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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保障影响研究

肖苗苗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省太原市 030006

摘要：为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调整人口结构，2021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发布决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该政策实施以来，政策效果并非完美，我们要看到该政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女

性作为生育的主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女性就业问题。原本生育一孩和二孩时未解决

的矛盾和问题随着三孩的实施又会进一步激化，使女性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本文基于三孩政策颁布的背

景，通过文献综述法和调查问卷法分析了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通过对女性因生育遭

受的就业歧视问题提出建议，使得三孩政策能顺利实施，以减轻人口老龄化，调整人口就业结构。

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主要内容及方法和创新；第二

章包括相关概念以及国内外有关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文献综述；第三章通过以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分

析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现状及其对女性求职、职业发展现状及其他的影响；第四章分析三孩政策对女性就

业产生影响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第五章提出应对策略以利于女性公平就业和三孩政策更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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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 1 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同时也具有阶段性，随国家内外部环

境不断进行调整。上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一孩政策”很大程

度上减缓了人口众多带来的环境问题，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但其带

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1]
。

自此，国家 2016 年实施“二孩政策”，2021 年开放了“三孩政策”，这符合我国国情，

是我国人口问题下的必然选择，我们应看到其积极作用，这项政策的实施能带来更多劳动力，

利于调整我国人口结构，减轻人口老龄化。但伴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它所引起的各种现实

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于政策的直接影响对象——女性而言。女性的一系列权益会受到

严重的挑战，也势将需要面对更多不公平情况。比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效益优先的前

提下，女性生育过程被视为效益的副作用，影响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屡屡遭遇就业歧视。

在新生育政策情境下，女性生育的过程延长，造成了生育成本的直接增长，而作为生育成本

的最大承担者，女性势必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女性作为劳动力市场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生育的主体承担者。在三孩政策开放后最

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女性的就业。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剖析三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困境，

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保障三孩政策顺利实施、改善女性就业条件、推动男女平等提出

政策建议。

1.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对生育发展起主要作用的是女

性。因此，研究女性生育的相关问题，对人口发展和女性就业有很重要的影响。随着相关法

律法规的完善、经济的发展和性别平等思想的普及，女性就业者越来越多的进入劳动力市场，

成为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生育政策的实施，会让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更加凸显。

本文分析新生育政策情景下的女性就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保障女性就业的对策，在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在新生育政策下女性就业保障相关的理论。

实践意义：三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生育制度、就业保障、劳动力市场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现如今，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与男性近于平等，女性对于从职场上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也愈发看重。但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过程中，生育对于女性就业的影响越发严重。女性往往会

由于工作与生育无法调和而放弃生育，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政府的工作就变得很重要。本

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问题提出建议，使得三孩政策能顺利

实施，以减轻人口老龄化，调整人口就业结构。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以这样的逻辑顺序展开：

首先，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利用相关理论基础进行评述。其次，利用调查问卷法及

相关数据分析三孩对女性就业的深层次的影响。再次，对造成女性就业负面影响的原因展开

分析。最后，提出对于缓解女性就业负面影响的应对策略。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

第二章包括相关概念以及国内外有关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文献综述。

第三章通过以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现状及其对女性求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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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现状及其他的影响。

第四章分析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第五章提出应对策略以利于女性公平就业和三孩政策更好的落实。

1.3.2 研究方法

研究综合使用以下方法：

（1） 文献综述法

文献的收集主要来源于统计公报、统计年鉴、调查报告、有关杂志报刊、学术论文等。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深刻地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对国内论文及资料等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与相应的整合，了解目前国内关于

女性就业问题研究的热点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并在其中找到新的切入点。通过对三孩政策

下女性就业的相关文献数据进行整理和总结，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数据和理论支持。

（2）问卷调查法

采用问卷调查了解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平等的影响。围绕三孩政策可能对女性就业产生

的影响、原因和对策设计问题，通过问卷星平台组织调研，对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分析，获得

