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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别 观 的 变 迁 : 上 海 离 先 进 文 化 有 多 远 ?

徐安琪

摘 要: 通过对 2010 年第三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资料分析，并与第一、
二期同类调查以及相关国际资料的比较发现，男性、农村和低学历被访更多地固守传统
性别分工意识，年代比较结果未显示性别分工态度趋向平等; 国际比较结果也显示上海
人的性别态度仍较为刻板。此外，社会角色的性别等级秩序仍被合理化，而根深蒂固的
性别偏见则是社会等级认同的主要潜因。因此，需要从制度建设、传媒责任和社会性别
意识的觉醒等多方协力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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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别文化，是主张男女两性人格和尊严受到平等对待，保障男女两性参与政治、经济、
教育、社会、文化和家庭生活的权利和机会平等，提倡男女两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平等相待、
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文化。①性别观是性别文化的集中体现，消除社会观念中残存

的性别不平等的陈规陋习的影响，形成尊重妇女权利、保障两性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价值观，是

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基础。先进性别观还在于倡导和激发处于弱势地位女性的主体意识，有助于

女性在私人和公共生活领域个人选择的自主性和多元化，提升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的敏感度，并探

寻那些具有改变不平等结构的潜在可能的实践。
那么，上海人的性别观又是如何呢? 与其他地区相比处于何种情形呢? 随着年代的推移、社

会的变迁是否也更趋平等倾向呢? 离先进的性别文化有多远? 本研究主要使用第三期上海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对 2647 个 18—64 岁男女样本的数据，②并以第一、二期同类调查以及国际比较资料

来作相关的描述和分析。

一、性别分工态度: 刻板化倾向改善不大

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可以说明女性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从属地位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因为，只

有当社会关系组织规定了男性可以控制和接触女性不能接近的生产资料时，男性才在特定社会中

收稿日期: 2013-01-12
① 谭琳: 《略论先进性别文化的构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 年第 6 期。
② 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由上海市妇联组织实施，于 2010 年 12 月以概率抽样方法从全市 18 个区 /县 69 个街道 /乡镇

中 208 个居 /村委，抽取了 3120 个样本，入户进行问卷访谈。本研究仅使用其中 2647 位 18—64 岁被访主问卷的调查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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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性别分工有助于说明男女对生产资料的接触和控制为什么会有不同，从而也

有助于说明男性统治结构和女性从属地位是如何产生、维持以及变化的。① 因此，性别分工意识

是研究女性性别观念最重要的核心分析范畴。
( 一) 男性、农村被访固守传统性别分工意识的更多

研究结果表明，64. 3% 的上海女性反对因袭的 “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
的性别分工观，男性反对者相对较少，为 59. 7%，但很不赞同的比例仍较低，女性为 15. 5%，

男性只有 9. 3%。城乡比较而言，农村男性不赞成的仅为 46. 1%，城镇女性达 64. 6% ( 见表 1) 。

表 1 对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态度的性别和城乡差异 单位: %

女性 男性

全体 城镇 农村 全体 城镇 农村

1． 很不同意 15． 5 15． 6 14． 9 9． 3 9． 4 9． 0

2． 不大同意 48． 7 49． 0 47． 0 50． 5 52． 3 37． 1

3． 讲不清 0． 6 0． 7 0． 0 1． 8 1． 9 1． 2

4． 比较同意 27． 8 27． 3 31． 5 31． 4 30． 0 41． 3

5． 非常同意 7． 3 7． 4 6． 5 7． 0 6． 4 11． 4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平均值 2． 63 2． 62 2． 68 2． 76 2． 72 3． 10

标准差 1． 24 1． 24 1． 24 1． 19 1． 17 1． 26

从对“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的态度看，69. 4% 的女性持反对态度，男性不赞成者

显著较少，为 57. 0%，性别差异更大、显著性也更强。同样地，非常不赞同的比例也较低，男

女分别只占 8. 8%和 14. 4%。农村男性的性别分工意识更为传统和刻板，不赞成“挣钱养家主要

是男人的事情”只占 48. 8%，而城镇女性遵循陈规定型的性别分工观者最少，不赞成者达

70. 1% ( 见表 2) 。

表 2 对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态度的性别和城乡差异 单位: %

女性 男性

全体 城镇 农村 全体 城镇 农村

1． 很不同意 14． 4 14． 6 13． 3 8． 8 8． 9 7． 8

2． 不大同意 55． 0 55． 5 51． 2 48． 2 49． 3 41． 0

3． 讲不清 0． 8 0． 8 0． 6 0． 9 0． 8 1． 2

4． 比较同意 22． 2 21． 1 28． 9 33． 5 32． 7 39． 2

5． 非常同意 7． 6 7． 9 6． 0 8． 6 8． 3 10． 8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平均值 2． 54 2． 52 2． 63 2． 85 2． 82 3． 04

