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6 年 3 月

第 2 期 总第 134 期

March. 2016
No.2 Ser.No.134

在当今中国社会，女性主义者时常提及的“男女

平等”或“性别歧视”的言论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欢迎，

然而，一些热点社会话题却与两性平等关系变化密

切相关。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使得人们担忧一部分男

性会找不到老婆而成为“剩男”；男孩子在学习成绩

和各级入学考试中的表现越来越落后于女生，引发

一些学者专家忧虑中国社会出现了“男孩危机”；越

来越多的女性涌入大学和专业性工作领域，使“阴盛

阳衰”现象从最早的体育领域扩散到越来越多的行

业；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和管理者面对女性员工数量

的增长深切感受到“男性稀缺症”；而对优秀男性员

工的渴求让女大学毕业生们遭受到就业歧视；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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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impacts of the rising reversed imbalance in sex ratio in education on the structures of gender based

labor market and marriage market opportunities, individual lives and even gender relationships in society as a whole based on an exam-

ination of social phenomena such as "boy crisis" in education, "leftover wome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

male college graduates" in the labor market. It suggests that these impacts could be accumulated into even more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without concerted efforts to be adopted jointly by individuals, manager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policy-makers

to reconstruct a new gender balance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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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优秀女性还面临着成为“剩女”的风险。
社会公众对这些现象的关注，说明两性之间的关系

变化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个人和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而且这些变化还在持续推进。
人们面对这些变化产生了种种不适应，从而

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或社会性忧虑。这

些变化很难简单地采用传统的“男女平等”
或“性别歧视”的话语来加以评判，如果仅以

“男女平等”这一是非标准来判断这些变化，

容易导致永无止境的争论。一些男性认为现

今的女人太过强势，“男女平等”已经走过了

头，导致社会失衡，现在男性也需要保护，而

一些女性主义者仍然坚持现今社会还是男

性主导，女性仍遭受歧视，没有受到公平对

待。如何认识现今的社会发展带来的性别关系调整，

以及性别关系调整所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如何应

对这些变化，以提高人们对变化的适应程度，发挥两

性各自的优势，达到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和谐？需要个

人、单位管理者以及社会政策制定者加以认真思考，

改变传统思维模式，采取对应策略，适应社会变化的

新趋势，创造两性和谐共赢的新局面。
一、教育领域发生了性别比例逆转

最近 10 年，中国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发生的一

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女性在学校教育中的优势越来

越明显。以往一直是男性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女性，而

现今女性的教育水平正在超过男性。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小学校教师们常常说，小学阶段女生成

绩优于男生，但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男生的成绩就

会超过女生；到了 90 年代，老师们发现女生的成绩

优势保持到了高年级；到了 21 世纪，女生考试成绩

优势延续到了高考。1999 年实行大学扩招政策之

后，女生在教育领域的领先优势越发明显（见图 1）。
大学扩招政策导致大学在校生人数成倍增长，而女

生人数的增长则快于男生。大学扩招之前的 1998

年，女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例为 38.31％，大学扩

招开始之后，女生比例几乎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到

2009 年女生比例（50.48％）超过男生。之后的四年，

大学生中的女性比例还在继续上升，2012 年达到

51.35％，女生人数超过男生 64.78 万人①。

与此同时，女硕士人数也在 2010 年超过了男硕

士人数，2012 年女硕士超过男硕士人数约 4 万人[1]。
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后读大学的人主要是 80 后和

90 后人群，而 80 后和 90 后出生时正是人口出生性

别比失调最为严重的时期，一些农村地区父母选择

性生育男孩导致男孩人数增长快于女孩。这也就是

说，在 80 后和 90 后的人口增长中男性人数越来越

多于女性，但是在上大学的人当中女性反而越来越

多。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不仅表现在女生数量

的增长方面，而且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业表现也越来

越优于男生。调查数据显示，女生获取奖学金和其他

一些学业奖励的人数也超过男生[2][3][4]。为什么女大

学生人数增长快于男大学生，目前主流的解释比较

强调女性在应试教育竞争中更有优势，而忽略了劳

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挤压作用。近几十年伴随着劳动

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现象

也日益突出，对劳动力市场不利境遇的预期，迫使女

性更努力地追求更高的学历和更过硬的文凭，以应

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谋求就业岗位和职业发

展机会。
女性越来越明显的教育优势带来了某种男性抵

制情绪。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男孩危机”论，他们认

为，女性在教育领域中的优势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总体而言大学女生比例高于男生比例，显示女性上大学的机会高于男性，但是农村家庭出生的女孩上

