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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婴幼儿托育服务是我国近年来重点关注的社会、教育问题。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与词云挖掘视角，

从方便可及性、服务内容多元性、服务优质性三方面构建托育服务意愿及期望的测度指标体系，以J市为

例，根据样本数据对J市托育服务现状进行分析，并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寻家庭托育服务参与意愿，

分析婴幼儿托育服务期望特征并提取关键要素。基于此，从增加供给、资金扶持、专业引导等多方面提

出优化策略与建议，以更好地满足婴幼儿家庭的托育需求，实现婴幼儿健康成长，全方位地推进托育服

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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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vision of infant care services has become a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ssue of significant focus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d cloud 
mini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intention and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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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childcare service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ree key aspects: convenience and accessibility, 
diversity of service content, and service quality. Taking City J as an example,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ldcare services in the city is examined based on sample data. An optimal scale regression model 
is employed to explore family participation intentions towards childcare services. Furthermore, the 
expected characteristics of infant and toddler care services are analyzed to identify crucial eleme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rom multiple 
aspects, including increasing supply, financial support, and professional guidance,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childcare needs of families with infants and toddlers,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in-
fants and toddlers,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ser-
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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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托育服务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的指示，加强人口工作的组织领导，深化人口监测预警和形势分析，大力发

展普惠托育服务，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1]。截至 2023 年底，全国托育机构数量已超过 10 万家，同

比增长近 20% [2]。然而，托育服务仍面临供需不平衡、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专业人才匮乏等挑战。如何

确保在了解托育意愿和需求的同时，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实现幼有所育，不仅事关婴幼儿健康成

长、千家万户福祉，更是新时代重大的民生工程。 

2. 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表明，托育服务对于婴幼儿自身和家庭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3]-[5]。尽管高质量托育服

务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但当前我国托育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数量、结构与质量三方面的

不匹配[6]。相比于家庭和社会对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强烈需求，我国目前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却十

分紧缺，供需严重失衡[7]。 
目前，关于托育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托育费用、质量以及家庭自身的因素上。刘中一(2021)

调查发现有些家长对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托育服务行业缺乏信心，担心托育服务机构运作不规范，托育

服务质量不过关，所以不愿意将年龄较小的孩子送托[8]。高琛卓等(2020)研究发现不同个体特征的城市

父母做出的选择存在异质性，且城市父母倾向于选择购买托育服务，托育服务需求呈现出“安全为重，

保教融合，普惠可及”的偏好特征[9]。洪秀敏等(2021)认为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祖辈照护、高学历及

双职工家庭为高需求型群体，且不同年龄婴幼儿家庭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10]。侯佳伟等(2022)发现基础

配套政策和宣传倡导政策等相关制度设置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托育服务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11]。 
可见，关于托育服务需求的研究可以大致归为托育服务需求内容和需求人群特征分析两类，且学者

们大都从人口学的宏观层面、服务供给侧角度探讨中国托育服务体系构建问题，针对微观层面、服务需

求侧的托育服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测度研究较少；多以托育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为主，对托

育服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和评估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系统的托育意愿及其期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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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评估指标体系。 
新时代，家长对托育服务的意愿如何？家庭对托育服务的期望和诉求点是什么？影响当前家庭入托

意愿的主要原因在哪？如何建立健全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以满足家长需求？基于此，本文以 J 市

为例，探索城市家庭对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意愿及期望特征。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 J 市适育人员为调查对象，以市统计局最新人口数据为基准，进行多阶段抽样，抽取街道

市民进行问卷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 603 份。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婴幼儿养育情况、托

育服务现状、托育服务意愿情况、托育服务各方面期望情况。 

3.2. 研究方法 

通过词云分析挖掘家庭对托育服务期望和诉求，并对托育服务的诉求和期望因素进行归纳降维，确

定诉求改善的主因子来对症下药；进一步通过构建最优尺度模型，以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得到

