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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观念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女性的职业发展

李 春 玲

本文所关注 的是个人及其周围环境中主导的性别观念和规范对于女性职业发展

的影响
。

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男女职 工 的调查和分析
,

以及与全 国妇女 的调查数

据比较
,

本文认为
,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女性普遍持有较现代的
、

平等的性别观念
,

而接

受教育是她们培养和发展平等的性别观念的最重要 的途径之一 ;调查结果证实
,

性别

观念与女性职 业发展水平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

性别观念越趋向现代和平等的女性
,

越可能获取较高的职 业成就
,

越符合传统的性别刻板 印象模式的女性
,

越可能抑制其

成就动机和进取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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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性别意识和观念与其成就动机的强弱和职业发展水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

性别

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评价
、

自我形象设计
、

行为方式选择和对异性的态度
,

而

这些因素又对个人的成就动机和进取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
。

传统社会为男人和女人确定了固

定的
、

相分离的角色和位置
,

即男人在社会上拚博进取
,

女人在家庭中育儿助夫
。

然而今 日社

会女人也进入社会寻求进取发展
,

这些行动向传统的性别观念特别是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角

色模式提出了挑战
,

并促成了男人和女人的性别观念的变化
。

但这种变化的强弱程度是有着

巨大的个体差异的
,

而且对个体尤其女性的成就动机和职业发展水平有着极大的影响
。

人们

普遍认为
,

具有较平等的性别意识和更为自信
、

自强的性别观念的女性将有更多的机会在社会

分层的较高阶层占居一席之地
。

作为中国最高级研究机构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优 秀的专

业人士聚集之地
,

并且从传统意义上讲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
,

那么进入此机构的

女性在性别观念上是否有其特殊性呢 ? 有哪些因素影响到她们性别观念的选择 ? 她们的性别

意识和观念对她们的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 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间

题
。

1 9 9 4 年 10 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职业女性的发展
、

参与和社会地位研究
”

课题组在全院女

职工中实行普查性的间卷调查
,

回收有效问卷 1 2 3 8 份
,

回收率达 83
.

4 %
。

另外对三个研究所

的男职工发放同类问卷
,

回收有效问卷 2 17 份
。

本文是基于此次调查的部分数据所作的分

析
。

一
、

性别角色观念

性别角色观念是性别观念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

人们依据它来设计 自己在家庭和社会生

活中的角色模式
。

在这个变化着的时代里
,

性别角色观念也在从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
、

男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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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男强女弱的模式向一种新的
、

体现性别平等的模式转变
。

社科院的职业女性在这个从传统

观念向现代观念过渡的尺标中居于什么位置呢 ?

1
.

测量方法
。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
,

我们设计了 8 个涉及两性的家庭角色
、

社会角色
、

权利

义务分配的传统观念请被调查者进行评判
,

通过其认同程度或否定程度来确定其性别角色观

念是更趋向于传统还是趋于现代
。

这 8 个观点是
: ( 1) 男人以事业为主

,

女人以家庭为主 ; ( 2 )

男人生来就比女人强 ; ( 3) 女 比男强
,

好景不长 ; ( 4) 丈夫的成功就是妻子的成功
,

妻子应该不惜

牺牲协助丈夫成功 ; ( 5) 孩子不应随母性 ; ( 6) 寡妇再婚应将财产留给前夫的孩子或家人 ; ( 7) 男

人比女人更擅长于理论研究工作 ; ( 8) 不生孩子的女人不是完善的女人
。

除了考查社科院女职工对上述各命题的分别评判外
,

我们还采用量表测定社科院女性在

性别角色观念上的综合态度倾向
。

间卷提供四项选择答案
:
非常同意

、

同意
、

不大同意
、

很不同

意
。

四项选择的评分依次为 3 分
、

2 分
、

1 分和 0 分
。

得分越高意味着对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

认同率越高
,

也就是说观念越传统 ;得分越低则意味着对传统性别角色模式认同率越低
,

即观

念越现代
。

根据这一评分方法
,

我们把全体答卷女职工的态度划分为四个等级
:

得分在 5 分

以下者 (即对上述命题加以肯定的最多不超过两项 )表明持有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

得分在 6

一 10 分之间者确定为具有较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

得分在 n 一 20 分之间者为较传统的性别

角色观念
,

而得分超 20 分 (即 IL 乎认同上述所有命题 )则被确定为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

需

要加以说明的是
,

观念上的传统或现代的定义并非是绝对的
,

而是一种主观的
、

理想型的分类
。

这里使用的传统的或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的概念只是相对而言
。

虽然这种测量及划分方法有

其局限性
,

但有助于我们对社科院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全面把握
。

2
.

社科院女职工的性别角色观念
。

调查数据显示
,

30 % 的社科院女性持有现代的性别角

色观念
,

这其中有 57 人 (占 6
.

3% ) 得分为 0 分
,

表明她们强烈反对上述所有的传统性别角色

规范
。

她们对于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观点陈述— 如
“

男人生来就比女人强
” 、 “

男人比女人更

擅长于理论研究工作
”

等— 表示愤概和不满
。

39
.

