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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中的女性：参与还是主导

赵林栋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和社会性别差 异 导 致 了 男 性 和 女 性 的 对 立 以 及 公 共 行 政 对 女 性 的 排 斥。女 性 主

义从性别的角度解构了公共行政，公共行政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为提升自身的地位，公共行政中的女性应立足于参

与，着眼于主导。二元对立的思维不利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合作，公共行政领域的思维方式应该由二选一的对立走

向二合一的辩证统一。在辩证思维的指导下，通过 解 构 社 会 性 别 差 异 和 男 性 统 治 合 理 性 之 间 的 关 系 并 重 新 界 定 关

于公共行政的语境可进一步提升女性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促进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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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女性走进公共行政领域的背景

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质疑了公共行政的合法

性，为女性走进公共行政领域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

状况的改善和政治权利的获得是女性进入公共行政

领域的双重动因；现代性中的能力标准和经济标准

逐渐取代了性别标准，这进一步促进了性别平等。
（一）女性主义对公共行政的解构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来自于公众的认

同。公众由两部分人组成：男性和女性。对 女 性

的歧视或 偏 见 显 然 不 利 于 女 性 对 公 共 行 政 的 认

同。排斥女 性 将 会 致 使 公 共 行 政 面 临 合 法 性 危

机。“尽管公共行政和公众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空

间之中，但是，如果公共行政不能与公众联系在一

起，那么，它或许就只能服务于官僚体系的目标，
从而丧失了改进其内部局限性的任何机会。没有

有效的公共行政，公民就不可能享有良好的公共

服务。”［１］（ｐ．３０）公共 行 政 的 民 主 化 重 在 参 与，没 有

女性参与的公共行政是不完整的，排斥女性参与

的公共行政是不公正的。女性参与为公共行政的

社会建构提供了实践基础。女权主义者不满足于

现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求推翻男性统治的世

界；渐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求持续的政治改良。尽

管在一些 发 展 中 国 家 还 存 在 着 严 重 的 性 别 不 平

等，但基于妇女压迫的争论已经淡化了。相对于

女性的弱点，女性主义者更加关注女性自身的优

势，女性的积极作用正在增强。女性主义者的主

张成为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推动力。女性主义通过

解构将公共行政的意义层层剥离，从性别视角质

疑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二）现代性与性别平等

在经由现代化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商品是

天生的平等派”。在商品面前，生产者的男女是平

等的；启蒙运动揭掉了男女不平等的神权外衣；享
用共同的物质生活财富，增强了男女的共同体意

识；非人格化的市场经济和以能力为标志的官僚

制，为女性争取性别平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依

据。三个相互联系的发展因素促进了性别平等。
第一个因素是市场和交换的发展促使人们借助商

品这一概念进行思考。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人们

把他们自身看做是财产的所有者，能力也是财产

的一部 分。第 二 个 因 素 是 启 蒙 运 动 和 理 性 化 进

程。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更加理性化。逻辑、计算、科学探索以及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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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成是理解自然、理解社会的最重要方法。第

三个因素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作为同一个物种，人
们共享着实质性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

应该是 互 相 平 等 的 个 体［２］（ｐｐ．４－５）。市 场 经 济 的 发

展和官僚制进一步增强了性别平等的观念。市场

经济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它不关注人的性别只

关注人所达成的经济绩效。经济效益成为判断人

们自身优劣的标准。在经济运行规律的约束下，
市场 经 济 向 所 有 人 开 放，为 所 有 人 提 供 竞 争、博

弈、发财致富的机会。官僚制则在公共行政领域

进一步改变了评判的标准。相比于性别，官僚制

更注重能力。“能力正日益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

源，因为它能让人合理地出人头地：它客观上肯定

了优点和效能的价值，这两者在专业化时代都很

重要。”［３］能力标准标志着公共行政领域由性别偏

见向性别平等的转移。
（三）女性对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追求

经济条件与政治权利是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

两个重要因素。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体现了社会

制度的正义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４］（ｐ．３）。女

性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

程，这两方面的目标尚未完全达到。进入劳动力市

场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重要途径。机器大生产

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条件。在机器面前，
男性所具有的体力优势已经不重要了。持续扩大

的再生产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促使资

本家雇佣女性。对于女性来说，进入劳动力市场与

其说是获得经济独立不如说是一种被迫 的 选 择。
在１９世纪初，女工比男工受到更残酷的剥削。相

比于男性工人，女性工人和童工“干活更好，拿钱更

少”。尽管如此，女性终于走出家庭，迈出了经济独

立的第一步。伴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在１９
世纪末出现了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女性开始觉

醒，她们追求性别平等、追求同工同酬、追求公民权

利和政治平等。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主义者

更加关注政治平等。由获得权利到享有权利，由争

取选举权到积极参政，女性在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争取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是女性

