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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2 0 1 0 年 第 三 期 全 国 妇 女地 位调 查数 据 为 基础 ， 分析研 究 城镇双

职 工 家庭 家务 劳 动 状况 ， 发现现 阶 段 我 国 家务 劳 动 量 大 幅 度减 少 ， 城镇 双 职工 家

庭 的 家务 劳 动依 然 主 要 由 女 性 承担 ， 女 性做家 务 的 时 间 是 男 性 的 2
．
 4 倍 ， 但 出 现

了 约 三分之
一

的 夫 妻 合 作 型家 务 劳 动模 式 。 合 作 型 家务 劳 动 模式 的 出 现 受 劳 动 性

别 分工 的 平 等观念 、 配 偶 的 情 感投入 、 家庭 生命周 期 的 特殊 阶 段 和 夫 妻 间
“

去 社

会交 换关 系
”

等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 ， 但 呈 现 明 显 的 性 别 差异 。 研 究表 明 ， 在 家庭 生

活 中 ， 两 性都 会 以分担家 务 劳 动 的 方 式表达对 配 偶 的 情感 ， 也 恰 在 男 女 两 性基 于

情 感 因 素参 与 家务 劳 动 的 意义 上 ， 家 务 劳 动 的 情感 属 性 得 以 凸 显 ， 即 家务 劳 动 具

备情 感 功 能 ， 而 不仅仅是 一 种
“

负 担
”

。 因 此 ， 承认 、 肯 定 和 强 化 家 务劳 动 的 情

感表 达和 相 互 支持功 能 有利 于推进夫 妻 合作 型家务 劳 动 的 产 生 ， 有 助 于 平等 、 和

谐 的 家庭 关 系 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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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人们情感和经济相互依赖 与合作 的基本单位 ， 承担繁育后代和相

互照顾的基本功能 。 中 国人一 向重视家庭 ， 虽然 市场化和现代化影 响人们 的婚

姻 家庭观念 ， 晚婚 和离婚率增加 ， 但家庭依然 承担着人 口 生产 和再生产功能 ，

依然是我 国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社会制度 。 夫妻间 通过分工合作完成家庭 的人 口

生产和再生产功能 ， 家务劳动是夫妻分工合作 的 重要 内容 。 那 么 ， 传统的
“

男

主外 、 女主内
”

的劳动分工模式是否会在市场化和现代化条件下 有所改变 ？ 我

们更关注那些夫妻共 同参与有酬劳动的 家庭的 家务劳动分工状况 ， 这类家庭 的

经济模式 已从男 性经济顶梁柱式的传统模式转 向 夫妻共 同参 与公共劳动 、 共 同

支撑家庭经济 的合作模式 ； 那么 ， 其家务劳动模式是否也转 向共 同分担的合作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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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在一定程度上 ， 家务劳 动的分工模式反映 了社会性别平等的状况 ， 男女

平等不仅体现为女性参与公共事务 ， 亦需要男性以合作 的态度和方式加入家务

劳动 。 和谐家庭的建设不是要 回到传统家庭关系模式 ， 而是要迈 向夫妻更为平

等的关系 。 本文拟就城镇双职工家庭 的家务劳动状况 ， 分析 由夫妻共同参与做

家务 的状况和可能的影响因素 。

一

、 现阶段我 国城镇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状况

本研究使用 2 0 1 0 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
“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

位调查
”

数据分析家务劳动的分工状况。 此次调查以 2 0 1 0 年 1 2 月 1 日 为时点 ， 采用

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 （ＰＰＳ） 抽样方法 ， 共回收个人问卷 2 9 6 9 8 份。

城镇双职工家庭是指城镇 中夫妻皆工作的家庭 。 因此 ， 我们的研究对象确定为

城镇 1 8
—

6 4 周岁 、 在婚 、 与父母 ／公婆／岳父母不同住 （排除同住老人帮忙做家务的

状况） 、 有工作且调查前一天正好为工作 日 的非农业劳动者 （关注工作 日 家务劳动分

工 ） ， 共获得符合条件的样本 4 3 6 3 人 ， 其中男性 2 3 8 3 人 ， 占 5 4 ． 6 ％
； 女性 1 9 8 0

人 ， 占 4 5 ． 4 ％ 。 调查问卷分别对工作 日和休息 日家务劳动状况进行调查 。 这些数据

为个人数据 ， 非夫妻配对 。 但问卷调査时询问了其关于配偶的工作 、 收人 、 家务劳

动分工等诸多方面的信息 ， 足以以此进行夫妻在工作 、 家务分工等方面关系的探讨 。

第一 ， 客观家务劳动量 。 数据来 自对
＂

工作 日 平均家务劳动时间
”

的调查 ， 这

些劳动包括准备食物 、 打扫卫生、 清洗衣服 、 购物等 （见表 1 ） 。

表 1 分性别工作 日 工作和家务劳动时 间
（

2 0 1 0 年
）

男性 （Ｎ＝ 2 3 8 3 ）女性 （Ｎ＝ 1 9 8 0 ）

变量




平均值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工作 日 家务劳动时间 （分钟 ） 4 5 ． 6 05 1 ． 8 2 1 0 7 ． 4 6 6 6 ． 1 7

标准化的 自我认定家务劳动量 3 6 ． 2 81 4 ． 8 4 6 3 ． 7 9 1 6 ． 6 3

工作 日工作时间 （分钟 ） 4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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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表明 ， 双职工家庭中 的两性劳动者在工作 日 的时间分配特点是 ：
（ 1 ） 两性

工作时间量基本相当 ， 女性工作时间接近 8 小时 ， 男性略超 8 小时 。 女性工作时间

是男性的 9 6 ． 6％ 。 （ 2 ） 双职工家庭中 ， 女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接近两小时 ， 男性为

4 5 分钟 ， 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约为男性的 2 ． 4 倍 。

第二 ， 有关主观家务劳动量。 这是对
“

最近一年在做饭 、 洗碗 、 洗衣服／做卫

生 、 日常家庭采购 、 照料孩子生活 、 辅导孩子功课 、 照料老人等七个方面承担家务

劳动
”

情况的描述 ， 在各类家务劳动 中 ， 共有五个选项 ， 分别为
“

从不 、 很少、 约
？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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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 、 大部分 、 全部
”

。 我们将其分别赋值为 0 、 1 、 2 、 3 、 4 分 ， 七个项 目 的得分相

加 ， 最小值为 0 分 ， 最大值为 2 8 分 ， 经极限标准化处理后 ， 生成了一个百分制计量

的变量 ， 分值越低表明承担家务劳动越少 ， 分值越接近 1 0 0 说明家务劳动量越大 。

由 7 个项 目构成的家务劳动量的信度系数为 0 ． 8 9 。 标准化后的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依

