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社会政策发展与我国性别

不平等机制的变化
＃

熊跃根

提 要 ： 女性在公／私领域 中 的 角 色 与社会经济地位深 受 一个 国 家 的 历史 、 政

治 、 经济和社会政策发展 的影响 。 在 当 代 中 国 ， 性别 不平 等模式仍 然 凸 显 了 女 性在

教育 、 就 业 、 社会保 障待遇及政治参 与 等方 面的 不利 处境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 来 的

市场经济发展与 社会变迁 ，
促进 了 女性教育获得 、 劳动参 与 和 收入水平 的 提高 ，

也

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 了 性别 不平等 的处境 。 同 时 ， 作为 一种试 图建构 就业 与 照 顾 、 公

． 共政治 与 家庭生 活二者平衡 的性别体制 的手段 ， 中 国 的社会政策在近年来取得 了 显

著的进展 。 ． 但是 ， 由 于缺乏 一种整体性 的促进性别平等 的 再分配机 制 ， 要实现 男 女

两性社会平 等 的 重要 目 标迄今仍然是一项未完成 的政治议程 。 在未来 ， 女性 自 身 的

觉 醒 、 性别 主流策 略与 社会政策的发展将对促进 中 国性别 平 等 目 标 的 实现产 生深远

的 影响 。
^

关键词 ：
社会政策 性别体制 平等 政治议程

一

、 问题的提出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 （ Ｍａｒｓｈａ ｌｌ
，

１ ９５０ ） 的看法 ， 自 １ ８ 世纪到 ２０ 世纪 ， 公

民权的三个组成部分 ， 即市民权 、 政治权和社会权 ，
逐步完成了

一种线性发展轨迹 。

在资本主义世界 ， 福利 国家成为公民权尤其是社会权 （或福利权 ） 迅速扩展的一个

重要历史阶段。 然而 ， 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体制里 ， 公民权的性别特征被中性化

了
， 女性的需要和权利被视作以男性为 中心的就业体系和福利制度的附属 品 ，

作为

＊ 本研究 受助 于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包容性增长 的社会基 ？站与我 国社会政策 的发展
”

（课题主持人

为 熊跃根
，
项 目批准号为 １ １ ＡＳＨ００８

）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

中 国 的城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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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不平等研究
”

（课题主持人为熊跃根
，
项 目批准号为 １ ３ＪＪＤ８４０００ １

） ，
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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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者舍依赖者存在的女性多数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 。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波 ，

其 目标就是试图打破男性主宰的性别分割与权利不平等 ， 并主张女性通过参与来实

现身份认同的转换 。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 ， 随着福利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 在男权制和国家主导的社会

政策范畴 ， 女性提出权利抗争的政治诉求 ， 这
一

主张将女性主义运动带人新的阶段 。

然而 ，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
女性角色不仅受传统文化与革命话语的制约 ， 也受经济

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环境的影响 。 在经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尽管女性在

就业与政治社会参与方面存在
一定局限

，
但是在生产活动与阶级斗争的范畴里 ， 女

性被赋予了 同男性相似的地位 。 同时
，
在家庭的私领域

，

由于革命体制与阶级斗争

学说并未实现男女两性的彻底平等 ， 女性仍然承担主要照顾者的角色 ， 在夫权制下

承受心理压力与权利的不对等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劳

动力市场的变革 ，
也深刻地影响了男女两性在公私领域的角色与性别关系 。 随着新

自 由主义经济思潮 、 全球化进程与社会变迁节奏的加快 ，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比例不断提高 ， 女性教曾机会的改善与政治参与机会的增多 ， 进
一步引发了女性对

社会政策领域两性平等的诉求 。

在不同福利体制的发展历史中 ， 传统上人们几乎不太关注性别的角色或作用 。

在男性养家模式里 ， 女性一直扮演着辅助的角色 ， 在福利分配的社会政策领域被看

作间接的受益者
，
而不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直接参与者 。 在经典的福利国家体制里 ，

收人转移和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与社会阶层而不是与性别发生重要的联系 ，

家庭和性别并未当作重要的变量 ， 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分工的基本特征之
一

（ Ｔｉｔｍｕ ｓｓ
，１ ９６３ ） 。 而在注重普惠主义与均等釋则的社会民主类型的福利国家里 ， 公

民 、 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性别关系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 即 国家有责任为家庭与工作

的平衡、 为女性劳动参与和两性平等创造条件 ， 并促成广泛的社会团结基础 。 在介

于 自 由福利体制与社会民主福利体制之间的法团主义福利国家里 ，
传统的性别分工

与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险体制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

；
女性照顾者的角色与强调家庭

伦理及责任的社会观念在宗教与市 民社会体系里有深厚的根基 ， 社会政策更多的是

促进劳动力市场表现与维护工会成员的利益 。 然而 ， 在中 国这样的处于经济转型中

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 国家 、 市场与家庭的关系对女性的福利状况与男女两性的平等

关系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市场化过程对女性的福利与经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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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状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

一方面提升了女性的福利水平与劳动参与率 ， 吴一方面

也造就了女性在诸多方面与男性的不平等 。 而在 当代中 国 ，
就女性与社会政策的关

系问题 ， 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理论与实践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 尽管近年来
一些学者认

识到女性与公共政策参与的联系 ， 但是对于深人理解政策过程如何影响女性福利状

况以及女性参与如何影 响 政策过程 ， 仍然悬而未决 （李慧英
，

２００２
；
徐文丽 ，

２００５
； 杜洁 ，

２００８
； 陈方 ，

２０ １ １
） 。

我们生活在一个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和建构 的人类社会 ，
这是迄今为止

一个最为

朴素的真理 。 然而 ， 这一事实在男权制主宰的社会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 就像所有

的事物或观念一旦被当成客观存在 ， 就会使人们习 以为常 。 因此 ， 在社会科学领域

里 ， 对女性主义者而言 ， 性别认同政治还是一件仍广泛存在争议的议题 ， 而社会政

策与妇女福利的改善依旧尚在未完成的议事 日 程之中 。 在全球化、 技术革命和社会

变迁 日益改变人们的观念并重塑我们的知识体系的时候 ，
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中 的

社会成员 ， 我们的确有必要再思考这样的基本问题 ： 如何通过对性别认同与妇女社

会权的关系认识
，
真正推动左右当今妇女社会生活处境的再分配政治和社会政策的

变革 ， 进而改善福利状况 ？ 更重要的是 ，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 ，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

保障体制发生重大转变的中 国 ， 社会政策与女性福利状况的联系 日益紧密 ， 而传统

的性别体制很可能受到社会政策进程的影响而发生变革 。 过去几十年来 ， 在发展中

国家 ，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 、 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与家庭机制的影响 ， 女性的不平等处

境仍然还很明显 。 因此 ， 改善发展中 国家妇女的贫困 、 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处境 ，