大学的机会还是低于农村家庭的男孩。另外，在市场回报率最高的学科专业（比如金融、计算机等），男性仍然保持着优势。

图 1 1998-2012 年大学在校生数量及性别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出版的 1999 年至 2013 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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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应试教育体制带来的不良后果，这种教育体

制不利于男性的发展，也会导致社会失衡[5][6][7]。他们

进而提出，为了维持教育领域的性别比例平衡需要

“保护晚熟男生”。在各级教育系统的招生录取中，优

先录取男生甚至男生录取分数线低于女生是广泛采

取的“男性保护策略”。不过，这些男性保护政策仍然

没能阻挡教育领域的女性优势增长。
教育领域的女性优势并非中国的特殊现象，在

那些没有应试教育体制的国家，女性教育优势也非

常明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中女性人数增长速度是

男性的两倍[8]。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北美、西欧、北
欧、俄罗斯和中东欧地区，女大学生人数超过男生人

数；90 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女大学生人数

超过男生人数，随后在阿拉伯和东亚地区女大学生

人数开始超过男生人数。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性别比

为 100 个男生比 129 个女生。这显示出，女性教育优

势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在 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国

家最开始出现女性教育优势时，也有一些学者谈论

所谓的“男孩危机”（boy crisis），但并没有像中国社

会目前出现的那么强烈的男性抵制情绪，更没有那

么明显的“男性保护政策”。社会公众很快接受了这

种现实，并且也没有看到这种发展趋势给社会带来

的负面后果。人们所争论的是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

努力地追求教育成就。人力资本理论家给出了一种

解释，女性的教育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种回

报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方面 （更高的工资收入和

更多的职业发展可能性）[9][10]，而且也体现在婚姻市

场方面（找到更好的丈夫）[11]。后一种解释在中国则

不那么确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虽然更可能遇到

相匹配的丈夫，但也更可能找不到丈夫而成为所谓

的“剩女”。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大学扩招导致

了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结婚率的大幅下降，成为“剩

女”的几率极大提高[12]。
二、女性教育优势并未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男性

优势

女性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并未延续到劳动力市

场，相反，随之而来的是“女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正

如“大学生就业难”是伴随着大学扩招政策导致的大

学生人数快速增长而来，“女大学生就业难”也正是

伴随着女大学生人数快速增长而来。这导致了一种

让人纠结的现象：女性教育优势越明显，女大学生人

数增长越快，导致女大学生就业越困难。面对越来越

多的女大学毕业生应聘者，单位负责人和企业雇主

们深感难以维持原来的男多女少的员工性别比例，

这使他们更加渴求合格的男性应聘者。教育领域盛

行的优先录取男生的“男性保护政策”正在向劳动力

市场渗透，为了招到足够多的男性毕业生以保持员

工性别比例平衡，单位负责人和企业雇主们有时也

不得不拒绝能力和条件优秀的女毕业生而接受其次

的男毕业生。近年来，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的女毕

业生人数超过了男生，女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

来越大，许多女大学毕业生在应聘面试竞争中感受

到不公平对待。
“女大学生就业难”导致了大学生就业的性别分

层现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大

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对 2013 年应届

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女大学生就业

难”主要并不是体现在就业率方面，而是体现在就业

质量方面。女毕业生的就业率只略微低于男毕业生，

两者就业率相差约 1 个百分点，但是男女毕业生的

平均初职月薪差距明显，男毕业生初职月薪水平远

高于女毕业生（见图 2）。在就业率方面，高职和普通

本科女毕业生就业率略高于同类男毕业生，但重点

本科女毕业生就业率远远低于同类男毕业生，两者

相差约 10 个百分点（见图 3）。这说明，在竞争普通

就业岗位时，女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并不弱于男毕

业生，甚至还有可能高于男毕业生，但是，在竞争最

好的职业岗位时 （重点本科毕业生想要争取的就业

岗位），女毕业生的竞争力明显低于男毕业生。
毕业生初职月薪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男毕业

生月薪普遍高于女毕业生，尤其在普通本科毕业生

中性别差距更为明显。普通本科女毕业生平均初职

月薪仅为同类男毕业生平均月薪的 76％；高职女毕

业生平均初职月薪是同类男毕业生的 88％；重点本

科女毕业生平均初职月薪是同类男毕业生的 97％。
普通本科男毕业生虽然就业率低于女毕业生，但他

们的月薪不仅远高于普通本科女毕业生，而且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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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3 年重点本科、普通本科和高职男女毕业生就业

