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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的低出生率、少子化问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催生了公共托育服务。保育所在日本0-3岁公共托育服务体系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几十年来随着政策推进，保育所在公共托育服务领域的内容得到不断更新与完善。保育所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对儿童监护人开展育儿支援，严格规范保育士的准入机制与职后培养机制，不断加强区域协作，并通过政府财政支持获得公

共托育服务保障。其系列政策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缺陷。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0-3岁公共托

育服务体系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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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ractice and Implications of Childcare Center in Japan’s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0-3-Year-Old Child Rearing

LUO Z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Ningbo Childhood Education College, Ningbo 315336）

Abstract：Japan’s low birthrate,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breed its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child⁃
care centers and kindergartens. Childcare cent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0-3-year-old child rearing in
Japa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policies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contents of childcare centers in the system have been continuously
updated and improved. Childcare centers give full play to its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to provide guardians childcare support and regu⁃
late the admission mechanism and the post-employment training for childcare workers strictly. Also, the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re⁃
gional cooperation and obtain guarantee through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Series of policy practices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but also revealed problems and defect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re of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
lic service system of 0-3-year-old child rear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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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公共托育服务的重视已成世界性

趋势，相关国际组织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将托

育问题作为公共服务领域和政府责任问题加以

关注。日本比我国早步入低出生率时期，对公

共托育服务已经作了几十年的探索，尤其是日

本的保育所，作为婴幼儿照护的主要机构，受到

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日本政府就从政策层面明确了保育所在婴幼儿

公共托育服务中所应承担的职责，并随着时代

发展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多次新增与修订。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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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所在公共托育方面的政策实践，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日本国内的“待机儿童”①问题，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在我国，随着“三孩”政策的全面施行，人民

群众对多元化的家庭育儿指导、普惠型托育服务

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为进一步发展公共托育

服务指明了方向。当下，我国3岁以上托幼事业

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之相比，0-3岁公共

托育服务发展滞后，供需矛盾突出，社会服务能

力较弱，远不能满足家庭的需求。对日本保育所

在公共托育服务事业中的政策实践进行梳理和

分析，可为我国提供一定参考。

一、日本保育所公共托育服务支持政策

的出台背景

（一）核家族化和低出生率，导致育儿环境变化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高度经济成长期给国

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质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农村

