姿态亦是提出了要求。 

“1、仪容仪表 

(1) 男职员：男职员头发前不及眉、侧不及耳、后不及领、不留杂乱胡须、保持面部、头发、指甲的清洁； 

(2) 女职员：女员工给人清洁健康的印象，不能浓妆艳抹，保持面部、头发、指甲的清洁，不用香味浓烈的香水，

不佩戴夸张的饰品。 

2、着装要求 

工作时间要求着工装和正装，具体着装规范如下： 

① 进入办公场所必须佩戴工作牌； 

② 衣服熨烫平整，保持干净，无油污，无破损，不得将衣袖、裤管卷起； 

应按照公司要求着工装，例如：照护服务员工服、护士服等。” 

4.2. 情感控制 

在 1983 年，霍克希尔德通过对航空公司空乘人员日常工作的深度考察，她揭示了商业服务机构如何

运用一套所谓的“情感管理制度”，即所谓的“感觉规则”，来系统地引导和调控员工的情感劳动实践。

这一规则旨在确保员工能够在不同工作场景中始终保持恰当且标准化的情绪表达，从而实质上将个体劳

动者转化为受到严密情绪管理的“被管理的心灵”。同样，养老护理员们一方面被要求以对待家人的态

度和情绪去照料机构中的老年人，让老人体验到在家养老的专业服务；另一方面，被要求提供温情服务，

以忍耐、回避等方式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 
为了使养老护理员培养出符合机构利益的情感劳动，养老机构内的管理者会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来唤起或者抑制护理员的情感表达。调查发现具体实践中，机构会通过职业道德规范以及优秀员工评比

等方式对护理员们进行情感控制，例如在机构的公共区域贴着多张职业道德规范。通过这些制度或者文

化宣传，规定护理员的情感准则，意在使护理员的情感劳动标准化。这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深层扮演技

巧，会暗示养老护理员如何去想象、去感受，通过制度的反复规训，使护理员学会压抑和控制自己的情

感。 
一方面，护理员不仅需要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的照料，还被期待付出真诚的关怀，“就像对待自己

家的老人一样”，这样的话语在养老机构被作为职业要求、招聘条件以及培训内容反复提及。 
另一方面，“为老人服务”的机构文化或者说职业道德规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护理员形成了一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4110


阳馨璇 
 

 

DOI: 10.12677/sd.2024.144110 973 可持续发展 
 

种精神规训，诸多护理员们表现出了“老人是天”的价值遵循。当问及护理员如果和老人产生了冲突是

如何处理的，他们的态度一致，均以“忍让”为策略： 

“有的老人还会去组长或者院长那里告你的状的，但是你又能怎么样呢？就算你是对的，你也不能和他吵的，

人家花钱进来，你要听他的，委屈的话你就忍忍。”(护理员陈姨访谈，20230526) 

此外，通过在机构内宣传优秀护理员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做法，发挥“角色榜样”的作用。例如机构

会通过评选“优秀员工”的方式，并给予一定奖励，号召其他护理员向其学习，树立起角色信念，进行

学习和模仿。这不仅激励与督促着护理员内化机构中的职业道德规范，还让他们觉得工作价值得到了肯

定，产生了组织归属感。 

5. 养老护理员的抵抗策略 

面对身体和情感的双重控制，养老护理员们也有自己的应对策略，采取各种手段捍卫自己对劳动过

程的控制权。 

5.1. 身体反抗 

面对身体控制，养老护理员们通常通过跳槽、搭建前后台等方式作为应对策略。 
一是直接离开，当不满意所受到的控制时，护理员们最直接的反抗方式就是跳槽，选择离开该养老机

构，更甚者直接离开养老行业。调查发现，养老护理员的流动性很大或者说工龄偏短。总体上机构管理人

员表示养老护理员的流失情况严重，稳定性差，这也给机构的日常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例如因为被老人

投诉而情绪不满的辜叔，直接辞职离开，他表示受不了每天的“监控”与指指点点。而养老护理人员队伍

缺口大，即便离开这家机构，有照顾经验的护理员也很容易进到其他同性质机构，不缺就业机会。 
二是自行搭建前后台。面对前面所提到前后台混淆以及随时的监控监视，养老护理员们通过各种机

会，搭建前后台，将自己置身于工作之外，以进行工作与生活的区隔、打破严格的时空规训。一是通过

搬离宿舍构建清晰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对于住在员工宿舍的护理员，就算是下班或者轮到休假，依旧是

身处在养老机构的环境中，私人生活的空间有限。对于这种情况，一些护理员选择搬离宿舍、在外住宿，

宁愿自己在外租房也不愿意一直待在机构内被 24 小时传唤与监视。二是借助各种时机休息，抓住老人们

休息、娱乐的时间，在不需要自身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厕所摸鱼”、外出代购或者监控死角等方式，