标准差 1． 20 1． 20 1． 20 1． 22 1． 22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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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 艾里斯·杨: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王昌滨译，载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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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海家庭的夫妻大多为双职工，因此，究竟是丈夫还是妻子的事业发展更重要也在我们

的考察之列。分析结果报告，男女赞同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的分别达 43. 2% 和

44. 1%，性别差异不显著。城乡差异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对 “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

家庭为主”还是对“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的态度，城镇被访均比农村更为开明，其中

农村男性的性别分工意识更为传统和刻板，而城镇男性遵循陈规定型的性别分工观者相对较少些

( 见表 1 和表 2) 。
( 二) 教育程度高者认同传统性别分工观的概率更低

国外以往的大量研究都报告，受教育程度越高，性别观念就越开放，① 这是因为学校教育被

普遍假定为会导致更平等、自由的性别角色观念，并使女性能进入以往由男性独占的职业和科技

领域。卡琳等的研究同时指出，随着年代的推移，教育对性别观念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② 国内

的一些研究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被访的性别角色态度较少传统定型。③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也报

告，教育程度高的被访更少认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未受过初中教育的女性对

“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和“丈夫的发展比妻

子的发展更重要”持反对态度的分别高达 54. 8%、49. 0% 和 56. 4%，而大专及以上的女性分别

只占 29. 0%、25. 2%和 37. 0%。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 均小于 0. 001。
( 三) 年代比较未呈现性别分工态度趋向平等

城市的、教育程度高的被访更少地认同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似乎验证了现代化理论，即随

着城市化的进程，女性受更高的教育并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传统的刻板定型的性别观也将日趋

改变。但年代比较资料则显示，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2000 年两性被访对 “男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持传统态度的比重与 1990 年相比不降反升; 2010 年与 2000 年相比，也未呈

现性别分工观更为平等的趋向，与 1990 年相比，男女性很不同意传统分工的比重分别从 31. 3%
和 45. 2%下降到 9. 3%和 15. 5% ( 见表 3) 。

表 3 对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态度的年代变迁 单位: %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 很不同意 31． 3 45． 2 13． 6 20． 7 9． 3 15． 5

2． 不大同意 25． 6 18． 7 39． 0 39． 5 50． 4 48． 8

3． 讲不清 8． 5 5． 5 3． 6 2． 6 1． 8 0． 6

4． 比较同意 31． 6 28． 1 34． 0 28． 9 31． 4 27． 8

5． 非常同意 3． 0 2． 6 9． 8 8． 4 7． 1 7． 2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平均值 2． 49 2． 25 2． 87 2． 65 2． 76 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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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Togeby，L． ( 1995) ． Feminist attitudes: Social interests or political ideology? Women and Politics，15 ( 4 ) ，39-61． Karin L． ＆
Padavic，I． ( 2000) ． Change in Gender-Ideology，1977-1996: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racohort Change and Population Turnover．
Brewster．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62 ( 2 ) ，477-487． Kulik，L． ( 2004 ) ． Predicting Gender Ｒole Ideology Among
Husbands and Wives in Israe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ex Ｒoles，51，575-587． Gan，Ｒ． ( 2005 ) ． Impact of Background
Variables on Attitudes about Family Lif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rents and Offspring in Israel． Joum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36，139-145．
Karin L． ＆ Padavic，I． ( 2000 ) ． Change in Gender-Ideology，1977-1996: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racohort Change and
Population Turnover． Brewster．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62( 2) ，477-487．
陶春芳、蒋永萍主编: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7 页; 徐安琪: 《家庭性别角色态
度: 刻板化倾向的经验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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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国际比较显示性别角色观仍较为刻板

一项国际比较研究的结果报告，对 “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应守在家里”的性别角色分工态

度，欧美国家持否定态度的明显多于亚洲国家，尤其是瑞典，2002 年调查时女性表示反对或较

反对的高达 93. 2% ( 男性为 88. 2% ) ，美国女性不赞成的为 81. 0% ( 男性为 76. 8% ) ，而菲律宾

和日本女性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分别为 55. 0% ( 男性为 48. 0% ) 和 73. 3% ( 男性为 46. 1% ) 。

表 4 女性对丈夫应在外工作，妻子应守在家庭态度的国际比较 单位: %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美国 英国 德国 瑞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赞成 12． 4 8． 1 2． 7 3． 2 35． 8 25． 3 4． 8 6． 2 3． 0 2． 2 6． 0 3． 6 2． 7 0． 5

较赞成 34． 1 28． 7 17． 5 10． 0 15． 5 19． 5 16． 9 11． 9 6． 5 7． 5 18． 4 10． 9 6． 2 3． 5

讲不清 7． 4 6． 0 2． 7 1． 7 0． 8 0． 3 1． 5 1． 0 1． 9 1． 5 1． 7 0． 5 2． 9 2． 8

较反对 26． 8 30． 0 55． 6 60． 2 28． 5 29． 5 29． 2 27． 5 25． 7 23． 2 38． 4 32． 1 7． 0 4． 9

