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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我国的低生育水平难以改善。生育率的高低与生育意愿息息相关，随着三

孩政策的出台，幼儿的托育困境作为制约广大群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亟需得到关注。运用武汉市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问卷

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研究群众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与家庭托育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家庭收

入、孩子年龄、影响工作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托育市场的经济性、便利性和质量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托育

需求。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提

升托育服务便利性，增强家庭抚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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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0-3-year-old Childcare Demand:
Based on Expectations of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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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n 2016 was not as effective as expected，making it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low fertility level in China. The level of ferti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childcare and improve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the masse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parents of infants under 3 years old in Wuhan，this paper constructs a binary logit model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factors，market factors，government factors and family care needs.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family
structure，family income，child age，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work and mother’s education level，the economy，convenience and
quality of the nursery market and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family’s nursery need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viders of childcare services，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services，develop inclusive public childcare services，improve the convenience of childcare services，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family rearing.
Key words: 0-3-year-old childcare service；nursing needs；influence factor；government 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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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问题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问题是我国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老龄化、

少子化问题日益凸显，低生育水平已经与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十八大以来，政府逐

步放开生育政策，然而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生育

水平在累积效应释放后面临下行压力，全国出生

人口规模从2017年开始进入下降轨迹，在2020

年跌至1200万人，同年我国女性总和生育率为

1.3，民不聊“生”成为广大群众表达低生育意愿的

新兴词汇，其中婴幼儿照料困境作为制约群众生

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亟需得到关注。全面二孩政

策实施以来，托育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对婴幼儿

照护需求成为重大的民生需求。目前我国针对

0-3岁婴幼儿社会化照护服务的供给存在较大缺

口。根据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我国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占

托育总需求的1/5，尚有80%左右的托育服务需求

未被满足［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

须健全“幼有所育”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

度体系，要让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李克强总

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突出民生导向，发展养老、托育服务。2019

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 年 5 月 21 日，全

国两会再一次聚焦 0-3 岁托育问题提出，发展托

育服务关键在于要明确托育服务的普惠性。相

关文件的出台显示出政府对当前婴幼儿照护服

务工作的高度重视。总之，“幼有所育”对于恢复

国家活力，使国家能够尽快恢复到适度生育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通过

实证定量分析，探析武汉市群众托育服务需求的

影响因素，为构建科学合理、运转高效的0-3岁婴

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形成有效的托育服务供给提

出政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设计

需求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

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服务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

量［2］。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有消费者个人特征和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

等。参考经济学的观点，群众托育需求的影响因

素可由群众自身因素、托育服务的价格和质量等

市场因素构成。然而，仅仅依靠市场不能有效地

提供托育服务，故不能忽视政府行为给群众托育

需求带来的影响。

（一）群众自身因素

在国外研究中，Davis，Conneldy等人的研究

均表明，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等家庭背景不

同，托育需求也会随之不同，进而会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家长的托育选择［3］。Huston 等发现，受过

高等教育的父母更偏好于送孩子入托［4］。在国内

研究中，张美娟和段慧莹基于母亲选择托育服务

的访谈资料分析得出，母亲的年龄、受教育程度

和工作时数、照顾者的年龄等个人特质会影响到

托育服务的选择［5］。陈惠銛发现女性希望在自己

上班期间能够有熟悉的人来照看儿童［6］。吴金晏

通过家庭访谈发现，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

照顾孩子，并且不放心将孩子送托，祖辈照料成

为放心且经济的方案［7］。此外，孩子年龄也是家

长考虑因素之一，家长送孩子入托的选择随着孩

子年龄变化，大多希望在 2 岁左右能够入托，且

送托需求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在增加［8］。

（二）市场因素

国外研究中，Eva L Essa在《儿童早期教育导

论》中认为，职工类家长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孩子

找到高质量和可以信任的服务［9］5。Breunig R V

和 Gong X，Trott D发现，家庭在选择托育服务时

试图平衡成本与质量、邻近性等其他因素［10］。

Gordon 等发现，婴幼儿的父母虽然对家庭式托育

服务的价格十分敏感，但是他们也对服务质量以

及托育服务的获得程度有强烈的偏好［11］。国内

研究中，高琛卓等通过实验发现，城市父母更愿

意选择有监控摄像头的托育服务方案，显著表明

城市父母最看重托育服务的安全性。其次，目前

父母对于托育服务的需求已不仅仅停留在婴幼

儿托管照料这一层面，他们更愿意选择保教融合

的托育服务方案［12］。王磊通过对安徽地区大样

本的调查发现，托育机构费用高、数量少，附近没

有托育机构是适龄孩子未入托的主要因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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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因素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基