人口急速向大都市、工业地带迁移。传统的地域

共同体意识和血缘性被淡化，家庭形式由大家族

向“核家族化”转变。另一方面，近20年来日本出

生率持续走低，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给日本社

会的育儿环境带来很大的变化。尤其是0-3岁婴

幼儿的照护，给新手父母带来极大挑战。年轻夫

妇的育儿负担过重，被认为是出生率低下的原因

之一。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认为育儿不仅仅是

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要通过建立公

共托育服务体系，为年轻人减轻育儿的心理孤立

感和负担感。

（二）产业结构变化，使得家庭育儿模式外化

随着日本产业化的推进，特别是20世纪90

年代以后产业结构的变化，为女性就业提供了可

能，女性就业率逐年增长。根据日本总务省2018

年7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全日本15-64

岁的女性就业率高达69.9%，比上一年增长2.1个

百分点，创历史新高［1］。 女性的“出世”，使得家

庭育儿无法承担的部分逐渐外化，为家庭以外的

人员、机构共同参与育儿提供可能。这其中，保

育所作为接收家中缺乏保育条件（如母亲参加工

作或有病）婴幼儿的主要机构，承担起公共托育

服务的职能被广大民众所期待。

（三）双职工家庭增加，导致“待机儿童”问

题严重

由于双职工家庭的增加，城市“待机儿童”问

题变得尤为严峻，3岁以内婴幼儿的保育需求进

一步突显。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0年的报告，

2019年日本待机儿童数量为16772人，这其中的

88%是3岁以内婴幼儿（1岁以内2047人，1-2岁

12702人）。而在1-2岁婴幼儿家庭中，有近50%

家庭选择进入保育所［2］。在此背景之下，近几年

日本更加重视保育所的社会职责。

二、日本保育所公共托育服务支持政策

的推进

当前，日本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有三种类型，

分别为面向0-5岁婴幼儿的保育所、面向3-5岁

儿童的幼儿园、以及面向0-5岁儿童的兼具幼儿

园和保育所职能的“认定儿童园”［3］。三种机构的

职能各有聚焦，在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方面，保

育所承担了主要职能。日本的保育所属社会公

共福利事业，归主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厚

生劳动省管理，保育费用由内阁府管理。接收家

中缺乏保育条件的0-5岁儿童，原则上一天8小

时以上。保育所的老师需持保育士的国家资格

证书。保育费用方面，除了监护人根据家庭收入

状况承担一定比例的征收金，其余部分均由公费

承担，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按照一定的标准各

自分担［4］。

由于日本政府对公共托育服务事业的重视，

日本保育所的职责也随着政策推进不断调整和

深化。从保育所在地区性育儿支援中的措施和

内容（表1）显示，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将保育所纳入公共托育服务体系

由于1990年出现了“1.57危机”②，日本社会

上下形成共识，认为为了建设长寿社会，培养好

下一代是重要而紧急的国民课题。日本政府从

政策上对保育所需承担的公共托育职责进行了

明确。在1990年前后推出的《育儿支援措施》中，

首次将“地区内所有育儿家庭可以享有保育所资

源”写入保育所定义中［5］。之后，日本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都将公共托育服务作为保育所职责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时为了满足一时间难

以应对的民众保育需求，保姆行业开始出现，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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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现象，日本有关部门从儿童福祉的观点出

发，还就保育所应满足临时保育需求进行了广泛

讨论，并将“临时保育”③内容写入相关政策中［5］，

（详见表1）。
表1 保育所在地区性育儿支援中的措施和内容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0

1993

1994

1994

1994

1995

1997

1999

2001

2007

2008

2008

2015

2017

2019

保育所在地区性育儿支援中的措施

设置关于保育所机能强化的预算

推进今后保育对策的意见报告

创设保育所地区性活动事业

《育儿支援措施》

《保育所保育指针》第1次修订

创设地区性育儿示范保育所

《关于今后育儿支援的基本方向》

制定《天使计划》

《紧急保育对策等5年计划》

地区性育儿支援中心制度化

修订《儿童福祉法》

《保育所保育指针》第2次修订

修订《儿童福祉法》

创设地区性育儿支援基地

地区性育儿支援基地法定化

《保育所保育指针》第3次修订

施行儿童育儿支援新制度

《保育所保育指针》第4次修订

《儿童及育儿支援法》

主要内容

实施延长保育、夜间保育、婴儿保育等特别政策

保育所应该承担起地区性育儿支援的职责

开设跨龄交流、地区内儿童混龄交往、面向监护人的育儿讲座

首次将“开展地区内公共托育服务”写入保育所的定义

增加了关于特殊儿童保育的规定

全国66所保育所开始实行地区性育儿支援试点

地区内育儿支援全面覆盖所有家庭

充实多种形式的保育服务设施

提出建立完善的地区育儿服务等具体目标

地区性育儿示范保育所发展、制度化、名称变更

规定保育所为园内和地区内家庭育儿提供服务

保育、地区性活动、婴幼儿保育相关建议等被列为地区性育儿支援

保育士资格法定化，其中规定“有对监护人进行保育指导”的义务

重新编整地区性育儿支援中心和广场集会

将地区性育儿支援定性为第二类社会福祉

自觉提升保育质量，促进保育士的专业化发展

创设“设施型保育”和针对小规模保育的“地域型保育”