然是男性的 1 ．
 7 6 倍 。

表 2 分性别 自我认定家务劳动量
（
自我认定承担绝大部分或全部之百分比

）



做饭洗碗 洗衣服／做卫生 日 常家庭采购 照料孩子生活 辅导孩子功课照料老人

男性1 5 ． 1 1 3 ． 4 9 ． 0 1 5 ． 58 ． 7 1 5 ． 9 1 2 ． 9

女性6 3 ． 5 6 5 ． 0 7 3 ． 3 6 5 ． 7 6 6 ． 4 4 9 ． 5 3 1 ． 0

表 2 显示男女主观认定的家务劳动的特点是 ： （ 1 ） 在职女性的家务劳动量远大

于男性 。 （ 2 ） 在家务劳动的细分中有性别差异 ， 女性通常从事较为传统的家务劳动 ，

排在第一位的是洗衣服 ， 第二位是照料孩子生活 。 男性 自认的家务劳动量较低 ， 第

一位的家务劳动是辅导孩子功课 ， 第二位是家庭的 日 常采购 。 国外一些研究表明 了

类似状况 ， 即妻子多从事传统意义上
“

女人的活
”

， 如洗衣与收拾房间 ， 丈夫们多做

传统意义上
“

男性的活
”

， 如整理院子 、 维修等 。
①

第三 ， 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状况的变化 。 我们用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

考察双职工家庭时间分配的变化 。

表 3 1 9 9 0
—

2 0 1 0 年分性别双职工家庭劳动力工作 日 的时间分配（单位 ： 分钟 ）

1 9 9 0
年2 0 0 0

年 2 0 1 0 年

男 女 男女 男 女

工作时 间 4 6 5 ． 8 4 4 3 ． 4 4 7 3 ． 4 4 3 2 ． 0 4 9 2 ． 1 4 7 5 ． 4

学习时间 5 0 ． 9 2 9 ． 8 3 2 ． 7 2 2 ． 7 2 1 ． 01 9 ． 0

自 由支配时间 1 4 7 ． 1 1 1 1 ． 7 7 7 ． 7 6 0 ． 4 4 9 ． 9 3 8 ． 2

睡眠时间 4 5 5 ． 7 4 5 6 ． 7 4 6 0 ． 2 4 6 5 ． 5 4 6 9 ． 9 4 7 1 ． 3

家务劳动时间 1 2 3 ． 7 2 2 0 ．
2 7 5 ． 1 1 8 0

． 2 4 5 ． 6 1 0 7 ． 5

表 3 显示了
2 0 年间双职工家庭工作 日 时间分配的变化情况 。 （ 1 ） 人们工作时间

略有增加 。
2 0 1 0 年 ， 男性工作时间 比 1 9 9 0 年增长了

5 ． 6 ％
， 女性增长了

7 ． 2 ％ 。 （
2 ）

家务劳动时间明显下降 。 男性工作 日 家务劳动时间下降了 7 8 ． 1 分钟 ， 女性下降了

1 1 2 ．  7 分钟 ， 就相对量而言 ， 男性下降的速度快于女性 ， 就减少 的时间绝对量而言 ，

①Ａｐｒｉ ｌＡ ．Ｂｒａｙｆ ｉｅｌｄ
，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 ｔＲｅｓ ｏｕｒ ｃｅｓａｎｄＨｏ ｕｓ ｅｗｏｒｋ
ｉ
ｎＣａｎａｄａ

，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ｍ ｉ ｌ
ｙ ， ｖ ｏｌ

． 5 4
，ｎｏ ． 1（Ｆｅｂ ． 1 9 9 2 ） ， ｐｐ ． 1 9

－

3 0 ．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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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多于男性 。 （ 3 ） 睡眠时间略有增加 ， 各增加 1 0 分钟左右 。 （ 4 ） 两性家务劳动

的时间差几乎没有变化 。 1 9 9 0 年 ， 在职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1 2 3 ． 7 分钟 ， 女性为

2 2 0 ． 2 分钟 ， 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 1 ． 8 倍 ；
2 0 0 0 年 ， 男性家务劳动时 间为

7 5 ． 1 分钟 ， 女性 1 8 0 ． 2 分钟 ， 女性是男性 的 2 ．  4 倍 ；
2 0 1 0 年 ， 男性家务劳动时间

4 5 ． 6 分钟 ， 女性 1 0 7 ． 5 分钟 ， 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 2 ． 4 倍 。 2 0 年间 ， 两性工

作时间略有增长 ， 家务劳动时间迅速减少 ， 这表明双职工夫妻正逐步从家务劳动中

解放出来 ， 但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 。

第四 ， 城镇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 。 调查问卷 中有一题为
“

夫妻 间

谁承担家务劳动更多些 ？

”

答案分别为
“

丈夫多 ， 妻子多 ， 差不多 ， 说不清
”

。 我

们用此考虑家庭 中家务劳动 的模式 。 在城镇双职工家庭 中 ， 有 8 ． 8 ％ 的人认为
“

丈夫多
”

（两性的答案几乎无差异 ， 男性认为丈夫多些的为 8 ． 5 7 ％
； 女性认为丈

夫多些的 占 8 ． 7 7％ ）
；
有 6 8 ％认为

“

妻子多
”

； 有 2 3 ． 4 ％的人认为
“

差不多
”

。 为

了更好地进行分析 ， 我们将 回答家务劳动
“

丈夫更多些
”

的状况与
“

在最近一年

7 项家务劳动状况
”

（做饭 、 洗碗 、 洗衣服 ／做卫生 、 日 常家庭采购 、 照顾孩子生

活 、 辅导孩子功课 、 照料老人 ） 的标准化结果进行交互分类 ， 将承担一半家务劳

动的得分设定为 5 0 。 交互分类的结果是 ： 那些认为承担家务劳动更多些的男性 ，

其 7 项家务劳动承担均值为 5 0 ． 7
， 女性 回答丈夫承担家务劳动更多些 的 ， 丈夫

承担家务劳动的均值为 5 1 ． 3 ， 说明丈夫做得更多些的情况基本上是其担任一半

多一点的家务劳动 ， 因此 ， 将家务劳动
“

丈夫多些
”

的 8 ． 8 ％ 和两人做得
“

差

不多
”

的 2 3 ． 4 ％合并 ， 视为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 称其为
“

夫妻合作型家务

劳动模式
”

。

表 4 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家务劳动的模式

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型总体人数比例 （％ ）男性人数比例 （ ％ ）女性人数比例 （ ％ ）

夫妻合作型 1 4 0 5 3 2 ． 2 7 6 33 2 ． 0 6 4 2 3 2 ． 4

妻子为主型 2 9 5 8 6 7 ． 8 1 6 2 0 6 8 ．
0 1 3 3 8 6 7 ． 6

合 计 4 3 6 3 1 0 0 ． 0 2 3 8 3 1 0 0 ． 0 1 9 8 0 1 0 0
．

0

注 ：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 2 （ 1 ）

＝

 0 ． 0 8 1 6
；Ｐｒ

＝

 0 ． 7 7 5 。

表 4 表明 ， 城镇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 ：
（ 1 ） 女性为主的家

务劳动模式 （传统模式） 占三分之二 。 （ 2 ） 两性共同承担家务劳动模式接近三分之

一

。 乐观地说 ， 有近三分之一的城镇双职工家庭形成了合作型劳务劳动模式 。

二 、 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的研究 回顾

从全球范围看 ， 家务劳动分工具有性别不平等特点 ， 只有改变社会宏观水平的

？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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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平等才有可能改变家务劳动分工不平等分工 。① 家务劳动研究有两类理论取

