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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０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男女两

性的性别观念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越

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

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性别观念的形塑源自三类地位实践：先赋地位、自致

地位和夫妻间性别地位，自致地位的作用更为重要。两性性别观念因夫妻间性别地

位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婚前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经济贡献比丈夫

大、至少有与丈夫相仿的职业 地 位、家 庭 权 力 方 面 至 少 与 丈 夫 相 仿 甚 至 比 丈 夫 高

者，性别观念表现出更趋向现代的特征。作用于两性性别观念的机制有所不同，对

女性而言，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职业与政治身份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

观念的形成；对男性而言，夫妻间平等承担家务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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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１９９５年，联合国在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 会 上 将 “社 会 性 别 观 念 纳 入 社 会 发 展 各

个领域的主流”确定为促 进 性 别 平 等 的 全 球 战 略，要 求 各 国 对 立 法、公 共 政 策 和

项目计划进行性 别 影 响 评 估。我 国 是 当 时 承 诺 将 社 会 性 别 主 流 化 的４９个 国 家 之

一，并将性别平等作为基本国 策。而 性 别 观 念 是 影 响 一 个 国 家 或 地 区 性 别 平 等 状

况的重要因素。

性别观念全称为性别角色观念 （ｇｅｎｄｅｒ－ｒｏ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指 有 关 男女应当遵从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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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其行为模式等观念。① 它是性别平

等基本国策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

国外的相关研究大致有四方面的理论。一是性别观念的现代性理论，强调人们

的性别观念会随着平等意识和民主化进程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持有传统性别观念

的人多习惯性地认为两性间存在固化的性别气质与社会分工：相信男性的性别气质

为坚强、有责任感，并与女性温柔、有依赖性的性别气质对立；相信性别角色的公

私领域分工，即男性主要以在公共领域的发展为主，而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相信在

两性关系上男 性 为 主，女 性 为 辅。有 关 性 别 角 色 分 工 观 念 是 性 别 观 念 中 的 核 心 要

素。②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性别观念向现代性别观念转变；现代性别观念强调

男女平等，打破性别传统分工，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两性共同承担社会与家庭责任。

二是性别观念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习、接纳或反抗各

种性别观念。人的先赋因素，③ 如性别、城乡、父母的文化程度及其种族等，会通

过社会化的机构———家庭、学校和职业影响其性别观念；人的社会实践亦作用于其

性别观念。④

三是性别观念受人们内在利益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只有支持性别平等的收

益大于成本时，个体才会选择支持或认可现代两性平等的观念；反之则否。女权主

义者认为，女性从两性平等的观念变革中获益；随着离婚率的增多和女性参与有酬

劳动的增加，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变化更敏感，保持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损失和威胁

越高，女性的性别观念则越趋现代。大多数男性依然从传统性别分工中获益，而不

愿接受性别平等的观念，因此男性的性别观念相对女性会更为保守。⑤

四 是 个 体 能 动 理 论，强 调 个 体 是 积 极 的 社 会 行 动 者。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每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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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将户籍身份作为先赋地位。以城乡为区分的出生地，因中国户籍身份的先赋特

点，也具有先赋性特征。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ｏｌｚｅｎｄａｈｌ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Ｍｙｅｒｓ，“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ｎ，１９７４－１９９８，”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ｖｏｌ．８３，

ｎｏ．２，２００４，ｐｐ．７５９－７７９．
Ｋａｒｅｎ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Ｍ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ｕ－Ｈｓｉａ　Ｌｕ，“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７７－１９８５，”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ｎｏ．１，１９８８，ｐｐ．
３９－５７．



都 在 “表 演”着 性 别，人 们 不 同 的 经 历 和 角 色 实 践 会 使 其 产 生 多 元 的 性 别 观 念

和 行 动。①

我国的相关研究包括：介绍性别平等观念及相关研究；② 分析不同群体性别观念

的状况，尤其女性的性别观念及其影响因素；③ 分析个人的经济条件、家庭环境、社

会经历、政治信仰和种族、地域等因素对其性别观念的影响。④ 研究的基本观点包括：

传统的 “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对人们的性别

观念有着深刻影响，男女平等理念的倡导促使我国的性别观念普遍趋于现代。⑤

国内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研究视角，但限于数据有关性别观念的全貌性探讨较少。

每间隔十年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的 “全国妇女地位调查”对人们的性别观念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本研究以２０１０年第三期 “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为基础。⑥ 调