强调与小学、家庭及社区的协作

提出地区儿童育儿支援事业13项

资料来源：山本由紀子.「子育ての社会化」からみた保育所の子育て支援［J］.太成学院大学紀要.2019年第21巻（通号38

号），并由笔者在此基础上整理补充。

（二）创设保育所地区活动事业

1989年日本创设了“保育所地域活动事业”，

开展了访问老人福祉设施、地区内混龄儿童交

流、面向监护人的育儿讲座等工作，这些成为保

育所向地区开放的契机。1993年，以致力于支援

地区性育儿家庭的先驱保育所为中心，日本在全

国 66 个地区开展了“保育所地区育儿示范事

业”。而对于地区内育儿家庭的普遍性支援，从

1994年制定的《关于今后育儿支援的基本方向》

开始得到加强。之后，在“构建育儿支援社会”的

目标驱使下，扩大临时保育事业、完善地区性育

儿支援中心等面向地区内育儿家庭的支援措施

被列入保育所职责［6］。

（三）丰富保育所地区育儿支援方式

在1997年修订的《儿童福祉法》中指出,“保

育所在向地区住民提供保育相关信息的同时,还

应致力于为婴幼儿保育提供咨询和建议”,首次从

法律层面明确了保育所向地区住民提供咨询服

务的义务。而将“欠缺保育的婴幼儿”作为入所

对象的保育所，法律规定其有为入所的育儿家庭

分担育儿责任的义务［7］。1999年第二次修订的

《保育所保育指针》第一章总则序言中也指出,“鉴

于孩子成长环境的变化,保育所有必要承担起为

婴幼儿保育提供咨询和建议服务的义务。”在第

13章“地区性育儿支援”章节中还指出，除了日常

业务以外，保育所还应积极地承担起综合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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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育儿支援责任，并列举了临时保育、地区性活

动事业、婴幼儿保育咨询等三类支援方式［8］。

（四）提升婴幼儿监护人育儿能力

在2001年修订的《儿童福祉法》中，保育士资

质被法定化，明确了保育士有“婴幼儿保育”和

“对监护人进行保育指导”的义务。在2008年第

三次修订的《保育所保育指针》中，单独设置了

“监护人支援”的章节，明确了为监护人提供育儿

支援是保育士的重要义务，体现了保育所在地区

育儿家庭支援中的积极努力［9］。而2017年第4次

修订的《保育所保育指针》中明确：保育所是地区

进行育儿支援的设施之一，也是为儿童监护人提

供孩子从婴幼儿期到入学前阶段个体成长的保

育实践场所。保育士应从深入理解孩子的视角

出发，向监护人提供育儿支援［10］。

三、日本保育所开展公共托育服务的特点
根据日本《儿童及育儿支援法》《保育所保

育指针》等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日本保育所在

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方面，主要呈现出如下特

点（表2）。

（一）育儿支援对象：内外兼顾

为了解决育儿的社会性、结构性问题，缓解

儿童监护人的育儿焦虑，日本的保育所主要通过

对育儿支援对象，即儿童监护人进行个别指导的

方式提升其育儿能力。育儿支援对象，可以分为

两大类，第一类是入所儿童的监护人，第二类是

地区内的其他育儿家庭监护人。保育所充分发

挥自身专长，为监护人提供同其他孩子接触的机

会，使他们能够客观地了解自己孩子的成长状

况，进而提升育儿能力［11］。

（二）育儿支援方法：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保育所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开展育儿支

