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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本文通过总 结各 国 关 怀经济学 的 经验 ， 倡导 回 归 关怀工作 ， 鼓 励 与 关

怀工作相关 的技术创 新和制度创新 。 在 我 国 经济发展过程 中 ，
有 必要从人类再生 产

的视 角反 思 已 有的发展模 式 。 打破公私领域分割 的 生 产模 式 ，
回 归 人类再 生 产和对

幸福 生活 的追求 ， 从 竞争 型经 济发展 向 关怀型 经济发展 转型 。 本文认 为 在我 国老龄

化加剧 的背景下 ， 倡 导关 怀经 济学恰逢其 时 ， 建立投 资女 性的 经济发 展观将有助 于

社会发展 ，
因 此提 出投资女 性教育 、 女 性创 业和 重新评估女性 劳动 ， 特 别是重新评

估女性关怀 劳 动 的价值 。

关键询 ： 关 怀伦理 关 怀经济 学 投资女 性 公 私领域 的 性别 关 系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3 0 多年 ， 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 人均 ＧＤＰ 超过

6 0 0 0 美元 ， 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 有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市场

化。 研究发现 ， 市场化改革进程对经济增长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有显著贡献 ：

1 9 9 7

年到 2 0 0 7 年 ， 市场化改革对各省年均经济增长贡献为 1
．
 4 5 个百分点 ， 对全要素生

产率提高的贡献度达到 3 9 ％， 显著提高 了资源配置效率 （ 樊纲、 王小鲁 、 马光荣 ，

2 0 1 1
） 。 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制度带来了增长活力 ， 但亦带来明显的社会问题 ， 包括

两极分化 、 环境遭受破坏等 。 现阶段 ， 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 出意味着对中等增长率

的接受 ，
以及追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平衡发展 。 因此 ， 需要在反思发展模

式的基础上提出新思路 。 鉴于此 ， 本文倡导关怀经济学 （
Ｃ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
） ， 从重

视女性的关怀劳动来推动从竞争型经济发展向关怀型经济发展的转型 。

＊ 基金来源 ：
本文是陈至立主持 的国 家社科基金 2 0 1 2 年第一批重大项 目 （文化类 ）

“

男 女平等价值现研究与

相 关理论探索
”

（ 1 2 ＆ ＺＤ 0 3 5 ） 及马冬玲主持的全 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

组 织中 的职业性别歧视状况及影 响

因 素研究
”

课題 （
2 0 1 4 

－

 2 0 1 6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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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 ， 反思发展模式 ，
重新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

出发来认识发展。 倡导从重生产 、 重利润的竞争型经济发展模式 向重生活 、 重人之

再生产的关怀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 现阶段 ， 我国人 口 的老龄化特别需要关怀劳动 ，

关怀经济学的发展正逢其时 。 第二 ，
以国际视野总结各国关怀经济的经验和公共政

策
，

， 为推动我国关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 第三 ， 为有利于新的经济

增长 ，
倡导投资女性 ， 这些投资包括三方面 ： 提升女性人力资本 、 激励女性创业和

重估女性劳动价值 。 最后 ， 讨论投资女性的政策建议 。

一

、 关怀经济学 ： 从投资女性人力资本到

承认女性的关怀工作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
也经历了从重视投资

到重视人力投资的过程 ， 特别是从 2 0 世纪 9 0 年代开始重视投资女性人力资本 。

一

方面 ， 在教育 、 营养和健康上投资女性 ，
提升其能力 ， 有利于男女平等的发展 ；

另

一

方面 ， 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妇女的劳动生产率 ， 且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 ，

亦是对未来的投人 （
Ｓｃｈｕｌｔｚ

，

1 9 9 5
） 。 到 2 1 世纪前后 ， 女权主义学者们更明确提出

要将关怀工作带来的效益视为国家财富 。

美国学者理安
？

艾斯勒 （
ＲｉａｎｅＥｉｓ ｌｅｒ

） 在 2 0 0 7 年 出 版 了 《 国家 的真正财

富——创建关怀经济学》
一书 ，

两年后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 关怀经济学的理念

不仅被她引人课堂 ， 更进入生活实践和制度设计中 。 她在公司咨询 中建议将幼儿园

建设在公司 内部 ； 她建立伙伴关系 研究中 心 （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

ｐ
Ｓｔｕｄ ｉｅｓ

，

ＣＰＳ
） ， 在 1 9 9 5 年发表了 《女人 、 男人和全球生活质量》 报告 ， 用三年时间收集 了

全新的 、 更可靠的人文指数 ，
证明女性地位处于一个国家生活质量的中心位置 。 关

怀经济学倡导恰当地评价最重要的人类劳动 ， 即关怀我们 自身 、 关怀他人 、 关怀大

地母亲 （艾斯勒 ，
2 0 0 9

： 3
） 。

关怀经济学理念需要广泛讨论和重视。 当人类面临
“

文明冲突
”

的事件时 ， 当

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仅被少数人拥有且呈现出严重的社会分化时 ， 我们有必要反思

目前的发展模式 ，
重新回归人类生活本身 ，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人类发展的出路 。

这需要历史性的反思 ，
思考竞争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 它是如何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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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远离人类生活本身的 目标？ 以及它是如何借助人类两性劳动分工模式实现了社会

关系的异化？ 关怀伦理和关怀经济学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生活和人类发展 。

（
一

） 人类再生产与生产之间重合与分离的历史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 。 马克思在理解资本与劳动 的关系时 ，
提出

人类劳动的双重属性 ， 即人类是在生产 自身的过程中生产出社会关系 ， 人类 自身的

生产和人类社会关系 的生产是共存的过程 。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生产方式和再生

产方式的变迁 。 现代社会 ， 人类逐渐远离物质匮乏的束缚 ， 进入追求精神与情感满

足的阶段 。 经济学家们常常将这
一过程描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

会或服务型社会转型 。 但我们注意到 ， 这种转型再现出人类再生产与生产的重合、

分离和再重合的过程 。

女权主义者将这
一

历史过程视为人类再生产模式和女性生活方式的转型过程 。

家庭经济史的研究发现 ，
1 7 0 0 年至 1 9 5 0 年在英格兰和法国家庭经济中 ， 女性

一直

是重要成员 ， 形成了具有历史阶段性的三类窣庭经济类型 。 在孩子 、 未婚女儿、 已

婚女性 、 寡妇等不同的女性生命阶段 ， 其经济 、 社会的角色都是变化的 ， 需要伴随

“

家庭利益
”

（ ｆ
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ｅｒｅ ｓｔ ） 的演变而进行调整 。 在这里
，
个体的利益是必须服从

于家庭利益的 。

第
一

是家庭经济 （ ｆ
ａｍ ｉｌｙｅｃｏｎｏｍｙ ） 阶段 ，

工作皆是在家庭中完成 。 生活和工作

场所相同 ，
家庭成员是

一

种
“

经济伙伴关系
”

， 结婚时男女双方都要贡献基本生活

物资给新组建的家庭 ， 例如男人会带来土地 ，
而女人会带来嫁妆等 。

父母通过掌握

家庭资产对孩子的生活拥有了绝对权力 。 婚姻是女人最好的生存方式 。 妻子掌管家

庭经济 ， 四五岁 的孩子就开始干活 ， 他们协助同性别的父母工作 。 每个家庭成员都

为家庭的经济利益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是家庭工资经济 （
ｆａｍｉｌｙｗａ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 阶段。 随着工业化的开始 ， 有酬劳

动进人生活 ， 人们开始依靠工资生活 ，
工作从家庭中分离出去 。

一开始 ， 妇女从事

的工作类型很大程度地延续了传统的家庭劳作 ，
工资的大多数用于食品消 费 。 到 了

1 8 世纪中期至 1 9 世纪 ， 妇女经历了工作的 内在循环 ， 女性婚前多在纺织厂工作 ；

结婚后特别是生育后则主要承担育儿的角色 ； 如果丈夫去世或失业 ， 或是孩子已经

长大成人 ， 妻子们就从边兼职工作边做家务的状况重返劳动力市场 ， 为家庭增加工

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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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家庭消费经济 （
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 ） 阶段 。

2 0 世纪后 ， 特别是二战

后 ， 人们的生活标准大幅提高 ，
家庭有了可用于孩子教育 、 家庭装修等方面的储蓄 ，

女性则有了更多时间逛街购物 。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人们开始追求髙质量的生活 。