8% 的社科院女性持有较现代的性别角色

观念
,

也就是说约 70 % 的社科院女职工倾向于否定传统的两性角色模式
。

同时
,

28
.

8% 的女

职工的性别角色观念是较传统的
,

另外
,

还有极少数的女性 (占 1
.

4% ) 持有传统的性别角色

观念
。

在这些传统观念中
,

社科院女性最可能加以认同的是男女两性在家庭和事业上 的传统分

工
,

26
.

2% 的女性不同程度地认为
“

男人以事业为主
,

女人以家庭为主
” ,

16
.

7% 认同
“
丈夫的

成功就是妻子的成功
,

妻子应不惜牺牲协助丈夫成功
” ,

还有 10
.

9% 的女性认为
“

不生孩子的

女人不是完善的女人
” 。

传统习俗的两性权利分配对社科院女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

38
.

1%

的女职工赞同
“

孩子不应随母姓
” ,

21 % 的女性同意
“

寡妇再婚应将财产留给前夫的孩子或家

人
” 。

对于
“

男人生来就比女人强
”

的看法
,

女职工们认同率极低 (仅 6
.

2% )
,

但同时有 16
.

7%

的女性认为
“

男人 比女人更擅长于理论研究工作
” ,

还有 1 1
.

2% 的赞同
“

女 比男强
,

好景不

长
” 。

社科院女性对上述所有观点的赞同率都未超过半数
,

而且除了
“

孩子不应随母姓
”

和
“

男

人以事业为主
,

女人以家庭为主
”

这两个认同率最高的观点以外
,

她们对其它观点加以肯定的

比例都低于 1/ 4 。

这些数据显示社科院女性就整体而言对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否定倾向极为明显
,

她

们中的绝大部分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

或做一个成功丈夫背后的小女人
。

在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演进方面
,

社科院女性走在了全国妇女的前列
。

如下表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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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科院女性对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认同程度与全国妇女①的比较

男男男人以事业为主
,

女人人 丈夫的成功就是妻子的的男人生来比女人强 /// 寡妇再婚应把财产留留
以以以家庭为主 /男人以社社 成功

,

妻子应不惜牺牲牲 男性能力天生 比女人人给前夫的孩子或家人人

会会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为 协助丈夫成功 /丈夫的的 强④④④

主主主②② 成功就是妻子的成功
,,,,

妻妻妻妻子要全力支持丈夫③③③③

非非非常同意意 同意意 非常同意意 同意意 非常同意意 同意意 非常同意意 同意意

全全国妇女女 6
.

666 4 4
.

888 9
、

111 6 3
.

111 2
.

666 2 5
.

999 4
.

888 4 2
.

888

城城镇妇女女 3
.

777 2 9
.

000 1 1
.

666 6 3
.

999 2
.

111 2 1
.

888 1
.

777 27
.

888

社社科院女职工工 4
.

999 2 1
.

333 2
.

888 1 3
.

999 1
.

555 4
.

777 1
.

444 9
.

555

注
:

①上表中全国和城镇妇女的数据引自陶春芳
、

蒋永萍主编的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93 年

版
,

第 4 62一4 6 4 页
。

②
、

③
、

④
:

前者为社科院调查问卷中的表述
,

后者为全国妇联调查 问卷的表述
。

社科院女职工对于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的认同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有意思的是
,

社科院男职工在性别角色观念上的态度与全国男性总体态度差距不明显
,

而社科院内部男女

职工性别态度的差距却非常大
。

表 2 社科院男女职工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差异 %

性性性别别 非常常 同意意 不大大 很不不 未答答
同同同同意意意 同意意 同意意意

男男人以事业为主
,,

女女 4
·

999
2 1

.

333 4 2
.

111 2 5
.

999 5
.

888

女女人以家庭为主主 男男 1 4
.

777 2 6
.

888 4 0
.

111 1 0
.

111 8
.

333

男男人生来来 女女 1
.

555 4
.

777 37
.

777 4 9
.

222 6
.

999

比比女人强强 男男 7
.

444 14
.

333 4 9
.

333 1 4
.

333 14
.

777

女女比男强
,,

女女 1
.

777 9
·

222 3 8
.

999 4 0
.

333 9
·

999

好好景不长长 男男 4
.

777 12
.

999 4 7
.

999 1 6
.

111 l吕
.

444

丈丈夫的成功就是妻子的成功
,

妻妻 女女 2
.

888 1 3
.

999 4 3
.

999 2 9
.

888 9
·

666

子子应该不惜牺牲协助丈夫成功功 男男 5
.

111 1 7
.

555 4 6
.

111 1 3
.

444 1 7
.

999

孩孩子不应应 女女 4
·

777 3 3
.

444 3 5 777 1 4
·

444 1 1
.

888

随随母姓姓 男男 1 2
.

444 5 0
.

222 1 6
.

111 5
.

555 1 5
.

888

寡寡妇再婚应将财产留留 女女 4
.

000 1 7
.

000 32
.

444 3 5
.

000 1 1
.

666

给给前夫的孩子或家人人 男男 6
.

999 2 0
.

777 4 3
.

888 1 2
.

999 15
、

777

男男人 比女人更擅长长 女女 2
.

888 1 3
.