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双重动因。

　　二、公共行政中的男性与女性

（一）以男性为中心的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韦伯在指出三

种不同的权威统治形式（即个人魅力型权威、传统

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时指出，与工业社会最相吻

合的是官 僚 制 组 织［５］（ｐ．４）。这 三 种 类 型 的 权 威 统

治形式实质上都具有男性主导的特征。男性主导

公共行政的依据是男性的性别优越性，而性别崇

拜则为男性的优越性进行了辩护。现代性创造了

迅疾变迁的社会，它将父权制时代产生的有关劳

动性别分工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遗产，与瓦解这种

遗产、创造性别平等秩序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力量

结合在一起，这种迅疾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

矛盾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创造了性别这种崇拜的

意识形态［２］（ｐ．４）。性 别 崇 拜 的 直 接 后 果 是 男 性 中

心论的产生。男性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

基于同样的逻辑。男性中心论以男性的优越性为

依据；西 方 中 心 论 以 西 方 社 会 的 先 进 性 为 依 据。
男性中心论根据性别标准确立了男性的统治，西

方中心论根据西方优越性的标准为世界提供了单

一的发展模式。男性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都具有

排斥性。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导致了女性在政治

领域的边缘化；以西方为模式的发展否定了非西

方国家的多样性选择。男性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

根源都在于二元对立观。这种对立观假设一方是

优越的，是 好 的；另 一 方 则 是 低 劣 的，是 不 好 的。
因而处于优势的男性应该统治世界，而女性则应

该服从于男性的统治。这样的逻辑引申到公共行

政就导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公共行政。男性不但

建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还建构了以男性为

中 心 的 神 话 来 进 一 步 证 明 男 性 统 治 的 合 理 性。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

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
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

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

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

拜的众神。”［６］（ｐ．１６７）男性的神话使得女性进一步被

边缘化，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女性参与公共行

政的文化基础被“男性神话”掩盖了。
（二）女性对公共行政的参与

埃莉诺·奥斯罗姆认为：“理解个人如何解决

实际场景中的特定问题，要求采用从理论世界到

行为世界，又从行为世界到理论世界的策略。没

有理论，人们绝不可能理解作用于不同情形中的

许多外在现象的一般的基本机制。如果不利用理

论来解决经验难题，理论工作只能对理论本身有

所创 造，很 少 会 对 现 实 世 界 的 状 况 有 所 反

映。”［７］（ｐ．３）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女性走出家庭领

域进入了公共领域。一部分女性积极参与了公共

行政。然而公共行政中的女性参与者要么处于较

低的地位，要么处于高位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

１７



尬。在西方社会，女性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部分

原因是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而雇佣对薪水要求较

低的女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女性从事的多是低层

次、职位较低的工作。这决定了女性提升自我和

职务晋升的机会是有限的。那些处于高位的女性

也不得不面临尴尬的处境：在男性建构的公共行

政中，女性要具有男性气质才能进入公共行政，以
至 于 女 性 领 导 者“看 着 像 个 女 士，行 动 像 个 男

人”［８］（ｐ．６０）。为了获得合法性，代议制度有时就需

要有令人瞩目的个人形象，具有标示威望的外在

符号。“显赫的社会地位、能力强、身为楷模、资源

丰富、地位优越的外在标志等维度都可能营造出

代表的卓尔不群。”［３］这些维度明显具有男性化的

特征，使得政治人物形象更加男性化。
（三）女性主导公共行政的诉求

如果个人的就是政治的，那就意味着女性的社

会地位是现行政治的结果，因而也要通过政治的途

径来解决。对于这条道路的可行性，麦克因斯提出

了质疑。因为把个体的等同于政治的为政治干预

个体的私人空间提供了理由。最终导致个体内在

政治化。男女之间自然性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难以消除的。虽然个人的不能完全等同于政

治的，男女的社会性差异问题仍然要通过政治平等

来解决。女性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必然产生主导

公共行政的诉求。民主治理为民主行政开辟了新

的道路。传统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主要是官僚制。

对于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彼得斯提出了四种：市
场式政府、参与式国家、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

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过一种女性为主导的公共行政

治理模式。女性能否像男 性 一 样 主 导 公 共 行 政？

这个问题关系到女性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关系到公共行政自身的变革。由参与到主导需

