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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阶段研讨会综述
“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阶段研 讨 会

19 9 2年 5月 21 ~ 2 6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

经过两年组织问卷调查
、

收集整理数据
、

初

步统计分析以及调查典型个案
,

目前全国妇

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和参与此项调查的 23 个

省
、

市
、

自治区妇联子课题组己进入深入分

析
、

理论探讨
、

提出对策建议阶段
。

本次会

议针对调查基础上发现的有关理论和问题进

行了讨论
。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时妇女社会地位概念的理解

第一种解释认为妇女社会地位指的是妇

女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及社

会作用的大小 ; 第二种解释认为妇女社会地

位是妇女社会生活参与的权利和对其权利作

用的评价
;
第三种解释则认为是女性群体在

社会分层中的位次
,

强调不同层次妇女地位

的总合构成了整体妇女社会地位
。

.2 关于 男女平等

过去的妇女研究中
,

不少人把男女平等

与否看成是衡量妇女地位高低的唯一尺度
。

会议经过讨论认为
,

地位高低不能仅用某些

男女比较是否相等的数字来反映
,

还要考察

人们在观念上对男女两性态度的异同
,

是否

存在性别歧视
。

就是说
,

应 当承认男女两性

基于生理上的差异造成的不同
。

在一定阶段
,

妇女地位提高的理想 目标不等于在所有指标

上男女毫无距离
,

而在于消除性别歧视
。

3
.

妇女社会地位的指标体 系

这是分歧较多的题 目
:
有人主张删除妇

女家庭地位指标
;
还有人认为妇女社会地位

是指妇女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
,

而法律地位

只是一个常量
,

因此主张删除
;
有的主张将

反映妇女社会地位的指标与影响地位的因素

区分开
;
还有人将妇女社会地位指标体系分

作两个层次
,

第一层为社会认同
、

主观感受及

客观实际地位
,

第二层则进一步分解为法律
、

经济
、

政治
、

教育
、

婚姻家庭等地位指标
。

4
.

关于妇女法律地位的测定

我国妇女的法律地位是否只意味着立法

中对妇女地位的规定
。

争论中多数人认为
,

有关执法程度应作为妇女法律地位的重要标

志
。

鉴于全国经济
、

社会
、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性特点
,

不同的地区会存在执法程度的差别
。

此外
,

各地的乡规民俗及习惯在小范围内具

有行为规范的意义
,

对当地妇女地位可具有

较大的影响
。

5
。

需要进一 步探讨的问题

如妇女个体普遍自我感觉 良好
,

但在社

会认识上却又显示出对女性群 体 的 较低评

价
,

这种明显的差距说明了什么 ? 又如当前

的城乡社会流动既带来了流动妇女的进步发

展
,

又给她们带来了困惑
,

同时有的女性因

此堕落
,

应如何评价社会流动中的女性? 再

如有的省的调查数据表明
,

虽然 年 轻 女 性

的文化程度高于年长者
,

但在社会参与上
,

却随年龄减小而弱化
,

这种趋势的原因何在 ?

还有在家庭生活中
,

无论城乡
,

大多数女性

的决策与管理权与男子相当
,

而男子在承认

女性作用的同时
,

始终对女性抱有偏见
,

如

何解释与改变这种状况等等
。

最后
,

会议决定编写一套大型
“
中国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
” 丛书

,

总卷 由全国妇联妇

女研究所的课题组完成
,

各省分卷由参加调

查的该省子课题组完成
。

这套丛书将作为一

份礼物献给 1 9 9 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

妇女大会
。

(孙 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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