999 4 3
.

999 2 9
.

888 9
·

666

于于理论研究工作作 男男 4
.

666 2 4
.

444 3 9
.

666 1 4
.

777 1 6
.

777

不不生孩子的女人人 女女 1
.

444 9
·

555 4 7
.

444 2 9
.

999 1 1
.

888

不不是完善的女人人 男男 6
.

999 1 6
.

666 4 2
`

999 1 7
.

555 1 6
.

111

几乎在上述所有观点上
,

社科院男职工和女职工的态度差异都非常大
,

特别是选择
“

非常

同意
” 、 “

很不同意
”

以及未答的比例差距更加突出地反映出男职工对于女性角色模式的要求与

女职工 自身的设计有很大不同
。

然而就全国的普遍情况来看
,

两性之间在性别观念上的差距并不大
。

我们再回到表 1 中

所列的四个观点陈述上
。 “

男人以事业 (或社会 )为主
,

女人以家庭为主
” ,

在全国水平上
,

男性

与女性对这一观点的判断差异也就在 1一 3 个百分点
,

而社科院两性之 间的差 异却达到 了

15 一 17 个百分点
。

社科院女性肯定这一观点的比例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

而社科院男性在这一

点上与全国男性的差距却不明显
。

事实上
,

社科院男职工对这一传统的两性角色分配加以肯

定的比例甚至远远高于城镇男性的比例
,

他们选择
“

非常同意
”

这一项的比例比城镇男性高 8

个百分点
,

选择
“

同意
”

的比例比城镇男性高 6 个百分点
。

在评价
“

丈夫的成功就是妻子的成

功
”

这一观点上
,

全国水平的性别差异在 2一 3 个百分点之间
, “

男性能力天生 比女性强
”

和
“

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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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再婚应把财产留给前夫的孩子或家人
”

这两个观点上
,

全国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几乎没有差

异
,

然而社科院男性和女性在对这三个观点的评判上差异极为明显
。

社科院男女职工在性别角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可以说明
,

具有较高文 化水平且事业达到

较高阶段可以使女性培养更现代的
、

更开放的
、

更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

但是高文化水平
、

高社

会地位并不必定使男性更多地否定传统性别角色模式
,

在某种程度上
,

处于社会分层中较高地

位的男人可能更强烈地需要服务于他
,

依从于他的传统女性
。

这也就是说
,

在文化层次较高的

圈子里
,

两性在性别观念上的差异表现得更突出
,

而这一差异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

3
.

文化水平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

尽管社科院女职工普遍来讲具有较为现代化的性别

角色观念
,

但个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
。

造成这种观念差异有多种因素
,

文化程度就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个因素
。

表 3 不同文化程度女职工的性别角色观念差异

\\\

谧艳登登
持现代性别角色色 持较现代性别角色色 持较传统性别角色色 持传统性别角色观观

观观观念者所占比例例 观念者所占比例例 观念者所占比例例 念者所占比例例

初初中及以下下 13
.

333 4 0
.

000 4 6
.

777 000

高高 中中 9
.

888 5 1
.

444 3 1
.

999 6
.

999

中中 专专 17
.

000 4 4
.

777 3 6
.

222 2
.

111

大大学专科科 3 1
.

999 3 7
.

000 30
.

000 1
.

111

大大学本科科 31
.

777 4 0
.

333 2 7
.

222 0
.

888

硕硕 士士 35
.

444 3 7
.

000 2 6
.

888 0
.

888

博博 士士 62
.

444 3 1
.

333 6
.

333 000

表 3 显示出
,

文化水平越低对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率越高
,

文化水平越高则性别角

色观念越趋向于现代
。

文化水平的差异明显地影响着女性对自身的家庭及社会角色的选择
。

表 4 文化水平对女性的家雇乃社会角 f
_

的影响 %

丈丈丈夫的成功就是妻子的成功
,,

男人以事业为主
, ...

妻妻妻子应不惜牺牲协助丈夫成功功 女人以家庭为主主

同同同 意意 不同意意 同 意意 不同意意

初初中及以下下 2 8
,

勺勺 57
.

777 2 3
.

111 69
.

222

高高 中中 32
.

555 4 8
.

888 3 4
,

lll 5 2
.

000

中中 专专 2 8
.

555 60
.

000 3 7
.

222 55
.

888

大大学专科科 18
.

999 6 9
.

999 2 8
.

333 6 4
.

666

大大学本科科 1 1
.

222 8 1
.

666 2 4
.

222 7 2
.

666

硕硕 士士 1 0
.

888 8 5
.

444 1 9
.

111 7 8
.

444

博博 士士 4
.

888 9 0
.

444 19
.

111 7 6
.

222

很明显
,

文化程度越低的女性越趋向于赞同妻子应成为丈夫的贤内助这种传统的角色模

式
。

对于另外儿个观点的评价
,

不同文化程度的女职工在肯定或否定的比例上没有明显差距
,

但在肯定或否定的强烈程度上差距明显
。

例如
,

对于
“

男人生来就比女人强
”

的看法
,

不论学历

高低
,

几乎 90 % 左右的女性都表示不同意
,

但不同文化程度的女职工选择
“

很不同意
”

这一答

案的比例差距很大
,

在评判其它几个观点上情况也类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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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文化程度的女职工选择
“

很不同愈
”
下述观点的差异

男男男人生来就就 女比男强强 男人 比女人更擅长长 孩子不应应 寡妇再婚应将财产留留

比比比女人强强 好景不长长 于理论研究工作作 随母姓姓 给前夫的孩子或家人人

初初中及以下下5 1
.

