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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视阈下性别比例政策的优化

周 爱 民

摘 要 ：
性别 比例 政策 实施 以 来 ，

一直不 乏质疑的 声音 ，
其 功能也有弱 化倾 向

，
其主要原 因在 于文化

转型时期
，

人们 对女性参政的社会认 同 出现 了 困境 。社会认 同是发生于人际 间和人与 社会之 间 的价值

评价关 系 ， 它 不仅直接表达着个人 、群体和社会三种主体的价值评价
，

而 且还规定 着人们 对待他人 、群

体和社会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 。女性参政的社会认 同 困境 包括女性 自 我 身 份 、价值观念 以及制 度政策

的认 同 困 境等三个方 面 。 要优化性别 比例政策
，

关键在 于构建积极的社会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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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和人大代表当 中 ， 女代表的 比例最高分别 为
、 性另批舰策弱化的具体表现

和 ，这 比例低于联合国 的标准 。

性别比例政策实施以来 ，
理论界就

一

直持有截 二是女性参政的结构欠佳 。

一

方面出现了职务性别

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

一种观点是主张实施比例政 化的倾向 。 我国女性干部大多是主管科教文卫 、计

策 ， 即在妇女参政能力不成熟 、
缺乏竞争力的现阶 划生育 、群众团体等工作 ’ 在党政干部主干线和重

段 ， 在民主选举和公开竞争中就必须规定性別比 要综合部门任职的很少 。 另
一

方面 ， 出现了
“

权力尖

例 不然会影响妇女参政的数量和质量 ；
另一种观 端缺损

”

现象 。 这种现象有两种理解 ：

一

是越到上

点是主张取消比例政策 ，认为既然我们巳经实行了 层 女性就越少 ；
二是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 正职中

公开竞争和 民主选举的制度 ， 就应该取消比例政 女性都很少 。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导致女性的利益不

策 ，不然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 尽管性别 比例政 能在决策层有效地表达和融入政策之中 难以达到

策具有争议性 ，但该政策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 性别平等主流化 。 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形成了一个

国家所引人 。 目前 世界上有大约 多个国家在 鲜明 的对比 。 截至 年 月 ，世界范围内担任国

政治领域里引人了性别配额制 这种方法正被运用 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女性人数达到 了 人 ， 目前

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系统
——民主以及非民 主 个国家元首中有 位是女性 ， 占 个国

政治的公共选举中 ，大大地提高了妇女的参政比例 。 家政府首脑中 ， 位是女性 ， 占 。 截至 年

我国是比较早实行比例政策的国家之一。 自 新 月 ， 全世界有 个国家女正部长的 比例达到

中国成立 以来 ，历经 多年的发展 ，实行性别 比例 以 上
，
其 中 ， 挪 威 （ 、瑞 典 （ 、 芬 兰

政策 有效地推进了女性参政 。 但是至今为止 我 国 （ 、冰岛 、法国 的女部长 已 占内 阁

女性参政尚不尽如人意 。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 的半数 。
⑴这些情况表明 ，

我国的性别比例政策没

是女性参政的比例整体偏低 。 以我国 的女政协代表 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而是出现了弱化倾向 。

和人大代表人数的性别构成为例 ，在十二届政协代 性别比例政策设计存在缺陷

一

—



我们知道 ，
比例政策的 目 的是为了解决女性参 但是女性参政的障碍还是很多 。 究其原因 主要是

政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问题 即确保一定数量 在这样一个
“

文化堕距
”

的时期 ，人们对女性参

的女性参政 ，并且保证这些参政女性不要处于权力 政的社会认同出现了困境 。

的边缘 。 不容否认 ，从总体来看 比例政策的作用在 社会认同的涵义

保证参政女性的数量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却 社会认同来 自于个体认为 自 己所隶属 的社会

在当选的质量方面效果并不显著 职务的性别分工 群体 个人通过社会认同获得了不 同于个人认同的

仍相当明显 。 首先 ，
比例规定过低 。 我国 中高层女性 集体观念 。 也就是说 ，社会认同是某个集体的共同

领导比例基本都在 以下 这
一比例大大低于联 认同 。 由此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泰菲尔认为社会认

合国 的标准 。 而且如何与时俱进地推进我国性 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 、价值和行动取向 的

别比例政策
一直未被明确提到议事 日 程上 ， 大多 集 中体现 本质上是

一

种集体观念 。 泰菲尔的社会

停留在原则和 口号上 。 另外 没有规定女性干部当 认同概念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使用 。 很多社会学家在

选的层次 。 比例政策规定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当 论述社会认同时 ，通常不局限于个体对群体和社会

选 ，却没有硬性规定妇女应该当选的具体层次 。
也 的一致性认识 ，而是在群体甚至社会层面上 讨论

就是说 ，
比例政策一定程度上只能保证妇女当选 而 人们对社会信念 、价值规范和理想 目标的认可与评

无法保证妇女具体担任什么职务 。 价 。 即认 同既是社会主体从 自 己 出发的一致性认

性别 比例政策认知程度较低 识 ，
也是社会主体对他人 、群体和社会的价值认可 。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凯特尔说过
“
一

