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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现状分析及应对策略初探"

苏!婷!唐万珍# !熊冬梅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重庆914((4$

!!#摘!要$!借鉴国外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有益经验!对国内托育机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设置运营困难&课程
标准建设不全面&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教育师资队伍水平欠佳等突出问题进行分析%从影响机构发展的内部
性和外部性因素同时入手!围绕硬件设施&服务质量&公共政策支持等方面拟定措施!从而促进托育机构的可持
续发展!为未来托育服务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关键词$!托育机构'!托育服务'!现状分析'!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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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以来'为了优化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
化进程'中国生育政策从/独生子女0到/全面生育两
个孩子0'再调整为/全面生育三个孩子0(4)&在此之
后'束缚生育率的主要原因由原来的国家生育政策转
变为婴幼儿托育服务问题(&)&至此'婴幼儿托育不
足'已成为约束我国生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1"(
岁婴幼儿养育方式主要是/家庭养育为主'机构托育
为辅0(()&然而'由于传统家庭儿童的父母均需工作'
儿童的爷爷姥姥等年老体弱'这就导致了婴幼儿的照
顾需机构的替代'造成了/机构为主*家庭为辅0的反
差局面&也从侧面说明要提高生育率'须配套优质的

托育机构服务&
目前'对于托育服务的研究更侧重于服务对象的

需求'例如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93;)&相对而言'较为
薄弱的是托育机构的整体建设*发展现状及发展举
措&且主要集中在以下(个方面!首先'借鉴发达国
家托育服务供给模式'提炼可供我国参考的宝贵经
验(23:)+其次'分析了我国当前的托育服务供给实践模
式'并提出其模式定位和发展路径(635)+再者'部分研
究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托育机构的供给现状与

发展困境(41344)&大部分研究缺乏对托育机构的整体
规模*各部分结构等情况的分析'同时也缺乏考虑政

#4;5(#现代医药卫生&1&(年44月第(5卷第&&期!SRAKRCKTCEM,F!UABC-OCI&1&(!VAM7(5!UA7&&

"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_d&&(1&6%&
#!通信作者'#3-E>M!91:(5621:&ee7<A-&



策需求及自身运营情况&因此'自身机构的整体情况
及政府政策需求的结合对于如何建设社会托育服务

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托育机构的国内外现
况'精准结合政策发展需求'调解托育家庭与自身社
会的矛盾导向'才能促进婴幼儿托育机构可持续
发展&

G!婴幼儿托育机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G7G!托育机构发展现状

G7G7G!国外现状!许多发达国家的托育服务项目是
以社区为基础的1"2岁儿童和其家庭成员组成&欧
洲国家认为'婴幼儿托育早教服务可以让孩子通过接
触自己国家的语言'进而发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意
志(4&349)&在法国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中'他们的照护形
式多种多样'同样的照护机构也就具备多样性'如集
体照看机构*单位托儿所*父母托儿所等+瑞典政府较
重视1"(岁婴幼儿早教服务'其经费占据整个教育
经费的4"(+美国的婴幼儿托育早教服务主要有!1"2
岁的儿童保育所*&"9岁的幼儿园*&7;";岁的学前
机构*家庭每日托等&因此'美国*瑞典*法国等发达
国家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更多体现了常态化*高质量
化的特点&

G7G7H!国内现状!国内部分地区1"(岁婴幼儿早
教境地较艰难(4;)!一方面'民办机构不断增加'但其运
营专业性*教学质量等方面不足+另一方面'公办教育
经费有限'部分落后地区早教水平低下'需在人才培
养和投资上大力支持&陈宁等(42)研究结果显示'参与
河南1"(岁婴幼儿教养的多为祖辈'母亲教养分担
多于父亲'父母普遍缺乏照料婴幼儿的精力和时间&
政府对婴幼儿早教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力度不足&
同时'早教机构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体系不完
善*无针对性等特点&

G7H!存在问题

G7H7G!内部性因素

G7H7G7G!设置运营困难!$4%政策变动&自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疫情发生以来'虽1"(岁婴幼儿托育服
务的相关政策已落地依序实施'且各地方的托育服务
整体建设和体系得到有序推进'但整个托育行业的发
展因疫情影响暂缓(()'同时存在资金短缺现象&有研
究发现'由于全国各地的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各有
不同'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自身机构运营的成本较
高'造成大部分托育机构无法正常运转'多为亏本状
态+同时'由于托育机构环境及婴幼儿的特殊性'要求
场内装修须环保'消防*食品须安全等较严格(2)&$&%
许可证办理费时费力&由于婴幼儿托育服务包括教
育*安全*饮食*消防等各方面&相关部门间的相关制
度还不完善'导致机构相关手续办理复杂'花费时间
较长(5)&

