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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的新进展

谭 深

我们这里所说的
“

妇女研究
” ,

严格说来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研究角度
,

一是性别研究
,

一是

妇女独特问题的研究
。

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
:

一类是我们研究的大多数间题
,

是

男女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
,

如就业问题
、

环境问题
、

社会文化问题等
,

其中的
“

妇女问题
”
是比较

男性而言
,

因而在研究妇女时必须连男性一起研究
,

这就构成事实上的性别研究 ;一类是妇女

的独特问题
,

如与生育过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等
。

但是即便是性别研究
,

它的切入点仍是妇女

问题
,

这两类问题共同的前提是迄今为止在两性关系中妇女相对不利的地位
,

以及社会为调整

两性关系所做的努力
,

所强调的重点都是妇女
。

因此
,

本文仍将其笼统称作
“

妇女研究
” 。

说妇女研究是个
“

新领域
” ,

是指妇女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

而并非一般的以妇女

为对象的研究
。

妇女研究 (W
o m en 、 S t u id e s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出现是西方新女权运动之后

的 7 0 年代
,

她的标志是在一些国家的大学内开设了妇女研究的课程和设立有关学位
,

以及专

门的妇女研究机构的产生
。

一
、

中国妇女研究的背景

1
.

性别分化 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
,

以社会结构的分化为特点的新 的社会变迁

过程就开始了
。

性别间的分化是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虽然从总体上讲
,

妇女的生存

发展水平
,

首先取决于她的家庭所在地区
,

她本人所属群体
,

以及她个人发展的条件
,

以致于很

难将妇女问题从具体的社会问题中剥离出来
。

然而
,

如果分析一下妇女问题提出的过程
,

不难

看出
,

即使在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中两性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

而且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个数量问

题
。

比如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大批工人下岗
,

其中女工占 60 %以上
,

对于男工来说只能

是个失业或再就业间题
,

而对于女工除此之外
,

还可能造成她生活道路的改变
,

或是她的示范

作用昭示着未来女性就业模式的改变 ;再比如改革前的家庭中
,

基本不存在夫妻的经济分工
,

而在发展的选择多了以后
,

作为家庭策略
,

男性被选择图谋发展
,

女性被选择维持生存 ;在职业

行业分布上
,

人们 (包括女性自己 )认为女性更适合于做服务性工作
,

出现了更多的性别职业 ;

与此相应
,

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
,

女性的服务性角色
、

功能
、

品质更显突出 (包括工作服务
、

,

生活

服务
、

性服务 )
,

而服务的对象往往是男性
,

等等
。

这些
,

反映出男女两性所处的位置和角色期待

正经历着被调整的过程
。

这一调整的趋势不是两性差异的缩小
,

而是扩大
。

这一扩大的过程便

是本文认为的性别分化的过程
。

2
.

女性自醒 最早感受到新的妇女问题出现的是妇联
。

全国妇联作为党和国家妇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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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执行者和妇女利益的维护者
,

汇集着来自全国各级妇女组织的报告和所属传媒提供的信

息
,

这些从不同角度提 出
,

过去没有的妇女问题正悄然涌现
。

到 80 年代中后期
,

集中体现在三

大问题上
:

妇女就业滑坡 (女工下岗
、

专职主妇出现 )
、

女大学生求职难
、

妇女参政比例下降
。

妇

女的广泛就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成果
,

曾被新中国妇女引以为荣
,

而城市改革刚

开始不久
,

这类问题便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出来
,

从而在妇女组织中引起了震动
。

另一方面
,

体制

改革中国家行政监护和干预的减弱
,

使社会 的主体性增强
,

社会组织和群体的主体意识在利益

分化的冲突中也生长出来
。

事实上
,

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利益不能再靠
“

安排
”

来得到
,

而

要靠 自己去争取
。

这是妇女组织和妇女们逐渐意识到的
。

对于女知识分子来说
,

随改革和开放

带来的自由空间的扩大
,

使她们可以从自身的经验和各学科的角度
,

反思女性的存在和历史
,

比较男女两性的异同
,

对所出现的妇女问题给予各 自的回答
。

3
.