本职能。政府是否缺位，是否能提供高质量的托

育公共服务，是否能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及行业监

管，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群众的托育需求。只依靠

市场和社会不能保证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要进

一步在全社会树立3岁以下托育服务是公共服务

的理念，明确托育服务的公共服务地位，将托育

服务作为一项民生工程纳入公共服务体系［14］。

作为公共权力执行机关的政府应继续承担发展

托育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通过提供公共托育服

务，运用经济支持手段和设置亲职假制度发挥作

用［15］。因此，政府在托育服务方面的各类政策支

持也会对群众的托育需求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梳理，笔者在本研究中构建托育需

求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见图1）。在此框架中，

群众托育需求受到自身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

素的综合影响。

托育需求

群众自身因素

市场因素

政府因素

孩子年龄
父母学历
父母工作
家庭收入
家庭结构

服务质量
服务价格
便利程度

福利政策

基础配套政策

利益导向政策

宣传倡导政策

图1 托育需求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在群众自身因素中，包含孩子年龄、父母学

历和工作、家庭收入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在孩子

年龄上，0-3岁是儿童发展的黄金时期，1岁之前

由于孩子的脆弱性以及父母的情感性因素，托育

需求较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庭的托育需

求可能发生变化；在父母学历层面，随着受教育

程度和就业率的提升，照顾孩子与职业发展形成

冲突，进而影响到家庭的托育需求；在家庭月收

入因素上，家庭的经济水平与是否参与托育服务

有关，往往经济水平越高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越

高；在家庭结构上，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抚育功能

越强，从而对托育需求产生影响。具体以上因素

如何影响家庭托育需求，还要结合相关数据进行

具体分析。

在市场因素中，包括托育服务的质量，价格

以及托育服务的便利程度。一般来说，托育服务

机构的质量（包括安全安防、设施完备等）越好，

家庭选择托育机构的可能性越高；托育机构的收

费越合理，家庭对于托育机构的需求越强烈；托

育机构离家越近，送托越方便，家庭对于机构的

需求也会随之提升。

在政府因素中，政府提供的时间支持或者经

济支持等政策支持会影响家庭的托育需求，但不

同类型的政策支持给群众托育需求带来正向的

影响还是负向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概况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19年6月至7月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对武汉市3岁以

下婴幼儿父母的专项调查数据。调查对象设定

为调查时0-3岁婴幼儿的父亲或母亲。抽样方法

是：武汉市共15个区177个街道，总计有205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站。在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或站分配10个调查样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

站公共卫生科的儿科医生根据要求，进行调查对

象的随机抽取，向0-3岁婴幼儿的父亲或母亲发

放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50份，收回

有效问卷2030份，有效回收率99.02%。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基于数据的收集，笔者主要通过回归模型将

群众因素、市场因素、政府因素作为自变量，将群

众的托育需求作为因变量，即“孩子3岁前，您是

否需要将其送入照护机构”，该因变量为二分类

变量，即不需要将孩子送入照护机构赋值为0，需

要将孩子送入照护机构赋值为1。可构建二元

Logit模型。

Logit（P）=ln［P/（1-P）］=α+∑β j X j +ε
其中，P表示育龄父母需要送托的概率，P/

（1-P）是育龄父母需要送托与不需送托概率之

比。α为常数项，βj为自变量Xj的回归系数，ε表
示随机扰动项。根据前述理论，群众的托育需求

受到群众自身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的影

响，故笔者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模型中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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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定义与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群
众
因
素