G7H7G7H!课程标准建设不全面!目前'全国各地婴
幼儿托育机构的课程设置参差不齐'普遍存在理论简
单嫁接*内容重教轻养'未根据国外成熟的课程体系
形成我国个性化的标准(4:)&标准不完善将无法保证
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质量'因此'我国婴幼儿托育
服务的针对性标准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46)&

G7H7G7I!保教师资队伍水平欠佳!目前'托育行业
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其负责人一般为幼儿教师
等'导致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保教人员社会保
障不足'待遇偏低'持证率不高'普遍存在无证上岗现
象&且大部分民办机构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由于托育行业尚未形成系统专业的培训体系'导致从
业人员入职后培训比较滞后'因此通过职业培训获取
从业资格证书较困难(:)&

G7H7H!外部性因素

G7H7H7G!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4%机构设置标准
较为粗略&机构设置标准单一'未体现多元性'如单
位托儿所*家庭托育点及市场化托育机构的标准应个
性化&目前'婴幼儿托育服务概念模糊'且国家相关
政策也未明确说明1"(岁的早教应/教什么0/怎么
教0(()'这也造成了早教机构的多样性'未形成统一的
标准'让群众很难选择较为规范的早教机构&$&%服
务标准缺位&服务标准对服务质量和办托水平影响
重大'目前婴幼儿托育政策聚焦在硬件设施上'如卫
生与安全*机构设置与管理等'而缺乏服务这一/软
件0标准的问题亟待解决&

G7H7H7H!监管协调性不佳!监管制度不明确*评估
不受重视&托育机构的监管为各部门联合'但由于各
部门职责不明确'各项标准*规范等也不具体'且质量
评估体系不完善&导致托育机构监管制度规范协调
性不佳'对托育机构监管有效性*质量评估的权威性
难以保证&

G7H7H7I!家庭与社会早教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目
前'国家相关政策明确了婴幼儿托育服务以/家庭为
主'机构为辅0的责任区分(()&这与家庭成员需外出
工作'承担社会责任'照看孩子的时间减少形成了矛
盾供需体&

H!应对策略

H7G!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

H7G7G!硬件设施!政府应利用融资降低婴幼儿托育
机构运营成本'破解/融资难题0'夯实婴幼儿托育机
构的内在发展&

H7G7H!服务质量!$4%制定婴幼儿托育服务从业人
员准入标准'明确各类人员的学历*专业*职责*其他
条件等&$&%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制度'全面推行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4]f%'出台精细化*全面性
的服务标准手册&$(%高校和企业共同开展婴幼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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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高校设置婴幼儿托育服务专业'本科院校主
要培养研究型和管理型人才'高职以下院校主要培养
托育一线人员&加强校校*校企间合作'构建学生见
习*实习机制'加强学生实践技能'实现校企间的精准
对接+对于已在机构就业的人员'机构内建立培训机
制'组织定期的业务培训'与高校建立学历提升绿色
通道&各省*市级层面以国家标准为依据'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制订个性化的托育制度*规范*标准'明确
托育机构类自身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标准*餐饮服
务*环境设备等内容&

H7H!外部政策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H7H7G!公共政策推动是有力保障

H7H7G7G!支持政策!政府应充分支持婴幼儿托育机
构服务'设置专项补助'根据不同类型制订个性化的
补贴标准'简化优惠政策的获取流程和方式&强化顶
层设计'具体明确政府*社会*企业*家庭等在婴幼儿
托育服务体系中的职责'加强教育*市场监管等多部
门协作'共同解决婴幼儿托育服务监管中的重难点问
题'建立婴幼儿托育服务全过程有效监管模式&

H7H7G7H!机构建设!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建设指标'
会扩大建设资本主办的托育机构'由于资本的投入'
会使得成本提高'导致家庭在托育方面支出增加'进
而生源下降&因此'政府应优化托育机构的公办与私
办'加大对托育机构的扶持力度'建设更多普惠的托
育机构'减轻家庭负担&

