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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背景下适龄生育女性就业问题研究——以上海

地区为例
戴琪轩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200093；

摘要：人口情况是一个国家最为基本的国情。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国家发展亦或是经济进步，都收到当前人口

情况的干扰和影响。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生育政策是核心且关键的公共政策之一，对公共资源分配和劳动力供

给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因此，确保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结构合理，是各国或地区生育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从我国的人口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呈现出了生育率低且人口结构老龄化区域明显的特征。虽然近年来我国陆续放

松计划生育政策，甚至开放了“三孩”政策。尽管“三孩”政策提升了职业女性再次生育的意愿，但企业作为盈

利性机构，可能会因成本和经济效益考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这些适龄生育的女性的生育和就业权益。基于此，

本文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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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年 5 月，我国正式推出了“三孩”政策，并在

同年 8月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与

发布实施。其中，第 18 条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

第 25条支持有条件地区设立父母育儿假；第 26条则强

调保障妇女就业权益，为因生育影响职业的妇女提供就

业资源。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有效

激发了我国部分家庭累积的生育意愿。但从目前情况来

看，影响我国家庭生育的因素并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

响，其他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适

龄女性的生育权利以及稳定就业之间的冲突导致女性

就业问题愈发突出。基于此，本文以上海地区为例，结

合其实际情况，对该地区三孩政策背景下适龄生育女性

就业问题及其优化对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2三孩政策背景下适龄生育女性就业问题分析

2.1 部分用人单位就业歧视

为响应国家“全面三孩”政策，上海等省份推出超

长产假、生育补贴等福利，旨在鼓励适龄女性生育三胎。

然而，尽管这些激励措施对生育三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实际成效并不显著，甚至还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的出

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第一，多数适龄生育

女性在企业中负有具体职责，孕育三胎可能会影响企业

分工，造成工作断档，增加企业用人成本。因此，用人

单位可能会对孕育三胎的女性工作者产生抵触情绪，这

不利于她们的生育权利的保障和职业发展；另一方面，

一系列激励政策反而可能加剧用人单位对适龄生育女

性的就业歧视，导致招聘或公司规定中出现生育门槛，

对适龄女性孕育三胎形成干预和影响。例如部分企业招

聘时往往会列出针对性的任职要求，如年龄、婚姻状况、

学历、工作经验等；还有部分企业会对想要孕育三胎的

适龄生育女性进行降薪、调岗、口头告知等方式逼迫女

性员工放弃孕育三胎。虽然当前政府部门、人力资源部

门以及职业招聘渠道中都明确规定了不得以性别、生育

等情况进行任职条件限制，但在实际电话或面试过程中

依旧会以该条件进行限制，严重影响到了适龄女性的就

业问题。

2.2 育儿公共服务不足

目前来看，在家庭中，抚育幼儿的职责多由女性承

担。首胎孩子通常可由双方父母协助照顾，但随着二胎、

三胎政策的推行，许多家庭面临双方父母年事已高、无

力再承担抚育重任的情况。加上社会问题和家庭经济压

力，孩子的抚育问题已成为影响适龄生育女性考虑是否

孕育三胎的关键因素。即使家庭最终选择了孕育三胎，

那么大多数的抚育责任都会由女性承担，如果雇佣保姆

等情人照顾幼儿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因此由女性照顾

三胎幼儿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而通常来看，很多适龄生

育女性在孕育三胎期间，其往往处于职业稳定期甚至是

上升期，而孕育三胎从怀孕、生产、哺乳再到入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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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往往会占用女性最少 3-4 年的时间，因此孕育三

胎无疑打乱了企业和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而在此过程

中女性不管是工作经验、体力、精力以及年龄等方面都

使得其在企业市场中不占优势，即使这部分女性能够重

新回到职场当中，那么其也很难重新回到原先的岗位，

甚至部分女性面临失业的情况，最终陷入到家庭和工作

难两顾的困境。

2.3 相关法律法规仍有不足

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用

以保障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合法权益，如《劳动法》、《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但在实际应用中并未对具

