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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角色与社会发展笔谈
” (一 )

引 言

分
本 刊 1 9 9 4年第 2期发表了郑也夫

: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一 文
,

引发 了男女

学者对此问题进一步 的思考和讨论
,

这是一件好事
。

首先
,

它打破 了男性学者对这一

问题的沉默
,

将仅仅活跃在女界的命题推入社会科学的殿堂
,

本身就是对妇女研究的

推动
; 同时

,

由男女学者共同参与的讨论
,

将会给这一研究领域注入更多的理性
。

我们

认为
,

科学的严肃性使我们没有理 由排斥 同样是严肃的研 究
,

不应该用一 面
“
妇女解

放
”
的旗帜堵住别人的嘴巴

,

同样男女平等的实现和性别角色的合理分工有赖于社会

中男性与女性共 同的努力
。

重建性别角色关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孙立平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
,

人们常常讲
“

瓶颈
”
问题

,

交通是瓶颈
,

能源是瓶颈
,

然而
,

中国最

大的瓶颈是中国的人口
,

或者说是中国的劳动力
。

目前
,

中国的人 口 已经接近 12 亿
,

虽然从 比例上说
,

仍然是占世界总人口 的四分之一
,

但

就中国这个有限的地方而言
,

其造成的压力
,

却 日甚一 日
。

这 12 亿人 口
,

大约有 9 亿是在农村
。

虽然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

城市中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工
,

乡镇企业中也吸收了一亿多的农

村劳动力
,

但仍然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潜伏的状态存在着
,

这种以潜伏状态存在的剩余

劳动力
,

据估计也要在一亿五千万到两个亿左右
。

按照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

随着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

每 能通过向城市中的工业转移的方式才能解决
。

这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
,

中国

面临着与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制约条件
。

一般地说
,

在其他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
,

城

市中由于工业的发展
,

会对劳动力产生大量的需求
,

城市的较高的收入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也会

对农村的居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

这样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以进入城市
。

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
,

当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的时候
,

城市在很大程度

上已经人满为患
。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
,

几千万的农民工涌向城市
,

不是大部分都找到 了工作了

吗 ?这是不错的
,

但是有一个前提人们是不能忘记的
,

这就是
,

农民工目前能够在城市中找到的

那些工作
,

与其说是城市中没有人做
,

倒不如说是城市中那些实际上的失业人员 目前还放不下

架子去做这些工作
。

而城市人之所以还有条件
“

不放架子
” ,

是由于城市中的企业制度改革还没

有真正地进行
。



根据有关方面的数字
,

目前城市的国营和集体企业 中
,

实际的富余人员
,

也就是隐型失业

者
,

大约有 3 千万之多
。

多少年来的铁饭碗制度
,

造就了城市人的一种贵族意识
,

似乎国家为他

们提供有保障的
、

条件较好的工作
,

是天经地义的
。

正是由于这种意识的作用
,

即使是一些单位

经济效益不好
,

职工收入很低
,

但人们也不愿意放下架子
,

去从事那些通常由农 民工所从事的

工作条件差
、

收入又较低的工作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才使得一些较为
“

低贱
”

的工作能够空出

来
,

从而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

可以预期
,

随着城市中的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

更多的

隐型失业者转变为显性失业者
,

这些人会逐步打掉
“

贵族
”