向 。

一类是社会交换论 ， 认为社会活动是一种付出与 回报的关系 ， 夫妻间基于交

换原则进行劳动分工 ， 包含
“

相对资源论
”

、

“

经济依赖理论
”

、

“

夫妻权力关系理

论
，，

和
“

性别地位不平等理论
”

。

“

相对资源论
”

认为 ， 夫妻间在教育 、 收人和职

业地位上占有较多资源的一方 ， 更可能减少不愿意干 的家务活 。
② 夫妻间 的家务

分工是其投入事业和家务之隐形博弈的结果 。
？ 控制更多资源的配偶有更强的协商

地位 ， 并更有能力实现预想结果 。
？

“

经济依赖论
”

认为 ， 妻子家务劳动时间与其丈

夫收入间呈负相关关系 ， 妻子对丈夫经济收人的依赖性越强 ， 其从事家务劳动越

多 。
⑤

“

性别地位不平等理论
”

认为 ， 女性在家 中的不平等与其在公共领域 中 的

不平等互为因果 ， 家务劳动影响女性职业生涯 ， 反过来又导致其 出于对丈夫的

依赖而承担更多家务劳动 。 但需要解释的 问题是为什么妻子 比丈夫挣得多的家

庭和在一些丈夫不工作的家庭 中 ， 妻子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 另
一

类

理论 ， 即性别文化理论试图解释上述问题 。 该类理论认为 ， 劳动性别分工 的文

化规范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务劳动分工 。 受传统的
“

男主外 ， 女主 内
”

观念的影 响 ， 女性把家庭责任看得比工作重要 ， 尤其是做母亲后 ， 通常会减少

工作时间 ， 更多地照顾孩子 ； 男性做父亲后则会用更多时间 去挣钱 。 家务劳 动

被赋予了女性气质 ，

一些男性 即使在经济上依赖妻子也不做家务 ， 做家务被视

为对其男性气质的贬损 。 因此不是时间成本或经济依赖 的原 因 ， 而是人们如何

看待家务劳动的文化意义决定了谁做家务 。 只有改变人们的 劳动性别分工观念

才能促进两性共同做家务 。 跨国研究表 明 ， 性别文化理论比
“

社会交换论
”

更

①Ｍ ．Ｆｕｗａ
，

“

Ｍａｃｒｏ
－Ｌｅｖｅ ｌ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 ｉ 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Ｈｏｕｓ ｅｈｏｌ ｄＬａｂｏｒｉｎ 2 2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

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ｉ ｃａ ｌＲｅｖ ｉｅｗ
，ｖｏｌ ． 6 9

，ｎｏ ． 6（Ｄｅｃ ． 2 0 0 4
） ，ｐｐ ．  7 5 1

－

7 6 7 ．

②Ｒ ．Ｓａｅｎ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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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释力 。
？ 性别平等观念对促进夫妻共同参与家务劳动具有积极作用 ， 具有性别

平等意识的夫妻会更平等地担负家务 。 ② 近年来 ， 对家务劳动的研究更多地用综合

论观点 ， 认为性别文化因素和夫妻间社会交换关系复杂地结合在
一起建构和重构着

家务劳动分工 。

一项对中 、 日 、 韩三国的 比较研究发现 ， 在两性工时几乎一致的情况下 ， 女性

家务劳动时间远多于男性 ，
？ 城乡状况相似 。

？ 对中国人家务劳动状况的最新研究

印证和补充了上述理论 ， 并创新性地结合了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

第一 ， 性别文化理论认为 ， 我国家务劳动女性为主的局面是社会文化鼓励妻子和丈

夫向不同的劳动领域投资的结果 。
⑤ 新的发现在于 ，

一些具有现代性别平等意识的

男性在大幅地增加家务投入 。
？ 但女性却有

“

策略
”

地维持着传统性别分工 ， 即在

主客观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 ， 女性策略性地维持了一个男性依旧
“

主外
”

， 而女性
“

内
一

外
”

兼顾的格局 。？ 这一解释视角需要继续澄清的是 ： 第一 ， 文化期待对于家

务分工的影响是否会因夫妻间情感关系状态而有所变异 ？ 第二 ， 有关夫妻间资源交

换理论的研究发现 ， 在双职工家庭中 ， 配偶间议价能力的提高能减少本人的家务劳

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 。 其新的发现在于 ， 这种效用对男性的作用远大于女性 。
⑧

第三 ， 纳入了社会变迁的视角 。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作用于家务劳动分工变化 ， 经历

了从传统农业向非农职业转变的男性 ， 其家务劳动时间减少 ， 配偶间家务劳动时间

的差异增大
；
经历了由农业向非农职业转变的女性 ， 其家务劳动时间也会减少 ，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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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左 际平 ：
《从 多元视角分析 中 国城 市 的夫妻不平等 》 ，

《妇 女研 究论丛 》 2 0 0 2 年第 1 期 。

⑥ 周 旅军 ： 《 中 国城镇在业 夫妻家务劳动参 与 的 影 响 因 素分析——来 自 第 三期 中 国妇 女社

会地位调查 的发现 》 ， 《妇 女研究论丛 》 2 0 1 3 年第 5 期 。

⑦ 杨菊 华 ： 《传续 与 策略 ： 1 9 9 0
—

2 0 1 0 年 中 国 家务分工 的性 别 差 异 》
，

《 学术研究 》 2 0 1 4

年第 2 期 。

⑧ 齐 良 书 ：
《议价能 力 变化对家务劳 动 时 间 配置 的 影响

——来 自 中 国 双收入家庭 的 经验证

据 》 ，
《经济研 究 》 2 0 0 5 年第 9 期 。

？ 1 0 1？



中 囯 社会科学 2 0 1 5 年 第 6 期

偶间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减少 。 ① 巳婚女性工作时间与绝对收入的增加可显著帮助

她们减少家务劳动时间 ； 城乡与地 区间存在差异 ， 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人的增加可

帮助其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 ， 而农村地区的女性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

减少其家务劳动 。② 第四 ， 综合性观点认为 ， 现阶段女性是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的

原因在于性别角色观念 、 时间可及性 、 结构性资源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 市场化增加

了两性资源的分化 ， 这些具有性别特征 的宏观经济环境潜在地作用于劳动性别分

工 。
？ 最新研究表明 ， 两性在劳动力 市场中 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文化的性别期待交互

作用于家务劳动分工 。
④

上述研究表明 ， 学者采用了多元视角来解释家务劳动的状况和变化 。 无疑 ， 在

家务劳动总量大幅减少的同时 ， 我国的家务劳动分工正 向性别平等的方向变化 ， 这

为和谐家庭建立奠定 了基础 。 家庭和谐有赖于夫妻平等的分担责任与义务 、 也有赖
？

于夫妻间相互的支持与合作 。 本文拟围绕城镇双职工家庭 中近三分之
一

的夫妻共同

参与家务的样本进行模型分析 ， 探讨促进男性加人家务劳动 、 形成夫妻合作型家务

劳动模式的动力机制 。

三 、 理论框架 、 研究假设与变量界定

（

一

）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 上述理论各具解释力 。 在

运用上述理论的同时 ， 我们尝试从个人和家庭生活周期 、 夫妻情感互动角度 ， 提出

四个理论假设 ， 以丰富既有的解释理论 。

第
一

， 平等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是形成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因素 。