体行为和具体问题以及违规处罚等方面进行细化和分

类，例如法律仅仅规定了用人单位存在歧视行为或过错

时要对员工进行赔偿，但是赔偿类型以及赔偿金额并无

明确规定，这也就使得部分用人单位有漏洞可钻，由于

违法成本低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女性职工在就业、升职

等方面依旧无法避免结婚、怀孕以及抚育子女的影响，

严重影响了适龄生育女性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我国法律法规在适龄生育女性就

业问题保障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人单位

和企业存在歧视行为或过错，女性职工也基于弱势地位，

举证维权依旧存在困难。

2.4 生育和就业政策尚未形成合力

目前，我国各地区配合“三孩”政策的激励措施，

主要关注适龄生育女性在生产及生育阶段的假期延长

和补贴。然而，家庭在孕育和抚育三胎时面临的问题，

并非仅靠假期延长和补贴就能解决，还需应对其他诸多

挑战。例如“家庭中承担育儿责任的角色”、“生育后

女性能够具备平等的就业机会”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

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抚养三个孩子需要一定程度的

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而夫妻双方是家庭最为主要的经济

来源，而适龄生育女性在生产和生育乃至哺乳期很难有

稳定的经济来源，即使未来再次就业也存在不同程度的

就业困境。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就业政策

以及生育政策，形成政策合理，共同解决适龄生育女性

的就业问题。

3 解决适龄生育女性就业问题的有效对策

为了有效解决适龄生育女性的就业问题，结合上述

问题的存在，提出了以下四方面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对策

与建议，旨在进一步激发适龄生育女性的生育意愿，并

有效解决就业问题。

3.1 加强立法保护女性权益

“三孩”政策的实施代表部分适龄生育女职工在其

工作阶段要面临三次生育，而接二连三的生育极易使得

原本就存在的性别歧视愈演愈烈。因此，必须要记忆布

加强立法，充分且有效的维护适龄生育女性的合法权益，

消除职场性别歧视。首先，要将“性别歧视”的概念在

法律条文中进行明确，并准确表述女性性别歧视的类型

和范围，如直接性别歧视或隐形性别歧视、就业性别歧

视和择业性别歧视等内容，都要一一列举并表述清楚，

实现对适龄生育女性合理生育权利和就业权利的全方

位多角度保障；其次，要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中的相关规定，要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企业的性别歧视

行为的惩罚及其相应标准，企业对女性在怀孕期间、哺

乳期的一切歧视行为都要收到法律的惩罚；最后除了就

业中的性别歧视，适龄生育女性就业后及重返职场时遭

遇的歧视或差别待遇也应纳入法律范畴。例如，“若用

人单位因女性职工生育及重返职场协商不一致而实施

降薪调岗等行为，女性职工有权依法提起诉讼。”

3.2 优化保险体系，大力发展社会公共服务

为了促进“三孩”政策的深入贯彻落实，需要解决

适龄生育女职工的就业问题，切实促进女性生育意愿的

增加，需要从社会保险方面入手给予补贴。首先，针对

生育三孩的女性职工，政府可以为其所在用人单位提供

一定比例的社保补贴，帮助企业降低这部分人群保险缴

纳的负担，也可有效降低女性在职业方面的后顾之忧；

其次，针对对于未就业或再就业困难的三孩女性职工，

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不同的社会保障补

贴，同时开展针对这部分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

加大保障力度，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拓展适龄生育女性的

就业渠道，为广大女性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最后，还

要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分阶段、逐步覆盖

城乡地区的适龄生育女性。同时，应简化失业金领取流

程，增设线上申请渠道，确保失业的适龄生育女性能够

快速、便捷地获取失业金。

此外，还可以大力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当前我国人

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育问题，

人口老龄化会愈演愈烈，而年事已高的老人也无力再照

顾小孩子，进而影响适龄生育女性的生育意愿。因此，

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例如家政服务、养老

服务、病患陪护服务、育儿托养服务等。这样一来，既

可以有效缓解老人无力照养小孩子、赡养老人等方面的

问题，同时社会公共服务的大力开展也可以提供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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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岗位，大大缓解适龄生育女性的就业问题。