反对 19． 3 43． 3 21． 4 24． 9 19． 5 25． 5 47． 6 53． 5 62． 9 65． 6 35． 5 52． 9 81． 2 88． 3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资料来源: 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编: 《男女共同参画社会に關する國際比較調查》2003 年版，下同。

该项国际比较结果还显示，随着年代的推移，7 国女性的性别角色态度都趋向非传统化，也

就是更少地赞成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其中瑞典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女性在 20 年中增加

了 44. 3 个百分点，德国和英国分别增加了 34. 3 和 31. 9 个百分点，菲律宾为 20. 3 个百分点，日

本和美国分别为 19. 7 和 17. 3 个百分点。比较而言，上海人性别角色态度仍较传统定型。需要说

明的是，这种定型化的性别角色态度是在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前提下，丈夫更多地发展事业

( 即以社会为主) ，而妻子更多地持家育儿 ( 即以家庭为主) ，而不是丈夫在外就业、妻子在内

持家。

二、性别权力关系: 社会等级秩序仍被合理化

随着妇女走出家门，逐渐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各种权利和资源，民

主、平等型的家庭日渐增多，尤其在城市已成为普遍的家庭互动模式。那么，在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后的今天，调查对象对夫主妻从的传统权力关系究竟持什么态度呢?

( 一) 多数女性反对家庭中的男权主义

由于上海妇女社会地位未设立有关题项，我们将使用 2008 年 “城乡比较视野下的家庭价值

观变迁研究”中的调查结果来说明，该研究的资料显示，只有 22. 0% 的女性认同 “男人是一家

之主，家中主要的决定应由父亲 /丈夫做主”，显著少于男性的 32. 8% ; 其中女性明确表示反对

家庭中男权主义的更多些，达 62. 0% ( 市区女性为 69. 2%，农村为 48. 8% ) 。
但与 1999 年“经济发展与妇女家庭地位”课题的研究结果①相比，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

对家庭中的男权主义持反对尤其是非常反对态度的比重都显著下降，而说不清 /无所谓的比重明

显上升。其中城乡男性不赞成家庭中应由男性做主的分别下降了 19. 7 和 15. 7 个百分点。对于这

个年代比较的并不令人乐观的研究结果，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男权主义有所抬头，还是因为女性

在家庭中已获得较大的决策权而引起男性的焦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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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安琪: 《上海女性的性别角色态度变迁》，载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上海妇女 60 年发展报告》，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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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首肯社会领域等级制的超半数

尽管多数上海女性已更认同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平等、反对男人天生就是一家之主，然而，她

们依然更多地首肯社会领域的等级秩序。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对 “男性

比女性更适合当领导”作判断时，51. 8%的女性持肯定态度，男性更高达 62. 2% ( 见表 5) 。
“经济发展与妇女家庭地位”课题对上海、天津、香港和台湾四地区的比较结果表明，上海

男女首肯“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当领导”的比重仍高达 50% 以上，显著高于其他三地

区，其中上海女性为 53. 2%，天津仅为 28. 9%，香港占到 48. 3%，台湾也只有 34. 3%，男性的

差距则更大。①

表 5 对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当领导态度的性别和城乡差异 单位: %

女性 男性

全体 城镇 农村 全体 城镇 农村

很不同意 9． 7 9． 1 12． 0 3． 6 3． 3 4． 7

不大同意 31． 9 30． 0 39． 1 28． 2 26． 3 35． 9

说不清 6． 6 6． 5 7． 1 6． 1 5． 7 7． 7

比较同意 42． 7 44． 4 36． 4 50． 0 51． 5 43． 9

非常同意 9． 1 10． 1 5． 4 12． 2 13． 2 7． 8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第三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虽无上述题项，但在回答目前我国各级领导岗位上女性的数量

相对较少的原因时，15. 4%的女性和 16. 4% 的男性认为是 “女性的能力比男性差”，6. 1% 的女

性和 9. 8%的男性认为是“女性不适合当领导”。
尽管女性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比例显著低于男性，但对于 “在领导岗位上男女比例应大致

相等”的观点却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其中女性高达 74. 8%，男性为 67. 6%，得分均值的 F 检验

结果呈显著差异性 ( F = 33. 37，p = 0. 000) ，城乡差异则未呈统计显著性。
对于上述三分之二以上被访赞成 “在领导岗位上男女比例应大致相等”的研究结果，笔者

认为不宜过分乐观，其中不少人或许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依社会暗示对敏感性的政

治态度选择了从众回答。
( 三) 性别偏见是社会等级认同的主要潜因

尽管国家法律保障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与男性的平等权利，尽管社会性别的概念引

入中国已有十多年，但多数公众仍对这个在国外被普遍认同并广泛流行的核心思想不甚了了，因

袭的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等级观念仍深嵌于不少人的潜意识中，而其主要潜因在于

对女性能力和社会价值的否定。也正因为对女性能力存在传统偏见，以至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