一

直是发展中 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努力的 巨标 。 在中 国
，
过去的 ３０ 多年来 ， 社会转

型和 由经济改革引发的市场化两股力量对妇女的生活处境和福利状况产生了 明显的

影响 。 妇女在教育与就业领域的总体状况得到改善 ，
以及政府所出 台的一系列社会

政策和社会保障改革措施 ，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 但同时既有

的社会结构 （城乡结构 ） 、 权力结构 （夫权／夫权制 ） 和传统价值观 （男尊女卑 ）

连同市场化结构 ， 还在进
一步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参与 ， 限制 了妇女的

自主性和福利水平的提高 （ 熊跃根 ，

２０ １ ２
） 。

在社会科学领域 ， 按照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 ， 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和

变量 ，

一直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中 的基本的组织原则 （
Ｓ ｃｏｔｔ

，
１９ ８６

） 。 同样 ， 性别及

性别关系 ， 对分析和认识社会政策与公民权 、 福利体制与性别平等的关系也至关重

要 。 在对社会政策中福利再分配体制与性别的关系 问题进行考察时 ， 研究者需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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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问题不再仅仅是对女性福利状况的一般认识 ， 而是要进一步追问下列更为深刻

的问题 ， 尤其是围绕国家在家庭与就业 （劳动力市场 ） 之间的干预及其后果的核心

议题 ： 第一 ， 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如何规范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需要 ？ 政府应满足

哪些社会需要 ？ 第二 ，
妇女作为公民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 ， 因此女性的社会需要也

包含了共同需要与特殊需要 ， 表现在社会政策实践中 ， 应如何充分考虑女性需要的

双重特征 ， 进而在社会政策中体现男女两性的平等与差异 ？ 第三 ， 社会政策进程如

何影响既有的性别体制 ， 同时性别体制如何作用于社会政策过程 ？ 基于这一复杂关

系 ， 我们如何认识承认 （ ｒｅｃｏｇｎ
ｉｔｉｏｎ

） 与再分配政治对女性生活世界和解放／斗争实

践的影响 ？

在分析和认识当今中国 的社会政策与性别政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时 ，
我们应

该要充分理解当前女性的社会处境 、 福利状况与 国家主导的经济
一

社会发展历程之

间的紧密联系 。 这一认识视角不仅可以 帮助我们避免将性别与福利的关系简单化

（ 如演绎成福利体制 自发的结果 ） ，
更有助于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里性别政治的激进

实践 （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所共有的局限性 。 在探讨性别主义理论时 ， 研究者有必要注

意到几方面问题 ： 第
一

，
学术话语与真实的生活世界存在区别 ； 第二 ， 女性主义者

的抗争与妇女 日常生活政治之间存在差异
；
第三

，
现代与传统的相互转化使得传统

生活方式和性别关系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复苏 ；
第四

，
家庭关系 的稳定与变迁为现

代女性的角色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 因此 ， 在探索社会政策进程与女性的关系时 ，

我们不仅要关注女性基本的社会处境与现行社会政策的关系 ， 还要更加关注女性福

利的改善 ， 如何有助于增进她们在政治生活中 的参与 ， 尤其是在社会保护 、 教育与

就业方面的政策推动 ，
对女性的社会参与产生 了哪些影响 。 而且我们也将重点关注 ，

如果女性主义运动 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议程紧密联系在
一

起 ， 是否有可能促进

女性主义社会政策 （
ｆｅｍ ｉｎｉｓｔｓｏｃ 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的形成 ？ 其 自然的结果可能是 ， 女性主义

社会政策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女性的政治参与 。 基于上述认识 ， 本文作者认为 ， 对

以下问题的认识是十分关键的 ： 第一 ， 如何在社会科学领域
，
尤其是社会学与政

治科学领域 ， 将性别置于社会 （ 或公共 ） 政策分析的核心 ； 第二 ， 在社会科学研

究中 ，
通过将理论解释与经验分析结合在

一

起促进性别研究学科 的发展 ；
第三 ，

在性别与社会政策关系的研究 中 ， 引人历史
一比较分析的视角 ；

第 四 ， 女性主义

实践的重要 目标是实现两性平等 ， 这
一

实践必须通过政策倡导与制度变迁从本质

上改变妇女的处境 。 因此 ， 解释与分析社会政策发展与女性体制变迁的内 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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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本文将致力 于从理论上推进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和

分析 。

二、 社会政策与性别不平等机制的联系 ：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图式

在社会科学领域 ，
探究社会政策与性别关系的尝试由来已久 。 在西方早期福利

救助与社会政策实践中 ， 由于女性经常作为福利的接受者或依赖者的身份出现 ， 而

逐浙成为保守主义或新右派道德修辞的受害者 ， 福利依赖 （
ｗｅ ｌｆａ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

—

度成为攻击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政策的主要证词 。 那些保守的福利批评家认为 ， 福

利政策的实施并未有效改善穷人的状况 ， 反而使包括黑人、 妇女等在内 的贫困群体

的状况变得更糟。 他们不仅认为是福利导致了贫困行为等问题的出现 ， 还提出终结

福利既是对穷人的正确选择 ， 也是社会政策改革的方向 （
Ｍｕｒｒａｙ ，１ ９８４

：２ １９
－

２２３
；

Ｍｅａｄ
，
１９８６

：
２４ １

－ ２４８
） 。 尽管不 同 的福利 国家体制里社会政策的改革策略存在差

异 ， 但是新 自 由主义思潮切实影响了 自 由福利体制下政府的社会政策议程 ， 福利改

革加深了穷人和女性等群体在福利与就业之间做艰难抉择的困境 。

（

一

） 社会政策与性别不平等机制的关系 ： 文献回顾

作为
一

种 以干预社会问题 、 回应社会需要和提升公民福利为主要 目标的政策 ，

社会政策在多个层面影响性别关系与社会平等 。 在欧洲发达国家 （ 以欧盟为主 ） 内

部 ， 性另（ １主流 （ ｇｅｎｄ ｅｒ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已经成为公共政策 的
一

个主要制度设计基础 ，

以促进性别平等 目 标的实现 （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Ｓｈａｗ

，２００２ ） 。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国际社会科学界 （尤其是欧美 ） 有关性别与公共政策 、 性别与福利体制等关系的理

论与经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 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了工作与家庭关系 、 女性生殖权利 、

女性的政治代表性以及公共政策 中 的女性视角等不 同 问 题 （
Ｍａｚｕｒ＆Ｐｏ ｌｌａｃｋ

，

２００９ ） 。 尤其是全球化时代 以来 ， 随着正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促进增长与消除贫困

上的失效 ， 引起国际上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制度关系的深人关注 ， 人们开始重新将注