国家的扶持 已经有几十年男女平等历史的中国
,

当然不会容忍对妇女的公开歧视

和不平等
。

虽然国家已不再通过各行政部门直接干预
,

但在政府的工作中
,

总是给妇女留出一

定位置
,

有关妇女的日常工作被授权于妇女组织
,

政府经常听取或采纳妇女组织的要求和建

议 ;并且在国务院成立 了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 ( 1 9 90 )
,

协调各部 门有关妇女 的政策
,

推行

生育费用的社会统筹 ( 1 9 8 8) 等
;
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中

,

总要考虑到妇女的利益
,

如制订了《妇

女权益保障法 》 ( 1 99 2 )
,

女职工劳动保护 ( 1 98 8 )
、

禁娟
、

严惩拐卖妇女儿童 ( 1 99 1) 等规定
,

各地

政府也逐级制订了有关地方法规
。

4
.

国际社会推动 在与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接轨的过程中
,

中国许多领域也出现接

轨的趋势
。

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也如此
。

表现在
,

一是国际交流的增多
,

世界上妇女运动和妇

女理论与中国妇女实践和理论相互影响
;
土是各种国际组织对妇女有关项 目

,

如健康
、

教育
、

就

业
、

贫困的研究和开发的资助
;
三是有关国际会议文件

、

公约的承诺中
,

几乎都有有关妇女的内

容
。

妇女问题的出现和解决的全球化趋势
,

成为中国妇女研究的国际背景
。

二
、

组织和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独立的妇女研究我认为应从 1 9 8 4 年始
。

在此之前正值婚姻家庭研究

的热潮
,

许多与妇女有关的问题被包容在婚姻家庭的题 目之中
。

此外还有一些引起关于妇女的

社会形象
、

女性角色的社会讨论
。

1 9 8 4 年
,

全国妇联在其机关刊物《妇女工作 》中首辟专栏
,

刊

出《致热心妇女问题研究的同志们的一封信 》
。

同年召开了首届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
,

自上而下

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和有关问题的讨论
。

从那时起至 80 年代末可视作妇女研究的创建时期
。

而

最初投入妇女研究的力量有两种
:

一是妇联系统
。

1 9 8 5 年前后
,

各省市妇女研究会相继成立

(如山东
、

广东
、

江苏
、

陕西
、

宁夏
、

安徽
、

吉林
、

河北
、

湖北
、

上海等 )
,

各级妇女组织也将调查研究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
;
二是一些女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

,

出现一批民间妇女沙龙
,

如北京外国语

学院女教师组织的中外妇女研究小组
,

采取每两周讨论一次的形式
,

介绍国内外妇女状况
,

讨

论妇女学在中国的建立
,

并针对现实妇女问题作专题讲座
; 长沙工会女干部组织的妇女问题探

讨会
,

并创办了国内解放后第一张妇女问题民间小报—
《女界号 》 ;

由北京大学女教师组织的

北大妇女间题沙龙
,

就妇女理论
、

妇女的历史和现实间题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和讨论 ,由上海社

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起的上海妇女沙龙
,

对女工问题
、

女性形象问题的讨论很有特色
。

此外
,

还有中央党校妇女问题研讨会
、

天津师范大学
“

妇女历史与现状
”
研究组

、

复旦大学英语系的
“

妇女研究小组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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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代表性的民间妇女研究组织是 1 9 8 7 年成立的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
,

她的创办

人李小江在 1 9 8 5 年创办了河南省未来学研究会妇女学会
,

召集了第一次来自各学科的男女学

者参加的妇女学研讨会
,

并在此基础上酝酿了
“

妇女研究丛书
” 。

郑大妇女学研究中心成立后
,

召开了两次学术会议
,

编写了若干学术著作
。

李小江因此成为中国妇女研究重要的开拓者
。

还有一家是 1 9 8 8 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
。

该所成立后开展了对就

业
、

从政
、

卖淫等热点问题的研究
。

而后创办了全国第一家
“

妇女电话热线
”

咨询
,

使妇女救助成

为该所的一个特色
。

此外
,

一些从事社会学
、

法学
、

性学
、

经济学及历史
、

文学
、

哲学等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个人
,

也在本学科领域中开拓了妇女研究的课题
,

并且积极参加了上述组织的有关活动
。

在这一时期
,

创办了一大批妇女报刊
,

到 80 年代末
,

公开发行的妇女报刊已达 40 种
,

内部

刊物 20 余种
,

并且诞生了《妇女研究 》这样的理论刊物
,

传播了妇女研究的成果
。

第二个时期从 90 年代初到 1 9 9 3 年世界妇女大会筹备工作之初
。

这是妇女研究取得独立

地位并向纵深发展的时期
。

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
: “
一所四中心

”
形成集团优势

,

两次阶段性

会议的召开
,

几项大型课题的进行
,

中外妇女研究的交流形成规模
。

所谓
“

一所
”

