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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变化对女性权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市妇女的调查数据

张　琪，张　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摘　要：二孩政策的全面推行是基于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而形成的政策决议，对于优化我国的人

口结构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女性作为生育的责任主体，劳动就业、婚姻家庭等自身权益势必会在生育过程中受

到诸多影响。为更好地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必须建立全面的女性权益保障机制，以保障女性在生育下一代后依

然有机会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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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育政策变化对女性权益影响的前期
研究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一方是独生子女的

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

动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

整。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
议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女性是生育的责任主体，二孩政策的调整对于直

接肩负生育责任的女性来说，必定会带来诸多潜

在的影响。

随着生育政策的变化，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度

也在增强。乔晓春指出，“单独二孩”政策可适

当缓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但也可能带来

消极影响，如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夫妇的集中

生育，很多高危人群生育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

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政策调整本身会带

来的生育机会的不平等［１］。在对女性就业影响

方面，杨菊华用定性的方法推理得出“单独二

孩”政策可能对女性入职、升迁和终身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应对这些不利影响，需要政府、用人单

位、家庭等层面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２］；在生

育权益方面，田钰婧（２０１４）指出，现行生育保险
制度也缺失了对女性生育二胎权益的保护，由于

立法的滞后，“单独二孩”政策开放过后是否可

以沿用我国的晚育津贴和晚育产假制度并没有

明确的规定，此外，生育休假只适用于女性，男性

的“父育假”虽然在国内个别地区有实践，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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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生育保险范畴；在女性的婚姻家庭权益

中，陈晓琴（２００７）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对离婚妇
女的财产性权益存在补偿机制的缺失，即对女性

因生育和家务劳动的付出缺乏有效的补偿标准

和补偿范围，应该借鉴欧美国家的女性婚姻保

护，增加对女性家庭贡献和努力而导致就业能力

损失的补偿。

总体上来看，目前的研究认为，生育政策的

变化对女性在就业、婚姻家庭保护等方面都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二孩”政策出台时间较

短，生育政策变化对女性权益影响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理论上的推理和定性研究，而运用一手资料

了解政策受众反应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选择

北京市女性为研究对象，以“单独二孩”为政策背

景，通过微观调查分析，了解二孩政策对女性总

体权益、具体权益的影响方向，并分析不同群体

的反应差异，以便掌握女性权益的影响程度和二

孩政策下女性权益保障的方向。

本文的数据基于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４月对北京
市西城区、石景山区、大兴区及部分在校学生的

女性所做的调查，并进行统计整理。覆盖在职

（７９．８％）、退休（８．９％）和学生（１１．３％），超过
１０００份样本，以期能够全面把握不同的工作状
况、生育年龄、单位性质等女性的权益影响感知。

二、二孩政策对妇女权益影响的总体认知

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将女性权益

列为鼓励女性政治参与的政治权益；消除女性受

教育歧视和保护贫困、弱势群体女性的受教育权

益；维护女性就业及公平性的劳动就业权益；保

障女性就业期间的生育休假等的社会保障权益；

保护女性土地及受益分配等的财产权益；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以及维护离婚女性家庭财产的婚

姻家庭权益等６大主要权益。采用赋值、加权的
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各项权益影响程度进行

排序，数据显示，“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对女性

权益影响的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劳动就业权益

（２３．９６％）；社会保障权益（１８．３４％）；婚姻家庭
权益（１７．２６％）；受教育权益（１６．０５％）；财产权
益（１４．１３％）；政治权益（１０．２６％），如图１所示，
各项权益的具体影响情况如表１所示。

图１　“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权益影响排序得分比重

表１　调查对象关于“单独二孩”
政策对女性各项权益的影响情况认知

无影响
有影响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政治权益 ６５．７０％ １８．１０％ １６．２０％

受教育权益 ６３．３０％ １７．１０％ １９．６０％

劳动和就业权益 ２５．４０％ ２０．５０％ ５４．１０％

家庭稳定 ３６．６０％ ３３．１０％ ３０．３０％

　　调查发现，生育政策对女性的就业与保障权
益潜在影响最为突出，家庭与财产权益影响排在

第二位，受教育与政治权益影响相对最低。这说

明，职场与家庭是二孩政策对女性权益潜在影响

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女性工作与家庭两难的集

中体现。

在具体的权益影响情况来看，政治权益和受

教育权益的“无影响”比重最高，占比均 ６成以
上。这说明，二孩政策虽属于生育政策，但具有

社会作用和影响，并且对与生育有关联的权益影

响概率大，而对女性的公民权和选举权，以及升

学、入学等权益受影响较小，即“单独二孩”政策

对女性的政治权益和受教育权益的影响相对

较小。

三、生育政策对女性劳动就业权益的影响

劳动就业权益和社会保障权益在“单独二

孩”政策对女性权益影响认知的排序中居于前

两位，且调查对象认为在二孩政策下女性的劳

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权益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最

