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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之性别优势的多维性

左兴玲

(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女权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实现女性和男性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权力平等，但由于长期受男权主义

观念的影响，女性性别优势难以充分彰显。要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参与权和决策权，就必须对女性的性

别优势作合理的挖掘。从性别分析方法入手，对情感与理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进行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女性在心理、情感、认知等性别优势的多维度表现，将有助于她们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公共管理和决

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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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对导致男女两性不平等的制度和

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其中，对传统二

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性

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的主要方法之一，本研究

以此方法入手，对情感与理智、公共领域和私人

领域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重新建立情感与理

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内涵，目的在于

阐明女性有深入参与社会管理和决策的能力。
一、性别分析方法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思

二元对立思维普遍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传统

中，这种以父权制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对情感与理

智、文化与自然、光明与黑暗、主动与被动等统一体

作出了价值二元对立的主观评价。这种思维模式

将女性所具有的性别属性视为消极、被动的存在。
例如，中国儒家文化从汉代开始明确形成了“男尊

女卑”的观念，董仲舒认为“男为阳，女为阴”，阳是

尊贵的，阴是卑贱的，阳为阴之主，阴为阳之助，所

以“妻要受命于夫”［1］。在西方文化中，早在古希

腊时期，随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理

性的高度赞扬，理性的王国就被确立起来。但高扬

理性却是以贬低感性和情感为代价的，而被感性化

的女性自然也就在贬抑之列。古希腊哲学家毕达

哥拉斯认为有一个善的本原，它创造了秩序、光明

和男人; 还有一个恶的本原，它创造了混乱、黑暗和

女人［2］。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总是提供物质材

料，男人总是塑造它……身体来自于女性，而灵魂

来自于男性［3］( P22 － 23)。自此，男人和女人被看作是

同光明与黑暗一样的二元对立关系，男人与所有主

动的、文化的、光明的或一般来说正面的事物相联

系，而女人则与所有被动的、自然的、黑暗的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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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负面的事物相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固化