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 1” 0 )
,

是全国唯一一家妇女研究的专业机构
,

并办有

刊物《妇女研究论丛 》 ,

建立了大型妇女文献资料数据库 ( 19 95 ) ;
“
四大中心

”

即郑州大学妇女学

研究中心
、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间题研究中心 ( 1 99 0 )
、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 1 9 9 3 )
、

杭州

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 1 9 9 0)
。

与前述高校中的妇女沙龙不同
,

这四个中心都得到学校的正式认

可
,

并开展了国内和国际间大型的学术活动
。

其中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与河南省妇干校
、

河南省妇联合作
,

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妇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
,

组织了对少数民族妇女文化的考

察
,

举办了部分展览
,

并开始组织编写《二十世纪妇女 口述史 》 ;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

心举办了三届妇女问题国际研讨会 ( 1 9 92
,

1 ” 3 ,

1” 4 )
,

编辑了会议论文集和学术交流内部刊

物
,

创建了北大图书馆中外妇女文献信息研究交流中心 ( 1 9 9 4 )
;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举

办了两次暑期研讨班 ( 1” 1
,

1 99 3
,

后文将述 )
,

并主持了大型研究项目
;
杭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召开了关于职业妇女的国际学术会议 ( 1 ” 2 )
。

两次总结性会议先后在 1 9 9 0 年召开
。

一次是郑大妇女中心办的
“

妇女的参与和 发展
”
全国

性会议
,

对前一阶段妇女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做了回顾和总结
,

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辑 了《妇女

研究在中国 》和《中国妇女分层研究 ))( 李小江
、

谭深主编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两书
; 一

次是北京市妇联举办的
“

妇女研究理论信息交流会
” ,

重点在于研究和组织活动的信息交流
,

并

在此基础上组织编写了《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 (1 9 81 一 1” 0) 》 (北京市妇女理论研究会主编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一书
。

关于妇女研究的几项大型课题 (后文详述 )也在这一时期陆续立项并进行
。

值得一提的是
,

这些课题的资助者
,

一是国家
,

二是国际和国外组织
,

特别是美国福特基金会
,

资助了其中多项

研究和活动
,

对中国妇女研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
。

1 9 9 2年 2 月
,

中国 8 位学者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
,

参加了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威斯利

学院举行的
“

用性别观念分析中国
:

妇女
、

文化与国家
”
国际研讨会

。

会上中外学者在美国第一

次就中国妇女间题作正式的学术交流和交锋
。

会议成果出版了中英文两种论文集
,

中文版书名

为《性别与中国 ))( 李小江
、

朱虹
、

董秀玉主编
,

三联书店 1 9 94 年版 )
。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
,

与会者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旅美留学生中的妇女研究者后来成为了中国妇女研究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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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力量
。

此外
,

由中管院妇女研究所开办的
“

妇女热线
”
在美国环球妇女基金会资助下于 1 9 9 2年开

通
,

该热线聘请了一大批学有专长 的志愿者
,

对普通妇女的问题提供了咨询
。

1 9 9 3 年
,

福特基

金会又提供资助帮助开办了第二条热线—
“

专家热线
” ,

进行了分类咨询
; “

京伦家庭科学研

究中心
”

致力于青春期教育
,

开办了
“

少女课堂
” ,

受到中学生的欢迎
,

同时又与中国妇女管理学

院联合开办了对妇女的当面咨询活动
。

第三个时期即 1 9 9 4 年至今
。

1 9 9 2 年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36 届会议决定 了

1 9 9 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将在中国的北京举行
。

将国际妇女的关注点引向中国
,

各种妇女

组织间以及学术间交流迅速增加
。

中国非政府妇女组织先后参加了亚太
、

西亚
、

非洲
、

欧洲
、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各大区域的筹备会议以及
“
人 口与发展

” 、 “
社会发展

”