的架子
,

去从事那些原来为他们所瞧

不起的职业
。

到那介时候
,

城市中的失业者将会与农民工一起争夺那些原来人们认为较低级的

工作
。

也正是要到那个时候
,

才可以真正看得出来
,

城市中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

也

就是说
,

能够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并没有现在表现出来的那么大
。

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
,

农村 中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
,

需要 向城市转移
,

而且也必须

向城市转移
,

如果一味地强调在农村就地消化
,

实际上不但消化不了
,

就是消化了
,

代价也非常

之高
。

我们不能想象
,

一个国家是在百分之七
、

八十的人 口依然住在农村的情况下
,

进入工业社

会和现代社会的
。

因此可以说
,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有靠向城市转移才能解决
。

但问题是
,

城

市中确实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

在这种情况下
,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

谈何容易
。

但

这个问题不解决
,

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没有解决
。

而这个问题不解决
,

其他的很多问题也就解决不了
。

我认为
,

要解决这个问题
,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

一是加快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
,

二是减

少妇女就业的数量
。

先简单地谈一下城市化的问题
。

中国的人 口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城市化的途径才能

得到解决
。

因此
,

加速城市化的发展
,

迅速提高城市人口在全国总
、

人 口 中的 比例
,

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

问题是如何或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
。

有人主张以小城镇的发

展为重点
。

应当说
,

在改革开放之初
,

这种主张是有其道理的
。

特别应当肯定
,

近些年来
,

小城

镇的发展对于沟通城 乡之间的关 系
,

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但同时

也应 当看到
,

小城镇的发展
,

也付出 了相 当的代价
,

这实际上是一种城市分散化 的代价
。

我认

为
,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发展大 中型城市来解决
。

应当说
,

近年来
,

一些

地方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也为大中城市的发展提供 了条件
。

在这些地区
,

乡镇企业星罗棋布
,

小

城镇众多而且繁荣
,

所剩耕地极为有限
。

在这样的地方
,

与其维持乡村工业化的模式
,

倒不如将

其引导到大城市的发展上
。

如果在这样的地区能够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都市带
,

将会具有更大

的人 口容量
,

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和剩余人 口
。

假如这个地方能够吸收一个亿的人

口
,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中国所面临的人口瓶颈
。

另一个方面
,

就是有意地减少城市的妇女就业的数量
。

目前我国城市中的工作位置大约在

两权个左右
.

茸中女约有不列 = 朴夕 二 山 男
J

叶占抿着
.

右二朴少一强 由妇方占抿着
.

巾
,

就早诵
二

目前我国由女性所占有的工作职位大约在七八干万左右
。

据国家劳动部公布的数字
,

到今年 6

月底
,

全国城镇有失业人员 4 15 万人
。

只要 目前由女性占据的就业位置能腾出 5 %
,

城市中的

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

只要这些职位能够腾出一半来
,

不仅城市本身的

失业问题可以解决
,

就是就业不充分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

甚至能够为更多地吸收农村剩余

劳动力创造条件
。

近些年来
,

一些有识之士 已经开始提出妇女重新走回家庭的问题
。

市场经济本身也对妇女

常



每

就业的问题提出了挑战
。

在优化组合的过程中
,

许多女职工被优化下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但由于多少年来形成的片面的妇女解放的观念
,

加上一些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
,

我们却一直没

有很好地来正面地面对这个问题
。

实际上
,

现在的问题 已经很清楚
,

以减少妇女就业的方式来

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

是一种代价最小
,

也是最可行的一种办法
。

如果用一种较为难听

的说法来表述
,

可以说
,

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逼到了这一步
,

即只有用这种方法
,

才能缓和

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困境
。

而且
,

从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
,

特别是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现

代化的国家的情况来看
,

妇女的就业都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的
。

在农业文明时

期
,

妇女是与男人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
;
在工业化的阶段

,

一般都是妇女走回家庭
; 到了后

工业社会的阶段
,

家务劳动实现了社会化
,

妇女 又开始普遍走出家庭
。

我国 目前所处的是典型

的工业化的阶段
,

一方面家务劳动还没有实现社会化
,

另一方面
,

又要求男人全心全意地在外

面工作
,

而不能像农耕时代那样劳动时间有很大的弹性
。

在这种情况下
,

妇女的普遍就业实际

上是打乱了社会中的角色分工
,

结果是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以及其他的种种问题
。

因此
,

即使

是从这个角度说
,

减少妇女就业的数量
,

使大部分妇女重新走回家庭
,

也是势在必行的
。

当然
,

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

其实
,

最重要的还是体制上的问题
。

现在让一些已经有固定职业
,

特别是有国营和集体的

铁饭碗的女性放弃 自己的工作
,

无疑会引起种种的优虑和实际的问题
。

比如说
,

在 目前的情况

下
,

一个已经有铁饭碗的女性放弃自己的工作
,

实际上并不仅仅意味着职业的丧失
,

收入的减

少
,

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的问题
。

因为
,

在中国
,

铁饭碗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标志
,

同

时它也是与一系列的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
。

也就是说
,

一个女性如果放弃自己的铁饭碗
,

会

意味着公费医疗的丧失
,

退休金的丧失
,

等等
。

换言之
,

中国的不同的就业制度实际上是将不同

的人分成了很多个高低不等的层
。

一个人放弃某种职业
,

就意味着他 (她 )是从某一个层当中退

出来
。

这里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

就可以看清楚其 中的问题之所在
。

上述的种种担忧实际上

只是存在于那些拥有铁饭碗的女性之中
,

而那些更为年轻的一代
,

即那些在近 十年 中中学毕

业
,

没有成为全民或大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的女性
,

她们并没有享受上述种种社 会保障
,

对干

她们来说
,

短期的失业或不就业
,

并不具有上面所说的那种严重的意义
。

因此
,

要为己经获得铁

饭碗的妇女回家创造条件
,

就必须对有关的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
。

比如退休制度的改革
,

公费

医疗制度的改革
,

等等
。

这种改革的基本 目的是要造成这样的一种条件
,

即使得 目前拥有铁饭

碗的女性不致于 由于提前退休而在公费医疗
、

退休金待遇等方面有较大的损失
。

这样才能解除

妇女走回家庭时的后顾之忧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仅仅有企业本身的努力是不够的
,

