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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经济和社会的支柱，照料劳动至关重

要，但却常常被忽视。在世界范围内，妇女和女
童承担着大部分的无偿照料劳动：全球来看，
妇女从事着76.2%的无偿照料劳动，是男性的
3.2倍；在中国，妇女花在无偿照料劳动上的时
间大约是男性的2.5倍。妇女和女童肩负的繁重
而不平等的照料责任，是造成经济及社会各方
面性别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有酬照料劳动，
作为转化无偿照料劳动的重要载体，其价值也
通常被低估。例如，由家政工承担的有酬照料
劳动往往是非正规的，缺乏法律保护，这影响
了家政工的福祉及高性价比的家政服务的
供给。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这样的紧急事件加剧
了现有的不平等。许多因素增加了无偿照料劳
动量，例如学校停课、老年人和病人护理需求
的增加等。随着妇女在家中满足更大的照料需
求，其工作也不成比例地受到降薪和裁员的影
响，这种影响可能危及我们在女性劳动力参与
方面取得的本就很脆弱的成果。同时，家政工
也受到严重影响：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由于
封控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家
政工人（超过5500万人）面临着失去工作和收
入的重大风险，中国的家政工也面临着相似的
情况。

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照顾老人和儿童的
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大，给整个照料系统带来

更大的压力。而男女平等作为中国基本国策，
已载入中国宪法；现行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年）》倡导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共
同承担照料陪伴子女老人、教育子女等家庭责
任；《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也明
确提出了“缓解妇女的家庭育儿负担，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
担”的目标。

在此背景及《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合作
框架(2021-2025年)》下，联合国妇女署和国际劳
工组织共同发表了《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
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以更好地了解照料
劳动和照料经济在中国的情况，并提出了重审
照料劳动的社会安排以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和包
容的社会的政策建议。该报告对联合国妇女署
通过推动妇女在照料劳动上的付出获得认可和
报酬来变革照料经济的工作，及国际劳工组织
为有家庭责任的工人提供平等机会和待遇的体
面工作项目和倡导无偿照料再分配的工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它旨在为两个组织的相关工作提
供实证支撑，并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有用的
资源。为了实现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必须加
强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解决照料问题上的
问责制，并探索新的途径来认可、减少和重新
分配无偿照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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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由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和国际
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联合发起，其顺利完成
是多方努力和合作的结果。

本报告由曾湘泉、陆海娜、单志霞、熊督
闻、王馨悦和朱建军撰写。刘华博士做了部分
数据的基础分析。

本报告由林加蕾女士、王瑨宜女士（联合
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和黄群女士（国际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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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报告内容上的大量投入及其在报告审阅、
编辑和定稿方面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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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劳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
显。从需求端看，人口结构的变化、预期寿命的
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加之独生子女等政策的调
整，对照料服务需求的增加。从供给端看，中国
家庭规模变小，抚养比上升（即劳动年龄人口
比例下降），导致家庭对其成员的照料能力下
降。与此同时，新兴的有酬照料劳动行业依然
脆弱。家庭内部（往往是妇女）承担的繁重的无
偿照料负担就反映了这种照料劳动需求与供给
之间的不匹配。新冠疫情突显了有酬照料劳动
和无偿照料劳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妇女就
业的影响。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照料经济，本报告详
细分析和讨论了中国无偿照料劳动性别分配的
现状和变化，并估算了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和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我们还将家政行业（即提
供有酬照料劳动的行业）作为切入点，评估了
新冠疫情对照料行业的影响。有酬照料劳动反
映了无偿照料劳动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了解
新冠疫情对照料行业的影响。 

本报告使用国家统计局2008年和2018年
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计算了无偿照料劳动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性别分配方面的变
化。我们发现，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类似，中
国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及总劳动时长均远
高于男性。2018年，男女无偿照料劳动时间较
2008年均有所增加，这种增加主要体现在陪伴
和照料孩子、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和照料

概要
成年家人等方面。性别差距在大多数无偿照料
劳动的细分类别上都有所增加，无偿照料劳动
时间的性别分配还随城乡、教育、婚姻状况、年
龄、个人收入等的不同而不同。

其次，本研究估算了中国经济中无偿照料
劳动的价值以及妇女在其中做出的贡献。结果
表明，2018年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不少于 GDP 
的 25%，其水平维持在 22.6% 和 32.1% 之间，这
一结果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研究一致。其
中，妇女对无偿照料劳动的贡献尤为突出，约
为男性的两倍。  

最后，本报告探讨了新冠疫情对照料行业
的影响，主要是分析新冠疫情对家政服务行业
提供的有酬照料劳动的影响。该研究使用来自
一家领先招聘平台机构的大数据，结合访谈和
问卷，发现在新冠疫情的早期，照料劳动的供
需双双下降。家政服务企业和工人受到严重影
响，这反映了家政服务行业和有酬照料工人劳
动条件的脆弱性。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报告提出了一系列
政策建议，旨在促进中国照料经济的发展，满
足日益增长的对照料劳动的需求，同时减轻妇
女承担的无偿照料劳动负担。如果照料劳动的
供给状况不改善，其他的政府目标，如人口增
长、性别平等和“共同富裕”等也很难实现。主
要的政策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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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认识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将其纳入“家
庭卫星账户”的编制；1  

•  出台并实施支持优质照料服务发展的政策；

•  向有酬照料劳动提供者提供法律保护和社会
保障，并提高家政服务部门的组织化和专业
化程度，包括增加在家政服务管理和提供方
面的培训；

•  确保所有企业履行用人单位责任，落实国家
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并在工作场所引入家
庭友好的措施；

1  卫星账户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为基础，对其某些
概念加以修改而建立的附属核算体系。家庭卫星账户 (HHSA)
将生产范围的边界扩大到包括所有家庭非市场生产，并根据
相关交易或交换进行调整。家庭卫星账户可以提供家庭各种
生产活动的详细数据，是核算和分析无偿照料劳动的重要工
具（刘丹丹，2012；陆熊文，2013）。

•  营造一种支持性社会环境，减轻妇女承担的
有酬劳动和无偿照料劳动的双重负担，并减
少有酬照料劳动市场中的性别隔离。

以上建议将共同推动中国照料经济健康
的、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 照料经济；无偿照料劳动；性别；

新冠疫情；时间利用调查；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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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劳动对中国经济越来越重要。近年
来，照料的供给，或更具体地说，家庭承担的无
偿照料劳动，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和政策问
题。从需求端看，人口变化，包括预期寿命延长
和人口老龄化，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2，增
加了对照护人员的需求。老年人口在中国人口
中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2015年，60岁及以上
人口的数量约为2.2亿；到2025年，这一年龄段
的人口预计将超过3亿，到 2053年将攀升至约
4.82亿人的峰值（ 翟振武等，2017）。为解决这
一人口不平衡问题，中国在 2022 年进一步放宽
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所有夫妇最多生育三个
孩子。照顾老人和儿童的需求导致对有酬和无
偿照料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给整个照料行业
带来压力。

从供给端看，中国家庭规模变小，劳动适
龄人口比例下降，照料能力下降。根据国家统
计局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
报》，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比
2015年的平均3.10人减少0.48人。3此外，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市场提供的照料服务不规范，为照
料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都带来了巨大挑战。这种
供需不匹配尤其体现在家庭内部无偿照料的沉
重负担上，而这一负担主要落在女性身上（肖未
索，简逸伦，2020）。

照料劳动分为有酬照料劳动和无偿照料劳
动。实际上，大多数从事照料劳动的人都是女
性，而此类工作的价值被低估，甚至常常不被
视为工作。因此，认可和重视无偿照料劳动并
改善照料劳动提供者的工作条件将有助于改善
照料劳动提供者的状况，尤其是通常承担更多
此类劳动的妇女的状况。更好的条件和报酬可
以反过来提高所提供的照料的质量，从而更好
地满足需要照料需求。增加可负担的高质量有
酬照料劳动的供应应该会减轻无偿照料者的负
担，让有照料负担的个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寻求
自己的职业或个人发展。然而，如果任由市场提
供照料服务，照料服务价格的增加将减少收入
有限人群获得优质照料服务的机会，因此政府
需要将此视为一个政策问题。此外，照料劳动
的性别分工是衡量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
由于提供照料的大多是女性，因此认可照料劳
动的价值并为照料劳动提供报酬是促进性别
平等的一个关键因素。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性别分
工方式。经济的发展对这种分工模式提出了挑
战，同时中国政府也提倡男女平等。现行的《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4和《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5均提出要减轻女
性的照料劳动负担。

一

导言

2   中国自 1982 年 9 月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 2016 年随着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而被取消。 2021年，政策发生变化，允
许所有夫妇最多生育3个孩子。参见http://www.nhc.gov.cn/
wjw/index.shtml 。

3  参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442961451349051
&wfr=spider&for=pc 。

4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ht tp://w w w.gov.cn/
zhengce/content/2021-09/27/content_5639412.htm。

5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
wen/2021-09/09/content_56363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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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背景说明了研究和更好地理解中国
的照料劳动和照料经济很重要。尽管无偿照料
劳动和有酬照料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
替代，但无偿照料劳动不包括在国民账户体系
（NSA）中，而NSA是衡量对GDP贡献的主要经
济核算体系。认可和重视无偿照料劳动将更好
地反映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进展。承认
和重视无偿照料劳动将更好地解释社会福利和
经济发展方面的进步。对无偿照料劳动的研究
也将揭示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在平衡工作和
家庭生活中面临的双重压力，有助于更好地评
估女性对家庭、社会和经济的贡献。在社会层
面，了解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和女性为此付出
的代价，将有助于创造一种男女共同分担家庭
责任的环境，从而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分工。

为了解中国的照料经济，本报告探讨了如
下问题：中国无偿照料劳动的现状如何？对经
济有多大的价值？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分配是
怎样的？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了有酬照料劳动，
即家政服务行业和家政工？我们使用中国的时
间利用调查数据，研究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
来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分配所发生的变化。我
们估算了无偿照料劳动创造的经济价值，以及
妇女对这一价值的贡献份额。我们还研究了新
冠疫情对有酬和无偿照料劳动及妇女就业的影
响。家政服务行业，即有酬劳动的提供，是无偿
照料劳动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可能反映整个照
料部门正在发生的情况。因此，我们探讨了新
冠疫情对家政服务行业企业和工人的影响。

本报告结构如下：下一章节综述了有关照
料经济的文献，并归纳了分析和衡量照料经
济的各种方法；第三章节介绍了本报告的研
究方法和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
（CTUS2008）和2018年（CTUS2018）开展的时
间利用调查，分析了当前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
分配及其近年的变化，并估算了中国无偿照料
劳动的价值；第四章节介绍了分析和估算的结
果；第五章节使用58同城招聘平台的大数据，
结合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以家政服务企业和
家政工人情况为切入点探讨了新冠疫情对有
酬照料劳动的影响。报告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政
策建议，内容涉及进一步开展照料劳动研究的
必要性、如何提高对照料劳动重要性的认识，
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照料经济的发
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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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经济学（care economics）又称为照顾
经济学或关怀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研究家庭、市场以及政府行为中照料服务的生
产、分配和消费，以及上述领域中的照料服务
如何实现最优化配置以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
刘二鹏等，2019）。Becker（1995）充分肯定了无
偿照料劳动的价值，认为“现在该把居民无偿
照料劳动视为一个国家GDP中犹如商品和服务
一样的组成部分了。家务劳动占据居民大量时
间，这表明家庭生产在一个国家GDP中占有可
观的百分比”6。尽管照料经济为当下和未来人
口的养育和再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经
济支柱的照料经济一直未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
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传统经济学研究以男性
经验为主有关。 

随着劳动经济学、女性经济学、性别经济
学等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化，照料经济开
始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很多国家的此类
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内部从事照料工作的家庭
成员存在低就业率和即使就业也是低工资收入
的状况，即“家庭照料惩罚”（福布尔，宋月萍
译，2020; Azcona等，2020）。从事市场化有酬照
料工作的女性（从业者往往大多为女性），其收
入明显低于从事其他工作的女性，即“有酬照料
惩罚”（福布尔，宋月萍译，2020）。随后，学者
们又在有酬劳动的产业化、市场化等方面，研究
了有酬劳动的“定价机制”“成本控制”“质量
监督”和“劳动力供给”等问题（Himmelweit, 

2005; Budig&Misra, 2011; Mason&Kuhlthau, 
1989; Daly&Lewis, 2000; Folbre&Nelson, 2000; 
Klaver et al, 2013）。Himmelweit（2005）评估了
照料劳动市场及其失灵，说明了为什么需要政
府干预：考虑到照料需求的不同和能够用于支
付照料服务的资源的不平等，以及照料作为一
种依赖于劳动时间的商品的性质，提高生产力
和降低成本（通过降低工资）的市场激励措施
可能会导致照料服务质量的下降。反之，提高
工资又会增加家庭的照料成本，进而使许多提
供无偿照料劳动的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因
此Himmelweit得出结论，仅靠市场将加剧现有
的供求不平衡现象，并可能破坏劳动标准和劳
工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照料资源的稀缺、照料活动
的专业化、照料服务的商品化，经济学领域关
于政府是否以及怎样提供照料服务的政策研
究也逐渐展开（刘二鹏等，2019）。一些国家已
经认识到照料经济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重要组
成部分，出台了多种政策支持照料经济的发展，
旨在减轻女性负担，减轻或消除“家庭照料惩
罚”和“有酬照料惩罚”。政策目标包括承认无
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减轻无偿照料劳动负担、
并促进照料劳动在男女之间以及家庭、国家和
社会之间的再分配（Elson，2017）。除此外，还
强调了为有酬照料劳动从业者提供合理、体面
的回报，并保障其发声和集体协商的权利的重
要性（Addati等，2018） 。