在空隙时间脱离劳动，暂时地解放自己。 
三是通过专业权威，增加劳动自主性，抢夺行动控制权。面对机构严格的工作内容规定或者工作时

间要求，实际中护理员有时候会凭借自己的专业认知行动，对机构管理制度安排发出质疑或者反抗，在

自己认为对的时间做相应工作。例如他们不再机械地遵循机构设定的每两小时提醒老人饮水、进食水果

等固定时间安排，而是根据对老年人实际生理状况与需求的敏锐观察和个性化评估，灵活决定何时进行

相应的照护活动。 

5.2. 情感管理 

在实际照料过程中，养老护理员们既要响应老年群体的情感需求，又要用情感管理掩饰工作中的负

面情绪。而养老护理员们将情感化为反抗工具，将情感管理作为一种专业手段，更好地开展工作。 
一是在负面情绪管理方面，通过“戴上面具”伪装这种表层扮演的方式管理情绪，以调节面部表情、

语气、手势和身体姿态等外在行为满足工作要求。这主要发生在护理员与老人或者家属沟通不畅或者存

在矛盾的情景下，例如老人对护理员乱发脾气，护理员虽然感到生气和委屈，但是依然会选择通过忍耐、

回避的方式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一是运用“善待老人”这样的职业要求来调节情绪，二是基于现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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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用这种方式完成眼下的工作，避免激化矛盾。 
 “你现在和他计较，他给你闹，你觉得委屈，你给他理论，他到时候给你一投诉说那谁谁谁态度不好，啪，扣

钱，你不是更生气。”(护理员邓姨访谈，20230413) 

二是通过“拟亲属化”策略化被动为主动，这主要是指在情感上将老人当做家人。这一方面，以利

他的良好道德以及家庭角色延伸来合理化照料工作，将照料工作道德化，加深对职业的认同感，减轻机

构的情感剥削感。另一方面，当照顾者服务的对象是异性时，更多了一重性别身份所带来的尴尬。这种

策略可以模糊性别界限，合理化护理员自身在照料过程中的身体接触，克服照料中的尴尬，更好地履行

对老年人的照料职责。 
三是经过将照料情境转化为专业化的工作情境。一方面，护理员将老年人的身体视为照顾工作的客

体对象，强调照料劳动的专业性。在照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亲密接触以及“肮脏”的事物容易使护理

员有心理上的不适和抗拒。通过强化专业情境中的情感调控机制，类似于医患关系中医护人员将病患的

身体性别特征转化为医学范畴下的身体器官或客观存在的物质形式，从而凸显专业性视角。换言之，护

理员通过将自身和照料对象都限定在照料劳动明确的专业边界之内，逐步学会适应并克服诸如羞耻感、

尴尬感以及恐惧等潜在情绪反应，从而能够将诸如洗澡等涉及身体隐私的工作内化为一种常规的、程序

化的日常照料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素养为老人提供专业化服务，有利于搭建护理员与老人之间信

任的桥梁，让工作更好地开展，甚至一起反抗机构管理者。例如有位护理员讲述了她与一位老人的故事，

表示通过护理员们的专业康复指导以及鼓励支持与陪伴，能让老人及其家属开心与信任。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关注到照料劳动是身体与情感的双重面向，从身体与情感两个角度来探讨劳动过程中的控制

与抵抗。通过对养老护理员、管理人员以及老年人进行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探究养老护理员的劳动过

程中的控制情况与反抗策略。 
在养老护理员的劳动实践中，发现机构管理者为了控制养老护理员照料劳动过程，运用的手段有：

对劳动者进行时间与空间的规训、监控，并对劳动者身体的表现和姿态以及感情的表达与意识进行重

新塑造和规训，以保证劳动者体力劳动的充分投入以及情感劳动的充分剥削。其中，机构具体通过固

定且紧凑的时间表安排以及不定期巡视、监控等办法，使得管理者无时无刻都处于“在场”状态，养

老护理员不自觉地接受了外在身体的时空控制并约束了自身的行为。同时，被照料者在场的凝视，更

是加剧了时空因素对养老护理员自身的控制。此外，养老照料作为服务业，不仅对养老护理员的外貌

身体气质提出了审视，还对服务意识(即情感规则)提出了要求。总的来说，养老机构方对养老护理员劳

动过程进行了身心的双重控制。面对外界的约束，养老护理员在接受管理者的控制与规训的同时，也

通过跳槽、搭建前后台、情感管理、强化专业性等方式进行了积极与消极的抵抗，以捍卫自己的劳动

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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