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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妇女教育状况浅析

宋 瑞
’

芝

本文以社会统计 学的方法对 中国当代妇女教育现状进行了纵向
、

横 向的比较分

析
,

指出建 国以来妇女教育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得到了

相应的提高
。

但也存在着一 些问题
,

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

又 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
,

这

不仅关系到妇女的自身解放
,

而且妨碍了国家重大决策 的贯彻执行
。

本文强调
,

关心

妇女教育
,

进一步提高妇女文化素质
,

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项迫切任务
。

作者
:

宋瑞芝
,

女
,

1 9 4 2 年生
,

湖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中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 “

男女平等
” 已成为现实

。

为了

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素质
,

发挥妇女的
“

半边夭
”
作用

,

人 民政府从 50 年代初就致力于扫除文

盲和普及教育的运动
,

学龄以上的女性可以在各级各类学校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
,

所受教育

的内容彻底剔除了
“

贤妻良母
”

的遗迹
,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
、

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妇女教育的宗

旨
,

妇女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

妇女教育的第一个成就是女性识字率的增长
。

据 1 9 1 3一 1 9 1 6 年的不完全统计
,

每 23 个学

生中
,

22 个是男学生
,

仅有一个女生
。

① 1 9 4 9年
,

16 岁以上女性仅有 8%识字
,

到 1 9 8 2年
,

巧 岁

以上的女性就有 51 %识字
,

1 9 9。 年
,

15 岁以上的妇女 已有 86 %识字
, 1 0一” 岁年龄组中的女

青年的识字率更高达 93 %
。

② 从 1 9 4 9一 1 9 9 0 年的 41 年中
,

女性识字率每年约提高 6 %
,

这是

一个值得注意的进步
。

由于女性识字率的逐年增加
,

使男女性差别指数在逐渐接近
。

1 9 8 2 年 15
,

岁以上性差别指数为 1
.

5
,

即每 1
.

5个识字男性
,

就有一个识字女性
, 1 0一19 岁的青年中

,

性差

别指数低于平均指数为 1
.

1
。

到 1 9 90 年
,

15 岁以上性差别指数进一步降至 1
.

3 ,

在 1 0一 19 岁

的青年中
,

该指数为 1
.

04
,

两性已非常接近 (见表 1 )
。

③ 到 1 9 9 3 年
,

女性文盲比例 已从 1 9 4 9年

的 9 0%下降到 32 %
。

④

建国以来妇女教育的第二个成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
。

1 9 8 4 年受过普通大学

教育的人 口中
,

女性占 2 5
.

7%
,

1 9 9 0 年上升到 30
.

3%
。

⑤ 1 9 9 2 年迅速增加到 33
.

7%
。

⑥自 1 9 8 2

① 马宇平
、

黄裕充
: 《中国昨天与今天

: 1 8 4 0一 1 9 8 7 国情手册 》第 18 9 页
,

解放军 出版社
,

1 98 9 年
。

留 国家统计局人 口统计司编
: 《中国人 口统计年鉴 》 19 8 5 、 1 9 9 1 年

,

中国统计 出版社
。

③ 同上
。

④ 《中国妇女的状况 》白皮书
。

⑤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 1 9 9 3
。

⑥ 《中国妇女的状况 》白皮书
。



年恢复学位制到 1 9 93 年
,

中国已有 1 1 4 9 名女性获得博士学位
,

占博士总数的 9
.

4%
。

①妇女受

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的结果
,

使妇女成为文化教育
、

科学技术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

1 9 9 2

年
,

各级各类学校中女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比例为 30 %一 44
.

5 % ; 1 9 9 3 年女科技人员 8 09
.

7 万

人
,

占科技人员总数的 35 %
,

其中有 29 名妇女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

2 04 名妇女成为国家级专

家
。

② 知识妇女在其他文化艺术
、

体育
、

医疗卫生等事业中
,

都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
。

表 1 1 9 9 0年和 1 9 8 2 年中国分性别年龄别识字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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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识字率
”

指
“

识字人口 /总人 口
” , “

性差别指数
”
指

“

男性识字率 /女性识字率
” 。

妇女教育的第三个成就是随着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
,

使妇女逐渐实现了经济独立
、

增加了

参与的机会
。

女性受教育的比率与女性的就业率是成正比的
。

1 94 9 年
, 1 5 岁以上女性的识字

率只有 8%
,

就业率仅为 27 %
,

1 9 90 年 15 岁以上女性识字率为 68 %
,

就业率也达到 72 % (见表

2 )
。

③

表 2 15 岁以上女性识字率及就业情况

年年年 女性识字率率 就业率率 家务劳动动

111 9 4 999 8%%% 2 7%%% 4 0%%%

111 9 8 222 5 1% (不含半文盲 ))) 7 0飞百百 1 5
.

