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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吕变迁与中国妇女

就业的历史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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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就业的历史与模式一直伴随着两个过

程
,

一是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相联系
,

二是与

中国妇女自身追求的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
。

第一个

过程对妇女就业的影响是主要的 ; 而妇女自身追求

解放的过程带有非自主性与理想化色彩
。

自上个世纪末至今
,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

不同的历史阶段
,

社会结构
、

经济结构以及国际形

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

活动的历史与模式更多地是非自主性地依从于变革

的需要
,

即社会变革塑造着中国妇女就业的历史与

模式
。

因此
,

一方面
,

虽然中国妇女作为妻子和母

亲的社会角色与地位仍然存在
,

但她们己经构成了

社会必不可少的或可以依赖的劳动力
;

另一方面
,

妇女就业的非自主性使劳动妇女整体在社会变革面

前
,

成为弱势群体
,

易于在社会变革和世界经济一

体化过程中充当廉价劳动力和牺牲品
。

一
、

旧中国的妇女就业

在起于 18 4 0年鸦片战争的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

程中
,

农村经济开始破产
,

一批破产的农民
、

手工

业者涌入城市
,

出卖劳动力
,

成为新兴的殖民化资

本主义的廉价劳动力
,

其中也包括了一批妇女
。

她

们被迫走出家庭加入到新型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

中
,

主要从事早期的纺织劳动
。

当时妇女从事社会

劳动人 口的数量极其弱小
,

尚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

利益群体
。

19 1 1年的辛亥革命和 1 9 19 年的
“
五四

”

运动
,

不仅在政治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帝制
,

而且在

观念形态上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夫权统治
,

唤醒了女

伶 新

性的解放意识
。

一方面
,

反映为一些知识女性开始

了对爱情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 ; 另一方面
,

反映了女性对完全从属于男性的经济地位的反抗
。

由此
,

一些觉悟起来的女性开始了走向自觉地参与

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历程
。

2 0世纪 30
、

40 年代的抗日战争增强了妇女的

民族意识
,

在大批妇女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一

支坚强力量的同时
,

妇女劳动力也 自觉与不自觉地

成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一支力量
。

到

19 4 9年全国解放
,

全国重要的城市都有一定比例的

女性就业人口
。

从 19 49 年上海市在业人 口中女性就

业数量的构成可以看出旧中国妇女劳动的特点
。

首先
,

妇女劳动参与率较低
,

在上海这一全国

最大的工业城市
,

妇女就业人数仅占全部就业人数

的 17
, 8 2% ; 第二

,

在行业分布中
,

妇女劳动力主要

集中在工业
、

家庭佣工和农业中
。

但从全国情况看

却有所不同
,

截止到 194 9年
,

中国的产业工人中有

女工 60 万人
,

约占产业工人总数的%7
。

这些劳动妇

女充当的多是廉价劳动力
,

所从事的多是劳动时间

长
,

劳动强度大
,

工资收入低的劳动
。

第三
,

妇女

劳动力中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比例极低
,

这主要源于

社会制度中对妇女劳动的种种限制
,

把妇女劳动力

隔绝在相对高收入的劳动领域之外
。

如在 40 年代的

中国不少机关明文规定
,

不收已婚妇女②
。

总之
,

虽然已有不少城市妇女参加到社会劳动

中去
,

但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支妇女劳动大

军
,

产业工人中的女工只是
“
廉价劳动力

”

的代名

词
。

可以说
,

旧中国的妇女就业是始于由外族侵略

带来的带有工业革命性质的社会变迁
,

这一社会变

迁从本质上改变了妇女的命运
,

使一些妇女走出家

庭这一私人领地
,

与社会发生关系
。

19 19 年以来一

些先进的知识女性提出了女性权利的要求
,

虽然没

能真正成为全体妇女的总体要求
,

但却开始了妇女

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
。

可以说
,

中国妇女就业

的历史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部分
,

是与工业化相伴

随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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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 ,年上海市在业人口中女性就业的数 t 与构成 O

行行业业 女性就业人人 女性就业在本行业业 女性总体就业业

数数数 (人 ))) 中的比例 (% ))) 结构比 %( )))

农农业业 5 8 9 8 111 4 4
.

7 000 16
.

0 333

工工业中的工人人 1 5 3 6 2 444 3 8
.

9 222 4 1
.

7 444

工工业中的职员员 2 5 0 999 0
.

0 666 0
.