2 4443
.

111 3
.

888 1 1
.

555 1 1
.

555

高高 中中3 3
.

4442 7
.

5 666
.

1 777 6
.

3331 9
.

555

中中 专专8 3
.

6663 7
.

111 1 2
.

99921
.

4441 1
.

444

大大学专科科4 9
.

6661 4
.

66615
.

111 0 3
.

4443 6
.

222

大大学本科科55
.

66643
.

66615
.

888 31
.

888 3 4
.

000

硕硕 士士5 1
.

000 40
、

888 1 48 000 3
.

222 40
.

111

博博 士士 61
.

9995 7
.

111 42
.

99942
.

9995 7
.

111

除了在
“

不生孩子的女人不是完善的女人
”

的判断上没有明显差异以外
,

其它的七个观点

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文化程度差异
。

4
.

年龄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

在一个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
,

年龄是造成观念差异的最

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

年长者往往作为传统观念的卫护者出现
,

年轻者往往 以反叛传统
、

实践新

观念的形象出现
,

于是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

年龄越大持有的传统观念越多
,

而年龄越轻越

趋向于接受新型的
、

现代的观念
。

然而在特殊情况下这一规律也会表现出例外
。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
,

年纪越轻的女职工似乎越趋向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

而越年长的职

工越是反对传统的模式
。

尽管差距并不算大
,

但的确有悖常规
。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

较年轻的

女性并不是在所有 8 个观点的评判上都比她们的年长者更传统
,

她们的传统倾向主要表现在

表 7 中列出的三个观点上
。

表 6 不同年龄女职工的性别角色观念睡异 %

专专俨鹦鹦
持现代性别角色色 持较现代性别角色色 持较传统性别角色色 持传统性别角色色

观观观念者所占比例例 观念者所占比例例 观念者所占比例例 观念所占比例例

222 1一3 0 岁岁 2 1
.

999 4 2
.

777 32
.

666 2
.

888

333 1 一 4 0 岁岁 27
.

000 40
.

555 3 1
.

555 1
.

000

444 1一 50 岁岁 32
.

999 37
.

999 27
.

999 1
.

333

555 1一 6 0 岁岁 36
.

999 4 0
.

111 1 2 1
·

777 1
.

333

666 1岁以上上 57
.

111 2 1
.

444 2 1
.

444 000

表 7 年轻女职工比年长女职工丧现得更传统的几个观点

万万肖矍矍
男人以事业为主

,,

不生孩子的女人人 女比男强强

女女女人以家庭为主主 不是完善的女人人 好景不长长

同同同 意意 不同意意 同 意意 不同意意 同 意意 不同意意

222 1一 30 岁岁 3 3
.

999 60
.

888 29
.

000 6 3
.

555 1 4 111 78
.

000

333卜
- 4 0 岁岁 2 8

.

111 63
.

999 22
.

444 64
.

000 11
.

888 7 7
.

333

444 1一 50 岁岁 2 4
.

555 72
.

444 1 9
.

000 69
.

666 8
.

999 82
.

888

555 1一6 0 岁岁 19
.

000 74
.

444 14
.

888 74
.

000 9
.

111 77
.

555

666 , 岁以上 }}}
5

.

999 9 4
.

111 1 1
.

888 82
.

444 11
.

888 82
。

444

注
:

61 岁以上的数据不具年龄群体代表性
,

因绝大多数 61 岁以上的女职工已退休
,

不在调查范围内
,

留任的多为较高

职称或级别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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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年轻的女职工除了对上述三个观点的认同率高于年长者以外
,

在
“

男人天生 比女人强
” 、

“

丈夫的成功就是妻子的成功
” 、 “

孩子不应随母姓
”

等观点的评价上与年长者差距不 明显
,

同

时
,

在另外的两个观点上—
“

男人比女人更擅长于理论研究工作
”

和
“

寡妇再婚应将财产留给

前夫的孩子或家人
”