援。在尊重育儿家庭实际情况和监护人意愿的

基础上，建立起园所、监护人和孩子之间的相互

信赖关系，增强监护人照护孩子的能力和自信，

使育儿家庭感受到孩子成长的喜悦。

在面向入所儿童的监护人进行支援时，保

育所通过日常保育加强同育儿家庭的联系。由

保育士反馈孩子日常表现，传达保育理念，提供

专业性指导，并鼓励监护人积极参加各类亲子

活动以提升育儿实践能力。保育所还向特需家

庭提供个别支援。如针对双职工家庭、病儿家

庭、残疾儿家庭、外国人家庭，保育所会充分考

虑孩子生活环境的连续性，根据实际需要提供

个别支援。保育所还向有养育困难、育儿焦虑

的家庭提供个别支援。面对有虐待儿童嫌疑的

家庭，保育所会协同市町村相关机构共同协商，

并采取应对措施［11］。

在面向园所以外的属地其他家庭开展育儿

支援时，保育所多措并举。一是在体制允许范围

内，发挥自身优势开展适合本地区的专业支援，

如为育儿家庭提供交流场所和保育指导，开设育

儿讲座、食育讲座等；二是为地区内的儿童提供

临时保育，在充分考虑孩子个体身心状态的基础

上，结合用餐、点心、午睡、室内外游戏等日常保

育措施，灵活组织活动；三是积极寻求市町村的

支持，与地区相关机构、育儿支援志愿者等开展

联动；四是协同有关机构联合推进地区内育儿支

援事业的相关课题［11］。

（三）育儿支援队伍：职前认证与职后培训并重

一是严格规范保育士的准入机制。在日本

要成为保育士，必须取得国家认证的保育士资

格。取得保育士资格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保

育士培训学校（大学或专科学校）取得，另一种是

自学参加国家考试取得。日本对保育士参试资

格进行了严格规定，不同学历段人员，设置不同

的参试标准，以确保保育士的能力与资质。如大

学毕业生无论专业都有参试资格，而高中毕业者

必须有2年以上、2880小时以上从事儿童保育工

作的经验。同时严格控制保育士资格的通过率，

以2019年为例，在68388的参试者中，合格人数

为13500人，合格率仅为19.7%［12］。

二是不断提升保育所职员的专业技能。将

树立正确的人性伦理观作为保育所工作人员的

基本职责和自觉行为。在此基础上，保育士、看

护师、调理员、营养士等园所工作人员通过自我

评价、研修活动等，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不断丰富

专业知识，改进保育内容，提升工作技能。尤其

在研修方面，保育所会建立系统的研修培训体

系，上至保育所设施长（负责人）下到每一位职

员，必须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参与到研修团队中，

形成系统性的研修计划。园所内部成立促进共

同学习的研修团队，同时确保职员们定期参加院

所外部的研修，并将研修成果运用到日常的保育

128



总37卷 罗 喆：日本0-3岁公共托育服务中保育所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实践中［11］。

（四）育儿支援保障：政府支持与区域协作同步

保育所的政策实践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

持。保育所开展育儿讲座、保育交流，以及定

期开放保育所设施（保育室、游戏室、庭园等）

等，政府会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金，此项补助

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保育所可通过申请获

得。如横滨市设立了“地域育儿支援事业补助

金”，规定保育所每年组织1次以上育儿讲座，3

次以上保育交流活动，向地区开放12次以上保

育设施，便可申请获得不超过15万日元的政府

补贴［13］。

保育所开展公共托育服务的另一大保障，是

同地区内其他育儿支援组织和个人的协作。比

如，同地区内讲师、志愿者等开展协作，由保育所

提供场地，地区讲师现场授课；组织由监护人和

儿童共同参与的传统节日庆典、户外劳作等活

动，使孩子们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在与自然、与

人的互动过程中，掌握与人相处交往的技能，培

养对事物的兴趣和对家乡的热爱［14］。
表2 保育所开展公共托育服务特点

分类

育儿支援背景

育儿支援目的

育儿支援对象

育儿支援方法

育儿支援队伍

育儿支援保障

子分类

育儿的社会结构问题

提升监护人的养育能力

入园儿童监护人

地区内的其他育儿家庭

保育所的育儿支援基本事项

面向入所儿童监护人

面向地区的育儿支援

规范保育士准入机制

提升职员专业能力

积极取得政府支持

强化社会协作能力

具体内容

协助解决育儿的社会性、结构性问题，缓解儿童监护人，尤其是“核家庭”的
育儿不安

通过搭建平台，逐一对儿童监护人进行接触和指导，提升其育儿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向入园儿童的监护人开展直接、持续的支援

把重点放在灵活运用保育所自身的设施和功能上

发挥保育所功能开展育儿支援：完善保育所体制机制，和育儿家庭建立相互

开展专业指导，与监护人形成相互理解，提升其育儿实践能力

对特需家庭（双职工、病儿、残疾儿、育儿焦虑等）提供个别支援

对有养育问题（虐待儿童等）的家庭采取应对措施

结合地区实际，积极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开展支援

为地区内儿童提供临时托管，充分考虑孩子个体的身心状态

与地区相关机构、育儿支援人才联动开展育儿支援

协同有关机构等联合推进地区内儿童的相关课题研究。

必须取得国家认证的“保育士资格”