意力放在如何推动社会政策的发展来减轻社会问题的成本 ， 进而通过有效治理来改

善经济环境与增长 （
Ｒａｚａｖｉ ＆ Ｈ ａｓｓ ｉｍ

，２００６ ：
１

－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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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科学界 ， 诸多分析社会政策和性别关系的研究成果 ， 是从女性主义

视，来探讨福利 国家体制与性别之间存在的联系 ， 主要是试图 回答福利国家作为
一

种机制 ， 如何影响性别的分工 ，
以及社会政策制度对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和女性劳动

参与等的影响 （
Ｌｅｗｉｓ

，１ ９９２
；Ｓａ ｉｎｓｂｕｒｙ ，

１ ９９３
；１９９９

：２４５
－

２４９
；Ｓｈａｖｅｒ

，２００２ ） 。

在研究者看来 ， 当代西方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安全机制主要是通过有酬工作与福

利两种支柱形成 ， 以现金和服务两种途径来实现 ，
其特点是强调法律治理和需求管

理
，
与以需要为本的 、 普惠主义福利体制有着显著的区别 。 在这一福利体制中 ，

如

何处理资本与劳动关系 ， 尤其是涉及男女两性在家庭与工作上的性别关系和角色分

工时显得十分重要 。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与女性作为劳动者参与的普及 ，

传统的男性养家模式摇摇欲坠 。 家庭 、 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国家三者关系的演变 ，
促

使性别关系也在不断调整 。 在广大的欧洲 国家范围里 ， 福利 国家的转型进程也在进

一步促进在国家层面上调节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
Ｌｅｗｉｓ

，
２００６、 就女性主义学

说关注的社会政策议题而言 ， 研究者提出 ， 妇女公民权利的界定与实现应置于福利

国家政治的核心而非边缘 ， 而种族与阶级的差异是社会不平等的突出表现形式。 经

验表明 ， 女性的贫困与族群背景有着密切关联 ， 而福利 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

强化了女性在福利权利上的脆弱性 （
Ｇｏｒｄｏｎ

，

１９９０ ） 。

在试图 回答性别的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与后果这一问题时 ， 福利 国家的研究者试

图将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与福利体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 同时把性别的社会分工作

为问题分析的核心维度 ， 研究者指出它也是分配过程中
一

个重要的推动力 。 在认识

和分析性别不平等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时 ， 研究者通常会寻求在政治呈现与教育领域

做出解释 。 他们提出在上述两个领域以性别为基础的能动性实际上也存在不平等 。

但是 ， 随着福利 国家 自身发展的进程 （如北欧福利 国家的普惠主义模式 ） ， 促使政

治参与和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显著缩小 。 其次 ， 男女两性在公私两个领域 内 的劳动

性质与内容的差异 （ 工作与照顾） ， 直接导致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低下 ，
也影响了女

性生活水平的提高 。 因此 ， 妇女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要求与男性获得同

等机会参与有酬劳动 ， 从而获得独立和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 。 然而 ， 平等／差异原

则本身也给女性的权利诉求带来障碍 ， 因为女性很难在复杂的环境下做出 适当的

选择 ， 能够既维护作为公民的权利 ，
又保证 自 己 享有作为女性的 自 由 。 为保护女

性的就业权利和作为照顾者的功能 ，
福利 国家的做法是发展比较完备的家庭支持

体系 ， 从而减少男女两性因为就业与家庭矛盾冲突带来的不平等 ， 或是减轻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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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照顾者的负担 。 总体看来 ， 不同类型 的福利体制 、 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与性

别政策及性别不平等存在紧密关联 ， 但是性别不平等仍然呈现了不同形式 （
Ｋｏｉ

ｐ
ｉ

，

２０００
；２０ １０ ） 〇

在考察国家经济 、 政治与家庭关系的转变时 ， 研究者认为 ， 在欧洲范围内工作／

福利的关系已发生 明显的变化 ， 全球化 、 区域化和个人化三种力量进一步形塑 了福

利国家中性别体制 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 ＰａＳｃａｌｌ ＆Ｌｅｗｉｓ
，
２００４ ） 。 而另外的研

究则强调 ，
性别与不平等关系实际是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联系在

一起 。 资本主义

的多样性成为劳动力市场制度重要性最直接的体现 ， 这些制度使得性别的不平等效

果得以呈现 （
Ｅｓｔｅｖｅｚ－Ａｂｅ

，
２００９

） 。 在全球化背景下
，
新 自 由 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导

致的不平等早已被人们所注意到 ，
但是代际因素和性别的代际化过程却不被人们重

视 ， 若从生命历程角度来看性别关系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 ，
以及与家庭 、 国家及市

场的关系 ， 我们较容易看到女性不平等与不 同时期 国家政策 的实践及社会经济环境

变迁有直接的联系 （
Ｗａｌｂｙ ，

２００４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２００８ ） 。 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 女性

在家庭内的时间使用和家务劳动 的分配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共政策体制对性

别劳动分工的影响 （
ＧｅｒｓｈＵｎｙ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２００３ ） 。 而通过比较研究
，
研究者还发现 ，

性别之间在收入方面的差异除了 因工作导致的报酬市场化差异外 ， 不 同福利体制下

的社会保险待遇与津贴收入的差别也是重要的原因 （
Ｋｏｒｐｉ

，
２０ １０ ） 。

在中国社会科学界 ，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不断关注社会政策与性别的关系 问题 ，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政策改革与制度变迁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等的影

响 （彭希哲 ，
２００３

； 吴宏洛 、 苏映宇
，

２０ １ １
） 。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进程

的不断加快 ， 中 国政府推进了社会政策 的改革和实施 。 解决包括性别不平等 、 收入

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 ， 不仅符合公众 日 益提升的期望
，

也体现执政党和政府努力提

高信任度与加强制度合法性的重要努力 。 由 于中 国区域差异较大 ， 不同地区的社会

及制度较为复杂 ， 社会政策与性别体制及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也复杂多变 ， 需要通过

进一步的经验调査和理论探索才能更好地揭示 。

（二 ） 建构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关系的理论分析图式

在男权制主宰和新 自 由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 ， 社会政策决策与实施过程和性别

的关系不仅受到公共部门构成机制的影响 ， 也受女性 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 、 政治参

与和女性主义运动的进程所牵制 。 在当今的社会里 ， 由于历史、 文化和政治经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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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复杂影响 ， 政策过程中的性别动态学并未表现出一致性 。 研究者提出 ， 要促成

性别政治的发展与公共政策中女性影响的提升 ，
应在政策过程中有效注人性别平等

和性别主流要素 ， 通过强调性别分工 、 女性的影响 、 以权威和情绪为基础的关系以

及性别公平 ，
建构性别与政策决策之间新的政治语言和实践渠道 （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