过的《行动纲领》所确认的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关于妇女至少在决策职位上占 30% 的目标至

今未纳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主流。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对“在领导岗位上男女比例应大致相等”的观点起主要作用，是什么

影响了妇女参政配额制度进入决策主流? 本研究以 “在领导岗位上男女比例应大致相等”态度

为因变量，控制了年龄、受教育年数、城乡等个人社会特征和自信、独立等个性心理特征变量后

发现，因袭的对妇女的社会偏见 ( 即认为女人的能力不如男人、女性不适合当领导) 是影响领

导岗位性别平衡态度的主要潜因 ( 见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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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安琪: 《上海女性的性别角色态度变迁》，载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上海妇女 60 年发展报告》，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14 页。



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4 期 徐安琪: 性别观的变迁: 上海离先进文化有多远?

表 6 对领导岗位性别平衡态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女性 男性

B Beta B Beta

一、测试变量

认同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 ( 1-5) . 266 . 250＊＊＊ . 159 . 146＊＊＊

认为女性不适合当领导 ( 0 = 否) － . 397 － . 087＊＊ － 349 － . 095＊＊＊

二、控制变量

1. 个人社会特征

年龄 ( 18-64 岁) － . 006 － . 068* － . 008 － . 100＊＊

受教育年数 ( 0-21) － . 019 － . 057 － . 034 － . 102＊＊

城乡 ( 0 = 城镇) － . 063 － . 020 － . 094 － . 029

2． 个性心理特征

“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非常符合目前的实际 ( 1-5) . 101 . 070* . 142 . 090＊＊

“很少依赖他人，主要靠自己”非常符合目前的实际 ( 1-5) . 068 . 048 － . 063 － . 040

常数 2. 346＊＊＊ 3. 279＊＊＊

F 19. 14＊＊＊ 10. 02＊＊＊

注: * p ＜ 0. 01 ＊＊p ＜ 0. 005 ＊＊＊p ＜ 0. 001

另一个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发现是，受教育越多的男性越反对政治领域的性别平衡，这个

结果或许可以对为什么领导岗位的性别配额制难以进入决策主流作出部分解释。然而，值得庆幸

的是，尽管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相比，持有 “女性不适合当领导”这一陈腐观念的比例未呈下降

趋势，但首肯“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的显著多于中老年人 ( 无论男女，F 检验的 p 值都小于

0. 001) ，30 岁以下男女认为当前各级领导岗位上女性数量较少的原因是女性的能力比男性差的

分别只有 9%—10%，而 50—64 岁男女则高达 20%—23%。或许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会对

政治领域的性别平衡有所裨益。

三、婚育价值: 个人权利意识仍滞后

婚姻家庭观念既是当前社会存在的现实反映，也受婚姻家庭制度和习俗的制约，并将对人们

的婚姻行为和家庭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 一) 择偶的梯度匹配定式有所松动

人们在选择配偶时通常遵循同类或梯度匹配的习俗，男性往往偏好年龄、社会阶层与自己差

不多，或年龄小于自己、学历 /收入低于自己的伴侣，女性则相反。所谓的 “男女相当”或 “男

高女低”的婚姻匹配模式为一般公众所普遍认同，而男方的年龄小于女方、学历 /收入低于女方

则往往要承受一定的社会压力甚至付出额外的代价。然而，本研究的调查资料显示，在择偶态度

层面，梯度匹配的传统观念已有所松动。统计结果表明，在对 “只要两人相爱，即使女方比男

方大 6 岁以上也无所谓”作判断时，固守 “男大女小”传统模式的女性仅占 28. 4%，男性

为 25. 2%。
在对“只要两人相爱，即使女方比男方收入高得多也无所谓”作判断时，持肯定态度的更

是显著多于持否定态度者，宥于 “男强女弱”传统阶层婚配模式的女性只占 13. 3%，男性为

11. 9%，但性别差异未呈统计显著性。而年轻人和高学历女性更不认同传统的 “男大女小”择

偶年龄的匹配定式，更在乎双方是否相爱，但对阶层匹配比如在女方收入比男方高得多的情况

下，年轻人或高学历者仍难以冲破传统的梯度匹配观念。对男性样本的 F 检验也出现同样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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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正因为年轻人和高学历者在择偶的阶层匹配上仍和他们的父辈类似，接受 “男弱女强”等