二

文献综述

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1995-10-15/
housework-the-missing-piece-of-the-economic-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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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对照料经济、无偿照料劳动的研
究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介绍国外的研究，如
照料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刘二鹏等，2019）、照
料劳动对经济的重要性（沈尤佳，2014；福布
尔，宋月萍译，2020）以及无偿照料劳动价值
估算的方法（刘丹丹，2012）；另一类侧重于照
料提供在中国的实证分析，例如无偿照料劳动
分配上的性别差异（Dong和An，2015；贺光烨
等，2018）、价值估算结果（Dong和An，2015）、
中国照料劳动在国家、企业、家庭间的责任分
配（Cook和Dong，2011；Dong和An，2015；佟
新，2017）以及这种责任分配的变化对男女劳动
时间配置的影响（Rachel Connelly等，2018），
社会化照料对家庭照料的影响（纪竞垚，2020）
以及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余央央和封进，
2018）等。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表明，无偿照料劳
动对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及无偿照料
劳动和有酬照料劳动是可相互替代的。虽然照
料劳动越来越被认为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缺乏对该主题的深入研究和实证分析，部分
原因是数据有限，部分原因则在于中国学术界
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自2020年以来，与新
冠疫情相关的防控措施进一步突显了中国乃至
全球照料问题的重要性。新冠疫情对可部分替
代无偿照料劳动的家政服务行业产生了巨大影
响，这导致全球无酬家务劳动显著增加，而女
性无酬家务劳动时间的增加则明显高于男性。

基于此，本研究详细分析和讨论了中国无
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分配现状和变化，估算了无
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并以家政服务业和家政工
为切入口评估了新冠疫情对有酬照料劳动的影
响。下文对为我们处理和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
依据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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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偿照料劳动分配及其变化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定义，无偿照料劳动
通常是指个人为其家庭或社区内成员的利益所
提供的所有无偿服务，包括照顾人员和家务劳
动。常见的例子包括洗衣、烹饪、做清洁，以及
照顾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等。跟家务劳动或
照顾人员相关的志愿社区工作，如社区厨房或
儿童保育，也是无偿照料劳动的一种形式。它
不包括“自用商品生产”（例如生产商品供自己
使用）和“营利性”就业（例如在家族企业工作
但不领取工资或薪金的生产活动）（Addati等, 
2018）。

 
在无偿照料劳动的研究中，由于衡量无

偿照料劳动的标准不同，跨国数据往往并
不兼容，但总体而言，各国内部无偿照料劳
动的性别分配是清晰的。在全球范围内，研
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无偿照料劳
动。Charmes（2019）使用来自75个国家的数据7 
发现，平均而言，女性从事的无偿照料劳动是男
性的 3.2 倍，女性平均每天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为 272 分钟，而男性为 84 分钟。Miranda（2011）
使用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26个
成员国和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女性平均
每天比男性多花 2 小时 20 分钟从事无偿照料劳
动。在这种性别分工模式之下，无偿照料劳动
的性别分配模式进一步呈现出国别差异、国家
内部不同地区的差异、在无偿照料劳动不同组
成部分之间的差异，以及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和家庭成员年龄的不同而显示的差异。8 

根据Charmes（2019）研究的结果，在新
兴经济体中，80%的无偿照料劳动提供者是女
性，她们平均每天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276 
分钟，而男性为 68 分钟。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
平均为 65.5%（女性每天工作 260 分钟，而男性
为 137 分钟）。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数字约为 
86%（女性为 263 分钟，男性为 168 分钟）。在几
乎所有国家中，农村地区的女性比城市地区的
女性承担更多的无偿照料劳动。

关于无偿照料劳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性
别差异的研究较少。从变化趋势来看，Gimenez-
Nadal和Sevilla（2012）使用澳大利亚、加拿大、
芬兰、法国等七个工业化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
从1975-2005年间，虽然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无偿
照料劳动，但男性也逐渐增加了在无偿照料劳
动时间（家务劳动和照顾小孩）上的投入，从
1975的每周8至15小时增加到2005年的每周11至
17小时。从具体照料活动的性别差异上看，母亲
的育儿时间主要是生理照料和监管，占其育儿
活动的60%；而父亲花在教育和娱乐活动上的
时间则比母亲多（Veerle Miranda，2011）。

中国关于时间利用的调查始于20世纪80
年代9，但当时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并未对时间
做明确的分类，即没有关于有酬劳动时间、无
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明确界定，数据分析主要集
中于采用统计描述法分析居民在休闲、吃饭、
购物方面的时间利用情况，或者采用因素分析
法分析个人因素或社会因素对个人休闲时间的
影响（李浩杰，2017）。

7  这 75 个国家/地区的时间使用调查在问卷设计和调查时间框
架方面并不一致。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关参考文献。

8  可参阅联合国妇女署编制的数据，其中记录了新冠疫情高峰
期间的此类数据的相关变化：https://data.unwomen.org/
features/covid-19-pandemic-has-increased-care-burden-
how-much -0

9 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雅林教授于1980年对哈尔滨、齐
齐哈尔的9个城市开展了时间利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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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在北京等10个省
市开展了第一次正式的居民时间利用调查10，中
国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研究也以此数据为基础
逐步展开。Dong和An（2015）使用统计局2008
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发现，在全样本中，女性
承担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远高于男性（女性为
每周27.3小时，男性为每周10.6小时）。在城镇样
本中，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每周27.6小
时，男性为12.9小时，在农村样本中，女性的无
偿照料劳动时间为每周26.9小时，男性的无偿
照料劳动时间为每周8.1小时。李浩杰（2017）使
用2008年统计局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得出类似
结论。

其余研究则聚焦于无偿照料劳动的具体组
成部分，如刘娜和de Bruin（2015）使用2010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在工作日，妻子
比丈夫在家务劳动上每天多花费131.5分钟。齐
良书（2005）使用2000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
查数据发现，女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比男性多
106分钟，男性仅分担了25%的家务劳动。杨菊
华（2014）使用1990年、2000年、2010年妇女
地位调查数据中18-55岁的已婚人群样本研究发
现，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231.31分钟，
而男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94.91分钟，远
低于女性。

综上所述，国际上的研究大多探讨无偿照
料劳动、有酬照料劳动与闲暇时间之间的关系、
无偿照料劳动的影响因素、无偿照料劳动或家
务劳动等某一组成部分的国家差异。一些国
家，特别是澳大利亚、芬兰、加拿大和西班牙等
高收入国家，以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丁美
洲国家，在国家层面对无偿照料劳动进行了系
统的数据收集，有些国家甚至持续了几十年。其
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数据有限以及学者
或政策制定者对无偿照料劳动的重视不够，缺
乏对该主题的研究。一些中国的研究只关注无
偿照料劳动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例如家务劳
动，但对无偿照料劳动的整体情况了解甚少。一
些研究使用中国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研
究了无偿照料劳动。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
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有研究已无法反映近年来中国无偿照料劳动
性别分配的变化，因此本报告尝试填补这一
空白。

10 关于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在本报告的第三部分做详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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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方法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的估算方法主要有投入
法和产出法。投入法是指估计居民在无偿照料
劳动中投入的劳动价值，使用花在无偿照料劳
动上的时间和这项工作的相应“回报率”来估
算。根据所使用的“回报率”或工资的不同，投
入法可以进一步分为机会成本法和替代法。

机会成本法假设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个体
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有酬劳动，并将有酬劳动
的市场工资看作其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机会成
本。机会成本法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区分居
民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具体类别，具有简便的
特点。但是，由于不同个体的市场工资率不同，
其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机会成本也不尽相同，
所得到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差异也会非常大。
同时，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个体可能在市场上
难以找到工作，因此，尽管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
居民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机会成本，但可能会
高估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Miranda，2011）。

替代法假设无偿照料劳动不由家庭成员承
担，而是雇人完成的，以雇人的成本作为无偿
照料劳动报酬率。替代法又可分为专业替代法
和综合替代法。专业替代法假定不同的无偿照
料劳动由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员提供（如做饭由
厨师提供、洗衣由洗衣工提供等），以该类人员
的市场工资率作为无偿照料劳动报酬率。专业
替代法的优点在于：它对从事无偿照料劳动行
业做了更细致划分，从而提高了估算准确度。
缺点在于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家庭成员和专业
服务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积极性是不一样
的。例如，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可能具有更高
的生产力，这可能导致高估无偿照料劳动的价

值（Giannelli等人，2012）；而家庭成员提供无
偿照料的动机可能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
低估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

综合替代法假定全部无偿照料劳动由一
位服务人员提供，以该服务人员的市场工资率
来替代无偿照料劳动报酬率。综合替代法简单
直接，因为找到家政工人或者管家的工资率很
容易（戴秋亮和詹国华，2010），缺点在于，不
是所有无偿照料劳动都能够由家政服务部门
提供，不能由家政服务部门提供的无偿照料劳
动的市场价值就难以找到参考标准（刘二鹏
等，2019）11 。

产出法关注无偿照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这种工作的价值可以通过无偿照料劳动产品和
服务的数量乘以市场上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价
格得到。产出法与国民账户体系中使用的方法
一致，因此理论上它与国内生产总值更具可比
性。同时，由于它核算的是各项活动的增加值，
因此一般也不会忽略那些“同时进行的活动”
的价值。但是，这种方法要求详细核算每一项
无偿照料劳动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及其市场价
格，对于数据有着很高的要求（刘丹丹，2012），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很少使用。

11  此外，还有一种将上述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混合”法。例
如，将家庭佣工的工资计入家务，将专业工人的工资计入
护理任务。这项建议是澳大利亚统计局于1999年提出的，
后来被墨西哥应用，并扩展到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
家。我们感谢Soledad Salvador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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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估算结果 

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逐渐引起了越来越
多的国际关注。199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使用机会成本法、专业替代法、综合
替代法，估算了OECD 8个成员国的无偿照料劳
动价值（Caillavet等人，1995年）。研究表明，若
被估值，无偿照料劳动将占每个国家GDP的很
大比例。例如，在澳大利亚，无偿照料工作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52%至69%，其中妇女占65%至
66%。在加拿大，无偿照料工作的价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30.6%至46.3%，其中妇女占57.6%至
63.4%。Sousa Poza等人（1999）根据1997年的
瑞士劳动力调查，估计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占
GDP的27%至39%，其中无酬家庭育儿的价值占
GDP的5%至8%。Giannelli（2012）等人使用欧
洲收入和生活水平调查（EU-SILC）数据和欧洲
时间利用统一调查（HETUS）数据，估算出欧洲
无酬家务劳动和无酬家庭育儿的价值占GDP的
17%-31.6%。Suh和Nancy（2016）利用美国时间
调查数据，估算出2010年美国无偿照料劳动价
值约占GDP的43%。

对中国无偿照料劳动价值的估计研究目前
较少。Dong和An（2015）使用机会成本法、收入
法和替代成本法，计算出中国的无偿照料劳动
价值占GDP的25.1%-32.2%。李浩杰（2017）在机
会成本法中考虑到了样本选择偏差，利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PSM）获取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调
查居民的有酬市场工资率，然后利用Heckman
两步法和明瑟工资方程估算出不参与劳动力
市场的调查居民的保留工资，估算出无偿照料
劳动价值占GDP的45%。王兆萍和张健（2015）
在投入法的基础上，构造了线性替代法，利用
200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估算出甘肃省
的无酬家务劳动价值占甘肃省GDP的34.63%。
廖宇航（2018）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数据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工资
数据，采用机会成本法、综合替代法和行业替
代法进行估算，发现家务劳动的价值约占GDP
的30%。吴燕华（2018）设计了住户投入产出
问卷，对浙江省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进行了估
算，发现女性承担的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占全
省GDP的16.5%，而男性仅占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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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结果的文献汇总

作者 国家/地区/省份
原始数
据年份

方法
无偿照料劳动价
值占GDP的比重

Sousa-Poza 等人（1999） 瑞士 1997 替代法和机会成本法 32.0%-47.0%

Caillavet等人（1995） 澳大利亚 1992
机会成本法、专业替代法和综
合替代法

52.0%-69.0%

Caillavet等人（1995） 加拿大 1992
机会成本法、专业替代法和综
合替代法

30.6%-46.3%

Suh和Folbre（2016） 美国 2010 专业替代法 43.0%

Giannelli等人（2012） 欧洲 2006 机会成本法、综合替代法 17.0%-31.6%

Dong和An（2015） 中国 2008 机会成本法、收入替代法 25.1%-32.2%

李浩杰（2017） 中国 2008 机会成本法 45.0%

王兆萍和张健（2015） 中国甘肃 2008 线性替代法 34.6%

廖宇航（2018） 中国 2011
机会成本法、专业替代法、综
合替代法业替代法、综合替
代法

30.0%

吴燕华（2018） 中国浙江 2015 产出法 22%-30.3%

上述文献表明，在所有被研究的国家中，
无偿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均占GDP的相当大
比例。此外，大多数涉及性别间无偿照料劳动
价值差异的研究都发现，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
价值远高于男性。不过，由于时间利用调查问

