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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t h ree t heo ret ical

app roaches to t he research o n t he

changes in wo men’ s st at us : t he

t heo ry of per so ns in po sit io ns of

st rengt h , t he t heo ry of t he cul2
t ural school and t he t heo ry of t he

eco no mic school , each school hav2
ing it s ow n view s o n t he key fac2
to r s affect ing wo men’ s st at us.

The following art icle describes and

co mment s o n t he co nt ribut io ns of

t hese t h ree app roaches o n t he

t heo ret ical side and t hei r relat ive

limit at io ns , at t he same t ime

p ropo sing a pat t er n integrat ing

t he relat ive advant ages of t he

t h ree .

妇女地位是在社会

分化与社会评估过程中

与男性群体相比照的女

性群体状况 (B radley

& k ho r ,1993) 。虽然长

期以来 , 妇女一直处于

低下的社会地位 , 但这

并不意味着妇女地位不

能或难以变迁。地位本

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 尤

其是工业化以来 , 随着

先赋地位的衰弱 , 后致

地位的影响力已逐渐左

右着人们的生活机会、

命运以及社会对其评

价 , 地位变迁无论对个

人亦或群体都变得越来

越 活 跃 ( Tur ner ,

1988) 。关于妇女地位的

讨论自 20 世纪以来也

日益激烈 , 渴望改变现

有的性别关系或不断缩

小男女不平等的差距已

成为这类讨论的主要动

力。大致说来 ,对妇女地

位变迁的研究已形成了

三种不同的理论思路 :

实力派学说、文化派学

说以及经济派学说。它

们对影响妇女地位的关

键因素有着彼此迥异的

看法。本文旨在介绍、评

价这三种学说的理论贡

献、相对局限性 ,并提供

一个综合利用这三种学

说的基本思路。

一、实力派学说

实力派学说源自韦伯的实力理论 , 即把

地位的差别看成是实力

分配不一的结果。根据韦

伯的定义 , 实力即是一个

人或一个群体在他人或

对手面前 , 哪怕遇到反对

也可使对方顺从的能

力。实力强的一方所获得

的资源要多到足以控制

对手 , 所拥有的资源是对

手既重视又需要却不能

充分享有的。由于各方的

实力在实力竞争中显示

出份量不等或程度不一 ,

不平等的地位差别随而

形成。

至于是何种实力在

性别地位的竞争中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 , 则是一个

众说纷纭的论题。迄今为

止 , 已经形成三种实力制

约论。

首先是生理实力制

约论。这它强调女性的弱

势出自其生理特征 , 如体

质、心理与生育功能等 ,

并且认为 , 改变性别不平

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

Wilso n (1978) 便是

体质、心理制约论的鼓吹

者之一。他认为女性在劳

动分工中的弱势与被控

制性是由女性独有的性

情与体质特征所致。尽管

他不同意以往的生理学

观点认为这是不可改变

的规律 ,但他在其名篇《关于人类的本质》中

指出 ,人为地改变女性性情与体质是可以的 ,

然而这种改变本质上与人类的进化不同 , 且

弊大于利。

妇女地位
变迁研究
的理论思路

孙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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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女性的生育功能 , Cho do row