H7H7H!行业治理规范是重要支撑!托育价格是影响
育龄家庭入托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各机构间为了争
抢生源'会采取价格战'这样只会导致机构降低服务
标准'不利于婴幼儿托育行业的健康发展(4()&因此'
政府应统一对托育机构的整体规模*布局*数量等进
行统筹'打破资本主办的头部效应'真正实现全国各
家托育机构资源共享&

H7H7I!托育社会环境是外部依托!在我国'婴幼儿
的入托率为98左右'相对于发达国家的;18而言'
相差较大(5)&因此'政府应加强婴幼儿托育机构影响
力的宣传'将其与社区相结合'提高民众对此的认同&
同时'政府应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
的影响力'打造高质量的托育服务机构'转变/家庭育
儿0到/社会共同育儿0的理念&

H7H7J!多元主体'嵌入社区'实现低成本托育资源

H7H7J7G!调节供给结构!托育服务供给应有多元主
体&政府需调节托育服务供给结构'由一元市场主导
向多元主体并进(42)&首先'应大力支持条件充分的企
事业单位提供托育服务'解决其用地难题'并加以财
政补贴等优惠&其次'将公办幼儿园与托育机构联合
发展'使公立幼儿园体系中融入&"(岁婴幼儿托育
服务&再者'政府应以场地配套*资金扶持*监管及质

量评估为抓手'通过引入多形式的托育服务'如民营
机构*行业协会等'进而降低整个托育行业的收费标
准&并且根据国家政策'制订本土化的制度*标准*规
范和政府支持政策'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

H7H7J7H!嵌入社区!政府应以社区托育资源整合为
抓手'将托育服务点或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嵌入社
区'从而使家庭的托育需求得到满足&

H7H7J7I!建立托育券制度!构建托育券制度'扩大
托育受惠群体&政府可根据调查情况'向育龄家庭发
放不同面额的托育券'家庭可凭此券选择相应的托育
机构'托育机构再凭此券到政府相关部门兑换补助&
通过此种方式'育龄家庭可选择自己心仪的托育机
构'同时也会使各类机构间存在良性竞争'实现互利
共赢*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局面&

H7H7M!完善时间政策和经济政策

H7H7M7G!时间政策!对灵活就业人员*职工都应加
强自身产假*丈夫陪产的时间保障&鼓励男性加入女
性生育后对女性及儿童的照料'以及用人单位专设生
育女性弹性上班时间'缓解父母因育儿原因与自身社
会之间的矛盾&

H7H7M7H!经济政策!制定补贴政策和税收政策'低
收入家庭可通过补贴政策来减轻家庭育儿的经济负

担'中高收入的家庭可通过托育费纳入个人所得税来
降低育儿的经济负担&我国老人带小孩已成为常态'
对于隔代养育可适当增加补贴'奖励安抚老人&对生
育期女性'可以多鼓励其进行多渠道就业'对生育后
需返岗的女性'可对其进行就业指导及帮助(45)&

I!小!!结
在/全面开放三孩0的政策及以/家庭为主'社会

机构为辅0的婴幼儿照护背景下'托育机构俨然成为
各育龄家庭的重要支撑&因此'只有通过对各托育机
构的现况把握'发现短板'精准把控国家政策导向'制
定相关策略'完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同时'通过
优化其体系'建立托育券制度'完善经济政策和时间
政策'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供需'降低各育龄
家庭孩子教养成本'督促社区*机构与家庭之间建立
联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4) 吴帆'王琳7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
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S)7人口研究'

&14:'94$2%!:436(7
(&) 杨菊华7论(岁以下婴幼儿社会化托育服务中的

/五 b 服务0(S)7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1&1'91$4%!42:34::7
(() 国务院办公厅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Q)7

#(;5(#现代医药卫生&1&(年44月第(5卷第&&期!SRAKRCKTCEM,F!UABC-OCI&1&(!VAM7(5!UA7&&



$&14531;315%(&1&(31&3&1)7F,,H!""PPP7DAB7<@"

gFC@D<C"<A@,C@,"&14531;"15"<A@,C@, 2 ;(6556(7
F,-7

(9) 杨菊华7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问题和路径
(S)7人民论坛'&1&4'(1$&6%!213297

(;) 高琛卓'杨雪燕'井文7城市父母对1"(岁婴幼
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3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
分析(S)7人口研究'&1&1'99$4%!6;3567

(2) 范昕'李敏谊'叶品7托幼服务治理模式国际比较
及中国路径选择(S)7比较教育研究'&1&4'9(
$4%!419344&7

(:) 郭林'董玉莲71"(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国际比
较与中国选择(S)7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学报'&1&4'&;$;%!41534467