查共回收个人问卷２９６９８份，剔除老人专卷样本后，有效分析样本为２６１６６人，男

性１２６５９人，占４８．４％，女性１３５０７人，占５１．６％。

本研究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现当代我国性别观念的基本状况及性别观念从传统

到现代的转型状况；分性别比较性别观念，分析两性性别观念的异同；分析影响两

性性别观念的因素，特别是分析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两性各自的利益对人们性别观念

的影响，探讨影响人们性别观念的关键因素及其实践意义。

二、研究测量和假设

（一）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性别观念的社会建构理论中，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结构形塑了观念，强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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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该调查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为时点，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调查采用

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 （ＰＰＳ）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抽样单位为县、区

和县级市 （京津沪为乡、镇、街道），全国样本初级抽样单元为４６０个；第二阶段抽样

单位为村、居委会，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随机抽选５个村、居委会，并按城镇化 水 平 确

定村、居委会的样本结构；第三阶段抽样单位为家庭户，每个样本村、居委会 随 机 抽

选１５户，最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家庭户中采用特定随机方法确定调查对象。



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因素更为重要。观念在历史中具有

独立的作用，物质关系的变迁可归因于观念的变化。

我们采用相互建构的理论立场，认为文化／观念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同时又

影响社会关系，文化／观念与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① 在趋

利理论和个体能动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影响人们性别观念的性别地位实践理论。

性别地位实践理论包括：（１）社会结构／关系影响人们的性别观念。社会结构／

关系包括个人为界定与他人的关系而展开行动的情境。② （２）有三类社会结构／关系

对形塑人们的性别观念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是建立在性别、年龄、宗族、家庭背景

等基础上的先赋地位。其次是个体通过努力 （成就）建立的更为外向广泛的社会关

系，拥有此类社会关系的个体因此拥有自致地位。再次是具有不同先赋地位与自致

地位的两性在互动实践中形塑的家庭夫妻关系，并由此形成夫妻地位差。性别观念

的形塑源自三类重要的地位 （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妻地位关系）实践。

先赋地位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出生地。就

中国而言，户籍 （户口状况）具有先赋性特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少数幸运

者 （主要通过教育或其他渠道）才能改变户籍身份。已有研究发现，年龄对于性别

观念的影响非常显著。年轻往往意味着单身、无子女、处于就业状态和经济独 立，

因此年轻人往往会秉持更为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③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和担任

全职工作的母亲，其性别观念更趋向于平等，并影响子女的相关态度。因此，本文

关于先赋地位与性别观念间关系的假设１是：性 别 观 念 深 受 人 们 的 先 赋 地 位 影 响，

人们的性别观念因性别、年龄、出生地、户籍的不同而有差异。

自致地位包括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态等。教育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可促进

性别观念的平等化。它通过两种途径对性别认知产生作用。首先，使受教育者了解

更多促进平等和消除偏见的观念，促进性别角色定位的开明化，提高主体对性别平

等的要求和对现实不平等的感知能力；其次，使受教育者相信不平等源于个人天赋

和努力程度，接受其合理性。④ 女性的就业状况较多地与性别观念相关。有工作的

·９１１·

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①

②

③

④

马尔科姆·沃 特 斯：《现 代 社 会 学 理 论》，杨 善 华 等 译，北 京：华 夏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第２２７页。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Ｌ．Ｒｉｄｇ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ｌｅｙ　Ｊ．Ｃｏｒｒｅｌｌ， “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１８，ｎｏ．４，２００４，ｐｐ．５１０－５３１．
Ｃ．Ｂｒ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Ｃ．Ｂｏｌｚｅｎｄａｈｌ，“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Ｃｏｈｏｒ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ｐ．１０６－１３３．
Ｎａｎｃｙ　Ｊ．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Ｖ．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Ｍｅ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ｕｓｔｒｉａ，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女性趋向于支持平等就业机会，也更易从两性平等中获益。女性参加工作，即参与

公共生活，可在工作中看到自身社会价值的同时亦认识到自身的家庭价值，促使其

由 “持家人”向 “养家人”角色转变。① 由此，提出关于自致地位与性别观念关系的

假设，即假设２：自致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两性间因自致地位的差

异而呈现出性别观念的差异。

传统性别观念的核心内容是 “男 主 外、女 主 内”这 一 公 私 领 域 分 明 的 角 色 分

工，现实中夫妻间性别分工状 况 是 人 们 在 性 别 观 念 影 响 下 的 社 会 实 践。女 权 主 义

者认为，男性的权力与女性对 男 性 的 经 济 依 赖 情 况 相 关，而 这 往 往 是 发 生 在 家 庭

内部的，因此，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夫 妻 关 系 形 塑 了 彼 此 的 性 别 观 念。在 家 庭