了男人与女人截然不同的“本质”，而且对西方人

的认知影响深远，即便是在今天也能寻觅到它的

踪影。

在二元对立的范畴中，最能固化男人和女人

本质的，当属“情感与理智”，这种本质论认为女

人是感性的，缺少理智的，男人则是以理智为主

的。男女两性不同的本质规定决定了他们在社

会活动中的性别分属以及社会地位的高低。柏

拉图认为“男人的美德是管理国家，女人的美德

是‘治理家庭、料理家务和服从丈夫’”［3］( P36)。亚

里士多德将家庭和城邦作了区分，认为家庭的目

的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而城邦则超越了“单

纯生活”的需要，它是为“善的生活”而存在的，单

纯的自然需要存在于家庭为主的生活领域，这一

领域又受自由男人的统治，因为女性拥有不完善

的理性能力，而男性则有更全面和更完善的道德

美德与理性［3］( P39 － 40)。因此，在古希腊时期，只有

男性拥有决定国家社会发展的权利，女性则被排

除在城邦政治之外，连基本的公民权利都没有。

由于性别差异，男女两性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工古

已有之，但在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中，男性分属

公共领域，国家和市场管理等公共领域都为男性

所控制，并被赋予很高的价值; 女性则分属私人

领域，家庭、情感生活被视为女性活动的私人领

域，被赋予极低的价值。

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这种否定性理解将女性

完全从公共领域中排除出去，阻断了女性进入公

共领域的途径。因此，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

模式，打破情感与理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

相互对立，才能根除限制女性公共参与的障碍。

众所周知，“性别关系”是人类重要的社会关

系之一，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个人身份的性别认

同，对性别作专门的理论研究在古代社会几无可

能，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才开启了这一重要的理

论领域。如今，性别研究已发展成一种性别分析

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考察人们的认识和行动

时，要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尤其在社会制度和

文化层面，更需充分考虑到每一个独立个体 ( 包

括男人和女人) 的特殊需要，使其在社会中获得

合理发展的权利。

基于此，性别分析方法对情感与理智、公共和

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持一种批判态度。二元对立

思维在男权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中，一直主导

着对女性性别的歧视性规定，性别分析方法则从理

论和现实上，力图证明女性和男性的性别差异并无

优劣之分，而且贬抑情感、高扬理性等等，都是文化

偏见所导致的不合理的观念。理智和情感各有自

己的优势和独特价值，它是人性的一体两面，既没

有绝对的理性人，也没有绝对的感性人。事实上，

男人和女人虽然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的表现各有

轻重，但绝不是像光明和黑暗那样的二元对立，而

是互有优劣、相互补充的关系。传统文化将女性的

情感因素视为女人的缺陷，将男性的理性因素看作

是智慧的象征，以此贬低女性、高扬男性本身只能

被视为一种文化的偏见。

此外，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将男性分属公共

领域和女性分属私人领域，这也是文化偏见的产

物。公共领域将女性排除在外，并被赋予比私人

领域更高的社会价值，进而通过性别隔离的方式

使女性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女性公共参与的一

个主要方面是要打破这种公私领域的对立与性

别隔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不应该有明

确的价值区分，它们的划分是相对的，在一定程

度上二者是相互渗透的。在女性主义看来，虽然

家庭被划归为私人领域，但女性的生育和养育子

女、家务劳动以及对家人的情感付出都应该被视

为社会生产，它像公共空间的经济生产一样是人

类整体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没有人

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没有女性在家庭等私人领域

的特殊贡献，经济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生产都会受

到严重影响，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人自

身的生产、精神生产等等的统一，传统的家庭私

人领域则是这些生产活动的重要因素。随着现

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社

会公共领域，逐渐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公私领域的

二元对立。然而，女性在公共参与上依旧处于劣

势地位，为了更好地说明女性参与公共管理和决

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必要彰显女性在社会公

共领域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并将这种优势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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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家庭和情感方面的优势合理地统一起来，这