Ｇｏｏｄｗｉｎ
，２００５ ） 〇

从理论上建立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关系的理论分析图式
，
研究者必须充分考虑

．

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 第
一

， 在特定社会里 ， 公民权的 内 涵与社会政策的关联
；
第

二
， 如何认识并在社会政策中体现男女两性在社会需要方面的相同与差异原则 ？ 第

三
，
如何建立女性在社会政策过程中 的参与机制 ；

第四
，
将性别平等作为性别主流

机制 的核心融人社会政策过程 。 作为
一

项政治行动议程
，
要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政

策发展 ， 应从理论上辨析清楚过去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与道德哲学理念 ， 进而实现

将国家政治过程中公民参与和社会政策实践整合在
一起的 目标 。 作为一种社会行

动
，
社会政策不仅起到保障女性的福利权益的作用 ，

还将影响女性的经济 、 社会和

政治参与 。 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和公共政策的 目 的是促进公 民在经济 、 社会和政治

活动中的基本权利和平等参与 ， 提升女性影响以及她们参与社会和公共政策的能

力 。 同时 ， 社会政策也是一系列制度或体系构成的行动机制 ， 它 由不同的行动者构

成 ， 包括政府 、 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 ，
通过精心设计的政策决策与实施策略来达到

经济 、 政治 、 行政或管理的 目标 ， 从而实现社会正义 ，
并展现政府治理社会问题的

能力 。

针对女性主义研究与实践的符号化 、 体制化共存的现状 ，
若要在理论上突破以

往对政治过程与性别体制关系的认识 ， 社会科学家必须从本体论、 方法论和价值论

上做出新的调整 ， 通过理论整合和新的概念化工作重新评估当前社会中的性别政治

与政策发展之间的联系 。 在本文中 ， 作者提出 ， 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构建社会政

策与性别平等关系的理论分析图式 ： 第一 ， 该理论要观照作为私领域的家庭变迁对

女性的影响 ， 尤其是要进
一

步强化对女性的 日常生活的政治属性的认识
，
其中包括 ：

女性如何在家庭内保持女性的特质及其社会关系的属性 ； 女性在维持照顾家庭与人

口再生产的功能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 更重要的是 ， 在社会变迁的环境下 ， 认识和

分析家庭作为私领域中 的亲密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 进行家庭关系 、 性别 角色与家庭

功能维系的性别动态学分析 。 同时 ， 理解市场力量对女性个人生活世界的影响 ， 如

外部金钱政治与家庭生活政治之间的冲突 ，
以及市场竞争和经济制度 、 政策对妇女

１３ ５



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５ ． ３

生活 、 就业与权利状况的影响 。 第二 ， 这
一理论要解释和分析女性如何通过就业获

得福利权利
，
以及如何通过参与社会政策过程影响再分配政治的发展 ，

在这一进程

中针对女性的社会政策应当作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实戚 ，
以两性平等和女性参与政

治活动为基本 目标 ，
着重关注女性在就业政策 、 教育政策 、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 ，

以及第三部门／公益社会活动中的权利 、 需要和发展机遇 。 最重要的是 ， 社会政策不

仅满足和改善女性的社会需要 ， 维护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
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政

策本身提升女性 自我发展与实现的能动性 ， 帮助其成为人类解放政治 中的主体而非

边缘的行动者 。

三、 中 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与社会政策的发展

当代中 国女性的发展以及性别不平等的变化
， 是与 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

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 在封建时代 ， 女性成为男权制和夫权制的附

庸 ， 其自身作用局限于家庭等非生产性的附属范畴 。 随着新中 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

进程 ，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普遍提高 ， 女性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改善 ， 针对就业者

（包括男性和女性 ） 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逐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济社

会的迅速发展 ， 使得女性与男性的差距在缩小 ， 但是在很多领域 ， 性别不平等的情

形却依然不容乐观。

（
一

） 市场经济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性别机制与性别不平等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 ， 中 国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
国家财政实力不断提

高 ，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增长 ， 总体上男女性别不平等的境况在逐步得到改善 ，

联合国出版的 《人类发展报告》 解释了这
一

趋势 （
见图 １

） 。

在教育不平等方面 ， 由于中国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
，
政府教育投人的加大

，

对贫困地区进行财政政策倾斜等 ， 中国城乡一孩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

同时在教育方面性别的差距明显缩小 ， 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受到
“
一孩政策

”

的

影响 （
Ｌｅｅ

，

２０ １２
） 。 从 ２０ １０ 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组织实施的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

地位调查结果来看 （ 见表 １
） ， 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 ０ 年 ２０ 年期间 ，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

农村 ， 女性受教育水平都在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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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性别不平等指数变动趋势 （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１
）

资料来源 ： 根据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 》 历年数据整理获得 。

表 １中国妇女受教育水平的变化 ｛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２０ １０
年



城镇丨

农村丨

城镇 ｜农村
丨城镇

丨农村

教 平的百分 比 （
％

） 

未受教育１０ ． ９３４ ． ７——３ ． ５６ ． ６

小学教育１ ９ ． ８３６ ．１——１０． ３２９ ． ４

中学教育３６ ． １６ ． ７４４． ４８ ． ４５４． ２１８ ． ２

平均教育年限 （年 〉
女性４ ． ７６ ． １８ ． ８

男性
＾

６
７ ． ６９ ． １

注 ： 表中 表示数据缺失 。

资料来源 ： 全国妇联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査 （
２０１０ 年 ） 报告 。

但是 ， 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还很明显 ， 城市女性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比

例远远高于农村 。 从受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来看 ，
尽管男女两性还存在差距 ， 但是

两性受教育的平均年限逐步接近 。 这一结果与最近学者对不同时期 、 不同地区有关

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的结果类似 。 换句话说 ， 中 国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过去 ３０ 多年的经济
一

社会发展
，
然而 ， 受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在城乡

与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 ， 这对未来教育政策改革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和

平等的发展提出了要求 （
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４

） 。

① ＧＩＩ 是
“

性别不平等指数
”

（ Ｇｅｎｄ ｅｒ Ｉｎｅ
ｑ
ｕａｌｉｌｙ Ｉｎｄｅｘ ） 的英文缩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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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劳动力参与方面 ，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一直在上升 ，

男女劳动力参与尽管仍有差距 ， 但这
一

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 作为社会不平等的
一种

表现 ， 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和动态变化是复杂的 。 与此同时 ，
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

中的收入差距还依然很明显。 表 ２ 数据清晰地反映了过去 ２０ 年男女两性在就业水平

和收入方面的城乡差异 。 同时 ， 在非正规就业领域和私营部门
，
男女两性工资水平

和收人不平等的状况仍然存在 。 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２０ １０ ） 结果显示 ，

劳动力市场 中男 女两性的 收人差距在扩大 。
２０ １０ 年城镇女性收人只有 男性 的

６７ ．３％
 ，
农村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 ５６ ．０％

， 而 １９９０ 年上述数据分别 为 ７７ ．５％ 和

７ ９
．
０％（

Ｈｅ
，２０ １２

） 。 最近的研究表明 ，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 ２０ 年里 （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９ ） ，
中 国男女两性的工资差距依然明显 ，