假设 1
： 现代性别平等观念假设 ： 本人与配偶 的性别观念越平等 ， 家务劳动模

式越趋 向夫妻合作 。

第二 ， 在家务劳动的
“

社会交换理论
”

的基础上 ， 我们认为 ， 夫妻合作型家务

的形成应是
“

去社会交换关系
”

的过程 ， 夫妻间在权力 、 资源 、 收人上的平等会促

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 ， 其良好的夫妻关系 的基础可能是平等的 、 相互支持型关系 。

假设 2
：

“

去经济依赖
”

假设 ： 本人与配偶在收人上越是接近 ， 家务劳动模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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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於嘉 ： 《 性别观念 、 现代化 与 女性 的家务 劳 动 时 间 》 ， 《 社会 》 2 0 1 4 年第 2 期 。

③ 杨 菊华 ： 《从家务分工看私人空 间 的性 别 界 限 》 ， 《 妇女 研 究论丛 》 2 0 0 6 年 第 5 期 。

④ 刘 爱玉 、 佟新 、 付伟 ： 《双薪家庭 的家务性 别 分工 ： 经 济 依赖 、 性别 观念或 情感表达 》 ，

《社会 》 2 0 1 5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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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合作模式 。

假设 3
： 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平等理论假设 ： 本人与配偶在受教育程度上越是接

近 ， 家务劳动模式越趋向夫妻合作型 。

第三 ， 个人生命周期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
① 从个人生命历程角度看 ， 每个人

都会经历相似的生命历程 ， 如入学 、 参加工作 、 结婚 、 生育 、 子女成家立业 、 退休

等 ， 在不同时间段 ， 家务劳动 的不同 内容会影 响到人们的参与程度 。

一般来说 ，

2 5
—

2 9 岁是生育高峰期 ， 3 0
—

4 4 岁是事业发展期和孩子成长期 。 有研究显示 ， 妻子

家务劳动时间随年龄而增长 ， 在 中年达到顶点 。
② 对我 国

一些省份的研究表明 ，

3 0
—

4 4 岁 的女性休闲时间最少 。
③

假设 4
： 个人生命周期假设 ：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 个体会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 。

控制变量分为三个年龄组 ：
2 9 岁及以下 、 3 0

—

4 4 岁 、 4 5
—

6 5 岁 。 假设 3 0
—

4 4 岁是

家务劳动较为繁重的时期 ， 人们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增加 。

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看 ， 家庭如人的生命一样 ， 从产生 （结婚 ） 之 日 就经历了

相似的事件 ， 如子女出生 、 人托 、 人学 （小学 、 中学 、 大学） 、 工作 、 结婚直到夫妻
—方离世 。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活规则 、 典型任务和预期 ， 完成这些任务都与时间

安排有关 。 有研究认为 ， 成为父母是影响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异 的关键点 ， 女性家

务劳动时间会因此大幅增加 。？

假设 5
： 家庭生命周期假设 ： 有 6 岁 以下子女的家庭 ， 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可

能性增加 。 子女的年龄结构作为控制变量 ， 可分为四种情况 ： 无子女 ， 有 6 岁 以下

子女 ， 有 6
—

1 7 岁 以下子女 ， 有 1 8 岁及以上子女 。

第 四 ， 配偶的情感投人可能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 。 有研究认为 ， 家务劳动虽

然和人们在工作场所中 的劳动一样均被称为劳动 ， 但是在家务劳动过程 中包含的

情感表达的功能是人们在家庭之外的劳动所不具有的 ， 即家务劳动也被家庭成员

视为
一

种表达对其他家庭成员情感的方式 。
⑤ 诚然 ， 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 ，

但其首要基础是感情 ， 随着社会发展 ， 婚姻关系也越来越 由
“

工具型
”

转 向
“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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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 ．

 3
（Ｊｕｎ ．

 1 9 9 4
） ，ｐｐ

． 3 2 7
－

3 4 7
．

③ 王 晶 、 孙曈 ： 《男 女两性休 闲 时 间 的 差距
——

基于 第 三期 中 国 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 吉林省

数据研究 》 ，
《云南 民 族大 学 学报 》 2 0 1 3 年第 1 期 。

④Ｊ ．Ｂａｘｔｅｒ
，Ｂ ．Ｈｅｗ

ｉ
ｔ ｔａｎｄＭ ．Ｈａｙ

ｎｅｓ
，

“

Ｌｉ ｆｅＣｏｕ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ｏｕｓ ｅｗｏｒｋ ：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ａｒｅｎ ｔｈｏｏｄａｎｄＴｉ
ｍｅｏｎＨｏ ｕｓｅｗｏｒｋ

， 

”

ｐｐ ．  2 5 9
－

2 7 2 ．

⑤Ｂ ．Ａ ．Ｓｈｅｌ ｔｏｎａｎｄＤ ． Ｊｏｈｎ
，


＂
ＴｈｅＤ ｉｖｉ ｓｉｏｎｏｆ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Ｌａｂｏｒ

，

， ，

Ａｎｎｕａ 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  2 2
，

1 9 9 6
，ｐｐ

．  2 9 9
－

3 2 2 ．

？ 1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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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型
＂

。
？ 正如有研究认为 ， 幸福婚姻要完成发展性任务 ， 包括与对方进行情感上的

分享 ， 建立一种
“

我们感
”

。
② 但有关家务劳动与情感投人的研究较少 ， 较多的研究

讨论家务劳动分工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 发现两者有相关关系 。 ③ 我们在讨论中 国

城镇家庭家务劳动的
“

性别表演
”

问题时指出 ， 家务劳动具有情感劳动的性质 ， 其

分工可能体现 了一种夫妻之间 因情感而生的相互支持 ，
④ 但该研究未能就情感劳动

问题展开讨论 ， 也未能运用经验数据和相应的测量工具进行验证 。 有研究者指 出 ，

在家庭中 ， 不论是做常规性家务还是抚幼养老 ， 夫妻 的共 同分担必然形成
一

条纽

带——家务上 的付出与承担有助于夫妻体会到共建家庭 的喜悦与感动 ， 是维持夫妻

关系 、 增进夫妻情感的有效途径 ，
⑤ 但也未 以相应概念工具对情感表达或者情感投

入进行测量 。 基于此 ， 本文试图在经验层面推进既有研究 。

假设 6
： 家务劳动的情感投人假设 ： 配偶情感投入会促使配偶更多地做家务 ，

有利于形成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 。

（
二 ） 分析变量旳界定

根据问卷中
“

谁主要承担家务
”

的问题区分了两种家务劳动模式 ， 传统型家务

主要 由妻子完成 ； 现代型家务由夫妻共同承担 ， 即夫妻合作型劳务劳动模式 。 模型

分析为二分因变量 ，

“

1

”

表示为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 ，

“

0

”

表示为传统型家务劳动

模式 。

关于劳动性别分工的态度 。 第三期中 国妇女地位调查问卷设计了多项测量人们

对劳动性别分工、 男性优先性 、 性别气质等态度的题 目 ， 我们选择了性别角色观念

中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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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Ａ ｒ ｌ ｉ ｅＨ ｏｃｈｓｃ ｈ ｉ
ｌｄａｎｄＡｎｎｅＭａｃｈｕ ｎｇ ，