6 888

手手工业业 2 1 6 1 111 8
.

2 444 5
.

8 777

商商业业 2 9 0 2 777 4
.

4 333 7
.

8 999

金金融业业 1 1 3 000 4
.

6 777 0
.

3 111

交交通运输业业 2 5 0 444 1
.

0 333 0
.

6 888

国国家机关关 4 8 5 444 8
.

2 222 1
.

3 222

自自由职业业 1 7 4 6 999 3 0
.

6 666 4
.

7 444

教教育
、

文化
、

卫生社会事业业 5 5 2 555 2 4
.

8 222 1
.

5 000

家家庭佣工工 6 7 2 4 555 7 1
.

3 888 1 8
.

2 777

其其它它 3 3 5 666 4
.

7 666 0
.

9 666

合合计计 3 6 8 0 3 555 1 7
.

8 222 1 0 0
.

0 000

二
、

1 94 9一 1 9 8 0年的妇女就业

19 4 9年新中国建立
,

它强调每个人具有劳动的

权利与义务
,

这一社会变迁从制度层面上保障了妇

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
。

这一妇女走出家庭的历史

性变革并非是妇女自觉地要求
,

而是带有强烈的制

度与人为特色
。

首先
,

新中国的法律保障妇女拥有同男子一样

的劳动权利
。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颁布的

具有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 中就郑重宣布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

女的封建制度
。

妇女在政治的
、

经济的
、

文化教育

的
、

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

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

利
。 ,,

此后
,

中国在 1 95 4年
、

19 7 5年
、

19 78年
、

1 9 8 2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中均载明
,

妇女在政治
、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拥有同男子一样的

权利
,

后两部宪法中还规定 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条

文
。

第二
、

在法律保障妇女与男子一样具有劳动权

利的同时
,

中国对全体城镇劳动力 (包括所有的妇

女 ) 采取了高就业的政策
。

高就业的政策确立于第

一个五年计划 ( 19 5 3年一 19 5 8年 ) 期间
,

表现为社

会鼓励一些适龄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
,

对于城镇新

增劳动力实行国家相关部门负责安排工作
。

这一政

策的实施使妇女劳动力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劳动力资

源
。

在国家制度保障与政策扶持的情况下
,

中国妇

女的就业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模式
,

一是妇女就业存

在明显的经济动机
,

是一种生存型就业
;

二是国家

保障男女工资收入的差别较小: 三是低工资一高参

与的就业 ; 四是城乡分割
。

有研究表明
,

经济性动机是中国妇女就业的主

要动机
,

在就业妇女中持
“
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

生活
”

和
“
为了赚更多的钱

”

的人占了 99
.

4%
,

这

是一种为了生存的就业③由于法律保障男女同工同

酬
,

因此男女在工资收入上的差别相对较小
,

女性

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 77
.

5%④
。

低工资一高参与的

就业模式
,

是指妇女劳动权利的实现导致了极高的

妇女劳动参与率
,

表现为 15 岁以上的妇女人口中有

7 0%左右是就业人 口
,

远远高于国际水平
,

与此同

时
,

较高的劳动参与率遏制了单位工资的上升
,

成

为一个高就业与低工资的循环
。

所谓城乡分割是当

时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
,

即广大农村妇女

劳动力被禁锢在土地上
,

虽然以集体生产的形式参

与农村农业合作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
,

但缺少妇

女自立的追求社会参与的动力与行动
。

同时
,

国家

政策以制度力量倾斜城镇
,

使农村妇女不能充分享

受到城镇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种种好处
,

而是在土

地上进行低效率的农业生产
。

19 5 3年
,

我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

当时城镇女职工有 2 13
.

3万人
,

占职工总数的n
.

68 %
。

其后妇女从业人数不断上

升
,

到 19 7 8年
,

全国全民
、

集体所有制企事业中的

女职工达到 3 12 8多万人
,

占职工总数32
.

%7
,

其中

占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总数的28
.

5%和集体所有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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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职工 总数的 48
,

%9
,

比 19 53年增长 了

1 4
.

6 6倍
。

这一时期妇女就业的主要特征是
:

第一
、

中国

妇女 已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主要的劳动力资源
,

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 占 39
.

5%)
、

服务行业 ( 占

40
.

%7 )
、

城市公用事业 ( 占 38
.

0% ) 和文教卫生

和社会福利事业 ( 占 38
.

