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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五四时期、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之下女性意识的嬗变，

及其变化对生育观的影响。以此来探讨随着当今社会女性意识发展，该如何保障女性权益，缓解女性生

育压力，促进“三孩”政策的发展。通过文献研究和对比分析，女性意识发展越全面则女性越注重个人

权益保护。但是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女性个人发展与生育行为相冲突且女性权益保障滞后，导致女性生

育意愿降低，“三孩”生育政策难以响应。保障女性个人权益和发展诉求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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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consciousn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ncept of fertility in three epoch-making perio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be-
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protect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relieve women’s pressure on childbirth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onsciousness in today’s society. Through literature re-
search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more comprehensive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conscious-
ness, the more attention women pay to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However,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today’s society, the conflict between women’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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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ve behavior, and the lagging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lead to the re-
duction of women’s desire to give birth, and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policy is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It is urgent to protect women’s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ir demands for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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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我国 2021 年 8 月 20 日实施“三孩”计划生育政策。“三孩”

政策的公布引起社会激烈讨论。从 1982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到现如今的“三孩”政策，中国的生育政

策不断推陈出新，其背后蕴含着人们生育观的变化。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参与者，其个人意识的健全对

生育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对她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感化。先前研究主要将生育和女性意识作为

独立的课题研究，忽略了二者的发展有一定的紧密联系性。本文试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二者在历史长河

中如何相互作用，以此来探讨现阶段女性意识发展的形成下，如何保障女性合法权益，化解女性个人发

展与生育的矛盾，促进生育政策的发展。 

2. 女性意识和生育观概述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在肯定自身性别身份的基础上，将自身定位为具有独立个性的个体。作为独

立的个体，她们意识到自身在客观环境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能够洞悉自我，建立自身的本质。同时，

从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外在的世界，并对其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掌握。女性意识内涵主要有：地位、价值、

权利、独立、自主、发展、参与、进取等意识[1]。生育观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形成的对

生育现状的认知，是对生育意图、行为、价值、知识等认识的总和。包括生育动机和目的、选择理想子

女数量和质量、性别偏好、生育年龄等[2]。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女性意识发展程度对生育观有重大影响。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否，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例如，在男权社会下，女性意

识尚未发展，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时常受到压迫，沦为生育工具的可能性较大。而随着女性意识的

觉醒，女性独立自主，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意愿选择生育行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形成独立的生育观念。 

3. 不同时期下女性意识变化对生育观的影响 

3.1. 第一阶段：五四后到新中国成立前 

3.1.1.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封建社会下的女性受伦理纲常和封建传统的约束而遭受禁锢，她们之中不乏有这样的悲惨命运：从

小接受着“三从四德”的训诫，为了满足人们喜欢“三寸金莲”的畸形审美而被迫缠足，长大之后还要

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完成繁衍子嗣的使命而牺牲自己的婚姻幸福[3]。封建时代的大多数女性

都是被压迫的一方，直到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一大批先进的启蒙思想家不断涌现，他们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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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男女平等思想，自此，女性地位开始得到重视，女性意识也开

始悄然萌芽。然而，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则要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文化革命，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矛头对

准孔儒传统思想道德，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传播新思想、新理论，其中就包括对妇女的解放。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呼吁女性“在身体上精神上自己解放自己”，同时也鼓励女性

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来。于是，一批有知识的，先进的女性开始投身于五四运动，并大力宣扬男女平等，

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自由恋爱，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然而，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觉醒有其局限性。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抗封建传统，带有

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主导者多为男性，所以这个时期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初步的觉醒状态，

除了少数女性知识分子，女性群体的自我解放主导能力尚不充分。 

3.1.2. 1920 年代——生育节制与生育革命 
妇女解放运动主要倡导女性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政治上积极参政，文化上接受教育，还有生活方面

破除陋习，反对包办婚姻，重塑爱情观和婚姻观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注意到了生育问题与妇女解放的

密切关联，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张竞生是提出节制生育的第一人。1920 年自法国留学归国后他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女性要想

得到解放就要走出家庭，而如果女性婚后不节制生育，就会被繁重的家务拖累，更加难以得到解放。因

此他呼吁人们要尊重女性的生育意愿，提倡避孕节育，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者受罚。然而这

个提议与传统的生育观念相悖，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生育节制观点的提出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和广泛关注，赞成和反对的声音争论不休。许多知识

分子以母性自决、新性道德、人口、优生四个问题为中心，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关于“生育节制”的