经济方面，妻子的贡献越大，就 越 可 能 承 担 非 传 统 的 工 作 角 色，并 越 可 能 具 有 平

等的性别观念。如果丈夫收 入 较 少，则 会 弱 化 其 传 统 的 养 家 糊 口 作 用；丈 夫 也 越

可能赞赏妻子为家庭所做 的 贡 献 及 持 有 更 为 平 等 的 性 别 观 念。② 有学者认为，妻

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丈夫性别观念的现代化；丈夫收入的提高会强化妻子性

别观念的传统化。③ 这说明，妻子自致地位的获得不仅提高了其社会地位，也改变

了其在家庭内的劳动分工 和 角 色 定 位，有 助 于 建 立 或 形 成 更 平 等 的 性 别 观 念。我

们认为，夫妻间的政治、经济 权 力 关 系 状 况 是 性 别 角 色 分 工 的 反 映，妻 子 的 较 高

的职业地位和经济贡献是 夫 妻 间 打 破 传 统 性 别 角 色 分 工 的 结 果，因 此，关 于 夫 妻

间地位关系与性别观念互 构 的 假 设 为：性 别 观 念 因 夫 妻 间 地 位 差 而 呈 现 不 同。与

丈夫相比，妻子在家庭中地位 越 高，则 夫 妻 二 人 便 越 会 呈 现 较 为 现 代 的 性 别 观 念

（假设３）。

从性别观念的现代性理论看，先 赋 地 位、自 致 地 位 和 夫 妻 间 地 位 关 系 与 性 别

观念之间相互建构，并呈现为 历 时 性 特 征，基 本 趋 势 是 先 赋 地 位 对 性 别 观 念 的 影

响会逐渐减弱，自致地位的 影 响 会 逐 渐 上 升，并 作 用 于 夫 妻 间 性 别 角 色 分 工；而

平等的夫妻性别分工又会 与 人 们 的 性 别 观 念 相 互 作 用。于 是，有 关 性 别 观 念 实 践

理论的假设为：在中国快速现 代 化 进 程 中，先 赋 地 位 对 人 们 性 别 观 念 的 影 响 要 小

于自致地位的影响；平等的性 别 观 念 实 践 是 夫 妻 间 平 等 性 别 角 色 分 工 的 反 映 （假

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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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ｎｏ．１，１９９１，ｐｐ．７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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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性别地位实践理论分析框架

（二）研究变量及其界定

１．先赋地位

本文从性别、年龄、个体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户口状况四方面考察先赋地

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要考察的是父亲与母亲的教育状况，因为父亲工作与父亲

教育、母亲工作与母亲教育之间相关程度很高，在本文数据分析中，前者的相关系

数为０．５９，后者的相关系数高达０．６４，因此用职业或教育中的其中一项即可较好地

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户口状况可分为：农村出生且目前依然为农村户口者、城

镇出生且目前为城镇户口者、基于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其他方面的成就而成功地从农

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者。

２．自致地位

本文从五个方面考察自致地位的作用：（１）职业。可分为管理人员、专业人员、

办事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说不清／不知道六类。 （２）教育。可分为小学及以

下、初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及以上四类。（３）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参与。可分

为两类：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组织／民间组织、至少参与一项社会组织／民间组织。（４）

政治身份。区分为党团员、群众两类。（５）流动机会。根据问卷中关于最远到过什

么地方的提问，区分为三类：省内、外省、港澳台／国外。

３．夫妻间关系地位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夫妻间的关系地位：（１）婚前家庭经济地位。根据问卷中

被调查者关于 “结婚前双方家庭相比谁家的经济状况更好”这一问题，分为 “夫家

更好、两家差不多、娘家更好、未婚或不清楚”四类。（２）夫妻职业地位差。指夫

妻间的职业地位差距。先将丈夫和妻子的职业依据 “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

数”（ＩＳＥＩ）进行转换，然后将夫妻职业地位差距分为五种情况：丈夫职业地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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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丈夫职业地位与妻子一样、丈夫职业地位低于妻子、未婚无配偶、离婚或丧

偶。（３）夫妻经济贡献。依据被调查者对 “夫妻比较而言谁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更大”

问题的回答，分为 丈 夫 经 济 贡 献 大、妻 子 经 济 贡 献 大、差 不 多、未 婚／离 婚 四 类。
（４）夫妻的家庭权力。指夫 妻 相 比 谁 的 家 庭 权 力 更 大，分 为 丈 夫 更 有 权、差 不 多、