就需要对女性的性别优势作系统深入的心理学、

伦理学等方面的证明。

二、女性公共参与的性别优势

女性因为性别差异而独具某些优点，使其在

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出一定的性别优

势。性别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生理性

别造就了男女两性不同的身体构造，社会性别以

生理性别为基础，通过文化形成了男女两性不同

的气质。简言之，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心理、情感

和认知上都呈现出一些独特的性别优势。
( 一) 女性的心理优势

从现代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来看，男女两

性在智能方面总体上大致相当，但在智能结构方面

则各具特色，具体表现有:“在语言能力上，女性显

示出较明显的优势; 在记忆方面，男性比女性善于

意义和逻辑加工; 在思维方面，女性的思维倾向于

形象性，男性的思维则更具抽象性; 在感知觉方面，

女性要比男性敏感，知觉速度也比男性快，在反应

速度上则是男性更快一些”［4］( P227)。可见，在记忆

和思维方面男女两性平分秋色，各有特点，而在语

言和感知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具优势。具体而言，女

性在这两方面的优势造成了其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细致的观察力。

首先，女性的语言优势使其具有很强的沟通

能力。对大脑功能区域化的研究表明，男性主要运

用左脑进行交谈，女性则运用左右两侧大脑; 口吃

也被认为与口吃者的言语和语言的脑功能异常相

关，而在口吃患者中，男性的比例远高于女性。这

些科学证据都表明，女性发展出较为明显的语言优

势，表现为语言流畅、形象、表达力强，这种优势在

幼儿期、青春期及其以后的发展阶段中都占有突出

地位［4］( P225)。正因为具备这样的语言优势，女性表

现出良好的沟通能力，并且善于运用沟通来寻求合

作和解决问题。这种语言优势使女性在社会公共

管理和决策，尤其是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必然会显

示出独有的优势。

其次，心理学研究证明: 女性敏感性强，具有

细致的观察力。以优异的感知力为基础，女性善

于捕捉身体语言、口头信号、音调，以及其他感觉

刺激中的微小信息。“对身体语言的研究表明，

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有 60% ～ 80% 的信息是非语

言信号传递的，语言信号只占 20% ～ 30%，另外

7% ～ 10% 是语汇。女性能敏感地收集分析信

息，她们两个大脑半球之间信息的迅速传递，使

她们精于理解这些语言和视觉的信号”［5］( P254)。

此外，很多女性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意识，能敏锐

地洞察和感知人和事物，这种意识通常被称作第

六感觉，“这种下意识的直接感觉不是掺杂观察

思考和理性分析的结果，它产生于一种不可理喻

的反应而隐约感知……第六感虽然不属于五官

感觉，但却与之息息相关。可以说，它是相对意

义上的超视波、超嗅波、超触波，这些浅波作用于

潜意识，以其敏感和善藏，成为五官五觉的微妙

补充”［5］( P254)。女性敏感性强使其对一些微小事

物也能有所觉察，进而具有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

力，因此，女性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能够做得更好，

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女人“心细”。这种细致的洞

察力使女性在公共参与中，尤其是在“细节决定

成败”的关键时刻更具有决策优势。例如，在企

业管理和决策中，女性领导者的成功即可以说明

这一点。海尔集团副总裁杨绵绵“一根头发丝”

的故事，被看作是管理学的经典案例: 一次，她在

分厂检查产品质量，在一台冰箱的抽屉里发现了

一根头发丝，便立即召开会议，有的职工觉得她

小题大做，但她却严肃地说: “抓质量就是要连一

根头发丝也不放过”。这种认真细致的态度，促

使企业严把质量关，对企业发展大有裨益。

除了心理方面的优势，女性所独有的情感优

势，也使得她们能够更敏感地体察到人际交往中所

包含的各种复杂而细腻的情感关系，在处理这些关

系时她们表现出更强的情感协调能力，使人与人在

公共领域的交往中更富有人情味、更具和谐气氛，

而这正是良好的社会管理所应该具有的情感基础。
( 二) 基于关怀伦理的情感优势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情感的丰富往往被曲解

为缺乏理智的表现，但科学证明，女性丰富的情

感表达和超越男性的感知能力，却是女性特有的

优势。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所建构的关怀伦理学，

比较充分地彰显了女性的这种优势。关怀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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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情感、关系，是一种注