多元模式的仍未显著增加，这或许是当今社会依然存在所谓的高学历女性择偶难以及择偶自由度

仍受限制等现象的心理缘由。
( 二) 婚育态度出现多元化趋向但仍受束缚

首先，我们考察上海女性的结婚观。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对首肯 “结婚是个人自

由，所以结婚不结婚都可以”的为 52. 9% ( 见表 7) ，和男性的态度无显著差异。

表 7 对结婚是个人自由，所以结婚不结婚都可以认同的性别和城乡差异 单位: %

女性 男性

全体 城镇 农村 全体 城镇 农村

1． 很不同意 6． 8 5． 8 13． 3 6． 4 5． 3 14． 4

2． 不大同意 31． 2 30． 3 37． 3 30． 8 28． 4 48． 5

3． 讲不清 9． 1 9． 0 9． 6 11． 7 11． 8 11． 4

4． 比较同意 35． 0 35． 8 30． 1 36． 1 38． 4 19． 8

5． 非常同意 17． 9 19． 1 9． 6 14． 9 16． 2 6． 0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然而，尽管上海女性的结婚观取多元态度的已达 50% 以上，但同样指标的国际比较研究结

果显示，2002 年美国、英国、德国和瑞典女性对 “结婚是个人自由，所以结婚不结婚都可以”
持肯定态度的已分别有 56. 9%、98. 2%、81. 6% 和 82. 0%，即使在被认为较传统的亚洲国家日

本和韩国，女性对“结婚是个人自由，所以结婚不结婚”持肯定态度的也从 1992 年的 66. 1% 和

66. 4%分别上升到 2002 年的 84. 0%和 85. 1% ( 见表 8) 。

表 8 女性对结婚是个人自由，所以结婚不结婚都可以认同的国际比较 单位: %

国家 调查年份 赞成 较赞成 讲不清 较反对 反对 合计 样本数

日本 1992 34． 0 32． 1 6． 1 17． 9 9． 9 100 1971

2002 63． 1 20． 9 2． 2 8． 7 5． 2 100 1291

韩国 1992 26． 8 39． 6 2． 7 18． 0 12． 9 100 1000

2002 25． 9 59． 2 0． 2 8． 7 6． 0 100 402

菲律宾 1992 26． 1 41． 7 0． 0 20． 6 11． 6 100 1000

2002 6． 3 4． 0 0． 5 7． 0 82． 3 100 400

美国 1992 48． 9 31． 0 2． 0 10． 1 8． 0 100 1016

2002 34． 9 22． 0 4． 7 17． 8 20． 5 100 404

英国 1992 56． 8 30． 7 1． 5 7． 6 3． 4 100 1064

2002 86． 6 11． 6 0． 2 0． 7 0． 9 100 456

法国 1992 37． 0 29． 4 1． 9 19． 6 12． 1 100 1041

2002 － － － － － － －

德国 1992 22． 0 35． 9 7． 6 24． 0 10． 5 100 1041

2002 57． 7 23． 9 0． 5 13． 3 4． 6 100 414

瑞典 1992 57． 3 19． 4 5． 8 9． 4 9． 1 100 1013

2002 62． 3 19． 7 4． 0 8． 4 5． 6 100 427

“－”表示该年未调查该地区或未设问此题项而并非为“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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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来分析上海女性的离异观。离异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文明、通达和婚姻

自由的程度，同时也折射出法律对离异女性权益的保护现状。2000 年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曾询问“您是否同意‘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父母即使感情破裂也应维持婚姻’”，统计结

果表明，持肯定态度的女性仅占 44. 3%，男性为 39. 9%。也就是说，大多数被访不再坚持婚姻

的不可离异性，同时，破裂主义离婚原则已被多数人所接受。
由于第三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未设置该题项，我们仅以 2008 年 “城乡比较视野下的家

庭价值观变迁研究”的相关资料来作比较，该研究询问的是 “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

‘如果父母经常吵架，离婚或分居对孩子更好’的观点”，分析结果显示，持赞同态度的女性仅

占 30. 5%，男性为 27. 7% ( 见表 9) 。

表 9 对如果父母经常吵架，离婚或分居对孩子更好态度的性别和城乡比较 单位: %

女性 男性

全体 郊县 市区 全体 郊县 市区

非常不赞同 17． 8 21． 8 15． 7 16． 5 16． 2 16． 7

不大赞同 28． 7 30． 8 27． 5 28． 7 25． 5 30． 5

讲不清 /无所谓 23． 0 27． 0 20． 8 27． 2 31． 0 25． 0

比较赞同 26． 5 18． 5 30． 8 24． 7 25． 0 24． 5

非常赞同 4． 0 1． 9 5． 1 3． 0 2． 3 3． 4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群体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差异不甚显著，但城乡和教育程度在 p≤. 000 或 . 001 水平上呈差

异显著，农村的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女性持赞同态度的分别只占 20. 4% 和 14. 9%，市区的和大

专及以上学历女性分别为 35. 8%和 42. 3%。
由于该题项主要针对夫妻 “经常吵架”而不是前一题项的 “感情破裂”事实，所以，女性

认可采取离婚或分居手段解决的比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上海女性的离异观并非如一般人所想