3.3 提高女性维权意识，畅通维权渠道

在全面三孩政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大多数女性都

会为了家庭和孩子做出一定的牺牲，最终导致适龄生育

女性权利存在产假延长或就业歧视加剧、侵权行为隐蔽、

维权成本增加等方面的问题，再加上部分女性维权意识

薄弱的影响，导致适龄生育女性维权难度增加。因此，

需要进一步提高女性维权意识，不断畅通维权渠道，切

实保障女性权益。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下相关法律法

规，不断改进那些由于“社会性别”差异而制定的针对

企业再生育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的相关条款，不断降低此

类条款中潜藏的性别色彩，进一步强调“女性生育是承

担繁衍下一代的社会责任”，相关法律的颁布并不是出

于对弱者的保护，本质上是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同时

明确生育和就业是女性享受的权益，每一位公民都有权

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不断提升女性的维权意识；另一

方面，还需拓宽适龄生育女性的维权途径。地方各级工

会及妇联等组织要积极担责，推动建立投诉、举报及维

权平台，广泛收集并合理听取适龄生育女性的意见，认

真履行维护其劳动权益的职责，必要时可代表她们积极

维权，确保她们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此外，政府部门

要积极推动公益诉讼和法律援助等工作，当适龄生育女

性面临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可以为这部分人群提供相

应的法律援助，进一步的降低适龄生育女性的维权成本。

例如，建议赋予妇联等部门约谈用人单位的权力，针对

举报存在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有权进行约谈，并联合

相关部门制定处罚措施。对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可列

入黑名单，在多方面予以限制。通过这些举措，充分保

障适龄生育女性的维权权利，确保她们得到合理对待。

3.4 优化生育和就业政策形成合力

我国要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和就业政策，进而形成

合力，共同解决适龄生育女性的就业问题。首先，要颁

布相应的生育政策，推动“双亲育儿”，肯定家务劳动

存在的社会价值，推动家庭中男性在幼儿照料领域中角

色的转变，例如增加男性育儿假、完善男性育儿休假制

度等，进一步减少甚至是避免家务劳动对适龄生育女性

的禁锢和束缚，进而帮助女性突破有酬工作和家庭照顾

责任的两难困境；其次，国家可以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

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与社区服务等，如 0-3 岁婴幼儿的托

育机构、社区照料机构以及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等，并

将就业扶持政策与适龄生育女性生育政策结合，鼓励她

们参与家庭服务和社区服务，实现就业或创业，促进女

性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的平衡。同时，政府及相关单位

还可以给予参与家庭服务和社区服务机构的适龄生育

女性以及提供相关岗位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福利补贴；最

后，针对学历较低或缺乏职业技能的适龄生育女性，政

府部门可携手社区、妇联等组织，通过走访调查，为她

们发掘适合的工作岗位。例如，联合企业提供简单易操

作的岗位，鼓励企业在招聘时向这部分女性倾斜，并给

予企业税费优惠及补贴。这些措施旨在帮助适龄生育女

性顺利就业，实现个人价值，同时缓解企业用人压力，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4 结束语

全面三孩政策的推出，旨在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挑

战，调整人口结构。然而，这一政策在实施中，也对适

龄生育女性的就业带来了一定影响。女性在生育与职业

发展之间往往面临艰难选择，因生育而暂时退出职场的

现象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不仅是家庭的重要

成员，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女性生育期

间，社会应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确保她们的基本生活

需求得到满足。同时，生育结束后，也应为女性创造稳

定、公平的就业环境，帮助她们顺利重返职场。养育子

女不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事业。只

有为女性提供良好的生育保障和就业环境，才能促进人

口政策的顺利实施，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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