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家庭来承担 0至 3

岁婴幼儿的养成，这对孩
子的成长肯定是十分有益

的。但现实生活往往使得
大多数母亲无法脱离职场

全身心充当“全职妈妈”。
这也是当下需要大量托育

机构来助力更多家庭的主

要缘故。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

展研究院社会学博士张海
娜说，如果要让职场女性

能在生育后的一至三年里
暂时告别职场回归家庭，

首先是要尊重女性自身的
意愿，更为重要的是需要

政策的支持、各企事业单
位在用工制度上给予相应

的照顾和保护。无论是扩
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还

是不断提高生育保险待
遇，都需要充足的生育保

险基金作保障。事实上，女
性的生育行为其实也是一

种特殊的社会劳动，是对

国家劳动力人口的特殊贡
献，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

因此，建议上海率先尝试
由政府适当承担女性生育

补贴政策，建立“生育保障
蓄水池”，待条件成熟之际

逐步推进女性生育保险国
家承担制度。

张海娜表示，我国目
前的产假女职工生育享受

98天产假、30 天晚育假，
相比较英国生育产假（24

周）和瑞典生育产假（480天，约 69

周），我国女性的产假明显较短。虽

然年轻妈妈们产假结束后较快地返
回劳动力市场，有助女性实现其人

力资本的连续积累，但这也可能对
儿童发展产生不利。虽然女性生育

阶段因工作中断以及生完之后照顾

和抚养孩子，会对所在单位的工作
开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处于职

业发展和婴儿照料中寻求平衡的
“年轻妈妈”，其实更需要政府和企

事业单位给予帮扶和体谅。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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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开办大半年 入托率刚过半

社会化托育点为何“叫好不叫座”？

    为解决 0-3岁幼儿的家庭养育

困难，去年 4月，上海发布了关于 3

岁以下幼儿园托育服务指导意见的

“1+2文件”，鼓励社会力量开办托
育机构。在文件指导下，近一年来，

上海陆续诞生了 63家通过审核、拿
到政府告知书的托育机构。2019年

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中，由市教委

牵头，全市将新增 50个托育点，且
均为托幼一体化的普惠性托班，覆

盖全市几乎所有区。
然而，新学期伊始，记者走访全

市多家开办已有近半年的托育机构
却发现，托育点的托额只招满一半。

为何一方面托育市场需求巨大，另
一方面新开的托育点“叫好不叫

座”？专家表示，0-3岁的托育，呵护

的是最柔软的人群，但这一人群的
个体差异很大，一对多的看护有较

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因此出现了
入托意愿和实际送托情况不相匹配

的矛盾。

■ 新学期开学，大飞机云锦托育园在中国商飞上航公司正式开园 中国商飞上航公司 供图

本报记者

马丹 王蔚

现状 全市托班930余个
去年底，一份对本市 5区 15个

街镇抽样调查发现，每年有入托

“刚需”的孩子约占总量的三成，有
可能需要入托的孩子超过四成；目

前入托需求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
入托需求的结构性供需矛盾依然

非常突出。

其实，为进一步推动托育事业
健康发展，2018年 4月，本市就已

发布《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 3岁以
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
（点）设置标准（试行）》《上海市 3岁

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点）管理暂行办
法》（被称为“1+2文件”）等文件。

“1+2文件”被称为托育机构“史上
最严”准入“门槛”，上海也成为全国

“初尝螃蟹者”。市教委托幼工作处
处长颜慧芬透露，文件发布以来，已

经有 63家社会机构取得开办告知
书，提供托育服务。“到今年新学期

开学，全市已提供多样化的托育服
务达 930余个托班，比去年增加了

200余个托班数。新增托班，既有社
会力量开办的，有公民办幼儿园增

设的，有传统托儿所扩招的，有市政
府实事工程开办的社区托管点，还

有企业自主创办的福利性托育点。”

窘境 新增机构“招不满”