项公共决 概言之 社会认同是发生于人际间和人与社会之间

策若没有得到政治支持 则无论其专业化程度多高 的价值评价关系 。 社会认同不仅直接表达着个人 、

都难以持久 。

”
—

定程度上讲 政策认知 、政治支 群体和社会三种主体的价值评价 而且还规定着人

持以及政策绩效之间是成正比关系 的 。 毋庸置疑 ， 们对待他人 、群体和社会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 。

比例政策依靠 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 确实取得 了
一

女性参政的社会认同 困境的具体表现

定成效
， 但事实上 ， 无论是政策执行者还是普通大 社会认同表达着社会成员在价值评判上的差

众
，
都对性别 比例政策有不同程度的质疑 。 他们的 异分化 因此 ，社会认同理论对于女性参政的现状

质疑主要有三点 ：

一

是质疑 比例政策的合法性 二 分析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意义 。 对于女性参政的社

是认为比例政策违反了程序公平原则 ，
三是认为比 会认同 ，不仅是

一

种主观的心理建构 还有其客观

例政策变相地剥夺了选民的 自 由投票权 。 的社会基础 女性参政的社会认同困境由此而产生。

性别比例政策执行存在偏差 社会认同包含 四个层面的意思 ：其
一

， 社会认同是

性别比例政策认知感的缺乏 导致其在执行中 对群体身份资格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其二
，
社会认

存在偏差 。 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

一是执行中的形式 同是 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 的辩证统
一 其三 社会

主义 ，最有代表性的是在会议上大力提倡女性的权 认同是历史 、多元 、动态 、双向的建构过程 ；
其四 ，社

力参与 在文件中规定女性权力参与的 目标 ，但在 会认同是由多种认同有机构成的复杂系统。 在此

执行中组织 、人员措施却不到位 ；
二是执行中 的教 理论构架下 ，女性参政的社会认同 主要包括 自我身

条主义 。 在政策执行中对政策内容盲 目机械照搬 ， 份地位的认同 、价值观念认同及政策制度认同等几

不加分析 ，
在女干部配备上只重下限而不重上限 ， 个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方面 。

致使有些领导班子中根本没有女性参与 ，有的地方 第一 女性 自我身份地位的认同 困境 。 自 我身

甚至让一名女性代表多重职务角色 。 份意识是人对 自 身所隶属群体中地位与作用的认

—

女性参政的社会认同困境
知 。 女性 自我 的身份认同是女性意识的核心内涵 ，

一

二二二 二：抽 女性意识遭遇 了现实困境 ， 比如社会的文化资源 、

内在结构 、深层意识 、言说方式等可 以说都是男权

中 国社会的变迁是综合性的 ，它不仅表现为经 性的 ，在这样的男权语境中却要表现女性意识及其

济体制 、社会结构 以及文化模式的转型 更体现为 主体 ， 是非常艰难的 。 由此 ， 在女性参政中 女性的

人们心理上对转型社会认同上的巨大变化 。 虽然现 参政意识 、主动意识 、竞争意识不是很强 大多数女

代女性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已经大大高于以前 ， 性对 自 我角色形成了不太好的心理认同 ，
比如 自

—

—



卑 、 自满 、依赖 、软弱 、封闭等不良心理 。 这种 自我身 上领导职务 ，

一般应具有在下
一

级两个以上职位任

份地位的认同 困境主要是因 为女性在社会化的过 职的经历 提任县 处 级以上领导职务 由副职提任

程中 大多社会和文化普遍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于家 正职 ，
须在副职岗位上工作两年以上 由下级正职提

庭 。 女性从小就被家庭 、学校和社会文化教育为扮 任上级副职
一般要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 年以上 。

演妻子和母亲角色的人格特征和价值取向 ，结果使 这些有一定时间 限制的工龄或者是基层工作经历

得女性从小就对政治不感兴趣 ，从而出现一种低政 的资格条件 似乎是性别 中立的 ，但其实是有失公

治化的倾向 。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女性慢慢地 正的 ，因 为女性特殊的生育期 的存在将有可能直接

走出家庭 ，走入社会 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竞争和机 影响女性干部达到这些资格条件 。 其次 有关政策

遇时 ，无法对 自我身份和角色有正确的定位 就很 没有与时俱进 。 比如男女不同龄的退休政策就比较

容易产生 自 我角色社会认同的困境 ，从而影响女性 典型。 在女性受教育程度 、竞争能力 、健康状况都前

参政 。 所未有地提高以及家务劳动 日趋社会化的条件下 ，

第二 ，女性参政的价值观念认同 困境 。
一直以 这种规定已经不适应女性发展的需要 ，会导致女性

来
“

男外女内
”

的劳动分工模式是社会分工最为基 人才的极大浪费 更会影响到更多女性成长为拔尖

本的模式 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
“

到现在 人才 致使髙层次人才队伍性别结构严重失调 。 再

为止 ，人类还没有造出
一个社会结构不是把男女的 者 ，政策法规粗糖宽泛 ，导致其难以得到广泛认同 。

性别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 。

”