讨论。瑟庐在《产儿限制与中国》一书的第 8 卷第 6 期中探讨了我国实施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主张要推

动女性解放，必须倡导生育限制，科学地让妈妈自主决定新生儿数量。陈望道主编《妇女评论》主张“母

性自决”，主张节育，主张女性是生育的主人，而不是生育机器。周建人、刘以祥在《晨报副镌》上就

“生育节制与性道德”进行了一场辩论，引发了人们形成“婚姻 ≠ 生育、性爱 ≠ 生育”的新的性观念。 
陈长蘅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中曾提出“生育革命”，指出中国人口数量过多，应采取节育措

施，减少中国人口的负担，减少出生数量，从而改善人口素质。同时，他还提出了生育革命的三个解决

方案：一是取缔早婚，提倡晚婚，主张青年男女先立业再成家。第二是实行“一枝花”至“两枝花”制，

即“每双健全良好的夫妇至少应养子女二人，至多可养四人，非有夭折，不宜再行增多，且养子期间不

宜过密，或一年两年，可由夫妇量力自行酌定”。三是政府设立保育院来保护产妇和婴儿，传播节育知

识，推广生育革命[4]。  
生育节制和生育革命的提出和争论体现了人们对生育问题的重视和解放妇女的迫切心情，五四时期

的生育观虽然比之前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节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给新的生育

观念的传播带来了一定阻碍，所以这种观念并没有真正地渗透到大众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落后的农村地

区之中，“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仍旧难以改变。 

3.1.3. 抗战时期的生育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应对战争和生产的需要，革命根据地实施了积极的人口生育政策。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为解决群

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的复苏促进了民众生活的改善，妇女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全面抗战前，边区妇女地位低下，思想落后，缺乏尊重关于保护，因此 边区政府为了解放当地妇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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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立边区妇联来保护妇女的权益，提高她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改变她们落后的思想观念，鼓励

她们积极参政等等。 
为了提高婴儿存活率和边区人口数量，政府加强和完善了生育法律法规，例如无特殊情况严禁打胎；

颁布新的婚姻法规，规定男子 20 岁、女子 18 岁可以结婚；破除封建迷信，传授给妇女妇孺保健常识；

推行在职女性产假制度等等[5]。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在一系列积极的生育政策的引导下，人们的生育观念有所改变与进步，陕甘

宁边区的生育率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这一时期虽然妇女地位得到提高，知识水平有所提升，思想观念不

断进步，但女性意识对生育观念的影响远远小于生育政策的作用。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到建国之前，女性自我意识有所觉醒，但这种觉醒是在男性的主导下以及为政

治斗争和革命服务的情况下产生的，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再加上传统观念的阻挠，妇女解放运动深入

农村，遍及全体女性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对生育观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3.2. 第二阶段：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 

3.2.1. 建国后女性意识的深化发展 
这一时期女性意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开展而不断深化，女性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但由于这个时期背景的限制，女性意识既有改变了前期局限于知识分子，被动的突破，也仍

存在女性意识认识不充分，女性解放不够彻底的地方。 
1949 年 10 月，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相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标志着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就此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心，而以往基本上仅以男性为主的生产社会已无法

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解放女性，充分调动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是必然选择的发展方针。尽管在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推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尤其体现在“反对包办婚姻”，“追

求恋爱自由”上，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的情感自由，但影响力仅限于知识分子，更缺乏实际的保障。 
1949 年《共同纲领》颁布，《共同纲领》拥有临时宪法的性质，第一章“总纲”中，除了对人民的

各项权利做出规定外，第五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

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6]”。这部宪法性

文件中对女性权利做出了“单独”的“特殊”规定，实现了中国女性权利宪法保障的“革命性转折”。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基本精神就是“废除包办强迫、

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

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7]”。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从根本

上动摇了旧有的家庭关系和封建的婚姻制度的根基，推动社会风气向好转变，也是我国民主法治的开端。

“五四宪法”则进一步确定了女性享有选举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宪法性权利，使得女性意识从婚姻

层面上升到政治经济层面上，女性的权利拥有了更广泛化的保障，女性越来越在国家和社会中占据主体

性地位。例如，第 86 条规定：“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 91 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8]”。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相同的劳动权利。在保证女性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的

同时，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法律政策的保证也顺势推动了女性加入社会生产活动中，这个时

期各类生产大革命的宣传画(见图 1)中也开始将女性和男性置于并列的位置，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减弱，进