(1988) 认为 , 生育和养育儿童对于女性而言

是不得不为之事。因为 , 无助的婴儿需要无

微不至的、长久的母爱关怀。由于女人在生

命的早期比男人在心理上更以母亲为中心 ,

这种经验使她日后比男性对家务与婴儿更加

投入 , 于是女性在公共领域中便比不过男

性。

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为此或呼吁大力

发展子宫外生育或试管婴儿的高科技 , 以结

束 女 性 因 自 然 因 素 而 导 致 的 弱 势

( Fi resto ne , 1971) ,或举起反对异性恋 ,支持

同性恋的大旗 (B unch ,1993) 。但这类方法始

终未得到大众的普遍采纳。性别不平等 , 根

据生理实力制约论显然也就是持续未变的人

类现实。

其次是教育实力制约论。它认为性别地

位平等是可以实现的 , 但教育程度在实力竞

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影响着其他资源

的获得和地位的划分。

Wollsto necraf t (1792) 在其名著《女权

辩》中指出 ,妇女有能力与男性达到平等的地

位 , 但目前女性相对太低的教育程度使她们

在理性化、理解与决策事情过程中处于不利

位置。这就使女性不可避免地在实力竞争中

失利。

70 年代许多经验研究证实 : 女性在劳动

分工中的弱势与其相对较低的教育程度 , 的

确有很强的相关性 (参见 Keller 的评论 ,

1987) 。

然而 ,正是从教育实力制约论出发 ,许多

学者对妇女地位的提高又持乐观的态度。他

们认为只要提高妇女教育程度 , 就会增加她

们在公共领域的竞争实力。这必将有助于扭

转男强女弱的性别关系 (Caldwell ,1982) 。

再次是法律权利制约论。它也认为性别

关系是可以改变的 , 不过性别间的法律权利

分配则制约了男女性在其他资源上的获得。

自由女性主义发现法律权利是女性参与

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有了充分的法律保

障 , 女性就可以挑战对自己不利的行为和观

念 , 实现自己一方的意志。而长期以来性别

不平等的存在正是基于法律权利上的男尊女

卑。所以 , 百年来女权运动就是为夺回平等

的女性权利而战。

实力派学说在找寻直接影响妇女地位的

因素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基于性别在生

理上的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是现代社会跨文

化、跨种族、跨国界的普遍现象 (Mo rgan ,

1984) 。同样 , 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 , 即会有

不同的工作技能 ,适应不同的技术需要 ,进而

做出不同的贡献 , 也是地位差别的重要因素

(Davis & Moo re ,1945) 。至今为止 ,女性总

体教育程度低于男性亦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除此之外 , 法律权利目前尚未达到完全公正

地对待女性也是一个不争的普遍事实

( Randall ,1987) 。

不容忽视的是 , 实力派学说又有一定的

局限性。首先 , 生理实力制约论面临着两个

挑战。一方面生理学研究的新发现已经否定

了女性在生理上的弱势之说。男女生理特征

被看作是等价的实力 , 彼此都拥有相对的优

势与弱势。L ewo nt in (1984) 进一步指出“男

女不同的自我认知及相伴而生的态度、观念

有赖于其童年时代的标定。通常这种标定会

引发不同的染色体、荷尔蒙以及形态学方面

的运作。故此性别生理差别毋宁说是社会角

色分化的一种象征符号”。

另一方面 ,人类学的发现证明体质、心理

上的性别差异是受文化变数的影响。女性的

生育功能不一定会干扰妇女的劳动能力 , 养

育儿童也可以不被定义为主要是女人的职

责 ,因此 ,可以说 ,基于生理差别的男女不平

等 , 当是人类文化刺激下男女对生理因素的

反应与调适。

与生理实力制约论的命运一样 , 教育实

力制约论的解释力也为一些经验研究所质

疑。Oaxaca (1973)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即使控

制了教育及另一些因素后 , 收入上的性别差

别依然存在。Memabo n (1994)也报告了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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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然妇女比男人的教育程度还高 , 但在

生产中女性的弱势并未消减。

法律权利制约论也面对类似挑战。第四

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便指出法

律平等并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权利的存在与

其有效的享受之间依然存在差距。目前很多

男女平等的法律已经制定出来 , 但即便在这

些平等的法律框架下 , 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

然未能戒除。

如果用实力派学说来解释改革以来中国

城市妇女地位变迁问题 , 也会明显暴露出它

的局限性。首先 , 如果只强调在向市场经济

转型时 , 因妇女的生理弱势而使录用较多妇

女的单位有“性别亏损”的倾向 ,那么这一说

法本身就反映出生理实力制约论的缺陷 : 生

理实力对女性在计划经济阶段亦或是向市场

转型阶段都是个基本恒定的因素 , 关键是人

们对生理实力的评估以及生产对生理资源的

需要程度发生了变化 , 才导致了竞争中生理

实力的分化。因此 ,生理实力不是独立变量。

其次 , 如果只强调男女在教育程度上的差别

是影响妇女地位提高的主要因素 , 认为只要

缩小了这种差别 , 女性在生产力发展需要越

来越高素质的员工时 ,就会赢得更多的机会 ,

那么 , 这种观点在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的同

时 , 也自觉地承认了教育因素的局限性。具

体来说 , 教育上的差别对地位的影响是受生

产力发展、高科技的需求所刺激而引发的。

另外 , 如果过分信赖用保障妇女法律权利来

改变其他不利因素 ,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反思

一下为什么本是保护妇女劳动权利的法律措

施却被用人单位用来成为在就业领域中性别

歧视的藉口 ?!