需要社会
,

特

别是政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

提前退休当然是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
,

但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
,

实行起来会有很大的难

度
。

因此
,
一个更有弹性的办法是鼓励阶段性就业

。

比如
,

在结婚之前
,

可以就业一段时间
,

即

所谓的吃青春饭
。

在结婚后
,

特别是生育后
,

可以有较长的一段时间留在家里
,

抚养孩子
,

照顾

家庭
。

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

是可以实行较长的产假
,

比如说可以短到半年
,

长到十几年
。

一直

到小孩子上小学四五年级
,

甚至到 上完小学
。

因为按照 目前的有关规定
,

只有五年级以上的小

学生才可以 自己骑车上学
,

在此之前
,

则需要家长接送
。

如果实行这样的办法
,

既有利于社会
,

也有利于家庭
,

更有利于妇女
。

实际上 目前的许多家庭都在为这个问题所烦恼
。

小孩生下来不

久
,

母亲就要上班工作
。

请一个保姆
,

且不要说大部分家庭无房给她住
,

即使有房
,

请一个保姆

的花费也与一个人的工资差不多
。

而且由母亲抚养教育 自己的孩子
,

显然要 比保姆好得多
。

结



果是
,

在整个从小孩出生到上初中之前
,

由于夫妇双方都要工作上班
,

整个家庭都会处于一种

极为紧张的状态
,

夫妇中的一方甚或双方
,

为接送孩子上学而不堪其苦
。

在这种情况下
,

实际上

受到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
,

而且也包括社会
。

试想
,

当一个男人或女人
,

早晨将孩子送

到学校后匆匆赶到单位
,

没等到中午下班时又得去接孩子
,

然后是做饭
,

再送孩子
,

再匆匆地去

上班
,

然后又是没等到下班
,

又得去接孩子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个人能有多大的精力用在工作

上? 这样的上班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 而用放长假的方式
,

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等到孩子大

了
,

妇女又可以再次走出家庭
,

从事一些社会工作
。

对于女性退 回到家庭的主张
,

经常受到的责难就是
,

在 目前的低工资的情况下
,

男人能够

养家糊 口吗 ? 应当说
,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

但这个问题也并不能成为反对女性退回

到家庭中的理由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这也是一个结
。

以妇女大量就业为特征的广泛就业制度
,

是造成 目前的收入偏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
,

社会中能够容纳的劳动力就

是那么多
,

如果片面地强调广泛就业
,

只能导致各个单位中人满为患
。

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

劳

动生产率就那么高
,

创造的财富就那么多
,

有更多的人从这里领工资
,

每个人得到的当然就很

少
。

近几年进行的许多测算表明
,

在许多的行业不是不需要裁员
,

而是裁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

工作
。

从单位的角度说
,

裁谁不裁谁
,

工作不好做
;
从社会的角度说

,

裁下的人太多
,

会形成社会

不稳定的因素
。

特别在一些单位中
,

家族化的现象相当普遍
,

即一家几 口人都在一个单位上班
,

企业破产了
,

或者多裁几个人
,

如果都轮到一个家庭头上
,

对这个家庭就是一场灾难
。

相反
,

由

女性退回到家庭
,

则会使影响的效应分散化
,

不致于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
。

退了步说
,

在目前平

均收入还很低的情况下
,

由于女性退回家庭而对家庭收入所造成的影响
,

还可以某些国家政策

来加以补救或调节
。

比如
,

对退 回家庭的女性除退休金之外发放一定的生活补贴
,

或以其他的

名目为男性增加收入等
。

对于这些具体的问题
,

我们无法在这里进行详细的讨论
,

但这些技术

性的问题显然是不难解决的
。

以 上所说
,

都是就大致的情况而言
,

不能就此对问题产生绝对化的理解
。

不能否认
,

有些工

作是 只适合女性来做的
,

比如纺织厂的挡车工
; 主张妇女走回家庭

,

也不意味着出类拔萃的女

科学家也要回到家里去
。

而且
,

整个过程也应当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

其中
,

会出现的许多问题
,

也是需要妥善加以解决的
。

对
“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
的思考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刘伯红

1
.

郑也夫先生在《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一文中提出
: “
四十年来我们通过行政力量在

社会生产中扶助弱者与女子
,

使其和强者与男子平等
。

被剥夺的男子以为他们在生产中真的不

比女子贡献大
,

转而承担同样 多的家务
,

双方合理高效的内外分工从此瓦解
。

市场经济再次使

男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平等
,

使双方重新考虑角色分工
。

两性特征不同
,

解放不应是双方一

致
。

解放更不能靠行政力量扶持
,

而是给双方同样的机会
, `

上不封顶
,

下不保底
’ 。 ”

对郑先生这

一观点
,

我不敢恭维
,

但该文的发表至少可 以引起我们对建国 45 年来妇女解放 (或日 男女平

等 )中一些重要间题的思考和探讨
,

而理论的麻木与滞后
,

恰恰是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