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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探析及实践意义

———兼农村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简要经济分析

贺 敏

(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广西 南宁 510022)

〔摘要〕 研究与实践表明，妇女的发展注定不是单一的可用 GDP来简单衡定或决定的。突破从政治权利或

权力角度研究妇女发展的惯性思维，深入到 GDP表象的背后，结合广西农村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实践，从妇女发

展与经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层面进行分析发现，妇女发展是与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解决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及社会就业与稳定等深度结合的“主流”问题，须将妇女发展主动纳入到经济产业决策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大

格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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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Women’s Development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Ｒelevance

———A Brief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Ｒural Women’s Guaranteed Small Loans
HE Min

( Guangxi Women’s Cadre College，Nanning 510022 ，China)

Abstract: Ｒ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 that women’s development is doomed to be not single or simply use GDP to
uniform or decide． It should be broken through the angle of political rights or power on researching women’s
inertial thinking． And going deeply into the rear of GDP appearances，i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rural women microfinance project in Guangxi． Analysis on the women’s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level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ws that women’s development is a mainstream problem on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lea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solving adjustment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ep
combination of social employment and stability． Urgently it needs to bring women’s development initiatively into
the great pattern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ic decisions．
Key words: women’s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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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政治活动所能创造的，妇

女发展的研究与推进也不宜局限在政治和权利制度

中寻找开启多重密码的钥匙。因为从经济分析的视

角来看，妇女发展与经济产业结构这一更具体、更深

刻的经济因素有着深度的关联。

一、妇女发展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探究

在很多人特别是基层政府人员的惯常思维里，

经济发展就是 GDP 的增长，也是妇女发展的先决条

件，或至少是首要条件。这似乎已被视为基本常识

的“经验性”、“习惯性”存在。在一个经济发展饥渴

的时代，在经济总量对社会发展、妇女发展具有现实

和直观意义的边界内［1］( P16，P18) ，这样的“经验性”、
“习惯性”思维难以受到决策者特别是经济决策者

的自我质疑或来自社会实践的普遍性质疑———甚至

专门研究妇女发展问题的专家学者也难以发出有效

的质疑声音。

然而，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关联性的

研究与实践均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

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

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

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各省区市性别

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 GDP 的排

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经济发

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

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的经济性

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

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

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1］( P16，P20) 在 GDP 衡定

经济发展，并决定妇女发展的经验性、习惯性决策思

维已被证明不具有恰当适用性的情况下，探索新的

对妇女发展决策有正确引导意义的实践总结或探索

就成为必须。
( 一) 第三产业水平与妇女发展水平关联性的

直观对照

为简化内容，本文结合“十二五”规划调整升级

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主基调，以《中国性

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 1995 ～ 2005) 》中 2000

年和 2004 年有关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作为妇女

发展水平的衡定标准，选取排名所对应省( 区、市)

同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第三产业就业

占总就业比例进行直观的线性图示对照① ( 见图 1、

图 2) 。

图 1、图 2 的直观对照显示，从总体上看，妇女

发展综合指数水平的排名与相应省( 区、市) 的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

业人口比例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联: 即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例越大，相应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

总就业人口比例越大，妇女发展综合水平越高。这

一结果 与《中 国 性 别 平 等 与 妇 女 发 展 评 估 报 告

( 1995 ～ 2005) 》中的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与 GDP 之

图 1 2000 年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前 5 位与后 5 位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就业占比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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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4 年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前 5 位与后 5 位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就业占比对照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 1995 ～ 2005) 》、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各
相关省( 区、市) 统计年鉴、劳动年鉴等统计或计算。

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具有吻

合性、一致性。结合对 2000 年、2004 年全国 31 个

省( 区、市) 的数据对照以及第一产业的数据对照等

情况分析，这种吻合性和一致性并非偶然。对此，我

们可以作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 二) 第三产业与妇女发展关联性的经济解读

在经济研究领域，配第———克拉克定律、库兹涅

茨的多国统计和钱纳里多国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在 GDP 中的比

重将呈明显下降趋势，产业结构的重心向第二、第三

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的规律。并揭示了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劳动力

就业结构的基本趋势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

第三产业等非农业部门转移，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又会出现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

