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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利益诉求分析与思考
———市场化改革对职场知识女性的影响

□王爱莲

(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摘要: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总体性社会成为多元化的异质性共同体，使

女性群体的地位和利益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知识女性在自身价值的实现方面具有了多元主义事实

的认知，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通过对知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利益诉求及原因的分析，力图提

出其实现自身价值的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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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之后开始的改革开放，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正式确立，使中国进入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

革不仅使国家利益调节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造成了中国社

会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也使得国人在生活理想、人生信仰与

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与分歧越来越显著，社会逐渐成为

一个多元化的异质性共同体。这对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利

益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导致知识女性在自身价值的实现方面

具有了多元主义事实的认知，呈现出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特质。

一、市场化改革引发的女性群体地位的变化

( 一) 改革开放前女性群体的整体地位。新中国成立后

的社会主义实践，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单位制度，形

成了以单位制占主导的利益调节机制。社会总体上通过“国

家—单位—个体”的链条，将经济和社会生活整合于单位中，

单位实现人们之间的利益调节，掩盖了个体利益的差异。在

这种利益调节机制下，社会认同以普遍形式出现的平等主义

核心价值观。平等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信念，主张人没有天生

的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与生命的价值，被

赋予同等的发展机会。社会制度的设计不因其民族、籍贯、性
别和家庭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社会通过推动妇女成为“社

会人”、“单位人”而建构出“男女平等”的社会条件与空间，妇

女问题被当做社会问题来看待和解决。在这样的社会制度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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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妇女解放主要是以国家政策和制度保障，通过“社会化”

实现妇女的权益和实质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女性受到社会的

尊重和认可，女性群体的整体地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 二) 市场经济体制下女性地位的变化。在市场化改革

推进过程中，中国单位制日渐解体，总体性社会形成了“国

家—市场—个体”的关系链，传统利益调节机制失灵，国家介

入和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弱化。由于市场经济天然地鼓励竞

争和优胜劣汰，纯粹的市场竞争不仅导致了急剧扩大的利益

分化和利益冲突，还导致了社会群体间的相对剥夺感，造成女

性群体地位与利益的弱化。与此同时，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

转移，妇女工作的重点也转化为主要以经济杠杆促使妇女提

升自身的素质，形塑自尊、自信、自力、自强的女性，以实现“妇

女具体利益与总体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改革开放后，妇

女内在的“主体”塑造和女性个体生存能力的提升，成为改变

妇女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男女平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市

场化改革前的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转换为通过市场对等交换

法则、以个人奋斗为主要方式的形式平等。在这转化过程中，

原本有保障的“男女平等”政策( 制度性安排) 以及由此所形

成的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逐渐收缩乃至流失，妇女问题

实际上更多地被当做女性自身的问题。女性群体特别是底层

女性作为改革的“代价”，被大量挤出薪酬较高、保障较全的正

规劳动市场，大量女性失业下岗，女性群体的整体地位被边缘

化和弱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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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知识女性群体出现分化。市场经济有可能使女性

沦为弱势的边缘的劳动力，但在人本化的价值保持下，一些知

识女性遵从市场经济的本质，释放出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自

我努力、自行决策、自主打拼，重新诠释了权利和自由，实现了

个人利益的发展和扩大，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她们在家庭、事
业上生龙活虎，一改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市场对等交

换丛林法则的职场中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证实并实现了

知识女性的自身价值，使社会越来越认可她们独特的魅力。

与此相伴，在社会急剧发展的背景下，固有的和外来的享

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膨胀。一些缺乏正确的理想

信念和价值观的女性，心浮气躁，盲目攀比，把金钱作为衡量

人的身份的主要维度，把消费能力当成自我满足感的一把标

尺。为此不惜以丧失尊严和出卖良心为代价，不择手段地追

求物质生活的富有。民间妇女研究代表人物李小江认为:“社

会改革中，一系列妇女问题在‘男女平等’的社会条件下接踵

而出。”“企业改革中妇女待业问题突出、‘秦香莲’问题和第

三者问题，等等，激发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普遍关注，也刺激

了知识妇女的良知，促使当代中国妇女女性自我意识的觉

醒。”