卷设置的不一致性，以及对劳动力的范围界定
不同，各国间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并不完全可
比，同时，也缺乏对一个国家无偿照料劳动价
值变化趋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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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来自全球各地的研究发现，新冠疫情
已经减少了支持或替代家务工作的有酬照料服
务的可获得性，例如快递、外卖送餐、家政服务
和托儿设施，从而增加了家庭无偿照料劳动的
负担（Brückner等，2021；Seck等，2021；Azcona
等，2020）。随着针对疫情的封锁政策，女性
更有可能失业，因为她们往往集中在更加灵
活、不稳定和低薪的工作中，包括家政服务部门
（Foley和Cooper，2021）。此外，为了抗击疫情
而实施的隔离措施导致家庭内部工作的激增。
当孩子们在家上课、家庭成员在家工作和用餐
时，家务劳动（如清洁、烹饪、购物和子女学习
辅导等）大幅增加。在增加的无偿照料劳动中，

女性（尤其是有子女的女性）通常承担比男性
更大的份额（Yaish等，2021；Chauhan，2021；Huls
等，2022；Xue和McMunn，202112）。这些研究
表明，疫情和相关政策不仅增加了从事有酬照
料劳动的女性失业率，而且通过减少有酬照料
（家政工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供应，间接增
加了无偿照料工作的负担。在中国，由于难以获
取关于疫情对无偿照料劳动直接影响的数据，
目前只有少数关于对小型和中型企业（包括提
供家政服务的企业）及其工人影响的新闻报道
可供参考。迄今为止，仍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分
析疫情对有酬照料行业的影响，探索疫情对无
偿照料劳动的间接影响。

（四） 新冠疫情对无偿照料劳动的影响

12 参阅联合国妇女署的研究：“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increased the care burden, but by how much?’” 2020年
12月，https://data.unwomen.org/features/covid-19-pan-
demic-has-increased-care-burden-how-muc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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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内外关于照料劳动的政策实践

国际劳工组织总结了可以概括为5R的政
策实践，即认可（recognize）、减少（reduce）、
再分配（redistribute）、奖励（reward）和代表
（representation）五个方面。认可是指消除对
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认为无偿
照料劳动是女性的天然义务的观念，承认无
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并在政策设计和实施时体
现对无偿照料劳动的支持。减少是指通过公
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减少无偿照料劳动方面的
时间投入。再分配是指无偿家庭照料劳动时
间在男女，在家庭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再配置。
奖励即对有酬照料劳动提供者给与合理的回
报，实现体面劳动。代表是指照料劳动提供者
有社会发声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和机会（Addati
等，2018）。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照料劳动由家庭、
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
种照料责任大部分由家庭来承担。例如，随着
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不再开办托儿所提供托
儿服务，大部分育儿责任又由家庭中的女性承
担。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开始更加
关注无偿照料劳动问题。《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年）》提倡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共
同承担照顾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庭责任，缩小
两性在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上差距。该文件督促
用人单位落实探亲假、职工带薪休假、配偶陪
产假等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实施灵活休假和弹

性工作制度，创造生育友好的工作环境，支持
男女职工共同履行家庭责任。同样，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2021年7月的一项决定重点优化计划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包括发
展“普惠服务体系”，鼓励雇主制定有利于员工
平衡工作与家庭，并照顾婴幼儿的“生育友好”
措施，包括通过灵活的假期和工作安排。13在市
级层面，《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对
普惠性托育机构给予补贴 ，北京市政府支持幼
儿园、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开展托育服务，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

为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2019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
意见》，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
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2022年工作要
点》。但是，家政服务业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
标准不够明确、不够细化等问题；服务提供的
标准很多，但服务评价的标准很少，且已有的评
价标准也很模糊。此外，由于标准更新缓慢，跟
不上不断变化的现实，因此难以实施（李舒婷，
章嘉薇，2020）。根据上述政策，一些中国企业
也开始尝试减轻员工的家庭负担。但是，政府
和企业投入的不足，意味着优质公办幼儿园供
给不足、教师性别比例失衡、管理机制薄弱。因
此，尽管国家和企业都制定了减轻无偿照料劳
动负担的政策或措施，但在实践中具体落实不
到位的问题仍旧非常突出。

13 详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
tent_56261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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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鉴
别、整理、分析，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
的方法（杜晓利，2013）。在本研究中，我们从
Becker（1965）关于无偿照料劳动的经典论断出
发，回顾经济学、性别或女性经济学领域关于
照料劳动、照料经济的权威文献。还研究了UN 
Women、ILO和OECD等国际组织关于照料劳动
的最新报告。这些经典文献和研究报告为本报
告中的结果分析和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逻辑支撑。我们研读了有关照料经济、无偿照
料劳动时间及其变化、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
方法、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结果等文献，通
过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分析了已有研究
的不足，并探讨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我们研读
的文献来自Econlit with FullText、Springer、中
国知网等各类期刊数据库，以及行业研究报告
等网络材料。

2. 深度访谈

访谈法是质性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通过个人
访谈和集体访谈两种方式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

一手信息，运用归纳法分析访谈资料，深化对
访谈问题的认识（杨威，2001）。2020年10月，
我们在北京和武汉选取了多家家政服务企业，
对高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家政工管理人员进行了
深度访谈（4家企业共13名受访者），了解家政企
业的组织结构、性别构成、用工特点。我们还访
谈了这些企业的家政工，通过这些家政工，我
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特征、工作经
历以及受疫情的影响程度。其中，访谈的主要
对象是就业市场中年龄偏大、脆弱性较高的女
性家政工。

3.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法是指通过收集、整理数据，运
用统计分析方法处理数据来挖掘数据潜在价
值，从中得出可行的管理决策或政策建议（刘
学英、郭炯，2021）。我们运用描述统计分析、
交叉分析等方法将数据制成二维交叉表格，通
过表格体现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中国居民时间
配置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等。同时辅以作图，直
观呈现研究关注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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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

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是中国国家统计局
参考联合国和欧盟统计局相关标准，结合中国
实际情况，设计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时间利用
调查。在调查方式、调查时间、问卷设计等方面
具有国际可比性，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
基础。中国国家统计局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
在北京、河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广
东、四川、云南和甘肃10个省市开展了两次中国
居民时间利用调查 14。调查户利用国家统一的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样本框，以省级为总
体，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取。2008年
共调查16661个家庭户，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户
中15－74岁的人口，共调查37142人。2018年共调
查20226个家庭户，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户中
15周岁及以上常住成员，共调查48580人。两次
调查都采取日志表的方式调查居民的时间利用
情况。日志表分为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日志表
和休息日（周六、周日）日志表15两部分，记录了
从凌晨4:00至次日凌晨4:00的居民时间利用情
况。报告中的无偿照料劳动包括五部分内容：
家务劳动16、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
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及与其他17。

2. 其他调查数据来源

为了估算照料劳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需
要有关GDP、就业和工资的额外数据。本研究
使用国家统计局收集并发布在其网站上的统计
数据。该数据库包含月度、季度和年度数据，以
及区域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国际数据。本研
究主要使用有关GDP、人口、就业和工资的年
度数据。

此外，我们还利用了多期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的数据。每轮数据采集在年初进行，采
集上一年度的年收入和消费信息。本研究使用
2008年和2018年的CHIP数据。CHIP2008包括
8000个农村家庭、5000个城市家庭和5000个
农民工家庭。CHIP2018包括城市（包括流动人
口）和农村问卷。CHIP产生的工资数据被中国
官员和学术界广泛使用。

（二） 数据说明

14 2018年调查中包括上海，为保证2008年与2018年两期调查的
可比性，本报告使用的汇总数据中不包括上海。

15 报告中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是对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按5/7
和2/7加权处理的结果，表示一周任意一天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的平均水平。

16  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中家务劳动（为自已和家人最终消费提
供的无酬家务劳动）指为自己和家人最终消费进行的准备食
物、清理住所环境、整理衣物、购物等无酬家务劳动，包括准
备食物、饮料及相关的清理活动，住所及周边环境的清洁整
理，洗衣、整理衣物，购买商品与服务，饲养宠物，自己动手进
行的小规模装修、维护和修理，家庭事务的安排与管理，其他
活动，相关交通活动，共计9个中类活动，19个小类活动。

  2018年时间利用调查中家务劳动指为自己和家人进行的、无
偿的家庭事务劳动。包括烹前清洗准备食物，烹饪饭菜，准
备茶水饮料，清理餐桌餐具、清理住所、清理护理地板、洗衣
和整理衣物等；住所内观赏植物培育，家庭花园庭院维护、
清理树叶等；喂养、清洁、溜宠物，为宠物看病、美容等；对
自有住房进行小规模维修、装修、改造，对个人和家庭物品的
制作、安装、调试和修理，对交通工具（指生活用）的保养和
小修理等；为家庭制定购物、投资理财、聚会、装修、旅行等
计划。

17 关于200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的日志表内容等相关信息
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data.stats.gov.cn/ifnormal.
htm?u=/images/timefind/index.html&h=1070；2018年中国
时间利用调查的汇总数据见国家统计局文科司 《时间都去哪
儿了： 201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统计数据》. 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2019。在本研究中，“其他”类别的无酬劳动包括购
买商品或服务、公益活动等。2008年数据中的“购买商品或
服务”类别还包含“赴专门机构办理特定服务”，其中包含的
看病就医等类别不属于照料劳动范畴，因数据限制，无法将
此数据剥除， 但因其数值极小， 对结果几乎不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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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8同城招聘平台大数据

58同城（58.com Inc.）旗下网站58同城
（www.58.com）和移动应用程序的每月独立
访问量显示，58同城是在中国最大的分类广告
在线市场。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在线服务
覆盖中国大陆338个城市、491个县、12000多个
乡镇。这种“大数据”对于分析中国蓝领招聘市
场具有优势，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对家政等行业影响的有力证据。

4. 问卷调查数据

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我们对北京家政服
务企业和家政工进行了问卷调查18，以补充和验
证深度访谈所获得的信息。问卷调查的内容主
要包括：家政企业的组织特征、招聘情况、订单
量、营收情况、应对疫情的方法以及享受的政
策等。对于家政服务人员，问题包括个人特征、
工作经历、工资、雇佣关系以及是否在疫情期
间工作等。

18 3家企业和93名工人完成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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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8年和2018年中国时间使用调查
的数据，我们分析了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性别分
布的现状和变化。图1和附表1显示了2008年
和2018年男性和女性分配给有酬劳动、无偿
照料劳动和非生产活动19的平均时间。从图1可
以看出，中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有以下几个
特征：

首先，女性花在无偿照料劳动上的时间比
男性多得多。与2008年相比，有酬劳动时间性
别差距有所扩大，从2008年男性每天平均多出
82.1分钟，到2018年约为102.3分钟。有酬劳动时
间性别差距的扩大很可能意味着男女收入差距
的扩大：也就是说，男性的收入在过去十年中应
该相对于女性有所增长。然而，无偿照料劳动
时间20的性别差距略有缩小（140.4分钟至140.3
分钟）21。尽管这十年来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差

距并未继续扩大，但女性每天花在无偿照料劳
动上的时间仍比男性多出近2.3小时，这表明家
庭内的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情况几乎没有改善。

这些变化的另一个指标是男性和女性在每
种类型的工作（有酬劳动和无偿照料劳动）上花
费的时间比例。这些比率表明，总工作量几乎
保持不变，而女性花在无偿照料劳动上的相对
时间有所减少，尽管它仍然很高（从2.8到2.5），
而男性有酬工作的比例略有增加（1.4到1.5）。还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指标是每个性别的有酬劳动
和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分布。在这种情况下，
结果与其他国家非常相似：女性在有酬劳动和
无偿照料劳动之间几乎平均分配时间，在2018
年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有所增加（从48.6%增加
到52.0%）；相比之下，男性在有酬劳动和无偿

 四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节介绍基于上述方法和数据的分析结果。在第（一）节中，我们介绍了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及

其变化，按性别细分，进一步探讨了这些时间如何因其他特征（城乡、教育、年龄和婚姻）而变化。
在第（二）节中，我们估算了中国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最后第（三）节我们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对
有酬家政服务行业和家政服务工人的影响，以此间接评估对无偿照料劳动的影响。

（一） 中国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性别分配现状及变化

19 本部分的图均基于文末附表中的部分数据绘制，文末附表
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2008和2018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计算得
到，附表提供了比图更丰富的信息，包括如家务劳动、陪
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
和其他活动的时间配置情况。余同。