这种社会建构的分 我国 宪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工模式对两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其中最为突出 法规政策 ， 对保证妇女的政治权益都有所规定 。 然

的影响就是形成了女性参政的价值观念认同 困境 。 而 大多数规定缺乏具体操作性 ，

比如规定中 的
“

适

首先 ，它导致了性别刻板角 色的形成 。 性别刻板角 当
”

、

“

至少
”

等模糊词语 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贯彻运

色是指
“

社会生活 中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对男性和女 用 ，从而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

性的固定看法
”

。 正是因为这种看法 ，使得社会

对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 的职业醒 ，
比如男性通常

—

“
更多地从事具械术要求卿、业等雜 作 ，而女

■■

性更多地从事那些职业地位低 、服务性或辅助性的 要优化性别 比例政策 ，使其充分地为女性参政

工作 从而容易导致职业的性别隔离 。 其次 ，它导致 服务 ，关键在于构建积极的社会认同 。

了误判女性参政价值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形成 。 正如 进行性别意识的宣传 构建人们对比例政策

哈特曼所说 ：

“

性别分工是等级制的 ，
妇女地位的社 价值上的社会认同

会根源在于按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 。

”

即女性从 要提升大众的社会心理认同 ，最为有效的途径

事的劳动价值永远低于男性从事的劳动价值 。 正因 之一就是进行性别意识的宣传 。 要在各级党校 、妇

为这点 误判女性参政价值的社会舆论环境 由此生 干校系统的理论教学 中设置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成 。 比如 ， 只要女性当选为某个职位 ，大家议论的通 的课程 文化艺术部 门要尽力创作出一些正确反映

常不是她从政历程中的功绩 而是她的性格或者家 女性领导独具个性 ，又不过分男性化的 、容易 引起

庭背景等方面 。 再比如 ，

一

些大众传媒宣传女性干 人们逆反心理的那种所谓
“

女强人
”

的艺术作品 。 通

部时 ， 很多时候也只限于她们对妇女问题的见解 ， 过学习和宣传 ，
使人们树立正确的妇女观 ， 为女性

而其对经济发展 、体制改革等
一

些宏观问题的见解 参政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外部环境 ，使得女性的

和举措就很容易被忽略 。 这样的舆论环境 不仅使 参政意识和 自我意识提升 ，使得社会形成对女性参

得社会对女性参政的价值认同程度低 ，
而且使得女 政的价值观念的集体认同 。

性对 自身从政的价值也会出现认同困境 。 规定参政比例及层次 构建人们对 比例政策

第三 ，女性参政的制度政策认同 困境 。 首先 ，有 实施上的社会认同

关政策对女性的生理特点和成长规律没有充分的 比例政策的模糊性使得比例政策在实施过程

认知 。 比如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 中 出现了偏差 ， 因此 对比例政策 中的女性数量和

中规定 ，提任县 处 级领导职务 ，须有 年以 质量都要有具体的 、硬性的规定 这样可以打破性

上工龄和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提任县 处 级以 别化怪圈的内在运行逻辑 尤其是可以保障女性进

—

—



人决策机构的 目标 。 比如 年 月 ，湖南省委办 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 。

公厅下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认真做好市州 、县市 由此可见 ，任何一部法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都有

区人大 、政府 、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通知 》 ，实 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 。 要消除这种行为 关键在

现 了政策的新突破 换届时 市州 、县市 区人大 、政 于设立相关监察机构 ， 明确奖惩措施 并设置量化

府 、政协领导班子
一

般要各配备 名女干部 交叉 指标体系 ，采取定量的监控方式 。 对违反政策的相

任职的不重复计算 ） ； 注意选拔优秀女干部担任市 关人员给予严惩 提高其违规成本 ，

一旦人们对违

州 、县市区政府正职 ，每个市州所辖县市区政府正 反比例政策的成本达成了社会认同 ，
比例政策就能

职中应配备 名以上女干部。 这样在比例政策 中 落到实处 真正起到推进女性参政的作用 。

对女性的数量和当选层次都有了硬性的规定 更具 如上所述 ， 社会认同不仅直接表达着个人 、群

有了操作性 使得比例政策在实施上容易形成社会 体和社会三种主体的价值评价 而且还规定着人们

认同 。 对待他人 、群体和社会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 。 女性

健全监督机制 ，构建人们对比例政策条款的 自 身以及社会对女性参政价值的认同程度不髙 ，
从

违规成本的社会认同 而导致人们对促进女性参政行为的态度和行为也

行政学家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说过 ：

“

在每一个 不够积极 ，集中表现在人们对女性参政的相关制度

群体中 都有不顾道德规范 、

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 的制定和实施 尤为典型的就是性别比例政策的制

义行为的人 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其潜在的收益是 定和实施 。 只有构建积极的社会认同 性别比例政

如此之高 以至于恪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 ，因此， 策才能得以优化 ，女性参政才能更好地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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