世界首脑会议的非

政府组织论坛
。

与此同时
,

中国筹备工作开始以后
,

非政府论坛的组织工作开始
,

各种妇女团体大量涌现
,

到 19 9 4 年形成高潮
。

到目前为止
,

中国 已组织了 42 个论坛
,

内容涉及妇女与人权
、

妇女与教

育
、

妇女与文化
、

妇女与科技
、

妇女与就业
、

妇女与环境
、

妇女与人 口
、

家庭暴力等各个领域
。

仅

高校已成立的妇女研究中心即有 20 余个
,

如南开大学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人民大学女

性研究中心
、

延边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

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

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

海南大

学妇女研究中心
、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等都成立于这一时期
。

各种行业的妇女团体和女科技

工作者协会
、

女律师协会
、

女电影家协会等也纷纷建立
。

参加妇女团体并参与论坛活动的还有

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女公务员
。

她们的加入表明了政府对这一工作的重视
,

并可能增强今后妇女

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
。

越来越多具有学术素养的个人也被吸引到妇女研究的领域
,

她们主要来自科研院所
、

高等

学校和一些实际工作部门
。

1 9 9 4 年 12 月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工作委员会牵头
,

召开了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妇女问题学术研讨会
” ,

这是中国学术界一次关于妇女研究的大型会议
。

三
、

课题与著作

除前文 已提及的外
,

较早问世并影响较大的妇女研究书籍是李小江主编的 《妇女研究丛

书 ))( 河南人 民出版社 )
,

从 1 9 8 8年到 1 9 9 5 年
,

已出版 15 种
。

该套丛书的主要特色一是本土性
,

二是实证性
。

由每个作者从各 自的学科背景出发
,

以分析 中国妇女的一个专题为主
,

构成了一

套由妇女理论 (李小江
: 《夏娃的探索 》 )

、

人 口学 (朱楚珠
、

蒋正华
: 《中国女性人 口 》 )

、

妇女史 (郑

慧生
: 《上古华夏妇女的婚姻 》 ,

杜芳琴
: 《女性观念的衍变 》

,

吕美颐
、

郑永福
: 《中国妇女运动 》和

《中国妇女生活史 )))
、

妇女文学史 (康正果
: 《风骚与艳情 》

,

孟悦
、

戴锦华
: 《浮出历史地表 》 ,

乐

烁
: 《迟到的潮流 }))

、

法学 (李循
: 《性与法 )))

、

性学 (潘绥铭
: 《神秘的圣火 》 )

、

美学 (李小江
: 《女

性审美意识探微 》 )等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妇女研究的系列
。

1 9 8 9 年
,

李小江又发表了《性沟 })( 三

联书店 )一书
,

对两性关系做了基本 的阐释
。

这些
,

在中国妇女研究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

另一套比较有代表性的丛书是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妇女理论丛书 》 ( 1 9 8 7

年 )
。

她的特点是学科理论框架的创设
,

包括有《妇女学概论 ))( 湖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编写 )
、

《妇

女心理学 })( 葛鲁嘉等著 )
、

《女性人才学 》 (叶忠海著 )
、

《中国妇女运动史 ))( 任芬著 )等
。

已出版的

妇女学框架论著还有
: 《中国妇女学 》 (李敏

、

王福康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妇女学原

理 })( 段火梅著
,

中国妇女 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

《妇女学 》 (魏嘉娜等著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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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年版)等
。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出版物有
: 《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
、

斯大林论妇女 }) (全国妇联编
,

人

民出版社 1 9 7 8 年版 )
,

《妇女解放间题基本知识 ))( 罗琼著
,

人 民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 《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概论 》 (陶春芳等主编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丛书 })( 陶春

芳等主编
,

红旗出版社 1 9 9 3年
。

已出版
: 《毛泽东妇女思想研究 》

、

《妇女参政导论 )))
。

妇女史学是这些年数量大
,

专业性强的一个 门类
,

其中
,

中国妇女运动史 已有 5 部
,

除已述

者外
,

还有《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 ))( 刘巨才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9年版 )
,《中国妇女运动史 》

(吉长蓉等编著
,

四川大学出版社 1 9 8 9年版 )
,

《中国妇女运动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全国

妇联著
,

春秋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

各种专题史
、

断代史有
: 《北京市妇女报刊考 》 (北京市妇联编

,

光明日报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
,

《巾帼春秋 》 (北京市妇联编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 8 8 年版 )
,

《女性

的过去与现在 ))( 陶春芳著
,

北京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
, 《唐代妇女 }}( 高世瑜著

,

三秦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1 9 8 0 年
,

全国妇联牵头成立了妇女运动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

各级妇联也成立相应机构
,

开始了对现当代妇女运动史料的搜集
、

编辑
,

已出版的有
: 《四大以来妇女运动文选 ( 1 9 7 9一

1 9 8 3 年 ) 》 (全国妇联编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3年版 )
, 《蔡畅

、

邓颖超
、

康克清
:

妇女解放间题文

选 })( 全国妇联编
,

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 (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

研究室编
,

三联书店 1 9 8 1 年版 )
,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 1 9 2 1一1 9 27 ) })( 人民出版社 1 9 8 6 年

版 )
, 《从一二九运动看女性的人生价值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

女运动 ))( 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

天津市妇联编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 《天津女

星社
:

妇女运动史资料选编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

`

《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 》

(江西省妇联
、

江西省档案馆选编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 《抗 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

动 ))(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委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等
。

关于妇女的数据资料有
: 《中国妇女统计资料 ( 1 9 4 9一 1 9 8 9 ) 》 (陶春芳

、

高小贤等主编
,

中国

统计出版社 1 9 9 1年版 )
。

妇女心理学
、

妇女文化哲学
、

妇女人才学
、

妇女文学批评也是近些年非常活跃的领域
,

限于

篇幅
,

不再一一介绍
。

与中国妇女研究并行的是
,

国外妇女研究的著作和文章被大量评介进来
。

其中有些被视为

西方研究女性和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
,

如法国西蒙娜
·

波伏瓦的《第二性 》
,

目前在中国有两种

中译本
: 《第二性— 女人 })( 桑竹影等译

,

湖南文艺出版社 1 9 8 6年版 )
, 《女人是什么 》 (王友琴

等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 9 8 7 年版 ) ;
美国贝蒂

·

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 》中译本也有两种
: 《女

性的奥秘 》 (巫漪云等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女性的困惑 ))( 陶铁柱译

,

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 1 9 8 8 年版 ) ;
美国理安

·

艾斯勒著
: 《圣杯与剑 ))( 程志民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9 9 3 年

版 ) ;美国格里芬著
: 《自然女性 ))( 张敏生等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美国波士顿妇女健

康写作小组
: 《我们的身体

,

我们 自己 》
,

节选中译本作《一本女人写给女人的书 》 (辛咨编译
,

农

村读物出版社 1 9 8 7年版 )
。

其他著作有
:
( 日 )富士古笃子编著

: 《女性学入门 ))( 张萍译
,

中国妇

女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

(美 ) L
·

斯冈茨尼和 J
·

斯冈茨尼著
:

《角色变迁中的男性与女性 ))( 潘建

国等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美 )达维逊
·

果敦著
:

《性别社会学 ))( 程志民等译
,

重庆

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

(美 )麦克布鲁诺著
: 《第三性 》 (赵达临等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美 )爱莲
·

H
·

弗雷泽等著
: 《女人与性角色 》 (潘误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

(美 )J
·

A
·

谢尔曼等著
: 《妇女心理学 })( 高佳等译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7年版 )
,

等
。

有关文集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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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女权运动文选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7年版 )
,

《妇女与发展 ))(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

心译编
,

1 9 9 3 年内部本 )
,

等
。

而康正果所著
: 《女权主义与文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9 4 年

版 )则是中国人分析和理解西方女权运动之兴起和主要见解的著述
。

8 0 年代中期刚刚兴起的妇女研究的热点首先是回答现实问题的挑战
,

各地妇女组织和妇

女报刊纷纷就这些问题召开 了讨论会和笔谈
,

已公开 出版的论文集有
: 《女性问题在当代的思

考 ))( 陕西省妇女理论
、

婚姻家庭研究会等编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新时期女性探索 》

(湖南省妇女研究会编
,

湖南大学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

《当代妇女研究 ))( 河南省妇联等编
,

湖南

人民出版社 1 9 8 9年版 )
,

《角色
·

困惑
·

追求
:

当代妇女形象探讨 })( 史莉编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改革开放与妇女 ))( 广东省妇联等编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

《当代女性的

事业与家庭 )}( 吉林省妇联等编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改革中的妇女 问题 ))( 张连

珍主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

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李小江所著《女人的出路 })( 辽宁人民

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

该书分析了不同阶层妇女所面临的不同问题
,

指出女人的出路在于改革和

女人的自醒
。

各项调查也在同时进行
。

比较大型的有
: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 1 9 8 7 年做了一项
“

城市妇女

就业等方面面临的新问题
”

调查
,

该调查涉及 n 省市的 10 行业中 66 0 位企业管理者和 1 5 0 0 0

名职工
,

调查结果提出一项富有改革意义的课题
:

改变现有的生育费用由女工所在企业负担为

社会统筹
,

以缓解企业不愿要女工的问题
。

紧接着
,

全国妇联在
“

七五
”
承担了

“

社会保障
”
课题

中的一项子课题
: “

妇女的社会保障
” ,

并提 出与前述同样的结论
。

在工会和各级妇联共同努力

下
,

从 1 9 8 8 年始
,

到 1 9 9 4 年底
,

全国已有 20 个省的 5 00 多个县 (市 )实行了县市级生育保险的

社会统筹
。

1 9 8 7 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进行了一项
“

妇女就业与家

庭
”