简而言之 ,实力 ,作为群体或个人互动竞

争中拥有资源并以此获得优势地位的能力 ,

虽然可影响妇女地位 , 却不是独立的唯一的

变量 , 而是受其他因素制约的中介变量。单

靠实力派学说是不能完整地解释妇女地位变

迁的。

二、文化派学说

文化派学说认为 , 文化因素是性别实力

差别的根基 , 从而也因此制约了妇女地位及

其变迁。

该党派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有很强

的关联。根据帕森斯的理论 , 文化在 A GIL

模型中占有核心的位置。简单地说 , 所谓

A GIL 模型即包括适应性、目标拥有、整合与

维模四种功能的制度整体。与这四种功能相

对应的制度因素分别为经济、政治、社会与文

化。所谓文化的维模功能即指导与维护社会

发展的方向。其他三种制度功能都服务于它

( Par so ns ,1966) 。

循着帕森斯的思路 , O kin (1980) 拆析了

帕森斯对现代性别不平等的理解 , 即所有的

性别不平等都是服务于核心家庭文化 ———男

人挣面包 , 女人治理家。因而性别不平等是

合理的 ,有社会功能的。

有着相同的思路 ,却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正是这种

“坏”文化的产物。性别 (gender)是一套强加

给男女行为方式的社会规范与期望。更深刻

地说 ,这种“坏”文化已使有关女人的事无一

是自然真实的 , 连女人的身体都是社会构造

的 ( Wit t ing ,1993) 。

正是因为这种性别歧视的“坏”文化影

响 , 学者们认为性别实力及其影响力自然也

就有了男强女弱之分。

Weitzman 和她的同事在研究中发现 ,

性别角色概念与童年时代的社会化有关。通

过调查学龄前儿童书籍内容 , 他们发现已有

很明显的性别角色刻画与暗示。男孩子在故

事中占的篇幅较大。他们从事的多是需要独

立性与勇气的探险与户外活动。相反 , 女孩

子表现得很被动 , 而且多把自己限制在室内

活动中 ( Weitzmen et al ,1972) 。

一些研究也发现性别价值观形成于文化

因素对心理的刺激。研究人员注意到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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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被鼓励为安静、整洁与顺从 ;相反男孩子

的造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广为宽容

( Walker & Barto n ,1983) 。

文化对男女教育实力差别的影响也已得

到认可。正是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剥夺了许多

女性受教育的机会 , 无论在中国亦或外国都

屡见不鲜。

Ro saldo (1974) 也指出法律权利也是受

文化所引导的。当今社会是“文化授予男高

女低的合法化”。

90 年代越来越受重视的“性别排队”

(gender queuing) 研究也证实市场经济并

不完全以理性化的市场竞争为原则 , 与之并

行的还有非理性的性别歧视文化。这就促成

女性在市场中处于边缘与隔离状态。

文化派学说增进了人们对女性地位形成

的文化、因素的认识。性别地位问题不再仅

是男人或女人在群体或个人互动竞争中自身

资源多少、能力大小的问题 ,而是社会意识干

预的结果。文化派学说也赋予了性别关系对

与错的价值判断 , 而非实力派学说互动与竞

争结果的中性意义。

但是 , 文化派学说把性别不平等的原因

统归为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的父权制文化体

系 , 因此一方面它助长了对女性地位变迁的

悲观情绪 , 另一方面又忽略了可以利用的文

化中对提高妇女地位有价值的积极因素 , 如

人自身的选择、决策等。此外 ,如果把妇女地

位变迁的动力全归结为文化因素 , 其尴尬结

果将会如同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妇

女 :表面上男女平等大锅饭 ,但实际上既牺牲

了女性的自身利益 , 又妨碍了生产力的发

展。显然 ,文化派学说也是具有局限性的。

三、经济派学说

经济派学说视生产力的发展及经济增长

为原动力。它制约着性别实力与性别文化对

妇女地位及其变迁的影响。

这一观点是在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后衍

变而成的。恩格斯 (1842) 的分析是 ,当生产

力发展到了畜牧业、制造与使用金属、纺织乃

至最后耕种农业出现的阶段 ,产品有了剩余 ,

新的性别劳动分工便产生了。男人此时在生

产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得他们相对控制了较多

的资源。与此同时 ,私有财产出现了 ,男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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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财产传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子孙。伴随