象。这为我们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提供了一个经济解

释的根据。

微观方面，我们首先沿着传统思维的方向，从家

庭开始寻求是否存在合理的妇女发展与第三产业正

相关的经济解释②。家庭不仅是社会中的一个消费

单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购置的

食品、服装、家具、药品和其他市场商品确实是营养、

温暖、感情、孩子和其他形成家庭产出的有形和无形

物品的生产的投入。这一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投入

完全不是市场商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

统家庭中妻子的时间。与传统农业、工业不同的是，

第三产业具有更适应妇女自身自然特性的产业特

征，而且第三产业的一些行业本身就有将妇女从家

庭导入社会的功能作用，如咨询业、金融保险业、家

政服务业等。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主导社会经济

发展的历史阶段，产业的特征与工作方式以及技术

支持没有广泛地形成机器设备对人力资本的替代效

应。于是，一方面由于女性的自然性局限，另一方

面，妇女需要顺应或“迫于”所处时代的要求，在家

中工作以“换得”丈夫在市场上工作，也可以说是丈

夫“购买”了妻子对家庭、孩子的照顾。根据权衡取

舍的基本经济原理［2］( P4 － 5) 和可比较价值原则，通过

这种类似于家庭生产的相对专门化，妻子使其作为

家庭产出的生产投入的时间价值最大化，进而实现

通过使丈夫和妻子的互补活动的相对专门化而促进

了家庭全部实际收入的最大化。否则，家庭就很有

可能难以获得丈夫与妻子不进行这样分工的最大化

家庭收益。

即使在今天，大量有孩子的妇女也比她们的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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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少，至少当孩子是婴儿时是这

样的。这就使得妇女至少在一定阶段上较少有时间

进入社会从事专门工作。至此，我们也可以很容易

解释为什么北欧的瑞典、芬兰等一些国家在照顾孩

子的事情上形成了一种私人资源和公共资源相结合

的安排，广泛存在与较高妇女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国

家公共 家 务 帮 助 体 系 和“公 共 父 母 亲”( public

parenthood) ［3］的概念。除了政治和法律的安排，更

深层的因素还在于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因

为不存在脱离了经济基础的政治和法律规则。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第二产业发展

的时代，西方的妇女就业并不普遍。特别是中产阶

级妇女，留于家中做家庭主妇，甚至女青年上大学也

不是为了社会工作，而是为了寻找更好的丈夫。妇

女一旦结婚，就立刻回到了家庭。戈登指出: “1940

年，80%以上的已婚妇女在结婚时被排斥于劳动行

列之外，其中大多数人没能重新加入。”［4］但是，上

世纪后期第三产业大量发展起来之后，已婚妇女逐

步走出家门，广泛地参加了社会工作。1980 年代

初，英国妇女就业达到 58%，美国达到 61%。而在

妇女发展水平较高的北欧各国，妇女出外工作的比

率均达 70% 以 上: 瑞 典 76． 6%、芬 兰 73%、丹 麦

72%、挪威 67%［5］。而“从 1972 到 1979 年间，自己

开业的妇女人数增长率是 43%，是男人增长率的 5

倍”［6］。这些情况表明: 随着时代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妇女广泛就业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再如，也有

研究认为，在世界公认的适合妇女工作的“女性职

业”中，包括办事员及机关工作人员、商业工作人

员、服务性工作人员，中国妇女的比例结构也不合

理，仅占 29． 81%，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

大大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在应对金融危

机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社区服

务业，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7］。

二、妇女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新路径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

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8］从妇女发展综合水平

与第三产业的关联性探讨中，我们已经可以更清晰

地认识到，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不断演化，我国“十

二五”规划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作为今后经济发

展重要方向的大趋势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促

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妇女发展又创造了一次良

好的机遇。

( 一) 顺应经济发展新机遇，超前引领妇女发展

在产业调整升级中的主导方向

妇女发展与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分

析告诉我们，妇女发展的现实机遇正好顺应了“十

二五”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部署。在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历史中，女性的自然生理特性

与当今的经济特性的契合度存在客观的裂隙，这在

很大程度上成为妇女发展的天然障碍。纵观古今中

外历史，无不生动地显示了这一基本的特征。这是

妇女发展成为历史难题的经济基础之所在，也是妇

女运动产生、发展的历程与经济产业结构演进、发展

相伴相随的缘由。这已经得到了芬兰、瑞典等欧美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与妇女发展水平的初步实

践验证［9］［10］［11］［12］。因此，我们务必深刻认识并顺

势把握“十二五”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基调，抓住

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历史机遇，借势大力推进妇

女发展事业。

( 二) 拓展妇女发展新路径，突出强化政府推进

妇女事业的动力机制与效率机制

研究和推动妇女发展，不是编织美丽的装饰花

篮，更不是妇女“半边天”的自说自话，“片面地强调

急功近利的政策和改变效果”［13］。而必须以历史的

视野，结合不同的历史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在政府

的各项具体行动中去推进和完成。问题往往就是答

案。现实的路径选择之一，就是为妇女发展的思维

配置“广角镜”，站在政府施政需要面临众多复杂问

题的宽广视野中为妇女发展开辟实践道路。所以，

更为现实和有效的路径是，如果妇女发展能与各级

党委政府决策者和施政者所必须面对的具体经济政

治问题( 如产业布局与整合、财政税收基础建设、社

会就业、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等方面) 的工作建立

起高度的关联关系，并使政府决策者、执行者能切实

深入认识到妇女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关联

关系，就能达到为妇女发展注入更直接的动力机制

与效率机制的目标。而动力机制与效率机制对于政

策的落实与执行力而言尤显重要，较之政治号召、道

德与精神促动可能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与现实效

用。广西妇联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项目［14］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践探索样本:

2010 年广西获贷妇女 2． 5 万多人，其中 1． 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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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获贷妇女发展种植业，8000 多户获贷妇女发展养

殖业，4000 多户发展加工服务业，带动 50 万名妇女

就业，促进了广西特色产业日益壮大［15］。妇女小额

担保贷款事业，从权利的角度来讲，是支持妇女事业

的发展项目;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通过给妇

女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建立适合妇女发展的各种经

济形态模式和就业渠道模式的有效实践。这是一件

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且深刻蕴含妇女发展经济规律的

举措———实际上，这是主观上虽以妇女发展为起点，

客观上却反向建立起了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妇女发展

的一个表现———也是经济产业结构与妇女发展正相

关关系的一个成功实践。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何

不能更主动、更积极、更正面地去构建一种合适的经

济产业结构来促进妇女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呢?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妇女农业”、“老人

农业”等严峻的现实问题，从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

就业与产业对接的角度进行考量，以明晰的思路和

有效的措施来发展与第一产业直接对接的第三产

业，这势必成为一个有效的现实选择。在我们的基

层政府组织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妇联工作和妇女权

益工作总是与经费挂钩、说权利就是“要经费”的惯

性化思维。但是妇女小额贷款事业的发展案例却生

动而有力地证明，顺应经济产业发展规律的妇女发

展，不仅不是向政府单向性“伸手”要经费，反而是

以妇女的发展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

和解决社会就业等。

另一方面，从经济产业结构来看，发展妇女小额

担保贷款，一是实现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直接对

接，不仅仅优化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内容，而且将服务

于第一产业的第三产业直接建立在第一产业的物质

资源之上。二是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就近转化上，

直接实现了不同产业就业人口之间的就地转化与催

化。这不仅符合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带动就业结构转

化的要求，而且符合妇女发展顺应经济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的大势，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妇女发展的

紧密结合和互相促进。就近解决劳动力资源的消化

吸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农民工”四处“奔袭”

带来的一系列消极问题，并使得“农民工”群体的生

存、生活更加人本化，更加和谐。因为妇女就业既关

系到女性自身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涉及男女

社会地位权利平等的问题，还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社

会发展。三是发展妇女小额贷款，完全不同于我国

上世纪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发展，它在实施的过程

中，是以金融资本的力量来锁定和把控着贷款对象

的方向、路径、规模、质量。这一效用不是单纯的政

策工具所能涵盖和比拟的，因为政策工具的特征是

针对“面”，而金融贷款工具针对的恰好是“点”。正

在实行的妇女小额贷款是项目本身的政策工具与贷

款金融资本工具在“面”与“点”上的一次良好结合，

不仅可以实现这一支持性贷款政策工具的“面”效

应，也能实现贷款这一金融资本工具的“点”效应。

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改进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不

足或有待改进之处: 一是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出发

点不应是以金融资本特性为主导特征，有必要在风

险评估和政策预备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如，可以

考虑采用另一金融工具———引入贷款保险机制或建

立贷款风险基金来强化妇女创业孵化风险的屏蔽机

制。从放贷一方而言，可以起到减少贷款风险、增强

放贷积极性和拓宽放贷受惠面的作用; 从贷款一方

而言，可以增强贷款积极性和信心，减少贷款坏账压

力，而且可以有效避免贷款偿还困难情况发生时可

能导致的现实困境。二是目前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

项目，只是实现了融资的起步，要想实现由点及面、

金融与政策工具的放大与全覆盖效应，必须实现融

资与融智的结合，将社会稳定与发展、经济产业调整

升级思维复合到妇女事业的推进中。

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 ～ 2011 年粮食及

农业状况》中所述: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业领域

发展不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女性没有平等地

获得提高生产力所需的资源和机会。”［16］因此，我

们可以说，农村妇女小额担保贷款项目是我国妇女

发展顺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农村劳动力转化

与就业的迫切性的富有成效的一个实践探索。它早

已超越了一个项目本身所涵盖或承载的意义———它

必将通过广泛的覆盖和生动的事实持续证明，妇女

发展不只是单纯的妇女群体的事情，而是一个与经

济产业调整升级、社会就业与稳定等直接相关的头

等大事。

( 三) 把握金融危机的新态势，复合思维财税政

策与妇女发展的深度结合运用

为中小企业减税，成为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演化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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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将妇女发展贯穿于为中小企业减税扶

