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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
,

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
,

带来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

这种变革是极其深刻的
,

它
“
有机地包含了社会的结构转换

,

机制转换
,

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 ,

引发了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结构
、

道德与价值判断及至人的深层心理方面的巨大变迁
。

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进程
,

一方面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参与取得了新的进展
,

表现为
:

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妇女带来更多的社会发展和参与机会
,

就业领域不断扩大
,

政治参与加

强
,

受教育程度和女性平均寿命提高
.

新的社会价值和价值观将锻炼出妇女新的品格
,

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将改善妇女生活质量和双重角色冲突
; 另一方面

,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

下
,

由于男女
“

两性所承担 的有所区别的社会功能
、

家庭的性别分工
,

以 及由此推衍 出不同的性别

期待和两性不同的境遇
”
使得男女差别与分化在近年的发展趋势不是继续消除而是扩大

。

当代的中

国妇女第一次开始感受到显在的性别差异对女性个人与群体的意 义
、

角色冲突及 由此而带来的心

理危机
,

妇女在社会转型与发展中遇到了新的挑战
、

问题与需要
。

《 内罗毕战略 》提 出了妇女平等与发展的 目标
。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

探索适应新情况与满足妇女

群体新需要的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
,

是解决妇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的问题
,

达到发展目标的前

提
。

一
、

社会转型过程中妇女面对的问题与需要

在社会转型与发 展过程中
,

妇女所遇到 的问题有些是 由于社会转型
、

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结构性

变化而引起的
,

有些是由于女性 自身在 自我发展过程中社会期待与自身素质的矛盾而产生的
。

1
.

女性在就业方面面临的挑战与竞争
。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

企业经营机制转换
,

富余职工面临

转岗
、

重新择业 乃至待业的问题
。

首当其冲的是 由于社会
、

历史
、

生理原因在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

女性
。

报载
,

北京市 1 5 00 家企业下岗职工 中
,

40 岁以下的女职工占 77
.

4 %
, “
下岗已不再是女工愿

不愿意或企业实不实行的一种现实
” 。

一些企业把女职工的三期 (经期
、

孕期
、

哺乳期 )看作是一种负

担
,

也是造成女性 (包括女大学生 )求职难的原因
。

下岗女职工收入减少
,

而房租
、

医疗费用等负担加

重
,

引起心理上的压力与不平衡
,

产生被剥夺感
。

在城市核心家庭
,

大多数妻子是家庭收入的另外一

半创造者
。

女性就业遇到困难时
,

会直接影响整个家庭的收入
,

也影响着女性在家庭 与社会中的地

位
,

成为婚姻与家庭问题的潜在滋生土壤
。

2
.

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上面对的双重角色冲突
。

市场经济下
,

竞争机制面前
“ 人人平等

” , “

社会

对职业男性与取业女性的社会期待不因性 别差异而有不同
” ,

同样要求女性在事业上出类拔萃
; 同

时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使得社会期待女性在家庭中是一个贤妻 良母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女性参与社

会生活
,

实现社会价值已深深积淀到中国女性的思想观念中
,

作一个好妻子
、

好母亲
,

在家庭中刚柔

相济
,

相夫教子
,

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

深深影响着女性在家庭中的行为模式
,

是女性的自我要

求
,

也是男性对女性的期待
。

面对事业上的竞争与社会对女性角色期待的提高
,

这一时期的妇女感

受着从未有过的
“ 既要当贤妻良母

,

又要事业有成的双重压力
,

越来越陷入事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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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

或
“
不得不以超负荷运转实现事 业和家 庭的成功

.

女性双 里角色冲突已到 了某种 白热化的程度
.

马至影响了不少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
” 。

3
.

越来越脆弱的家庭
。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

家庭象 叶小舟
.

也经受着海浪冲击的考验
。

在

双重 角色压力下
.

夫妻关系调适产生困难一 些家庭夫妻 冷系出现摩擦一些家庭面临解体的危险
。

随着改革开放
,

外来 文化的进入
.