的调查
,

调查分别在中 日部分大城市进行
,

研究成果见《妇女就业与家庭— 中 日比较研究

调查报告 }}( 马有才等著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

19 8 9 年
,

北京市妇联
、

广州市妇联和香港理工学院共同进行了
“

京
、

穗
、

港三地妇女就业调

查
” 。

调查反映了中国妇女对职业的重视
,

但从业目的占第一位的仍是经济收入
。

同时反映了

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妇女与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陆妇女在就业状况及 自身素质

方面的差异
。

90 年代
,

妇女研究呈现理论更深入
、

方法更规范的趋势
。

有两项大型课题对国际社会瞩

目
、

中国人关注的中国妇女地位进行了调查
:

一项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社会司

合作的
“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

由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
,

于 1 9 9 0 年在全国 21 省 (市 )开

展了调查
。

调查采用三种方法
:

个人问卷调查
、

社区及企事业单位直接统计调查和统计文献调

查
。

本项调查将出版《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丛书 》 ,

丛书由全国卷和各省分卷组成
,

目前全国

卷 l((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 》已出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

该书出示了其中的个人问

卷调查 (有效样本 4 1 5 5 6 份 )的基本数据及课题组分专题的分析
。

再一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承担的联合国人 口基金第三周期对华援助项目
,

同

时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

八五
”
规划重点课题—

“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

” 。

与
“

中国妇女社会

地位调查
”

在方法上不同的是
,

该项调查采用了调查夫妻对的方法
,

于 1 9 9 1 年在 10 省市以问

卷调查了 1 5 0 0 对夫妻
。

其调查报告和其中 6 省数据资料 已收入《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

资料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究所主编
,

万国学术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一书
。

该调查报告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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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女性的经济收入
,

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改变性别规范
,

对提高妇女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

同时
,

该课题组前期成果也已出书
,

题为 《面对 21 世纪的选择— 当代妇女研究最新理论概

览 》 (熊郁主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 9 9 3年版 )
,

该书分专题介绍了国内外妇女研究的理论成果
,

为中国妇女学科建设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
。

“

妇女生育与健康
”

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
,

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
,

近年开展了几

项有关研究
:
一项是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牵头

,

聘请了国外有关专家做指导
,

以招标方式由

各级妇联实施的
。

这个项 目从 1 9 9 2 年开始
,

目前第一期研究已经完成
,

参加的有 21 省
。

主要

研究内容有
:

人 口 流产者的致孕原因分析 (北京 )
,

贫困地区妇女产前检查比率偏低原因调查

(陕西 )
,

性教育与少女青春期的身心健康 (山东 )
,

妇女更年期的身心困扰 (江苏 )
,

内蒙伊金霍

洛族嘎查 (村 ) 防保员的困境及对策 ( 内蒙古 )
,

农村早婚早育妇女的身心困扰及干预措施 (河

北 )
,

壮族生育文化对孕妇健康的影响 (广西 )
,

农村妇女病患者的医疗保健意识及行为 (四川 )
,

拉枯族妇女早婚早育对健康的影响 (云南 )
,

不孕症妇女的身心困境调查与治疗对策 (江西 )
,

维

吾尔族
、

汉族妇女人工流产调查分析 (新疆 )
,

不孕症妇女心理困境分析 (湖南 )
,

婴儿性别对生

育妇女健康的影响 ( 山西 )
,

等
。

研究成果准备汇集成《妇女的生育与健康 》一书
,

由中国妇女出

版社出版
。

另一项由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和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的
“

妇女生育与健康
”
课题

,

及

云南省工青妇干部学校承担的同名课题
。

两个课题组均由李小江指导
,

都采用了调查与培训相

结合的方法
,

培训的内容直接反映前期调研的结果
,

在培训点引起轰动
,

有的迅速改变了传统

的不 良卫生习惯
。

妇女就业仍然是研究的重点题目
。

城市女工下岗和农村女性非农转移
,

是改革以来出现的

颇具特色的问题
。

1 9 94 年
,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资助了中国
“

就业政策与向市场经济过渡
”

研究

项 目
,

由国家劳动部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主持
,

其中有一个子项目即研究公有制企业中女工下

岗现象
。

研究分析了女工下岗的地区分布
、

原因
、

下岗女工素质
、

年龄
、

下岗后生活及重新安置

状况后认为
,

城镇女工下岗
,

首先是社会就业间题的一部分
,

是体制转换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和

劳动关系变化的结果 ;其次与妇女的生理特点和性别歧视有关
。

因此
,

提出完善和规范企业的

劳动关系
,

以保障女工的劳动权益
。

①

关于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课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进行的
“