入各行各业大展身手[9]。由此可见，女性逐渐拥有了独立的人格，是社会上真正意义的自然人，女性意

识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更深入社会各阶层，更主动的觉醒，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大幅上升。 
然而，虽然这个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更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再局限于少数女性知识分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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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权利更有了普遍意义上的法律保证。但女性意识的发展仍是不充分的，女性意识带有强烈的时代特

征，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为这个时期迫在眉睫的经济发展服务。 
 

 
Figure 1. “It’s good to get out of school to learn” picture poster 
图 1. “开门办学好”宣传画 

3.2.2. 女性意识发展对生育观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经济能力增强，女性越来越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想要在

社会建设中发挥和男性同等的能力。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程度和理想子女数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

相关，即当 GDP 高时，理想子女数量会减少，而在 GDP 较低时，则会出现更多的理想子女。即，理想

的孩子数量随 GDP 的增长而下降。也就是指，从理论上分析女性应该是逐渐从传统生育下解放出来，

重新审视生育这项传统“任务”，这一时期的生育率应呈下降趋势。但在新中国成立后 20 多年间，经济

水平大发展的同时，生育率基本维持在 6%的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女

性意识的觉醒对生育观影响不大。 
其一是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仍片面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根据数据(见图 2)表明，虽然教育也有了

很大的发展，但仍是不充分的，直到 1978 年我国的初中毛入学率也只有 66.4%，社会整体知识水平仍处

于一个较低的水平[10]。女性并不能将社会强加给自己的性别特质和责任进行重新思考、辨析，从而选择

性地接受。生育观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是“为什么生”，其次是“生多少”。从“为什么生”这

方面讲，这一时期的女性更多的是在服从于政府的决策，女性意识的觉醒是片面地为国家服务的，对争

取个人权益的意义不大[11]。可以说在推动生产大背景下，女性生育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为社会提供更多

的生产力。 
其二是这个时期的女性意识是不理智的。和西欧 18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相同，它忽视

了男女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的差异，片面地追求男女在社会生产力贡献的平等。生育虽然是一件对国家

和个人都有极大意义的行为，但无可避免地会对女性身体甚至心理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女性在这一时期

对自身认识不够充分，忽视了高生育率对女性自身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女性选择生育时一般缺乏对孩

子未来的长期规划，没有意识到生育不仅意味着“生”，更重要的是“育”，很难考虑到生育后孩子的

养育问题，忽视了生育多孩可能对家庭造成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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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orted out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hina Business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2020 
图 2. 教育部和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2020 年 

3.3.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至今 

3.3.1. 改革开放后女性意识变化发展 
改革开放后，女性意识得到了全面的、真正的确立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更具有自觉

性和主动性。其表现在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发展意识的增强。然而，意识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女性

意识的发展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动态发展。 
改革开放至 21 世纪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鼓励大家积极就业，女性就业人口比例大幅上涨，由

1978 年至 1992 年，城镇女性职工人数由 2126.3 万人增长至 5586 万人。并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保障女性权益。女性受教育机会也在不断增加。《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于 1980 年发布，其中着重指出，男女享有同等程度的教育机会、各级教育的

权利。大学在校女性比例由 1951 年的 22.5%上升到了 1995 年的 35.4%。由于女性就业，有了经济收入，

有了展现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场所，女性感受到了自尊和自立。加之受教育使其掌握了文化知识和提高了

思想素养，自我发展意识得到提高。然而长期的传统妻子、母亲的角色，和在父权色彩仍然浓厚的时期，

女性独立自主意识还未深入到思想层面。“男主外女主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仍受到多数

女性的支持。 
步入 21 世纪，改革开放步入深化时期，经济结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都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女性

得到了更多就业机会，就业人数稳步上升。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得到落实。受教育成为任何人都有权享

受的一项基本人权，高等教育普及。女性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女性独立自主意识、发展意识、权利意识

由浅及深，影响着女性的行为和思想。实现了由“家庭妇女”到“职场女性”的角色互换，具有能够承

担家庭经济开销的能力。不再将传统的结婚生子当成人生必须任务，也不再依附于家庭，而是更注重自

我发展，追求经济和人格独立。 

3.3.2. 女性意识由被动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到主动接受计划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女性意识对生育观的影响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在此期间，

我国开始制订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达到人口控制的目的，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政府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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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力推行下，计划生育运动效果显著，人口出生率有所降低。然而悉数女性仅仅是为了免除计划生育政