要一个过程。公共行政的变革为女性参与行政活

动提供了可能，但是女性主义者不满足于参与，她
们要通过参与逐渐增强女性的政治地位和女性话

语权来实现男女政治平等甚至建构以女性为主导

的公共行政。相对于推翻男性统治的世界，女性的

这一主张似乎并不极端。权力具有垄断性和排他

性，女性对于公共行政的主导性诉求难免会受到男

性的排斥。然而权力的效力也需要合法性的支持。

排斥女性公共行政就面临合法性危机。如果说女

性主义的革命性使得女性承担着主导公共行政的

艰巨任务，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和以男性为主导的

公共行政使得这一任务难以完成。这是女性主义

的问题所在。

　　三、公共行政中提升女性地位的战略选择

公共行政中的女性地位问题不是简单的性别

问题 而 是 价 值 选 择 问 题。塞 缪 尔·谢 弗 勒 主 张

“平等被理解为包含并超越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

道德价值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理念时，平等才是

最具有竞争力的”［９］。平等者之间的关系 不 仅 仅

意味着参与者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这种关系还

要拥有一定的结构和特征。公共领域应该是男女

共同管理的公共空间。立足参与，着眼主导是提

升女性地位的战略选择。
（一）解构社会性别差异和男性统治合理性之

间的关系

政治与性别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这个

世界可以分成男人和女人，对世界的治理却不可

以简单分为男人的治理和女人的治理。因为在社

会实践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并没有完全分开，处于

公共领域的公共行政和处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的男女性别差异是

社会建构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建立的秩序是一

种有效但内含不公的秩序，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策

划创造的文明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文明。这关系到

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也影响着对女性地位的判断

标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的社会性别的差异是

一种男女二元对立观的产物。二元对立观的出发

点是男女自然性态不同，通过社会化，男性和女性

便有了社会性别差异。性别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

是男 性 具 有 了 男 性 气 质，女 性 具 有 了 女 性 气 质。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差异使得男性更适合

于公共领域，因而在公共行政中男性居于主导地

位。女性气质则决定了女性更适合于在家庭等私

人领域活动。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存在着无形的障

碍，公共行政中的女性更多居于从属地位。在职

位晋升过程中，女性会遭遇“玻璃天花板”。从逻

辑上讲，如果能够消除限制女性能力发挥的社会

经济因素，女性的表现会和男性一样出色。男性

垄断权力主导公共行政的行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

础支撑。因为产生于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权力不为

特定的人所拥有。凡是因偏私而建构的都将被解

构，凡是已僵化的都将被变革。男女的自然差异

与生俱来，但在公共行政中不能把性别差异作为

理由阻止女性的参与。
（二）重新界定关于公共行政的语境

公共行政 的 语 境 决 定 了 公 共 行 政 话 语 的 意

义。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认为：“任何行动或事物

的意义也许看起来是自然的，但总是建立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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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的基础之上。”［１０］（ｐ．６４）重新界定关于公共行政

的语境首先要关注公共行政中的语言。因为在本

质上，当前这种语言是男性化的语言。公共行政

中的女性要有自己的语言，即一种中性的不带性

别歧视的语言。重新界定关于公共行政的语境要

关注女性的话语。不同话语背景下的女性，不同

范畴下的女性会有不同的含义。处于历史过程中

的女性是一个追求经济独立、政治权利和性别平

等的“女性”；文化中的女性是一个身份和思维方

式深受传统风俗习惯制约的“女性”；政治中的女

性是一个处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面临尴

尬处境的“女性”。所有这些不同话语背景下的女

性概念都导向同一个问题———性别不等。值得注

意的是２１世纪的女性已经不是原来传统社会中

的女性了。女性的话语很可能会导致性别观念的

重塑。重新界定关于公共行政的语境还要关注受

二元论影响的思维方式。在二元论的影响下，自

然与文化是对立的；人类与非人类是对立的。以

此推之，男性和女性也是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

观对于公共行政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关行政管

理和公民关系的二元主义假定，连同公共行政强

调行政管理取向的工具性、功能性和理性以实现

有效的管理控制特征，使得公共行政步入歧途，忽
视了公共行政与公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忘却了

公 共 领 域 中 建 构 社 会 性 选 择 方 案 的 可 能

性。”［１］（ｐ．３０）可以说，男 性 和 女 性 的 对 立 是 受 二 元

论影响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三）由二选一的对立走向二合一的辩证统一

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观深刻影响着人们建构

的世界。理性主义主导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向。
极端的理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理性主张的是确定性。确定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

治地位必然会压制或排斥那些不确定的东西和不

适合的东西。二元对立观把社会现实分成公共领

域和私人领域；把人类分成男性和女性；男性又把

女性看作他者。理性对于他者是冷漠的、排斥的。
这造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隔离；造成了男

性和女性的人为对立；造成了政治领域中女性的

从属地位。事实上对立的二者之间总是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二元对立观忽略了事物之间关系的

辩证性。公共行政要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

统一、男性和女性的统一以及自我和他者的统一，
才能应对环境和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而

女性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也才能得到相应提升和

保障。因为“无论是对社会再生产而言，还是对经

济基础而言，当个体、家庭、国家、市民社会被人们

认为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时候，女性主义理论就

释放了空间———看来就是———摆脱了次要和从属

的地位”［１１］（ｐ．４２）。

　　四、结语

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过去的一切 会 受 到

质疑，现在的一切都将面临挑战。公共行政也不

例外。女性主义通过性别视角质疑了公共行政的

合法性，通过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表达了女性寻

求政治平等、参与甚至主导公共行政的愿望。对

于公共行政来说，女性的参与作用和影响将是一

个长远 的 话 题。女 性 参 与 公 共 行 政 是 必 然 的 趋

势，想要主导公共行政却困难重重。从参与地位

到主导地 位 预 示 着 女 性 在 公 共 行 政 中 地 位 的 提

升，也意味着公共行政自身的持续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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