妻子更有权、未婚、离婚／丧偶五类。

表１　研究变量基本特征描述

变　量
男性 （Ｎ＝１２６５９） 女性 （Ｎ＝１３５０７）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年　龄 ４２．９０　 １２．００　 ４２．２６　 １１．６０

教　育 ９．９６　 ３．６０　 ８．９７　 ４．３０

父亲教育程度 ５．７５　 ４．３７　 ５．９５　 ４．３７

母亲教育程度 ３．９２　 ４．２７　 ３．９７　 ４．２５

变　量 频　次 有效百分比 频　次 有效百分比

出生地和户籍：农村出生农村户口 ６８６８　 ５４．２５　 ７１２７　 ５２．７７

城镇出生城镇户口 ３６８２　 ２９．０９　 ４００４　 ２９．６４

农村出生城镇户口 ２１０２　 １６．６０　 ２３７４　 １７．５８

缺失值 ７　 ０．０６　 ２　 ０．０１

婚前家庭经济地位：丈夫家更好 １８４６　 １４．５８　 ２１１８　 １５．６８

两家差不多 ６９２１　 ５４．６７　 ７７１２　 ５７．１０

妻子家更好 ２１５８　 １７．０５　 ２５３５　 １８．７７

未婚或不清楚 １７３４　 １３．７０　 １１４２　 ８．４５

夫妻职业地位差：丈夫高于妻子 ２９３７　 ２３．２０　 ３８０７　 ２８．１９

丈夫与妻子一样 ３５０６　 ２７．７０　 ３９４８　 ２９．２３

丈夫低于妻子 ２０２５　 １６．００　 ２８００　 ２０．７３

未婚无配偶 １５６４　 １２．３５　 ９６０　 ７．１１

离婚或丧偶 ２６２７　 ２０．７５　 １９９２　 １４．７５

家庭经济贡献：丈夫大 ６７８９　 ５３．６３　 ７３８１　 ５４．６５

妻子大 ８２６　 ６．５３　 ８８５　 ６．５５

差不多 ２８５２　 ２２．５３　 ３１４０　 ２３．２５

未婚／离婚 ２１８８　 １７．２８　 ２０９６　 １５．５２

缺失值 ４　 ０．０３　 ５　 ０．０４

家庭权力：丈夫更有权 ３７５５　 ２９．６６　 ３９２９　 ２９．０９

差不多 ４７７３　 ３７．７０　 ５４３９　 ４０．２７

妻子更有权 １９６７　 １５．５４　 ２０８６　 １５．４４

未　婚 １５９７　 １２．６２　 ９７８　 ７．２４

离婚／丧偶 ５６３　 ４．４５　 １０７０　 ７．９２

缺失值 ４　 ０．０３　 ５　 ０．０４

职业：管理人员 ５５９　 ４．４２　 ２４７　 １．８３
专业人员 １０３２　 ８．１５　 １４４８　 １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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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办事人员 ２９７６　 ２３．５１　 ３８４１　 ２８．４４

工　人 ３４１９　 ２７．０１　 ２０３１　 １５．０４

农业劳动者 ４３１８　 ３４．１１　 ５０６４　 ３７．４９

说不清／不知道 ３５５　 ２．８０　 ８７６　 ６．４９

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参与：没有参与 １０８９２　 ８６．０４　 １１４６５　 ８４．８８

至少参与一项 １７６７　 １３．９６　 ２０４２　 １５．１２

政治身份：群　众 ９６０５　 ７５．８７　 １１４７２　 ８４．９３

党团员 ３０４８　 ２４．０８　 ２０３１　 １５．０４

缺失值 ６　 ０．０５　 ４　 ０．０３

流动机会：省　内 ５１７８　 ４０．９０　 ６７５８　 ５０．０３

外　省 ６８４９　 ５４．１０　 ６０７３　 ４４．９６

港澳台／国外 ６１１　 ４．８３　 ６４４　 ４．７７

缺失值 ２１　 ０．１７　 ３２　 ０．２４

三、我国性别观念的现状

（一）性别观念的测量

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问卷设计了多项测量人们对性别分工、性别气质等态

度的题目，本文进行了建构效度和信度检验，① 效度分析显示性别观念可分为性别

角色分工观念、性别角色期待与性别平等意愿三个方面，但从信度分析显示，最为

有效和可信的是关于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测量。②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性别角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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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建构效度检验和信度检验：本文对８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三个因子，其累

积变异量为６１．９９％，斜交旋转后因子负载的分布情况如下：第一个因子为性别角色分

工观念 “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为０．８２５， “挣钱养家主要是男

人的事情”为０．８３９，“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为０．８０４，本文将其界定为性