着这种私有制与父权制 ,便发生了“世界范围

内女性历史性地被击败”。进而 ,女人沦为男

人的财产与奴隶 , 居于从属地位。恩格斯预

言 :只有在实行了公有制时 ,并且女性普遍走

出家庭 ,从事社会生产 ,家务劳动与儿童抚育

实现了社会化 , 妇女被压迫的地位才会改

变。

恩格斯这种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讨论

被后来的新传统经济学所夸张。新传统经济

学认为当经济成长将生产力发展推入市场竞

争体系时 , 女性在社会生产领域受歧视的现

象将逐渐消退。因为市场体系使产品专业

化 ,就业机会增加 ,女性走出家庭的机会也就

增多了 , 在职业上向上流动的可能加大。男

性相对的实力优势便有所下降。另一方面 ,

市场竞争抵制一切歧视与特权。如果女性是

以被歧视的角色步入市场 , 即便她的劳动力

价值被低估于同等条件的男性 , 这会使女性

因带来的利润更多而增加了她们在社会生产

中的优势。相反 ,男性为此将付出代价 ,被市

场所排斥。男女平等将成为现实 (见 Tisdell

评论 ,1996) 。

经济派学说也注意到经济成长会给性别

实力及其运作带来深刻影响 , 如提高女性的

身心保健水平、降低女性总和生育率、提供大

量的受教育机会 , 以及提高综合地生活环境

等。该学说并且认为 ,在此过程中 ,女性将比

男性受益更多 , 女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表

现及社会对其回报性的评价 , 最终将得以改

善。

在我国 , 经济派学说观点似乎显得略微

复杂些。学者们虽然坚信经济成长终将提高

妇女在各方面的发展 ,改善妇女地位 ,但一些

人却认为在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制约下 , 妇女

就该比男性地位低 , 任何人为地保护妇女地

位的措施 , 以及改善妇女地位的努力都是徒

劳无益的 , 甚至危害经济发展 (参见刘伯红

《综述》,1993) 。

经济派学说对理解妇女地位变迁的确有

其独特的贡献。它主要从结构的角度探讨了

生产力发展是妇女地位变迁的动力。它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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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成长给妇女地位提供更多更好选择的乐观

看法 ,激励着人们积极创造财富。尽管如此 ,

经济派学说却无法面对经济研究提供的大量

反面素材 ,即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并没有使

妇女在性别分化中得到地位的提升 , 甚至更

加恶化 (J aco bs & L im , 1995 ; L eacock ,

1975) ;同时 ,也在现实面前显得过于被动 ,以

为一切都是生产力所为 , 甚至把人的主观认

识与行为选择也都冠以生产力的藉口。明显

地 , 经济派学说对妇女地位变迁的解释也是

不完整、不全面的。

四、整合三种学说的建议

虽然上述三种理论思路都具有各自的局

限性 , 但它们对妇女地位变迁的理解又都具

有相对的理论意义。结合每一种学说的相对

优势 ,整合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型 ,相信将更具

理论解释力与扩展理解的潜力。

在整合模型下 , 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是

独立变量。它们制约着中介变量实力因素及

其运作 , 并进而共同制约着妇女地位的形成

与变迁。

从整合模型的观点出发 , 妇女地位变迁

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11 妇女地位的变迁是以生产力发展为

动力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各种经济制度

的改变 , 因而为男女两性都提供了新的选择

机会、挑战、以及适应需要。

21 虽然这些机会、挑战、需求本身不带

有任何性别偏见 ,但人类的文化却可以赋予、

干预这些中性因素以男女偏好。值得一提的

是 , 现代社会的文化干预并不是单方继承的

(power - o ver) , 而是双向的重构式的干预

(power - to) 。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传统男

权在干预着新的选项与需求的分配 ,相反 ,代

表着支持男女平等的国家政府 , 以及代表女

性利益的妇女组织也可以干预机会与资源在

男女间的分配。

31 虽然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为妇女地

位变迁提供了机会与限定性 , 但这并不等于

男女地位就止于此。换句话说 , 性别地位的

真正较量在于看谁可以利用自己有益的资源

充实自己的群体与个体的实力 , 在性别分化

中获得优势。

总之 ,以整合模型为基础的研究将经济、

文化与实力因素分别看作是妇女地位变迁的

动力、导向及导火索各环节。它避免了将妇

女地位变迁视为一个简单的过程 , 是或经济

或文化或实力单因素制约的结果。同样 , 它

也克服了将妇女地位的变迁看成是纯个人或

纯社会力量的选择与限定。它实际上也扩大

了三种理论思路 ———实力派学说、文化派学

说及经济派学说的理论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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