大。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单独二孩”政

策的出台可能会使女性就业局面更加严峻。不

难想象，女性是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生育的

最佳时期也是女性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而生

育二孩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是长期的，伴随着职

场女性的入职、升迁和终身发展，女性在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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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再生产任务的同时也驱使用人单位将职业发

展机会向男性倾斜，从而损害了女性的劳动就

业权益。

（一）不同年龄女性对劳动就业权益受影响

的感知

在不同年龄段关于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

响的认知差异方面，数据显示，对女性就业“有负

面影响”的判定中，４５岁及以下的女性比重最大，
这一层次的女性是“单独二孩”政策覆盖的最大

目标群体，其生育期和职业发展的关键期重合，

两期重叠时如果生育二孩必然会对其就业产生

负面影响；对女性就业“有正面影响”的判定中，

５５岁及以上的女性比重最大，按照我国目前的女
性退休年龄，这一年龄层次的女性处于已退休或

临近退休阶段，职业稳定性高，“单独二孩”政策

对自身就业影响不大，并希望以此促进女性就业

保障更加完善；对女性就业“无影响”的判定中，

４６～５５岁的女性比重最大，这一年龄阶段的女性
已过生育期，且处于职业发展相对高峰时期，职

场经验丰富、职位比较稳定，体力劳动的女性也

临近退休或已退休，因此该政策对其影响不大。

具体影响的认知判定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关于二孩政策对女性“劳
动与就业权益”影响认知情况

（二）不同工作状况女性对劳动就业权益受

影响的感知

在不同工作状况的调查对象关于二孩政策

对女性就业影响的认知差异方面，数据显示，在

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对“有负面影响”的判定比重

最大，对在校学生来说面临的是找工作难的问

题，而对于在职人员来说面临的是职业发展的

问题，承担生育责任对这两类女性来说，就业和

职业发展局面更加严峻；已退休人员对“有正面

影响”的判定比重最大，这类群体没有就业和职

业发展的需求，从政策期盼来说，更加希望政府

因此能够完善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具体的认知

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工作状况的调查对象关于二孩政策对女性
“劳动与就业权益”影响认知情况

（三）不同单位性质女性对劳动就业权益受

影响的感知

在不同单位性质的调查对象关于二孩政策对

女性就业影响的认知差异方面，数据显示，对女性

劳动就业权益“有负面影响”的判定中，民营企业

和外资企业占比最大，分别为８０％和７６．５％，这类
企业完全靠市场生存，利润导向强，竞争压力大，而

女性生育行为必然对其工作绩效和工作精力造成

影响，因而会加剧女性就业和发展的难度；对女性

劳动就业权益“有正面影响”的判定中，个体经营

者的比重最高，占比４４．１％，希望“单独二孩”政策
出台后能够更加重视女性劳动就业权益的保障；对

女性劳动就业权益“无影响”的判定中，农民的占

比最大，比重为７０．６％，在农村某些情况下生育二
孩是原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的范围，因此“单独二