家庭在计划 、 应对经济和人 口压力时 ， 像具有行为
一

致性和凝聚力 的组织 ， 它

分担责任 ， 使人类的再生产可以延续 （
Ｔｉｌｌｙ＆Ｓｃｏ ｔｔ

， 1 9 7 8 ） 。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家庭主义的终结和个体主义的兴起 。 工业革命

之前 ， 家庭成员是一个彼此联合的经济单位 ， 儿童对家庭温饱做出贡献 ， 家庭成员

必须依赖彼此才满足温饱 ， 并关注家庭利益
；
而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儿童成为家庭

的经济负担 ，
父母要出去工作才能供养子女 ， 由此双职工家庭出现 ， 人们转向关注

个人满足的个人主义 （诺克斯 、 卡洛琳 ，
2 0 0 9

： 1 9
） 。 对现代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有

三种观点 。

一

是坚持公私领域分割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ｓｐｈｅｒｅ ） 的观点 ， 认为家庭和工作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 工作是公共领域 ， 理性和竞争是基本原则 ， 它应当是男性施展

才华的领域 ， 男性有责任赚钱来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 。 家庭是休养生息 的场域 ，
而

女性的天地是家庭 ， 她们要为家庭提供情感性和表达性支持。
二是公私领域效应外

溢 （ ｓｐ
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 ｔ

） 的观点 ， 认为工作系统和家庭系统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 ，

个体既是工作者又是家庭成员 ，
只是社会更强调工作对家庭生活的作用 ， 较少讨论

家庭对工作的影响 。 三是公私领域的相互依存 （ ｓｙｓ
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观点 ， 认

为工作和家庭系统是既独立又直接或间接联系的 。 前两种观点是一种功能主义固化

模式 ， 将性别分置于两个不同的领域 ，
扮演不同 的角色 ；

而相互依存模式强调多样

性 ， 性别间也是相互依存的 （ 周颜玲等 ，
2 0 0 4

： 6
－ 7

） 。 性别劳动分工的功能主义

发展模式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 ， 并被固化下来 ， 成为正常的 、 自然的历

史形态 ， 似乎是 自然的性别气质而非文化决定着这种社会建构 。

2 0 世纪 8 0 年代
，
女权主义学者批判了这种性别分工的 自然观 ， 坚持认为公私

领域是相互依存的 。 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利用公私领域二元分割的方式剥削了女

性劳动 。 公私二元分割的社会建构将女性的家务劳动私人化和隐蔽化 ， 通过贬低女

性家务劳动的价值将人类劳动远离其应有的关怀 ， 形成了劳动的异化 ， 但缓解了资

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间的矛盾 。

（
二

） 反思劳动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经济

女权主义学者指出 ， 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以维护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优势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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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机制 ， 主要从四个方面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

一

是劳动力市场 。 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提供
一个人人 （ 包括男女 ） 平等 自 由 的

劳动力市场制度 。 但事实是 ， 性别结构的已有分化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 。

二是劳动报酬制度 。 女性的低工资既是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劣势地位的直接表现 ，
也

使得她们不得不依赖男人 ，
通过婚姻获取 自 己无力承担的物品和生活方式 。 三是商

品交换 。 妻子在家庭中用料理家务 、 照料丈夫和孩子求得生存 ， 这既使她们在劳动

力市场中处于劣势 ， 又强化了她们在婚姻中 的从属地位 ， 丈夫则从工资劳动和家庭

性别分工中获益。 四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的结合不断产生女性的从属地位 。 女性的

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合法化 ， 使女性只能从事半 日 工作或不工作 ， 这强化了

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 女权主义者认为 ， 劳动性别分工是女性劣势地位的根源 ，

性别平等的实现要求消除性别分工的等级化特征 ， 或消除性别分工本身 （ 哈特曼 ，

1 9 9 7
： 4 7 ） 。 更为批判的观点认为 ，

资本主义制度是依赖性别原则确立起来的 ， 把

女性推向边缘并使其劳动处于次要位置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 在整个资本主义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 ， 女性起到 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的作用 ， 资本主义从
一

开始就是建立在规定男 性主要 、 女性次要的性别等级关系之上 （ 扬 ，
1 9 9 7

： 9 6
） 。

2 0 世纪 6 0 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 ， 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开始 ，
要求摆脱

“

金丝

雀
”

般的生活状态 ， 走出家庭 ， 进入公共领域 。 然而 ， 中产阶级女性外出工作导致

了一个性别兼阶级的不平等 。 工作的母亲们需要其他女性来承担她们在家中 的工作

和育儿责任 ， 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成为低薪的有偿劳动 。 在新 自 由主义的大背景下 ，

家庭服务业市场化程度提升 ， 加剧了性别与阶级的不平等 。

一

条以家务服务为需求

的全球生产链得以产生 ， 家庭服务业的后备军是那些没有职业技能 、 甘愿从事低收

人工作的 、 外来的女性们 。 不发达地区成为劳动力 的输出地 ，
而那里的留守儿童和

老人成为最需要关怀的人。

女权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点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批判父权制 ， 资本

主义借助父权制 以低工资雇用大量女性劳动力 ， 使其处于贫困状态 ； 另一方面是批

判只关心利润 ，
不关心人的需要和福利 。 当经济发展无视人类的关怀需求时 ，

当人

类的再生产发生危机 ，
谁来带孩子 、 谁来照顾老人都成为问题。 我们认为 已经到了

应当反思现有新 自 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时候 ，
要将人类的关怀需求纳入发

展 目标 ， 并恰当评估各种关怀性和照顾性工作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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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关怀 、 关怀工作和关怀经济学

女权主义者重新定义工作和劳动 ， 倡导关怀伦理 。

“

在 日 益增多的个人 、 社会

和环境问题背后隐藏着
一个共同的决定性要素 ： 缺乏关怀 。

… …我们需要支持关怀

我们 自 己 、 关怀他人 、 关怀大地母亲的经济模式 、 经济规章和经济措施 。

”

（艾斯

勒 ，
2 0 0 9

： 3 ）

关怀经济学建立在关怀伦理的基础上 。 心理学家吉利根 （ Ｃ ａｒｏｌＧｉ ｌｌｉ
ｇａｎ ） 通过

对
“

不同的声音
”

的倾听 ， 讨论
“

关怀伦理
”

与柯尔伯格等人提出的道德发展理论

中的
“

公正伦理
”

。 她分析了两种伦理的关系以及道德的性别化问题 ， 在对两性道

德发展的研究中提出 了关怀伦理 ， 由于女性社会化过程对人际交往的关注 ， 因此产

生了对善的关系的关注 ，
因此强调关怀伦理与公正伦理具有同样价值。 这种在传统

社会中被无视的关怀精神不仅是女性气质的 ，
而是具有更重要的社会价值 。 她认为 ，

两种伦理代表着两种道德视角 ，
二者是互相补充 、 缺

一不可的 （ Ｇｉ ｌｌｉｇａｎ ’ 1 9 8 2
） 。

“

女

性关怀伦理学
”

与
“

女权主义的关怀伦理学
”

是不同的 。 前者是将
“

关怀工作
”

视作

女性气质的 ， 是女性具有的牺牲 自我关爱他人的精神 ；
当这种关怀与女性的 自我发展

对立时 ， 它要求女性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做出 自我牺牲 。 女权主义的关怀伦理学强调人

与人的相互关怀 ’ 这种关怀的相互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 ’ 因此女性在从事关怀工

作时 ，
也把 自身的利益包括进来 。 关怀是人类的内在需求 ，

而非单纯的女性气质 。

诺丁斯 （ Ｎｅ ｌ Ｎｏｄｄｉｎｇｓ ） 在 《始于家 ： 关怀和社会政策 》 中对康德的道德理论

提出挑战 ， 反思其有关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控制人类 自然的 、 自私的冲动的说法 ， 指

出真正的道德是基于人类对给予关怀和接受关怀的固有需求 ，
基于人类同情的能力

（
Ｎｏｄｄｉｎｇｓ ， 1 9 8 4

： 5
） ， 并讨论了在社会政策中关怀与需求的关系 （

Ｎｏｄｄｉｎｇｓ ， 2 0 0 2
：

5 6 － 6 8
） 。 也有研究从当代 自然法的理论 （

ｃｏｎｔｅｍｐ ｏｒａｒ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ｔｈ ｅｏｒｙ ） 出发 ， 强

