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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告，说出职场妈妈的“心里话”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年轻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母职矛盾”如何化解

今年 35 岁的叶子（化名）毕业

于天津大学，自幼在农村长大的她，

渴望突破原生家庭的束缚，拥有更

好的生活。

参加工作后，叶子便全身心扑在

工作上，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

所有人的赞赏肯定，晋升为部门主

管，之后也顺利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生娃后，她仍旧保持着女强人

的作风，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她

不得不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孩子身

上，承担起了育儿的重担。

带娃还要兼顾工作，叶子的“好

妈妈考题”难度是很具象的。丈夫

经常出差，她又不希望完全依靠老

人，这就意味着，她每天的时间被

切割得极为细致，精确到分钟：每天

早上六点起来，送儿子上小学，白天

上班，下午接他去托管班，八九点

下班再接孩子回家洗澡洗衣服睡觉。

相比对孩子的日常关爱，叶子更

加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生怕稍不

留神，孩子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产后重回职场的叶子收入其实并

不高，但她在教育上舍得投资，花两

个月工资给孩子报名幼小衔接课，学

外语、学画画、上足球培训课……

她把儿子的课外时间安排得满满当

当。“我也想给儿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但我不敢，城市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叶子无奈地说道。

随着课程越上越多，接送也成

了问题，叶子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掌

控不了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我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思