孩”政策对农民劳动权益没有影响比重最大。此

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群体，对女性劳动就业

权益影响的判定各种情况差异不大，但更倾向于认

为“有负面影响”。这说明，女性在拥有相对稳定

工作的情况下，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单独二孩”政

策也依然会对女性的劳动就业权益产生负面影响。

具体见图４。

图４　不同单位性质的调查对象关于二孩政策对女性
“劳动与就业权益”影响认知情况

综上所述，“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对不同年

龄、不同工作状态、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女性就

业权益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与女性自身

的生理时期、职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政策出台

后如何确保女性入职机会的平等、职业状况的稳

定、职业晋升机会的公平是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努

·４２·

张　琪，张　琳：生育政策变化对女性权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力的重要方向。

四、二孩政策对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影响

在“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权益影响的排序

中，女性认为婚姻家庭权益受影响也比较明显，

仅次于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权益，排序第三，对

家庭稳定的影响认知差异较大。调查显示，生育

政策对女性婚姻家庭权益无影响、有正面影响和

有负面影响的认知较为相近，各占３成左右。说
明二孩的生育对家庭稳定的关系、孩子与家庭的

关系取决于亲情、沟通等多种因素，相对均衡的

认知结果，也表明一部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责任

的复杂性，女性对二孩的家庭作用持谨慎和理性

态度。

（一）不同年龄女性对婚姻家庭受影响的

感知

在不同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关于二孩政策对

家庭稳定影响的认知差异方面，数据显示，２５岁
及以下的女性认为政策对家庭稳定“有正面影

响”的比重大，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处于未婚或恋

爱期，出于对未来家庭的憧憬，认为孩子是家庭

稳定的桥梁；２６～３５岁的女性认为政策对家庭
稳定的影响３种情况比较均衡，这一时期是女性
精力和能力的相对高峰期，其对家庭的憧憬、对

孩子的喜爱、对职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期许，工

作和家庭的矛盾也开始逐渐凸显，认为孩子对家

庭稳定无影响的比重最大、负面影响的比重其

次、正面影响的比重最小；３６～４５岁的女性认为
对家庭稳定“有负面影响”的比重大，这一年龄

段的女性工作压力大、照顾孩子耗费的精力、时

间多，工作与家庭两难兼顾的矛盾最为突出，因

此认为会使家庭矛盾增多；４６～５５岁的女性认
为对家庭稳定“有正面影响”比重大，一方面随

着孩子的长大并逐渐独立生活，自身的生活压力

降低，另一方面工作稳定性成熟且处于职业发展

的相对高峰时期或已退休，工作压力小，加之儿

女孝顺回馈感恩，使其偏向于认为该政策有助于

家庭稳定；５６岁及以上的女性认为对家庭稳定
“无影响”的比重大，这时期的女性大多数处于

退休或临近退休状态，子女独立，工作无压力，故

倾向于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对家庭稳定没有影

响。不同年龄对“家庭稳定”影响情况的判定，

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关于“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
家庭稳定的影响认知

（二）不同婚姻状况女性对婚姻家庭受影响

的感知

在不同婚姻状况的调查对象关于二孩政策

对家庭稳定影响的认知差异方面，数据显示，对

家庭稳定“有正面影响”的判定中，未婚群体占

比最高，这类群体的认知主要是对未来家庭理

想生活的向往，生活状态单一，并未真正体会到

家庭生活的琐碎，出于对未来的憧憬而倾向于

认为“单独二孩”政策有利于家庭稳定；对家庭

稳定“有负面影响”的判定中，已婚有配偶的群

体占比最大，这类群体已经触及到家庭生活的

压力，感觉到照顾孩子会耗费大部分的时间精

力，也有可能遇到工作上的不顺心，觉得孩子会

使家庭矛盾增多，同时这类群体也是政策覆盖

的群体，生育二孩要考虑的家庭、工作因素复

杂，其生育决策犹豫也印证了当前较低二孩生

育意愿的状况。不同婚姻状况对“家庭稳定”影

响情况的判定，如图６所示。

图６　不同婚姻状况调查对象关于“单独二孩”政策对
女性家庭稳定的影响认知

综上所述，“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对不同年

龄、不同婚姻状态的女性家庭稳定的影响是有差

异的，这些差异与女性自身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

态、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政策出台后如何帮

助女性提高处理家事的能力、协调家庭矛盾的能

力，以及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尊重和补偿女性

家庭贡献是女性家庭权益保障努力的重要方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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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展望

生育政策变化对女性各项权益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二孩政策对女性权益影

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劳动就业权益、社会保障

权益和婚姻家庭权益。这说明职场与家庭是政

策对女性权益潜在影响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女

性工作与家庭两难的集中体现。就业保障权益

是涉及到女性入职、升职和职业终身发展的大

事，同时也是关系到女性工作黄金期与生育最佳

时期能否顺利过渡的关键；家庭保障权益是维系

女性事业与家庭的桥梁，家庭保障权益充分就会

使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相得益彰，即使遭遇婚姻

变故也有较为合理的经济保障作为支撑。

因此，就业机会的公平性是女性劳动就业权

益保障的最大难题，生育问题是女性劳动就业的

最大减分项，如何在核定工资和福利成本、征收

税费等方面给予用工单位优惠，合理消化女性用

工成本，并且不断完善妇女就业保障机制和有效

的支持服务政策，确保妇女就业有公平友善的环

境，才能帮助妇女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成为

受欢迎的劳动者。同时，要做好妇女生育和养育

期的社会后援支持，加快发展儿童福利事业，适

时调整生育保障政策，最大程度上帮助女性平衡

生育、家庭责任与工作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缓

解女性生育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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