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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下育龄人群再生育对企业女性
职业发展的影响

———一项基于常州的调查
王芝婷袁徐 婷

（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常州 213032）
摘 要：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给所有有再次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了二次生育的机会，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女性孕育期与职业中

断期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女性职业发展产生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常州市企业女性为例，通过抽样调查方法探究“全面二孩”政策

下育龄人群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再生育给企业女性带来的就业、自我提升、晋升等职业发展上的

影响，进而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二孩政策；再生育意愿；企业女性；职业发展

1 调查方案设计
1.1 调查问卷设计
本文的调查问卷设计主要基于知乎、微博等社交平台有关二胎

词条以及相关文献中提到的影响再生育意愿的因素并通过收集与
整得出。调查问卷共由三部分组成，问题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再生育
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再生育对企业女性职业发展影响。

1.2 调查方法与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0年 2月。本次调查最终收回问卷 380份，剔除漏填、信息矛盾
的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 380份，回收率为 95%。鉴于本文的研究
内容为二孩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因此问卷发放特选取 40岁以下 20
岁以上适孕年龄女性作为主要调查对象。

2 调查数据分析
2.1 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
2.1.1 家庭情况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
只有 13.15豫的人会愿意冒着身体的危险而满足自己或周围人

的心愿。可见身体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面影响二胎的生育。大约有
71.06豫的人在公婆或者父母等不愿意帮助自己带孩子的情况下，
是不愿意生育二胎的。这点和西方的育儿观念有着极大的不同，中
国的老年人负担一般都比国外的老年人更重，除了要养育好自己的
孩子，还要照顾好自己孩子的孩子。

2.1.2 头胎意见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
现代的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自我意识，会将一个孩子当

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尊重和爱护，头胎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左右父母生育二胎的意愿。

2.1.3“男孩论”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
二孩政策放开后，在一胎性别是女性情况下，35.31%的人更愿

意再生育一个男孩，在此方面，男性的诉求会更为突出。在传统社会
中，男性更多的是担任“养家者”的角色而并非是“教育者”的角色，
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家族传宗接代，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
下，他们会希望家族里有一男孩可以延续血脉传承同时未来能够减
轻家庭负担[1]。

2.1.4 教育方面的完善及社会保障体系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分
析

婴幼儿托育服务问题的解决及教育资源的普及和平衡会对产
生二胎想法有一定影响，有超过半数的人赞同，仅有 1/4的人不认
同。约 73.69%的人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会影响他们生育二胎
的想法。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等保险的完善与补助，养

老设施的完善及养老补助等也会使大部分“养儿防老”的人无此顾
虑。

2.1.5 政府补助、优惠政策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
政府为了鼓励生育二胎，采取对二胎家庭很多优惠政策，如减

免个人所得税，每月对二胎家庭进行财政补贴等，以及国家政策里
的诸多优惠：社保报销、产妇产假的延长、丈夫看护假的延长等一系
列措施，这些均有将近 85%的人同意，可见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是
减轻老龄化程度的良好开端。

2.2 再生育对企业女性职业发展影响的分析
上述的问卷分析揭示了影响育龄人群再生育意愿因素，针对于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企业女性在自身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困境，根据问卷整理的调查结果如下：

2.2.1 准入门槛更高
调查发现对于“在求职过程中，我曾被面试官问到过是否有二

孩生育计划”这一描述性问题时，有 22.06%的人选择“多次被问
到”，有 20.37%的人选择“偶尔会被问到”。有将近 40%的人提到在
面试过程中曾被问到是否有生育计划。在“二孩政策”出台之前，部
分企业发布招聘信息时会注明不招收女性或直接提高对女性的招
聘条件，即使不直接注明招聘要求，也会在筛选考核时淘汰女性。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后，女性拥有两个孕期、哺乳期，从某种程度
上加重了企业对女性的歧视，有些企业甚至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将女
性的结婚时间、生育时间、是否要二胎作为附加条款进行规定。