别角色分工观念因子，量表的信度系数为０．７８９。第二个因子为性别角色期待 “男人也

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为－０．５３９， “男孩要有男孩样，女孩要有女孩样”为０．８２８，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０．５１７，本文将其界定为性别角色期待因子，量表的信度系数

为０．２７４。第三 个 因 子 为 性 别 平 等 意 愿 “在 领 导 岗 位 上 应 该 男 女 比 例 大 致 相 等”为

０．８１０，“男女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为０．７７８，本文将其界定为性别

平等意愿因子，信度系数为０．５１４。
德威利斯认 为，分 量 表 的 信 度 系 数 最 好 在０．７０以 上，０．６０—０．７０在 可 接 受 范 围 内。
（参见罗伯特·Ｆ．德威利斯：《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魏勇刚等译，重庆：重庆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因角色期待因子量表与性别平等意愿量表的信度系 数 为０．５１７
和０．２７４，故本文无法有效展开性别角色期待与性别平等意愿状况的讨论。



工观念，以此分析当下中国人的性别观念，测量的相应问题是：“男人应该以社会为

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

发展更重要”。

问卷对上述每个问题 提 供 了 五 个 选 项：非 常 同 意、比 较 同 意、说 不 清、不 太

同意、很不同意。赋予上述 各 选 项 的 评 分 依 次 为５分、４分、３分、２分 和１分。

三项选择题的 原 始 得 分 合 计 最 高 为１５分，最 低 为８分。经 极 差 标 准 化 方 法 处 理

后，设０为最为现代 的 性 别 观 念 的 分 值，最 具 性 别 平 等 特 征；１００为 极 为 传 统 的

性别观念的分值，最具男权 取 向。从１００到０是 一 个 从 传 统 向 现 代 性 别 平 等 观 念

变动的连续体。

（二）性别观念基本状况及两性间的差异

从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看，我们的数据显示，５４．９％的女性同意 “男人应该以社

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比男性低６．２％ （Ｚ＝－１０．８４０，显著性＝０．０００）；

５２．８％的女性同意 “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比男性低６．７％ （Ｚ＝－１０．６５１，

显著性＝０．０００）；５７．９％的女性和５６．８％的男性认同 “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

重要”（Ｚ＝－１．１０４，显著性＝０．０００），详见表２。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男性为

５８．３，女性为５５．５，两性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ｔ＝８．３８５，显著

性＝０．０００），女性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相比于男性更趋现代。

表２　２０１０年我国男女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现状 （％） Ｎ＝２６６１６

性　别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说不清 检　验

男人应该
以社会为主，女人

应该以家庭为主

挣钱养家
主要是男人的事情

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
发展更重要

男 １８．７　 ４２．４　 ３．９　 ６．５　 １．５

女 １６．２　 ３８．７　 ３４．２　 ９．４　 １．６

男 ２１．４　 ３８．１　 ３２．９　 ６．５　 １．１

女 １８．７　 ３４．１　 ３７．５　 ８．６　 １．２

男 １８．８　 ３８．０　 ３４．１　 ６．２　 ２．９

女 １９．２　 ３８．７　 ３２．２　 ７．０　 ２．９

Ｚ＝－１０．８４０，
显著性＝０．０００

Ｚ＝－１０．６５１，
显著性＝０．０００

Ｚ＝－１．１０４，
显著性＝０．０００

四、影响性别观念差异的因素及其解释

（一）性别观念的回归分析

根据性别地位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为因变 量，

以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妻间地位关系等诸要素为自变量，对两性的性别观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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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详见表３。

表３　 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系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女　性 男　性 女　性 男　性 全　部

先
赋
地
位

夫
妻
地
位
差

自
致
地
位

性别：女性

年　龄

出生地和户籍：城镇出生城镇户口

农村出生城镇户口

父亲教育程度

母亲教育程度

婚前家庭经济地位：两家差不多

妻子家更好

未婚或不清楚

夫妻职业地位差：丈夫与妻子一样

丈夫低于妻子

未婚无配偶

离婚或丧偶

家庭经济贡献：妻子大

差不多

未婚／离婚

家庭权力：差不多

妻子更有权

未　婚

离婚／丧偶

职业：专业人员

办事人员

工　人

农业劳动者

说不清／不知道

教　育

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参与：至少参与一项

政治身份：群众

流动机会：外省

港澳台／国外

－ － －４．１３２＊＊＊

　０．２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４＊＊

－１１．８３２＊＊＊ －９．５０１＊＊＊ －１．９６３＊＊ －２．６８９＊＊＊ －２．２２２＊＊＊

－１０．６９５＊＊＊ －９．６６７＊＊＊ －３．０７０＊＊＊ －３．２２７＊＊＊ －２．９３１＊＊＊

－０．４５３＊＊＊ －０．２８２＊＊＊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７
－０．２０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４