Ｔｈ ｅＳ ｅｃｏｎｄＳｈ ｉｆｔ ：Ｗｏｒｋ ｉｎｇＰａ ｒｅｎｔ ｓａｎｄｔｈ ｅ

Ｒｅｖｏｌｕ ｔ ｉｏｎａ ｔＨ ｏｍ ｅ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Ｖ ｉ ｋ ｉ ｎｇ ， 1 9 8 9 ．

② 大 卫 ？ 诺克斯 、 卡 洛琳 ？ 沙 赫 特 ： 《情 爱关 系 中 的选择
——

婚 姻家庭社会 学 入 门 》
， 金

梓 等译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 ， 2 0 0 9 年 ， 第 2 0 2 页 。

③Ｄａｐ
ｈｎｅＳｔ ｅｖｅｎｓ

，
ＧａｒｙＫ ｉｇｅ ｒａｎｄＰａｍｅ ｌａＪ ．Ｒ ｉ ｌｅｙ ，


“

Ｗｏ ｒｋ ｉｎｇＨａｒｄａｎｄＨ ａ ｒｄ ｌｙ

Ｗｏ ｒｋ ｉｎｇ
：Ｄｏｍｅ ｓｔ ｉ ｃＬａｂｏ ｒａｎｄＭａｒ ｉ ｔａ ｌＳａ ｔ ｉ ｓｆａｃｔ 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Ｄｕ ａｌ

－Ｅａｒｎ ｅ ｒＣｏｕ ｐｌｅｓ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 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Ｆａ ｍ ｉ ｌｙ， ｖｏ ｌ ． 6 3

，ｎｏ ．  2 （
Ｍａｙ

2 0 0 1
） ，ｐｐ

． 5 1 4－ 5 2 6 ．

④ 刘 爱玉 、 佟新 、 付伟 ：
《双 薪 家庭 的 家务性 别 分工 ： 经 济依赖 、 性 别 观念或 情感 表达 》 ，

《社会 》 2 0 1 5 年 第 2 期 。

⑤ 杨 菊华 ：
《传 续 与 策 略 ：

1 9 9 0 2 0 1 0 年 中 国 家 务分 工 的 性 别 差 异 》 ， 《 学 术研 究 》 2 0 1 4

年 第 2 期 。

⑥ 效度检验 和信度检 验 ： 本 文 对 3 个题项 进行 因 子分析 ， 提取 三 个 因 子 ， 其 累 积 变 异量

为 6 1 ． 9 9 ％ ， 斜 交旋转 后 因子 负 载 的分布情况如 下 ： 第 一个 因子 ：

“

男 人应该 以 社会 为 主 ，

？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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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我们赋值各选项的分数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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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分 ， 最低为 8 分 。 我们将性别观念区分为传统取向 和现代取

向 ，
① 将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后的 0 分设为最传统的性别观念的分值 ， 将 1 0 0 设为

最为现代的性别观念的分值 ， 从 0 到 1 0 0 是从传统向现代之性别平等观念变动的连

续体 。 ？

夫妻社会交换关系的定义 。 有关经济依赖的分析变量有 ：
（ 1 ） 相对资源 。 经济

依赖的测量 ， 采用 Ｂｒ ｉｎｅｓ 在 1 9 9 4 年研究时 曾使用 的方法 ， 计算公式为 （本人收

入
一

配偶收入） ／（本人收人＋配偶收人 ） ， 其值为
一

1 到＋
1 。

一

1 表示被调查对象

Ｘｔ他或她配偶的完全的经济依赖 ， ＋ 1 表示被调查者向其配偶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

持 ，
0 表示双方在经济收人上彼此接近 。 夫妻教育程度差 ， 区分为三类 ： 妻子教育

程度比丈夫低 、 妻子教育程度与丈夫一样 、 妻子教育程度髙于丈夫 。 （ 2 ） 绝对资源 。

妻子绝对收入 ， 以妻子年总收人测量 ； 丈夫绝对收人 ， 以丈夫年总收入测量 。 年收

入包括劳动收入、 加班收入及奖金等 。

以年龄 、 子女的年龄结构来分析个人和家庭生命周期 。

对配偶情感投入的测量 。 问卷有
“

配偶倾听 自 己心事和烦恼
”

的问题 ， 分三种

情况 ：

“

不能倾听心事和烦恼
”

、

“

比较能倾听心事和烦恼
”

、

“

非常能倾听心事和

烦恼
，，

。

性别 、 年龄 、 子女的年龄结构 、 城乡 出身 、 工作 日 工作时间 、 健康状况 （考虑

到影响个体的劳动能力 ， 故作为控制变量） 。 根据问卷中 自评健康状况及对是否有慢

性病和身体残疾等的 回答 ， 健康状况分为四类 ： 很好 、 较好 、

一般 、 较差或很差 ）

在模型分析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 表 5 为模型分析变量的基本特性 。

表 5 分性别的研究变量基本特征与描述

男性 （Ｎ＝ 2 3 8 3 ）女性 （Ｎ＝ 1 9 8 0 ）

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标准差

家务劳动时间 （分钟 ） 3 6 ． 2 8 1 4 ． 8 46 3 ． 7 9
‘

 1 6 ． 6 4

经济依赖 0 ． 3 5 0 ． 3 9一

 0
．

0 8 0
． 3 5

经济依赖平方 0 ． 2 7 0 ． 3 6 0 ． 1 3 0
． 2 2

教育 （年 ） 1 2
．

2 13 ．
1 4 1 2 ． 0 9 3

． 2 2

女人应该 以 家庭为 主
”

， 信度为 0 ． 8 2 5 ，

“

挣钱养家 主要是男人 的 事情
”

信度 为 0 ． 8 3 9
，

“

丈夫的发展 比妻子 的发展更 重要
”

信度为 0 ． 8 0 4 。

①Ｔ ．Ｎ ． Ｇｒｅｅｎｓｔｅ ｉｎ
，

“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

Ｐａｒｔ 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ｍｅｓｔ ｉｃ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ｆ

Ｗｉｖｅｓ
＇

ａｎｄＨｕｓ ｂａｎｄｓ
＇

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ｏ ｌｏｇｉｅｓ
， 

“

ｐｐ ． 5 8 5
－

5 9 5 ．

② 刘 爱玉 、 佟新 ： 《 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 响 因 素
——

基于第 三 期全 国 妇女地位调 查 》
，

《 中

国 社会科 学 》 2 0 1 4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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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男性 （Ｎ
＝