— 反而是年长者的认同率比年轻的认同率高
。

这表明
,

年轻女职工观念

的传统色彩主要表现在她们对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的认同上
。

但在涉及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男

女两性权益分配方面
,

较年轻者还是具有更多现代意识
。

社科院女职工在性别角色观念上表现出特殊的年龄差异并非是一个孤立现象
,

它可以与

近 10 年来的中国性别观念演变的整个趋向相联系
。

自 80 年代初以来
,

在女性的家庭角色模

式和女性性别形象等方面出现一种 (由传媒和大众文化产品引导的 )回潮现象
,

从另一角度来

说
,

它是针对文革时期两性绝对趋同潮流的一个反动
。

较年轻的女性可能对这一回潮动 向更

加敏感
。

不过
,

全国妇联在全国范围的调查并未证实类似的倾向
,

根据她们的调查数据
,

除了

18 一 19 岁这个年龄段对传统观念的认同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以外
,

其它年龄段的女性在对女

性家庭角色认同上差异不大
。
①

如果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和社科院的调查数据都是可靠的话
,

那么就有可能引申出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

文化层次较高并处于职业分层较高地位的年轻女性由于 自身的职业成就

而可能担心失去完善妻子的美名和女人的本性
,

从而使她们在追求高职业成就的同时也希望

尽到传统女人的本份
。

按西方某些学者的说法
,

这叫做
“

畏惧成功
” 。

除了文化水平和年龄这两个因素以外
,

工作性质 (研究人员或非研究人员 )
、

专业职称和行

政级别的高低也是造成性别角色观念差异的因素
。

研究人员比非研究人员
、

职称高者比职称

低者
、

行政级别高者比行政级别低者更多地否定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
。

不过这些差异也可以

从文化程度的差异上得到部分解释
,

因为文化程度越高越可能从事研究工作并获得较高的专

业职称和行政职务
。

另外
,

家庭出身对性别角色也有微弱影响
,

知识分子
、

军人
、

干部
、

职员等

家庭出身的女职工观念差异不大
,

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女性比上述家庭出身的女性传统得多
,

令

人吃惊的是
,

农民家庭出身的女职工并未表现出更多的传沈倾向
。

5
.

性别角色观念对成就动机的影响
。

较高的职业成就 (较高学历水平
、

较高的专业职称
、

较高的行政职务 )有利于培养较为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
,

性别角色观念

越趋向于现代
,

就越可能取得较高的职业成就
。

此次调查的数据充分证实了这一论点
。

性别角色观念现代者往往具有较强的成就动机并可能采取更为积极的进取行为
。

问卷中

有这样一个问题
: “

您自己有没有申请过国家或院里的社科基金项目?
”

在回答申请过社科基金

项目的女性中 80
.

2% 持有现代的或较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

另一数据同样说明问题
:

持现

代性别角色观念者中有 21
.

4 % 申请过项 目
,

持较现代观念者中有 13
.

1% 申请过
,

持较传统观

念者中有 10 % 申请过
,

而持传统观念者中无 1 人申请过项目
。

对于是否 申请过项 目的 回答

实际上包含着两层含义
,

其一是反映出被调查者在其事业发展上是否采取积极进取行为 ;其二

是从一个间接角度来检测职业成就水平
,

申请过项目者往往是职业成就较高者— 职称和级

别较高
、

成果较多的研究人员或科研管理人员
。

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资格
、

有自信申请项 目
。

因而
,

上述数据可以表明
,

性别观念越现代者取得的职业成就也可能更高
。

另外的几项数据也

证实了这一点
。

持现代或较现代观念的研究人员成果数量 (学术专著
、

普及读物
、

翻译著作
、

学

①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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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等)和国内外获奖次数略高于平均水平
,

而持传统或较传统观念者则稍低于平均水平
。

性别角色观念对晋升速度也有微弱影响
。

在 21 一 30 岁这一年龄段
,

性别观念对晋升的

影响还不明显
,

因为这一时期职称和级别的差异多由学历和工作年限等因素决定
,

竞争和能力

起的作用较小
。

但在 31 岁以上
,

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开始体现
,

在 41 一 50 岁期间表现得最

明显
,

而这一时期的确是职称晋升竞争最激烈的时候
。

与同年龄相比
,

观念越现代的女性越可

能晋升到更高一级职称
,

观念越传统越可能停留在原有的职称级别上
。

在所在年龄段中
,

持传

统观念者往往是晋升最慢的人
。

毫无疑问
,

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女性的事业与家庭关系的安排肯定有影响
,

不过
,

与许多人

的担心相反
,

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或传统对于夫妻感情的好坏或离婚率的高低并无直接关联
。

只是性别角色观念对夫妻关系类型有明显影响
。

绝大多数社科院女性希望家庭与事业双肩

挑
,

但是观念的差异影响着她们的天平向哪边倾斜
。

当自己的事业与丈夫的事业发生冲突时
,

观念最为传统的女性更可能选择牺牲自己支持对方
,

当事业与家庭发生冲突时
,

她们选择服从

家务需要的比例也高于其它观念者
。

持较传统或较现代的女性则更希望夫妻双方相互支持
,

尽可能地支持对方
,

又不放弃 自己的事业
。

在观念最现代的这一组中
,

选择各忙各的较高于其

它几组
,

同时还有一部分女性希望丈夫作些牺牲支持自己的事业
。

二
、

性别刻板印象与人格品质

性别刻板印象饱即威黔
5加” 刃奴加 ) 是一种社会文化长期形成的

、

较固定的对男性和女性的人

格模式的理想划分
。

长期的文化传统赋予我们这样的看法
:

男人具有某些确定的人格品质
,

也可

以称为男性气质或男子气 (伽洲zin .it )
,

而女性具有另一些确定的人格品质
,

称为女性气质或女

人味〔伽
王认 in ist )