托育意愿影响因子重要性指数，探究期望特征对托育服务意愿的影响，结合实际现状反映相关问题。 

3.3. 指标体系构建 

为明晰家庭对托育服务资源的优先需求，反映家长的真实诉求，在指标选择前，运用 Python 在今日

头条、百度贴吧等相关网络上爬取了托育服务的评论文本并进行词频统计分析，筛选出排名靠前的关键

词绘制词云图(见图 1)，分析发现家庭十分关注托育服务距离、质量、模式及费用等方面的问题，这为构

建托育服务期望度测度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Figure 1. Word cloud of childcare service reviews 
图 1. 托育服务评论词云图 

 
由图 1 可知，家长在选择托育服务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有：“附近无托育机构”、“费用太大”、“孩

子年龄太小”、“安全问题”、“家庭式托管”、“师资问题”和“教育水平”。这些关键词反映了家

长对托育服务的可及性、经济性、安全性、个性化需求以及教育质量的期望和担忧。家长希望托育机构

不仅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照顾，还能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根据已有文献结合词云挖掘结果，从托育服务的方便可及性、服务内容的多元性、服务的优质性三

方面构建了托育服务期望度测度指标体系(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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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dex system for childcare willingness and expectations 
图 2. 托育服务意愿及其期望因素测度指标体系 

3.4. 模型构建 

将“愿意送小孩入托”作为托育意愿程度指标，并以意愿程度为因变量 Y，设自变量方便可及性因

子、内容多元性因子、服务优质性因子分别表示为 1 2 3, ,x x x ，系数分别为 1 2 3, ,β β β ，误差项为 ε ，构建最

优尺度回归模型： 

1 1 2 2 3 3Y x x xβ β β ε= + + +  

通过代入 1 2 3, ,x x x 的数值，计算得出系数 ( )1,2,3i iβ = ，最终确定三个期望因子相对于意愿程度 Y 的

重要性。分别设自变量方便可及性因子的 4 个影响因子为 ( )1,2,3,4iA i = ，系数为 ( )1,2,3,4i iα = ，内容多

元性因子的 3 个影响因子为 ( )1,2,3iB i = ，系数为 ( )1,2,3i iγ = ，服务优质性的 4 个影响因子为

( )1,2,3,4iC i = ，系数为 ( )1,2,3,4i iδ = ，则最终的模型构建为： 
4 3 4

1 1 2 2 3 3
1 1 1

i i i i i iY A B Cβ α ε β γ ε β δ ε     = + + + + +     
     
∑ ∑ ∑  

4. 实证分析 

4.1. 托育服务现状及意愿 

1) 多数家庭对托育服务了解程度一般，口碑成为托育服务最好的宣传 
由调查数据可知，大多数家庭对托育服务的印象主要包括：照顾、启蒙和入园准备；口碑是托育服

务最好的宣传，大多数家庭了解托育机构的途径为入托过该机构的家长评价(63.12%)，其次为网络主动搜

索(59.74%)，对于母婴类 app 及公众号和微信群的宣传有效度甚微。 
2) 青年家庭、家庭女性的托育需求大、托育意愿高 
在托育服务需求度方面，不同家庭对“婴幼儿是否需要除家庭以外的托育服务”呈现不同看法，认

为有必要参与托育服务的占多数(63.8%)，其中，年龄在 26~35 岁的青年家庭对托育服务需求迫切，家庭

女性对托育服务需求程度明显高于男性。 
3) 难以辨别托育机构优劣成为家庭婴幼儿入托时的主要顾虑，家庭对改善托育服务中的营养搭配伙

食方面呼声最高 
在不愿送孩子入托的主要原因中，难以辨别托育机构优劣、不信任托育机构是家庭婴幼儿不愿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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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原因，共占比 41.87%；其次是担心托育费用高，带来经济负担(15.46%)，还有部分家庭担心小孩

太小不适应集体环境(14.78%)、亲子时间不足(14.19%)等。针对托育服务可以改善的地方，家庭在营养搭

配伙食方面呼声最大，占比 62.21%，其次为优化资源配置(59.87%)和开办家长沙龙会(49.48%)，还有

44.42%的家庭建议开设线上小程序。 

4.2. 托育服务的期望和诉求 

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期望因子的权重，并以三个期望因子为自变量，以家庭入托意愿程度为因变量建