一手调查资料，以便更好地揭示女性就业现实状况。

1.3.3 研究创新点

本文主要是在新颁布的政策背景下，对于此政策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就业产生的

影响，以职业性别歧视、女性平等就业为理论基础，通过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相关调查问

卷研究，从女性就业的视角出发，研究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面临的新困境，具有一定的

新意。

第 2 章 概念和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介绍

2.1.1 三孩政策

三孩政策，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实行的一种计划生育政策。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2]

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此

举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

势。

2.1.2 女性平等就业

平等就业权是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统一。包括平等地位、权利、机会和规则等形式上的平

等以及包括禁止就业歧视、特殊群体就业保护、培训和保障在内的实质上的平等。《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
[3]
明确规定女性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妇女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就业权。用

人单位在录用招聘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之外，任何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理

由对女性拒绝录用或变相提高女性的应聘标准。

2.1.3 女性就业歧视

女性就业歧视是指女性在就业过程之中，招聘单位由于性别原因而拒绝对其录用的一种

社会现象。女性就业歧视严重阻碍了女性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发展过程

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及政策法规中尚未对女性就业歧视作出具体定

义，仅规定了女性在就业时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平等就业权，如劳动法第 13 条规定：“妇女

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之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妇女的录用标准”。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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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国外文献综述

受女性主义运动思潮的影响，国外关于女性就业平等相关问题研究较早，且集中于就业

歧视成因上，主要有以下理论和研究：

1.个人偏见歧视理论

该理论主要是由贝克尔（Becker）创建。个人偏见歧视理论是在“身心不悦”的前提条

件下提出的，换言之，“假设某人有着歧视的心态，则其偏向于以一类人群替代另一类人群，

且需要承担一定的费用。”该学者觉得此类偏见来源于客户、雇员、雇主等各种主体。贝克

尔提出的性别偏好理论主要是说雇主认为女性劳动者不如男性的个人偏见，若要雇用女性就

要适当降低薪水，而这种偏见很好解释了女性在入职、再就业、职业发展、孕哺期、退休、

薪酬等方面所遭受性别歧视的原因
[4]
。

2. 人力资本理论

T. W. Schults 和 G. S. Becker 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讲究效率的，雇主会尽可能通过

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5]
。Morgan 和 Mincer 认为人力资本投

资在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已婚女性预期工资更高
[6]
。

人力资本理论假定，由于生活模式的不同，男性与女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力

度也是有差异的。女性由于承担着分娩、养育和照料子女的主要责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

力资本投资和就业呈现出间断性的特征。相反的男性通常具有持续不间断的人力资本投资活

动，其人力资本存量高。这造成了男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量较女性高，从而雇主更愿意

选择男性劳动者，因为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量会给雇主带来更多的效益
[7]
。

Morrison 教授主要对于女性的职业生涯进行研究，他将女性职业发展概括为“两个高

峰一个低谷”。第一个高峰是指女性在已经就业但是未生育前。第二个高峰是指女性 36 岁

之后的十年间，这两个阶段或刚参加工作干劲十足并且没有孩子或孩子已经长大不用照顾，

而自身还充满精力业务精深。低谷期就在两个高峰期之间，一般是指生育到养育孩子 8 年

间，这段时间忙于照顾孩子而在家庭与职业之间忙碌，职业生涯受影响。

职业女性因为生育导致职业生涯、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再就业时也会处于弱势，因家

务负担、子女教育等家庭付出也会一定程度影响女性工作。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

大化，工作岗位因女性产假而空缺，必然要安排新人接手工作，培训新员工要花费时间和精

力，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增加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将愈加严重。

国外关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开始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在生育对女

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者克莱默（JamesC.，1980）
[8]
就

系统分析了生育与女性的职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发现女性生育和就业之间相互影响，

最初的生育率会影响就业，但从长远来看，就业会影响生育率。一方面女性因为生育和照料

孩子会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从而影响其职业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量的

劳动力，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度提高又会反过来影响妇女的生育意愿。

Fitzenberger 等（2016）指出尽管女性的职业定位越来越高，企业也越来越努力缓解

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但女性员工往往很难将职业发展与生育结合起来，社会角色模型中的性