率（%）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大学生

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2013 年度数据。

图 2 2013 年重点本科、普通本科和高职男女毕业生平均

初职月薪（元）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大学生

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2013 年度数据。

于重点本科女毕业生，他们的月薪水平与重点本科

男毕业生相当接近（见图 2）。

男女毕业生就业率和月薪水平差距反映出毕业

生就业领域的一种性别分层现象。社会声望最好和

收入最高的职业岗位往往更多地被重点本科男毕业

生所获得，而重点本科女毕业生与普通本科男毕业

生竞争声望和收入其次的职业岗位。这导致普通本

科男毕业生就业率虽低，但月薪却接近重点本科毕

业生的水平。与此同时，重点本科女毕业生在争取工

作岗位时，既受到重点本科男毕业生的压制，又面临

普通本科男毕业生的竞争，导致她们的就业率相对

较低。而普通本科女毕业生由于一部分同等层次的

男毕业生去竞争更高收入和声望的职业，她们的就

业率较高，但收入水平远低于普通本科男毕业生。高
职院校毕业生大多从事低收入、低声望并且稳定性

差的工作，女毕业生更易于接受这类工作，而男毕业

生则想争取更好的工作，这导致高职院校女毕业生

就业率高于男毕业生，但女毕业生平均初职月薪明

显低于男毕业生。
三、女大学生就业困境：生育陷阱、玻璃门槛与

女性早退

单位负责人和企业管理者对优先录用男毕业生

的偏好在体制内单位（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的新员工招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管理者们经

常在招聘前声称某个或某几个工作岗位一定要招到

男性员工。不过，尽管他们采取了优先录用男毕业生

的策略，但仍然不能阻挡女性员工数量的增长，这在

许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女

性员工数量增长越快的单位，管理者对男性新员工

的需求就越迫切，这导致某些单位出现了“男性稀缺

症”现象。
这种对男毕业生的选择偏好并不能仅用性别歧

视来加以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体制内用工制

度所带来的结果。现今大多数体制内单位实行终身

制的雇佣制度，而且按国家计划定岗定编。一旦进入

了这些单位，不论你干好干坏，被解聘的可能性很

小，对于那些愿意把更多精力用于养育子女、照顾家

庭、以丈夫事业为重的女性来说，体制内工作岗位是

她们的最佳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体制内单位提供了

最好的生育福利，生育期可以享受较长的产假，婴幼

儿养育期也可受到多种照顾。即使因养育子女和照

顾家庭而影响了工作表现，女职工也不会有被解雇

之忧。然而，正是因为体制内单位提供较多的就业保

障和生育福利，使这些单位的管理者更深切地感受

到女性职工（尤其是育龄期女性职工）数量增长对工

作效率的影响。女职工因生育而导致生产率下降还

有可能不是暂时性的，一部分女职工在生育子女一

两年后可以恢复生育之前的工作积极性和事业进取

心，但也有一些女性则可能因家务负担而长期保持

低生产率状态。在现行的聘任制度下，管理者既不能

解雇她们又不能增加另外的工作人员。这就可以理

解管理者不愿意录用女毕业生而渴求男毕业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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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即使女毕业生在招聘时表现优异，但