2 3 8 3 ）女性 （ Ｎ＝ 1 9 8 0
）

变量


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标准差

配偶教育程度 （年 ） 1 1 ． 4 1 3
．

3 2 1 2 ． 3 6 3 ．  1 5

性别角色观念 （标准化 ） 4 6 ． 6 8 2 7 ． 3 0 5 4 ． 0 8 2 6 ．

0 7

工作 日工作时间 （分钟 ） 4 9 2 ． 0 9 1 1 6 ． 6 0 4 7 5 ． 3 6 1 1 3 ． 8 6

本人年总收人 （万元 ） 3 ． 4 3 5 ． 9 6 2 ． 6 2 1 1 ． 7 2

配偶年总收人 （万元 ） 1 ． 7 1 3 ． 7 7 2 ． 9 0 3 ． 6 8

年龄 （岁 ） 4 2 ． 5 98 ． 8 1 3 9 ． 7 4 7 ． 6 2

变 量频次比例频次比例

夫妻教育程度差 ：

妻子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8 8 5 3 7 ． 2 6 5 0 3 2 ． 9

妻子教育程度与丈夫
一样 1 0 6 8 4 4 ． 9 9 1 3 4 6 ． 1

妻子教育程度高于丈夫4 2 8 1 7 ． 9 4 1 5 2 1 ． 0

年龄 ：
2 9 岁及 以下 1 6 97 ． 1 1 9 1 9 ． 6

3 0 4 4 岁 1 1 9 6 5 0 ． 2 1 2 4 9 6 3 ．  1

4 5 岁及 以上 1 0 1 8 4 2 ． 7 5 4 0 2 7 ． 3

家庭子女结构 ： 没有子女 1 3 9 5 ． 8 3 1 0 2 5 ． 1 5

有 6 岁 以下子女 3 5 0 1 4 ． 6 9 2 7 0 1 3
．

6 4

有  6
—

1 7 岁子女 9 2 7 3 8 ． 9 0 9 2 6 4 6 ． 7 9

有 1 8 岁及 以上子女 9 6 7 4 0
． 5 8 6 8 1 3 4 ． 4 1

城乡 出身 ： 城镇户籍 2 1 1 3 8 8 ． 7 1 7 2 9 8 7 ． 3

农村户籍出 身 2 6 8 1 1 ． 3 2 5 1 1 2 ． 7

健康状况 ： 很差或较差 2 4 8 1 0 ． 4 1 2 1 8 1 1 ． 0 1

一般 3 2 5 1 3 ． 6 4 3 5 8 1 8 ． 0 8

较好 8 7 0 3 6 ． 5 1 7 1 03 5
．

8 6

很好 9 4 0 3 9 ． 4 5 6 9 4 3 5 ． 0 5

夫妻感情投人 ： 不能倾听心事和烦恼 1 4 8 6 ． 2 1 2 1 2 1 0 ． 7 1

比较能倾听心事 和烦恼 1 3 4 0 5 6
． 2 3 1 0 9 2 5 5 ． 1 5

非常能倾听心事和烦恼 8 9 5 3 7 ． 5 6 6 7 6 3 4 ． 1 4

从表 5 发现 ， 城镇双职工家庭 中可能影响家务劳动分工模式选择 的因素有 以下

特点 ： 有关劳动的性别分工 的观念 ， 男性平均得分 4 6 ． 6 8 分 （小于 5 0 分 ）
， 女性平

均得分 5 4 ． 0 8 分 （大于 5 0 分 ） ， 女性观念较男性更趋于平等 。 3 7 ． 4 7 ％的女性认同
“

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
”

， 比男性的 5 1 ． 5 3％少得多 。 双职工家庭存在两性收

人差 ， 男性年平均收人为 3 ． 4 3 万 ， 女性年平均收人为 2 ． 6 2 万
， 男性年平均收人是

？ 1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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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 1 ． 3 倍 。 双职工家庭两性受教育程度上 ， 男性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1 2 ． 2 1 年 ，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1 2 ． 0 9 年 ， 两性差异较小 。 调查时点上 ， 城镇双职工家庭约

有 5 ． 5 ％的人没有孩子 ， 男性为 5 ． 8％
； 女性为 5 ． 2 ％ 。 配偶情感投人方面 ， 配偶有

较高情感投入的 比例占三分之一 ； 有 6 ． 2 1 ％的男性和 1 0 ．的女性认为配偶不能

够倾听 自 己的心事和烦恼 。

四 、 影响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模型分析

本文认为 ， 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产生是男性开始承担家务 ， 同时女性也愿意

接受或要求男性做家务的过程 ， 两性共同的改变影响到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产生 。

本文用分性别模型进行讨论 ， 运用因变量的二分类对数回归分析 ， 结果见表 6 。

表 6 分性别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模式的 ｌｏ
ｇ

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
回归系数

）

男性 （ｎ
＝

2 3 2 0 ）女性 （ ｎ
＝

1 9 2 6 ）

模型 ； 模型 2 ｍ模型 Ｉ ｆ模型 2 ｆ

年龄 ：
3 0
—

4 4
岁 0 ． 4 2 7 0 ． 4 2 3 0 ． 3 3 5 0 ． 3 2 7

4 5 岁及以上 0 ． 4 1 1 0 ． 4 0 2 0 ． 0 2 6 0 ． 0 1 7

子女 ： 有  6
—

1 7
岁子女 0 ． 2 4 7 0 ． 2 4 5

－

0 ． 1 9 3
—

0 ． 1 9 5

有 6 岁以下子女 0 ． 7 5 2
＊＊

 0 ． 7 4 0

＂

 0 ． 4 1 4 0
． 4 0 0

没有子女 1 ．
0 5 6

＊ ＊ ＊

 1 ． 0 5 0
＊ ＊ ＊

 0 ． 7 9 2
＊

 0 ． 7 8 8
＊

农村户籍出身 0 ． 0 7 1 0 ． 0 6 3 0 ． 1 7 1 0 ． 1 7 9

工作时间 0 ． 0 0 0 0 ． 0 0 0 0
． 0 0 1 0 ． 0 0 1

性别角 色观念 0 ．
0 1 3

＊＊ ＊

 0 ． 0 1 3 0 ． 0 0 4 1

＂

 0 ． 0 0 4 十

配偶情感投人 ： 较倾听心事和烦恼一

0
． 4 3 3 ｔ

－

0 ． 4 2 7 ｔ 0 ． 5 8 4 ｔ 0 ． 5 8 6 千

非常能倾听心事和烦恼一

0 ． 5 8 1

＊
－

0
． 5 7 6

＊

 0
． 9 2 9

＂

 0
． 9 3 7

＊ ＊

本人收人
一

0 ． 0 0 2—

 0 ． 0 0 2 0 ．
0 1 5 0 ． 0 1 4

妻子教育程度与丈夫
一

样 0 ． 2 5 5
＊ 0 ． 2 5 4 ｔ 0

． 1 8 5 0 ． 1 7 8

妻子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0 ． 4 3 4
＊＊

 0 ． 4 3 4

＊＊

 0 ． 3 6 1

＊

 0 ． 3 4 9

＊

经济依赖
一

0 ． 8 1 8
＊
＂－

0 ． 9 2 2
＂＂

 0 ． 7 9 5

＂＊

 0 ． 8 4 3

＊ ＂＊

经济依赖平方 0
． 1 4 7－

0 ． 2 8 2

健康状况 ：

一般 0 ． 1 9 8 0 ． 1 9 8－

0 ． 0 4 4一

0 ． 0 4 4

较好 0 ． 1 8 3 0 ． 1 8 5
一

 0 ． 0 8 7－

0 ． 0 9 4

很好 0
． 2 6 0 0 ． 2 5 8

－

0 ． 0 4 9
—

0 ． 0 6 4

常数项 1 ． 9 5 4
＂＊—

1 ． 9 5 2

＂＂

 2 ． 3 6 8
＊＊ ＊—

2 ． 3 0 2
＊̄

Ｌｏｇ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
ｉ
ｈｏｏｄ

一

1 3 8 6 ． 0 9
—

1 3 8 5 ． 9 1
—

1 1 1 3
．

3 6—

1 1 1 2 ． 7 2

注 ： 1 ． 参照类 ： 年龄 ： 2 9 岁及以下 ； 家庭子女年龄结构 ： 有 1 8 岁 及以上子女 ； 夫妻教育程度差 ： 妻子

教育程度比丈夫低 ； 家庭子女结构 ： 没有子女 ； 夫妻情感 ： 不能倾听心事与烦恼 ； 健康状况 ： 很差或较差 。

．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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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ｐ
十＜ 0 ． 1 0