别差异依然存在。通过对德国产假覆盖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女性员工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返

回工作岗位的情况的研究，得出结论：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即使是以职业为导向的成功女性，

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也有可能不再重返工作岗位。SV Rosser（2017）提出女性职业发展与

年龄密切相关，年轻的女性要承担生育以及照料孩子的家庭任务，其面临的职业发展和生育

照料孩子的角色冲突更加严重，难以平衡好工作与家庭
[9]
。

从国外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国外对于女性生育与就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尤

其是家庭和工作的协调方面。也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根据实际存在的现象进行表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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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对于实际提出的解决方案较少，给予我们启示。

2.2.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众多学者对国家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女性生育和就业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调查。目前来说，学者们在不同部分的角度持有的想法褒贬不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生育对女性就业影响方面。

宋月萍（2021）指出，育龄女性往往面临着生育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大部分女性会花费

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从而导致女性就业机会减少、职业发展潜力受限。张永

英（2021）指出，“三孩政策”的出台会让用人单位将女性职工视作多次生育者看待，从而

加剧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
[10]

。这些焦虑不无道理，据某招聘机构发布的《2021 中国女性职

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近六成的女性在求职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而同一问题仅

有两成男性会被问到。

2. 社会保险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方面。

薛宁兰（2021）积极肯定了我国 2021 年修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她指出，各地延长

产假、增设育儿假等做法是对的，生育假期属于国家福利问题，涉及妇女权益保障、儿童成

长以及家庭养老育幼功能实现等诸多方面
[11]
。

3. 女性生育意愿对就业影响的研究。

吴钦景,刘建糁(2021)通过数据对我国女性就业受生育状况的影响分析得出山东职场女

性三胎生育意愿不足一成[12]。2021 年鄂尔多斯市统计局随即对 467 位 20-50 周岁的适龄

女性进行了调查问卷。其中 274 位表示没有生育三孩的意愿，占比高达 81.07%。

我国在开放“三孩政策”之后，为保障政策的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做出相关决定，其中关于女性就业的有：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

度，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

成本分担机制，继续做好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的保障，做

好城乡居民医保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规

范机关、企事业等用人单位招录、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平等就业，落实好《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定期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专项督查，为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再就业

培训公共服务，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

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

方式。适时对现行有关休假和工作时间的政策规定进行相应修改完善。

宋月萍（2021）充分肯定了《决定》中为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而提出的“生育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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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工作和家庭”“弹性工作方式”等种种描述和考量，此次《决定》中的相关内容，才

是找准关键，才可能促进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

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往往会遭受就业歧视和很大的就业压力。笔者认为三胎政策的实施最为

重要的还是解决市场上的就业歧视问题和生育产假和生育保险问题。虽然《决定》中已经提

到了生育产假和生育保险问题，但用人单位存在的性别歧视可能较为隐晦，造成女性权益受

损。

第 3 章 生育政策下女性就业的发展现状

3.1 我国女性就业总体特征

3.1.1 女性就业参与率下降

图 3.1 我国 2009 年-2019 年女性就业参与率

图 3.2 我国 2008 年-2019 年男性劳动参与率

就业参与率，也叫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

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变革的一

大特征是劳动参与率稳步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于男性下降更快，且女性劳动参与率远

低于男性。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

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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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我国男女工资对待不平等

图 3.3 2000 年-2019 年劳动者平均小时工资变化

如图 3.3 所示，从 2000 年到 2019 年，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平均小时工资的变化表

明，女性的平均小时工资始终低于男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现象正在扩大和加剧。

据 CFPS 数据的得出，生育政策实施前，男女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异，在 2010 年，女性工资

平均比男性低 6855 元，而 2012 年男女工资差异扩大到 8916 元，在 2014 年和 2016 年，

分别扩大到 11387 元和 13172 元，性别工资差异在生育政策实施前后都呈现扩大趋势。

3.2 三孩政策下对女性就业调研分析

本次调查目的旨在对我国目前的女性就业现状进行调查，从问卷调查展开调研分析三孩

政策放开实施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影响。

3.2.1 研究设计及过程

本文将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中国女性就业现状及需求。制定详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