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同情和相互交流，从

而形成协调的关系网络的伦理理论［6］( P27)。

关怀伦理学的奠基者吉利根，在其代表作

《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中论

述了女性的自我和道德发展问题。她认为，女性

在道德发展上有着“不同的声音”，它反映了女性

在现实社会中，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道德冲突所

采取的解决方式和过程。吉利根通过访谈和一

系列的研究发现，男性的道德以人与人之间的分

离为基础，强调人的自主性和权利，以此发展出

来的是一种公正伦理; 女性的道德则是基于人与

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所产生

的彼此负有责任的意识，进而发展出一种关怀伦

理。女性把道德看作一个关系网络，把道德选择

和判断看作是关系中的理解和对话，而不是彼此

之间的否定和冲突。女性更强调“关系”“联系”，

将道德中的情感关系看成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

重要纽带，强调彼此之间责任的共同承担，尽可

能弱化责任推诿，使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更富有人

情味、更容易互相理解。这种以关怀为基础的、

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方式，比以理性为基

础的公正伦理更具有沟通上的有效性。

关怀伦理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诺丁斯，对关

怀在关系行为中所具有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作

了深入的考察。在她看来，关怀是一种关系行

为，这种关系的发生和维系取决于关怀方和被关

怀方彼此之间的互动，她说: “关怀实际上是人们

在身心上对他人或他物所承担的责任，是关怀方

把握他人的现实性，尽可能地满足他人需要，通

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的，并能够得到被关怀方回

应的一种关系行为”［6］( P45)。进一步说，关怀方在

关怀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并在关怀行为中呈现出

如下特点: 首先，关怀方会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

他人身上，与他人发生一种“移情”作用，并把他

人接受为自己，同他人一起感觉，这种感觉就像

母亲感知自己的婴儿一样那么自然而深刻。其

次，关怀的范围有内外圈之分。关怀方“总能将

自己置于关怀圈的中心。从内圈看，她之所以关

怀是因为爱。但当关怀方走向并没有从家庭而

来的自然需要的外圈时，关怀方还是发现自己具

有行为准则，关怀方必须使自己的爱具有超越

性，让外圈的人作为潜在的被关怀者进入自己的

关怀圈”［6］( P46)。再次，关怀方在关怀关系中形成

了自我，关怀方不仅把自己看作关怀方，也把自

己想做被关怀方，渴望被理解、被接受，从而形成

伦理自我，“这个伦理自我来源于对联系的承认，

包括自我与他人的自然联系，以及通过他人与自

我的联系而与自我重新建立起来的联系，当关怀

方关怀 他 人 和 被 他 人 关 怀 时，她 也 能 关 怀 自

我”［6］( P25)。与关怀方相对应，被关怀方也需要表

现出一种感受能力，当关怀方关怀被关怀方时，

被关怀方也能感受到自己被关怀，并能接受这种

关怀，这就形成了二者之间的互为关怀的良性互

动，使交往者之间融通自然，更易协调一致。

虽然吉利根和诺丁斯把关怀看作女性特有

的道德的声音遭致了一定的质疑( 如特朗托认为

关怀是超越性别的) ，但女性在关怀伦理上的独

特优势还是有目共睹的。与男性相比较，女性的

关怀情结总体上确实优越于男性，而且关怀本身

就是基于对女性一些特点考察而发展出来的，它

强调女性的关怀和同情，是一种“女性”伦理学。

这种“女性”伦理学与“女性意识”密切关联，它主

要关注的是，由于女性的生育、抚养儿女、协调家

庭关系等活动而形成的强烈的同情心、母爱等其

独有的情感气质。因此，从女性的角度对关怀伦

理的研究和挖掘就显得更为深刻。由于女性和

男性在传统社会中在生活经验和体验上有着明

显的差异，女性不仅很好地保有了原始的、自然

的、朴实的自然关怀，例如，母亲为了孩子的利益

而付出的母爱都是自然而然的，她不计利害得失

甚至投入整个生命，这种关心爱护之情近乎一种

生物本能，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女性还形成

了丰富的伦理关怀。这种伦理关怀虽然以对自

然关怀的感觉和记忆为基础，但它显然已经超出

了本能，变成了以伦理为基础的自觉意识［6］( P48)。

在诺丁斯看来，虽然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并没有

高低优劣之别，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通过生活经

验所积累起来的伦理关怀总体上要比男性强烈。

妇女通常比男人更多地负责关怀年幼的孩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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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老人，而且她们还要照顾他人的需要，在一

些社会状况下协调冲突，这需要有大量的自主、

爱、选择以及交流的技巧。

女性在关怀能力方面还有另一个明显的优

势，即当遇到各种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时，她们善

于从关怀的角度出发来协调双方的关系，在冲突

中耐心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东西，以谋求团结与

和谐，而不是过分执着于孰对孰错 ( 男人则不一

样) 。协调多是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而对话则

是基于对他人的一种关怀关系，是“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一种道德态度在交往关系中的生动体

现。对话能够“帮助双方作出一个共同理解的决

定，它也把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以便形成关怀

中的反应关系，进而维持关怀关系”［6］( P54)。这种

关怀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提供了重要的

性别基础，尤其在管理和政治决策共识的形成上

必然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女性在管理

中擅长将特有的关怀和关爱运用其中，更能使员

工感觉到企业有家的感觉，玖龙纸业的董事长张

茵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企业领导者。她对待员

工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亲切随和，除了物质

上的奖励，她还十分关心员工的安全、生活质量

等，使员工感受到其关怀备至，对企业也充满信

心。在谈及自己的成功之道时，张茵说这与团队

和团队精神是分不开的［7］。在行政管理方面，女

性也表现得很出色，由全国妇联、中华女子学院

承担的课题项目，通过对中国女性高层次 ( 厅局

级以上) 人才参政状况的数据分析，以及个案研

究发现，优秀的女性领导者具备与男性一样的品

格和能力，并且她们还具有很多自身的优良品

质，如体贴、理解、包容，在工作中既表现出高水

平的领导力，又体现出女性的关怀意识与团队合

作精神［8］。

女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一

种独特的伦理关怀，她们更多地从敬畏、理解、尊
重自然的角度出发，来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就像照顾儿童或病人那样，用自己的行动来