，ｐ

＊

＜ 0 ．  0 5
，ｐ

＊＊

＜ 0
．
 0 1

，ｐ
＊ ＂

＜ 0 ． 0 0 1 。

3 ． 模型分析时 ， 对数据进行 了加权 。

总结表 6 发现 ， 在城镇双职工家庭中 ， 影响两性家务劳动的 因素既有共性也有

差异性 。

男性样本模型表明 ， 对男性家务劳动产生显著影响 的因素有 ： 性别观念 、 夫妻

受教育程度差、 经济依赖关系 、 有无子女 、 子女年龄 、 配偶情感投入 ； 而其年龄 、

城乡 出身 、 工作时间 、 个人与配偶收人 、 健康状况等因素没有显著作用 。．

女性样本模型表明 ， 对女性家务劳动有显著影响 的因素有 ：
性别观念、 夫妻受

教育程度差 、 经济依赖关系 、 有无子女 、 配偶情感投入 。 只有子女年龄这一 因素对

女性家务劳动影响不大 。

影响男性选择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因素有 ： 具有现代平等的劳动性别分工观

念 ， 其观念每 向平等增加
一个单位 ， 其与妻子

一

同做家务的可能性增加 1 ．
3 ％ 。 家

庭生命周期中 ， 有 6 岁 以下子女的男性 ， 其选择合作型模式的可能性比孩子在 1 8 岁

及以上者高 1 ． 1 倍 ； 无子女的男性其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比孩子在 1 8 岁及 以上

者高 1 ． 8 6 倍 。 妻子情感投入多的男性 ， 其妻子承担家务劳动的可能性 比那些情感投

人少的妻子增加 4 4 ％ 。 如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 男性更趋 向合作型家务劳动模

式 ， 其做家务的可能性比参照组高 5 4 ． 4 ％ 。 男性的经济依赖程度与夫妻共同做家务

之间呈负相关 ， 男性的经济独立会弱化其共同做家务的可能 。

影响女性选择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 因素有 ： 女性劳动性别分工的观念越趋 向

平等 ， 其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越高 ， 其观念平等得分每增加 1 个单位 ， 共 同做家务

的可能性增加 0 ．
4 ％ ； 与男性相比 ， 其影响程度小得多 。 家庭生命周期 中 ， 女性有

孩子并不会影响其家务劳动 ， 但没有孩子的女性 ， 其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 比孩

子在 1 8 岁及以上者高 1 ． 2 倍 。 配偶情感投入与夫妻共同做家务间呈现正相关。 那些

丈夫有情感投入的女性 ， 其家务劳动更能得到丈夫支持 ， 相比于丈夫感情投入较少

的女性 ， 其共同承担家务的可能性增加 了 1 ． 5 5 倍 。 夫妻受教育程度相似或女性受教

育程度高于丈夫 ， 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增加 ， 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配偶时 ， 夫

妻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 比参照组 （妻子文化程度低于丈夫者 ） 高 4 1 ．
7％ 。 女性相对

于配偶 的经济独立与夫妻共同做家务之间呈正相关 。 对女性来说 ， 夫妻间 的
“

去社

会交换关系
”

确实能够促进夫妻共同做家务 。

性别差异体现为其发挥作用的方 向 ， 经济依赖对男性有作用 ， 但却 是负相关 。

配偶的情感投人作用的情形是 ： 配偶的情感投人都增加了其投入方的家务劳动的可

能性 。 为更清楚说明性别观念 、 经济依赖 、 受教育程度及子女年龄结构对夫妻合作

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影响 ， 我们做了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系数标准化 。 影响男性参与共同家务 的因

素 由强至弱为 ： 家庭生命周期中子女的年龄结构 、 经济依赖 、 配偶情感投入 、 夫妻

教育程度差与性别观念 。 但配偶情感投入和经济依赖对男性参与共同家务的影响是
？ 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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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关系 。 影响女性的各种因素都是正相关 ， 促进其采取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因素

由强至弱为 ： 配偶情感投人、 经济依赖 、 家庭子女的年龄结构 、 夫妻教育程度差与

性别观念 。

五 、 发现与讨论

2 0 1 0 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 我国男性 1 8
—

6 4 岁城镇双职

工家庭家务劳动的主体依然是女性 ， 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 2 ． 4 倍 。 夫妻共同

参与做家务的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达 3 0 ％
， 同时 ，

2 0 0 0
—

2 0 1 0 年间两性家务劳动时

间大规模下降 ， 总家务劳动量减少 。

促成城镇双职工家庭男女选择合作型家务劳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对两性有不

同的挑战 。

第
一

， 改变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对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有显著作用 ，

且两性皆为正相关 ， 只是对男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

第二 ， 如果说社会交换关系是导致女性做家务的主要原因之
一

， 那么夫妻间
“

去

社会交换关系
”

则会促进合作型家务劳动的产生 ， 这一作用对女性更为显著 。 当夫妻

间受教育程度接近、 甚至妻子高于丈夫时 ， 因受教育程度差异导致的资源差异消失 ，

不仅男性可能多做家务 ， 女性也可能会要求 、 接纳或享受丈夫的家务劳动 。 但在经济

依赖方面 ， 两性呈现重要差异 。 女性的
“

去经济依赖
”

能够显著影响其选择夫妻共同

家务劳动模式 ， 这可能表明 ， 夫妻间的经济平等能够使女性要求 、 接受或享受丈夫加

人到家务劳动中 ； 男性的
“

经济依赖
”

反而会显著性地减少其做家务的可能 。

第三 ， 家庭生命周期影响人们家务劳动模式的选择 ， 其作用对男性更大 。 在影

响男性做家务的因素中 ， 首要因素即家庭生命周期 ， 当没有孩子和有 6 岁 以下孩子

时 ， 男性更有可能选择做家务 。 女性只在没有孩子阶段是夫妻共同做家务 。 这可以

理解为 ，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 ， 家务劳动少 ， 夫妻可能更关注亲密关系 ， 两性皆接

纳了共同做家务 。 有 6 岁 以下孩子的男性面对增加 的家务劳动量 ， 会通过家务劳动

提供支持 。

第 四 ， 研究证实配偶情感投人与家务劳动分担之间有显著关系 。 模型表明 ， 对

女性来说 ， 丈夫的情感投入直接促成了其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产生 ， 并成为