二、现阶段知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利益诉求

( 一) 知识女性中的精英彰显自我意识。我国历史上没

有充分发展的市民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又瓦解了原有的市民

社会形态，单位分配利益机制隐形了“个体化”，社会没能生成

个体本位的自我理解。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推

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

系的契约化。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

和商业化，造成了大量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和社会层级的分

化，形成了个体主义取向的自我理解。个人主义视角正在或

已经重新塑造人们的社会认知，“自我”的概念由群体本位逐

步转向个体本位。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彰

显自我意识，勇于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权

利要求为最主要的利益诉求，并在不断追求诉求的过程中，诠

释和塑造自我，实现自身的价值。
( 二) 追求公平和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公平主要包括报

酬公平、考核公平以及制度公平。弱肉强食的市场法则建构

了一整套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女性不同

于男性的提高生存能力和幸福的极限，限制了她们的欲望和

追求。对于大部分知识女性而言，“公平的环境、公平的竞争”

能让她们看到职业发展的方向，激发工作积极性，形成忠诚

度。目前，中国大部分仍然是男女双职工家庭，工作和生活的

压力让女性在为家还是事业，“生”还是“升”，是做全职太太

还是继续打拼等选择上处于两难。2012 年度中国最佳雇主调

查数据显示，生活与工作的失衡已经成为困扰职场女性的一

大问题。在未来 3 年职业规划上，女性渴望“获得生活和工作

的平衡”所占比例远远高于男性，在 26 ～ 40 岁这个阶段，女性

对“平衡和稳定”这一目标的需求最突出。猎头企业博禹集

团 2013 年调查结果表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的公平性

和透明度是中国大陆职场人士更换工作的重要考虑因素，而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女性是最关键的诱因。
( 三) 知识女性期望弹性工作制。万宝盛华集团( 中国)

商务总监、锐旗人力集团总经理髙蕾女士认为: 如今很多公司

都在转型，“铁饭碗”会逐渐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就业观念的转

变，弹性工作求职法成为白领的新宠。万宝盛华雇员服务总

经理徐一平女士表示:“弹性用工这种新型的职业方式，可以

避开激励地竞争使求职者有很多机会去体验不同的工作，感

受不同的企业文化。”与传统就业和工作方式相比，弹性工作

制更适合知识女性的特点和条件。她们有知识和一定的能

力，期望在工作内容和时间的安排上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

性，能更好地安排和协调家庭、工作与学习。对知识女性而

言，弹性工作时间是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要方面，弹性用

工制度可以满足“求新求变”的心理。因此，弹性工作机制得

到时尚知识女性上班族们的宠爱，并逐渐成为她们重要的职

业选择方式之一。
( 四) 部分知识女性沉湎于现实。随着大学的扩招和国

民知识层次的整体提升，在市场经济规则下，众多知识女性具

有女性和低价劳动者的身份重叠在一起而生成的职业身份，

在社会和工作的市场中选择性、能动性极为有限。这使得一

部分女性渐渐“安之若命”或不得不“认命”，即在努力改变现

状的过程中，意识到出生背景、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性别等

因素的制约，表现出来一种因自身能力有限无法实现愿望而

接受现实或顺其自然的心理，将由于自我内在和外来的限制

造成生存机会选择性匮乏的遭遇归于命。认命有一种“超越

日常意义上的积极与消极这一对立的积极涵义。”既然与其拼

命挣扎、伤痕累累，也无法达到与同等男性或背景优越的女性

提高生存能力的预期，不如认命与现实。这部分女性从社会

的要求和家在中国人生命中的地位考虑，出于女性自保的本

能，以忍的应对心理牺牲自我，以现实利益的诉求为最大的生

活动机，以完成自保和对家的坚守。

三、形成原因

( 一) 贫富分化、不公平交易的影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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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带动了社会生产力飞跃而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