象的那么开放、现代，更谈不上所谓的“轻率”或“随意”，许多人仍对父母分手会否影响孩子

的身心健康疑虑重重，因此，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经常吵架的夫妻轻易分道扬镳。
再次，我们还将对生育观加以描述。35 岁以下女性为生育旺盛期，该年龄段群体的生育意

愿更值得关注，分析结果显示，她们中有 55. 1% 认为生两个孩子最理想，生一个最理想的占

36. 9%。从生育观的多元态度看，认同结婚未必一定要孩子的女性占 40. 1%，性别差异不显著，

但城乡差异在 p≤. 000 水平上呈统计显著性。此外，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的女性，赞成多元

化生育态度的越少，35 岁及以下女性不认同结婚未必一定要孩子的只有 34. 2%，50 岁以上女性

达 54. 1% ; 初中及以下女性认同多元选择生育观的只占 28. 2%，大专及以上女性则高达 51. 3%，

F 检验结果均具有统计显著性。
国际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回答是否赞同 “结婚未必一定要孩子”的观点时，2002 年英国

和瑞典女性持肯定态度者分别高达 97. 6%和 88. 8%，德国和美国分别为 67. 2% 和 65. 4%，日本

和韩国分别在 51. 2%和 38. 6%，菲律宾只有 4. 0%的女性认同 ( 见表 10) 。这是否表明“母以子

为贵”和“养儿防老”价值观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亚洲国家更为流行尚需进一步探讨。
从生育的性别偏好看，上海女性对子女的性别是否存在 “重男轻女”的倾向呢? 我们将使

用 1999 年“经济发展与妇女家庭地位”和 2008 年 “城乡比较视野下家庭价值观的变迁”课题

的资料来说明，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 1999 年还是 2008 年，对“只生女孩多少会感到遗憾”持

肯定态度的只占 5-10%，且性别和城乡仅略有差异，可见大多数上海人并不存在对子女性别的男

孩偏好取向。

87



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4 期 徐安琪: 性别观的变迁: 上海离先进文化有多远?

表 10 女性对结婚未必一定要孩子态度的国际比较 单位: %

国家 调查年份 赞成 较赞成 讲不清 较反对 反对 合计 样本数

日本 1992 13． 4 18． 8 8． 8 28． 1 30． 9 100 1971

2002 28． 3 22． 9 5． 3 26． 6 16． 9 100 1291

韩国 1992 14． 9 25． 4 2． 0 28． 3 29． 4 100 1000

2002 9． 0 29． 6 2． 5 41． 3 17． 7 100 402

菲律宾 1992 17． 2 15． 3 0． 0 20． 4 47． 1 100 1000

2002 3． 0 1． 0 0． 0 3． 3 92． 8 100 400

美国 1992 52． 2 35． 4 0． 9 6． 7 4． 8 100 1016

2002 46． 8 18． 6 4． 5 8． 4 21． 8 100 404

英国 1992 57． 1 31． 2 2． 0 6． 1 3． 6 100 1064

2002 80． 7 16． 9 0． 4 1． 1 0． 9 100 456

法国 1992 26． 1 35． 6 2． 6 21． 9 13． 7 100 1041

2002 － － － － － － －

德国 1992 15． 8 39． 4 6． 0 28． 3 10． 6 100 1041

2002 37． 0 30． 2 4． 1 18． 1 10． 6 100 414

瑞典 1992 75． 2 11． 0 0． 5 5． 1 8． 2 100 1013

2002 83． 6 5． 2 2． 8 1． 6 6． 8 100 427

( 三) 男系偏重的观念有所改观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述，为了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社会继替不能不从单系，但为了双系抚育

中所养成的感情联系，单系继替也永不能彻底。于是，在财产私有制社会，单系偏重就成了普遍

的社会结构特征，① 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男系偏重是主要的继替形式。随着女性不断走向社

会，与男子一样成为家庭的赡养者，加上生育率的降低、独生子女家庭的普及，不仅 “生男生

女都一样”已逐步形成普遍的社会认同，而且大多数公众首肯男女在财产权上的平等地位。
1990 年城乡女性认同出嫁的女儿应与兄弟平分财产的分别只占 40. 1% 和 7. 3%，2000 年上升到

45. 8%和 8. 3%，2010 年增加到 93. 3%和 78. 6%。其中农村女性存在男系偏重的财产继承观者

显著多于城镇，如 1990 年农村女性认为已出嫁女儿不应该继承家里财产的高达 44. 8%，2000 年

减少到 29. 2%，2010 年下降为 3. 0%。
这与农村中出嫁的女儿主要对婆家履行养老送终义务，因而，通常只能与丈夫一起继承婆家

财产，而较少获得与兄弟一样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有关。但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日益增多，男系

偏重的继承观将进一步弱化。不过，对 2010 年这一速变现象不宜过于乐观，或许在很大程度上

在于询问方法的不同，即 2010 年增加了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儿女都尽到了赡养义务”，因此，

认同财产应与兄弟平分的比例大幅提升。
三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还询问了被访对让自己的孩子随母姓的态度，总体而言，认为“无