调关怀的政治理论 ， 具有关怀精神的公民具有社会责任感 （
Ｅｎｇｓ ｔｅｒ

，
2 0 0 4

：
 1 3 3

） 。

关怀经济学要求打破传统统治关系的思维 ， 冲破公私领域二元分割的思维惯性 ， 赋

予关怀工作应有的价值 ， 其 目的是促进人类生存和人类能力 的发展 ， 包括人类的关

怀能力 、 意义能力和 自 我实现的能力 。 艾斯勒在 《 国家的真正财富》 （ 艾斯勒 ，

2 0 0 9
： 6 7

）
一书中指 出 ：

“

我们的 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只有妇女做关怀工作的社会 ，

而是
一

个妇女有平等的工作机会而男女共同在家中分担关怀责任的社会 。 换句话说 ，

这个 目标是要经济与社会体系不再把妇女排除于传统上只留 给男子的领域之外 ， 不

再把关怀和给予关怀看成只适于妇女或被鄙视的
‘

娘娘腔
’

男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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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工作至少涉及三方面问题 。 第一
，
关怀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关系的发展 ， 涉

及 自 我与他人 ， 即提供关怀和接纳关怀 。 人类的关怀需求和关怀责任是不平等地分

配的 ， 社会规范影响关怀分配和关怀责任 。 第二 ， 对关怀责任的分配与实现涉及有

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分界问题。 第三 ， 关怀责任的实现有不同方式 ， 存在于不同的

经济部门 ， 其关怀责任对个人形成压力 ， 会提升机会成本 。 关怀经济学强调的是关

怀工作的价值 ， 并将关怀工作视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关怀工作不同于传＿

的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经济 ， 它涉及人类再生产劳动 ， 特别有关人类代际间生存与发

展的劳动 。 关怀工作是指基于同情 、 责任的人类对最佳人类发展的关切行为 ， 是给

予关怀和接纳关怀的社会关系 。 关怀伦理和关怀行为是
一

种 良性的社会关系 ， 存在

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
包括家庭 、 社区 、 学校 、 企业和政府政策 。

細勒系统地阐述了关怀经济学的難过程 ， 在创新重视关怀和关怀的文佩念下
，

建立伙伴主义 （
Ｐａｒｔｎｅ ｒｉｓｍ

） 的经济理论是实现关怀 自我 、 他人和大自然的重要途径。

（ 四 ） 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向关怀经济学转型

后工业社会正面临向关怀经济学转型 。

一方面
，
是技术对传统工作的替代 ； 另

一方面 ， 人们对情感和关怀的需求 日益具有 了优先性 。

技术的变化正在改变工作的可获得性 ，

“

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
”

正在发生变化。

虽然工作依然是社会的中心 ， 人们通过工作获得身份和意义 ， 同时 ， 技术的替代性

正在尽可能多地消除工作 （ Ｇｏｒｚｅ
， 1 9 9 9

： 1
、 5 3

） 。 贝克指 出
“

我们必须消除和放弃

社会身份和地位只取决于
一

个人的职业和事业的思想 ，
必须使社会的尊敬和安全与

工资性就业相分离
”

（
Ｂｅｃｋ

， 2 0 0 0

：
 5 7

） 。 消费取代工作成为建构身份的场域。 同

时 ， 人类的情感需求正 日益变得迫切 ， 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亦具有重要的合法性。

有学者以
“

外包的 自我
”

的概念来分析当今人类的 自我情感困惑 ， 指 出关怀工

作正在被广泛外包 。 当有足够的钱来雇人为你做饭时 ， 你会选择雇人来做吗 ？ 有

7 0 ％的人选择愿意 。
2 0 0 1 年 ， 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死于医院 ， 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

护理中心 （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

） 。 从 2 0 0 1 年到 2 0 0 8 年 ， 美 国营利型护理业 （
ｈｏｓｐ ｉｃｅ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ｙ） 增长 了 1 2 8 ％
；
非营 利型 护理业增长 1 ％

；
政府投资 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 增长 2 5 ％ 。 关怀劳动开始 向外移 ， 从家庭移 向 医院 、 托儿所、 幼儿园

等 。 另外 ， 在发达 国家 ， 移 民妇女进人 家庭 的 劳务工作 ， 从事护理 和家务 活

（
Ｈｏｃｈｓｃｈ ｉｌｄ

，
2 0 1 2

： 2 1 2 － 2 2 8
） 。

4 7



社会发展研究 2 0 1 5 ． 2

为了人人都有
“

体面的工作
”

，
照顾 、 养育和提供关怀的各类工作必须成为有

酬劳动和经济总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这需要打破传统经济学的冷酷 ， 提升人类生

活的质量——满足人类情感的需求 ，
使人类生活在具有支持性的社会关系 中 。 由此

需要以新的方式分配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 ， 重新定义关怀性和照顾性工作的价值 。

二、 各国实践关怀经济学的努力

联合国在不断倡导以性别平等为核心 的经济发展模式 ， 这成为今天实践关怀经

济学的重要方面 。

一些政府和大公司亦在尝试提供关怀性政策 ， 这些鼓励关怀性工

作的公共政策在
一些国家具有优先性 。

（

一

） 倡导量化关怀性工作

长期以来 ， 关怀性工作被视作无报酬劳动 。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支持要在经济发

展模型中加人对关怀工作的经济评估 ， 并努力创新将关怀工作进行量化的方法 ， 认

为量化关怀工作的努力是走 向关怀经济学的
一

个重要标志 ，
而统计学则忽略了再生

产和关怀工作的贡献 （
Ｗａｒｉｎｇ ，

 1 9 8 8
： 1 5

－

1 6
） 。 经济学家亦以更广阔的视角分析经

济关系 （ Ｓｅｎ ， 1 9 9 9
） 。

1 9 9 3 年 ，

一些国家开始实施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 （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 ｔｓ
，ＳＮＡ ） ，

开始把家务劳动统计其 中 ， 并指出
“

家务生产总值
”

（ Ｇｒｏｓｓ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ＧＨＰ ） 的计算能够得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图景 。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简称经合组织 ） 讨论了衡量非市场家庭工作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

是机会成本法 ， 根据
一名女性照看孩子 、 父母 ， 从事维持生计的农耕或其他无报酬

工作 ，
而不是从事有酬工作而损失的工资机会来衡量 。 第二种是总体替代方法 ，

用

家务工作的市场工资来计量。 第三种是专家替代法 ， 将厨师 、 护士 、 园艺师等专业

人士的市场工资综合起来评价家务劳动的价值 。 这些家庭工作的经济附加值可称为
“

家务生产总值
”

， 市场经济产生的附加价值可称为
“

市场生产总值
”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ＭＰ） ， 由 此 得 出

“

经 济生 产 总值
”

（ Ｇｒｏ 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ＧＥＰ

）

（
Ｉｒｏｎｍｏｎｇｅ

ｒ
， 1 9 9 6

） 。 目前 ， 英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等国开始使用新的分＾统计 ，

估算无报酬劳动产生的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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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 年 ， 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 ， 家务劳动价值在各国 ＧＤＰ 中 占有相 当大的 比

重 ， 澳大利亚为 5 8 ％
；
瑞士为 5 2

． 3 ％
；
最低的 日 本也有 2 0％ 。 有学者倡导 ， 我国应

当在 ＧＤＰ 的统计中加人对家务劳动的统计 （戴秋亮 、 詹国华 ，
2 0 1 0 ） 。

（二） 制定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

政府制定的有利于
“

工作和家庭平衡
”

的公共政策被称为
“

家庭友好型公共政

策
”

（
ｆａｍ ｉｌ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ｐｏｌｉｃｙ ） ，

其 目 的是帮助员工实现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 ， 主要

内容包括 ： 家庭关怀性工作计划
——

婴幼儿关怀 、 老人关怀和病人关怀等 。 美国

1 9 9 0 年通过 《儿童照料与发展资助法》 ，
1 9 9 3 年通过 《家庭和医疗休假条例 》 。 这

一条例要求 ， 所有雇用 5 0 个人及以上的公司要向员工 （不分男女 ） 提供 1 2 周 的假

期和津贴 ，
以实现人们要照顾新生婴儿和患病亲属的工作 。 在德国 ， 劳动者为此能

享受 1 4 周的带薪休假 。 芬兰 、 挪威和瑞典等北欧国家在投资关怀性政策方面作出 了

积极贡献 ， 相关追踪研究发现 ， 从普遍医疗保健、 育儿到宽裕的父母带薪休假等关

怀政策 ， 对普遍提高人民生活 、 人民的幸福感和更有效能和创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