20 本报告中时间差值为女性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减去男性无偿照
料劳动时间。

21 本报告的计算结果显示，从2008到2018年，无偿照料劳动
时间的性别差距缩小了0.1分钟，而《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
调查公报解读》（以下简称《公报解读》）计算得到无偿
劳动时间的性别差距缩小了4分钟。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
因是《公报解读》中的各项活动时间，均包含了相应的交
通时间。交通时间可能反应了家庭的居住位置、使用的交
通工具等经济状况或其他因素，将交通时间相应归为各项
活动时间的做法过于主观，因此，本报告没有直接采用
《公报解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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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比例为8:2，无偿照料
劳动时间在2018年增加到22.7%。

其次，女性的劳动时间多于男性，但她们
的收入却较低。在2008年和2018年，男性从事
有酬劳动的时间都多于女性，而女性从事无偿
照料劳动的时间多于男性，但女性的总体劳动
时间（包括有酬劳动和无偿照料劳动）大于男
性。2008年，女性平均每天比男性多工作58.3分
钟，到2018年下降到38.0分钟。换句话说，女性
总体上比男性工作时间更长，因为她们每天多
做约2.3小时的无偿照料劳动。这种差异，连同
其他因素，包括歧视、劳动力市场隔离和不平
等报酬，导致他们的收入22大大降低。

加到2018年的38.1分钟和6.0分钟，见图2）。而
划入其他类别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性别差距
从2008年的9.0分钟增加到2018年的10.4分钟。
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差距的缩小可能与高科技产
品，如洗衣机，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家用电器
的使用和普及有关，也可能与男性较多的参与
这部分劳动有关。

第四，女性花了更多时间在体力消耗大或
回报较少的家务劳动上。与无偿照料劳动的其
他组成部分进行纵向比较发现，尽管从2008年
到2018年，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
距有所缩小，但家务劳动仍然是无偿照料劳动
中性别差异最大的部分（2008年，男性为48.0，
女性为158.6分钟，见图2）。相比之下，在归入其
他类别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公益等），即比较
轻松且有与他人有沟通交流的劳动上，性别差
距最小。家务劳动会消耗女性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而其枯燥无味也容易引发负面情绪，使女
性付出更多无形的情绪劳动，因此也更容易影
响其在有酬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与回报。

第五，女性也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情绪和情
感劳动上。在2008-2018年期间，男性和女性
在无偿照料劳动上的时间有所增加（见图1）：
从2008年男性79.8分钟和女性220.2分钟增加
到2018年男性93.3分钟和女性233.6分钟。这增
加主要体现在陪伴照料孩子、护送辅导孩子学
习和陪伴照料成年家人上（见图2）：2008年男
性花在这些活动上的时间分别为6.9、5.2和1.6
分钟，到2018年分别增加了11.1分钟、0.9分钟和
6.7分钟；女性花费的时间分别为23.3、9.6和2.0
分钟，到2018年分别增加了32.8分钟、2.5分钟
和9.7分钟。这一增长可能部分与“独生子女”
政策（见脚注2）放宽以来家庭需要照顾的子
女数量的增加有关（颜宇，2020），也可能是社
会更加重视儿童保育和教育的结果。这种性别
差距的扩大表明，女性用于照料儿童和其他家
人的时间增加，而这类照料劳动最需要情感投

22 根据CHIP（2018）的数据，男性平均每小时收入29.5元，而女性
每小时收入24.2元。

图 1
2008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时间配置

第三，家务劳动的性别差距略有缩小，而陪
伴照料孩子、护送辅导孩子学习时间的性别差
距在扩大。从无偿照料劳动各组成部分的性别
差异来看（见图2和附录表1），洗衣做饭等家务
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有所缩小（从2008年的
110.6分钟减少到2018年的82.3分钟），而陪伴照
料孩子、护送辅导孩子学习时间的性别差距有
所扩大（从2008年的16.4分钟和4.4分钟分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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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此女性付出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要比
男性更多。而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的社会价值
很高，但其经济价值却被大大低估或被基本忽
略。这一发现对探究“三孩”政策实施后可能产
生的变化也有参考意义。

图323显示了城乡地区按性别分列的无偿照
料劳动时间。数据显示，2008年城市女性的无
偿照料劳动时间略高于农村女性（分别为每天
237分钟和230分钟），但2018年情况正好相反
（农村女性为232分钟，城市女性为229分钟）。
从附表2可以看出，2008年城市女性无偿照料
劳动时间较多，主要是因为与农村女性相比，
她们花在护送辅导孩子学习和其他活动上的时
间更多。但是，到2018年，在护送辅导孩子学习
以及其他活动时间方面，农村女性较之城镇女
性有所增加，这导致无偿照料劳动总体上出现
逆转。这两年农村男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均
低于城市男性（2008年和2018年农村男性分别
为69分钟和83分钟，2018年分别为111分钟和98
分钟）。从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构成来看，城乡时
间利用性别差异最大的是家务劳动，其次是陪
伴照料孩子生活（见附表2）。

图 2

2008年和2018年无偿照料劳动各组成部分的时间
配置

23 国家统计局. 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资料汇编. http://www.stats.
gov.cn/zt_18555/ztsj/2008sjly/；时间都去哪了：2018年中国
时间利用调查统计数据 /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统计司
编.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12，P175.

除了无偿照料劳动性别总体差异外，2008
年和2018年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在
城乡、教育、婚姻、年龄和月收入上也呈现出
不同。

1. 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城乡差别

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性别分布的城乡差别在
国际上没有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是因为各国对
城乡的划分标准，如城市的规模和行政划分等
并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各国经济发展程度
不一样，比如农业国和工业国的时间利用方式
存在明显差异。

图 3

2008和2018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无偿照料劳动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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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差距来看，2008年
和2018年农村地区的性别差距都大于城市地
区。2008年，农村地区女性每天比男性多工作
161分钟，2018年多工作149分钟，而在城市地区
差距分别为126分钟和131分钟。随着时间的推
移，农村地区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性别差距在
缩小，主要是因为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差异
在缩小。然而，在城市地区，性别差距已经扩
大，这主要是由于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时间增
加了。从附表2可以看出，2008年至2018年间，
城乡男性和女性花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时间
均有所增加；但城市地区的增幅更大，导致图4
中按性别划分的总时差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
包括随着2016年二胎政策的出台导致的家庭规
模扩大，或者教育负担加重，城市家庭照顾孩
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女性肩上。

 

2. 不同教育水平下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教育会影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念以及对家
庭的经济贡献，并由此影响个体在家庭内部的
话语权。2018年的数据分析显示，在25-55岁年
龄段24中，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无偿照料劳
动的性别差距在缩小（见图5）。

 

总体而言，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随着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少，而男性的无偿照料
劳动时间则相反增加25。图6显示，男性无偿照
料劳动时间在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为77.1分钟，
高中教育水平为84.2分钟，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
为96.8分钟。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分别为
245.5分钟、241.3分钟和211.6分钟。尽管二者之
间差异仍很明显，但这些变化也说明了教育在

图 4

2008年和2018年农村和城镇无偿照料劳动各组成
部分的性别差距变化

图 5

2018年不同教育水平无偿照料劳动各组成部分的性
别差距（25-55岁人口） 

24 25-55岁年龄段有时在中文中被称为“黄金年龄段”。55岁
的截止年龄用于分析，因为这是妇女的官方退休年龄。

25 来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资料汇编.和《时间
都去哪了：201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统计数据》的数据显
示，男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先下降
后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本报告和统计局对教育的分组方式
不同造成的。本报告将教育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
大专及以上”三类，统计局将教育划分为“未上过学、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七类。

注：纵轴是女性和男性每天工作分钟数的差异



22

图 6

2018年25-55年龄段不同教育水平无偿照料劳动各
组成部分时间配置 

缩小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差距方面的积极
作用。

从无偿照料劳动的不同组成部分来看，男
性和女性用于洗衣做饭清洁等的家务劳动时间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少。然而，无论受教
育程度如何，女性的家务时间远多于男性。在
无偿照料劳动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受教育程度
的性别差异很小。最大的性别差距集中在“初
中及以下”群体，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比男性
多2.5倍。这表明较高的教育水平（通常也与较
高的收入或社会经济地位相关）有助于减少女
性的家务时间⸺通常被认为是情感回报最低
的无偿照料劳动领域。高等教育还与男性用于
此类工作上的时间增加有关。缩小这些性别差
异有利于促进女性的职业发展和普遍的性别平
等。此外，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男性和女性在
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的时间
都增加了，说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男性和女
性都更加重视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然而，无

论教育水平如何，女性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的时间都比男性多。（详附录
表3）。

3. 不同婚姻状态下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妇女承担了婚后增加的大部分无偿照料劳
动的负担。李浩杰（2017）、Dong和An（2015）
和Charmes（2019）等人的研究表明，婚姻状
况和家庭中是否有孩子以及对老人的照顾是
影响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重要因素。图7展示
了2008年和2018年不同婚姻状态群体男性和
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通过比较2008年
和2018年的数据26发现，无论婚姻状况如何，
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都更高。未婚女性
比男性从事更多无偿照料劳动，但性别差距不
是很大，2008年为每天35分钟，2018年减少到
21分钟。但在已婚人群中，性别差距明显拉大。
女性婚后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时间远高于男
性，2008年性别差距为每天154分钟，2018年为
152分钟。

26 国家统计局. 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资料汇编. http://www.
stats.gov.cn/zt_18555/ztsj/2008sjly/；国家统计局社会科
技和文化统计司. 2019. 时间都去哪了：2018年中国时间利用
调查统计数据.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P319.

图 7

2008年和2018年不同婚姻状态下的无偿照料劳动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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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已婚和未婚人群，2008年已婚女性每
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比未婚女性多132分
钟，而婚后男性仅增加36分钟。2018年，已婚
女性与未婚女性相差121分钟，而男性则为38分
钟。由此可见，婚后增加的无偿照料劳动（包括
家务劳动和照顾家人）大部分由女性承担。

在丧偶和离婚群体中，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的性别差距缩小。女性仍然承担更多的无偿照
料劳动，但与有配偶的男性相比，丧偶和离婚男
性花费的时间有所增加（2008年丧偶男性增加
35分钟，离婚男性增加25分钟；2018年丧偶男性
增加17分钟，离婚男性增加4分钟）。这一增长
主要体现在家务劳动上，2008年分别增加了38
分钟和27分钟；以及2018年的32和11分钟（见
图8）。与已婚妇女相比，丧偶和离婚女性的无
偿照料劳动时间更少（2018年分别减少62分钟
和50分钟），家务劳动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也有
所减少（2008年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更多的
丧偶女性除外）。这些结果表明，已婚男性受益
于女性的照料和家务劳动责任。一旦丧偶或离
婚，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更多，而女性的情况则
相反。失去配偶会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或照料
上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当然，这些女性仍然
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无偿照料劳动，这可能与
更多的丧偶和离婚女性承担了养育和照料的责
任有关。例如，离婚后年幼的孩子通常由女性
抚养，丧偶的女性可能比丧偶的男性承担更多
的照顾年长和年轻一代的责任。

4. 老年人（55岁以上）的无偿照料劳动

照顾、抚育孙辈是当代中国老年人主流的
晚年生活方式。然而，老年人在无偿照料劳动
时间方面的性别差异很大。从2008年到2018
年，55岁以上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明显多
于老年男性。2008年，这一性别差距几乎达
到每天159.8分钟，而2018年这一差距为133.6分
钟。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女性的无偿照料劳
动时间减少，而老年男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增加（见图9）。虽然性别差距在过去十年中缩
小了26.2分钟，但仍然很大。

图 8

2008年和2018年不同婚姻状态下无偿照料劳动主
要组成部分的时间配置

图 9

2008年和2018年老年群体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性
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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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5岁以上人口的无偿照料劳动的不同组
成部分来看，家务劳动的性别差距明显缩小，
从2008年的约135.1分钟减少到2018年的约95.3
分钟。具体而言，老年女性每天少做约36.4分
钟的家务劳动，而老年男性花在家务劳动上的
时间比10年前多了约3.4分钟，这表明老年女性
主要受益于十年间家务劳动的整体减少。这可
能与家用电器和外包家务服务的使用有关，而
不是由于老年男性分担了更多的家务。相反，
在过去十年中，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时间的性别
差距有所扩大。老年女性比10年前增加了17.1分
钟，而老年男性增加了6.4分钟，说明照顾孙辈
的时间负担更重，而这一负担大部分落在了老
年女性的肩上（见图10）。这可以参考关于女性
无偿照料劳动代际传递的文献来解释（陶艳
兰，2011）。

5. 不同月收入分组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图11展示了2008年和2018年不同收入分
组的男性和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27。比较
2008年和2018年，我们发现了按年份和性别划
分的收入的不同模式。2008年随着男性月收入
的增加，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先增加后减少；相
比之下，女性的无偿照料时间，随着收入的增

加则在逐渐减少（月收入超过1万元除外）。值
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收入组别中，女性的无偿
照料劳动时间都远高于男性，这一发现在2018
年没有改变。但在2018年，主要区别在于女性
的无偿照料工作时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减
少。此外，2018年的数据还显示，随着月收入的
增加，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性别差距在缩小。

此外，收入最高的女性和无收入女性在无
偿照料工作时间上的差距已经扩大。2008年，
无收入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比收入最高的
女性多43分钟，这一差距在2018年扩大到124分
钟。这可能与高收入女性购买市场上的家政服
务等因素有关。与此同时，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差距最大的是无收入的男性和女性，2008年为
190分钟，2018年为211分钟。这可能是因为大多
数没有收入的女性都是全职母亲或家庭主妇，
承担了家庭的主要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收入
男性可能为被迫失业群体，没有家庭照料责任
或者不愿承担家务劳动。

图 10

2008年和2018年老年群体无偿照料劳动各
组成部分的时间配置

27 国家统计局. 2008年时间利用
  调查资料汇编[DB/OL].
  h t t p : / / w w w . s t a t s . g o v . c n /

zt_18555/ztsj/2008sjly/时间都去
哪了：201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
查统计数据 /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
技和文化统计司编. –北京：中国
统计出版社，2019.12，P346-348.