外来女劳工研

究
” 。

该课题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

将近年涌向沿海工业地区乡镇
、

三资
、

私营等企业的打

工妹作为研究对象
,

重点探讨打工群体 目前的现状与发展
,

并涉及对两地 (流出
、

流入 )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影响
。

经过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调查
,

认为打工群体的性别差异不是表现在性别歧

视上
,

而是婚姻对男女两性发展迥异的影响
,

它涉及到农村传统的婚姻本质和婚俗
。

打工妹的

权益间题则与流入地社会结构
、

制度变革息息相关
。

课题成果将以《中国打工妹 》一书反映
。

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另一项课题
“

中国社会科学院女科技人员参与
、

发展和地位研究
” ,

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的性别差异
、

知识女性的发展和男女平等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

认为在

职业发展水平和参与程度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女科技人员要远远高于全国女专业技术人员水

平
,

也高于国外水平
。

与本院男性比则仍存在差距
,

其主要是家庭婚姻背景
、

学历水平
、

女性自

身成就动机和进取意愿
、

所处的性别平等环境的影响
。

① 见常凯
: 《城镇公有制企业中女工下岗间题的调查与研究 》 , 《社会学研究》 1 9 9 5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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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

八五
”

重点课题中有一项 由宁夏社会科学研究所牵头
,

宁夏与贵州
、

甘

肃
、

青海四省教科所协作研究的
“

农村女童教育现状
、

问题及对策研究
”

项目
,

北京大学中外妇

女问题研究中心参与了该项研究
。

1 9 9 2 年
,

该项 目对 20 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了调查
,

并在 48

所乡以下农村小学进行三年的试验
。

目前 已编辑出版了《女子教育文献资料集 》和《创造平等
-

一西北女童教育 口述 史》 (民族出版社 1 9 9 5 年版 )
。

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从 19 9 1 年开始了妇女与农村发展的研究
,

并在河北省的

两个县建立了妇女与发展操作试验点
。

1 9 9 4 年该中心妇女与农村发展小组参与了福特基金会

资助项 目
“

加强华北地区妇女对农村发展的参与
” ,

在其试验点上进行了调查
,

并采用了参与式

农村评估的方法
。

其成果见《妇女与农村发展研究 ))( 李小云主编
,

中国商业出版社 1 9 9 4年版 )
。

此外
,

1 9 9 3 年 7 月
,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
,

举办了
“

中国妇女

与发展— 地位
、

健康
、

就业
”
国际研讨班

。

会后出版了 《中国妇女与发展— 地位
、

健康
、

就

业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一书
,

妇女研究界普遍认为这是近年一本高水平的论集
。

李小江主编的《 20 世纪妇女 口述史 》已在全国 20 多个省 (市 )全面铺开
,

并 已完成 《战争与

女人 》等整理
,

其余专题如妇女运动
、

少数民族妇女
、

妇女生活的风俗背景
、

城市妇女
、

农村妇

女
、

妇女的情感生活等
,

将在 1 9 9 6年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 出版
。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正在整理编写
“

建国以来中国妇女运动史
” ,

正进行的国家
“
八五

”

课

题是
“

中国妇女与大众传媒
” 。

由张萍主编的《中国妇女的现状 》 1 9 9 5 年由红旗 出版社出版
。

该书分就业
、

文化水平与教

育
、

社会保障
、

健康与保健
、

婚姻生育
、

法律
、

犯罪及老年妇女
、

少数民族妇女等专题
,

系统描述

了改革开放 15 年来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中国妇女的现状及她所面临的挑战
。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 《 女性研究系列丛书 》包括
: 《中国女性人 口 问题与发展 》

、

(郑小瑛主编 )
、

《中国传统习俗中的性别歧视 ))( 王庆淑著 )
、

《苗族女性文化 ))( 王慧琴著 )
、

《域外

女性 ))( 陶洁著 )
、

《青春方程式 一一 5 0 个女知青 自述 })( 刘中路主编 )及 《她们拥抱太阳— 50 位

北大女学者自述 ))( 魏国英主编 )等
。

四
、

妇女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
.

妇女研究是个多学科的领域
,

参与者也来自不同专业
。

但是在中国社

会剧烈变迁中
,

最引人注 目的妇女的现实地位
、

现实问题主要的还是社会学课题
。

全国妇联妇

女研究所作为唯一的妇女研究专业机构
,

在参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活动中
,

是分属于社会学专

业组的
。

因此
,

观察妇女研究在社会学 中的地位
,

对于了解妇女研究在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主流

中的地位
,

是很有意义的
。

这里所说
“

社会学界
” ,

是由妇联系统外社会学专职研究和教学人员组成
,

考察妇女研究在

其中的地位
,

将由下列几个指标组成
:

1
.