作用 。
2 0 0 3 －

 2 0 0 4 年度和 2 0 0 5 －  2 0 0 6 年度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行表表明 ，

芬兰的竞争力位列更富裕和更强大的美国之前 （ 艾斯勒 ，

2 0 0 9
： 1 4

） 。

研究发现 ， 关怀伦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 美 国儿童早期开发计划 已经证明

这一公共投资产生了
1 2％ 的回报 。 参加

“

高质量早期儿童开发计划的
”

孩子 比没有

参加这一项 目 的孩子 ，

一生中大约可多收入 1 4
．
 3 万美元 。 加拿大则建立了健康与长

期关怀部 （艾斯勒 ，

2 0 0 9
： 1 4

） 。

许多国家对关怀性工作给予直接的回报 。 2 0 0 6 年 ， 智利对低收人家庭中护理卧

床亲属的人每月 提供 4 0 美元的酬劳和培训课程 。 加拿大 、 新西兰和一些欧洲 国家直

接为育儿服务提供津贴 ，
承认关怀性工作的价值 。

（三 ） 工作组织重视建立具有关怀伦理的工作环境

越来越多的企业 ， 特别是跨国公司重视和回报关怀工作 ， 认可关怀工作在提高

效能、 有效交流和成功协作等方面的作用 。
一些工作组织制定了

“

家庭友好型工作

环境
”

（
ｆａｍ ｉ ｌｙ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 的制度 ， 包括弹性工时、 建立可以带孩子的食堂

等 ， 这些政策提升了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
Ｂｌａｉｒ

－Ｌｏｙ
＆Ｗａｒｔｏｎ

， 2 0 0 4 ） 。 公司层面的关

怀性工作环境包括 ：
工作计划 、 地点和工作时间的弹性 ；

为照顾孩子和家庭的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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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或不带报酬的休假、 照顾依赖者从事工作的政策 ， 如可带孩子来工作 、 照顾基金

和社区服务 。

至少有六方面与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相关的公共政策 ：

一

是为抚育者分担更多

的责任 ， 如为员工提供幼儿园或是允许员工带孩子上班 ；

二是弹性工资政策 ，
可随

时以灵活的方式支付工资以应对家庭的不时之需 ；
三是弹性工作时间政策 ，

以满足

员工照顾家庭的需要 ；
四是家庭休假政策 ；

五是远程互联网工作政策 ；
六是家属福

利政策
， 包括在医疗或出差等方面为家属 的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 。

国际劳工组织 （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Ｌ 0
） 发布的 《在商业及管理

中的女性 ： 蓄势待发》 报告 ， 考察了公平机会政策的作用 。 报告指 出 7 3 ％ 的受访公

司认为他们有公平机会政策 ， 另有约 1 0 ％ 的公司不知道什么是公平机会政策或者未

实行相关政策 。 大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公平机会政策 ，
最常被采用的政策是产假休假

制度 （
8 4 ％ ） ， 其次是对妇女的技能培训 （

7 5 ％ ） 及对女性的招聘 、 晋升 的评估

（
7 0 ％

） ， 晋升执行层的培训 （
6 6 ％

） ，
工作家庭平衡政策 （

6 2 ％
） ， 顾问指导制度

（
5 9 ％

） ， 弹性工作时间 （
5 6％

） ，
招聘中 的性别平衡 目标 （

5 1 ％ ） ，
父亲的育儿假

（ 5 1 ％ ）
，
育儿照 料 （ 4 4 ％ ） ， 兼职工作时 间 （

4 4 ％ ） ，
照 顾生病 的家庭 成员假

（
4 4％

） 等 （观熙 ，
2 0 1 5

） 。

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更认可回报关怀性工作带来的积极效果 ， 它能够提升

组织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 调查表明 ，
企业回报关怀性工作带来的益处有 ： 树立

了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有利于企业股票价格的提升 ，
也会吸引和凝聚人才 。 时间弹性

政策的实施为公司中较高职位者带来了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 工作承诺。 其原因在于 ，

它直接作用于人们有关回馈的规则 ， 公司 的福利会使从业者更好的回报企业和产生

对组织的归属感 （
Ｌａｍｂｅｒｔ

， 2 0 0 0 ） 。 每年 《工作的母亲》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ｏ ｔｈｅｒ

） 杂志都

会评出 1 0 0 个最好的提供友好型工作环境的企业 ， 包括微软 、
ＩＢＭ 等知名公司 。

总之 ， 关怀工作正 日 益得到各国公共政策和公司政策的重视 ， 制度创新正在发

展之中 。

三、 我国的努力方向 ： 投资女性与回馈女性的关怀工作

卡尔 ？ 波兰尼 （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 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 ， 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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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土地、 劳动力和货币三种关键性投人 ，
而这三种投人都无法单独依靠市场活动来

解决 ， 它们具有
“

虚拟商品
”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 的特性 ， 这些商品必须像其他

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出售 （ 波兰尼 ，
2 0 0 7


： 5 9

） ， 这个商品化的过程对

社会具有 自我毁灭的作用 。 但是双重运动特征也在 1 9 世纪的社会史中显著地呈现出

来 ： 市场在不断扩张至全球的同时 ， 社会也在建立起 自我保护的机制 ， 用各种政策

和制度抵制过度商品化的危害 （ 波兰尼 ，
2 0 0 7

： 1 0 3 ） 。 在我 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

单纯依靠货币资本投人 、 土地财政和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不仅难

以长期持续 ， 而且破坏了环境和社会和谐 ， 限制了可持续发展 。 在这
一

过程中 ， 社

会保护 自 己的力量一直存在 ， 包括家庭中的相互支持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 因此应高

度重视保护社会 ， 特别是保护家庭 ， 呵护人的再生产 。 投资女性与 回馈女性的关怀

工作有助于保护社会 、 家庭和谐与社会发展 。

要充分认识我 国的女性劳动力是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 ， 她们在我 国的社会建设

和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
同时 ， 她们对家庭和社会可持续生计的贡献是社会稳定

和发展的基础 。 投资女性意味着重视女性人力资本投人、 创业机会和重估关怀工作

的价值 。

（
一

） 充分认识我国女性劳动力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 ， 男女平等就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 虽然经历了市场化冲击 ， 但我

国女性劳动力依然保持了世界性高水平的就业率 。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 ，

1 8 － 6 4 岁女性的在业率为 7 1 ． 1 ％
， 城镇为 6 0

．
 8％

， 农村为 8 2
．

0％
。 女性是城乡发展的

主要力量 ， 但在报酬 、 就业结构以及工作和家庭平衡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

第
一

， 两性收人差距明显 ， 并有扩大态势 。
2 0 1 0 年第三期中 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数据显示 ，
1 8

－ 6 4 岁城镇在业女性 （ 不含退休后再就业 ） 的人均年劳动收入为

2 1 2 4 9 ．
 2 元 ， 是男性收人的 6 7

． 3 ％
；
乡村在业女性的人均年劳动收人是男性收人的

5 6 ％ 。 市场化转型加剧 了两性收人差 ，
1 9 9 0 年女性劳动收入是男性劳动收入 的

8 1
．
 7 ％

，
2 0 0 0 年城乡女性劳动收人分别是男性的 7 0

．
1 ％和 5 9 ． 6 ％ 。 这种性别收入差

并没有因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有所改变 ， 从城乡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人来看 ，

京津沪 、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均低于同地区的男性 （蒋永萍 、 杨慧 ，
2 0 1 3

） 。

第二 ，
两性就业结构存在差异 ， 女性更多地集中在发展机会少 、 收入低 、 稳定

性差的工作 中 。 研究发现 ，
2 0 1 0 年 ，

城镇女性在业者中从事非正规就业的 比例为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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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6 ％