中国的照料劳动：
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 25

图 11

2008年和2018年不同收入分组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二）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

前文的描述性分析表明，女性毫无疑问地
承担了家庭中大部分的无偿照料工作，包括家
务劳动、照料和辅导儿童、照顾老人或其他活
动，而且，在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收入的
群体中都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转向探讨这种无
偿活动对经济做出了多大程度的贡献问题。

如文献综述中所述，有一系列方法可以通
过测量劳动力投入或产出来估计无偿照料劳动
的价值。其中投入法又可分为机会成本法、专业
替代法和综合替代法。本报告使用这三种方法
估算了2008年和2018年中国无偿照料劳动的价

值，并对结果进行了比较。为了计算无偿照料劳
动的价值，需要一些工资数据：我们使用了国
家统计局200928年和2018年城市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的数据，以及2008年和2018年中
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的数据。

为了估算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
我们使用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中的人均无偿
照料劳动的时间，乘以15岁以上的人口数，然
后将其占GDP比重作为计算结果。无偿照料劳
动时间、15岁以上人口数和GDP的相关数据如
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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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会成本法

机会成本法假设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居
民可以从事有酬工作，用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
的工资率计算他们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
我们使用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
替代无偿照料劳动的报酬率。由于人均无偿
照料劳动时间以小时/年来统计的，因此我们
需要将无偿照料劳动的工资率折算为小时工
资率。根据200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
文件《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
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法[2008]3号）规定，

每月计入薪酬的天数为21.75天，每天计入薪酬
的小时数为8小时，即小时平均工资=年平均
工资/（12个月×21.75个计薪日×8小时）。对于
CHIP2008和CHIP2018 数据，我们选择数据中
的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作为城镇职工工资样
本，筛选出所有有工资的个体，并剔除前后1%
的工资样本数据，以消除异常值，用这个样本
来计算城市人口的月平均工资和月平均工作时
间。小时工资率等于月平均工资除以月平均工
作时间。工资率如表3所示。

表 2

无偿照料劳动时间、15岁以上人口数及GDP数据

2008 2018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小时/年）

922.2 485.5 1339.6 1005.6 567.6 1421.1

15岁以上人口数（万人） 107636 53785.71 53850.29 116015 59098.04 56916.96

GDP（亿元） 319244.6 919281.1

注：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数据由文末附表数据换算单位而来；15岁以上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

统计年鉴2019》；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表 3

机会成本法计算中所使用的工资率

数据来源 类别
平均工资率（元/小时）

2018 2018

国家统计局 29 合计 8.7 23.7

CHIP 30

合计 10.6 27.2

男性 11.6 29.5

女性 9.2 24.2

29  本行中平均工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2009年和2018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后续表格计算与此相同。
30 本行中2008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来自CHIP2008，本行中2018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来自CHIP2018，后续表格计算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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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同样的计算过程，可得到以机会成本法估算出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及其占GDP的比重。估
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 （机会成本法）

数据来源 类别
2008 2018

无偿照料劳动价
值（十亿元)

占GDP比重
（%）

无偿照料劳动价
值（十亿元)

占GDP比重
（%）

国家统计局 合计 8 636.1 27.1 27 648.3 30.1

CHIP

合计 9 665.9 30.3 29 470.9 32.1

男性 3 029.3 9.5 9 895.8 10.8

女性 6 636.6 20.8 19 575.1 21.3

使用以上数据和方法，我们估计2008年无偿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分别相当于GDP的27.1%和
30.3%（分别使用国家统计局和CHIP2008数据），2018年的估计值分别为30.1%和32.1%，而且男性
和女性的贡献有显著差异。由于在机会成本法中，我们将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率用于了农村人口、失
业的无偿照料人员以及退休人口，而且没有做出任何调整来反映不同年龄组平均工作时间的可能
变化，因此，该方法的估计结果是三种方法中最高的31。

31 考虑到样本选择偏差，可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估计未参与劳动力市场群体的保留工资。由于估计相关的微观数据获取困难，本
报告省略了这一分析。

计算公式如下: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人均无偿照料劳动时间×15岁以上人口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率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无偿照料劳动价值/GDP

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工资（表2）和以上公式对无偿照料劳动进行估值，以2008年的无偿照
料劳动价值为例，计算过程如下：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922.2 (小时) ×107 636 (万人) ×8.7 (元) /10 000=86 531.1 (亿元)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86 531.1 (亿元) /319 244.6 (亿元) =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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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替代法

在专业替代法中，我们参考了廖宇航（2018）
的做法，选择与无偿照料劳动相关的行业（住
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工资率替代无偿照
料劳动报酬率。家务劳动包含准备食物、烹饪
饭菜、清理住所、洗衣和整理衣物、修理物品等

活动，家务劳动的工资率采用住宿餐饮业、居
民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的工资率来替代；陪伴
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
成年家人等活动的工资率用卫生、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业的工资率来替代，具体如表5所示。

表 5

无偿照料劳动不同组成部分的市场替代方式

无偿照料劳动 对应的市场替代行业

家务劳动 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陪伴照料孩子生活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

陪伴照料成年家人

其他 32

计算中所使用的15岁以上人口数及GDP数据如上文表2所示，无偿照料劳动不同组成部分的具
体时间如表6所示，用于替代无偿照料劳动的不同行业的小时工资率如表7所示 。33

表 6

2008、2018年无偿照料劳动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小时数

活动类别
2008年（小时/年） 2018年（小时/年）

总计 男性 女性 总计 男性 女性

家务劳动 635.7 292.0 964.8 536.6 279.8 780.5 

陪伴照料孩子生活 93.1 42.0 141.7 228.7 109.5 341.3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 45.6 31.6 58.4 56.0 37.1 73.6 

陪伴照料成年家人 11.0 9.7 12.2 60.8 50.5 71.2 

其他 137.5 109.5 164.3 123.5 91.3 154.5 

32“其他”包含对其他家庭提供的无偿家务帮助、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等其他活动

33 我们在对无偿照料劳动的一系列估计中使用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工资率，但我们认识到，使用这些有性别差异的工资率来评估
无偿照料劳动将再现劳动力市场歧视，导致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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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专业替代法使用的各行业工资率

数据来源 类别

2008 2018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业和其
他服务业的均值
（元/小时）

卫生、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业
（元/小时）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业和其
他服务业的均值
（元/小时）

卫生、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业
（元/小时）

国家统计局 总计 7.5 8.9 19.3 25.1

CHIP

总计 7.8 13.4 18.8 28.6

男性 8.7 12.9 20.3 29.5

女性 7.6 14.0 17.5 28.1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Σ（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对应的市场替代行业工资率）×15岁以上人口数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无偿照料劳动价值/GDP

使用以上数据和公式和2008年国家统计局的工资率数据，专业替代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635.7 (小时) ×7.5 (元) + (93.1+45.6+11.0+137.5)  (小时) ×8.9 (元) ]×107 636 (万
人)/10 000=75 185.0 (亿元)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75 185.0 (亿元) /319 244.60 (亿元) =23.6%

使用以上计算过程，可得到以专业替代法估算出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及其占GDP的比重。估算
结果如表8所示。



30

使用专业替代法估计出的2008年无偿照
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为23.6%（国家统计局
数据）和29.8%（CHIP数据），2018年无偿照料
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为26.1%（国家统计局数
据）和27.8%（CHIP数据）

专业替代法对无偿照料劳动的行业进行了
细分，使用不同行业的工资率分别替代无偿照
料劳动的不同组成部分，但从事无偿照料的人
员和专业服务人员的任职资格、生产效率和动
机不同，例如照料儿童和老人与从事卫生、社
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任职资格是不同的，因

此该方法也可能高估或低估了无偿照料劳动
的价值。

3. 综合替代法

在综合替代法中，我们参考了Dong 和 An
（2015）的做法，使用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的工资率来替代无偿照料劳动报酬率。计算中
所使用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15岁以上人口数
及GDP数据如上文表2所示，小时工资率如表9
所示。

表 8

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 （专业替代法）

数据来源 类别
2008 2018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
（亿元)

占GDP比重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
（亿元)

占GDP比重
（%）

国家统计局 总计 7 518.5 23.6 24 013.0 26.1

CHIP

总计 9 492.0 29.8 26 405.7 28.7

男性 2 704.3 8.5 8 385.0 9.1

女性 6 787.7 21.3 18 020.7 19.6

表 9

综合替代法使用的工资率

数据来源 类别
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元/小时）

2008 2018

国家统计局 合计 7.5 19.7

CHIP

合计 9.3 18.6

男性 10.0 19.6

女性 8.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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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同的计算过程，可获得综合替代法估计的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及其占GDP的份额。估
算结果如表10所示。

表 10

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 （专业替代法）

数据来源 类别
2008 2018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
（十亿元）

占GDP比重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
（十亿元）

占GDP比重
（%）

国家统计局 总计 7 444.9 23.3 22 982.0 25.0

CHIP

总计 7 140.5 27.9 20 730.4 22.6

男性 2 611.5 8.2 6 574.9 7.2

女性 6 276.0 19.7 14 155.6 15.4

2008年，使用综合替代法估计的无偿照料
劳动价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3.3%（国家统计
局数据）和27.9%（CHIP），2018年分别为22.6%
和25.0%。

表11汇总了2008年和2018年的无偿照料
劳动价值及其占G D P比重的估算结果。综
合两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2009
年和20 18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CHIP2008,CHIP2018）及三种估算方法(机会
成本法、专业替代法、综合替代法)，我们可以认
为，2008年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占GDP的比重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人均无偿照料劳动时间×15岁以上人口数×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工资率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无偿照料劳动价值/GDP

使用上述数据和公式，并以国家统计局2008年数据中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为例，广义方法的计算过
程如下：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 =922.2 (小时) ×1076.4 (百万人) ×7.5 (元) /1 000=7 444.9 (十亿元)

•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7 444.9 (十亿元) / 31924.5 (十亿元) =23.3%



32

在22.3%到30.3%之间，2018年无偿照料劳动的
价值占GDP的比重在22.6%到30.1%之间，实际
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应当在此区间之内，约为
25%。

基于CHIP2008、CHIP2018的工资率数据
可以看到性别间无偿照料劳动比重的差异。
采用机会成本法估算，2008年女性无偿照料
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为20.8%，是男性的2.2
倍，2018年女性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
重为21.3%，是男性的2.0倍。采用专业替代法
估算，2008年女性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

比重为21.3%，是男性的2.5倍，2018年女性的无
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为19.6%，是男性
的2.2倍。采用综合替代法估算，2008年女性的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为19.7%，是男
性的2.4倍，2018年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
GDP的比重为15.4%，是男性的2.1倍。尽管女性
的无偿照料劳动报酬率低于男性34，但由于女
性无偿照料劳动时间高于男性（在2008年，女
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男性的2.8倍；在2018
年，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男性的2.5倍），
所以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远高于男性。

表 11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及其占GDP比重的结果汇总

方法 数据来源 类别
2008 2018

无偿照料劳动
价值（ 十亿元）

占GDP比重
（%）

无偿照料劳动
价值（十亿元）

占GDP比重
（%）

机会成本法 

国家统计局 总计 8 636.1 27.1 27 648.3 30.1

CHIP

总计 9 665.9 30.3 29 470.9 32.1

男性 3 029.3 9.5 9 895.8 10.8

女性 6 636.6 20.8 19 575.1 21.3

专业替代法 

国家统计局 总计 7 518.5 23.6 24 013.0 26.1

CHIP

总计 9 492.0 29.8 26 405.7 28.7

男性 2 704.3 8.5 8 385.0 9.1

女性 6 787.7 21.3 18 020.7 19.6

综合替代法 

国家统计局 总计 7 444.9 23.3 22 982.0 25.0

CHIP

总计 7 140.5 27.9 20 730.4 22.6

男性 2 611.5 8.2 6 574.9 7.2

女性 6 276.0 19.7 14 155.6 15.4

34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和2018年的数据，女性的工资率低于
男性。详见表2、表6和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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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节的分析表明，中国无偿照料劳动
价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约为25.0%，这
其中女性的贡献尤为显著，其创造的无偿照料
劳动价值大约是男性的2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估算及其结果是
从经济学角度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研究
的视角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经济学通常研究
的是货币和物质等显变量，而忽略了无偿照料
劳动的情感价值等隐变量。谁来从事无偿照料
劳动也会创造其他形式的价值：对男性或女性
的心理益处或妇女赋权可以被视为无形的益