市
场
因
素

政
府
因
素

变量及赋值

孩子年龄

更换照护人数量

母亲受教育程度

父亲受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

影响工作程度

家庭结构

受访者能接受的
最高入托费用/月

受访者对托育
机构的要求

群众对政策的
支持程度

初中及以下=1；高中毕业=2；中专毕业=3；大专毕业=4；本科毕业=5；硕士毕
业=6；博士毕业=7

初中及以下=1；高中毕业=2；中专毕业=3；大专毕业=4；本科毕业=5；硕士毕
业=6；博士毕业=7

6000以下=1；6000-12000=2；12000-18000=3；18000以上=4

不影响，带娃工作两不误=1
不影响，主要由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带=2
基本不影响，白天上班时间托儿所，下班自己带=3
会影响工作，有时候需要协调和权衡时间=4
非常影响，已经舍弃工作全职带娃=5

核心家庭=1；主干家庭=2；联合家庭=3；单亲家庭=4

1000元以下=1；1001-2000元=2；
2001-3000元=3；3000元以上=4

收费合理
方便接送
安全防护好
师资素质高
教学及游乐设施完备
口碑好（指声望、规模、品牌等）

福利
政策

基础配
套政策

利益导
向政策

宣传倡
导政策

多给0-3岁婴幼儿妈妈带薪育儿假
增设0-3岁婴幼儿爸爸带薪育儿假

增设社区3岁以下托育机构建设
幼儿园托班招生扩大到3岁以下
所在工作单位设立专门机构托管员工0-3岁子女

对没有收入来源的0-3岁婴幼儿妈妈给予每月补助金

社区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免费入户指导服务
社区定期举办0-3岁婴幼儿教养知识免费讲座
机构专业人员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免费入户指导服务

均值

2.734

1.525

3.78

3.81

2.1345

3.082

1.689

1.985

0.514
0.656
0.614
0.779
0.161
0.095

4.599
4.531

4.355
4.127
4.228

4.543

4.28
4.32
4.236

标准差

0.958

1.379

1.497

1.566

0.8313

1.444

0.497

0.835

0.499
0.475
0.487
0.415
0.367
0.293

0.807
0.839

0.945
1.092
1.048

0.822

0.991
0.93
1.016

四、托育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笔者把问卷调查数据整理输入Stata软件，

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设置了 3 个模型对育龄

父母托育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1分析

群众自身因素对于托育需求的影响，模型2分

析市场因素对于托育需求的影响，模型3分析

政府因素对于托育需求的影响，得到回归结果

（见表2）。

（一）群众自身因素对托育需求的影响

通过对群众自身因素对家庭托育需求的实

证分析，结果发现，孩子年龄、更换照护人数量、

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影响工作程度和

家庭结构会显著影响群众的托育需求。
表2 群众自身困素对托育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孩子年龄

更换照护人数量

母亲受教育程度

父亲受教育程度

项目 托育需求

0.292***（5.32）

0.129**（3.28）

0.182***（3.43）

0.059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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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月收入

影响工作程度

家庭结构

常数

样本量

Preudo R2

6000-12000=2（6000以下=1）
12000-18000=3（6000以下=1）
18000以上=4（6000以下=1）

主干家庭（核心家庭）
联合家庭（核心家庭）
单亲家庭（核心家庭）

0.198（1.37）
0.169（0.92）
0.477*（2.24）

0.287***（7.40）

-0.330**（-3.01）
-1.368（-1.81）
-0.372（-0.32）

-3.494***（-12.40）

2030

0.0636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参照项。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首先，孩子的年龄与

群众托育需求呈显著正相关，随着婴幼儿年龄的

增长，托育需求会显著增加，这与已有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孩子换过的照护人数量越多，家庭的

托育需求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孩子没有稳定的照

护人，故有更加强烈的托育需求。比起父亲的受

教育程度，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托育需求有更加

显著的影响，母亲学历越高的家庭有更强烈的托

育需求，可能是因为学历越高的女性更加重视职

业发展，她们更加需要机构照护来缓解育儿与工

作的矛盾。月收入18000以上的家庭比起月收入

6000以下的家庭有更高的托育需求，且通过0.05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经济状况会对家庭托

育需求产生影响。从影响工作程度来看，照顾孩

子影响工作程度越高，那么父母会有更强烈的托

育需求，这与现实情况相符。托育需求也会受到

家庭结构的影响，与核心家庭相比，主干家庭的

托育需求较弱，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

明代际支持对于群众托育需求具有抑制作用，代

际支持是由我国传统文化、两代人经济利益交换

考量和家庭利益整体得失权衡等因素共同决定

的，也是家庭出于经济性的考虑。

（二）市场因素对托育需求的影响

在市场因素中，机构费用、送托便利性、安全

防护、设施完备性以及机构的口碑会显著影响家

庭的托育需求（见表3）。
表3 市场因素对托育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受访者能接受的最高
入托费用/月