卷；其次，由于疫情影响，通过线上分发电子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回收并筛选问卷，废弃

无效问卷，统计数据得出结果。共计发放问卷 200 份，最终汇总后得到其中有效问卷达到

185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92.5%，筛选出三孩政策背景下有关女性就业保障影响作为本文的

研究内容。

根据 3.4“调查女性年龄统计图”所示，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年龄主要是 20~39 岁的

女性人口，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正处于事业和生育共同的黄金期，因此也是三孩政策影

响的主要群体。而为了保证样本的全面性，笔者还对少数 40 岁及以上的女性进行了调查。

据图 3.4“调查女性年龄统计图”所示，本次调查对象 20~25 岁的女性占比 20%，26~30 岁

的女性占据 26%，31~35 岁的女性占据 39%，35 岁及以上的女性占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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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调查女性年龄统计图

根据图 3.5“调查女性受教育程度统计图”可以看到，为了保证本次调查的全面性，调

查对象的选择涵括了各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并且都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由于高等教育

的普及，本调查样本中有一半以上的女性的学历居本科及以上。

图 3.5 调查女性受教育程度统计图

图 3.6 调查女性职业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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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3.6“城镇女性职业统计图”所示，调查样本中，私营企业与国家单位的的员工

各占 15%左右，而个体工商户占 28%左右，学生占 23%左右。为了确保样本的科学性，其他

职业也占有相当比例。而样本中的其它职业，主要是家庭主妇。

图 3.7 三孩政策的开放是否会加大女性求职难度统计图

三孩政策的出台，在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对女性的就业带来的难题
[10]

。据图 3.7

所示，在对适龄女性的调查显示，45%的女性认为三孩政策会加剧女性的求职难度，并且她

们认为这一影响会很大。而 40%的女性虽然认为这一影响较小，但也赞同三孩政策会加剧城

镇女性的求职难度。在统计调查中，显示有 70%左右的女性曾在求职过程中受到过歧视。

图 3.8 调查女性求职或发展中就业歧视主要表现的方面统计图

在此次调查问卷中，所调查女性在求职发展中遭遇了种种歧视，“在签约三五年内不得

生育的要求甚至达到了 30%左右”；男女工资不一致现象也较多，达到 22%；企业对于男女

职工区别对待的也高达 23%。

根据问卷调查研究的分析，三孩政策的实施确实会对女性的就业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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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传统的思想，女性在家庭中有着“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功能”，使得这一

新政在颁布后，对女性在家庭方面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其中包括了女性的生育压力增大，女

性的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对两性婚姻的依赖程度加深等等。

第 4 章 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4.1 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的主观原因

4.1.1 加重女性的自身压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不再只是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国家鼓励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

会就业，尤其是在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层面，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教育水平不断上升。

为女性就业提供了前提条件，促进了更多女性参与到社会领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全球性

别差异报告中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远超其他大多数地区和国家。但根据生理构造

差异，女性要承担的还有生孩子的压力，尤其是女性在承担家务、教育孩子方面还负着主要

责任。这就导致在国家实施三孩政策的时候，受主要影响的是女性，在生理健康和就业方面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女性在这时很难去平衡家庭和工作，会加大女性的自身压力。

4.1.2 导致女性职业能力退化

对于产后女性职业者这一特定人群而言，产后女性职业者的休息时间少、熬夜次数都会

对工作效率产生影响，严重的会导致企业面临高额的经济损失；而更为严重的是产后女性职

业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的问题。长期处于高强度和高压的工作之下，产后女性职业者的休息