－１．４１４＊ ０．１４５ －０．７４４
－２．２８６＊＊ ０．３７５ －１．１４４＊

－２．６４４ －４．０７６ －３．３２４＊

－２．５０２＊＊＊ －０．３５７ －１．８９７＊＊＊

－０．９７９ －１．７４４＊ －１．７４１＊＊＊

－３．３２８ －２．６２５ －３．２１０
－０．７５５　 ０．９２３ －０．２１５
－９．４７３＊＊＊ －９．３９８＊＊＊ －９．５７３＊＊＊

－６．３６８＊＊＊ －６．１７２＊＊＊ －６．３０８＊＊＊

－７．６０１＊＊ －６．６１３ －７．２５６＊＊

－４．９６３＊＊＊ －７．５５０＊＊＊ －６．２３６＊＊＊

－３．３２７＊＊＊ －５．６７３＊＊＊ －４．４９６＊＊＊

１．３５６　 ２．８７１　 ２．１２７
－２．００７ －３．１２９ －２．５４８
０．３２２ －１．３３３ －０．９１６
１．５２９　 ０．１９３　 ０．３２５
３．０７７　 １．２９６　 １．６０３
６．９１６＊＊＊ ３．２１５＊ ４．６６５＊＊＊

６．４６７＊＊ ２．４６４　 ４．２４２＊＊

－０．９５０＊＊＊ －０．６８５＊＊＊ －０．８９１＊＊＊

－３．８２８＊＊＊ －３．１３０＊＊＊ －３．４４９＊＊＊

－３．８９１＊＊＊ －２．２６４＊＊＊ －２．９８９＊＊＊

－１．１０４＊ －２．３６９＊＊＊ －１．７１０＊＊＊

－０．３５１ －０．４８６ －０．２４７

常数项 ５３．６８９＊＊＊ ６２．２２４＊＊＊ ６６．９２＊＊＊ ７６．０３２＊＊＊ ７５．２９７＊＊＊

Ｒ平方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５４　 ０．９５　 ０．１２５

样　本 １３１２４　 １２３２１　 １３１２４　 １２３２１　 ２５４４５

　　　注：（１）参照类：出生地和户籍：农村出生农村户籍；婚前家庭经济地位：夫家更好；夫妻职业地位差：

丈夫职业地位高于妻子；家庭经济贡献：丈 夫 大；家 庭 权 力：丈 夫 更 有 权；职 业：管 理 人 员；社 会 组 织 与 民

间组织参与：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组织／民间组织者；政 治 身 份：党 团 员；流 动 机 会：省 内。 （２）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先赋地位与性别观念差异

先赋地位中的年龄、出生地与户籍、父母教育程度对于两性的性别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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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１）就全部样本而言，年龄每增加

１０岁，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就减少０．４４分，这表明，年龄越大性别观念越传统；

这与国际社会的总体趋势一致。（２）分性别看，不同年龄组中男性的性别观念的差

异较小，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与 稳 定 性；而 不 同 年 龄 组 中 女 性 的 性 别 观 念 差 异 较 大，

女性年龄每增加１０岁，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就减少１．２１分。我们看到，性别观

念因年龄而呈现的趋于平等的态势并非发生在全体人群中，在女性群体中较为突出，

年龄较小的女性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性别平等观。（３）出生地和户籍对性别角色分工

观念有显著影响，且性别之间存在程度差异。农村户籍者男性比一直是城镇户籍男

性的性别观念得分高２．６７分，比农村出生目前是城镇户籍男性的性别观念得分高

３．２３分。对女性而言，农村出生目前是农村户籍的，其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比一

直都是城镇户籍的高１．９６分，比农村出生目前是城镇 户 籍 的 高３．０７分。这 表 明，

农村出生但目前具有城镇户籍者的性别观念更现代，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从农村向

城市的变迁对促进人们性别观念的转型具有积极作用。（４）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度对两性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无显著影响，而父亲的文化

程度对于女儿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影响较弱。①

（三）夫妻地位与性别观念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夫 妻 地 位 诸 要 素 对 人 们 的 性 别 观 念 的 相 互 作 用 有

如下特点。（１）婚前家庭经 济 地 位 对 性 别 观 念 的 影 响 出 现 性 别 分 化 的 现 象。男 性

的性别观念与婚前家庭经 济 地 位 之 间 不 存 在 关 联；女 性 则 不 然，婚 前 娘 家 的 经 济

地位高于夫家者，其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更趋现代 （比参照组低１．１４４分），因此她