了腐败寻租、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市场

化改革中，市场经济与计划体制的双轨制运行，形成了不公平

的交易环境和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控制的资源因无

市场化而难以变现，未能对收入差距造成巨大的影响; 随着市

场化改革，权力逐步卷入市场交易，货币化、期权化、金融资本

化的交易市场大量释放和扩张了权钱交易的空间，并使之成

为主要的不公平来源。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相对多元化和

外部资本的进入，中国社会原有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被打破。

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下，中国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成

倍增长，贫富极端分化成为越来越严重的事实。与市场经济

带来巨大的利益差异相对应，社会形成了固化的等级结构的

价值排序，在缺乏健全的法制与民主监督机制的条件下，市场

化改革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社会充斥着权力、金钱

和观念的暴力。
( 二)“效率”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影响。在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效率”逐渐取代“平等”成为社

会基本价值指向。职场上“优胜劣汰”的法则无处不在，许多

用人单位经常通过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经济

效益，这使得女性员工感到特别无奈。有些企业和单位在追

求效率的理论指引下，认为已婚女人面临着怀孕、生子和哺乳

期，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削夺女性员工应享有的待遇，

甚至千方百计地“逼走”已婚未育的女性员工。在工作、生活

和情感的压力下，很多女性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北京京城

岐黄国医馆馆长崔晓丽女士说: 非常多的女性都有不同的面

色灰暗、眼干眼涩、手脚冰凉、腰膝酸软、胸闷气短等症状，不

少女性年纪轻轻就患上了子宫肌瘤、乳腺增生等疾病。在个

性张扬的现代职场，对效率的过度追求，并不能实现效率的目

标。适度的宽松，并赋予职工积极的愿景，也许是提高效率的

不二选择。
( 三) 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随着传媒商业化的发展，公

共领域呈现出高度的文化多样化，互联网更是让具有基本教

育程度的人可以面对全球性的资讯环境。这不仅为个人选择

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可能与资

源，强化了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使我们在政治意

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安排、经济生产方式、公共传

媒与通讯、乃至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方式等所有层面上，都与

所谓的“西方”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纠葛。转型之

中的中国社会，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在人生一些根本性问

题上没有标准的答案，于是各种外在的、易于测量的指标充斥

为价值与成功的标准。当把人生价值定义为金钱、权势、豪
宅、名车、排场、人脉、孩子的出息乃至“二奶”的数量等时，社

会必然形成恶性的攀比之风，价值诉求呈现多元化和负面化。

四、对策思考

( 一) 实现并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

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

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其利益

诉求往往都存在差异。人们基于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社会组

织，不仅有助于减低利益主体实现利益诉求的成本，而且可以

通过组织力量降低来自其他利益主体的风险。全球 500 强企

业的龙头 GE，在中国超过一万人，其中 35%以上为女性，更不

乏女性高管。GE 的职业女性协会，以致力于帮助女性员工的

不断成长并超越自我为使命，引领职业女性拓展视野，融入多

元化的社会变迁，并以此推动了 GE 的业务发展。实现和加

强社会组织的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在维护女性员工权益、降低

劳动强度、开展针对性培训、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有

利于建立市场化体制下“适度宽松”的文化氛围，激发知识女

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效率，推动企业和组织的发

展。
( 二) 改变中国式歧视的就业和用人机制。虽然女性在

受教育程度上大大提高，但就业市场显性与隐性的性别歧视

依然严重，女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尤为凸显。有调查显示，在求

职和工作中有 60%的女性认为存在着性别歧视，近 70%的女

性迫于工作和生活压力而感到情绪压抑。全国妇女与信息产

业协会的调研表明，在大公司，从事技术岗位的女性在职业道

路中途离职的接近或超过 50%。目前用人单位院校歧视、性
别歧视现象愈演愈烈。一些单位因为追求效率和缺乏退出机

制，因此在筛选率比较高、竞争力较强时，只能通过选择名校

和男性的求职者来降低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认为，中国式就业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很好地