时间得不到保障，经常的加班熬夜导致产后女性职业者的生理机能下降，心理问题的增加。

这些问题对于产后女性职业者实现自我价值，提升职业能力起到了阻碍和消极作用；长时间

的工作和没有固定的休假时间，会使得产后女性职业者被社会所孤立，人际关系得不到良好

的改善。由于产后女性职业者的工作特点和性质，导致了产后女性职业者不能有稳定的休息

时间和休假时间，在人际交往中处于劣势。许多产后女性职业者除了在自己工作的圈子内进

行娱乐和交流很少与外界产生共同话题和兴趣爱好，这便限制了产后女性职业者对于社会的

了解和自身的发展，致其职业能力退化。

4.2 三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的客观原因

4.2.1 现行法律体系还未完善，没有配套的保障政策

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关于用人单位歧视女性产假后返岗就业等违法行为的具体处罚措施

也不十分明确，并不能有效保障女性产后返岗能够得到公平对待
[11]
。我国《就业反歧视法》

还未纳入立法规划，没有明确的具体措施，缺乏系统而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用以保障女性产

后就业权利
[12]

。目前，三孩政策实施的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全面落实，涉及三胎背景下保护女

性职工权益的相关政策及相关措施仍亟需推出，这并未能完善保障女性就业， 相应的，也

不会对三孩政策的实施有好的影响。

4.2.2 用人单位对女性劳动者的性别歧视观念

女性就业过程是用人单位和女性求职者双向选择的过程，用人单位作为女性就业的直接

相对人，决定了女性求职者就业意愿的成功实现
[13]
。用人单位对女性劳动者的性别歧视观念

严重影响着女性就业整体的数量和质量。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为了保护女性孕产哺的合

法权益，女性员工在怀孕期间可以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不得加班等，生育后有产假、哺乳假

等，同时国家还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设置哺乳室，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三

孩政策后，女性劳动力成本增加，这就意味着用人单位要为此考虑雇佣成本。但以企业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说，就会对女性就业者产生歧视心理，并减少雇佣她们。

4.2.3 男女性别文化思想观念加重就业性别歧视

性别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对男女两性赋予不同的角色内涵，标志

着不同的文化指令和性别规范。然而，“文化滞后”是指社会文化变迁按照物质、精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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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顺序发生
[14]

。受文化继承所带来的强大惯性力量的影响，虽然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

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在社会劳动和社会参与中也越来越多地显示了

自身的良好素质和能力，但总体而言，就业性别歧视的文化机制依然存在。由于社会性别文

化、男女生理差异和我国传统思想的文化渲染，造成了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更加倾向于家

庭，而三孩政策的实施，更加加重了这种性别歧视，女性因多生育一个孩子所承担家庭更多

重担从而阻碍了职业发展。

第 5 章 三孩政策下促进女性公平就业的对策建议

5.1 政府层面

5.1.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女性平等就业

2022 年“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联合提交了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提案，

强调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是国际反歧视立法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尽快出台新的法律

法规，建立相对完整的法律制度。一个拥有健全完备法律体系的国家和社会，可以更好的为

女性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平等的就业环境，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浪潮中，

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通过立法规定实施男女平等就业制度。开通性别歧视举报通道，

鼓励女性群体加强自身的维权意识，有效避免用人单位在招聘、录用时对女性进行歧视。

5.1.2 明确救济途径，完善监管体系，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

根据就业歧视对女性带来的危害程度，加大对企业就业歧视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加用人

单位就业歧视的违法成本，保护公民就业的平等权。以此，用人单位才能更加关注、重视和

遵从相关的规章制度，从而更好的保护了女性就业的合法权益。

5.1.3 提高男性共同抚养责任，推动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完善男性育婴假制度，延长男性育婴假时间，通过男性育婴假的延长平衡家庭角色的分

配，不仅有利于女性就业，也可以增强男性对家庭事务的参与程度，也有助于企业相对减少

职场上的性别歧视现象。

5.2 企业层面

5.2.1 企业应贯彻优化生育的相关法律法规

各类企业都应该严格贯彻执行《劳动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相关法规的规定，把优化生育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社会责任和管理制度融入日常经 营

管理战略之中，创造条件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争取多作贡献。加大对生育职工夫妻劳动权益

