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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设第三卫生间还需
要加速发力。有专家建议，有关
部门应通过政策要求和制度激
励，指导景区、商场、博物馆、电影
院等公共场所增设第三卫生间，
并督促其加强管理、优化服务，引
导家长自律、遵守公共边界。不
过，记者此前走访发现，许多老旧
公共场所难寻第三卫生间，一些
商场即便设置了，也没有被利用
起来，有的甚至沦为杂物间。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
截至2021年11月，全国约有近
一万座城市公厕中设置了第三
卫生间，约占城市公厕数量的
6%。“我们也想带孩子去第三卫
生间，但大部分商场并没有这样
的设施。”多位家长向记者表达
这样的诉求。

事实上，早在2016年，住建
部和原国家旅游局就先后提出
建设第三卫生间，并明确了建设
标准。要求内部设施应包括成
人坐便位、儿童坐便位、儿童小
便位、成人洗手盆、儿童洗手盆、
有婴儿台功能的多功能台、儿童
安全座椅、安全抓杆、挂衣钩和
呼叫器等。

在去年一家媒体发布的《儿

童友好城市公共服务需求调查
报告（2022）》中，受访者希望增
设第三卫生间的呼声最高，保洁
欠佳、数量不足、位置隐蔽是当
前第三卫生间存在的主要问
题。“社会层面尚缺乏这方面的
意识，毕竟第三卫生间的建设需
要加大场所和资金投入。”翁冠
星指出，一些文件并没有法律上
的强制约束力，因此只能有赖于
业主和经营者自身的取舍来决
定。有的经营者为了场所品牌
形象会设置设备完善的第三卫
生间，有的地方则考虑到成本和
场地的限制，不具备设置第三卫
生间的条件。

第三卫生间的推广既有观
念上的问题，也有法律上的问
题。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教师李静
以无障碍厕所为例解释，和无障
碍厕所一样，《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已经出
台多年，但直到近几年
才有所发展，此前很多
人并未认识到建设无
障碍厕所的必要性。
而推进第三卫生间建
设，更加需要转变观念

和加强宣传。“第三卫生间的政
策性导向明显，但缺少法律法规
支持。如果地方立法时能考量
到第三卫生间，就会更加有利于
推广。”李静说。

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冯远提
议，第三卫生间要真正发挥作
用，还需要从转变观念、完善细
节和普及使用知识三个方面进
行改进，这样“第三卫生间的概
念才会更加深入人心”。在建设
和改造过程中，李静则建议，可
以将无障碍卫生间和第三卫生
间合并，根据双方的建筑和设计
标准进行调整，不仅能够节省成
本，还不浪费空间。既设立男女
厕所，又设立无障碍卫生间和家
庭卫生间，这在一些地方很难做
到，而建设或改造一个综合的第
三卫生间，可行性较大。

（央广网）

““妈妈带男童上女厕妈妈带男童上女厕””引发公众讨论引发公众讨论

第三卫生间数量不够第三卫生间数量不够？？
还是意识不足？
专家：可将无障碍卫生间和第三卫生间合并

一女性网友日前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哈尔滨旅游时在地
铁站遇见一6岁男孩上女厕，出言制止后遭对方家长持续辱
骂，并且不让自己赶火车。双方因此事发生激烈争执，引发当
地警方介入。

此后，“如何看待妈妈带男童上女厕”相关话题屡次引发公
众讨论，有网友认为“这是许多妈妈都会遇到‘迫不得已’”的事
情，也有网友持不同观点称“这的确给其他女性带来了不便”。受
访专家表示，究其原因是公共卫生间建设中“第三卫生间”还有所
缺失，“可以将无障碍卫生间和第三卫生间合并，根据双方的建筑
和设计标准进行调整，不仅能够节省成本，还不浪费空间。”

第三卫生间是指在厕所中专门设置的、为
行为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人（尤其
是异性）使用的卫生间，主要是指女儿协助老
父亲、儿子协助老母亲、母亲协助小男孩、父亲
协助小女孩等。第三卫生间内一般有独立结
构，人在里面互不妨碍，并配有相应适用于残
疾人的设施。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
员提议把第三卫生间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建好、
建到位。“设立第三卫生间，这不仅是民生设施
的完善，更是公共服务意识的进步。”北京京师
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说。