建立起人才流动机制。为此，要改变中国式就业和用人歧视，

一方面要打破性别差异化，均衡利用两性人才; 另一方面要改

变用人机制，实现人才能进能出的流动。
( 三) 实施多元化工作机制，弹性管理工作时间。IBM 大

中华人力资源总监林茵女士认为，未来人们的工作场所不得

不更灵活和自由。在一个多元文化渗透整个职场环境的大趋

势下，实施多元化工作机制，让员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工

作，是未来的职场发展的趋势。可口可乐公司上海总部为了

缓解员工上班远的交通矛盾，开辟了不同时间段的班车路线，

让员工选择其中之一的时间段上班，只要跟同事协调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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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后，会有与之相应的班车接送安排。同时公司还允许

每周有一天时间在家办公，员工只要协调好其他相关人员的

工作安排，就可以在家弹性办公。未来工作中人与人的交流

更多地依赖软件的协作力，职场中必须的面对面交流往“虚拟

交流”转移。何况现在许多职业本身就是弹性工作，不需要在

固定的时间和场所进行，比如编剧、记者、网页设计师、自由撰

稿人、专栏作家、广告文案策划、网店店主等。目前在中国，

30%的员工在家办公，但在美国，已有 70%的人在家办公。社

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我们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时间变得更加灵

活和弹性，这成为知识女性寻求更好发展的最大动因，也印证

了当下更好平衡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强烈呼声。
( 四) 提升女性自我概念，创建自身品牌。“自我”是对自

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一种主观看法，是经由生理和心理

成长、对工作的观察、与工作中的自我认同等所发展起来的。

没有“自我”一个人心理上就活不下去，但如果“自我”不是自

己，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每个人在

别人眼里，都贴了一幅标签，即自己的品牌。知识女性不乏知

识，但不少人缺乏技能。只有将知识与技能结合在一起才能

形成能力和职业认同。能工巧匠很少样样精通，“一招鲜”却

能吃遍天。知识女性要克服女性天性中谦虚有余自信不足，

谨慎有余质疑、批评不够的特质，设定清晰的生活和职业目

标，管理好家庭关系，在遵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前提下，从自

身利益出发，挖掘和培养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工作和社会交往

中提升自我概念，解放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心灵，发现、创造和

拥有适合自己的标签，创建并形成自己的品牌。
( 五) 学会智慧选择，多元化体现价值。法国心理专家帕

特里克·阿马尔说:“工作就是痛苦和成就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产物。”很多知识女性也明白“追求完美是为不美”，“不能将

生活等同于赚钱”。但生活中仍像一头永不停歇的驴子，拼命

往前冲，在压力中弄得自己疲惫不堪，在赚钱中感受到模糊的

快乐。受现行社会中人们用社会地位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和修

养的世俗影响，那些学历较高、家庭背景不深，甚至是已有一

定身份地位的知识女性，为积攒上一层社会地位的资本，很容

易受到隐形抑郁和隐形工伤的困扰，积劳成疾，甚至工作压力

过大猝死。知识女性行走职场，把握分寸和提升自我最重要。

要学会智慧选择，发现和瞄准“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自

己主客观条件允许下，实现现实的理想。要学会释放工作压

力，不要追求完美，在自己和业务之间保持距离，挖掘和培养

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从中恢复和实现自身的多元价值。现实

生活中，体现自我价值越多元化，就越容易感到快乐和满足。

尽可能多参加各种培训，结识志同道合的人，在精神上寻求一

种可以让自己敏锐地感知世上美好东西的能力，让自己得到

一种身心愉悦，使生存变成一种快乐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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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Thinking about Intellectual Women＇s Interest Appealing
to the Ｒealization of Their Own Value

———The Impact of Market － oriented Ｒeform on Intellectual Women in the Workplace
Wang Ailian

( Shanxi TV University，Taiyuan，Shanxi，030027)
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 economic system，China＇s market － oriented reform，and also with the o-
verall society becoming a diversified heterogeneity community，the major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women＇s status
and the interests，especially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own value，intellectual women have full cognition to the plural-
ism fact and present diversified interest appe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women＇s major interest appeal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own value，the article tries to put forward its path thinking about how to realize their own
value．
Key words: market － oriented reform; intellectual women; their own value; interest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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