们可能不在意选择一个比自己经济地位低的男性。（２）夫 妻 职 业 地 位 差 距 与 性 别

观念有一定关联。对男性而言，职 业 地 位 低 于 妻 子 的 丈 夫 秉 持 更 为 现 代 的 性 别 观

念，比参照组 （丈夫职业地位 较 高 者）低１．７４４分，即 较 少 赞 同 “男 主 女 从、男

强女弱、男外女内”性 别 分 工 模 式。对 女 性 而 言，妻 子 的 职 业 地 位 与 丈 夫 类 似，

则其观念更为现代，比参照组 （丈夫 职 业 地 位 较 高 者）得 分 低２．５０２分。（３）夫

妻家庭经济贡献与性别观 念 有 一 定 关 联，且 无 性 别 差 异。那 些 认 为 丈 夫 家 庭 经 济

贡献比妻子大者，不论男女均 表 现 为 更 为 传 统 的 性 别 观 念；而 认 为 妻 子 家 庭 经 济

贡献比丈夫大者，则其性别观念更趋 现 代。（４）夫 妻 的 家 庭 权 力 与 性 别 观 念 有 一

定关联，且无性别差异。那些 认 为 丈 夫 家 庭 权 力 比 妻 子 大 者，无 论 男 女 均 表 现 为

更为传统的性别观念；认为丈 夫 家 庭 权 力 与 妻 子 一 样 或 者 比 妻 子 小 者，则 表 现 出

更为现代的性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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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现说明，夫妻性别实践与他们的性别观念之间呈现关联，那些承担重要

工作职责并在家庭经济收入中具有较大比重的妻子，往往会握有家庭权力并秉持较

为现代的性别观念，同时也更有可能拥有一个具现代性别观念的丈夫。夫妻性别平

等的实践与性别观念间更多地呈现为互构关系，而非简单因果关系，具有现代性别

意识的夫妻更有可能进行平等的家庭性别分工，而这一分工又会促进更为平等的性

别观念之生成。

（四）自致地位与性别观念差异

职业、教育、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参与、政治身份、流动机会等对两性的性别观

念具有显著影响。

１．职业地位。无论男性或女性，职业地位不同则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会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第一，白领 （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得分显著低于蓝

领 （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专业人员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最趋现代，农业劳动者最趋

传统。第二，就两性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差别而言，农业劳动者最小，男性为６５．５
分，女性为６４．７分，两者相差０．８分；管理人员最大，男性为５２分，女性为３９．１
分，两者相差１２．９分。女性管理人员是最认同现代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群体。

２．教育。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之间的差异要高于相应

的男性。对男性而言，受教育年数每增加１年，得分减少０．６９分；对女性而言，则

相应减少０．９５分。

３．政治身份。在政治身份方面，两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无显著差异。男

性党团员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比群众低２．３分，女性党团员的相应得分比群众

低３．９分，党团员更认同较为现代的性别观念。

４．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参与。对男性而言，参加了至少一项社会组织／民间组织

的，其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得分比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的低３．１３分；对女性而言，则

相应地低３．８３分。总体来看，参加了各类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人表现出更为现代

的性别观念，且参加过各类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女性比相应的男性更秉持较为现代

的性别观念。

５．流动机会。回归模型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男性而言，与那些

从未出过远门或者只在省内流动的人相比，去过外省流动的人，其性别角色分工观

念得分会低２．３７分；对女性而言，则相应低１．１分。即流动机会对男性性别观念的

影响要强于女性。

（五）先赋地位、夫妻地位、自致地位与性别观念

本文使用多个嵌套模型考察先赋地位、夫妻地位差、自致地位与性别角色分工

观念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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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条件下的模型判定系数 （Ｒ　Ｓｑｕａｒｅ）及其检验