考再三，叶子换了个离家近的工作，

如果碰上加班，她会把单位未完成

的事情带回家处理，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不停敲击键盘写材料。

“做职场妈妈很累，我希望丈夫

能主动参与到养娃中，共同建设好

我们的小家庭。”叶子说。

职场妈妈仍是带娃主力军
 “职场妈妈是婴幼儿照料的主

体，承担了主要的养育责任，可是该

如何平衡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

关系呢？”基于这样的考虑，孙树村

及团队采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

选取了34-45 岁之间的已婚女性作

为研究对象，倾听这些职场妈妈的

心里话。

在调研过程中，孙树村发现，与

母辈明显不同的是，新生代职场妈妈

多出生在少子女家庭，受教育程度较

高、强调经济独立与事业发展，认同

现代民主、平等的家庭文化与“科学

育儿”观念，她们更希望两性平等且

合理分担儿童照顾工作的主观诉求。

 “尽管有祖辈帮忙带孩子，但

带孩子除了养育之外，还有陪伴、

教育和关怀，这些是隔代教养给予

不了的。”孙树村说，这是很多职场

妈妈的困惑，“不想把教养孩子的责

任全部推给祖辈，但自己的时间又

不够用”。

另外，在价值观念层面，新生代

职场妈妈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普

遍更希望接受性别平等话语。孙树

村说，新生代职场妈妈自诩为“已婚

少女”，即使婚后，在人格上也要保

持相对独立自主，拒绝成为丈夫和

子女的附属品，对自身事业发展和家

庭角色都有特定的期待。

孙树村认为，在工作中，新生代

职场妈妈追求“为自己而活”，强调

通过职业、兴趣实现自我价值；在

家庭中，大部分城市新生代职场妈

妈向往夫妻之间民主、平等融洽的

相处关系，拒绝单一的“母亲”身份

认同，即使在阶段性全职带娃的过

程中，仍会以兼职的方式来避免“家

庭主妇”的标签。

一图读懂

支招

自“三孩”政策推行后，

愿意生三孩的职场妈妈仅 0.9％，

职场爸爸占比达 7.2％；

只要一个孩子的职场妈妈占比 49％，

职场爸爸占比 31.2％；

38.4％的职场妈妈认为配偶“有
空会分担家务和照顾小孩”；

23.1％的职场妈妈表示丈夫“基
本没有承担家务、照顾小孩的责
任”，正经历“丧偶式”育儿；

鼓励生育，共同营造自由和宽松氛围
“鼓励生育，应是多方共同努

力。”孙树村认为，倡导建立平等与

差异统一的家庭性别劳动分工很重

要，夫妻应共同承担经济供养和家

务劳动的责任。

另外，公共托育机构要理性发

展，适当地建立一种职场妈妈与保

教人员以及婴幼儿的拟家庭化、拟

亲属化的秘密关系与互动，引导职

场妈妈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参与到

托育机构的婴幼儿的照顾。

更重要的是，社会应该为女性

生育养育营造更加自由和宽松的氛

围。孙树村指出，这个自由和宽松

的氛围意味着，当代的女性无论是

选择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还是选

择事业性的新型女性角色，抑或是

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全能妈妈角色，

都应该被认可和尊重。

于家庭层面，家庭成员对于女

性的生育意愿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

和尊重，同时在女性生育前后，特

别关注和重视其身体及心理的健康。

于用人单位层面，单位也应该

构建起尊重母亲、理解母亲的日

常文化，给予怀孕生子的职场女

性更多的理解和照顾，同时正视

女性的能力和优点，尊重她们的

生育意愿。

于社区方面，社区作为连接家

庭和社会的重要的纽带，应当为家

庭的婴幼儿照顾提供精准的育儿支

持，可以通过创办婴幼儿活动中心、

托育机构等方式，为婴幼儿的照护

者提供经验支持和学习，也可以实

施一对一的入户育儿指导，多组织

亲子活动、早教活动，提高祖辈育

儿的自信心和育儿质量。

于社会层面，应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全社会营造互助互

信的文化氛围，实现亲缘信任到

社区信任再到社会互信的层层递

进。同时可以鼓励各类青年群体

社交活动的开展，将生育政策和

社会文化紧密关联起来，提高和

优化社会保障的服务水平和服务

质量，营造对育龄群体友好的生育

友好型社会。

职场妈妈难以平衡的工作与家庭

孙树村

湖南省妇女儿童
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73.2％的职场妈妈“希望事业家庭兼顾”；
13.3％的职场妈妈“希望做事业成功者”；
56.5％的职场妈妈“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
64.4％的职场妈妈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
的负担”。

渴望被公平对待的职场妈妈
孙树村的研究表明，与母辈不

同的是，新生代职场妈妈能通过网

络、书籍等自觉学习“科学育儿”知识，

也能通过虚拟网络空间交流、分享

育儿相关话题等，以获得身份认同、

精神慰藉与群体归属感。

“很多职场妈妈认为自己在儿

童照顾工作中投入的时间远多于

丈夫。”孙树村说，同样作为职场

中的劳动者，新生代职场妈妈的

照顾者身份更为显著，她们往往

被社会以及家庭其他成员期望“以

家庭为重”，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

也被要求倾向于家庭。让很多职

场妈妈心力交瘁的还有育儿责任

差异。“生理的天然构造，促使女

性承担分娩婴儿的责任，然而将

儿童照顾的责任分配给女性却是

社会建构的产物。”孙树村说，这

种责任分配机制在母职层层加码

的情境下，会对城市新生代职场

妈妈施加更大压力，她们在下班

后不得不再值“第二轮班”。

（来源：智联招聘《2022
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
调查报告》）

职场妈妈的“心里话”

“担心降低生活质量”“失去自由和
自我空间”以及“生育影响职场发
展”这三个选项，职场妈妈的占比
均明显高于职场爸爸；

“工作太忙，没
有时间带孩子”
成为职场妈妈
的第二困扰；

“经济负担重”
是职场妈妈不
愿生育的首要顾
虑；

每年招聘季，“职场妈妈”都是热搜的关键词——

近日，中国知名招聘平台的一份数据报告显示，职

场妈妈平均每年为家庭贡献近四成收入，65% 的职

场妈妈认为自己有潜在抑郁症倾向，超 80% 职场妈

妈对孩子感到愧疚，90% 以上职场妈妈认为生育阻

碍了自己的职业发展。

女性作为“母亲”角色在承担生养责任的同时，

也面临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和挑战。那么，湖南职场

妈妈的工作状态和生育情况怎样？她们又存在哪些

情感困惑？近日，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研

究员、长沙师范学院教师孙树村及团队完成了一项

调研课题，他们针对新生代职场妈妈在婴幼儿家庭

照护中的情感劳动进行研究，探讨新生代职场妈妈

的“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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