受访者对托育机构
的要求

常数

样本量

Preudo R2

项目

1001-2000元（1000元以下）
2001-3000元（1000元以下）
3000元以上（1000元以下）

收费合理
方便接送
安全防护好
师资质量高
教学及游乐设施完备
口碑好（指声望、规模、品牌等）

托育需求

0.251*（2.09）
0.232（1.63）
0.470（1.83）

0.681***（4.08）
0.445**（2.71）
0.486**（2.74）
0.256（1.49）
0.791***（4.19）
0.666**（3.16）

-2.483***（-5.84）

2030

0.0134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参照项。

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于托育机构的费

用，群众普遍能接受的价格并不是很高，支付意

愿为1001-2000的家庭比起支付意愿为1000元

以下的家庭，托育需求更高，并通过了0.05的显

著性检验；收费合理的回归系数为正，通过了

0.001的显著性检验，充分表明托育服务的经济性

会显著影响到群众的托育需求。其次，方便接送

的回归系数为正，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表

明送托的便利性会提高群众的托育需求。另外，

安全防护、教学及游乐设施以及口碑对群众托育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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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选择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市场

在进行托育机构建设时应更加注重托育机构的

规范性。

（三）政府因素对托育需求的影响

在政府因素中，福利政策、基础配套政策和

宣传倡导政策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群众的托育需

求产生影响，其中基础配套政策影响最为显著

（见表4）。
表4 政府因素对托育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福利政策

基础配套政策

利益导向政策

宣传倡导政策

常数

样本量

Preudo R2

项目

多给0-3岁婴幼儿妈妈带薪育儿假
增设0-3岁婴幼儿爸爸带薪育儿假

增设社区3岁以下托育机构
幼儿园托班招生扩大到3岁以下
所在工作单位设立专门机构托管员工0-3岁子女

对没有收入来源的0-3岁婴幼儿妈妈给予每月补助金

社区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免费入户指导服务
社区定期举办0-3岁婴幼儿教养知识免费的专家讲座
托育机构专业人员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免费入户指导服务

托育需求

-0.0357（-0.29）
-0.342**（-3.13）

0.681***（6.06）
0.371***（4.78）
0.127（1.69）

-0.179（-1.80）

-0.0911（-0.74）
0.0274（0.22）
-0.261*（-2.21）

-2.220***（-6.01）

2030

0.0684

注：*p＜0.05，**p＜0.01，***p＜0.001。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福利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公众的托育需求，其中增设0-3岁婴

幼儿爸爸带薪育儿假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然而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对此类政策需

求程度越高，托育需求就越低，可能的原因是这

类群体更愿意由父母亲自照护孩子，从而对托育

服务的需求不高。相比利益导向政策和宣传倡

导政策，基础配套政策更能显著影响群众的托育

需求，其中增设社区3岁以下托育机构和幼儿园

班向下扩招回归系数为正值，且都通过了0.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充分说明了目前托育机构供

给数量存在较大缺口，群众的托育需求难以得到

满足。因此，需要政府重视配套基础设施的建

设，通过增设社区3岁以下托育机构以及目前的

幼儿园向下延伸以解燃眉之急。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在群众自身因素中，孩子年龄、更换照

护人数量、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影响工

作程度和家庭结构会显著影响群众的托育需

求。婴幼儿年龄越大，家庭中多次更换照护人，

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照顾孩

子影响工作程度越高，这类家庭会有更强烈的托

育需求。另外，与核心家庭相比，有祖辈参与的

主干家庭的托育需求较弱，代际支持对于公众托

育需求具有抑制作用。

第二，在市场因素中，托育服务的经济性、

便利性和质量会影响家庭的托育需求。换言

之，托育服务的价格越低，便利程度越高，质量

越好，群众的托育需求会显著增加。因此，普

惠性、便利性、高质量应该是我国托育服务未

来的努力方向。

第三，在政府因素中，福利政策、基础配套

政策和宣传倡导政策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群众

的托育需求产生影响，其中基础配套政策影响

最为显著，武汉市 0-3 岁婴幼儿家长对公共托

育服务各项配套支持政策需求的得分水平都

处于中等以上。因此，政府在公共托育服务的

供给方面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尤其要关注基

础配套政策。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保障托育服务的高

质量发展，为群众提供适宜、便利的托育服务，增

加家庭的幸福感、获得感，助力三孩政策，提出以

下五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供给，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主体多

