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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抽样调查资料
,

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是邮
5岁以上人 口承担

。
1 9 8 6年天津城市居民家

庭 中1 5岁 以上人 口平均每人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2 小时 57 分钟
,

占全天 24 小时的 1 2
.

3% ; 平

均每一家庭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总量达 8 小时 50 分钟
。

家务劳动同职业劳动的时间占用比为38
:

62

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户有 15 岁 以上人 口 3 人
,

他们平 日每人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2 小时 28

分钟
,

公休假日的家务劳动时间比平 日增多 1
.

2 倍
,

加在一起平均每人每天参加家务劳动的

时间为 2 小时 57 分钟
。

平均每户就业人口 2
.

2人
,

平均每人全年实际工作日 3 00 天
,

按一年 3 65

天计算
,

平均每人每天参加职业劳动的时间为 6小时 35 分钟
。

据此计算
,

平均每户的家务劳

动和职业劳动时间总量如下
:

平平 均 每 户 每 天天

平平 均 每 户 全 年年

…合 计
{
家 务 劳 动 时 叫 职 业 劳 动 时 间

23 小时8J 分钟

10 63 个工作日

8小时印分钟

40 3个工作日

1 0 0% 3 8%

按表列数据还可以计算出
,

天津城市的家务劳动时间总量相当职业劳动时间总量的 6 1%
。

也可以说
,

按 9 个市区 1 10 万户城市居 民家庭计算
,

相当 14 5万名职工用全年 4
。

4亿个制度工

作 日来从事家务劳动
。

其劳动量之大和对社会生活关系之大可以显见
。

二
、

男女参加家务劳动时间之比为 3 0 :

70

由于妇女就业面的扩大和观念的变革
,

家务劳动已不象旧社会那样几乎全由妇女承担
,

而是 由男子承担了相当一部分
。

包括公休假日增加的家务劳动时间在内
,

男子平均每人每天

家务劳动时间为 1 小时 45 分钟
,

妇女为 4 小时 9 分钟
。

在家务劳动时间总量中
,

男女参加家
务劳动时间之比为 3。

: 7。 ,

或者说
,

勇子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相当妇女的
4 3%

。

各类人员承

担家务劳动的情况如下
:

1 3 2



参加家务劳动的人数

比重 ( % )

均平间幼时湘枷假耘休汹洲家魂天含碳不拓口每日人平每

(分钟 )

承担家务劳动占总址

(的比重% )

合合 计计 1 4 888 8 4
.

444 10 000

按按性别分
:::::::::

男男男 9 000 74
.

555 3 000

女女女 2 0 444 9 3
.

999 7 000

按按就业分
:::::::::

在在业人员员 13 222 8 5
.

888 7 1
.

555

离离退休在家人员员 2 7111 8 2
.

111 1 7
.

444

无无职业人员员 3 0 666 9 5
.

333 9
.

999

学学 生生 3 555 53
.

888 1
.

222

表列数据还说明
,

离退休在家人员承担的家务劳动量相当大
,

在 15 岁 以上人口中
,

离退

休在家人员占9
.

5%
,

而他们所承担的家务劳动量却占总量的 17
.

4%
。

相反
,

学生 (都是 1 5岁

以上的 ) 只有 5 3
.

8纬的人参加家务劳动
,

平均每人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仅 35 分钟 , 在 15 岁 以上

人 口中
,

学生占 5
.

2%
,

而他们所承担的家务劳动量只 占总量的 .1 2 %
。

三
、

家务劳动的价值相当家庭生活费收入的 45 %

家务劳动实际是有价值的
。

居 民正是通过家务劳动进行自我服务
,

从而节省了一大笔购

买劳务的支出
。

如果为减少做饭的家务劳动而购买成品半成品主副食 ;为减少缝洗衣物的家务

劳动而购买成衣和把衣物送洗衣店去洗 , 为减少照管教育孩子的家务劳动而把孩子送入托幼

园所或聘请家庭教师 , 为减少购买商品
,

照顾病人
、

老人
、

孩子
,

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
·

而

聘用保姆
,

等等
,

都必需付出劳务费
。

所以
,

家务劳动一旦转化为职业劳动
,

其价值就通过

劳务价格表现出来
。

目前
,

保姆的劳务价格
,

每小时五角左右
,

儿童寄托户的劳务价格也是

每小时五角左右
。

19 8 6 年平均每一就业人员的劳动性收入
,

平均每小时五角 二分
。

因此
,

家务劳动的价值可以按每小时五角计算
,

平均每个家庭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8 小时 50 分钟
,

全年共 4 03 个工作日
,

其价值约 1 60 0元
,

相当全家全年生活费收入的 45 %
。

这个 数字也说

明
,

发展第三产业的生活服务事业
,

减轻居民家务劳动
,

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
,

必需考虑增

加居 民收入
,

以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这一重要条件
。

苏 联 城 市 居 民 生 活 方 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左秀荣

1 9 8 3年
,

苏联城市人 口占全国总人 口的比例已由 1 9 4 0年的 33 %上升到 64 %
。

长期以来
,

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就是人 口 学家
、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 课 题
。

19 28

年
,

苏联理论界发表了第一部关于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著作
,

自50 年代起
,

这类著作日渐增

多
,

目前苏联学术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已经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考察和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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