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机构中
,

有没有妇女研究机构或专业设置 ?

到 1 9 9 4 年
,

全国 34 个社会学研究所 (室 )没有一个研究所里有妇女研究室
,

只有云南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设
“
人口 与妇 女研究室

” ; 1 8 个社会学 系 (教研室 ) 中
,

没有一个 系里有

妇女研究的专业
。

在社会学课程设置中 (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 ) 中
,

妇女研究也属空白
。

2
.

计划内社会学课题中
,

有多少有关妇女的专题 ?

国家重点课题社会学专业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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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五
”
课题共2 个

,

与妇女有关的课题一个 u( 五城市家庭研究 ")
,

妇女专题没有
;

“
七五

”
课题共 14 个

,

与妇女有关的 1 个 (农村婚姻家庭研究 )
,

妇女专题半个 u( 社会保障

研究
”

子课题
“
妇女保障问题 ") ;

“

八五
”

课题共 n 个
,

有一个妇女专题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 “

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

妇女问题
”
)

。

国家年度基金及国家青年基金社会学专业如下 ( 1 9 8 9一 1 9 9 1 年 )
:

国家基金共 62 个
,

与妇女有关的课题 1个 (
“

婚姻研究
”
)

,

妇女专题 2 个 (北京经济学院
:

“
妇女的劳动就业问题

” ;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 “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

) ;

青年基金 29 个
,

妇女专题一个 (宁夏社会科学院
: “

城市妇女在十年改革中的角色变迁与

冲突 ,’)
。

那么
,

在社会学 50 余机构中
,

妇女研究是怎样的位置呢 ? 根据《社会学年鉴 》和《社会学研

究 》杂志对各所
、

系研究专业和课题介绍
,

各所
、

系承担的课题共 2 40 个左右 (除前述国家课题

外 )
,

其中妇女题目仅 4 个
,

与妇女有关的婚姻家庭生育等有 7
一

个
。

据我们所知
,

妇女研究的数

目远不止此
,

有许多较大的题目并未计人其中
,

但是既然是各单位自报的
,

必然是被认为重要

的
,

所以仍很能说明问题
。

就是说
,

相当一部分从事或曾做过妇女研究的人员主要出自个人兴

趣
,

他们的经费来源也主要地不是来自计划内
,

而是其他途径
。

3
.

学术活动中
,

又有多少妇女的内容?

所指学术活动
,

包括理论研讨会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
。

根据《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统计
,

从

1 9 7 9 年至 1 9 9 4 年 8 月
,

与社会学有关的学术活动历年 ( 1 9 7 9一1 9 8 1 年被算在了一起 )数目是
:

1 5
、

一5
、

1 1
、

1 1
、

1 5
、

1 1
、

1 2
、

2 0
、

2 7
、

3 1
、

2 7
、

4 7
、

3 5
、

1 3个
。

其中以妇女为主题的活动几乎少到可以

忽略不计
。

而其中由社会学界主持的仅 2 个
,

而且都是小型活动
。

当然
,

这一统计不排除有相

当的疏漏
,

但并不影响它的实质倾向
。

4
.

妇女研究学者的性别
。

这里我们难以统计所有社会学研究人员中从事妇女研究人员所占比例及它们的性别比
,

但有一个实证可供参考
: 1 9 9 4 年 12 月

,

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工委和一些热心的研究人员
,

在征

得社会科学院的支持后
,

终于召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妇女问题学术研讨会
,

并且刊印出

一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学者简介 》
。

有 1 21 人被列入与会名单
,

其中男性学者 6 人
,

占

1 / 2 0 汉简介 》中介绍了 49 位学者
,

男性 3 人
,

也接近 1 / 2 0
。

在 日常学术活动中也体味到这一领

域中性别的尴尬
,

对于与两性相关的妇女 /性别研究 (不是妇女运动 )来说
,

其越来越多的参与

者中女性占压倒多数
,

少量男性学者的介入
,

难免被降低了他们的学术地位
,

还有一些则以天

然指导者身份出现
。

以上的扼要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图景
,

那就是在妇女研究蓬勃发展成为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的自觉选择的同时
,

学界的漠视态度也十分明显
。

中
.

国的妇女研究一方面在社会科

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

但距学术主流还有很大差距
。

1 9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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