处。此外，对于无偿照料劳动的分类和时间的
计算也并未涵盖所有的无偿照料劳动，比如对
家政工的管理常常是由女性承担，而这类家庭
管理的劳动付出也未被统计，这可能进一步低
估女性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此外，劳动力市
场对劳动价值的衡量并非是性别中立的。由于
传统的性别分工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由女性
承担的照料劳动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总体是被
低估（陆海娜，2021）。比如教师、护士，家政行
业等照料工作广泛地被认为是“女性工作”，由
于这种性别标签，而在市场上被人为地赋予低
价值。因此，使用市场工资“替代法”也很可能
低估无偿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

本报告采用的工资数据虽然广泛使用，但
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职业分类的局限性，
比如，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现有公开的年度工资
统计数据仅按行业、单位类型等进行分类，没
有按职业类型进行划分，对于本研究来说，就
难以获取家政服务员的工资率。二是薪酬调查
的局限性，在中国开展住户收入调查，采集高
收入群体的信息通常难度较大，这会导致高收
入样本偏少，或高收入群体低报收入的情况。不
过，由于本报告涉及的群体是有酬照料劳动者，
她们大部分是社会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如家政
工等，故高收入群体样本偏少对本报告研究结
论并不构成较大影响。

图 12

2008年和2018年男女无偿照料工作价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 

（ 三） 新冠疫情对家政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影响

照料劳动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上述
讨论的无偿照料劳动，另一种是可以在市场上
购买的有酬照料劳动或家务服务。家务服务的
市场价格波动将会影响家庭对此类服务的需
求，从而导致家庭内无偿照料劳动的持续时间
和强度发生变化。 

新冠疫情及相关控制措施引起的冲击，可
能会同时导致家务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下降。随
着照料劳动供给的减少，市场均衡价格应当上
涨，而就业中的家政工人可能也会要求更高的
工资以弥补与疫情相关的风险。由于疫情防控
措施和服务价格的上涨，我们预计整个经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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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购买的照料劳动的需求将会下降。由于家
政服务企业具有固定成本，即使供需双降，服
务价格仍可能上涨。然而，照料劳动的总量并
不会下降（甚至可能因居家增多而增加），导致
无偿照料劳动不可避免地增加。由于大部分无
偿照料劳动由女性承担，这给她们增加了更重
的负担。除了这些实际影响外，随着无偿照料
劳动量和有酬照料劳动工资的上升，估计无偿
照料劳动占GDP的比重也将增加。

自2020年1月以来，新冠疫情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所有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2020年
第一季度，中国的GDP下降了6.8%，失业率从
2019年12月的5.2%上升至2020年2月的6.2%。许
多企业的运营中断，工人无法工作。一些行业
在3月份恢复运营，但家政服务行业并未列入其
中，直到6月份才全面恢复工作。一些行业和职
业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工作，缓冲疫
情的影响，但由于“接触性”经济活动的特点，
家政服务行业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远程工作方
式。因此，该行业受到的冲击比一般行业更为
严重。

本节的其余部分进一步分析新冠疫情对家
政服务行业的影响，并提供了无偿照料劳动价
值的实证证据。首先是对中国家政服务行业的
劳动力市场情况进行简要概述。通过对在线招
聘平台的“大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将描述新冠
疫情对家政服务行业的冲击。在上述（第三章）
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的支持下，本文将讨论
家政服务企业和工人的基本特点以及疫情对他
们的影响。 

1. 中国家政服务部门简介

在2018年，中国的家政服务行业价值增长
到5762亿元，较上年增长了27.9%35。该行业的
从业人员总数达到约3070万人，其中大部分
是女性。从需求方面来看，中国家政服务协会
36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地区约有1.9亿户
家庭，其中约有15%（约2850万户）需要家政服
务。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和人口老龄
化的加剧，未来几年可以预期供需之间的不平
衡情况。

2. 新冠疫情下有酬照料劳动的供需变化：大
数据分析 

本部分将使用58同城招聘平台大数据分析
中国家政行业受疫情冲击的情况，包括各职
业的供需及中国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37的变
化情况。根据58同城网站的职业分类，家政行
业中的职业含保姆（综合家庭服务）、保洁、月
嫂、育婴育儿师、钟点工、护工等传统意识中女
性更适合从事的工作类型。在2020年各季度家
政行业中，主要职业的蓝领指数及需求和供给
的同比变化如图13至图15所示：

35 《2019年中国家政服务业市场前景研究报告》，中商产业研究
院编制，https://wk.askci.com/details/053ab0e366c64b688
211be54ae5aee54/

36 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是一个行业自律组织，致力于家政服务
行业的规范和发展。

37 中国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HINA BLUE-COLLAR INDEX）
该指数反映中国蓝领劳动力市场中招聘需求人数与求职申
请人数之间的比例关系，该指数越高说明每个岗位的竞争
越小，越低则说明每个岗位的竞争越大，该指数涉及对象主
要为中国的制造业工人以及服务业中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员
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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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3中可发现，2020年初疫情发生以来，
所有家政职业的招聘需求均同比大幅下降，直
到第3季度才开始好转，第3、4季度几乎所有职
业的招聘需求都同比上升，其中以钟点工的增
幅最大，而月嫂和育婴师/保育员的增幅相对较

小。疫情发生时，家政企业关闭导致需求降低，
封闭措施结束以后，家政企业因要更快地招募
到家政工以恢复业务，因而加大了网络平台招
聘的力度。

图 13

2020年各季度家政职业招聘需求同比变化（%） 38

图 14

2020年各季度家政职业求职申请同比变化（%）

38 主要是家庭对家政工人的需求，但也包括酒店和餐饮行业的一小部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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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4的供给情况来看，2020年2月大多数
地区开始采取流动限制措施，1季度多个家政职
业的求职申请都出现下降，从2季度开始，多数
家政职业的求职申请都在同比上升。这是由于

疫情导致家政工工作搜寻成本提高，部分家政
工尝试通过互联网招聘平台求职，到2020年4
季度疫情导致的流动限制基本消除，各职业的
求职申请同比变化都不大。

图 15

2020年各季度家政职业蓝领指数同比变化（%）

结合需求和供给变化情况可发现，2020年
上半年，由于需求降低而供给增加，通过互联
网招聘平台这一渠道求职的竞争程度增加，即
蓝领指数下降，而到下半年，由于需求大幅增
加，供给恢复到正常水平，蓝领指数上升，互联
网招聘平台求职渠道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
表明，疫情爆发期间作为供需双方的家政工和
家政企业确实受到了较大冲击，直到复工复产
后才得以逐渐恢复。

3. 家政企业：基本特征及所受疫情影响

(1) 家政企业的基本特征

家政服务企业招聘的工种包括月嫂、育儿
师、保姆（提供综合家庭服务）、保洁员和护
工（照料残障和老年人）等。根据与企业经理
的访谈，大型家政服务企业中，月嫂和育儿师
的工人比例最高（50%至60%），其次是保姆

（30%）；护工的比例较小（15%至20%）；同时
也有一定比例从事保洁工作。小型企业更多地
招聘小时工，其次是托儿、月嫂和育儿师，护工
的比例较少。 招聘模式以熟人介绍和广告投送
为主，也包括家政行业微信群和QQ群，政府组
织的就业活动，互联网招聘平台等方式。仅有
少数较好的家政企业会采取“导师”制度为家
政工联系雇主、提供培训和解决困难。

目前，中国的家政企业大多实行中介制而
非员工制，中介制的企业为家政工和家政服务
需求方提供一个匹配的平台并从中收取佣金。
从访谈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实行员工制的家政
企业不超过10%。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源于
目前中国家庭服务业适用的营业税，该税为全
额计税, 即按照营业额的一定比例（5%）计算缴
纳，而家庭服务业是微利行业, 其平均利润率在
10%左右（苏明等，2010）。如果强制将家政工
全都变为员工，家政服务需求方支付给家政工

 

-100%

-50%

0%

50%

100%

150%

2020Q1 2020Q2 2020Q3 2020Q4



中国的照料劳动：
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 37

的工资将全部变为企业的营业收入，企业的
成本将大幅增加，这只能通过提高家政服务
价格，或者降低家政工工资来维持经营，这将
对家政服务市场和就业市场产生非常严重的
影响。

另外，除了家政企业以外，市场中还有大量
个体户和自雇佣者提供家政服务。这部分家政
服务提供方专业化程度没有企业高，提供的服
务质量也参差不齐。它们大多以个人名义和需
求方签订合同，很容易出现违约情况，从业者
的谈判力量也很薄弱，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
而且，这类家政服务提供方的业务主要靠熟人
介绍，从业者的工作搜寻成本高，工作稳定性
也很差。

从家政企业上述特征可以发现，家政企业
几乎不会将其管理的家政服务人员招聘为员
工，因此家政服务人员的就业稳定性很低，劳
动保障条件较差，一旦匹配不到雇主，很容易
失去收入来源，从而面临生活困难，相比之下，
个体户和自雇佣形式的家政服务人员的在就业
市场的状况更为脆弱。

(2) 疫情对家政企业的影响 

1)  新冠疫情对家政服务的需求和供应产生了
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对企业造成了冲击。
家政服务的需求急剧下降，许多客户终止
了合同。一项调查发现，在封锁期间，78%
的受访家庭对家政服务没有需求（陈汉轮
等，2020）。需求下降既是因为疫情对客户
收入的负面影响，也是因为他们对感染的担
忧。尽管服务需求仍有一定的黏性，但由于
封锁措施导致家政工人往往无法返回工作
岗位，即使有供应劳动的意愿，也难以满足
需求。因此，企业不仅面临收入减少，还面
临更高的招聘和运营成本，以至于一些公司
选择暂时停业。这与以上呈现的“大数据”

证据一致，显示2020年初家政工人的需求
和供应急剧下降。 

2) 家政企业从国家的优惠政策中受益较小。数
据显示，65%以上的中小型家政企业表示无
法获知政府对家政企业的相关政策，其中大
多数则表示没有或者不了解，只有大约22%
的比较有规模的企业反映当地有针对家政
企业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39。即便有优惠
政策，效果也不好。访谈中有的企业负责人
谈到，疫情期间企业停业了一段时间，根本
没有收入，免税政策没有任何作用。特别是
对于家政行业中的个体户而言，国家政策很
难对其有实质性的帮助，而且家政行业个体
户资金一般较为薄弱，面临疫情冲击很容易
倒闭。

3) 家政服务价格提高。复工复产后，家政行业
的订单量逐步增加，但由于中国家政行业劳
动力市场总体面临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企
业仍然出现招工困难的问题，而且难以匹配
到合适的家政工，总成交订单量仍然不及去
年同期。同时，家政企业恢复营业后还有固
定成本，政府对家政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有
限，因而只能提高家政服务的价格。

4) 疫情推动家政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家政培
训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一方面，原有的线下
培训转为线上培训，收取费用减少，进一步
造成企业的收入大幅减少。另一方面，疫情
推动企业创新，加速企业线下培训与线上培
训的融合。家政企业成立在线的数字化平台
也更有利于家政工和雇主之间的匹配，提高
了市场效率，也帮助家政工更快地找到合适
的工作。

39 家政行业复工复产报告https://www.ddcomingedu.com/
xinwendongtai/7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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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政服务工人：基本特征及所受疫情影响

(1) 家政服务工人的基本特征

总体来看家政工以女性为主，访谈及问卷
调查的情况都反映家政工中女性占比在90%以
上（康中超等，2020）。在年龄方面，50岁以上
的家政工占21%，46-50岁的占36%，41-45岁的占
30%，其余为40岁及以下的家政工，年龄结构总
体偏大。年轻女性也选择从事该职业的原因可
能在于，她们通常在家庭中承担着较多的无偿
照料劳动，因而往往也愿意从事像家政这样时
间更为灵活的工作。

就教育程度而言，具有初中学历的工人占
比最高（约50%），其次是高中和中专学历（约
45%），因此工人的整体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在
职业技能方面，超过80%的工人拥有与家政工
作相关的一些资格证书，接受过家政培训的工
人比例达到了97%。然而，这些培训的内容主要
集中在具体的工作技能上，而更广泛的技能和
知识相对较少，例如，对于育儿师和月嫂来说，
缺乏心理培训或关于劳动保护法律的基本信
息。

就户籍而言，在调查中，大多数工人来自黑
龙江、湖北、山西、河北、河南和陕西等省份。
还有一些来自甘肃、四川、吉林、山东、江苏和
内蒙古等省份。然而，由于中国各地的文化习俗
差异，来自某些地区的工人可能在某些地区的
雇主中不受欢迎。

