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部门：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近年来，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推行，托育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然而，高昂的托育费用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成为许多
家庭的痛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此次联合发文，旨在通过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破解这一难题。通知指出，各地
需结合实际，科学核算托育服务成本，合理制定价格标准，避免机构因成本压力降低服务质量，或因高收费让普通家庭望而却
步。这不仅是对托育行业的规范引导，也是对普惠民生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业内人士分析，此举将有效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助力缓解年轻父母的育儿压力。具体来看，通知提出多项措施。首先，各地要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
估市场供需变化，结合人工、场地、运营等成本因素，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其次，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减免税费等方式，
降低普惠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从而间接减轻家庭负担。此外，通知还要求加强价格监管，防止部分机构借机哄抬价格，确保
普惠托育服务的可及性。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特别提到要优先支持面向低收入家庭的托育服务，体现社会公平。从实际情况来
看，托育服务市场目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线城市托育机构数量较多，但价格普遍较高，月均费用动辄数千元，让
许多双职工家庭倍感压力。而二三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专业机构稀缺，家长往往只能依靠家庭自助或非正
规托管。针对这一现状，通知提出，将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向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延伸，通过价格引导和政策支持，鼓励更多社
会资本投入，扩大服务覆盖面。专家指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的背后，是对托育服务质量的更高要求。价格合理化不仅能让家
长“托得起”，还能倒逼机构提升服务水平。例如，部分城市已试点普惠托育服务，通过政府与机构合作，提供价格亲民的托
育名额，受到家长欢迎。这些试点经验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形成可复制的模式。此外，通知还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对托育机构的服务质量、收费合规性进行监督，确保政策落地不走样。对于年轻家庭而言，这一政策的出台无疑是一大利好。
家住北京的李女士表示，她和丈夫都是上班族，孩子两岁时找托育机构费尽心思，价格高不说，服务质量也难以放心。“如果
价格能更合理，机构更规范，我们的压力会小很多。”类似的声音在网络上并不少见，不少网友表示，普惠托育服务的推进，
能让他们更安心工作，也更有信心生育二孩甚至三孩。不过，政策的实施仍面临挑战。一方面，托育行业的专业人才短缺，保
育员、早教老师的培训体系尚未完善，影响服务质量。另一方面，部分地区财政补贴力度有限，普惠托育机构的运营仍需探索
可持续模式。对此，通知提出，将支持职业培训机构参与托育人才培养，同时鼓励地方探索“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
，激发市场活力。从长远看，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不仅是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生育率提升
的关键举措。数据显示，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覆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国家此次出台政
策，既是对民生需求的回应，也是在为未来的社会结构优化布局。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地，普惠托育服务有望成为更多家庭的“
标配”，为年轻父母减轻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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