加上人们的思想
、

价值观念的变化
,

一部分人对于婚姻的承诺也采

取了
“
市场原则

” ,

把婚姻看作是商品
,

离婚率上升
,

单亲家庭增多
。

由于妇女在婚姻中
“

传统的角色
,

待殊的身心条件
,

在承受家庭重 负方面比男性要多
.

因此
.

家庭的动荡和破裂
.

首当其冲的承受者是

妇女
,

家庭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反映到妇女的命运上 未
” .

对女性的工作
.

生活和 下一代的成长造成

影响
。

婚姻家庭问题成为妇女群体面对的社会热点间题
。

4
.

妇女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
。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 W H O )指出
: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
,

而

是身体上
.

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况
。

社会转型时期
.

妇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
:

职

业竟争与妇女在就业中遇到的困难
,

使她们感到工作压 力和心理 上的不平衡
.

激烈竞争带来的各种

刊益冲突使心理产生焦虑
.

双重角色冲突使女性身心疲惫
,

不堪重负 ; 变化 了的文化
、

价值观念的 冲

突
,

对于恋爱
、

婚姻
、

家庭间题的影响也有可能导致女性的身心疾病
,

人际关系的淡漠与张力也会使

勿性陷入迷茫
,

产生 焦虑
。

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女性的心理健康及 良好的社会适应性
,

处理不当还会

触发危机事件的发生
。

女性在其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必须完成社会所赋予她的生命任务才能健康
、

顺利成长
,

I E常发挥其社会功能
,

而这又必须以满足女性的基本社会 与心理需要为前提
。

需要
.

是一个人为了维持生命有机体
、

正常发挥社会功能所必须的
.

没有它
.

就不能完成社会对

卜人的期待
。

一个女性从出生到进入婴 JL期
.

经过童年
、

少年与青年期的社会化
,

恋爱
、

择业
、

结婚组

成家庭
.

养育子女
,

进入老年
.

走过人生各阶段
,

形成女性的生命周期
。

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
,

女

生都面临生理
、

心理发展的需求 与发展的生命任务
。

生命任务就是女性在其 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

段中
,

社会施加在她身上的内在和外在的要求
.

内在要 求是 由个人的发展需要形成的
.

外在要求是

长自于女性在每一生命阶段所拥有的社会角色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妇女的需要包括为完成生命 周期中每一阶段的生命任务所必须的要 素
:

吻质的满足
、

安全感
、

受教育
、

正常的社会化
、

就业
、

恋爱
、

婚姻
、

养育子女及社会保障
。

哪一个阶段的
r

居要不能满 呈都有可能使女性成长遭受挫折
.

产生问题
。

此外
.

转型时期妇女所遇到的新问题也带

卡特殊的需要
,

包括就业辅导
、

婚姻辅导
、

亲子教育
、

心理健康等
。

这些特殊需要的产生是源于社会

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妇女 自身和社会对女性 角色的期待
。

二
、

转型期社会福利系统与妇女社会支持网络资源分析

需要的满足是妇女群体正常发挥社会功能
.

促使女性发展的前提
。

需要的满足需要资源
。

妇女

的社会支持网络和资源系统主要包括
:

个人的
、

家庭的
、

单位的
、

社区的和社会提供的资源
。

在社会

转型过程 中
,

这些资源的提供表现出变化的形态
.

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所提供的支持 力也呈现下降

的趋势
。

首先
,

关于个人资源
。

个人资源主要是一个人应付问题与完成生命任务的能力
。

个人所受教育

的程度
、

自身的心理素质
、

调节与应对能力在社会的快速变迁下都有可能出现不足
。

转型期妇女遇

iflJ 的问题除社会结沟性 因素外
,

某些女性 自身应对能 力不足
.