策的责罚而迫于顺从该生育政策，其内心生育观念并未发生改变[12]。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冒着被惩

罚的危险，超生的现象。 
1992 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确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

有一定的经济收入，自主意识有所提高。从就业中认识到了个人技能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开始有所注

重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人们开始接受计划生育，逐渐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育观。1992 年开始中

国生育率总和开始脱离 2.0%，从 1995 年过后生育率总和在 1.6%~1.8%之间来回波动[13]，超生现象减少。

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在 90 年代中期，对全市 20~34 岁的育龄青年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最理想的儿童

数目是 1.7%，其中 40.4%是想要 1 个，57.5%是想要 2 个，0.3%是想要 3 个[14]。尽管女性意识有所发展，

但由于女性思想层面尚未完全自主，仍然被传统的妻子，母亲角色束缚，“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

生育目的并未消灭，但比重有所减少。1992 年广东省已婚妇女生育观代际调查中，“传宗接代”的生育

目的由五十年代的第一位(38.0%)，九十年代降到了第四位(12.9%)，“养儿防老”的生育目的比重也稍有

减少。重男轻女现象仍然存在。 

3.3.3. 个人发展与生育难以平衡 
2016 年国家正式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中国生育水平在短期增长以后又快

速回落。这表明我国妇女生育行为受政策影响程度在不断削弱，受生育观念影响较大。21 世纪，女性意

识深入思想层面，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环境中，女性就业门槛高，就业风险远

远高于男性。这就导致了女性必须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学业和工作中，不断地提升自己，从而实现自我

成长，实现功成业就，追求经济和人格独立[15]。而当今社会“母职惩罚”效应显著，传统的女性应当承

担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的社会思想仍有残留。女性生育意味女性不仅要维持事业的发展还要花费

大量精力照顾家庭。且女性在生育期间面临着失业和再就业困难的风险，极大地阻碍了女性事业发展，

女性个人不得不再次被传统的妻子、母亲的角色所束缚。因此许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在认为自己的生

活过得不够好或还没有能力培养好孩子时，女性不大愿意选择要孩子。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

家庭司副主任杨金瑞表明，目前我国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按照目前的统计，育龄女性计划要生孩子

的数目，2017 年是 1.76，2019 年是 1.73，2021 年是 1.64。工作压力会致使结婚年龄延迟，使女性不婚

的几率增大，增加生育率下降的可能性。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质量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女性也更加注重

孩子的素养发展。据《2019 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38.8%受访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占到了

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中 22.9%为三分之一。接近 6 成的家庭为子女报读课外学习班费在 100~200
元每小时。女性脱离依附于家庭和男性生活的状态，独立自主，也使得女性不再像传统的观念一样“母

凭子贵”。社会男女平等观念普及深入，生育性别偏好不再重男轻女，主张男女一样。生育目的也脱离

了传统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是更注重个人幸福。 

4. 当代女性意识下提高生育率的措施 

4.1. 提高男性育儿意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意识的变化，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已经落后于快速发展的时

代需求，如今的大多数女性在谋求自己的事业的同时还要兼顾家庭，繁重的家务和育儿责任成为了压在

她们肩上的一座大山，也成为了家庭争吵和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的理由之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母亲成

为了育儿的主导者，而父亲的角色定位比较模糊，甚至处于边缘。《中国 0~6 岁儿童家庭教养中的父母

角色调查研究》发现，父亲角色在中国 0~6 岁儿童的生活照料、亲子陪伴和教育辅导上均较少。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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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也是育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父亲对孩子的性别认识、心理健康、道德行为、智力水平、

社交能力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16]。 
近年来，不少亲子类综艺节目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湖南卫视的《爸爸去

哪儿》通过一次次冒险之旅记录了明星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有爱互动，浙江卫视的《爸爸回来了》近距离

真实记录了明星老爸和萌娃的日常生活，还有湖南卫视的孕期生活观察类真人秀《新生日记》，通过准

妈妈们的“孕期日常”展现女性孕期的酸甜苦辣。这些综艺节目着眼于热点话题，展现了父亲育儿的过

程和母亲孕育的艰辛，对于男性育儿意识的提高和对女性生育不易的体谅有着积极的影响。 
同时，不少男性已经意识到了参与育儿的重要性。根据《当代父亲的育儿真相——2021 年已育男性