市场化和国家部门的退出是形成这一持

久差距的主要原因 （
Ｚｈａｎｇ

＆ Ｈａｍｒｎｍ
，２０１５

）
。 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２０ １０

年 ） 也表明 ， 过去在针对女性就业的劳动与社会保护上 ， 还缺乏更为细致和全面的社

会服务与相关家庭政策 （ 如政府提供的儿童照顾的社会服务与儿童津贴等 ） 。

表 ２



两性就业与收入状况 （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年

城镇
丨

农村 ｜城镇
丨

农村｜城镇
丨

农村

从事有收入工作的比例
（
％

）


女性７６ ． ３—６３ ． ７—６０ ． ８８２ ． ０

男性９０． ０—８ １ ． ５———

２〇
－

５９ 岁人 口就业比例
（
％

）


女性７７ ． ４８７ ．１６３ ． １８ ８ ． ９６０． ８８４ ． ４

男性９ １ ． ９９７ ． ４ ８２． ３９ ６ ． ８８ １ ． １９４ ． ３

占男性平均收人的比例 （％ ）７７ ． ５７９ ． ０ ７０ ． １５ ９ ． ６６７． ３ ５６ ． ０

资料来源 ：
全国妇联第三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査 （

２０ １０ 年 ） 报告 。

在当代中国 ， 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不断提高 ， 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转型的加快 ， 同样增加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劳动力市场中的风险与脆弱性 。 由于

就业性别歧视的影响 ， 尤其是公共部门某些 岗位的就业方面 ， 相对男毕业生来说 ，

女毕业生入职门檻高于男性 。 在城市 ，
私营部门就业与职业发展的激烈竞争伴随生

活压力的増大 ， 对女性的生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
这无疑增加 了作为家庭中 的照顾

者和作为就业者的双重压力 ，
迫使她们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 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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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与家务承担上 ， 女性通常 比男性承受更多的压力
，
传统文化和观念仍然在不断

强化这一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 。 在职业发展上 ， 虽然在干部任用机制上并未显示女

性与男性显著不公平的处境 ， 但在现实 中的男性主导的权力体系里
，
党政人才中 的

高层次女性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 ， 对她们的要求也更为严格 。 在农村 ， 妇女作为

家庭的照顾者和生产者 ，
担负着家庭的双重责任 。 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

进程中 ， 数以万计的中青年男性劳动力流 向城市 ， 诸多女性成为农村的 留守者 ， 承

担照顾老人孩子的家庭责任 ， 忍受分居的痛苦和婚姻破裂的种种风险 。 而流 向城市

的农村女性
， 在劳动力市场里大部分流 向低端就业岗位 ，

在工资和社会保障待遇上

由于缺乏集体谈判机制和劳动保护屏障 ， 她们经常陷入权利遭受剥夺和损害的处境 。

尽管经过政府和妇女组织多年的努力 ， 我们在减轻妇女贫困 、 为妇女创造就业和完

善妇女的社会保障机制方面取得了
一些进展 ， 但是就更广泛的男女平等而言 ，

道路

依旧漫长 。 几年前 ， 《劳动合同法》 与 《就业促进法》 的颁布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

完备的就业法律保障 ， 但是法律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还面临着现实困境 ，

一些私营

企业为一己之利往往铤而走险 ， 规避和违反法律 ， 在用人过程中损害包括妇女在内

的就业者的基本权益 ， 这从地方就业者劳动合同签订比例和社会保障参保率上就可

明显看出 （葛翔宇 、 刘松林 ，
２００８

；
王维 ，

２０ １０
； 严慧娟

，

２０ １２
） 。

在针对女性受虐待和性侵犯的问题上 ，
相关的立法较多注重的是对犯罪者的惩

戒
，
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受害女性的保护性的社会服务与经济赔偿 。 尤其是涉及

公共领域 ， 应针对公职人员侵犯女性的行为对受害女性造成的身体 、 心理和精神损

害 ， 引入国家赔偿规定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 在任何社会里 ， 对最脆弱者的社会保

护和受损处境的利益赔偿 ， 是实现基本的社会公正的标准。

在家庭私领域 ，
生育作为延续社会最重要的人类再生产活动 ，

妇女的权利 同样

未受到足够的保护与重视 。 作为我 国的
一项基本国策 ， 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促使广

大家庭只能生一胎 。 然而 ，
生育保险计划和家庭政策的不健全 ， 却导致数以百万计

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 （简称
“

失独家庭
”

） 未来面临养老的 困境 （ 陈青 ，
２０ １３

；
江

跃中 ，
江砚

，

２０ １５ ） 。 中年甚至老年丧子的悲痛长期伴随这些逐步步入老年的夫妇 ，

他们 当 中尤其是女性在丧失独子 （女 ） 以后面临的长期无助和抑郁悲伤的处境 ，
已

经引起了 国家和相关部门 （ 包括妇联在内 ） 及地方政府的研究和 回应 （ 周伟 、 米

红 ，
２０ １ ３

； 张祺乐 ，
２０ １３

；
李亚平 ，

２０ １４
） 。

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落后农村地区 ， 针对女童的歧视还依旧存在 ， 弃婴现象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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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孤儿 （尤其是女性孤儿 ） 安置和救助
，
在政策 、 资源和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

已成为当务之急 ，
近年来发生的

“

兰考事件
＾ ’

足以让政府和广大的公益组织深刻反

思对孤儿和脆弱儿童的社会救助体系 。 在我们面临人 口 日 益老化的今天 ， 我们不应

也不能忽视儿童的处境和基本权利 ， 因为他们是未来社会的主人。 而关注女童 ， 就

是关注未来的生命延续 ， 因为女性是人类再生产最童要的原动力 ， 这是任何政府都

须站在历史高度上深思的问题 。 在尊老敬老的文化价值体系里 ，
儿童的价值和权利

长期被忽视 ；
在人 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不断加剧的趋势下 ， 发展儿童的福利和 向其提

供社会服＃ ， 强调儿童的价值 ， 是抵御未来社会
“

少子化
”

和劳动力资源萎缩的最

好途径 。 今天的 日本社会出现的少子化问题足 以令我们警惕 ， 我们应据中 国社会的

情况做出政策调整和回应 。 而在健康方面 ， 尽管女性的平均寿命高 出男性 ， 但是就

自评的健康状况来看 ， 男女两性仍棘存在差异 。 基于 ２００６ 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査