(6) 赵建国'王瑞娟7我国幼托服务供给模式选择及
实现路径(S)7社会保障研究'&146'44$(%!693
547

(5) 杨雪燕'井文'王洒洒'等7中国1"(岁婴幼儿托
育服务实践模式评估(S)7人口学刊'&145'94
$4%!;3457

(41)冯解忧'许巧年7南京市1"(岁婴幼儿托育服
务体系建设(S)7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146'

4:$9%!41134127
(44)李沛霖'王晖'丁小平'等7对发达地区1"(岁

儿童托育服务市场的调查与思考,,,以南京市
为例(S)7南方人口'&14:'(&$&%!:43617

(4&)T**U%'b"/TQ'0T)70E@<F>MK<EICHAM>3

<LC@<ANIEDCC-HMAL-C@,E@KJCI,>M>,L1 #B>3
KC@<CJIA-E?,IN<,NIEM-AKCM(S)7QEOANI#<A3
@A-><?'&144'46$9%!9563;4&7

(4()范昕'李敏谊'叶品7托幼服务治理模式国际比
较及中国路径选择(S)7比较教育研究'&1&4'9(
$4%!419344&7

(49)张广宇'顾宝昌7用津贴能促进生育吗1 澳大利
亚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始末记(S)7人口与发展'

&146'&9$2%!2(3:47
(4;)王广州'周玉娇'张楠7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

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S)7青年探索'

&146'(2$;%!4;3&:7
(42)陈宁'高卫星'陆薇'等7婴幼儿托育机构发展瓶

颈*政策需求与治理取向,,,基于河南省&2:5
个托育机构的调查(S)7人口研究'&1&&'92$&%!

44:34&67
(4:)王茜'张芷凌7部分发达国家生育率变动及政策

启示(S)7人口与健康'&1&1'&$(%!9:3;17
(46)国家卫生健康委7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

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的通知(#$"/Q)7
$&1&431434&%(&1&(31&3&1)7F,,H!""PPP7@F<7
DAB7<@"I+=<L=,Jg?"?::6;"&1&414"KCO5<1K:E99C9C6
&6(O(C&&:<;O449<57?F,-M7

(45)陈'陆继锋7公共托育服务!框架*进展与未来
(S)7行政管理改革'&1&1'4&$2%!213227

$收稿日期!&1&(319319!修回日期!&1&(3413(1%

$上接第(592页%
(5) T*ad#! b'T/̂ . T T'̀"*d##S%'C,

EM7#@FE@<>@D @NI?>@DCKN<E,>A@,FIANDFEJ3
JAIKEOMCE@KICEM>?,><FAMADIEHF><->GCKICEM3
>,L!.FCB>I,NEM?,E@KEIK>gCKHE,>C@,JAI<M>@><EM
?>-NME,>A@(S)7*KB#GHRCK$>AM'&145'44&1!

434(7
(41)栗新'刘涛'任素芬'等7基于虚拟仿真实验的混

合式教学对护理本科生深度学习的影响(S)7中
国医学教育技术'&1&4'(;$2%!:;(3:;:7

(44)王海燕'曹真胜'王秀颖'等7/互联网]教育0下
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在口腔正畸学教学中的应用

(S)7温州医科大学学报'&1&&';&$5%!::43::;7
(4&)d/"'!7.CE<F>@D<I>,><EM,F>@+>@DN?>@DICJMC<3

,>BC=ANI@EM>@D>@E@NI?>@DJCMMAP?F>HHIADIE-

(S)7S0A@,>@#KN<UNI?'&142'9:$:%!(&43(&57
(4()陈利群'牟绍玉'丁福'等7护理临床思维训练平

台的构建(S)7中华护理杂志'&145';9$;%!2953
2;(7

(49)李国正'吴文秀'孙会'等7基于网络平台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在助产技术实训教学中的应用(S)7
护理学杂志'&145'(9$49%!;53247

(4;)何姗'孔令娜'唐娇'等7护理学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平台的建设与实践(S)7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
志'&1&1'45$44%!4(1234(157

(42)张敏'文福安'刘俊波'等7虚拟仿真实验的设计
与教学应用(R)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4!

411341;7

$收稿日期!&1&&344315!修回日期!&1&(3413&5%

#9;5(# 现代医药卫生&1&(年44月第(5卷第&&期!SRAKRCKTCEM,F!UABC-OCI&1&(!VAM7(5!UA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