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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妇女的分化与发展

— 社会学月谈会纪要

1 9 9 1年 10 月中旬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分两天召开了题为
“
社会转型中妇女的

分化与发展
”
的月谈会

,

邀请了 8 位从不同角度研究妇女现状的学者作专题发言
。

现将部分

发言摘要如下
。

张宛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 参加了
“ 七五 ” 国家课题

“ 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

究
” ,

她指出
,

在传统社会中
,

女性的地位权力依附于男子而不是 以主体身份参与社会分层的
。

伴随着女性群体地位变化的现象而来的是对女性权利平等的理性认识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
,

性别因素与阶级
、

阶层的相关性显

示出来
,

并呈显著增长的趋势
。

如劳务市场上和生产组织过程中
,

对女性劳动力的排斥和限制
,

以及性别商品化的现象
。

以往被社会
“

解放了
”

的女性群体也开始分化
,

一部分女职工从
“
体

制内
”
流动到

“
体制外

” ,

这部分女性在相当程度上将生存的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中
,

其发展的

机会要多于
“
体制内

” 。

但如果将同样是
“
体制外

”
的男女两性比较

,

女性仍要不同程度地以

某些
“
性别代价

”
换取与男性竞争的平等权力

。

看来在一个市场经济成分发育的过程中
,

女

性群体的自觉
,

便难以避免地要经历
“
商品化

” 和市场分配中的
“
边缘地位

”
的现实磨难

,

以及伴随着社会分化而来的
“
性别分层

”
的社会阵痛

。

目前女性群体经历 的
“
体制 内外

”

的分化
,

还不能视之为女性主体的自觉行为
,

而是社会经济变革的结果
,
但是

,

它却是促使

女性主体自觉的一个社会历史契机
。

中国现有的 5 千万国营和大集体女职工队伍是五六十年代
“ 妇女解放

” 和经济建设双重

目标的需求下形成的
。

经过 20 年的发展过程
,

在用工
、

生产组织和分配中的男女平等
,

以及

在特殊方面对女职工的照顾
,

不仅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中被明文规定
,

在企业的实践中被义

不容辞地执行
,

同时也内化成为女职工的基本需要
。

但是在经济体制变革中这些都受到了冲

击
。

在
“
优化组合

”
中

,

首当其冲的就是女性劳动力
。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的杨玉 臣介绍了

她们在 1 9 8 7年对 10 个行业 甲的“ 0位企业领 导和 1
.

5万女职工的调查
,

结果表明
,

企业领导确

实存在在招工和用工中排斥女性的倾向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最直接的是为女性的生育付

出的代价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

因此
,

全总女工部与妇联组织一道
,

提出了
“
女职工生育费用

社会补偿
”
的思路

,

并且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到 1 9 9 1年
,

全国已有 n 个省的 46 个市或县

对女职工生育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
。

从实行后的效果看
,

这一改革是积极的
。

杨玉臣进一步指

出
,

此项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改革的一部分
,

加快和完善这一改革是

解决妇女就业间题的根本出路
。

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
,

全国乡镇企业女工的数量已达 3 千一 4 千万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的许宏业介绍了乡镇女工的一般状况
。

据他们对北京
、

陕西
、

河北等省市调查
,

女

工占53
.

42 %
,

其他地区的调查乡镇企业中的女性比例也大致在一半左右 , 一般来说
,

农村乡

镇企业女工大多数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

、

这与目前乡镇企业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相应
,

也与企

业管理
、

技术人员中男性为多有关
。

乡镇企业女工的年龄构成要比城镇女工和乡镇企业男工

.