职员通过自我评价、研修活动等，不断改进保育内容，提升专业技能

政府给予一定财政补贴支持

与其他育儿支援组织和个人协作，活用当地自然社会资源开展教育

资料来源：由笔者根据《儿童及育儿支援法》《保育所保育指针》第四次修订版内容及相关资料整理

四、日本保育所的政策实践成效、短板与

未来走向

（一）一定程度减少了待机儿童的数量

根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近十年来待

机儿童总体呈减少趋势。其中 2018 年比上一

年减少了6186人，2019年比上一年减少了3376

人（图 1）［15］，虽然距离安倍政府的“零待机儿

童”预期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但在推行了系

列改革政策，特别是保育所实行增加保育设

施、降低入所门槛、增加定员数等措施之后，总

体上日本的待机儿童数量正在减少［16］。这其

中在0-3岁待机儿童问题的解决上，保育所发

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图1 日本待机儿童历年数据

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待機児童数の推移のグラフ

［EB/OL］.［2020-12-18］https://graph-stock.com/graph/

wait-listed-childre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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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日本保育所对申请入托儿童有较为严格的

审批机制，在政策上向双职工家庭和有育儿困

难的家庭倾斜。2019年 10月 1日起，日本实行

幼儿教育无偿化，免除3-5岁儿童在幼儿园、保

育所以及认定儿童园托育的一切费用，对低收

入、符合全托条件家庭中的0-2岁婴幼儿入托实

行全免费［17］。这一政策的推行，切实减轻了低

收入家庭的育儿经济压力，为发展公共托育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孩子入托也解

放了家庭中妈妈的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平衡了

女性就业和育儿的关系，有效激发了经济社会

发展活力。

（三）较大程度增强了地区育儿的联动性

保育所向儿童监护人和所在地区提供场所

和设施，为监护人创造育儿经验交流的场所，与

地区内相关机构和人员合作开设育儿知识讲座，

并充分活用当地的自然、社会、人文资源举行各

类活动（图2）［14］。一系列举措很好地发挥了保育

所在婴幼儿照护、婴幼儿监护人支援和地区性育

儿支援方面的积极作用（图3），犹如地区育儿体

系的枢纽神经，将相关资源和要素串联起来，增

强了地区育儿的联动性［14］。而丰富的保育内容，

也有效促进了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地区资源

自然资源（山川、植被、生物等）
人力资源（地区内的人才）
社会资源（特产、产业等）
文化资源（历史、民俗等）

保育内容

活用地区内资源

图2 保育所保育内容

婴幼儿保育

监护人支援
地区性

育儿支援

图3 保育所功能

尽管保育所在日本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中

承担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践过程中，还是存

在一些短板。一是无法满足保育多样化需求。

日本社会对0-3岁儿童保育的需求呈现出越来越

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倾向，但目前日本国内具备如

夜间保育等多样化服务的保育所数量十分有限，

尚无法满足民众需求［18］。二是保育士队伍不稳

定、人数不足。由于薪资待遇不高，工作强度较

大，工作时间过长，责任重大等因素影响，日本的

保育士离职率较高，保育士数量不足情况突

显［19］。三是信息通信技术（ICT系统）推广不畅。

ICT系统的推广和普及，可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减

轻保育士工作负担，极大提升保育工作效率，日

本政府近几年大力推广ICT系统，但实际推广效

果不尽如人意［20］。

针对以上问题，日本政府一是进一步规范

“认可外保育设施”④［21］的管理，并增加财政预

算，使其成为保育所以外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

有效组成部分。二是增加每年保育士资格考

试的次数，并创设保育士匹配强化项目，根据

地区需求为保育士持证人员提供招聘支持，同

时将目光转向对保育士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的

改善和精神关怀等课题［19］。三是专门实施了

导入 ICT系统的实例介绍，并出台了相关补助

金制度［20］。

五、反思与启示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有将近5000万，但

能够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社会机构很少，入托

率仅为4.1%［22］。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尚未纳入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国内公办幼儿园基本不接