立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模型整体的 R2为 0.809，显著性 P = 0.000，方便可及性、内容多元性、服务优质

性三个系数的均对托育意愿有显著影响，最终统计学模型结果为： 

1 2 30.321 0.205 0.408Y X X X= + +  

表 1 结果表明，方便可及性、内容多元性、服务优质性三个变量对托育意愿的重要性分别为 0.341、
0.219、0.440。服务优质性涉及教师的专业素养、教育管理、安全保障、环境卫生等方面，该因子的重要

性最高，表明新时代家庭对托育服务质量方面的期望越来越高，越来越看重托育服务质量，提高托育服

务质量可以有效提高家庭入托意愿。方便可及性的重要性较高，说明家庭在选择托育服务时，非常看重

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这包括托育机构的地理位置、开放时间、接送便利性等因素，提高这些方面的

便利性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入托意愿。内容多元性涉及托育服务提供的活动种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等，

虽然其重要性相对较低，但仍然是影响家庭入托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内容和活动

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从而提高入托意愿。 
 

Table 1. Correlation, importance, and tolerance 
表 1. 相关性、重要性及容差表 

因子 
相关性 

重要性 
容差 

零阶 偏 部分 转换后 转换前 

方便可及性 0.861 0.290 0.133 0.341 0.171 0.332 

内容多元性 0.862 0.166 0.073 0.219 0.128 0.315 

服务优质性 0.872 0.355 0.166 0.440 0.166 0.342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5.1.1. 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大、期望高 
调查研究发现，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较大，且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目前托育服务质量与家庭托

育期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托育服务的不便利、高费用、质量低等问题。如何根据家庭所需，

提供适配性托育服务，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5.1.2. 青年家庭、家庭女性是托育需求的重点人群 
研究结果显示，青年家庭、家庭女性托育意愿尤为强烈，他们是托育服务需求的重点人群，更是生

育的中坚力量。因此，缓解青年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工作权，减轻青年家庭和女性

的生育养育之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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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提升托育服务可及性和优质性或将最大程度上提高入托率 
由托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方便可及性因子、服务优质性因子对托育服务意愿影响最大，提

升这两个因子将能够提高家庭托育服务意愿。其中方便可及性主要涵盖家庭对入托机会易获得感、便利

感和价格合理感，服务优质性因子主要指托育服务质量方面，包括教学环境安全、教育资源丰富、教师

专业性高等。这为未来托育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5.2. 研究启示 

5.2.1. 增加供给：构建完善的托育服务网络 
要解决托育服务需求的问题，首先要从增加供给入手。政府应加大投入，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

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多元化的托育服务供给格局。同时，要加强托育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把托育服

务送到百姓家门口，确保每个社区都有足够的托育服务资源。此外，明确 0~3 岁入托率，有效减轻青年

家庭照料压力，及时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灵活多样的托育服务网络，还可以通过发

展互联网 + 托育服务，利用网络平台提供精准线上托育指导和咨询，扩大托育服务的覆盖面。 

5.2.2. 资金扶持：让托育服务价格可接受 
托育服务价格高昂是制约其普及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应出台普惠性托育机构认定标准，对

托育服务的价格作出明确要求。加大对托育服务的资金扶持力度，通过补贴、减免税费等方式，降低托

育机构的运营成本，进而降低托育服务的价格。此外，还可以设立托育服务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托育服

务机构的发展和改善托育服务条件。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还能激发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托

育服务的积极性。 

5.2.3. 专业引导：让托育服务质量有保障 
托育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因此，必须加强对托育服务机构的监管

和指导，确保其提供专业、安全、优质的托育服务。政府应制定严格的托育服务标准和规范，建立托育

服务机构的质量评估和监管机制，对不符合要求的机构进行整改或取缔。同时，要加强对托育服务人员

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托育服务示范活动、推广先进

的托育理念和方法等方式，提升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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