5%) 中占有重要位置
。

第

二
,

妇女劳动力更多地集中在城镇集体企业 ( 占

50
.

%5 ) 中
。

⑤如果说
,

全民所有制单位代表了国

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力量和优势地位的话
,

城镇集体

企业只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重要的补充
,

换

言之
,

妇女劳动力虽然成为中国重要的劳动力资

源
,

但仍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

三
、

改革开放与妇女在劳动领域中的地位危机

始于 8 0年代初期的中国改革开放
,

又一次把妇

女劳动力被动地推到了变革的漩涡中
。

改革开放的

社会变革是一场深入到社会制度与结构层面的变

革
,

面临着多方面的转轨
,

一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 ; 二

是对外开放
,

力争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

三是实现中

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
,

实现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

国家的转型
。

这样一场社会变革
,

本质上成为各种

利益与资源重组的过程
,

而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的利

益群体
,

其原有的利益与资源面临重大的变化
,

其

实质是
:

社会变革要重新确立两性的社会地位
。

从 1 9 96 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总数中女职工所占比

重⑥及其与 1 9 80年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

首先
,

妇女劳动力成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所有制类型
,

包括私营单位
、

中外合资企业
、

外商独资企业等的

重要力量 (占47
.

5%)
,

其内部的构成更加体现出

女性的就业优势
。

值得注意的是
,

妇女劳动力也成

为个体私营企业的重要部分
,

到 19 8 9年底
,

城镇女

个体劳动者己有 6 12 万多人
,

占个体劳动者总数的

31
.

7%⑦
。

第二
,

与改革开放前相 比
,

妇女劳动力

开始向适合于妇女劳动的岗位转移
,

如金融保险业

( 41
.

%0 )
、

社会服务业 ( 47
.

1%) 和卫生
、

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 ( 56
.

l yo)r 成为女性就业的优势领

域
。

⑧第三个变化在于
,

改革打破了城乡分割的状

况
,

允许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
,

充分调动了广大农

村妇女劳动力的劳动热情
,

增加了妇女的劳动参与

率
。

到 19 9 0年
,

在城乡就业的劳动者中
,

女性己占

到 49
.

6%
,

15一 6 0岁女性有83
.

%7 在业
。

⑨

纵观中国己走过的近20 年的改革历史
,

在妇女

就业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

这些变化主要表

现为
:

首先
,

妇女面临着失业危机与再就业困境
,

甚至出现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
。

第二
,

妇女自身

在不断地被商品化
。

第三
,

在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

过程中
,

妇女劳动力被国际资本剥夺
。

第四
,

在中

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中
,

妇女劳动力内部出现分

化
,

双重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
,

处于高级劳动力市

场的妇女正日益改变着自身的地位 ; 而处于次级劳

动力市场的妇女
,

不断地被边缘化机制所左右
,

在

劳动力市场与再就业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
。

可以说中国的妇女劳动力首当其冲成为了改革

的牺牲品
,

或者说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
,

妇女就业领域发生的最

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妇女面临着失业危机与再就业

困境
,

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妇女经济地位的下降
。

由于中国就业机制从国家统包统配改变为劳动力市

场的竞争
,

使习惯于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种种就业好

处的妇女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经不起失业打击的

人
。

一方面
,

是在经济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

转换的过程中
,

妇女劳动力成为首要的下岗或失业

者
。

到 19 9 7年末
,

我国企业下岗人员已达 2 0 0 0万
,

比 19 9 5年末增加了近 4倍
,

且仍有不断增加的趋

势
。

加上城镇失业人员及农业剩余劳动力
,

估计中

国至少有近 2亿的劳动力处于求职状态
。

调查结果

表明
:

工业企业的下岗职工比重占60 %以上
,

而且

多数集中在纺织
、

轻工
、

机械
、

化工
、

电子等传统

行业
。

这种分布特点在中国的大
、

中型城市和传统

的工业基地表现得尤为突出
。

下岗职工中
,

女职工

居多
,

占下岗职工总数的 6%0 左右
,

有些城市女性

下岗职工 占到 73 %L
。

们随着失业与再就业的困

境
,

她们不仅面临生活困难与新的贫困
,

一些下岗

女工还面临着家庭的解体
。

研究表明
,

女工下岗的

持续时间越长
,

离婚率越高
。

下岗一年以上的
,

离

婚率己从半年内的 14
.