收3岁以下婴幼儿，社会民办收托3岁以下婴幼

儿的托育机构稀少，包括纳入教育部门工作指导

范围的一些早教基地园，基本上仅提供诸如语

言、音乐、美术等课程，且需要大人陪护接送，并

非严格意义上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22］。处于起

步阶段的托育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参差不

齐。根据日本保育所在0-3岁公共托育服务体系

中的政策实践，对我国有如下启示。

（一）将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社会公共

服务体系

大力推进普惠性托育点建设。通过分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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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对托育机构进行扶持、引导并定标，使

之成为社会民生体系中的一个主要辅助力量。

一方面，可在先期品牌托育机构满足少量家庭

需求的基础上，开办一定数量的公办托育机构，

通过托幼一体化建设增加托育服务供给，有条

件收托3岁以下婴幼儿的幼儿园增设托幼班，收

托一部分0-3岁婴幼儿，或通过政策或资金扶持

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业开办

托育机构，不断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资源供

给。另一方面，可以鼓励社会力量以及民营资

本进入该领域，尝试开发高端市场为先导，公助

民办跟进，最终形成政府基本兜底，市场优质资

源补充的完善的、多元、多层次配置的、纳入公

共服务体系的托育服务网络体系，实现托育服

务全覆盖。上海已率先一步推出了《上海市托

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并进行

了行之有效的尝试［23］。

（二）全面规范管理社会托育服务机构

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制定相关的

政策和法规，不断加强多元化托育服务资源供

给。引导和鼓励各托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个人等建立起由政府主导、民间共同

参与，覆盖全面、协同运作的公共托育服务共

同体，同时发挥共同体内的各相关主体的自身

优势。另一方面，从托育机构的标准、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和软硬件设施、信息化、智能化系

统推广等方面发力，鼓励和引导托育机构有计

划地对所属地区的0-3岁儿童开放机构设施，

定期开展亲子活动，组织庆祝传统节日，协同

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激发儿童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对

0-3岁婴儿家长进行科学育儿知识的宣传和育

儿实践培训，引导广大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

观。在此过程中，要注意落实政府综合奖补制

度和税收优惠政策。

（三）建立一支“重德有能”的托育机构从业

人员队伍

一要严格规范婴幼儿照护从业人员的持证

上岗和资格准入机制。对“高级育婴师”“高级

营养师”等行业内证书进行严格认证，明确激励

和惩戒标准，把好“入门关”。二要加强从业人

员职业道德教育，把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

道德教育作为岗前入职、在岗及转岗培训中的

必修课。大力开展安全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通

过单位内部搭建平台，开展员工内部学习交流，

政府出资谋划，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提高

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水

平。三要提升托育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和社会

地位，保持从业人员队伍的稳定性。建设一支

品德高尚、富有爱心、素质优良的婴幼儿照护服

务队伍。

［注释］

① 待机儿童，特指那些虽然满足进入托育机构的条件，但

却因各种原因被托育机构拒之门外，无法接受托育服

务的儿童。

② “1.57危机”，指日本在1989年（平成元年）的人口动态

统计中，合计特殊出生率（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数的理

论值）降到了1.57人，创历史新低。

③ 临时保育，指保育所将因监护人的劳动、生病、恢复精

神等原因，家庭保育暂时有困难的儿童寄养在保育所

的事业，根据申请原因分为非定型保育、紧急保育和恢

复精神保育三种类型，不同类型规定了最长临时保育

时间，并根据儿童不同年龄段收取一定费用。

④ 认可外保育设施：认可外保育设施是指设置了较宽松

标准的保育设施，因为没有达到公办设施的面积和职

员人数等标准，所以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在设施标

准、政府补助金、保育费和无偿化范围等方面同保育所

都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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