人群洞察报告》，极光公司(NASDAQ: JG)的调查，年轻一辈的父亲越来越认识到平等养育的重要性，超

过 80%的 90 后父亲认为，父母应该把同样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养育子女上。近几年来，孕婴健康、育儿工

具、育儿社区、早期教育等育儿相关的 app 男性用户占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育儿工具和早期教

育类 app 男性用户占比已分别达到 41.7%和 42.4%，说明年轻一代的父亲对于育儿工作的关注度以及参与

度越来越高。 
育儿不仅仅是父亲应承担的义务，也是父亲的权利，所以提高男性的育儿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明

确父亲的角色定位，强调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家庭的美满和睦、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女性

生育意愿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2. 依法执行男性陪产假制度 

早在 2016 年 10 月，男性陪产假制度就已出台。除了西藏和新疆外，其余 29 个省份均相继修改了本

地计生条例，明确了本地的陪产假(部分地区称为护理假)的期限，时间为 7 天至一个月不等，多数地区的

陪产假为 15 天。陪产假的出台好处甚多：有利于促进产妇情绪稳定和身体健康。女性生产后不仅身体虚

弱，情绪波动大也会变大，严重者甚至患上产后抑郁症，因此产后女性需要丈夫给予身体和心理上的关

爱和照顾。有利于促进新生儿的智力发育。有研究表明，在婴儿早期生活中，父亲的参与会对孩子将来

的身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帮助男性更快地进入

父亲的角色。男性在陪产假期间会承担起照顾妻子、关爱孩子的责任，真实的体验感会让他们更快地接

纳和融入父亲这一角色，并意识到要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有利于促进男女就业平等。如今男女双方都

会因为生育而休假，这就会使用人单位消除“用女性不如用男性省事”的偏见和歧视，促进职场上的男

女平等。 
然而现实生活中，陪产假难以落地实施。目前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陪产假做出明确的规定，

各地对于陪产假的规定也各不相同，甚至有的地方还没有陪产假。一些企业为了减少因男性休陪产假而

产生的成本、保持公司业务的稳定，领导不允许休陪产假，或者要求以事假程序申请陪产假，甚者还会

影响请假人的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所以想要使陪产假真正地全面地执行，少不了法律层面的保障，只有把男性陪产假制度纳入法律法

规，劳动监察部门将陪产假权益保护纳入劳动保障监察内容，才会促使用人单位依法执行男性陪产假制

度，才能使这一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而不是成为“纸上福利”。 

4.3. 强制执行育儿假并出台相关惩戒措施 

育儿假，最初是欧洲一些国家实行的一项福利政策，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父母双方在产假后，孩子 0~3
岁时期的育儿权利。2021 年 6 月 8 日，我国《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的意见》印发，支持鼓励各地推行育儿假试点工作。从 2021 年 10 月起，黑龙江，江西，安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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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等城市陆续修改计划生育条款，正式将育儿假纳入其中。随着女性意识增强，当代女性越来越希望更

好地在社会实现个人价值，而不仅仅是相夫教子，每日为育儿所累。虽然相比过去，“男主外女主内”

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更多的家庭还是习惯性地将更多的抚育责任交给女方，在孩子上幼儿园

之前尤为明显。然而，女性意识的增强和生育率的提升并不是对立的，女性意识的增强更意味着社会的

进步，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措施保障女性的权益。推行育儿假，利于减轻女性在育儿过程中的负担，更好

地向社会传递养育孩子是男女双方共同的责任的价值观念，有利于职业女性更好地平衡家庭和事业，也

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职场中受歧视的局面。 
虽然当下我国各地政府已响应中央号召试行育儿假，但育儿假的落实仍不尽人意。有不少人反映“休

育儿假的申请被公司驳回”。其原因根本在于目前育儿假的推行缺乏法律的保障，同时需要出台政策对

拒绝执行育儿假的企业实行相关处罚。诚然，任何措施的推行不是一朝一夕的，德国的育儿假最多可在

产后领取 14 个月的父母金，这在现阶段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和很多民众对育儿假概念尚不清晰

的情况下是很难实施的。目前建议是在父母双方皆是双职工的情况下，从孩子出生到 3 岁前这段时间，

每年父母可各拥有 10 天的带薪育儿假。有人会质疑 10 天假期对真正推动父母双方平等承担育儿责任，

从而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的作用。育儿假在初期的强制推行，更多的是推广一个概念，让育儿假这一理念

