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地 区
“

家庭木来
”

学术

讨论会文章选登

按
: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 N E S Co )和人 口基金会 ( U N F P A ) 委托中国 社会科 学院社

会学研 究所 召开的亚太地区
“

家庭未来
”
讨论会

,

于 1 9 9 0年 4 月 3一 5 日在北京举行
。

讨论会

系教科文组织和人 口 基金会 为迎接 1 9 9 4年国际 家庭年而举行的五个地区性家庭未来讨论会 中

的最后的一次研讨会
。

前四次中东和北非
、

拉丁美洲
、

南撒哈拉和欧洲家庭未来讨论会
,
已

分别于 1 9 8 9年 2 月 2 0一 2 8 日在突尼斯城
、

1 9 8 9年 5 月 2 2一 26 日在
.

墨西哥城
、

1 9 9 0年 1 月 1 7一

21 日在洛美和 1 9 9 0年 2 月底在维也纳举行
。

本次会有来 自亚太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 5 个国家

的家庭研 究和其他领域
,

如 医务
、

教育
、

建筑和文化等方 面的专家学者 40 余人参加
。

联合国教科

文组 织社会科学部人 口 处项 目官员贝纳姆先生 也出席 了讨论会
,

并代表教科文组 织总干事马

约 先生向大会致辞
。

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

中国婚姻家庭研 究

会会长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担任 了本次讨论会主席
,

并致开幕与闭幕词
。

本次讨

论会 旨在对亚 太地区家庭 未来进行探讨和预 测
,

重点 议题为 1
.

科学
、

技术的进步 与 家庭 ;

2
.

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与家庭的变化
; 3

.

国字在家庭 变迁中的作用 ; 4
.

文化和伦理价值观的变

化与家庭 ; 5
.

人 口 变化与家庭
。

这里刊登的是与会者提交的部分论文摘编 (得知其他报刊 已

选用的这里不再重复发表 )
。

城市妇女双重角色地位的变迁与家庭 (摘要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雅林

本文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40 多年来中国职业妇女的双重角色 地 位 的 变迁做了简要分

析
,

对未来发展趋势做了预测
。

一
、

过去的年代 ( 19 4 9一 1 9 7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

中国城市绝 大 多 数 家庭仍是
“
男主外

、

女主内
” 的传统型家

庭
。

新中国成立后倡导妇女解放
,

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吸引大批劳动力
。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妇女开始获得职业劳动角色
, 1 9 5 6年妇女就业人数是 1 9 4 9年的 5 倍多

。

但仍有大批妇女没有

就业
,

其原因除传统观念影响和不识字外
,

还同下面两个因素有关
:

( 1 ) 1 9 5 8年以前职工

工资收入稳步增长
,

在勤俭的家庭主妇操持下
,

丈夫一人的工资尚可 养活一家人
;

( 2 )

1 9 5 8年以前是人 口出生率最高的年代
,

自然增长率高达 30 一 36 编以上
,

接连不断的生育
、

抚

养子女
,

妇女也很难走出家门
。 1 9 5 8年动员妇女

“
走出家门闹革命

” ,

从此以后中国城市妇

女一直保持高就业势头
,

这除和妇女就业已得到社会认同等因素有关外
,

也是迫 于 经 济 压



力
,

因为在长达 20 年之多的时间内职工工资冻结
,

收入下降
,

在家庭人口 中只有多就业才能

维持生计
。

但该时期职业妇女每天家务劳动达 5 小时之多
,

形成双重角色紧张状况
。

在角色

冲突面前
,

妇女常常做出自我牺牲的选择
,

并对子女
、

对家庭生活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
。

妇

女双重角色紧张问题突出
,

构成中国国情的一大特点
。

二
、

+ 年改革 ( 1 9 7 9一 1 9 8 9 )

该时期中国职业妇女的双重角色地位出现如下新情况
:

A
.

城市职业妇女家务劳动时间消耗和繁重程度有明显降低
,

但双重角色紧张状态依然

存在
。

城市女职工家务劳动时间降至 3
.

5一 4小时之间
,

这和改革 10 年中中国城市发生了
“
家

庭工业革命
”
有关

,

还和普遍存在的工作时间搞家务的
“
隐性

”
家务劳动时间的存在有关

。

但对事业型妇女来说
, “

隐性
”
时耗不存在

,

她们对家庭职责的履行依然困难
,

除体力
、

精

力过度消耗外
,

在心理上也常常负有对家庭的负疚心情
。

B
.

在城市提倡
“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

” 后
,

家庭越来越重视子女的养护和智力投入
,

这就同现行的
“
男女都一样

” 的就业模式发生冲突
,

致使一些家庭婴幼儿没得到妥善护理
,

在体质上
、

精神上
、

智力上没能健康成长
。

C
.

妇女就业面临冲击
。

近 10 年中国城市就业妇女由 1 9 7 8年占职工总数的 33 % 上升到

1 9 87年的 39 %
。

但中国 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

面对着
“
太挤了

”
的劳动市场

,

有人提出
“ 让妇女回家去

” 。

如果妇女失去职业劳动角色
,

对社会
、

对家庭
、

对妇女 自身都会产生许

多消极影响
。

所谓
“
妻管严

” 、 “
阴盛阳衰

”
现象都同妇女获得了社会角色有关

。

三
、

未来发展 (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 )

归结上面对中国职业妇女双重角色地位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
,

职业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

的角色地位及两者关系取决于下列因素
:

( 1 )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 2 ) 社会目标导

向和社会政策 , ( 3 ) 妇女的价值取向
;

( 4 ) 家庭经济承受力
。

对这些因素的动态考察可

以预测中国职业妇女双
「

重角色地位米来的变化趋向
。

1
.

妇女就业将面临险途
,

但也面临机会
,

总的趋势仍将是高就业
。

这是 由于
:

( 1 ) 妇

女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有利于妇女就业
;

( 2 ) 参加职

业劳动 已成为绝大多数妇女共同的取 向和社会政策的出发点 , ( 3 ) 在中国
,

夫妻双就业 已

相沿成习
,

成为社会认同的事实
。

在家庭中
,

夫妻双方共同从事家务已成为普遍现象
,

男女

家务时间消耗之比为 2 : 3 ,

这表明中国有更多的
“
模范丈夫

” 。

2
.

在今后较长时间内职业妇女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消耗大体在 3
.

5小时左右
,

需要采取

措施解决职业妇女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
。

其途径是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水平和变
“ 一刀切

”

的就业方式为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
。

3
.

未来在职业妇女队伍中将分离出一个为数众多的
“
生育期休长假女职工

”
群体

,

部

分女职工阶段性就业成为事实
。

这种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应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

并解决

以下问题
:

( 1 ) 做为社会保障事业的一部分
,

在全社会建立妇女生育基金制度
;

( 2 ) 帮

助新妇女群体做好角色转移和适应工作
;

( 3 ) 帮助她们建立有助于自我发展的生活方式和

交往方式 ; ( 4 ) 保证有重新就业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