 ， 比十年前高 1 0
．
 6 个百分点 ， 比同期男性高 5

．
0 个百分比 。 2 0 1 0 年 ， 正规就

业中 的女性收入为男性的 8 7 ． 3 ％
， 而非正规就业中女性收人则为男性的 4 9 ．

 1 ％
， 女

性处于更为弱势地位 （ 杨慧 、 蒋永萍 ，

2 0 1 4
） 。 两性就业结构 的差异是决定两性收

人差距的主要原因 。 首先 ， 就业结构 中存在性别垂直隔离 ， 且市场化不断加剧性别

的垂直隔离 （童梅 、 王宏波 ，
2 0 1 3 ） 。 2 0 1 0 年 ， 在各类组织的负责人中女性比例为

2 9 ． 8 ％
 ， 在县处级干部中 ， 女性占 2 8 ． 2％

， 越往高层女性比例越低 。
2 0 0 9 年 ， 地厅

级女干部和省部级女干部的 比例分别为 1 3 ． 7 ％ 和 1 1 ％（
吴伟 ，

2 0 1 2
）

0 其次 ， 职业的

性别隔离 。 女性在第一 、 第二 、 第三产业的 比重分别为 4 5 ． 3％ 、 1 4 ．
 5 ％和 4 0

． 2 ％
， 女

性主要在农业和服务业工作 （第三期中 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
2 0 1 1

） ， 这些行

业属于收入偏低的行业。 研究显示 ，
目前国有部 门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职

业的性别隔离 ’ 但在非国有部门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是决定性别收人差异的主要

因素 （吴愈晓 、 吴晓刚 ，

2 0 0 9
） 。 第五次人 口 普查数据显示 ， 商业 、 服务业人员 中

5 1
．

7 ％是女性 （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

2 0 1 2
： 4 0

） 。 城乡 低收人组

中 ， 女性分别 占 5 9 ． 8 ％和 6 5 ．  7％
， 比男性高 1 9 ．  6 个和 3 1 ． 4 个百分点 。 城镇和乡村的

高收入组中 ， 女性占 3 0
． 9％和 2 4

．
4％

，
明显低于男性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课题组 ，

2 0 1 1
） 。

第三 ， 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关系中 ， 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
这弱化

了女性的市场地位 ， 女性被迫进人那些非正式的 、 有时间弹性的低收人职业 。 研究

表明 ， 市场因素对女性职业的选择是通过工作时间体现的 ， 女性兼顾家庭的责任使

其选择更灵活的工作 ， 甚至女性会间断工作 ， 这增加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 （ 张成

刚 、 杨伟国 ，

2 0 1 3
） 。 城镇女性有 3 0

．
 8％ 会 因为生育和照顾孩子的原因而 中断工作

（佟新 、 周旅军 ，

2 0 1 3 ） 0

上述种种表明 ， 女性在市场中会因为其性别角色和家庭责任而处于弱势地位 ；

投资女性是用社会的力量改善女性的不利地位 ， 重新认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其

关怀工作的价值也因而变得重要和迫切 。

（二） 投资女性教育能够提升地区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 ， 依靠教育深化来扩大劳动力资源 、 增加

人力资本存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成为 中 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次人 口 红利 （ 蔡昉 ，

2 0 0 9
） 。 在性别平等的意义上 ， 投资人力资本要关注性别差距 ， 消除人力资本性别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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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过程就是加大投资女性人力资本的过程 ， 具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

近年来 ， 我国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正在显著缩小 。 从小学净人学率来看 ，

2 0 1 1

年学龄 （男女 ） 儿童的净人学率达到 9 9 ． 8％ 。 普通高 中学生中女生比例为 4 8 ． 9 8％ 。

高等教育阶段 ， 女性参与的人数也不断增多 ’ 到 2 0 1 0 年 ’ 普通本专科在校女生 、 女硕

士生、 女博士生分别占相应总在校人数的 5 0 ． 8 6％ 、 5 0
．

4％ 和 3 5
．

5％（ 中国非政府组

织 ＣＥＤＡＷ①报告撰写小组 ，
2 0 1 4 ） 。 同时 ’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提髙 ，

1 8 
－

6 4 岁

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 ． 8 年 ， 比 2 0 0 0 年提髙了 2 ． 7 年
， 性别差距由十年前的 1

． 5

年缩短为 0 ． 3 年 ， 但深入分析会发现 ， 女性中接受过高 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 占 3 3 ． 7 ％
，

城乡分别为 5 4
．  2％ 和 1 8 ． 2％

； 中西部农村女性中 ， 这
一比例为 1 0 ． 0％

， 比该地区农村

男性低 4
． 6 个百分点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 2 0 1 1

） 。

在培训方面 ， 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 针对不同的妇女群体提供技术培训

及资金和项 目支持 ， 促进妇女创业 ， 帮助农村妇女脱贫致富 。 农业部制定的 《全国

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 （ 2 0 0 3
－

 2 0 1 0 年 ） 》 中强调动员 和鼓励农村妇女享受相关教

育资源 。 农村妇女现代远程教育于 2 0 0 9 年首播 ，
面 向广大农村妇女开展常规性培

训 。 教育部与全国妇联在 2 0 1 0 年联合发布了 《关于做好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工作的意见》 ，
提出要不断改善农村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 ， 增强其发展现代农业

能力 ， 提高其创业就业能力 。 各地妇联创办 1 5 万所农村妇女学校 、 创建 2 0 余万个

各级各类农林科技示范基地 ， 对农村妇女 ， 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妇女进行实用技

术和相关知识的培训 （ 中 国非政府组织 ＣＥＤＡＷ 报告撰写小组 ，
2 0 1 4

） 。

本文将投资女性教育 、 贷款和女性从事有酬劳动作为变量来分析其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 。 由于 中国统计年鉴在 2 0 1 0 年的数据中缺乏分地区分性别的相关指标 ，

我们从 2 0 1 0 年第三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中拟合出反映各省市投资女性的

自变量 。 反映投资女性的 自变量使用了教育 、 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 女性参加培训 、

女性中获得过贷款的 比例和女性劳动力平均劳动收人？ 。 得出 的各省市的状况见

表 1
。

①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 ｏｎｏｎ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ｌｌＦｏｒｍｓ ｏｆＤｉｓｃ ｒｉｍｉ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ｇ
ａｉｎｓ ｔＷｏｍｅｎ

，
ＣＥＤＡＷ  0

② 数据为 ：
Ｂ2 不 包括成人教育 ， 您总共上 了几年 学 ？ （计 算女性的 平均在校 受教育年数 ）

；

Ｂ 3 ａ 您 目 前的 受

教育程度是？
（仅计算各省 区 的女性 ．中具有大 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的比例 ） ；

Ｂ 6 ａ 近 3 年来您参加过培训或进

修吗 ？ （ 计算女性 中参加过的比例 ）
；

Ｃ 1 2 ａ 您是否获得过用 于生产经 营的货款？ （计 算女性 中获得过货款的

比例 ） ；

Ｃ 1 8 ａ 去年您在以 下方面的个人收入大约为 多 少元 ？
；
Ａ 劳动收入 。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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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0 1 0 年各省市投资女性的状况