2.2.2 职业目标降低
有 27.25%的人认为，生育“二孩”自己会退出现在参与的项目，

有 36.21%的人表示生育“二孩”薪酬会有所下降或者薪酬涨幅下
降，同时在对于生育“二孩”后职业选择的问题上，“工作稳定性与工
作时间”成为 59.11%的人首选项，30.73%的人认为生育“二孩”后自
己对职位的要求降低了。根据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职场女性对于“二
孩”后的职业目标有了一定改变，突出表现在对职位要求的变化，更
倾向于那些稳定清闲的工作，甚至不惜降低薪水来寻求一份稳定的
工作，将生活重心从工作更多地转移到了家庭。究其原因，职业女性
在生育“二孩”后精力会更多被家庭牵扯。

2.2.3 职业发展受阻
78.36%的人认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已生育“一孩”的

女性无论是在求职还是在晋升过程中相较于未生育女性具有一定
优势。但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企业无法确定女性是否会在
“一孩”后继续生育，因此已生育“一孩”的职业女性在晋升的机会上
将不再具有更大优势，使女性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晋升机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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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少。究其原因，企业出于人力成本的考虑，他们认为培育一个女
性管理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以及金钱资本，因而在晋升的选择上
企业会更加偏向男性。

2.2.4 失业风险增高
在“全面二孩”政策未出台之前，企业对已婚已育女职工还愿意

聘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许多 35岁以上的女性想赶上适合
孕龄的末班车，而 35岁以上女性在部门经常任职重要岗位，她们的
缺席导致部门工作难以开展，项目活动难以继续。因而“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之后，不少企业对已婚育女性也心存戒备，把女职工生二
胎视为加重企业经营成本，从而出现诸多“二孩”女职工遭遇职场被
离职的现象，而当问题出现之后，女性职工的维权之路又太过艰辛。

3 对策与建议
3.1 政府方面
首先，降低企业生育保险金负担。目前我国的生育保险金完全

由企业承担，国家和个人不承担缴费，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生育保
险基金的支出比例预计会进一步增长，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
本，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自然增加了女性职业风险。政府应根据
本地区情况适当对企业进行补助，降低企业雇佣成本，强化国家在
女性生育中的责任[2]。

其次，政府要建立表彰机制，对女性劳动保障实施效果好的企
业给予年度表彰奖励，对“二孩”女性比例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给予
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此外，建议在现行的税收制度，按女性生育二
孩的人数适度减征企业所得税，提高企业对女性聘用的积极性，有
助于保障男女就业平等。

再次，政府应延长男性职工“二孩”陪产假的时间，女性在生育
之后心理波动较大，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等情况，延长男性陪产假
有助于缓解女性压力、稳定情绪等。此外，育有两个子女的家庭压力
较大，延长男性“二孩”陪产假有助于缓解家庭压力等。

最后，政府应当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支出，优化教育资源并给予
二孩家庭一定的补助，缓解孩子上学的压力。在社会公共场所增设

孕妇休息室和产妇哺乳室，关注高龄产妇生殖健康，促进女性的生
育意愿。重视对妇产医生、儿科医生的专业型人才培养，提高医疗技
术水平，降低生育风险。

3.2 企业方面
首先，制定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做好人才储备计划。企业可以每

半年进行一次女性生育计划的调查。有计划生育二孩的女性应提前
告知企业，使得企业可以有所准备。针对不同岗位进行提前的人才
储备，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保障女性权益。对于无法工作的三期
（怀孕、生产、哺乳期）女性职工，企业要安排新的人员进行工作的交
接，人才储备计划可以有效解决基层人员的职位空缺问题。

其次，企业应注重对于女性潜能的开发，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
理念，从人性化角度出发，考虑女职工的实际需求，会调动女职工的
工作积极性，激发女职工的工作热情，保证正常的工作，此外，企业
也要采取积极的沟通方式，在企业内设立女职工恳谈室、企业调解
室以及意见信箱等，建立企业与女职工的沟通渠道，给女职工表达
诉求的机会，从而有效的开发三期女职工的工作潜能。

4 结束语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不仅需要女性职工努力，更要得到

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支持，才能有效保障女性权益。全面放开“二孩”
是得民心、顺民意、利长远的实事，两孩政策的有效推行，能改善当
前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人文的进步能起到一定促
进作用。只有切实解决了女性劳动权益保护问题，特别是生育权益，
才会让“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国顺利实施，还能促进企业女性职业发
展。企业女性职业发展关系着企业长期的发展壮大，也是企业繁荣
昌盛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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