在合同方面，88.0%的工人与企业或客户签
订了服务合同；4.4%的工人签订了劳务合同；
仅有2.2%的工人签订了劳动合同，而3.3%的工
人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对于非员工身份的工人，大多数企业或客户
目前只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在家政工人中（主
要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只有51.6%自愿参加
中国新农村养老保险计划，62.4%参加了政府
的农村医疗保险计划，而参加工伤、失业、生育
和其他保险的比例非常小（低于10%）。这些数
据表明工人面临较低的就业保障水平。一旦工
人失业或因工伤或其他原因无法找到工作，她
们面临着失去生计来源的风险。

在工作过程中，91%的工人表示没有与雇主
发生冲突、纠纷或侵权事件；2%的工人与雇主
发生过争吵，2%的工人经历过无理由扣除或拖
欠工资。在发生这类冲突、纠纷或侵权事件时，
大多数工人会寻求企业的帮助。一些人选择
终止合同，少部分人向妇联或司法机关寻求帮
助，极少数人向家人求助。此外，有报道称家政
工人遭受性骚扰的案例存在：从研究的角度来
看，访谈中提到了一些个别案例，但缺乏更大规
模的研究，很难估计实际情况。

就收入而言，98%的工人表示自从事家政工
作以来，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一项对2018
年郑州家政工人的研究发现，平均月薪为4,000
元；高技能工人（如育儿师和保姆）的月薪可能
超过6,000元；普通家政工人（如保洁员）的月
薪为3,500-4,500元（康中超等，2020）。根据
我们的访谈，2020年北京育儿师的月薪一般
超过8,000元，普通家政工人的月薪约为5,000
元。在问卷调查中，62%的工人对他们目前的工
资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尽管在大城市或某些
紧缺职业中，家政工人的收入相对较高，但平
均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较低，而且工作缺乏稳
定性。

从上述家政工人的特点来看，我们可以看
到这个群体主要由年龄较大、教育水平相对较
低的女性组成。其中还包括许多来自教育水平
较低、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她们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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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城市工作。这个群体在社会上处于相对劣
势。大多数家政工人通过中介机构签订合同，
而不是成为正式雇员。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
下，他们面临着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以及
可能更严重的权益侵害。

(2)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家政工在就业市场
的脆弱程度

1) 家政工人无法前往工作地点。由于新冠疫
情，工人无法返回非居住地区工作。特别是
在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的地区，家政工
人无法离开自己的家，期间他们不仅没有收
入，还需要自行承担生活费用。疫情封锁意
味着无法返回工作地点的工人一方面缺乏信
息，很容易错过招聘信息；另一方面，在疫情
爆发前约定的工作期限可能被推迟。在访谈
中，我们发现一些工人在疫情爆发前有着长
期稳定的雇主，但由于疫情阻止了他们返回
工作，雇主又招募了新的工人，因此工人不
得不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对于在疫情爆发时
仍在工作地点的家政工人，特别是与雇主同
住的工人，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其他
人来说，需求的减少使得找到合适的工作更
加困难。此外，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工人在
劳动市场上也面临歧视，因为客户常常拒绝
接受来自这些地区的工人。

2) 寻找工作的机会和家政工人的工资都受到
了冲击。根据调查结果，有四分之三的家政
工人在疫情期间仍在工作。由于劳动力供应
短缺，在此期间仍在工作的工人中，63%的
工人的工资没有受到影响，22%的工人工资
增加，而15%的工人的工资降低，平均下降约
10%。导致部分工人工资下降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雇主的收入受到疫情的影响，他们对
家政服务的支付意愿下降，对一般技能的家
政服务的需求也下降。其次，一些担心疫情

传播的雇主认为雇佣家政工人的风险太高，
从而减少了需求。第三，由于经营困难，一些
家政企业收取更高的中介费用，并将这些费
用转嫁给工人，导致他们的收入减少。

3) 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家政工人受到了疫情
的严重影响。由于家政行业是一种“接触
性”活动，大部分工人没有劳动合同，他们
的风险管理能力非常低。面对疫情，许多家
政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在疫情限制持续期
间，没有失业保险的他们面临生计困难。即
使在流动限制解除后，由于客户的担忧，家
政服务就业的复苏也很缓慢。访谈发现，在
2020年6月至10月期间，疫情仍然对家政工
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工人在疫情期间停
工了一个多月。一些客户也提高了要求，例如
要求工人进入房屋前提供核酸检测结果。

4) 家政工人中的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最为严
重。大部分家政工人是年龄在40至55岁之
间、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这一群体在疫情
中受到了更为负面的影响。这些中年和老
年妇女在劳动市场上面临劣势，并且承受冲
击的能力有限。一旦失去工作，她们很难找
到其他就业机会。一位来自吉林的女性工
人说：“我是一名长期住家照顾儿童的育儿
师，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之前雇主的工作，但
是我发现非常难以找到另一个雇主。今年我
52岁了，很多客户觉得我年纪太大，不愿意
雇佣我，他们更喜欢招聘年轻的工人为他们
提供长期服务。”采访时，一位北京家政企
业的培训主任也表示：“目前，50至55岁之
间的工人很多，但很难将他们与雇主匹配起
来。”此外，这些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在工作
之外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疫情不仅给
女性的有酬工作带来了压力，还增加了她们
的家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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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所述可以发现，疫情对家政行业供
需两方面都造成了负向冲击，市场中家政服务
的成交量降低，家政服务价格上升。疫情冲击
导致社会家务劳动总量不减反增。由于疫情防
控措施，家庭成员居家时间变长，导致清洁做
饭等家务量猛增，尤其是学龄儿童要居家在线
学习，导致父母陪伴和辅导儿童的时间大量增
加，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家庭责任承担者的家务
照料劳动时间；而另一方面，原来可以外包的
有酬家务劳动的供给减少，比如家政、外卖和
快递等服务减少。由于市场化家务劳动可得性

40 这种情况在不同领域都有发生。例如，有报道称，在疫情期
间，女性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数量急剧下降，而男性学者
的产出保持稳定。来源：https://www.thelily.com/women-
academics-seem-to-be-submitting-fewer-papers-during-
coronavirus-never-seen-anything-like-it-says-one-editor/

降低，家庭成员只能增加自身家务劳动供给以
满足家庭需要，而上文中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显
示，女性在家务照料劳动中承担了主要角色，因
此，疫情导致的一增一减使得女性的家庭照料
劳动负担明显加重，使原本已过度承担了家务
照料劳动的女性雪上加霜。这对于同时要从事
有酬劳动的女性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增加的家务照料劳动大部分转嫁到了女性身
上，挤占了女性从事有酬劳动的时间和精力，影
响了女性在职业上的投入和发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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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全面开放
“三孩”等人口变迁和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照
料劳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家庭规模变小、大
规模城乡迁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市场化
照料服务不规范、家庭照料负担过重以及弱势
群体的照料缺失等，使得中国照料供给面临巨
大挑战。实践中，无论无偿或有酬照料的劳动
者多为女性，其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可。有酬
照料和无偿照料劳动的条件互相影响，互为因
果。两者的条件改善，将总体上有利于女性收
入的提高，最终将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消除
职业隔离。

本报告基于文献总结和2008年和2018年中
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的分析，考察了无偿照料
劳动的性别差异和变化，估算了无偿照料劳动
创造的经济价值，并利用来自中国最大招聘平
台的大数据来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有酬照料
劳动（即家政服务）工人的影响。基于这些分
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并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2008年至2018年期间，
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性别差距略有下降。虽然
这可能表明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分工略有改
善，但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扭转其中的一些成
果，尽管数据不足以证实这样的假设。在过去
十年中，从无偿照料劳动的组成部分来看，家
务劳动（如洗衣和做饭）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

而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的性
别差距则扩大了。尽管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差距
有所缩小，但这仍然是性别差异最大的无偿照
料劳动类别。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
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的时间有所增加，这
也意味着女性付出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要比
男性更多。

2、无偿照料劳动性别差距还表现在城乡、
教育、婚姻、年龄、个体月收入等不同方面。
在城乡差别方面，2008年和2018年的数据显
示，农村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性别差距均大于城
镇。2018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也无论男
女，陪伴照料孩子的时间都增加，但在城镇增
加更多，且男女的时间差异变大；从教育水平的
影响来看，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随着教育
程度的提高在减少，男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教育在减少性别
差距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婚姻状况的影响来
看，无论处于何种婚姻状态，女性的无偿照料
劳动时间都高于男性，对于未婚群体，女性仍
从事了更多的无偿照料劳动，但是未婚男女的
差异不是很大，而对于有配偶的群体，男女差
异则显著拉大；从年龄的影响来看，老年女性的
无偿照料劳动时间都明显多于老年男性；尽管
女性无偿照料劳动时间随着收入增长而逐渐减
小，但是各收入段的女性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均
大大高于男性。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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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偿照料劳动价值所占GDP比重较
高，女性在其中的贡献尤为显著。基于国家统
计局数据库2009年和2018年城镇私营单位职
工平均工资和CHIP2008、CHIP2018两种数据
来源，采用机会成本法等，对无偿照料劳动价
值及其所占GDP比重进行的估算表明，2008
年无偿照料劳动价值所占GDP比重在22.37%到
30.29%之间，2018年在20.94%到29.78%之间。
综合判断，该比重应当不低于25%。在这其中，
女性对无偿照料劳动价值的贡献尤为显著，大
约是男性的2倍，这一结论与国际上已有的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发现，中国的无偿照料劳动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对国民经济和国民福祉
都有重大贡献，而且女性在总工作时间和无偿
照料时间上贡献突出。这一发现对政策制定具
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服务经
济正日益成为全球增长的动力和引擎。照料经
济作为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与
人口老龄化危机、儿童保育赤字和工作与家庭
失衡相关的社会问题至关重要。该部门还可以
为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经验和想法（刘二
鹏等人，2019）。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
变化，人口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和劳动力参与
度下降成为主要挑战，照料经济可能成为就业
的重要来源。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和社会还没
有充分认识到无偿照料劳动的重要性，也忽视
了其价值⸺这种认识的缺乏阻碍了应对中国
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也阻碍了实现政府鼓
励人口增长的新目标。此外，这也不利于实现性
别平等、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和推进共同富裕
的新战略目标。

    

4、新冠肺炎疫情对有酬照料行业，即家
政服务业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目前绝大多数
家政工社会组织化程度低，社会普遍存在歧视
性观念，由于技能培训少，社会保障弱，抗风
险能力不强，就业质量不高，对年轻人吸引力
严重不足。使用58招聘平台大数据、深度访谈
及问卷调查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爆
发初期，正是因为家政行业脆弱性的特点，家
政企业及家政工均受到了较大冲击。突出表现
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均同比下降，家政企业的
订单量和收入大幅下降，家政工由于疫情隔离
政策的影响无法工作。尽管2020年3月复工复产
以后，家政行业劳动力市场逐渐回暖，受就业
人口变化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该群体工资
收入提高较快，但由于该行业员工制比重小，
工作性质与人接触性强，从业者多为大龄女性，
且学历普遍较低，收入不稳定和缺乏保障，仍易
受疫情等其它外生冲击的负面影响。从中国的
国情来看，伴随着对幼儿和老年护理的需求大
幅增加，支持并规范家政企业的业务发展，构
建或完善有酬照料劳动者，即家政工的劳动保
护政策，吸引包括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年轻人进
入该行业，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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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照料劳动需求和供给
不足带来的巨大挑战，减轻女性的有酬和无偿
照料劳动负担，需要国家、企业和社区层面采
取支持性行动。如前所述，照料劳动的性质意
味着市场永远无法确保提供充足且负担得起的
优质照料服务。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
必须发挥作用，通过补贴、激励等其他形式的
支持，建立充足的照料劳动供给系统，确保所
有需要服务的人都可以获得照料服务。建立一
个能够确保提供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照料服务的
系统需要一个整体的政策支持，以激励男性分
担照料工作，减少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并通
过其他措施来支持承担照料责任的女性。政府
可以激励企业制定更加家庭友好的政策，调整
工作安排，并提供照料设施。还应加强社区一
级的设施和服务建设，提供高质量照料服务。
全社会要积极应对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范式挑
战，提高公众对男性也有义务承担无偿照料劳
动的认识，并倡导男女共同承担此类工作的观
念。除非改变传统观念，否则增加公共服务等
措施只能部分减轻女性无偿照料劳动的负担，
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或有
酬照料劳动市场上的性别隔离。以下是为应对
这些挑战所提供的一些具体建议，其目的在于
齐心协力共同促进中国照料经济的持续健康
发展。

1. 充分认识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将其纳入
“家庭卫星账户”编制

照料行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至关重
要，而女性从事有酬和无偿照料劳动则不成比
例。数据显示，如果计入无偿照料劳动，女性
的总工作时间长于男性，但这种无偿照料劳动
因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或工资），而不计入

GDP。这体现了传统国民账户体系（SNA）的缺
陷。国民账户体系的生产范围应包括所有生产
性经济活动，这是理所当然的。借助照料劳动
根据有酬或无酬而受到不同对待的事实，可看
出 SNA 比所有生产活动的限制范围更窄。具体
而言，SNA 不包括“家庭服务的生产和在同一
家庭内消费的个人服务，包括烹饪、照顾和抚养
孩子、清洁、修理等”，即排除了在家庭内部具
有经济意义的无偿照料活动。