8%%%

111 9 9 000 6 8%%% 7 2%%%%%

① 《中国妇 女的状况 》白皮书
。

② 套中国妇女的状况 》白皮书

③ 《中国人 口统计年鉴 》 1 9 8 5 年
、

1 9 9 ] 年
、

19 9 3 年
。



而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
,

经济的独立
,

女性参与政治的机会也大大增 加
,

据统计
,

1 9 8 2 年妇女

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数只占所有领导人员的 10 %
, 1 9 9 0年增长为 n

.

6%
。

①在 1 9 9 0 年党政

机关 中工作的女性只有 1 9 5 3 6 9 6 人
,

其 中大专以上知识水平的有 3 6 5 0 8 5 人
,

占女性总数的

1 8
.

7%
。

②

中国目前的妇女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

这些问题成为影响妇女地位提高的重要因素

之一
。

首先
,

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城乡和地域的差别
。

1
.

城市妇女较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高
。

据统计
,

1 9 90 年城市中有 5%识字妇女受过 12 年

以上教育
,

23 %上过高中
,

37 %上过初中
,

36 %上过小学
。

乡镇的情况低于城市
,

2%的妇女受过

12 年以上教育
,

23 %受过高中教育
,

39 %受过初中教育
,

36 %受过小学教育
。

在农村
,

有 1 %受

过 12 年以上教育
.

5%上过高中
,

27 %受过初中教育
,

27 %受过小学教育
。

受高等教育对广大农

村妇女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
。

2
.

内地的妇女教育落后于沿海
。

一些偏远地区如贵州
、

云南
、

西藏
、

甘肃
、

青海等地妇女的

识字率仍然较低
,

性差别指数也高于其他内陆省份 (表 3 )
。

表 3 1 9 9 5年中国各省份 15 岁以上人口性别识字率

省省级级 女女 男男 性差别指数数 省级级 女女 男男 性差别指数数

北北京京 0
.

8舀111 0
.

9 4 555 1
.

1 3 888 湖北北 0
.

7 4 444 0
.

8 7 666 1
.

1 7 777

天天津津 0
.

8 1 888 0
.

9 4666 1
.

1 5 666 湖南南 0
.

7 5222 0
.

9 0 888 1
.

2 0 777

上上海海 0
.

7 8 777 0
.

9 4 111 1
.

1 9 666 广东东 0
.

7 3 888 0
.

9 4 111 1
.

27 555

辽辽宁宁 0
.

8 3 333 0
.

9 3 444 1
.

1 2 111 贵州州 0
.

4 7 555 0
.

7 8 555 1
。

6 5 333

吉吉林林 0
.

8 0 777 0
.

9 0 666 1
.

1 2 333 云南南 0
.

4 8 888 0
.

7 5 444 1
.

5 4 555

黑黑龙江江 0
.

7 9111 0
.

9 0 555 1
.

1 4 444 西藏藏 0
.

19 000 0
.

4 5 999 2
.

4 1666

江江苏苏 0
.

6 6555 0
.

88 111 1
.

3 2 55555555555

其中西藏妇女识字率至 1 9 9 0 年还仍然停留在 19 %
,

性差别指数亦为全国之冠 2
.

4
。

该数

据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教育有待于加强
。

3
.

南方与北方的妇女识字率也存在着差异
。

除北京
、

天津
、

上海三个直辖市外
,

妇女识字

率较高的省份都在东北
,

15 岁以上的 80 %的妇女识字
,

性差别指数在全国也是最低的
,

均低于

1
.

14
。

这些数字说明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性别歧视较北方省份严重
,

妇女在经济上解放的程

度亦不如北方省份
。

建国前
,

北方妇女的禁锢要 比南方严重
,

但建国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

随着北

方工业 比重的增加
,

农业人 口的 比重相对下降
,

北方 比南方的妇女更多参加到工业建设中去
,

北方妇女 比南方妇女也更多地接受了教育
。

如东北三省
,

农业人口均低于 60 %
,

而南方各省都

① 《中国人 口统计年鉴 》 1 9 5 5 年
, 1 9 9 1 年

。

② 《中国人 口统计年鉴 》 1 9 9 3 年
。

8 8



高于 75 %
。

4
.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也并不能完全改变教育上的性别歧视
。

1 9 9 0年的人 口普查数据显

示
:

中国主要的经济基地上海市的性差别指数为 1
.

2
,

与经济不甚发达的湖北和湖南相似
,

而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广东省的性差别指数为 1
.

3( 见表 3 )
,

全省 15 至 40 岁的文盲
、

半

文盲中女性占 84
.

2%
。

① 这些均说明
,

某些地区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并未因现代化而消失
。

其次
,

在受教育的程度上
,

男女之间的差异也影响妇女地位的提高
。

教育层次越高
,

性别差

异越大
,

因而妇女在高层次职业上的比例就越小
。

198 2 年大学毕业的人 口中
,

男性为女性的

2
.

89 倍
,

大学肄业及在校生中
,

男性为女性的 2
.