（ ＣＨＮＳ ） 数据分析表明男女的 自评健康存在差异 ， 男性对 自 身的健康状况评价较

高 。 自评健康为好的女性明显少于男性 ， 而 自评健康为差和
一般的女性则 明显多于

男性 。 除了男女性之间本身客观的生理区别 ， 男女健康 自评的差异性与我们传统观

念中男女角色的分配和经济地位也有
一

定关系 （ 赵天书 ，

２０ １ ３
） 。

（ 二） 近年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性别不平等变化的影响

进入 ２ １ 世纪以来
， 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以后 ， 随着科学发展ｋ的提出和建设和谐社

会 目标的推进 ， 中国进人了
“

社会政策时代
”

（
王思斌 ，

２００４
） 。 这个时期的政治与

社会实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国家的发展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 ， 转向 了更为注重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 ， 因此 ，
以社会公平和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政策 ，

成为中 国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 。 在过去 的 １０ 多年里
，
中 国在推进社会

政策实施与提升公民福利方面制定 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措施 ， 主要的社会政策变革

涉及医疗 、 救助、 养老 、 就业 、 教育等各个方面。 就对既有的性别体制影响而言 ，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１９９７ 年 ） 、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２００７ 年 ） 、 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 、 《劳动合同法》 （
２００８ 年 ） 、 《新医疗改革方案》 （

２〇０９ 年 ） 和 《社

会保险法 》 （
２０ １０ 年 ） 等都对扩大对女性的社会保护 、 减轻妇女贫困和促进女性的

社会融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在推动男女性别平等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期

中 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２０ １ ０ 年 ） 结果表明 ， 在社会保障方面 ， 女性的状况有所改

善 ， 但在农村仍有较高比例的女性没有养老保障 。 在非农业户 口女性中 ， 享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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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障的比例为 ７３ ．３％
， 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比例为 ８７ ．６％

；
农业户 口 女性中 ，

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比例为 ３ １ ．１％
， 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的 比例为 ０５ ．０％ 。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 ， 城镇单位女性社会养老保障和 医疗保障的享有率分别提高 了２５ ． ４％ 和

４６．１％ 。 近 １ ０ 年
，

８７ ．３％ 的城镇单位女性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的产假时间达到了 国家

规定的标准 ， 比上一个 １ ０ 年提高了
９ ．８ 个百分点 。 作为一个老龄化发展速度 日益加

快的国家
，
中国老年人的健康及生活状况 日益受到关注 。 调査同样表明 ， 尽管女性

健康服务和工作生活状况总体上都得到改善 ， 但与男性相比 ， 老年女性在获得健康

服务与经济支持方面的比例仍然偏低 ，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女性近 ３ 年内做过健康体检

的只占 ３８
．
９％

，
５４ ． １％ 的城镇老年女性首要生活来源为 自 己的离退休金或养老金 ， 相

比之下男性则达到 ７９ ．３％
； 农村老年女性的首要生活来源为其他家庭成员资助的比例

为 ５９．１％
， 男性则为 ３８ ． ８％

 ， 并且有 ２３ ． １％ 的农村老年女性仍在从事农业劳动 。

２〇 １ 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开始实施的 《社会保险法》 在第二章明癒规定
“

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 、 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 日 制从业人员 以及其他灵活就业

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 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

。 相比较男 而言 ， 由

于女性就业的特点
，
在城市女性灵活就业比例要高于男性 （如家政行业基本上是女

性主导 ） 。 这样
， 稂据现有 的社会保险的法律规定 ， 灵活就业的女性也可以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 ， 因此扩大了社会保障中女性参保的范畴 。 然而 ， 由于户籍制度和养老

保障难以转移的原因 ， 在城镇灵活就业的女性中有较高 比例的女性没有参加当地的

基本养老保险 ， 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两性之间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差距 ， 形成

了社会保障实质权利的差异 。 同时 ， 尽管新实施的 《社会保险法》 还对女职工的生

育保险做出 了更为具体的法律规定 ，
以确保女性在生育方面获得基本的照顾与权利 。

但是 ， 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里 ， 要推进男女平等 ，
促逄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与制

度发展 ， 需要通过进一步立法才能有效实现 。 尽管我国 ｉ前尚无国家层面制定的以

性别平等为主题的法律 ， 但是地方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
２０ １２ 年 ６

月 ， 《深圳经济特区栓别平等促进条例》 经深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 成为中 国内地第一部关于性别平等的地方性法规 ，
开创了性别平等立法

的先河。
２０ １４ 年 １ 月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
其中在第十七条

“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
”

条 目下 ， 在

规定
“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 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前提下 ，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 占有 、 使用 、 收益 、 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 、 担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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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后 ，
特别强调要切实维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 这一规定对保护农村地区妇女

经济和社会权利 ，
促进男女平等有着深远的意义 。 而在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侵害

的领域 ，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 以来加快了 宣传 、 政策推进和立法的进程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 国务院法制办就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征求意见稿 ） 》 以

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征求意见稿》 对家庭暴力进行

了界定 ，
并从家庭暴力的发现和报案 、 公安机关的处置、 对受害人的救助 、 人民法

院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等环节做了 明确规定 。 在法律责任方面 ， 也做出 了清晰的规定 。

尽管过去 ３０ 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 但应该看到客观上中 国 的性别机制和性别不平等受到了传统

的男孩偏好文化和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 ， 所导致的出生婴儿性别比

偏高和低生育率水平将对未来 中国劳动力市场 、 两性婚姻市场以及老人照顾模式等

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 Ａｔｔａｎｅ
，２０ １ ２

； 郭志 刚 ，
２〇 １５ ） 。 涵此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理解中 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与变化 ，
必须结合不同社会领域的政策实施进程及后果

来综合考察 ， 并将未来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放在经济模式转型与人 口结构的总体变

化趋势中来理解 。

四 、 再分配政治与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发展

在一个健全和成功的社会里 ， 女性和男性
一

样 ，
可以获得相 同的公民权和平等

的发展机会。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 ， 社会政策的功用主要在于通过福利津贴与社会服

务满足公民的社会需要 ， 促进平等并实现社会正义。 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之
一

，

再分配政治与妇女福利的发展 ， 既是
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现 ，

也是社会福利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涵盖男女两性的平等福利政策和针对女

性需要的特定福利政策的实施 ， 对促进性别平等 以及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
具有积

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 ，
长期 以来 ， 对女性身份与差异的承认

一

直都是政治哲学辩

论的核心 ， 也是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诉求的重要 目标 。 而在社会主义理念与理想实践

中 ，
无差异的 、 平等主义的再分配代表某种正义的内涵 ， 重新检验再分配诉求与承

认诉求二者的关系也成为当代左派政治哲学或批判理论激辩的
一个核心 主题 ， 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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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黑格尔
“

为承认而斗争
”

的主张在当前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 弗雷泽 、 霍耐

特 ，
２００９

： １
－

４
） 。 在一个充满差异 、 矛盾和潜在社会冲突的时代里 ， 公民与 国家

的关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
，

日 常生活实践与政治诉求紧密联系在
一

起 ， 性别政治不

再局限于家庭内部事务 ， 而是在男女两性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上展开了论辩 。 今天 ，