｜

平均在校受教专科及以上学历的
｜

参加过培训的
｜

获得过贷款的
｜

上年的平均劳动

育年数 （年 ）比例 （％ ）比例 （
％

）
比例 （

％
）
收人 （元 ）

北京


1 0 ． 4 4 2 7 ． 3 2 7 ． 4 2 ． 0 1 4 6 0 2 ． 4 9

天津


1 0 ． 0 2 2 2 ． 1 1 5 ． 0 1 ． 1 1 1 9 9 0 ． 2 3

河北


9 ． 0 7 1 6 ． 1 1 5 ． 6 4 ． 3 8 2 7 4 ． 6 1

山西


8 ． 9 4 1 5 ． 7 1 4 ． 6 6 ． 4 7 0 2 8 ． 3 9

内蒙古 8 ． 3 0 1 0 ． 3 1 3 ． 0 2 1 ． 0 9 5 8 9 ． 1 2

辽宁 9 ． 2 6 1 4 ． 6 1 5 ． 6 7 ． 9 8 6 3 0 ． 9 9

吉林 8 ． 9 5 9 ． 8 1 4 ． 4 1 5 ． 1 8 0 0 1 ． 0 5

黑龙江 8 ． 5 0 8 ． 3 1 2 ． 1 1 7 ． 9 8 2 1 0 ． 2 5

上海 1 0 ． 4 1 2 6 ． 1 2 6 ． 6 0 ． 9 2 2 7 1 8 ． 9 5

江苏 8 ． 8 91 2 ． 8 1 5 ． 2 5 ． 5 1 4 4 3 7 ． 0 5

浙江 8 ． 5 3 1 6 ． 0 2 1 ． 4 7 ． 1 1 8 3 5 2 ． 9 7

安徽 8 ． 1 9 9 ． 2 1 5 ． 3 6 ． 8 9 7 3 7 ． 2 0

福建 8 ． 4 5 1 3 ． 0 2 0 ． 0 8 ． 9 1 1 4 0 9 ． 3 6

江西 7 ． 7 1 7 ． 7 1 3 ． 0 1 0 ． 9 8 0 4 2 ． 7 4

山东 8 ． 7 3 1 4 ． 4 1 3 ． 7 6 ． 2 9 9 9 5 ． 6 1

河南 8 ． 8 2 1 2 ． 1 1 5 ． 5 7 ． 5 7 4 2 0 ． 4 6

湖北 8 ． 5 2 9 ． 6 1 4 ． 0 1 1
． 7 9 6 3 6

．
6 9

湖南 8 ． 5 2 9 ． 5 1 5 ． 5 1 1 ． 9 8 9 8 3 ． 9 8

广东 8 ． 5 3 1 2 ． 0 1 4 ． 2 4 ． 5 1 0 9 3 6 ． 8 4

广西 7 ． 9 3 9 ． 4 1 5 ． 2 1 3 ． 9 7 7 8 5 ． 6 8

海南 8 ． 8 9 1 0 ． 4 1 7 ． 5 7 ． 7 8 6 4 8 ． 1 4

重庆 8 ． 2 6 1 0 ． 5 1 5 ． 6 1 3 ． 6 9 5 4 9 ． 0 0

四川 8 ． 2 0 1 0 ． 1 1 7 ． 8 1 7 ． 6 8 9 3 2 ． 4 7

贵州 8 ． 2 2 1 0 ． 6 1 3 ．

1 1 8 ． 4 8 6 7 7 ． 5 4

云南 8 ． 1 5 1 3 ． 2 1 9 ． 4 1 7 ． 5 9 4 1 6 ． 3 1

陕西 9 ． 2 2 1 3 ． 4 1 9 ． 8 1 3 ． 1 9 6 5 7 ． 4 2

甘肃 9 ． 0 81 1 ． 9 1 7 ． 6 1 6 ． 9 8 2 4 1 ． 4 4

青海 9 ． 1 4 1 7 ． 2 2 1 ． 81 1 ． 1 1 0 7 4 1
． 8 5

宁夏 8 ． 8 7 1 3 ． 7 2 1 ． 71 5 ． 4 1 0 3 7 5 ． 5 4

新疆 8 ． 9 0 1 9 ． 3 2 4 ． 0 1 9 ． 21
5 0 3 6 ． 5 8

注 ： （
1

） 由于西藏的样本数过小 ， 分析中不包括西藏 ； （
2 ） 由于兵团缺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及地区

发展与 民生指数 ， 故也不纳入相关分析
； （

3
） 本表格 中数据仅涉及各省市女性的情况 。

根据表 1 可以看到 ， 北京 、 上海 、 天津三地投资女性教育的程度最高 。 平均收

入状况以上海为最高 。 老、 少 、 边 、 穷地区女性获得过贷款的比例较高 。
？

再以全国各省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人均 ＧＤＰ

， 单位为元 ） 、 地 区发展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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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0 1 0 年各省市社会经济发展指数


｜

人均 ＧＤＰ
 ｜ 

ＤＵ （调整后 ）

｜

综合发展
｜

经济发展
｜

民生改善
｜

社会发展
丨

生态建设
｜

科技创新

（元 ）（％ ）（％ ）（％ ） （％ ） （％ ）（％ ）（％
）

北京7 3 8 5 6 8 5 ． 3 3 8 5 ． 0 5 9 6 ． 1 3 9 0 ． 6 3 8 2 ． 1 7 7 4 ． 3 8 7 8 ． 3 8

天津 7 2 9 9 4 7 4 ． 9 0 7 2 ． 6 5 8 7 ． 5 6 8 0 ． 4 9 7 0 ． 1 6 7 0 ． 0 2 4 6 ． 2 4

河北 2 8 6 6 8 5 6 ． 6 0 5 3 ． 7 1 5 8 ． 0 0 6 2 ． 3 5 6 6 ． 1 1 5 6 ． 3 4 1 3 ． 2 2

山西 2 6 2 8 3



5 4 ． 5 4 5 3
． 4 1 6 0 ． 8 0 5 8 ． 3 9 7 0 ． 4 15 1 ． 5 3 1 2 ． 7

1

内蒙古 4 7 3 4 7 5 4 ． 6 9 5 3 ． 4 2 6 7 ． 8 0 5 8 ． 5 4 6 6 ． 7 1 5 1 ． 3 9 7 ． 8 9

辽宁 4 2 3 5 5 6 1 ． 2 1



5 9 ． 7 1 7 2 ． 6 9 6 5 ． 9 2 6 8 ． 4 7 5 8 ． 1 3 2 0 ． 7 0

吉林 3 1 5 9 9 5 7 ． 2 1
 5 5 ． 4 1 6 3 ． 6 2 6 1 ． 8 2 7 2 ． 0 8 5 3 ． 7 0 1 1 ． 6 7

黑龙江 2 7 0 7 6 5 4 ． 8 2 5 3 ． 2 6 6 4 ． 3 4 6 0 ． 6 1 6 5 ． 3 5 5 1
． 0 0 1 1 ． 3 4

上海， 6 0 7 4 8 2
．

4 9 8 0 ． 5 7 9 9 ． 0 2 8 7 ． 4 1 7 1
．

2 9 7 1 ． 9 6 6 7 ． 9 9

江苏 5 2 8 4 0 7 0 ． 9 5 6 8 ． 4 5 7 4 ． 9 4 7 4 ． 6 2 6 6 ． 1 1
 6 5 ， 6 2 5 6 ． 8 8

浙江 5 1 7 1 1 7 0 ． 9 6 6 9 ． 2 6 7 3 ． 4 8 8 4 ． 1 7 6 6 ． 9 7 6 9 ． 0 5 4 4 ． 8 3

安徽 2 0 8 8 8 5 4 ． 6 0 5 3 ． 2 1 5 7
． 9 2 6 2 ． 1 3 6 1 ． 9 8 5 8 ． 9 2 1 3 ． 1 1

福建 4 0 0 2 5 6 3 ． 7 3



6 2 ． 5 8 7 1 ． 9 3 7 0 ． 0 3 6 7 ． 6 6 6 8 ． 8 4 2 2 ． 5 7

江西 2 1 2 5 3 5 6 ． 6 3 5 4 ． 9 9 5 8 ． 1 9 6 3 ． 6 0 6 5 ． 3 2 6 0 ． 7 9 1 5 ． 1 7

山东 4 1 1 0 6 6 1 ． 7 1 5 9 ． 3 2 6 4 ． 8 5 6 8 ． 1 2 6 5 ． 3 5 6 2 ． 8 1 2 5 ． 0 3

河南 2 4 4 4 6 5 3 ． 7 6 5 2 ． 4 2 5 3 ．
1 6 6 0 ． 0 0 6 7 ．

1 4 5 8 ． 3 8 1 1
． 1 0

湖北 2 7 9 0 6 5 8 ． 0 8 5 6 ． 6 8 6 1 ． 6 3 6 1 ． 9 7 6 8 ． 6 9 5 6 ． 0 5 2 4 ． 8 2

湖南 2 4 7 1 9 5 6 ． 3 6 5 5 ． 0 3 5 9 ． 7 0 6 2 ． 0 4 6 8 ． 7 9 5 8 ． 4 6 1 3 ． 3 5

广东 4 4 7 3 6 6 8 ． 7 5 6 8 ． 2 8 7 9 ． 5 1 7 3 ． 4 6 6 7 ． 0 2 7 0 ． 0 0 4 3 ． 8 3