然而，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
感，令叫好声一片的托育市场陷入

“尴尬”。“63家机构，春季开学后一
半托额都空着。”有关数据显示，去

年 4月以来取得办学告知书的社会
化托育机构，其实正面临着招不满

孩子的尴尬窘境。还有业内人士向

记者透露，甚至有一家托育机构因
为生源不足、亏损运营，今年或许就

要关闭。为什么一方面家长苦于入
托无门，抱怨托育机构供给量不足，

另一方面新增托育点却招不满？上
海市特级校长、长宁实验幼儿园园

长郑慧敏分析说，孩子个体差异和
托育服务多元化需求，是入托愿望

和入托实际行动之间出现较大落差

的两大原因。“要匹配老百姓就近就

便的托育需求，托育机构的设置地
点和服务提供方的多元化，是未来

要探索的方向。”
“3岁以下的婴幼儿是否适合

入托，其实要对其身体发育状况、生
活习惯养成情况等进行综合考量，

而这个阶段的婴童，个体发育的差

异是比较大的。进入托班后，孩子过
的就是集体生活，机构里面 1对 5、

1对 7的看护，自然和家中一对一
甚至多对一的精细化看护存在差

距。这种差别，让部分家长接受不
了，也让部分孩子适应不了。”颜慧

芬说，个体发展差异和家庭不同需
求，催生了托育服务的多样化结构，

因此“1+2”文件就提出了“政府引
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思路，只

有多方参与才能提供多元多样的托
育服务。

0到 3岁的婴幼儿又是社会最
柔软的部分。“就像近期的冬季连阴

雨天气下，孩子有一点点不舒服，家
长通常都不舍得送托，而托育机构

为了保护其他孩子、预防传染，也会

建议孩子在家隔离休养。这也导致

了近期托育机构入托率低。”

困难 投入大成本高企
一方面，一些家长觉得社会机

构提供的托育服务收费偏高，另一

方面，对社会化托育机构而言，高运
营成本是个令人为难的话题。多家

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托
育机构准入门槛高，“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只招收一两个班级却也要

配备负责人、幼儿教师、保育员、保
健医生、保洁员、保安、财会人员等，

存在着一次性建设投入大、房租及
人力成本使收支难以平衡等现实情

况。俊星托育是上海出台“1+2文
件”后，第一个申办并获得政府告知

书的营利性托育机构。负责人李星
仪说，机构占地 600多平方米，运营

大半年，人员支出、房租成本等早就
不能收支平衡。因此，近日，机构贴

出了一张新的收费标准，双语班
9800 元，国际班 12800 元，比去年

上调了 15%。与此同时，一些原本
可以享受的民用电优惠政策无法落

地，也增加了托育机构的运营负担。

一些托育机构举办者反映，开设在
商务楼里的托育机构，没法让其所

在地单独铺设电缆、设置独立电表，
因此，真正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的

大概一半都不到。
也有机构举办者提出，是否能

够将准入门槛降低？对此，颜慧芬表

示，举办托育机构，安全是首要的，
因此，涉及安全的一切指标，政府都

不会降低标准、调低门槛。“这样的
标准是对幼儿和家庭负责，也是对

举办者负责。”

建议 增加普惠性机构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0 到 3

岁婴幼儿的托育问题愈加突出，普

惠性的托育服务或许才能真正解决
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燃眉之急。市教

委表示，鼓励社会各方参与举办托
育机构的同时，也鼓励企事业单位、

园区、楼宇等积极兴办托育机构，更

要坚持普惠性导向。“今年托幼一体
化，已被纳入了今年的重点工作，包

括鼓励尚存的集体办托儿所拓展托

班供给，支持符合条件的公民办幼

儿园开设托班、政府则通过减免租

金、减免税收、用水用电优惠等方
式给予运营机构政策支持。”据透

露，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计划新增
的就是 50个普惠性托育点，均为

托幼一体化托班，加上今年新增的
30家公、民办幼儿园都将开放托班

招生，预计今年本市又将新增百余

个托班数。“但是，要真正解决 0到
3岁的托育矛盾，或许要靠至少三

到五年的努力，才能逐步满足入托
的需求。”

此外，结合未来本市人口变化
总体规律，从 0-3岁婴幼儿发展需

要出发，市教委还将牵头开展需求
调查，摸清全市不同年龄段幼儿家

庭实际托育需求总量，研究制定托
育服务三年规划，科学设定普惠性

托育机构和其他类型托育机构的
发展目标和规模比例，做到需求和

供给相对平衡，在加大政府引导、
助力家庭养育、增强多元参与、严

格规范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建立长效
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