在讨论围绕公民权的诉求展开的社会运动时 ， 很难离开公民与 国家的关系 、 公民之

间的协商与政治联合 ，
以及性别平等的政治 。 而作为党派政治共识和社会运动 的结

果之
一

， 再分配政治 中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 目标与 由男女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对

平等 目标的诉求是相
一

致的 。 按照霍耐特 （ ２００５ ：１ ７８
－

１ ８６
） 的说法 ， 在现代社会

中
，
作为独立化主体的存在 ， 男女两性平等与彼此尊重 ， 是实现社会团结的必要条

件 ； 然而 ， 要让女性摆脱传统价值的束缚 ， 再分配政治则必然成为实现女性解放与

精神 自 由的充分条件之一 ， 平等主义 （男女价值的彼此尊重 ） 与普惠主义 （均等原

则 ） 的社会政策与福利实践将人类关系 中的各种损 害尊严 、 自 由和权利的行为减少

到最低限度 ， 从而重建社会进步的道德基础 。 当代后工业社会和经济转型国家面临

的一个重要课题
，
实际上都是如何通过作为身份认同的再分配政治 ， 来实现公民之

间的平权 ，
以及缓和阶级之间的冲突 。 在政党政治的影响方面 ， 政府通过社会政策

的有效实施
，
尽可能维持边缘群体利益诉求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 同时确保社会

的核心道德观念——即
“

正义
”

在实践中不被破坏 。 因此 ， 在家庭与国家之间 ， 社

会政策的功用充分体现了再分配政治在调节私领域与公领域关系 、 促进性别平等和广

泛的社会参与的现实意义。 对公正的社会 目标而言 ， 再分配政治的合法性在于 ， 它可

能通过均等和普惠主义的原则来确保传统的支配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冲突得以消解 。

这样的结果无疑将有利于女性与男性在社会 、 经济与政治范畴获得相同的地位 。

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范畴里
，

“

性别
”

已经成为一个涵盖政治 、 经济和文化维度

的社会分析工具 ， 它用于解释和文化观念如何形塑政治 、 经济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 ，

以及如何破解形成这
一不平等的制度与政策藩篱 。 从历史比较的分析维度来看 ， 中

国当前的性别不平等一方面是封建文化中夫权制长期作用的结果 ， 另
一方面也反映

了在变化的政治 、 经济与社会情境中 ， 国家和市场两个主要场域的权力机制对性别

不平等的影响 ， 它们间接通过劳动力市场进人 、 工资规定 、 福利待遇 、 儿童照顾服

务安排和退休制度的设定等来构造性别之间的不平等 。 在计划经济时期 ， 国家设定

的户籍制度 、 就业政策 、 退休政策和相应的劳动保护政策是形成两性社会权利不平

等的主要原因 。 而在市场经济时期 ， 国家在国有企业领域 、 就业领域逐渐退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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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市场对职业选择的性别偏好 、 受教育水平和 岗位设置的性别差异等 ，

又造成了

新的性别不平等 。 因此 ， 要在新时期建立对性别平等的政治认同 ，
应该将女性参与

福利再分配与消除性别上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对待结合起来 ， 通过强化

“

同工同酬 、 同岗位同酬以及无差异的小时工资制
”

等机制 ， 来逐步减少两性之间

的收人不公平 ， 通过建立平等的劳动力参与和有选择的退休体制 ， 来重新将女性纳

人以尊重差异为基础的公共政策体系 中来 。 更为重要的是 ， 在后工业经济时代里 ，

由于人口老龄化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 就业 内涵和形

式的多元化促进了非正式就业和灵活就业的选择 ，
而儿童照顾和老人照顾的社会价

值逐步被社会认可 ， 因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 的经济价值有可能获得更多的

认同 。 为促进男女两性的社会平等 ， 政府应在社会照顾的制度安排和退休制度的改

革上为女性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 ， 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应注重倾听妇女群体

和其代表的社会组织的声音 ， 从而减少人为的 、 新的制度壁垒 。

从某种程度上看
，

妇女的发展取决于国家政治 ，
也取决于社会政策的实施

，
这

些政策包栝教育 、 就业、 社会保障与福利服务 、 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 ， 清晰界定女

性的同等权利 ， 进而通过性别主流战略来有效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难题 。 在欧洲

（ 尤其是北欧 ） 的社会政策议程中 ， 社会政策和积极劳动力政策的结合 ，
实际上是

以保障女性的公民权与女性特质的努力来实现家庭与工作的平衡 。 然而 ， 在当代

社会里 ， 任何国家或政府主导的社会政治过程 ， 很难做到始终如一 ，
公民主体之

间的关系建构 （男女平等 ） 仍有待于人类 自身对 自我认识的改变。 所以
， 从这个

角度上来看 ， 妇女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妇女 自身的解放 。 在当今社会 ， 女性

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社会经济参与 ， 才有可能在政策决策中发出更清晰的声音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解放意味着女性要在意识和行动两个层面对过去的妇女发展历

史和当前的形势做出深刻反思 ， 而深人的理论学 习 、 经验研究和政策探索对促进

妇女福利发展和实现两性平等来说至关重要 。 因此 ， 就这一重要 目标来说 ， 社会

科学研究者应积极努力 ， 倡导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 ， 并在下列领域做出 自 己

的贡献 ： 第
一

， 追求两性平等的社会福利 ； 第二 ， 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合适的社

会服务 ， 改善妇女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地位 ；
第三 ， 建立性别平等为基础 的社会政

策决策模式 ； 第四 ， 倡导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福利体制建构 。 对中 国未来的社会

发展来说 ， 促进经济发展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

但是 ， 缺乏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建构 与实施 ， 改善 民生和建成全面小

１４４



？ 论文 ？

论社会政策发展与我国性别不平等机制的变化

康社会的蓝图就会遭遇障碍 。

今天 ， 城乡不平等和男 女不平等是中 国社会不平等状况中最为 紧迫的 问题 ，

要促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 ， 促进公民生活 的整体改善 ，
必须对再分配政治进行必要

的变革 。 在某种程度上 ， 收入分配的改革应放在政治改革的议程 中加以考虑 ， 而

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是促进妇女发展和增强妇女社会团体与

社会组织基础的制度环境 。

国强民富离不开人的发展 ， 人的发展离不开男 性和女性均衡的发展。 在 ２ １ 世

纪人类社会迈向更高发展 目 标的今天 ， 促进再分配政治的完善是实现男女平等的

重要途径 。 同时
，
妇女福利的改善与 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的发展 ，

不仅是以

两性平等为本质 目标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 也是民主 自身的
一

种进步 。 将公民权与

社会阶层纳入社会学的行动议程 ， 是推动 自 ２０ 世纪 中期以来建构福利体制与改革

社会政策的重要力量 ， 也是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实践和全球社会转型的重要

基础。 重要的是 ， 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 ， 公 民权 自身并非一种既有的身份或