持、促进发展的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 如，针对不同

产业类别和不同企业类型，确定妇女就业率或就业

数量达到不同标准的，可以享受到相应的设置有级

差的税收优惠或减税扶持，并使女性就业成本在一

定程度上外部化、显性化，以减少女性用工的成本负

担，促进用人单位乐于接受女性就业。这既是以实

际的经济税收政策来直面和促进妇女发展，也是应

对经济发展之现实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稳定和扩

大就业的有效行动。具体到就业培训支持方面，可

以从妇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经济思维角度，将妇

女人力资本投入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一个系统进行

经济措施、政府政策、各方行动的总体安排，而不是

仅从就业技能的当时市场适应性出发而导致的就业

培训投入支持与经济产业发展脱离。

另外，早已有研究证实，为妇女减税是影响女性

社会工作参与率的重要财税因素。“税收和劳动力

参工率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是极

密切的。事实上，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对已婚妇女最

强烈。”［2］( P210) 所以，有必要尝试将财税政策复合思

维于妇女发展，成为支持妇女事业的政策措施，并在

实践有效的情况下使之常态化。

妇联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突破传统思维，实

现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将妇女干部的工作方

向、经济思维培训作为重点内容，从思想上、理论上

正确认识到并努力让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决策者与执

行者深刻认识、切实感受到，妇女的发展，不是妇女

请求“恩赐”或“施舍”，不是惯性思维里面的单纯的

妇女工作。相反，妇女发展关系的正是各级政府必

须首先面对的诸如应对金融危机不断演变、产业调

整格局方向、社会就业稳定等重大问题。而这需要

广大妇女特别是妇女干部积极参政议政，将社会性

别主流化从口号、呼吁、研究、政策等“务虚”层面转

向经济政治决策、行动、措施、落实等“务实”层面。

权利从来不是无所依从的空中楼阁，而总是植

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当然，本文并不会因此

而在理论上误入功能主义者所主张的“现代性别角

色起源于传统社会形成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

工，‘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是一种有效的社

会安排”［17］之理论歧途。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功能

主义者们却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利用了经

济产业结构与妇女发展的这种深度关联性。在本文

看来，推进妇女发展，需要有超越“妇女”边界、超越

女权主义客观历史局限性的理论视界与实践勇气，

将妇女发展置于经济社会的历史演变进程和现实状

态中进行系统和多维考察，而不宜囿于单向的政治

与权利角度进行思考。妇女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

展，是男女两性和谐共生的发展。在男女平等的客

观衡量标准上需要以男性为对照系，但在发展问题

上，宜从人类自然伦理和社会伦理秩序的深度，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高度，妇女发展历史与经济发展

历史的广度中去寻求妇女发展的立足点和归宿点。

我们应当确信，男女平等、和谐共生的自然与社会伦

理回归必将成为我们和谐高奏的主旋律及努力构建

的人类两性世界的一个新秩序。

注释:

①为简化、直观对比考虑，正文中仅展示妇女发展综合指数

前 5 位和后 5 位省( 区、市) 样本的相关数据。

②这一段解读似乎将婚姻家庭置于了“商业合伙”的类似结

构，因此，仅具有从经济分析角度的合理性。因为婚姻家

庭不是“商业合伙”，而且最主要的“商品”———孩子———

的性质，更不是商品。这也是笔者对“婚姻关系契约化”

持否定态度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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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也必将促进男性行为规范的确立，这是同一

进程的不同方面。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

女性行为规范的确立似乎是对女性的一种束缚，

但由于女性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进程，在推动社会

行为规范确立的同时，也将女性的价值观念注入

到了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中，这无论如何都是对一

百多年女性解放运动成果的一种总结和巩固。如

果不能通过制度化的进程分别对两性的社会行为

进行规范，那么女性目前所获得的平等地位就缺

乏保障，这也是当前社会存在家庭暴力现象的根

本原因之一。

总体看来，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女性文化自

觉的逻辑起点，对男权话语的批判则是推动女性主

体自觉、创造女性文化的必然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则

是要与男性自觉共同推进男女平等的发展，以期达

到人的自觉。在实践路径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认识

到男性对于女性文化自觉的协助作用，并通过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的女性教育、从女性的角度对传统经

典的解构和女性行为规范的确立等方面的努力，来

推进女性文化自觉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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