保持与自然的亲密联系。因此，女性的环境决策

能力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优于男性，这对

男性主导下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决策模式会

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挪威前女首相格罗·哈

莱姆·布伦特在担任环境事务大臣时，在环保方

面取得了很好的政绩。在任职首相期间，她还担

任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在她的主持

下，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经过 3 年多的努力，

于 1987 年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我们共同的未

来》的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认为只

有通过改革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如今，这种发展理念已经得到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并被纳入社会发展规

划中［9］。在非洲，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

长旺加里·马塔伊成功将环境和社会问题、妇女

问题结合起来，领导“绿色林带”运动，率领妇女

一起植树 3000 多万棵，以此唤醒人们对改善生存

状况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在中国，很多女性也表

现出对生态环境的热切关怀，并积极主动地参与

环境保护。2015 年 3 月初，柴静的《穹顶之下》引

起人们对雾霾、对环境污染的深切关注，有网民

评价这是“一个资深记者的道义良心，一个普通

母亲的社会责任”。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女性参与

政治决策，切实推进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必将

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认知优势———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启发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女性主义知识论的重要

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代表人物哈丁认为，

“立场”这一概念是妇女反对男权主义政治斗争

的产物，其目标是使妇女所关切的事项，能够反

映在公共政策和影响这些政策的科学研究之中。

这种认识论主张，从妇女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从男

性中心主义的概念和社会秩序出发，来提出和思

考各种知识问题，为知识的生产等诸多知识论问

题的解决提供合理的女性资源。对作为弱势群

体的女性所具有的“社会性别优势”，著名的女性

主义知识论学者哈丁、哈德萨克等，均作了比较

系统全 面 的 论 述，概 括 起 来 主 要 有 如 下 几 个

方面。

首先，女性的立场和经验能提出新的研究问

题，具体表现为: ( 1 ) 对社会秩序来说，女性是有

价值的“陌生人”; 对统治体制来说，女性是有价

值的局外人，她们被社会秩序和知识生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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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排除在外。因此，重视女性的价值，对于