。

一个男人如果符合这些男性的人格品质则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

一个

女人符合女性的人格品质则被赞誉为贤良淑女
,

相反
,

假如一个男人具有某些女性品质或一个女

人具有男性品质就可能被看作是不符合社会标准的男人或女人
。

传统的性别板版象往往把男性

人格与女性人格品质相对立 (例如
,

男人刚强
,

女人柔弱等 )
,

男性品质使男人更易于在社会上拼

搏冲杀
,

而女性品质使女人更适于营造温馨的家庭并需要男性的保护
,

这种性别刻板印象通过社

会化途径代代传递并造成两性人格模式上的差异
。

然而
,

这种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模式正在受

到挑战
。

当今社会女人从家庭走入社会
,

她们要在社会中立足并发展就必须具备传统意义上属

于男性的品质
。

同时
,

人们还认为当今世界更需要和平
、

友善和合作而不是战争与对抗
,

因而男

性也应该培养多一些所谓的女性品质
,

于是男女平等主义的鼓吹者们希望男性和女性在人格品

质上应更为接近
。

不论是传统的
、

强调两性对立的性别人格模式还是强调两性趋同的性别人格

模式都是人们观念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

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牛 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所谓的男性品

质和所谓的女性品质
,

不论他 (她 )是男人还是女人
,

但多或者少的程度取决于他 (她 )生活的社会

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
。

那么
,

社科院的女职工— 进人传统意义上男人活动领域的女性— 是

否自认为具有更多的所谓男性人格品质呢? 是哪些因素影响她们获得或认同这些品质呢 ? 另

外
,

社科院女性与男性之间是否存在着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模式的差异呢 ?

1
.

社科院职工中自认人格品质的两性差异
。

由于把人格特性划分为男性品质和女性品质

是十分不科学的
,

同时也为了避免女人男性化或男人女性化的误解
,

我们把传统性别刻板印象

规定的女性品质定义为 A 类品质
,

传统性别刻板印象规定的男性品质定义为 B 类品质
,

两者

之间不存在好坏
、

褒贬之分
,

但很明显
,

这两类品质在促进个人的职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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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
。

在问卷中我们列举了 1 8项品质 ( A类品质和 B类品质各占 9项 )
,

请被调查者选择

5 项作为自己具备的最突出的品质
。

这 18 项品质为
:

A 类品质

温 和

关心他人

服从领导

细心有条理

富于同情心

易听取他人意见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善于言表

重感情

B 类品质

进取心强

独立性强

有毅力

有主见

勇于竟争

办事果断

有冒险精神

自 信

善于领导别人

注 :

所列举的品质及划分参考 I
.

k
.

B r o v e

~
等人制定的涉及两性人格和行为品质心理健康测定表

。

见 L名 u r e 1W al um
R i e h ar d s i n ,

hT
e D y n

am i e s
of S e x

an d eG
n de r ,

B 招 t o n : H o u gh ot n M im i fu Cb m P a n y ,

1 9 8 1
,

P 10
.

表 8 社科院男女职工 自我品质选择

女女职工工工 男职工工工

位位 序序 选择率率 位 序序 选择率率
111 富于同情心心 5 2

.

999 1 服从领导导 55
.

999

222 服从领导导 4 9
.

777 2 关心他人人 51
.

333

333 关心他人人 4 9
.

333 3 富于同情心心 4 5 000

444 温和和 4 6
.

666 4 温和和 38
.

111

555 细心
、

有条理理 4 5
.

888 5 独立性强强 32
.

555

666 进取心强强 37
.

777 6 细心
、

有条理理 30
.

000

777 重感情情 2 6
.

222 7 有主见见 2 9
.

444

888 独立性强强 2 5
.

444 8 进取心强强 2 8
.

111

999 易于听取他人意见见 2 3
.

111 9 自信信 2 3
.

888

1110 有主见见 2 1 888 10 易于听取他人意见见 23
.

111

nnn 自信信 17
.

000 11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系 19
.

444

1112 有毅力力 1 1
.

777 12 有毅力力 16
.

999
...

13 办事果断断 1 1
.

333 1 3 有感情情 15
、

000

1114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系 10
.

888 1 4 办事果断断 11
、

999

1115 善于言表表 4
.

777 15 善于言表表 6
.

333

1116 勇于竞争争 2
.

111 16 勇于竞争争 5
.

666

1117 有冒险精神神 1
.

777 17 有冒险精神神 4
.

444

1118 善于领导别人人 1
.

333
`

18 善于领导别人人 1
.

333

女职工选择的所有品质中有 70
.

4 % 为 A 类品质
,

29
.

6% 为 B 类品质
,

男职工选择的品质

中 A 类品质占 64
.

8%
,

B 类品质占 35
.