也是重要原因
。

社会的 发展进步要求

女性不断学习与进取
,

提升个人资源
。

其次
,

家庭的支持力下降
。

核心家庭的增多
,

夫妇双方都忙于工作
,

在面对突发事故及外来的社

货要求时
,

家庭的支持力不从心
,

社会流动与住房条件也使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所能给予女性的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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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
。

第三
,

社区邻里互助功能弱化
。

邻里及社区互助是女性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
。

随着都市

化发展
,

人际关系疏离
,

邻里互助 已呈弱化的趋势
。

妇女从邻里及社区获得的经常性
、

持久性
、

即时

性的支持成为不可能
。

第四
,

单位的福利功能外移
。

单位曾是妇女的重要支持网络之一
。

除工作外
,

单位提供了满足

女性需要的物质与精神的福利服务
,

从劳动保护
、

技能培养到后勤服务 (如幼儿园服务 )
,

单位是妇

女参与社会生活
、

妇女发展的重要支持与资源
。

在转型期
,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

追求经济效益成为企

业的主要 目标
,

单位不再提供满足需要的某些资源了
,

而是把它推向市场
。

如一些单位停办作为妇

女工作的重要支持的幼儿园
,

加重了职业妇女的负担
。

第五
,

国家实行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方针
。

在政策层面
,

政府制订了有关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与

法规
,

为妇女群体的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
。

但适应社会转型期妇女新需要方面
,

能够提供的即

时快速
、

方便有效的服务方面
,

资源就显不足了
。

三
、

建立与完善妇女社会福利与服务的社会支持网络

如上所述
,

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的结构变迁
,

也冲击着女性的心理
,

加上外来

异质文化的输入
、

新观念与传统文化的碰撞
,

社会的主导价值整合不够
,

随竞争机制而来的妇女群

体的社会地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生活事件的增多
,

女性心理负荷加重
,

而社会支持 网络的弱化
,

社

会保障系统滞后
,

造成传统社会化方式下某些妇女的应对能力的失衡
。

因此
,

回应社会转型时期妇

女群体的需要
,

建立与完善满足妇女群体需要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和社会支持网络
,

是促进妇女群

体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

1
.

制订保障妇女群体发展的相关社会政策
。

新中国成立四十六年来
,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为依据
,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为主体
,

已形成了一整套保障妇女 权益和促进妇

女发展的法律体系
,

并健全了保障妇女权益的组织机构
,

从根本上保障了妇女权益
,

从法律上为妇

女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但是
,

要使这些法规落到实处
,

还需要从宏观社舍政策层面制订相应

的具体可行的政策与措施及操作化的指标
。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 1 99 5一 2 0 0。 年 ) 》详细规定了到

2 0 0。 年中国妇女发展的各项指标
,

是政府对妇女发展的政策规定
,

表明政府对妇女发展的责任承

担
,

为妇女发展规定了方向
。

2
.

建立妇女群体社会福利与社会支持系统
,

从而满足妇女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完成生命任务

中的一般需要与特殊需要
,

解决间题
,

为发展创造条件
。

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
,

妇女在她们的人生各

阶段中
,

都会面对不同的需要
、

间题与挑战
,

能否正常地
、

充分 良好地发 挥 自身的社会功能
,

面对挑

战
,

完成生命任务
,

一方面取决于妇女个体 自身素质与社会化的特点
,

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环境
。

在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
,

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满足妇女需要的功能减弱
,

个人的应对能力也常会出

现失缺
。

发展与建立一套妇女福利服务的资源网络与支持系统是帮助妇女克服困难
,

满足需要与实现

发展的重要条件
。

适应社会转型过程中
,

妇女群体的需要与面对的问题
,

妇女社会福利服务的资源网络可包括
:

①预防与治疗性福利服务
,

帮助妇女解决问题与满足需要
。

针对生活有困难的女性提供物质救

助
;
针对女性生命周期中的需要提供诸如婚姻辅导

、

亲子教育
、

家庭生活教育等服务
;
建立恋爱学

校
、

婚姻学校
,

讲授生活技能
,

帮助她们解决在恋爱
、

婚姻
、

工作及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困难
;
建立妇女

工作与辅导 (心理咨询 )机构
,

提供辅导服务
,

以缓解她们在工作
、

学习
、

人际关系 (下转第 15 页 )