草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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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轻
,

大多数为未婚女性
。

呈现出劳动力市场中妇女的婚姻
、

生育对职业的重要影响 ; 与

城镇国营
、

大集体企业有国家规定的劳动保险相比
,

大多数乡镇企业没有劳动合同
,

工人随

时有被辞退的可能 , 在劳动时间
、

福利待遇及劳动保护上
,

乡集体以上企业要好得多
,

但在

个体
、

私营企业及 以招收外地工人为主的企业中
,

往往缺乏基木的保险
。

尽管有各种问题
,

但是乡镇企业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改变地位
、

改变经济状况和职业发展的机会
,

在有些地方
,

还培养出一大批能经营
、

善管理的女性人才
。

黄西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 提出
,

目前
,

农村妇女就业方面的最大问题

是
,

农村女性职业分化的速度远低于男性
。

1 9 8 8年离土就业男性农 民为 2
.

12 亿
,

女性为 0
.

69

亿
,

两者分别 占农村男女总人 口数的 47
.

1%和 16
.

3%
。

在收入分配上
,

改革前
,

女社员平均

分值为男性的 1 / 3一 2 / 3 ,

改革后乡镇企业中
,

女性平均工资低于男性 16 一 25 %
。

在教育上
,

受教育程度低
,

文化素质不高
,

在农村既是社会间题又是女性问题
。

对于中国女性的社会参

与
,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析
。

第一个层面是大多数妇女对社区公共事物的参与
。

沿袭妇女几

乎不参与公共事物的习俗
,

现在农村妇女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也不是很深
。

原因主要有家

务和工作繁重
,

再有村落事务往往由某一家庭成员代表全家参与
,

而这一成员往往不是妇女
。

第二个层面是少数妇女的参政行为
。

黄西谊认为
,

这只是妇女社会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
,

在

目前还不能构成衡量妇女社会参与的主要指标
。

综合 以上方面
,

黄西谊认为教育问题是一切

间题之首
。

女童受正常教育与否直接关系到未来女性劳动人 口的素质问题
,

由此又决定着她

的职业选择
、

社会参与和价值取 向
。

山西省曾对全省 3 5县 1 0 5 0户调查表明
,

妇女的文化程度

与她们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成反比
,

与从事二
、

三产业劳动时间成正比
,

并与收入水平呈正

相关
,

与生育子女数量呈负相关
。

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仰赖于国家资金的投向的转变和人 口

的控制
,

这是一个需眼前着手
,

长期注意的间题
。

“
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青年价值取向及演变

”
课题组 1 9 8 8年和 1 9 9 0年两次全国性调查发

现
,

男女青年在价值观的各个方面演变趋势是一致的
,

但同时在许多方面又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异
,

而这些差异正是在社会经济急速变化中出现并日渐明显的
。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 介绍了这项调查的结果及她的分析
。

总 的 来说
,

女青年对于社会和个人生

活中的变化持更谨慎态度
,

她们比男青年更倾向于传统的和现存的观念
。

特别是在男青年的

进取心
、

发展欲望和独立性迅速增长时
,

女青年与她们的前一辈妇女相比
,

社会取向的发展欲

望却有所减弱
,

返回家庭
、

恢复传统女性的倾向有所增长
。

李春玲指出
,

如果从总体上看女

青年价值观的倾向
,

这一回归也是个人意识增强的一种表现
,

不完全是一种倒退
。

但它又确

实影响到经济改革中妇女的地位和妇女的个人发展
,

如在职业上对妇女的歧视
。

在价值观念

的进一步演变中
,

这种传统的
、

限制女性发展的观念
,

也将受到冲击而有所改变
。

在会上
,

还有刘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根据对 14 省市农村调查
,

介绍了目

前仍在务农妇女的家庭地位变化
。

作为目前农业的劳动主力
,

农妇的家庭经济地位有所提高
,

家庭内部关系也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

反映在妻子对丈夫及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都较高
;
孟宪

范 ( 《中国社会科学 ))杂志 ) 介绍了她对西双版纳妇女的研究
,

由于该民族
、

文化 的 历 史 传

统
,

妇女在宗教
、

政治活动以外形成了在家庭
、

商品经济活动领域中独特的有利地位
,

这与汉

族妇女是大不一样的 ; 朱庆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从方法上提 出了衡量妇女地

位的指标体系
。

这些发言都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讨论
。

(谭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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