3%上升到57 %的
。

下岗与离婚

率升高成为新的诱发妇女贫困的因素毛

同时
,

在不断商品化的过程中
,

女性被作为物

而 日益被商品化着
。

从美女充斥的各类广告到漂亮

年轻的女性傍大款再到夜晚中的卖淫
,

无不宣告着

女性的商品特性
。

全国由公安部门抓获的卖淫缥娟

人员 1 9 9 2年为 2 4万
,

比 1 9 8 4年增长了 2 0倍
。

据估

算
,

被发现查处的只 占进行这种违法活动人员的

2 5一 3 0%左右
,

也就是说
,

到 1 99 2年全国每年进行

卖淫漂娟活动的人至少在 10 0一 1 30万人 (1D
,

而近几

年更有扩大的趋势
。

可以说
,

80 年代之前在中国己

经绝迹的卖淫现象的重新出现与扩大化
,

正说明着

女性的身体作为性商品被剥夺的现实
。

20 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重新纳入了世界经济体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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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而对其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

截止到 19 96 年
,

在

外商投资经济中的妇女人数己达 135 万多人
,

占职

工总数的50 %
,

在港
、

澳
、

台投资经济中
,

妇女劳

动力已达 138 万多人
,

占职工总数的 5%3 的
。

即在外

商与港
、

澳
、

台经济中妇女劳动力成为主要力量
。

然而
,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分部有着梯度性
,

中

国只处在边缘地带
,

许多企业不仅从事的是劳动密

集型生产
,

而且还是发达国家己不允许其生产的有

毒有害的产品的加工 (如制鞋业 )
。

虽然她们有着

相对较高的收入
,

但她们出卖的是身体的健康
,

在

世界分工体系中她们处在被外国资本剥削的境地
。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正在影响着妇女劳动力

内部
,

使其自身发生分化
,

这种分化受到二元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
。

所谓二元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市

场分化为高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
,

高级

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大多是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

经验背景
,

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报酬较高
、

工作

环境较好且有晋升机会的稳定工作 ; 而次级劳动力

市场的劳动力大多文化水平较低
,

所提供的工作岗

位则是低报酬
、

工作环境恶劣且没有晋升机会的不

稳定工作
。

这种市场格局首先表现为女性劳动力群

体相对于男性劳动力群体更多地处于次级劳动力市

场 ; 其次是引发了女性劳动力群体自身的分化
。

处

于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女性
,

如从事科技
、

教育
、

卫

生等行业的妇女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的提高 ;

而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女性
,

其社会地位与经济

地位处于相对被剥夺的状况
。

同时
,

处于次级劳动

力市场的女性却难于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
,

其市场

地位与社会地位难于改变
。

四
、

未来 : 自主就业与自下而上的地位变迁

经历了20 年的社会变革
,

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就

业体制已基本上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型
。

那么
,

未来中国妇女的就业模式就要更多地为

市场规律所左右
,

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

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血腥
。

妇女就业将成为一种自

主式的就业
,

其就业的所有制单位也将会更多地集

中在非国有企业和第三产业
。

近几年内女性作为劳

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的不利地位将难以改变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国妇女劳动力面临劳动力市

场地位下降的同时
,

她们也在市场的竞争和被剥夺

的状况下得到了锻炼
,

虽然她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

精力思考什么使她们处于现在的位置
,

但是她们却

努力在社会变革中重新确立 自己的位置
。

无庸置

疑
,

在社会变迁的初期
,

劳动妇女会因为其在社会

中缺少资源而失去一些利益
,

在她们以廉价的形式

出卖劳动的同时
,

她们也在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来

重新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

这将是一场劳动妇

女领域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
。

但
,

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有着 30 年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

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
、

男女同

工同酬的劳动就业政策与就业思想己深入人心
。

从

某种程度上讲
,

这 3 0年实质上是完成了妇女解放
、

男女平等的思想启蒙运动
。

今天虽然妇女为了生存

忍受着种种的不公平待遇
,

但是她们并没有忘记自

己应有的权利
。

此时
,

她们对于男女平等的渴望
、

对于改变处境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

因此
,

未

来的争取男女就业机会平等
、

劳动报酬平等的运动

将会是自下而上的
。

还应当看到
,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失去利益的不

仅是妇女郭业群体
,

还包括了广大没有技术技能的

体力劳动者
,

未来中国妇女争取就业机会与劳动报

酬平等的斗争将会与工人阶级争取就业与合理收入

的斗争融会在一起
,

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取平等的

社会地位运动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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