提高女性文化科技素质还 必须抓好职工的

再教育
。

现代科技事业迅速发展
,

科学技术的陈

旧率很高
。

职工如果不加强学习
,

很难适应新的

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

也很难适应社会的形势
,

社

会就业就会受到影响
,

社会活动的效果和作用就

会降低
,

妇女地位的提高也因失去根基而难以保

证
。

其二
,

要认真抓好妇女思想道德素质的提

高
。

妇女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妇女的

形象
,

也直接影响着妇女在人们心 目中的位置
`

因为思想道德反映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

只有心

灵美的人才能引起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

当今的中

国社会
,

经济转轨
,

意识转形
,

旧 的道德体系受到

冲击
,

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形成
,

加之一些人对妇

女解放的根本意义存在模糊认识
,

因而我们一部

分女性思想道德素养明显偏低
,

以至影响到中国

妇女的整体形象
。

.

为此
,

每一个女性都应该从我

做起
,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

共同为创造中国女性

的美好形象而奋斗
。

中国女性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

一是要很好继

承中国妇女传统的道德精华
,

二是要很好吸收当

今世界各先进国家有益的精神营养
,

二者有机结

合
,

创造出适应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挤发

展的新道德体系
,

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 出我国新

的东方女性高雅
、

贤淑
、

端庄
、

文静
、

开拓
、

创新
、

自尊
、

自信
、

自立
、

自强的风貌
。

其三
,

继续提高女性的心理素质
.

提高女性

的心理素质重要的是女性正确地认识自我
,

正确

地对待自己
,

特别是要克服自卑心理
。

女性对于

男性来讲
,

除了 由于生理原因
,

体力上不如男性

外
,

在智力上是没有差别
`: 。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

科技的提高
,

重体力劳 动白
: 比重逐渐减小

,

智 力

因索对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赵 辛
、

越起主导性的作

用
。

因此
,

在当今社会中
,

女性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

教育
、

卫生科技等诸多领域中可以扮演着同男性

同等重要的角色
。

衣
一

某些特殊的领域 (如文教卫

生
、

服务行业
、

公关部门等 )
.

由于女性特征具有

的素质优势 (如办事认真
、

务实精 神强
、

细心
、

坚

韧等 )
,

已发挥较之男性更加突出的作用
。

美 国著名教育家戴尔
·

卡耐基认 为
: “

人的

自信心和行为科学的结 合是事业成功
、

人
.

小快乐

的基础
。 ”

还有一位成 功的女性肥 自己比喻成 一

只啄壳的雏鸡
, “
用那尖尖的小嘴不断地啄破外

壳
,

终于有一天伸 了伸腿
,

展翅一跳
,

跳到壳外

面
,

看到一片葱绿
” .

妇女姐妹们要从这位教育家

和这位女性 的人生体验 中受到 启示
,

要坚定 自

信
,

相信自己的实力
,

相信自己的奋斗和努力
,

看

到 自己的优势
。

当社会给予你锻炼的机会时
,

一

定要很好抓住
,

很好珍惜
,

认真做
,

一定做好
; 当

机会尚未到达时
,

要精 心准备
、

创造 条件
、

积极争

取
,

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 也一定可以迎来一 片

葱绿
。

其四
,

要注意提高妇女的能力素质
.

能力同

工作的效果直接相关
。

一个人的工作能力需要在

工作的实践中锻炼
。

因此
,

妇女能力素质的提高
,

一方面需要 自身的努力
,

另一方面还需要各级领

导创造条件
,

给予锻炼的机会
,

在实际工作中加

强培养
,

从而造就大批优秀的妇女干部
。

(作者系中华女子学院院长 )

(上接第 23 页 )及婚姻家庭方面的心理压 力
。

②发展女性福利服务
。

对女性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

自我素质训练
,

女性职业培训与辅导
,

提高女

性的应对能力
。

③建立妇女社会支持系统
.

发展社 区服务
,

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
,

减轻职业妇女的家务负批
;巩

固与支持托幼服务
,

为妇女解除后顾之优
。

提倡邻里互助
,

充分挖掘非正式社会资源
。

建立妇女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

要充分运用社会资源
,

包括家庭的
、

社区的和社会的正 丘
’ 、

’万非正

式的社会资源
,

形成网络
。

(作者单位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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