所谓”的比重最高，但在观念上接受孩子随母姓的比例已逐年增加，1990 年女性表示“愿意”的

分别只占 10. 0%，2000 年上升到 34. 8%，2010 年更递增到 48. 9% ; 而男性仅从 1990 年的 8. 4%增

加到 2010 年的 29. 3% ( 见表 11) ，可见男性更不愿意改变传统的倚重父系的继替结构。
分城乡的比较分析显示，农村男性不愿意孩子随母姓的从 1990 年的 39. 5%下降到 2010 年的

30. 5%，城镇男性从 1990 年的 31. 8%降为 2010 年的 24. 2%，城镇女性从 1990 年的 18. 6%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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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0 年的 8. 5%，农村女性则从 1990 年的 30. 6% 速降到 2010 年的 13. 3%，比较而言，农村

男性的下降幅度最小，农村女性的双系继替观增幅最大。

表 11 对让您的孩子随母姓认同的年代比较 单位: %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愿意 8． 4 10． 0 22． 4 34． 8 29． 3 48． 9

无所谓 49． 1 57． 0 44． 0 50． 3 44． 9 41． 7

不一定 /说不清 8． 0 10． 9 1． 7 1． 6 0． 8 0． 3

不愿意 34． 4 22． 1 31． 9 13． 3 25． 0 9． 1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城镇家庭的双系化倾向还可以从亲属间经济往来看，男女结婚后和双方家庭经济往来差不多

的在 50%左右，城镇家庭主要和男方或女性有经济往来的均在 17% 左右，但农村家庭和男方亲

属有经济往来的高达 30. 5%，和女方家庭更多经济往来的只占 12. 6%。

四、女性对性别文化环境的改善有更大期待

社会文化环境对两性的价值取向、互动模式具有重要影响，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有助于妇女

的全面发展及两性的和谐相处。那么，上海女性对周围的性别文化环境是否满意，她们对社会生

活各领域性别平等的感知有如何呢?

( 一) 社会文化环境的性别平等感增强

随着年代的推移，上海女性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性别平等感有所增强，她们首肯在社会观念 /
习惯方面两性平等的从 1990 年的 37. 8%、2000 年的 51. 2%，增加到 2010 年的 62. 2%，而认同

男性更优越的也有所下降。分城乡的比较研究显示，2010 年的城乡差异已不显著，而 1990 年和

2000 年的城乡差异较大些 ( 见表 12) 。

表 12 女性对社会习惯 /观念两性平等程度的认同 单位: %

1990 2000 2010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1． 男性很优越 4． 2 5． 6 7． 4 5． 2 5． 9 9． 0

2． 男性较优越 51． 7 63． 8 29． 1 35． 7 29． 4 27． 5

3． 男女平等 41． 0 30． 0 52． 1 47． 5 62． 1 62． 9

4． 女性较优越 2． 9 0． 7 1． 3 1． 0 2． 6 0． 6

5． 女性很优越 0． 1 0． 0 0． 1 0． 3 0． 0 0． 0

说不清 － － 10． 0 10． 3 － －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 二) 首肯政治、经济领域男性优越的更多

无论是第一、二期还是第三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女性认同法律权利方面

的性别平等程度为最高，在七至八成左右; 其次是家庭生活领域，认同两性平等的在三分之二左

右。而认为地位最低的在 1990 年为社会习惯 /观念，男女平等仅占 38%，2000 年女性对政治、
经济地位①的下降感触颇深，认为在这两个领域中男女平等的分别只占 34% 和 33%。201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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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结果显示，女性对职业地位的性别平等感略有上升，但政治地位上的性别差距越加扩大，认

为男性优越的高达七成以上，而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平等指数已上升到第一位 ( 见表 13) 。

表 13 女性对各领域两性平等程度的认同差异 单位: %

政治地位 法律权利 职业地位 家庭生活 社会观念

1． 男性很优越 31． 2 5． 3 14． 8 2． 1 6． 3

2． 男性较优越 39． 7 14． 5 46． 4 12． 0 29． 1

3． 男女平等 28． 5 76． 7 37． 5 67． 9 62． 2

4． 女性较优越 0． 6 3． 5 1． 2 16． 4 2． 4

5． 女性很优越 0． 0 0． 0 0． 0 1． 6 0． 0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平均值 1． 99 2． 78 2． 25 3． 03 2． 61

性别差异的 F 检验 男 ＞ 女 男 ＞ 女 男 ＞ 女 男 ＞ 女 男 = 女

( 三) 对女性总体社会地位的评价逊于男性

上面我们对各领域的女性地位感知作了描述，那么，人们对在总体上女性的社会地位又如何评

价呢? 在回答“您怎么看目前我国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时，47. 6%的被访认为男性更高，49. 0%
首肯两性差不多，只有 3. 4%感觉女性更高。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城乡被访的评价无显著差异，