天然的社会属性 ， 而是一种历史和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 。 同时
， 只有通过包括女

性在内 的更广泛的公民参与 、 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完整的政治文化 ， 公民权的发展

才能实现其本质的 目标 。 对中国社会而言 ， 改善妇女福利的状况应是促进性别认

同和变革再分配政治的
一

个必然组成部分 ， 这
一

目 标的实现 ，
不仅在于民主制度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机会 ） 和社会政策议程 （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与社会保障的制

度覆盖 ） 的推进 ，
也与妇女 自身

“

自我意识
”

的提升 以及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的能动性息息相关 。

五 、 结论与讨论

在新中 国成立以前 ， 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是夫权制和男性主导的政治 、 经济

以及文化传统下的 自然派生物 ， 它沿袭了一贯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实

践 ， 形成、 生产并再生产不同时期 、 不同形式的性别不平等 。 随着社会主义新中 国

的成立 ， 国家充分认识到革命历程中妇女的作用和贡献 ， 倡导男女平等 、

“

妇女顶

半边天
”

的无产阶级价值观 ， 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德实践。 在城市 ， 女性获得

与男性同样的教育 、 就业与婚恋等方面的平等机会 。 在农村 ， 妇女的劳动价值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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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认可 ， 被鼓励接受教育和参与劳动 ， 然而在家庭财产 占有和经济资源分配领域 ，

女性的处境和机遇未得到显著改善 。 从 １９４９ 年到改革开放前夕 ， 中 国社会的性别关

系一方面受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与经济生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
它促进了女性在

诸如政治动员与参与 、 就业与经济生产等领域中的 自我呈现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 另

一方面中 国经历了长期皇权统治的封建阶段 ， 它不断强化了庶 民置身于夫权主义的

等级制下的家庭 日常生活 中女性依附于男性和受制于夫权制的不平等印迹 。 这种性

别关系中的二重性 ， 既是一种在国家层面发动 的反抗传统性别不平等政治的伦理实

践 ， 也是在家庭乃至乡 土社会里女性被夫权制压制 的 日 常生活政治 。 而归根结底 ，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
经济上的依附或未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性 ，

是女性难以在公共领域中实现与男性相同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
而女性在教育上

的缺失则进一步弱化了她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所应具有的 自我意识 。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指出 ，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 ， 社会不平等基本上

是由再分配机制引发并结构化的一个结果 ， 而改革后的市场经济随着国家的退 出 ，

强化了市场机制在形成新的社会不平等方面的作用 （
Ｓｚｅ ｌｅｎｙｉ

，
１９７８

） 。 作为社会不

平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 性别不平等在中 国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 、 文化 、 政治 、

经济根源 。 在过去 ２０ 多年里
，
中 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和社会转型深刻影响了妇女

的教育 、 就业 、 社会及政治参与 ， 男女之间 的社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

政府部门和妇女群团组织通过长期的努力 ， 已经逐步将性别平等为核心要素的
“

性

别主流
”

机制纳入各级政府公共与社会政策决策过程之中 。 然而 ， 尽管中国建立了

男女平等的社会制度 ， 性别歧视的文化和社会实践依然存在 。 在男性主导的政治世

界里 ， 国家或政府应进一步加大针对女性的教育投人 ， 确保农村地区女性获得同等

受教育的机会。 在就业领域 ， 国家应确保 《就业促进法》 的实施 ， 保障女性就业的

基本权利 ， 减少并逐步消除就业中 的性别歧视 。 在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方面 ， 政府

应在国家层面上建立 《性别平等条例》 ，
并充分保障女性参与社会政策过程的机会 ，

提高女性参与政治的 比例 ， 保证她们能在政策决策 、 实施和评估过程中发声 。 在今

天这样一个变迁迅速的时代 ， 社会转型、 经济发展 、 全球化时代文化变迁以及公共

政策的发展对妇女的生活方式 、 角色与社会处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当代的女性主

义及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研究 ， 应充分对当代女性的 自身生活与社会参与等做出解释 ，

并试图通过制度和政策变革 ， 改变男女两性的社会不平等 ， 消除针对女性的偏见与

歧视 ， 实现健康和谐的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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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社会主义 （或转型社会主义 ） 阶段 ， 由于全球化时期新出现的经济发展模

式和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经验 ，
促使国家在管理社会需要与 回应国 内诉求时 ，

不再单纯考虑经济或政治单方面的利益 ， 而是将适应全球化政治经济环境与 回应国

内社会需要及诉求作为社会政策的 出发点 。 因此 ， 与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不同的是
，

当今中国 的社会政策实践已经 由侧重再分配政治转向促进承认政治的务实策略 。 政

府通过社会保护基本制度的建立与覆盖 ，
来确保公民享有基本权利 ，

并通过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来不断缩小城乡与区域居 民在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上的不平等 ， 同时

随着推进法制化来促进社会政策在决策与实施机制上的常规化实践 。 因此 ， 性别不

平等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 然而 ， 我们必须意识到 ， 根本的问题是 ， 基于生

物属性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化模式的不同造成的男女两性在经济 、 社会和政治领域参

与中 的处境不同 ， 是否一定是人为制度造成的性别不平等的结果 ？ 女性意识和女性

特征在性别角色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规定性上 ， 不仅难以改变 ， 也难以在推进两性平

等的社会运动 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

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讲 ， 在当今的中国 ， 性别平等仍将是
一场漫长的革命 。 同时 ，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
中 国的女性主义学说及实践与全球的女性主义思潮及运动实践

还缺乏纵深联系 ， 更没有 自身独有的概念与符号 。 更为重要的是 ， 尽管社会中不断

出现有关男女平等的公共事件讨论与政策倡导 ， 但作为一种促进男女两性平等与女

性权利发展的社会运动 ， 女性主义在当代中 国远远未形成广泛的共识与政治认同的

基础 。 从传统的革命政治话语体系里 ， 重新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 ，
重新认识去性别

化 、 弱身份属性和
一元化思维对女性身份认同 的负面影响 ， 通过强化再分配机制的

转变和促进承认的平权实践 ， 通过合理的社会政策安排最终实现男女两性间的互惠

型性承认 ， 是建立公正客观的社会权利体系 的必由之路。 然而 ， 面对性别不平等的

困境和两性差异的现实 ， 围绕女性权利承认的范畴 、 形式和原则 ， 仍旧有诸多问题

需要深层次的解读 。 平等和承认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高尚形式与道德 目标 ， 社会运

动的形式与社会政策的改革方向如何有效地结合在
一起 ？ 女性的觉醒与女性主义运

动的 目标是否已 同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进程紧密联系在
一

起 ？ 在今天的中 国 ， 这依

然是深刻的 、 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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