管理者无法确定生育子女是否会影响她

未来的工作表现。管理者的招聘偏好使

想要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女毕业生遭遇了

某种形式的“玻璃门槛”，通常只有条件

最优或家庭背景过硬的女毕业生能幸运

地进入体制内就业。
对于在体制外就业的女毕业生来

说，玻璃门槛现象则不明显，但她们可能

遇到另一问题：女性早退现象。体制外就

业，特别是私营中小企业就业，缺乏就业

保障，生育福利水平较低，甚至有可能没

有生育福利。对于体制外大学生就业状态有一种形

象的描述：“把男人当牲口一样使唤，把女人当男人

一样使唤。”这种描述显示出超常的工作强度、紧张

的工作节奏和严格的劳动纪律，不会因为女性怀孕

或养育婴儿而给予特别照顾。公司老板通常不会公

然解雇孕期女员工，但工作强度却迫使女员工自动

辞职。在生育子女数年之后，想要返回劳动力市场的

女性们却遭遇到年龄歧视，35 岁以上的受过高等教

育女性想要重新开始她们的职业生涯面临多种障

碍。这迫使一部分女性只能放弃重返职场的打算而

成为家庭主妇，从而导致近年来受过高等教育女性

的不就业率上升。10 年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

就业的现象极少，但现今，女大学毕业生甚至女硕士

毕业生，较早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选择不就业的比例

不断上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

社会状况调查 2013 年度数据，大约有 5000 万 33 岁

以下年龄的已婚育龄女性既不就业也不就学，其中

9.4%拥有大学文化水平[13]。
表 1 显示，18-60 岁女性在两个年龄段的不就

业比例较高：18-30 岁和 51-60 岁。超过 90% 的

51-60 岁不就业女性是因为“离退休”原因而退出劳

动力市场。然而，接近 2/3 的 18-30 岁不就业女性是

因为“生养育子女、家务”而不就业。在她们当中，

55.7%“目前不打算找工作”，22.9%“以后不打算工

作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特别是对于生育年

龄女性的歧视和缺乏生育福利保障，迫使许多年轻

女性在生育子女时放弃工作，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完

成生育后也难以返回劳动力市场。
四、新的子女养育观强化了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生育对女性工作表现和职业发展的影响由于独

生子女现象和中产阶层的子女养育观而进一步强

化。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父母的

子女养育模式与观念，一对夫妻仅有一个子女的状

况使人们放弃了以往的多子女放养方式，而集中精

力于把仅有的一个孩子培养成功。与此同时，在中国

社会逐步兴起的中产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型的子女

养育观念，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且经济条件良好的

年轻夫妇们奉行越来越精致化的子女养育模式。从

怀孕开始，甚至怀孕之前，直至子女成年后走向社

会，父母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

力，以确保子女能够获得最好的照顾、最好的营养和

最好的教育。这种子女养育模式需要父母尤其是母

亲付出极大努力，而且必然会影响工作投入。子女养

育事务高于一切的观念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当

年轻母亲们以此为名义提出请假、迟到早退、减少工

作量或不能去外地出差等要求时，单位管理者不能

不加以照顾，否则会被认为不近人情。然而，这种状

况给工作的母亲们和单位管理者都带来了压力，那

些既想把子女培养成优秀人才、又想自己事业成功

或至少不为同事所轻视的女性们，感受到越来越大

的精神压力，而单位管理者也在两种角色之间难以

平衡，既想表现得通情达理，给予这些女性特殊照

顾，但又对增加其他员工工作量而懊恼不已，只能考

虑再招聘新员工时尽可能少招女性员工。在体制外

表 1 18-60 岁大学文化水平女性劳动力的不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2013 年度

数据。

18-30 岁 22.9 0.0 63.9 13.1 23.0 55.7 22.9

31-40 岁 8.5 0.0 97.0 2.0 1.0 50.0 42.9

41-50 岁 4.3 25.0 50.0 25.0 0.0 33.3 33.3

51-60 岁 45.8 90.9 9.1 0.0 0.0 100.0 100.0

没工作

比例
生养育

子女、

家务

单位原因（破

产、改制买断

工龄等）

从未

就业

目前不

打算找

工作

以后不

打算工

作了

没工作原因

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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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程度。从全球视角来看，女性教育优势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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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员工的优势，激发女性员工的职业进取心。同

时，女大学生和女白领们也需要充分意识到，并非所

有女性都能幸运地找到能力比自己更强、社会经济

地位比自己更高的丈夫，现今中国社会的“精英男”
数量不足以满足越来越多的“白骨精”②们的需求，逃

避工作领域的竞争压力而返回家庭、依赖丈夫并不

是可取之途，提升自身能力和独立性才能在工作领

域和家庭中赢得男性的尊重。另外，年轻男性们也不

应把他们求偶困难归咎于女性强势，要求受过高等

教育的女性回归传统性别角色，并不能降低她们对

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只能导致她们对丈夫的社

会经济条件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求得配偶的男性

陷于“压力山大”境地。
应对和适应女性教育优势增长所带来的性别关

系变化，需要个人、单位负责人和企业管理者以及社

会政策制定者共同合作努力，但国家政策在其中发

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生育福利更多地由国家而不是

用人单位承担，将会有效地减少机构和企业招工对

女性的歧视，缓解女大学生就业难。严格执行孕期就

业保障政策，使私营部门就业的女职工享有公有部

门同样的福利和保障，既能消除公有部门对女大学

生就业的玻璃门槛，也能减少私营部门女性就业者

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现象。提供更多、更便利、更经

济的婴幼儿照顾服务，缓解女性就业者的家庭和工

作的双重负担，也是促进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的有

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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