被大众熟知并接受，从而达到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职业女性回归职场，为

生育提供更好的社会背景。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因地制宜，再

延长育儿假或修改相关条例，提供更完善的福利保障。 

4.4. 推动托幼早教社会化 

托幼早教，指的是从人出生到幼儿园以前阶段的教育。是学龄前教育中早期教育的分支组成部分。

原意指家庭教育通过托幼早教的模式，帮助幼儿顺利过渡到幼儿园教育[17]。经各项调查研究显示，养育

成本和时间是当代女性选择生育与否时最大的顾虑。通常情况下，孩子 3 岁后将进入幼儿园学习，这一

时期开始学校会承担一部分责任，父母的抚养负担会适当减轻。而在 3 岁前，没有普遍的、统一的育儿

场所，难免会导致部分女性需要牺牲工作回归家庭，这与当代女性意识的发展潮流是不相符的，也是女

性生育意欲下降的重要原因。经合组织的研究还发现，母亲在产后的市场就业率随着 3 岁以下儿童的入

托率提高而随之提高。因此，如何在社会上推行托幼早教社会化，提供幼儿教育的场所是关键所在。 
一般，托幼早教中心可以为 0~3 岁的幼儿提供看护服务并提供初期教育。古人云：“三岁看大，七

岁看老。”托幼早教是孩子教育不可或缺的阶段。托幼早教中心有很多优势，首先是可以有更专业的人

员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根据不同月龄婴幼儿身体发育状况提供相应的身体护理，营养配餐，辅食添加

计划，并且设置不同主题的早教课，满足孩子的成长需求；其次，促进孩子社交能力的培养。孩子年龄

小并不意味着只需要和父母亲人相处，和同龄小孩的接触更有利于她们的成长，在托幼早教中心可以提

供更多元化，更专业化的游戏选择，充分培养孩子的早期能力；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来的“爷爷奶

奶们”退休后更需要自己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在女性意识不断发展的当下，当年轻一代成为“奶奶们”

不应该再是一味地为家庭服务，反复地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自己承担起养育小孩的责任是大势所

趋，而托幼早教中心可以为年轻的父母提供便利。 
在国外，1 岁托幼早教中心已经很普及化了，但在中国的普及率非常低，并且普遍布局于北京、上

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首先是费用问题，这也是推动托幼早教社会化最大的阻碍之一，据统计，早教中

心的课程一般 300 元/天以上，这绝非普通家庭可以负担的。因此未来政府应该重视托幼早教的发展，拨

款专项资金，在社区逐步设立、推广托幼早教中心，推动托幼早教私有化向社会化的转型。其二是观念

问题。0~3 岁的幼儿没有父母的陪同独自上课在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根据在网上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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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表明，不少人觉得托幼早教就是“骗钱”，送去托幼早教中心学习更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其实托幼

早教并不意味着父母就可以撒手不管，而是在为双职工家庭提供便利的同时，更好地平衡早期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开发孩子的潜力。其三是安全问题。不少父母对托幼早教中心的安全保障持有怀疑，随着

互联网和 AI 的发展，现在不少的托幼早教中心已实现智能化实时监控，父母在手机上即可实时查看孩子

的动态。随着未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相信安全不再是顾虑。其四是教师问题。虽然现在中国已经有不

少的托幼早教中心，但早教老师少并且普遍存在资质较低的问题。到 2019 年，全国共设置高职早期教育

专业点 100 个左右，学前教育专业点 700 个左右，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点 250 个左右。可以看出我

国早期教育的专业点虽然数量上较可观，但仅在高职和专科设立。建议未来政府逐步在本科设立早期教

育专业，推动早期教育专业的大众化，早期教育人才的多样化，高水平化。 

5. 结语 

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政府“三孩”政策的推行却没有取得理想的

效果。作为生育的主体，女性在生育上的选择举足轻重。本文通过探究了五四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

开放后三个时期的女性意识变化及其对生育观的影响，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意识觉醒与生育观

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对生育率造成影响。保障女性权益，缓解女性压力是提高生育率的必行之策。

同时我们通过对比研究世界各国的生育政策，结合中国国情创新性地提出了四项措施，为解决女性困境，

推动生育率良性发展提供了参考意见。但部分措施实际需要的时间跨度较大，短时间内难以推行并取得

可观成果，需要进一步研究细分为不同的步骤，增强其可行性。将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攀升，各

方面制度的渐趋完善，各项措施将得以推行，定能在充分解放女性意识的前提下推动生育率回归正常水

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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