为了承认无偿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关键
步骤是扩大国民账户体系的范围，并将具有经
济意义的活动纳入附属账户41。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可以在支持国家经济管理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为此，政府应支持学术界开展家庭卫星账
户编制学术研究，充分计算无偿照料劳动的价
值，并探讨其实施的可行性。国家科研基金应
支持对无偿照料劳动构成、性别分布及其发展
阶段、照料劳动的文化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推
动理论研讨和政策评估，支持无偿照料劳动的
市场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

2. 出台并有效实施发展优质照料服务的
政策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削弱
了国家对有照料责任劳动者的保护。曾经由国
家和企业提供的照料职能已经转移到家庭，这
些职能主要由女性承担。企业或用人单位普遍

（二） 政策建议

41 除此之外，GDP 作为福祉指标的局限性也早已得到认可，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建立一个国家福祉的新指标（例
如，参见 https: //www.iisd .org/publications/report/mov-
ing-beyond-gdp-achieve-sdgs ）。另请参阅萨科齐委员会
的报告（Stiglitz 等人，2009 年） https://ec.europa.eu/
eurostat/documents/8131721/8131772/Stiglitz-Sen-Fitoussi-
Commission-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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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为孕期或哺乳期女职工提供托儿所、育儿
设施等托儿服务；不愿雇用育龄女性，加班现
象普遍。在托育方面，优质、普惠的3岁以下儿童
托育机构短缺。在养老方面，全国养老金覆盖
率仍然偏低，高质量、可负担的养老机构严重短
缺，合格的养老服务人才严重短缺。家政服务
或家政行业面临家政服务机构素质不高、员工
培训不足、家政工社会保障或法律保障不足、
行业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42来解
决这些问题。在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前总理李克强宣布，只要安全达标、收费合理、
树立信心，政府将支持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包
括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尽管如此，但该领域的
供给与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进一步要
采取的措施，不仅是扩大供给，还要随着服务
规模的扩大保持质量。以下措施可作为例子：

•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增加公
办幼儿园数量43，扩大幼儿保育供给。

•  加强托育机构建设和监管，规范幼儿园管理
机制，提高学前教育质量，解决优质幼儿园
供给不足问题。

•  提供补贴，使有家庭无偿照料责任的劳动者
能够获得国家幼儿保育和教育计划，并为所
有贫困家庭6岁以下儿童提供由专业教育工
作者提供的免费公共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
为也是无偿照料者的季节性工人提供临时性
的托儿服务。

•  应改善无偿照料人员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
例如，这可能包括为需要照料服务的家庭成
员提供现金转移支付或家庭减税支持，以及
为提供无偿照料劳动的家庭护理人员提供现
金转移支付、获得社会保护和再就业支持。

•  支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完善专业机构的
养老服务。

•  在公共场所建设无障碍设施，有利于老年人
和残疾人士更方便地获得服务，提高他们的
自主能力，减少他们对照料服务的需求。

另外，要积极借鉴国际5R经验，推动相关法
律和政策的完善，诸如在相关社会政策中承认
无偿照料劳动的经济贡献，在家庭财产分配时
将无偿照料劳动加以考虑等。比如，为《民法
典》 第1088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
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
补偿”制定司法解释，细化标准，使该条款能切
实得到实施。

3. 加强法律和社会保护，提高组织化程和
专业化程度

尽管家政行业的非正规就业客观上对解决
城镇新增人口就业、流动人口就业和吸纳农村
劳动力就业等方面有一定意义，但也要看到，过
度的非正规化导致了该行业发展的脆弱性，降
低了其抵御外部冲击风险的能力，制约了该行
业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提升，影响到了照料经济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并对有效缓解女性的家务
负担构成不利影响。

目前，中国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没有与家政
服务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而有合同的，大多与
家政服务机构或用人单位签订了服务合同。一
些家政服务企业将家政服务人员登记为个体经
营者，无需缴纳养老金，也不为家政服务人员

42 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实施积极生育支持
的指导意见》等。

43 政府补贴幼儿园是指按照政府指导价收取托儿费和住宿费
的幼儿园，包括教育部门举办的幼儿园、其他部门举办的公
办幼儿园和国家补贴的民办幼儿园（见http://www.bjrd . 
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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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一般只
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于大多数家政服
务人员来说，这些社会保险计划过于昂贵，因
此工人缺乏保险或仅向某些政府计划缴费，例
如中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由于家政服务人员缺乏合同和组
织化程度低，他们也缺乏法律保护，在雇主拖
欠工资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他们的追
索权有限。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成功的案例少之
又少，劳动者往往无奈解约。与菲律宾等其他
国家相比，中国家政服务人员的组织化程度
和培训水平较低，专业化程度和职业化程度也
较低。

以下的政策建议将提高对工人的法律和社
会保护，加强从业人员的组织性，并将有助于
家政服务企业的发展和规范化：

•  政府应出台相关法规或政策，完善家政服务
企业管理标准和经营激励措施，促进企业和
从业人员专业化和职业化。

•  研究制定《家政工就业促进法》，明确政府
对家政行业税费支持、加大培训投入或补贴
的责任。

•  行业协会应当制定统一的家政服务行业技能
培训标准和市场化经营的家政服务企业行为
规范，对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工作时间和
休息日等规定最低标准，确保家政企业或用
人单位为家政工购买工伤保险。

•  将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等社会保险覆盖
范围扩大到家政服务人员，将保障性住房计
划扩大到家政服务企业的就业人员。家政服
务企业要建立工会组织，建立家政服务人员
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和侵权快速应对机制。

综上所述，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推动家政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有酬照料行业从业人员提
供基本的法律和社会保障。

4. 落实国家促进性别平等政策，在工作场
所引入家庭友好措施

随着中国“三孩政策”的出台，地方政府也
陆续推出家庭友好政策，包括延长男性产假、
增加育儿假等。腾讯、华为、创维等大公司都在
通过自建幼儿园或学校等方式解决家长的子女
保育及上学问题，从而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对
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满足家庭对优质教育
的需求。一些中国公司还提供一小时以内的上
下班弹性工作时间。

这些具体措施为进一步减轻女性无偿照
料劳动负担树立了榜样。除了政府积极引导或
鼓励更多企业提供托儿服务，也可为女性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外，企业应积极推行家庭友好政
策，如弹性工作机制、设立托儿中心、鼓励陪产
假和育儿假、实行远程工作以帮助员工承担家
庭照料责任。

各级政府应加强现有政策的实施，并制定
额外措施，支持用人单位为其雇员（无论男女）
提供支持类服务。可考虑的主要措施包括税
收优惠政策，或对私营部门公司的类似激励措
施。其他措施包括支持和激励男性承担更多儿
童保育工作，以减轻女性的负担。工作场所的
家庭友好政策举例如下：

•  扩大带薪陪产假、育儿假和其他护理假，同时
促进男性接受这些福利，以鼓励男性承担并
平等分担照料责任。

•  引入立法，强制雇主为有家庭照料责任的员
工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安排，并
鼓励雇主（如减税或补贴）引入此类安排。

•  建立由政府设计的成本分摊机制，以及跟踪
此类政策执行情况的系统。

•  支持提供无偿照料劳动的人员进入劳动力市
场，例如，为其提供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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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减税或其他激励机制，鼓励雇主雇
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这些人员。

•  扩大无偿照料人员的社会保障，包括通过增
加母亲或父亲的养老金来补偿因抚养子女而
中断的就业，以及通过在无收入期间提供护
理信贷来帮助低收入群体。

•  对于因照顾子女或家庭成员而离职的员工，
政府和企业在计算社会保障待遇时，应找到
一种有效的方法将无偿照料劳动计为工作年
限的一部分。

5. 营造一种社会环境，减轻女性面临的双
重负担，减少有酬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隔离 

改变女性主要承担无偿照料劳动的现状的
关键在于：全社会要破除父权制性别分工社会
规范的束缚，给公众注入男性有平等承担和分
担家庭照料劳动的意识或观念。

对比2008年和2018年的数据，无论是农村
还是城市，男性和女性花在育儿上的时间都有
所增加。在城市地区，花在育儿和儿童教育上
的时间比花在其他活动上的时间增加得更多，
性别差距也在扩大。这表明，随着“二胎”政策
的实施，城市家庭的育儿重担更多地落在了女
性的肩上。因此，“三孩政策”要实现促进生育
的目的，有必要鼓励男性分担育儿责任，切实减
轻女性的育儿负担。

作为用人单位，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
应该在其组织内提供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模
式。例如，有家庭照料责任的员工，无论是女性
还是男性，都应该平等地获得弹性工作时间。

努力鼓励男性加入保育、幼儿园和教师行
业，特别是吸引更多男性进入学前教育部门，
将有助于解决这一劳动力队伍中的性别失衡问
题，并打破将保育和幼儿园教学视为女性职业
的刻板印象。

媒体和教育机构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宣
传平等分担家庭无偿照料劳动的理念。对包括
记者、教师在内的从业人员开展性别教育，让各
级教育机构引进和开设优质的性别平等课程，
从源头上解决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问题。

只有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
能确保为所有需要照料服务的人提供充分的优
质照料服务，并克服由照料责任分担不平等而
导致的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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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1：2008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时间配置及性别差距的变化（分钟/每天）

活动类别
2008 2018

总体 女性 男性 差值44 总体 女性 男性 差值

有酬劳动 273.0 233.0 315.1 -82.1* 265.1 215.3 317.6 -102.3* 

无偿照料劳动 151.6 220.2 79.8 140.4* 165.3 233.6 93.3 140.3* 

家务劳动 104.5 158.6 48.0 110.6 * 88.2 128.3 46.0 82.3* 

陪伴照料孩子生活 15.3 23.3 6.9 16.4* 37.6 56.1 18.0 38.1*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 7.5 9.6 5.2 4.4* 9.2 12.1 6.1 6.0* 

陪伴照料成年家人 1.8 2.0 1.6 0.4 10.0 11.7 8.3 3.4* 

其他 22.6 27.0 18.0 9.0* 20.3 25.4 15.0 10.4* 

非生产活动 939.0 917.6 961.3 -43.7* 1024.7 1015.3 1034.7 -19.4* 

注：* p≤ .05.

附表2：2008年和2018年农村和城镇居民时间配置及性别差距的变化（分钟/每天）

活动类别

农村 城镇

2008 2018 2008 2018

女性 男性 差值 女性 男性 差值 女性 男性 差值 女性 男性 差值

家务劳动 173.7 39.2 134.5* 146.0 49.6 96.4* 144.7 56.7 88.0* 116.8 43.6 73.2* 

陪伴照料孩
子生活 30.6 6.5 24.1* 55.1 13.1 42.0* 16.6 7.3 9.3* 56.7 21.4 35.3* 

护送辅导孩
子学习 6.1 2.9 3.2* 8.9 4.2 4.7* 12.7 7.5 5.2* 14.3 7.3 7.0* 

陪伴照料成
年家人 0.8 1.0 -0.2 8.1 6.3 1.8* 3.0 2.3 0.7 14.1 9.6 4.5* 

其他 13.7 13.0 0.7 16.2 10.6 5.6* 39.2 23.0 16.2* 31.3 18.0 13.3* 

注：* p≤ .05.

44  所有表格的注释：差值是女性花费的时间减去男性花费的相应时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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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2018年不同教育程度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配置及性别差距变化（25-55岁）

活动类型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女性 男性 差值 女性 男性 差值 女性 男性 差值

无偿照料劳动 245.5 77.1 168.4* 241.3 84.2 157.1* 211.6 96.8 114.8*

家务劳动 138.5 39.3 99.2* 111.4 33.9 77.5* 76.3 31.0 45.3*

陪伴照料孩子生活 59.8 13.7 46.1* 64.2 20.7 43.5* 78.5 31.3 47.2*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 13.8 5.0 8.8* 18.2 7.4 10.8* 21.2 11.9 9.3*

陪伴照料成年家人 11.0 7.8 3.2* 16.1 8.2 7.9* 11.9 8.5 3.4*

其他 22.4 11.2 11.2* 31.5 14.0 17.5* 23.7 14.0 9.7*

注： * p≤ .05.

附表4：2008年和2018年老年群体时间配置的性别分布（分钟/每天）

活动类别
2008 2018

女性 男性 差值 女性 男性 差值

有酬劳动 122.8 232.1 -109.3* 100.0 202.4 -102.4*

无偿照料劳动 272.7 112.9 159.8* 260.4 126.8 133.6*

家务劳动 204.3 69.2 135.1* 167.9 72.6 95.3*

陪伴照料孩子生活 25.8 11.7 14.1* 42.9 18.1 24.8*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 6.4 4.4 2.0* 6.4 5.1 1.3*

陪伴照料成年家人 3.6 2.6 1.0 13.1 10.1 3.0*

其他 32.6 25.1 7.5* 30.2 21.0 9.2*

非生产活动 991.1 1025.0 -33.9* 1106.4 1126.7 -20.3*

注：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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