91 倍
。

② 1 9 9。 年识字妇女中有 58 %只接受了

小学教育
,

30 %受过 9 年教育
,

只有 1
.

3% 的人受
一

r 高等教育
。

与此同时
,

男性则有 2
.

5%的人

受过高等教育
。

③ 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高的比值比男性小
,

因而在专业技术人员
,

各级负责人

这类高层次的职业中
,

妇女的就业率很低
。

据 1 9 9 0 年统计
,

女领导人仅占所有女性劳动者的

0
.

5%弱
,

远远低于男性 3肠的比例
。

④

再次
,

女学生辍学率升高
,

将成为新的女性文盲大军
。

女孩过早就业或从事家务
,

这一现象

是经济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
。

也是当前教育界最严重的又难于解决的问题
。 “

希望工程
”
实施

以来有所好转
,

但尚未解决根本问题
,

新的女性文盲还在不断补充
。

据 1 9 90 年的统计数字
,

在

6一 9 岁的未入学儿童中
,

女童 占 52 %
,

男女差距还不大
;
但 10 一 14 岁的不在校儿童

,

女性占到

70 %
,

男女之 比上升为 1 : 2
.

3 ;到劳动适龄阶段的 15 一 19 岁的文盲中
,

女性 占总数的 71 %
.

男

女文盲之比亦上升为 l
: 2

.

5 ; 而 25 一 29 岁的青年妇女的文盲
,

竟占全部文盲的近 80 写
。

⑤

还有
,
女生毕业分配难

,

重男轻女的观念有所抬头
。

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妇

女运动
,

已初步改变了妇女在社会上的处境
。

特别是在经济腾飞的今夭
,

妇女就业面更扩大了
,

机会也增多了
。

但是
,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

妇女在一些就业领域仍处于和男子事实上不平

等的地位
,

以至于一些单位的人事部门
,

每当听到
“
女

”

字这个信息时
,

就会 自觉或不 自觉地闪

现出
“
不

”

字
。

这诸多的
“
不

”

字
,

就形成一种阻碍女性就业的潜意识和阻力
,

从而造成女性就业

难的状况
。

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
,

在 1 9 9 5 年毕业分配工作学校与用人单位签定的近 3 00 份合

同中
,

有 10 %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不要女性
;
同样我们抽样调查了 1 00 名女生

,

有 18 写的女生

在自荐谋职的过程中遇到性别的阻力
。

这些不要女性的单位
,

有些是由于工作性质所限
,

如公

安系统
、

航空油料系统
、

外贸经销系统等
。

还有些是 由于人员结构所限
,

如一些机关
,

过去女性

比例较大
,

近期又不可能改变
,

故目前暂不要女性
。

但有些高等学校
,

甚至中学也提出不要女

生
,

即使最短缺的外语教师
,

也不愿要女生
,

然而外语系毕业生却 80 %是女性
。

也有些单位专

门要女生
,

如外贸公关
、

秘书
、

空姐等职
,

其条件主要是外貌好
,

当然这种职业的需要也只是极

少数
。

毕业生分配难比较起女童受教育来
,

原因更复杂些
,

有工作职业的性质或人员结构的性别

比例等现实原因等
.

也有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有所 回潮的影响
。

此外女大学生自身的自卑

感
、

依赖感
,

也不利于女性的就业
。

最后
,

女性文盲率偏高
,

仍是妇女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1 9 9 4 年
,

女性文盲占女性比例

年第 4 期第 55 页
5年

。

,

1 9 9 3 年
。

, 1 9 9 1 年
。

,
1 9 9 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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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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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2 %
,

① 女性文盲有上升趋势
。

女性文盲率的偏高
,

不仅影响女性自身的解放
,

而且影响着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

以妇女受教育程度对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影响而言
,

可见一斑
。

1 9 8 1

年的调查数据就已显示出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
。

小学文化程度

和文盲
、

L

半文盲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分别为 8
.

6%和 9
.

4%
,

比大学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的生育率

4
.

2 %高出一倍多
。

人 口普查资料还说明
:

城市中的妇女及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妇女比农村妇女

和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更自觉地接受计划生育政策
。

由此可见
,

推行计划生育的难点主要是文

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半文盲
、

文盲育龄妇女和农村中的广大育龄妇女
。

因此
,

采取有力措施
,

提

高妇 女受教育程度
,

扫除妇女文盲
,

是保证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
,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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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

人员与产值的倒比关系

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巨大反差 (倒 比 )( 见下表 )
,

农业比较效益偏低
,

是驱使从业人员 由第一产业向第二
、

三产业流动
,

形成
“

农转非
” 、 “
民工潮

”

的巨大压力的重要

原因
。

中国大陆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员与产值的倒比关系 ( 1 994 年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比重 ( % )

5 4
.

3

2 2
.

7

2 3
.

0

产值比重 ( % )

1 8
.

8

4 8
.

5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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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乐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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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妇女的状况 》白皮书
。

9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