的保护力度，对生育多胎女性员工提供更为优越的工作待遇。建立生育职工夫妻灵活的工作

时间制度，支持和关照生育职工夫妻对家庭和小孩的照顾，解除生育职工夫妻工作的后顾之

忧。

5.2.2 企业内部应形成优化生育休假的制度环境

优化和完善生育休假制度。从生育前、孕产期和生育后三个阶段不同特点对生育夫妻工

作进行保护，首先是，保障女性员工孕产期间合理的医疗服务和足够的休养时间，创造宽松、

愉快的孕产制度保障；其次是，通过生育夫妻的合理休假、灵活工作机制的调整与托育服务

的便利化，创造对婴幼儿照料的制度保障；再次是，保证生育夫妻在孕产休假期间的合法收

入，创造孕产期间经济收入不受影响的制度保障。

5.2.3 企业应配合政府塑造生育光荣的良好文化氛围

企业应加强对《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宣贯力度。优化生

育政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重要举措。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其发展与国家命运和社会稳定高度相关，应

该把推动优化生育政策作为社会担当和重要的社会责任来贯彻执行，坚定执行各种优化生育

政策，做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排头兵，重点是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家庭等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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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环节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进行正面宣传，加强适婚青年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丁克独身主义等不良社会习俗进行排斥，树立和推崇正

能量的社会风气
[15]

。

5.3 个人层面

5.3.1 女性提高个人竞争力

女性自身需要提高职业素养、增强业务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如果业务水平过硬，具

有不可替代性，能给用人单位带来优质收益，用人单位大概率不会因小失大，拒绝雇佣或者

辞退女性。同时，孕期女性应提高职业道德和岗位责任心，合理规划工作和休假时间。在即

将离岗休产假的时候和人力资源部门提前沟通，给用人单位预留充足缓冲时间，并且积极主

动地完成任务交接。

5.3.2 树立积极的性别观念和良好的就业观念

时代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每一个女性都应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和

良好的性别观念。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巾帼不让须眉，一代才女李清照的“生当做人杰，死

奕为鬼雄”的豪言壮语，今有女航天员刘洋登上太空，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我国首个诺贝尔

科学奖，在各行各业中，女性崭露头角，一点也不比男性差，甚至有的领域超越男性。男性

与女性在生理上存在差异，但在智商上不存在任何差异。女性要走出传统观念的束缚，男女

平等，女性也能撑起“半边天”，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加强学习，提高自身认识，不

断拼搏、奋勇前进，通过不断创造的社会价值实现人生价值，用才干与智慧创造新的成就。

5.3.3 女性不断加强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

当就业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用法律知识武装自己，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学习

业务专业技能知识，我们都知道，大学学习只是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如何自觉、自律，

但社会是个大熔炉，还必须在工作岗位上进一步学习，如果工作仅仅依靠大学所学的专业知

识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在不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如果不学习就会被社会淘汰。学习

是一种习惯，并且是终身的，不能因为处于孕产期就给自身找借口而放弃学习，这对子女的

教育具有耳濡目染的影响，同时也能让自己保持一定的工作状态，在产假后回归工作岗位能

够更加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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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adjust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a decision on Optimizing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on June 26, 2021, amending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vocating age-appropriate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healthy childbirth, and implementing the three-child polic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the policy effect is not perfect, we should se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policy. As the
main body of fertility, women are inevitably affected, the first is female employmen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chil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that had not been solved in the birth of
one child and two children will be further intensified, making the problems faced by women more seve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ree child policy promulgated backgroun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method, analyses the three child policy on the impact of female employment and its reason,
through to th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with fertility problems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
to make three child policy can smooth implementation, to alleviate the population ageing, population
employment structure adjustme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expound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research main content, methods and innov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includes related concep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fertility policy on female
employment.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male employ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male job hunting, career development
and other aspects based on the data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z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of the impac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on female employment. The fifth chapt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men's fair employment and
three-child policy.

Keywords: Three-child policy; female employment; employment 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