近日，对于异性父母带孩子上厕所的话
题，截止到记者发稿前，有163479位网友参与
了央广网发起的投票“6岁男孩到底能不能上
女厕？”。其中，9.6万网友表示“不应该啊！儿
童3岁以后就开始有性别意识了”，2.6万人则
认为“可以理解，如果是妈妈单独带孩子的
话”，还有3.8万人希望各地推广第三卫生间。

其实，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2022年10
月，山东烟台，一位母亲将上幼儿园的儿子带
入公共女浴室，遭到其他顾客投诉。同年7
月，湖北武汉，有市民通过城市留言板反映在
游泳馆女更衣室看到六七岁的男童，希望馆内
加强管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称，
孩子与生俱来就有独立人格，应以平等独立人
格来对待他/她，不存在多大年龄才是“人”的
问题。此外，孩子在尚不能自理生活、需要照
料的时候，监护人（父母）予以适合孩子发展阶
段的照料，目的只能是帮助孩子身心的成长、
走向自立，社会也应为此提供宽容和便利。在
贾西津看来，本次事件中男童家长并未尊重孩
子的平等人格，以其“年龄小”而无视了他的人
格独立、性别意识、心理发育特征、公共意识，
这实际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而对于这次事件引发的争执，许浩进一步
分析，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公然侮辱
他人的，应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10日拘留并处500元
以下罚款，具体到本案，如果警方介入并认定
当事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那么也必然面对行
政处罚。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上海瀛泰律
师事务所律师翁冠星认为，浴室、健身房、商场
等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对顾客负有
安全保障义务。此处安全保障义务也包括厕
所浴室等隐私场所提供充分保障。经营者也
应当对于厕所浴室等隐私场所的使用，作出清
晰明确的规定，并且在显眼处提示所有顾客。

在这起冲突的讨论中，也有网
友表达了疑惑和担心。有人说“6
岁不能进，那几岁可以进？”翁冠
星表示，事实上现在国内很多地
方规定了“3 岁以上”或“身高
90cm以上”不得进入异性卫生间
的做法，“这涉及法律上儿童的民
事行为能力的年龄认定，以及生理
上性心理意识产生的年龄，二者之
间的区别如何平衡。”翁冠星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妈
妈表示，带男童或者爸爸带女童进
入卫生间，也是由于自己如厕期
间，小孩子一个人在外的安全无法
得到保障，怕孩子被拐卖或者自己

跑丢等。就此，翁冠星表示：“商场
应该开辟专门供儿童玩耍休息的
地方，使得父母可以安心逛街。但
是目前由于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
善，责任厘定界限不清以及审判思
路过于强调和解等，使得相关经营
者害怕承担过高的责任，而不愿意
开展托幼服务。”

也有专家分析，还有一部分儿
童有身体疾病、精神上的分离焦
虑、自闭症等，无法与父母短暂分
开，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其实，关于男童是否能进女
卫生间、女浴室的问题早有讨论。

贾西津认为，在孩子尚不具

自己如厕能力、又只有异性监护
人在场时，在最小影响他人情况
下（如用声音提醒他人、进入后关
门等）可以寻求公共场所的便
利。而本案例中，在贾西津看来，
事情本身本没有尖锐冲突，完全
可以通过男孩自己去男卫生间，
或出于安全必要和妈妈在一起通
过关门、请求理解等方式解决。
出现冲突场面，实际是对权利理
解的观念错误导致的，也是对

“人”认知的不够（包括儿童、亲子
关系、人与他人关系等），这种认
知误区在很多公共性问题中其实
都是类似的。

北京丰台区某商场内
的儿童卫生间 （央广网）

可将无障碍卫生间
和第三卫生间合并

相关经营者怕承担过高的责任
不愿开展托幼服务

多数网友表示
“儿童3岁后就开始有性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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