元化。首先，政府作为资源配置者，可以适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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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托育资源的供给，兴办一批公办托育机构，

满足公众对于托育机构的刚性需求。其次，政府

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

推动民办托育机构的发展。再次，积极引导和支

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自主开办或与街道联合

开办0-3岁托育机构，为企业职工子女提供规范

安全的教保服务，减轻双职工家庭的负担。此

外，考虑到专业性以及硬件设施投入的需要，短

期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幼儿园资源，将幼儿园

向下延伸，将2-3岁托育服务纳入幼儿园体系。

多方参与扩大托育服务供给总量，缓解托育服务

供需失衡的现状。

第二，加强监管，促进托育服务规范化发

展。首先，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托育行业

发展规范，是保证托育服务质量的重要环节。

要加快推进托育服务法律法规制定，对托育服

务的场所场地、设施标准、师资配备、卫生保

健、消防安全、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收费

等加以明确，推进托育服务市场规范发展。对

于市场上存在各种隐患的“黑托”要进行查处

淘汰。其次，要明确托育服务的主管单位，明

确卫生、食品、教育、消防、公安、市场监管等主

要相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职责，并建立

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

第三，加大财政投入，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

服务。有研究表明，相比于资源的缺乏，“入托”

的高昂费用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大［13］。

因此，除了保证供给总量外，对于托育服务费用

偏高的问题，政府需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给予托

育机构在用地、房租、税收上的优惠，降低社会办

园成本，确保群众能够支付得起托育服务的费

用，对于部分托育机构乱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

整治。除了对于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外，同时还

要关注对低收入家庭的政策扶持，比如根据家庭

的收入情况发放用于购买托育服务的0-3岁育儿

津贴，或者发放用于减免托育费用的“托育券”，

让家长在多样化的托育机构中进行选择，更能贴

合家庭的实际需求［16］。

第四，立足社区，提升托育服务便利性。社

区托育不仅具有离家近、送托方便的优势，让孩

子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照顾也与家长的需求更

为契合。因此，要重视依托社区，在社区发展规

范化的托育点。对于新建的住宅区要保证托育

机构建设的土地供应，提前预留好托育服务空间

区域，将社区托育点与新建住宅区同步规划。对

于现有社区可以将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社区

服务中心整合改造成为社区托育点，在社区托育

点中可以吸纳本社区有卫生或早教等专业背景

的离退休居民，配备高质量、专业性强、能力过硬

的保教队伍。在服务形式上，社区托育点应该提

供全日制、半日制或计时制、延时照料、临时托管

等灵活多样的服务，充分满足家庭的个性化异质

性需求。

第五，出台家庭友好政策，增强家庭抚育能

力。中国素来有家庭养育的文化传统，目前家

庭仍然是抚幼的主要场域，故不能忽视家庭功

能的发挥。首先，将隔代照料纳入公共服务体

系，隔代照料在客观上分担了社会照料责任，节

约了社会照料资源，还有助于发挥祖辈的能量

与优势，促进积极老龄化。因此，政府可对提供

照料服务的祖辈和亲属发放隔代养育补贴，减

轻家庭经济负担，提升家庭照料的积极性，这既

符合中国传统观念要求，也符合目前实际要

求。其次，要建立弹性灵活的产假制度。由于

城市家庭双职工家庭较多，婴幼儿照料与职业

发展之间冲突更大。产假是父母照顾婴幼儿的

基础条件，然而我国目前的产假制度远远不能

满足双职工家庭的照料需求，而过长的女性产

假可能会加剧企业的隐形就业歧视。因此，国

家应出台相应的家庭支持政策，变女性产假为

带薪父母假，强化父亲的育儿职责，引导父母双

方共同承担养育责任，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氛

围。再次，可通过社区定期举办教养知识免费

讲座、社区免费入户指导等服务，向家庭宣传更

科学合理的育儿方法，提高婴幼儿照护的质量，

增强家庭内部的科学抚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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