年龄对总体评价的影响也不显著，性别差异也不大，但教育阶层的差异较显著 ( 见表 14) 。

表 14 对两性总体社会地位评价的性别和教育阶层差异 单位: %

性别 女性教育程度

男性 女性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1． 男性更高 46． 1 49． 2 36． 2 40． 1 44． 0 55． 1

2． 男女差不多 49． 6 48． 2 60． 7 57． 1 51． 9 41． 3

3． 女性更高 4． 3 2． 6 3． 1 2． 8 4． 1 3． 6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平均值 1． 85 1． 53 0． 62 0． 62 0． 61 0． 42

标准差 0． 57 0． 55 0． 55 0． 53 0． 56 0． 53

F 检验 4． 74* 13． 99＊＊＊

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少首肯当前国内两性地位的平衡性，小学及以下者认为总体上男女社

会地位差不多的达六成，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则只占四成。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对社会地

位不平等更为敏感，首先在于她们更多受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理念和社会性别意识的熏

陶; 其次是因为高学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更强，对男性的依附性减少; 再次，受教育越多，期待

进入社会高阶层的也更多，对社会位置的性别隔离和不平等的敏感性也更强; 此外，高学历女性

通常工作压力更大，也更多体验双重负担和冲突对自我发展的阻碍，她们只有付出更多才能获得

与男子同等地位，所以，也更多地感受到当今社会实际存在的不公平。

五、小 结

随着年代的变迁，性别角色态度日益趋向现代平等和选择自由，但上海性别态度的陈规定型

未见衰微，或现代转型进步不大，离先进文化甚远。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虽为具有人

力资本优势者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本能地排斥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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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女性，尤其是一些私营的、中小企业及乡镇企业无论在招聘、录用、下岗、解雇，还是在

培训、晋升、福利待遇，或在女职工的特殊保护等方面，更多地作出不利于女性的制度安排。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5—54 岁女性不在业的比重占该年龄段女性总数的 26. 4%，而男性

仅为 6. 5%。加上女性非正规就业较多，退休又早于男性 5—10 年，两性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距

也呈拉大趋势，第二、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2009 年妻子收入占丈夫收入的百分比

从 1999 年的 66. 8%下降到 39. 7%。此外，社会竞争的激烈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也使一些家庭在

双重角色难以平衡时，采取让妻子调换工作岗位、减少工时甚至辞职等应对策略。加上大众传媒

以隐喻、模糊的表现方式大量复制和强化着男优女劣、男高女低、男刚女柔的性别特质，如将女

性的特征、价值局限于美丽、温顺和私人领域，对女性取得的优异成绩归因于客观环境，将女性

相比男性存在的差距归因于女性先赋的生理弱势和能力缺陷，甚至将女性商品化和物化，由此也

强化了角色分工和权力结构的定型。
尽管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女性的社会生活各领域都获得不少进展和成绩，但从均衡和可持续

发展视角看，家庭生活中两性平等态度和地位似被更多地认同，这也常常掩盖了女性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领域的诸多不平等。尤其是意识、观念形态的性别不平等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意

识、观念是行为的先导，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能力、价值缺乏充分的肯定，对性别不平等缺乏敏感

性，任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性别态度蔓延，女性缺乏主体意识、自主意识，两性的

均衡发展就难以实现。在目前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下应以各种方式拓宽女性的就业渠道，如通过

扩大儿童和老人照顾等项目来增加女性就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训育婴师、孤残儿童护理

员、家庭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婚姻家庭咨询师，增设幼托机构、老年日托所、老年康复院、老

年食堂、家庭病床等公共设置，扶持社会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等方式，既增加妇女就业，又缓解不

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压力和双重冲突。同时，通过制度化的、多元灵活的方式进行职业培训、开业

指导，以提升弱势女性的社会竞争意识和能力来实现社会包容。鉴于媒体所传播的两性家庭角色

的刻板定型描述或暗示，不但将女性置于物化、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同时也给男性增加了超负荷

的经济压力和赡养责任，限制了男性的自由选择和全面发展。因此，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大众传

媒主流，打破陈规的性别角色定型，以多元、均衡的方式来勾画两性形象，也将有利于男女双方

的平等独立、自由选择和建构两性和谐的伙伴关系。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The Change of Gender Ideology:

How Far away is the Advanced Culture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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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of 2647 samples aged 18-64 come from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Survey ( 3rd Wave ) ，comparing with the related data results of 1st and 2nd wave survey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data，this paper argues that man，rural people and those with low education hold more
traditional attitudes towards gender roles division． The trend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has not been found
in time period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ults suggest that gender ideology still takes on a
kind of stereotype． In addition，gender hierarchy in social roles is still regarded as reasonable，deep-
rooted gender discrimination is a latent factor for the social hierarchy identity． Therefore，Institutes
construction，media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rousal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are expected to be coordinated
and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culture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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