女　性 男　性

Ｒ平方
Ｒ平方

变化
ＢＩＣ

ＢＩＣ
变化

Ｒ平方
Ｒ平方

变化
ＢＩＣ

ＢＩＣ
变化

Ⅰ 先赋地位 ０．０８７ － －１１４８ － ０．０４２ － －４８５ －

Ⅱ 夫妻地位 ０．０８１ － －９７１ － ０．０５９ － －６１９ －

Ⅲ 自致地位 ０．１２４ － －１６４８ － ０．０５５ － －６０３ －

Ⅳ 先赋地位＋夫妻地位 ０．１２５ － －１５６９ － ０．０７８ － －８２４ －

Ⅴ 先赋地位＋自致地位 ０．１２８ － －１６４８ － ０．０６０ － －６１７ －

Ⅵ 先赋地位＋夫妻地位＋自致地位 ０．１５４ － －１９２６ － ０．０９５ － －９５８ －

模型Ⅴ：Ⅰ － ０．０４１ － －５００ － ０．０１８ － －１３２

模型Ⅵ：Ⅴ － ０．０２６ － －２７８ － ０．０３５ － －３４１

研究发现：首先，自致地位对性别观念的影响比先赋地位更为重要，但先赋地

位的影响依然显著，这表明，中 国 人 的 性 别 观 念 仍 处 于 从 传 统 向 现 代 转 型 的 阶 段。

其次，自致地位对女性性别观 念 的 影 响 更 为 重 要，甚 至 大 于 夫 妻 地 位 实 践 的 影 响。

这意味着，对女性性别平等观念的建构首先来自教育、职业经历、党团员身份等个

人努力因素。再次，夫妻间性别地位实践对男性性别观念的影响更为重要，这一影

响大于自致地位的作用。这意味着，男性性别平等观念的建构与夫妻间性别分工的

平等化有直接关系，而不是首先来自教育、职业经历或党团员身份等个体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我国男女两性的性别观念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形塑人们性别观念的

先赋地位、夫妻地位关系和自致地位的假设皆成立，标准化多元回归系数及多个嵌

套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的比较分析发现，本文提出的形塑人们性别观念的性别地位

实践理论有一定解释力，人们的自致努力和性别地位实践可推动性别观念向现代转

型。女性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教育、职业与收入和政治身份直

接作用于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夫妻间平等的家庭性别分工，更能影响男性的现

代性别观念的形成。这表明，女性性别观念的变化更多获益于社会现代化进程所带

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女性进入职场并获得公共领域的社会职责等因素；

男性性别观念的变化则需夫妻间在家庭领域内积极与平等的互动。

就先赋地位与人们的性别观念关系而言，男性性别观念在不同年龄段的高度一

致性与稳定性，说明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男性都是传统性别观念的获益者；而女性

尤其是年轻女性正更多地从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别观念中获益，因此其性别观念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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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于现代。出生于城镇和具有城镇户籍的人均会不同程度形成更趋现代的性别角

色观念；而在农村出生和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其性别角色观念更趋传统；从农村向

城镇的户口变动带来的是更趋现代的性别观念。

人们的自致地位，如职业、教育、参与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政治身份、流动经

历等对两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均具有显著性。职业地位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参与至

少一项社会组织／民间组织且具有党团员身份的人群，其性别观念更趋现代。这些自

致地位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大于男性。流动经历对男性的性别观念具有更显著的

积极影响。

夫妻间积极的性别实践对男性性别平等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婚前家庭经

济地位越高、婚后对家庭经济贡献比丈夫大、至少有与丈夫一样的职业地位、家庭

权力方面至少与丈夫一样甚至比丈夫高的妻子，其性别观念越趋现代；此种状况下，

丈夫的性别观念也更趋现代。

无论男女，自致地位对性别观念的影响比先赋地位更为重要。对女性而言，形

塑性别观念的因素依据重要 性 的 程 度，前 六 项 分 别 为 教 育 程 度、夫 妻 间 经 济 贡 献、

夫妻间权力关系、参与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政治身份、职业。对男性而言，前六项

影响因素则分别为夫妻间权力关系、夫妻间经济贡献、教育程度、参与社会组织／民

间组织、流动经历和政治身份。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证实的先赋地位、夫妻间地位、自致地位对性别观念的

影响是否为因果关系无法通过模型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更倾向于不同因素间的互

构关系。由于因变量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是通过相应的题项测量的、反映的是２０１０
年调查的情况，依据的是非历时数据，夫妻地位关系中的夫妻经济贡献、夫妻职业

地位差、夫妻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地位等诸多测量项目是２０１０年时的情况；还可能存

在选择性偏差问题，如一名男性因性别观念比较现代，选择了或接受了一位地位与

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地位高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地位并不是影响性别观念的原

因；或者一个女性因其性别观念很现代，后来随自身地位的提高，性别观念依然很

现代，但我们的数据资料无法对此进行验证。

本文以全国概率抽样大规模样本，分性别考察了性别观念的现代转型，认为影

响两性性别观念转型的因素存在差异。女性性别观念的转型更多依赖现代化进程；

男性则更多仰仗家庭内部夫妻平等的互动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随着女性

性别观念的现代转型，夫妻间性别分工可以改变，由此可促进男性性别观念的现代

转型，进而推动性别平等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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