广西 2 0 2 1 9 5 2 ． 9 3 5 2 ． 7 5 5 6 ． 3 3 5 9 ． 1 5 6 6 ． 0 7 6 1 ．
1 4 7 ． 9 2

海南 2 3 8 3 1 5 5 ． 5 4 5 4 ． 7 5 6 6 ． 9 8 6 0 ． 6 0 6 6 ． 0 9 5 8 ． 8 7 6 ． 4 2

重庆 2 7 5 9 6 5 9 ． 4 9 5 7 ． 5 1 6 6 ． 9 3 6 0 ． 8 3 6 5 ． 7 6 6 4 ． 6 7 1 7 ． 6 8

四川 2 1 1 8 2 5 5 ． 9 2 5 5 ． 1 8 5 9 ． 6 5 5 9 ． 0 5 6 5 ． 8 0 5 9 ． 3 4 2 2 ． 0 8

贵州 1 3 1 1 9 4 7 ． 9 3 4 8 ． 2 5 5 5 ． 2 4 5 0 ． 9 2 6 5 ． 2 2 5 0 ． 4 9 6 ． 3 7

云南 1 5 7 5 2 5 0 ． 1 3 5 0 ． 4 5 5 5 ． 5 7 4 8 ． 9 6 7 1 ． 2 2 5 7 ． 4 7 5 ． 7 7

陕西 2 7 1 3 3 5 6 ． 1 4 5 5 ． 9 4 6 1 ． 0 3 5 4 ． 7 2 6 9 ． 2 3 5 7 ． 1 6 2 9． 2 6

甘肃 1 6 1 1 3 4 5 ． 5 8 4 6 ．
 0 4 5 2 ．

1 7 4 8 ． 9 2 6 2 ． 8 4 4 4 ． 9 5 9 ． 5 5

青海 2 4 1 1 5 4 5 ． 8 2 4 5 ． 9 5 5 7 ． 2 6 4 9 ． 0 2 6 4 ． 3 8 3 9 ． 6 6 5 ． 8 0

宁夏 2 6 8 6 0 4 9 ． 9 2 4 8 ． 7 1 5 9 ． 6 7 5 4 ． 7 6 6 2 ． 3 6 4 4 ． 6 4 8 ． 8 9

新疆2 5 0 3 4


4 7 ． 1 2 4 6 ． 4 6 5 6 ． 1 2 5 7 ． 5 6 5 8 ． 2 6 4 1 ． 2 3 5 ． 3 0

生指数 （单位为％ ）

？ 来看 ，
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 、 民

生改善 、 社会发展、 生态建设、 科技创新和公众评价 （公众评价暂未开展 ） 六大方

① 地 区发展与 民生指数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Ｌｉｆｅ Ｉｎｄｅｘ
，ＤＬＩ ） 的评价指标体 系具体 内容样见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ｓ

ｔ
ａ

ｔ
ｓ，

ｇ
ｏｖ． ｃｎ／ｔ

ｊ
ｓ
ｊ
／ ｚｘｆｂ／ 2 0 1 3 1 2／

ｔ
2 0 1 3 1 2 3 1

＿ 4 9 2 7 6 5 ．ｈｔｍｌ
。 在该体 系 中 ，

人均ＧＤＰ 作为 三级指标

纳入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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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共 4 2 项 指标 。 指 数 的 计算与 合成借鉴 了联合 国人类 发展指数 （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 ｅｘ
，ＨＤＩ ） 等有关方法 ， 根据各评价指标的上下限阈值来计算其指

数 ， 也就是无量纲化 。 指数为 ． 0
－

1 0 0
， 根据指标权重合成分类指数和总指数 。 如果

将 2 0 1 0 年全国 3 1 个省 （ 区 、 市） 的综合发展指数排序结果与按人均 ＧＤＰ 的排序结

果进行对比
， 可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 但是 ， 个别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排位与人均

ＧＤＰ排位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

用表 1 和表 2 做相关分析 ， 得出表 3 。

表 32 0 1 0 年各省市投资女性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之 间的相关系数


平均在校受专科及以上参加过培训获得过贷款上年的平均

教育年数学历 的比例的比例的比例劳动收人

人均 
ＧＤＰ（元 ）



． 7 1 2 ？  7 3 2．  3 7 5－

． 6 5 3



． 7 1 3

ＤＵ（ 调整后 ）． 5 9 3．
 6 1 6．

 3 3 0－

． 7 4 4．
 6 6 8

综合发展


． 6 0 2 ．  6 3 2．  3 6 6


－

． 7 2 8



． 6 7 5

经济发展． 6 8 5．  6 8 7．  4 0 5－

． 6 5 0．  6 9 7

民生改善． 5 3 8． 6 0 2． 3 3 2－

． 7 4 6． 7 0 5

社会发展． 5 1 9 ． 4 6 0 ．
 2 5 4－

． 4 2 5■  1 7 7

生态建设


． 2 3 1
＾Ｊ

0 9


－

． 6 8 1



． 4 2 9

科技创新 ． 6 3 5．  6 6 0．  4 3 4－

． 6 8 3



． 7 2 3

提升女性人力资本 、 使女性投身到有酬劳动和各省市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 中度

的相关关系？ 。 我们无法说明这种相关的 因果性 ， 但中度相关表明 ， 投资女性教育 、

促进女性就业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
。 有研究表明 ， 城市居民的

收入水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 并最终促进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 ； 但分割

的劳动力市场又使居 民对幸福的感知产生差异 （黄嘉文 ，
2 0 1 3

） 。

（
三

） 让女性成为有产者 女性创业

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理论认为资产积累是重要的福祉。 以收人为基础 的福利政

① 统计学表明 ， 线性相关 系数 Ｉ

■

为 ：
Ｉｒ ｌ＜ 0． 3 表示关 系极弱

，
可以认为不相关 ； 当 0 ． 3 各 Ｉｒ ｌ＜ 0 ． 5 时 ， 说明二

者低度相 关
；

0 ． 5 ＝Ｓ  Ｉｒ ｌ＜ 0 ． 8 则属于中度相关 ；

Ｉｒ ｌ 3 ＝ 0 ． 8 表示高度相关 ；

而 Ｉｒ ｌ＞ 0． 9 5 说明存在显著相关 。

② 相关 系数的平方即 为 决定 系数
，
它表示 因 变量的变异中 可由 自 变量解释的百分比 。 决定 系数代表的拟合优

度越大 ，
自 变量对 因 变量的解释程度越高 ， 自 变量引起的变动 占 总变动的百分比越高 。 从方法论的 意义来

看 ， 相关 系数是衡量两 个变量的线性依存程度
，
测度不含 因果关 系的对称相关关系

；
决定 系数则是说明 自

变量或解释变量对 因变量的解释程庋
，
表征不对称的 因果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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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是不充分的 ， 还应当建立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政策 ， 它带来的福利效应包含了除

潜在消费之外的其他经济 、 社会和心理效应 （谢若登 ，

2 0 0 5
） 。

让女性成为有产者是
一

项具有挑战性的投入 。
2 0 1 0 年 ， 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

査显示 ， 我 国仅有 1 3 ． 2％ 的已婚女性在房产上只登记了 自 己的名字 ，
而 5 1 ． 7 ％ 的 已

婚男性会这样做 ， 当代城市房产分配的状况形成了新的性别不平等 ， 性别差距在扩

大 。 在家族企业中延续的长子继承制传统也直接在心理层面影响女性的职业规划和

社会化 （傅颖 、 王重鸣
，

2 0 1 4
） 。 表 1 显示 ， 女性获得贷款的 比例明显集中于老少

边穷地区 ， 其主要内容是与扶贫相关的小额贷款 。 在城市 中 ， 女性获得贷款的 比例

极低 ， 且越发达的地区女性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少 。 女性获得贷款比例最低的是上

海 ， 只有 0 ． 9 ％
；
其次是天津 ， 为 1 ． 1 ％

； 再次是北京 ， 为 2 ％ 。 从表 3 来看 ， 各地

各类型的发展都与女性获得贷款的比例呈负相关。

2 0 1 0 年 曾 经获得过生产经营性 贷款 的性别 比例分别 为女性 9 ． 0 ％ 和男 性

1 4 ． 0 ％
。 从贷款来源看

，
其中女性获得的是商业贷款 、 政府贴息等形式小额贷款的

比例分别为 4 9 ． 9 ％ 和 3 7 ． 3 ％
， 男性则分别为 5 2 ． 0 ％ 和 3 6 ． 9 ％ 。 农村女性获得政府

贴息等形式小额贷款的比例
，
则为 3 9 ． 9 ％ 。 截至 2 0 1 3 年第二季度末 ， 全国 累计发

放的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3 0 0 多万人次 ， 为妇女提供了创业启动资金 ， 辐射