2%
。

男女职工 A 类品质选择率普遍较高可能与项目排

列顺序有关
,

排列在前 6 项的品质选择皆为 A 类品质
。

参照表 8 中的数据
,

我们发现社科院职

工中个性倾向上的性别差异是存在的
,

男性身上 B 类品质的成分多于女性
,

而女性比男性更偏于

A 类品质
。

在依据性别规范划分的特性品质上表现更为明显些
,

如富于同情心
、

温和
、

细心有条

理
、

重感情等品质女职工的选择比男职工排序靠前而且选择率也较高
,

而男职工在独立性强
、

有

主见
、

自信等品质上选择率则高于女性
。

这一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男女在职业成就上的差异
。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
,

社科院男女职工在人格品质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并不象传统的性别刻板印

5 5



象模式规定的那样大
,

可惜的是
,

我们缺乏全国性的数据来比较以证实社科院的男女职工在自我

认同的性别人格模式上的差异是否比其它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差异小
。

但把这些数据与西方学者

的一些类似的的调查结果相 比较
,

我们可以说
,

社科院男女职工在这方面的差异的确是 比较小

的
。
① 这一方面也许是由于文化造成的

。

西方文化中表现出的人格模式上的两性差异一直比中

国文化更突出
,

更两极分化
。

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的忍辱负重
、

通晓大义的烈贞妇 (这些品质如

按西方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模式应归为男性品质 )和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也带有西方人所谓

的女性气质 )在人格倾向上的性别差异并不那么鲜明分化
。

本研究所列举的品质及其划分主要

依据西方学者的划分标准
,

一些被西方男人所推崇的品质 (如勇于竞争
、

有冒险精神等 )在中国文

化中并不被强调
。

另一些男女选择率极高的品质像
“

服从领导
”

等可能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化方式

有关
。

中国的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模式与西方的性别刻板印象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异
,

这方面还需

做进一步的研究
。

造成社科院两性个性倾向差异不大的另一因素是社科院的工作性质和人员素质
。

一般来

讲
,

文化水平较高
,

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男性往往 比一般男性带有更多的 A 类品质像

温和
、

敏感
、

重感情
、

富于同情心等等
。

在这一点上
,

西方与中国的情况相同
,

西方学者做的许

多研究表明
,

文化层次越高的男性带有的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模式中的男性品质越少
,

而文化层

次越低的男性
,

特别是劳动阶层的男性则更倾向于符合传统的男性性别刻板印象模式
。

另一

方面
,

社科院的女职工为了能进入这一高级研究机构
,

为了能与男同事合作并竞争
,

也需要具

备较强的进取心 (她们的进取心甚至超过了她们的男同事 )
、

独立性等 B 类品质
。

2
.

女职工自认人格品质的差异
。

男女职工在人格品质上的差异是否是造成两性职业成就

差异的原因之一呢 ? 性别人格特质的差异是否能造成能力上的差异和职业成就上的差异 ? 我

们可以从女职工内部的差异中寻找部分答案
。

家庭和学历背景对于女职工个性倾向形成是有影响的
。

军人和干部家庭出身者选择 B

类品质明显超过平均水平
,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者接近平均水平
,

而工人
、

职员和农民家庭出身

者则低于平均水平
。

文化程度造成的差异更明显
,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

选择 B 类品质的比

例也随之递增
。

年龄的差异总的来说不明显 (除了 61 岁以上者之外 )
,

41 至 50 岁的女职工 B

类品质选择率稍高
,

可能与她们都经历过文革
、

参加过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有关
,

这说

明个人经历对性别个性倾向有影响
。

职业地位 (行政级别和工作性质 )的差异明显
,

局级干部

和处级干部 B 类品质选择率远远高于科级干部
、

科员
、

办事员和未定职人员
。

科研人员选择

B 类品质的比例远远高于非科研人员
。

专业职称系列的比较差异不明显
,

但是对同处于一个

年龄段 (如 31 一 50 岁 )的女职工的比较发现
,

职称越高者选择 B 类品质比例越高
,

反之亦然
。

我们可以说
,

个性倾向中 B 类品质成份越多者
,

越可能达到较高的职业成就
。

不同年龄段的

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

61 岁以上的女职工所选择 B 类品质达到 44
.

9 %
,

是所有分层 比较中

选择率最高的
,

而 61 岁以上还继续留任的女性大多获得了较高的职业成就
。

另外
,

性别角色

观念与性别模式倾向表现出一致性
,

观念越现代
,

B 类品质选择率越高
,

反之亦然
。

而性别观

念越倾向于现代者往往也更可能获得较高职业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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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造成玄职工个性蓬异的各种相关因素
A 类品质占所

选品质的百分比
B类品质占所

选品质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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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出身

行政级别一性别色观念角

具备 B 类品质较多的女性会不会因这种性别个性倾向而影响到婚姻生活的美满呢 ? 调

查数据表明这两者之间并无相关联系
。

离婚者的 B 类品质选择率并不 比初婚者高 ;在对夫妻

关系良好程度的等级评价中
,

也没有显示出选择 B 类品质越高者对夫妻关系的满意越低的倾

向
。

三
、

性别评价

自我评价的高低与成就动机的强烈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

女性在职业发展方面的进

取态度和进取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对自身评价的高低
。

不过此次调查我们所关注的并

非是女性对个人能力的评价
,

而是关注女性对社科院知识女性这一整体的评价
。

1
.

如何看待女性在职业发展上的弱点
。

女性身上是否存在某些固有弱点而阻碍了她们的



事业发展呢 ?间卷列举出几条所谓的女性弱点
,

请被调查者判断哪几项是有道理的
。

表 10 男女职工对女性弱点的评判 %

女女女职工选择率率 男职工选择率率

安安于现状状 57
.