正确理解社会秩序和知识生产是非常重要的。
( 2) 女性所受的压迫使她们更愿意从受压迫者的

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有利于揭示出那些离开这一

角度就难以看到的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 3) 女

性所进行的反压迫斗争，促进了为被压迫者服务

的知识的形成。这是因为女性从她们的生活视

角出发，不仅能看到社会更清晰、更完整的图像，

也能看到传统的假设限制了我们对女性的生活

及其历史的理解。例如，对女性性别化的劳动分

工的研究，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 如何以

及为什么社会和文化现象采取了我们所看到的

形式。( 4) 女性，尤其是女性研究者，是“局中的

局外人”［10］( P51 － 52)。在父权制文化中，“局中的局

外人”的特殊位置更易于觉察到中心和边缘、内

在与外在之间的关系。

其次，女性的立场较少存有偏见。女性主义

立场论者哈丁认为，“用于科学研究的现有概念

框架、方法、规则和程序，仅仅是从站在优势群体

利益的立场上建立的。某个特定的边缘群体的

立场，可以指出获得更少片面性和更少歪曲的概

念框架、方法、规则和程序的途径”［11］。在此意

义上，她指出，从男性的生活开始的研究，由于忽

视了其他立场的知识来源而以普遍真理的持有

者自居，这种研究可能会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和偏

见。相比之下，从女性生活出发所进行的研究，

则更少具有片面性和歪曲性，能获得更准确和合

理的对世界的认识。

再次，女性立场更具客观性。在女性主义立

场论者看来，女性视角更为合理、客观。哈德萨

克认为，由于性别歧视的立场，男性看不见人与

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真实关系。相反，

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由于在坚持或辩护

现状上没有类似的利益，她们更能产生更完整的

而且不是荒谬的理解，也能提供一种揭示社会实

在真理的优势立场”［10］( P53)。换言之，因为自身

所处的劣势地位，她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与男性有

所不同，甚至是截然不同，从而能更好地发现男

性所忽视和遮蔽的事物，以及揭示出男性对现实

的歪曲。与此同时，女性在社会中的双重角色也

使其视角更为客观。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

承担着责任的女性，对家庭的、个人的以及公共

的、男性统治者的环境和话语都比较熟悉，“这种

双重熟悉赋予了她们更优势的适应性和更宽阔

的理解力。她们相对于男性在经济、社会上的低

劣地位，迫使她们学会说男人世界的公共语言，

并在这个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之间进行调停，这

种沟通与调停源自女性的一种基本能力，即在与

他人的关联中，平衡自己的需要并满足共同的利

益的谈判能力”［10］( P54)。

总而言之，女性在认知上的这些优势对于正

确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无疑

具有重要作用。女性立场的介入能够使以往形

成的一些偏见和歪曲理解得到改变或矫正。由

于女性立场以及其他的边缘立场长期得不到重

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选择性的，经过筛选

的知识往往是从优势群体的生活出发，因而也更

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的认知模式是十分片面

的，至少是不符合最大程度的客观性的。从弱势

群体的经验出发进行研究，能够提供不同的概念

图式，能增加获得客观性知识的可能性，更有利

于揭示被传统的方法所遮蔽的关于社会和自然

的真实关系。就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而言，女性

立场的缺失不仅使其在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从

属地位得以延续，也使得与女性密切相关的边缘

群体的利益遭受不利影响。因为，男性作为优势

群体在制定自己看来似乎非常合理的政策时，其

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男性中心主义的观念出发，

来规划弱势群体的生活。以女性的认知优势参

与公共管理和决策，可以使边缘群体的需要和利

益受到重视。具体说来，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变女

性生活被决定的命运，同时也可以矫正一些公共

决策中的偏差。另一方面，能够改善一些弱势群

体的处境，因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要依靠妇女，

包括女性活动所支持的儿童、其他家庭成员、老

人、病人以及一些更大的社会群体。

四、结语

长久以来，尤其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文化和

制度的原因，女性被隔离于政治之外。占统治地

位的男性借助于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

·02·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 年第 4 期



相应的制度设计 ( 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

度、文化制度等) ，将女性笵囿于狭隘的私人领

域，即便偶有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其地位也是

微不足道的。此外，女性被认为是智力薄弱者，

无法胜任管理和决策工作，这种观念甚至变成了

男女两性的共识，严重妨碍了女性对自身性别的

合理认同，以及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对自己才能的

充分展示。要打破这种性别歧视的观念，必须从

女性性别的优势特征出发，挖掘和彰显女性优越

于男性的各种素质，为女性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

公共管理和政治生活提供充分的理论根据，进而

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性别上的边缘地位。
女性作为人类性别的另一半，在人类社会生

活和价值创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忽视

或轻视女性生活价值的观念都是不合理的，许多

女性发挥性别优势、广泛参与公共生活已经取得

很好的成绩，并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总之，

女性的性别优势可以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发挥男性不可能替代的积极作用，只要人类在

制度、男性和女性的彼此认同上形成合理的共

识，女性基于性别优势的参与社会管理和决策的

能力就会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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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Gender Advantage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ZUO Xing-ling
(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feminism is to pursu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in participation of vari-
ous social activities． But as a result of long － term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ndrocen-
tric ideology，women’s gender advantages are obscure． Therefore，for equal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 －
making，we must excavate women’s gender advantages gradually． With the approach of gender analysis，I’ll put
forth a new interpretation about emotion and reason，public sphere and private sphere．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argues further that women’s multidimensional performance of gender advantages in psychology，emotion and cogni-
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ir extensive and in － depth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gender analysis; care ethics;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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