带动近千万妇女创业就业 （ 中 国非政府组织 ＣＥＤＡＷ 报告撰写小组 ，
2 0 1 4

） 。 妇女小

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实施 ， 还使得农村留守妇女获得信贷的机会得以提高

（蒋月娥 ，
2 0 1 1

） 。

女性创业和获得资产增长有利于个人、 家庭和社区发展 。 2 0 0 8 年 3 月
， 高盛基

金会在中国启动了
“

巾帼圆梦
”

计划 ， 他们总投资金额 1 亿美元 ， 为期 5 年 ， 为世

界各地的 1 万名有发展潜质但资源匮乏的创业女性提供商业和管理培训 。 中 国 已有

2 1 0 0 余名女性小微企业主接受了项 目培训。 高盛的跟踪数据显示 ， 在参与项 目后 ，

大部分参与培训的女性创业者的公司得到了发展 。 完成项 目培训的 7 5
．
 4 ％ 的学员表

示
， 公司收入得到提高 。 她们 的企业收入增长率中位数值从培训结束 6 个月 后的

2 5％ 增长至 1 8 个月后的 8 5
．
 3 ％

 ， 3 0 个月 后则提高了 
2 6 1

．
 8 ％ 。 平均业绩增长率分别

是 1 3 3 ． 3％ 、 3 8 3 ． 6％ 和 1 3 3 6 ．

 8 ％ 。 创造就业机会的成果也极为显著 ，
5 7％ 的学员在

培训后 6 个月开始通过企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 就业的增长率在完成课程后 1 8 个月

和 3 0 个月 后增至 6 7 ％ 和 7 8％ 。 学员企业的平均雇员从 4
．
 9 人增至 1 8 个月 后的 7

人 、 3 0 个月后的 1 3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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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 年 1 月 2 7 日 ， 世界银行集 团 成员 机构 国 际金融公 司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ＦＣ

） 、 蚂蚁金融服务集 团与高盛
“

巾 帼圆梦
”

万名女性创业

助学计划推出 中国首个专门的女性互联网金融贷款服务项 目 。 阿里巴巴集团 旗下的

淘宝网 、 天猫等电商网站的资料显示 ， 女性经营的店铺符合信用贷款准入条件的比

例略高于男性经营的 比例 ， 女性店铺的准入比例为 5 0 ． 1 0 ％
。 在蚂蚁小贷的贷款客

户中 ， 女性的比例达 5 4 ．  4 3 ％ 。

“

女性在使用贷款时更加慎重 ， 出现不 良贷款的概率

也更小
一

些
”

（ 姜樊 ，

2 0 1 5
） 。

女性的创业活动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 亦能够为 中 国经济的创

新带来活力 。 以北京的
“

巧娘工作室
”

为例 ， 作为促进妇女创业就业的公益服务项

目 ， 它吸纳了
一批具有

一定手工技艺的妇女参与到创业活动中 。 该项 目 自 2 0 0 6 年正

式启动 ，
迄今已有 2 7 0 多个

“

巧娘工作室
”

在北京市 的市 、 区两级建立起来 ， 产品

涉及刺绣 、 剪纸 、 手工编织 、 雕刻等近 2 0 个种类 ， 直接安置妇女就业近 5 万人 ， 带

动妇女就业和灵活就业 2 6 万多人 。 海淀巧娘工作室蒋丽娟的手工绣花鞋屡获国际大

奖 ， 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 ， 她的绣花鞋以每双 2 1 0 0 欧元的价格被收购

（ 四 ） 重新定义家务劳动和重估关怀工作的价值

在我国 ， 家务劳动从未被计入 ＧＤＰ 的统计 ， 但家务劳动却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我 国城镇双职工家庭中 ， 有 6 7 ． 2％ 的家庭的家务劳动 主要 由

妻子承担 （侈新 、 周旅军 ，
2 0 1 3

） 。 同时 ， 我 国农村留守妇女 巳形成
一个达 5 0 0 0 万

人左右的群体 。 根据中 国农业大学发布的 《 中 国农村留守妇女调査报告》 ， 留守妇

女承担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 比例都超过 8 5 ％
，
此外 ， 她们还大量承担了子女养

育 、 老人赡养等家庭责任和社区事务 （李永杰 ，
2 0 1 4

） 。 对 1 8
－ 5 9 岁城乡女性的家

务劳动价值的测算发现 ， 城乡 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远大于男性 ， 城乡女性家务劳动

的总价值非常 可观 ，
达到 2

．
3 1 万亿至 2

．
9 5 万亿元 ， 占 ＧＤＰ 的 比 例为 5

．
7 5 ％－

7 ． 3 5 ％左右 （杨慧 ，
2 0 1 5

） 。 家务劳动的经济贡献应纳人国家 ＧＤＰ 的统计中 。 女性

作为家务劳动的主要贡献者 ， 她们的劳动价值需要得到公正评价 。 如果将家务劳动

价值纳人 ＧＤＰ 统计 ，
应有 4 万亿元左右的价值回馈给女性 ， 不仅能够使经济充满活

① 《 巧娘工作室 》
一文由 北京社会建设 网 2 0 1 4 年 4 月 2 5 曰 编辑报道 （

ｈ
ｔ ｔｐ ：／／ｗｗｗ ．ｂ

ｊ
ｓｈ

ｊ
ｓ ．ｇｏｖ ．ｃｎ／ 4 1 2／ 2 0 1 4／

0 4／ 2 5 ／ 7 4％ 4 0 1 3 9 5 0 ． ｈｔ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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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更能促进性别平等 。

我国社会存在着对关怀工作的巨大需求 。 据联合国的保守预测 ， 到 2 0 5 0 年 ， 我国 6 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将占总人口 的 2 3％
， 达到 3 ． 3 4 亿 ， 最需要照料的 8 0 岁及以上高龄老

人将高达 1 亿 ， 而 2 0 0 5 年 ， 这三个数字分别为 7
． 7％ 、

1
． 0 6 亿和 1 3 0 0 万 （ 曾毅等 ，

2 0 1 0
： 1

－

2 ） 。 居家养老模式需要家人付出关怀劳动。

女性承担着生育和抚育的责任 ， 完成着人类 自身生产活动 ， 但其社会价值和贡

献并没有得到承认和补偿 。 对生育价值的公正评价和合理补偿需要我们用关怀伦理

理解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 妇女和家庭为社会承担生育和抚育责任 ， 应当成为社会总

劳动的组成部分 。 1 9 9 4 年颁布了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补偿办法》 ， 但缺乏法律强制

力 。 目前 ， 我国可以享受生育补偿的范围很小 ， 只有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和企事业

单位正式工作的女职工 ， 而乡镇企业 、 街区企业 、 个体经营者 、 非正式就业者和广

大农村妇女都无法享受到生育补偿 ， 这是每一个生育妇女都应该得到的补偿和承认

（ 范红霞 ，

2 0 1 0 ） 。 我们倡导 ， 对女性的生育贡献进行经济补偿 ， 这种补偿应以公平

和广覆盖为原则 ， 参考医疗保险的做法使全体公民的生育贡献得到国家的认可 。 这

一补偿资金看似是财政公共的巨大开支 ， 但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 ， 不仅使生育妇

女得到补偿 ， 还使家庭及其老人和孩子们受益 。 第六次人 口普遍数据显示 ，

2 0 1 0

年 ， 我国有流动儿童 3 5 8 1 万
， 有留守儿童 6 9 7 2 ． 8 万 （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

产业统计司 ，

2 0 1 4
： 1 3

） 。 当父母为了生育和抚育的责任不得不外出 打工时 ， 国家

要为儿童的未来付出更大成本 。 承认和补偿家庭在生育和抚育上的贡献 ， 对我 国 的

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 。

关怀伦理在我国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 ，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 以及人之

幼
”

是国人重视代际和人际联系的重要原则 。 从关怀经济的角度思考我国新常态下

的增长路径有重要意义 ， 这要求我们将与人的再生产有关的 医疗照顾、 老人照顾、

生育补偿、 婴幼儿照顾等需求视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
承认和鼓励关怀劳动 ；

这其

中 ， 投资女性既有利于性别平等 ， 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 实现人之幸福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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