222 3 7
.

888

对对挫折的承受力不强强 4 5
.

888 3 8
.

222

创创新意识不强强 3 7
.

000 34
.

666

缺缺乏逻辑思维维 2 2
.

222 30
.

000

工工作被动动 1 5
.

111 9
.

777

不不善于与他人合作作 10
.

555 10
.

888

缺缺乏组织管理能力力 1 0
.

333 20
.

777

约 16
.

1% 的女职工拒绝进行选择
,

大部分人拒绝 回答的理由是
: “

上述能力上的弱点在

男性身上也有或多或少的表现
,

这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
。 ”

男职工中也有少数人赞同这一看法
。

但持有
“

工作能力上不存在性别差异
”

观点的人只是少数
,

女职工中不超过 10 %
,

男职工中不

超过 5 %
,

也就是说
,

90 % 的人认为在发展职业的能力上女性有弱于男性的方面
。

根据表 10

来看
,

男女职工认为女性最主要的弱点有
:
安于现状

、

对挫折承受能力弱
、

创新意识不强和缺乏

逻辑思维
。

2
.

工作中的性别意识
。 “

您在研究工作或行政工作中
,

更愿意与同性还是异性合作?
”

这一

提问的目的是从一侧面来考查被调查者的性别评价
。

绝大多数人 (不论男职工还是女职工 )都

选择了无所谓
。

但有约 15/ 的人做出了有性别倾向的选择
。

在带有性别倾向挑选合作者的人中
,

不论男女
,

都更多地挑选男性作为合作同事
,

而且女

职工更倾向于如此
。

令人惊奇的是
,

男职工 比女职工更多地愿意与女性合作共事
,

不过
,

这些

男职工同时提出他们更愿意与比他们地位低
、

年纪轻的女性合作
,

也就是说
,

男性作为领导者

或负责人
,

女性作为被领导者或辅助工作者
。

男女职工在工作领域中的这种性别评价倾向可

能是限制女性获得更多职业发展的机会的一个因素
。

(

表 11 男女职工对合作者的性别选择 %

’’’

女职工选择率率 男职工选择率率

更更愿意与同性合作作 3
.

000 13
.

444

更更愿意与异性合作作 2 1
.

666 6
.

000

无无所谓谓 68
.

888 7 7
.

000

未未答答 6
.

666 3
、

666

表 12 不同年龄的女职工选择合作者的差异

年年 龄龄 更愿意与同性合作作 更愿意与异性合作作 无所谓谓 未 答答

222 1一 3 0 岁岁 0
.

999 29
.

555 6 3
,

999 5
.

777

333 1一4 0 岁岁 2
.

666 2 3
.

111 66
.

000 8
.

333

444 1一50 岁岁 5
.

222 19 333 70
.

666 4
.

999

555 1一6 0 岁岁 3
.

0 `̀
14

.

777 76
.

222 6
、

111

666 1 岁以上上 000 5
.

999 8 8
.

222 5
.

999

表 12 显示越年轻的女性越愿意与异性合作
,

这是否表明年轻女性有更强烈的性别意识
。



四
、

结论与讨论

在对社科院女性的性别意识及观念的各方面加以数据分析之后
,

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几个

结论
:

结论一
:
与全国妇女的平均水平相比

,

社科院女职工表现出更多的性别平等意识和性别发

展意识
,

对于自身所扮演的与男性同样重要的社会角色予以相当程度的自信和极强烈的发展

欲望
,

这种自信和愿望鼓励着她们去获得更高的职业成就
。

然而
,

传统的性别评价和成见模式

对她们仍有狠大的影响
,

她们 (与男性一样 )对于女性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的能

力有一定程度的疑虑
,

这可能是限制社科院女性谋取进一步的个人职业发展和知识女性群体

发展的一个因素
。

结论二
:
在像社科院这种高文化层次的工作环境内

,

性别观念的两性差异极大
。

教育是培

养较现代的
、

较平等的性别观念的一种手段
,

这是国际社会加以公认的
,

然而在中国
,

这一手段

对于培养女性的平等意识极为有效
,

但对男性作用微弱
。

这就造成了文化层次越高的环境 内

两性性别观念的差距越大
。

这可能是限制社科院女性谋取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的另一个因

素
。

因为男性在社科院的领导阶层中仍属于主导地位
,

他们的性别观念或多或少
、

或明显或潜

在地影响着对女职工的培养和提拔
。

结论三
:
性别观念与女性成才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

性别观念越趋向现代和平等的女性
,

越可能获取较高的职业成就
。

人格倾向上越符合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模式
,

越可能抑制女性

的成就动机和进取行为
,

从而成为女性职业发展的一个障碍
。

结论四
:

高文化层次中女性性别观念演变的一种倾向令人关注
,

即年纪越轻的女性越认同

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模式
,

越看重女性的家庭责任义务
。

同时
,

越年轻的知识女性也具有越强

烈的性别意识
,

这一现象的进一步发展走向及其对女性成才和妇女地位的影响还有待于做进

一步的考察
。

就目前而言它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是
:
如何同时扮演好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

何成

为一个事业上的强者又不失去女人味的矛盾所带给知识女性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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