首要的影响因素 。 对男性来说 ， 妻子情感投人的方式可能是更多地做家务 ， 以此减

轻丈夫在家务劳动上的负担 。 长期以来 ， 女性更多地做家务往往被视为传统性别分

工的延续 ， 但数据表明 ， 做家务也是妻子情感表达的方式 ， 只是它正好吻合 了传统

的女性角色 。 同样 ，

一

名能够支持和体谅妻子的丈夫 ， 亦会用承担家务来表达情感 。

可以预见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性别观念的趋于平等 ， 家庭的家务总量减少 ， 家务

劳动的情感表达和夫妻相互支持的功能会更为重要和明显 。

？ 1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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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使用 1 9 9 0 年 、 2 0 0 0 年和 2 0 1 0 年三次中 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两性家务

劳动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 ， 结果显示 ， 虽然我 国形成 了男女两性社会劳动参与 的
“

外
一

外
”

模式 ， 但女性并未相应卸下繁重的家务负担 ， 而是肩 负家庭劳动和社会劳

动的双重责任 。 此研究表明 ， 虽然平等的性别角 色观念促使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

动 ， 但在主客观条件均同的情况下 ， 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远远超过男性 。 因为在

传统性别观念支配下 ， 女性可能将家务作为
一种资源 ， 将承担更多的家务作为维持

婚姻稳定及家庭和谐的
一种策略 。

① 本项研究在对 2 0 1 0 年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发现 ： 在双职工家庭中 ， 尽管多数家庭主要由女性承担家务劳动 ， 但也有近三分之

一

的家庭倾向于夫妻共同做家务 ， 由此 ， 进一步探索促成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

因素 。 模型验证结果为 ： 平等的性别 角色观念的确促使两性选择合作型家务劳动模

式 ， 同时 ， 配偶情感投入会显著影响家务劳动的分工状况 ， 特别是男性对配偶 的情感

投入直接作用于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产生 。 配偶情感投人效果的性别差异表

明 ， 在家庭生活中 ， 两性都会以分担家务劳动的方式表达对配偶的情感 ， 也恰在男女

两性基于情感因素参与家务劳动的意义上 ， 家务劳动的情感属性得以凸显 ， 即家务劳

动具备情感功能 ， 而不仅仅是
一种

“

负担
”

。 因此 ， 女性愿意投人家务劳动也不仅是
“

策略性
”

选择 。 对家庭生命周期影响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假设的证实 ， 进
一

步印证了

家务劳动的情感属性 ： 孩子在 6 岁 以下的家庭 ， 正是家务劳动繁忙之际 ， 男性会在这

一特定的时间段 ， 用参与家务劳动的方式表达对配偶的情感支持 。 因此 ， 重新定义家

务劳动 ， 强调家务劳动的情感表达和相互支持的功能有利于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产

生 。 例如 ， 对父亲育儿投人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 ， 母亲非传统的性别育儿态度直接

作用于父亲育儿投人 。
？ 可以推断 ， 当夫妻双方或一方依然认同家务劳动的传统性

别属性时 ， 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就难以打破 ； 当家务劳动被赋予情感支持的意义时 ，

则可借助这一符号意义 ， 促进男女选择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 。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 ， 双职工家庭 中 ， 女性通过与配偶共同承担社会劳动而获得
“

家庭外
”

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 但女性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现实表明 ， 家务劳动分担

意义上的
“

家庭内
”

的性别平等尚未实现 。 现代社会应更多地宣传家务劳动的情感

支持功能 ， 激励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 ， 同时 ， 鼓励女性接纳 、 允许和享受男 性

的劳动参与 ， 由此迈向家庭内部的平等互动 。 这种相互支持的夫妻关系会创造出美

好的相亲相爱的家庭生活氛围 。 对家务劳动的研究也应回 到性别平等的理念下 ， 将

女性进人公共领域和男性进入家庭领域的过程视为实现性别平等的双重过程 。 家务

① 杨 菊华 ： 《传 续 与 策 略 ：
1 9 9 0 2 0 1 0 年 中 国 家 务分工 的 性别 差异 》 ， 《 学术 研究 》 2 0 1 4

年 第 2 期 。

② 徐 安琪 、 张 亮 ： 《 父 汞 育 儿投入 的 影 响 因 素 ： 本土经验 资 料 的 解释 》
， 《 中 国 青 年研 究 》

2 0 0 9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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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同样需要付出情感 、 体力和时间 ， 其经济价值需要得到肯定 ， 其情感支持功能

也应该得到充分认识 、 肯定和提倡 。 即实现家庭 内的性别平等离不开政府 、 社会及

社区对家务劳动情感功能的广泛认可及倡导 。

对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研究刚起步 ， 有关家务劳动的情感支

持属性对促进两性共同参与家务劳动有积极作用的认识 ， 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 例

如 ， 可以在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增加对情感投入更全面的测量 ， 细化对家庭生命周期

的讨论 ， 加入有 ｏ
—

3 岁组孩子的类别等 。

对家务劳动的研究可以有多重视角 ， 因数据所限本研究无法全面展开 。 其一是有

关市场化与家务劳动的关系 。 市场化进程加剧了家务劳动的性别和阶层属性 ，

一些相

对富裕的家庭用市场购买的方法来解决家务需求 ， 但具有情感支持属性的家务劳动不

会消失 ， 因为它不仅是做家务本身 ， 它还具有表达性功能 。 调查问卷没有涉及使用家

务工 （家政工） 的情况 ， 问卷中相关的问题是
“

孩子 3 岁前白天由谁来照顾
”

， 回答

是
“

保姆／家政工
”

的 比例为 3 ． 2％ ， 相对较低 。 其二是有关性别分工的话语问题 。 目

前 ， 主流话语依然将家务劳动定位于女性化的劳动 ， 其对家务劳动的定位 、 认识和处

理 ， 反映出了我国改革时代的特征 ， 即对脑体 、 城乡和男女这三组社会差别的重构 。①

主流话语对家务劳动的定位不利于男性对家务劳动的参与 ， 因此有必要在话语实践

上更多强调家务劳动的情感属性 ， 并对其话语效果进行跟踪研究 。 其三是家务劳动

与代际扶持间 的关系 。 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得到了年轻的隔代老人的照顾 ， 特别是

隔代老人照顾学龄前孙辈的状况相当普遍 。 有研究认为 ， 这种状况使老年女性的福

利遭到削弱 ， 社会政策需要做出调整 。② 问卷中有关
“

孩子 3 岁 以前白天主要 由谁

照顾
”

的答案中 ， 有 4 8 ． 5 ％是
“

本人父母和配偶父母
”

， 这反映了家务劳动的确在

家庭生命周期 的某些阶段会加剧代际间 的互助 ， 同时 ， 也表明家务劳动具有的情感

支持功能存在于代际之间 。

目前 ， 传统劳动分工模式依然是主流 ， 但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模式也初具规

模 。 和谐家庭的建设不是以弱化女性利益来维持不平等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 ， 而是

要 以创新思维 、 以贴近人们现实生活的方式和性别平等理念来重新定义家务劳动的

性质 ， 推进家庭成员相互支持的和谐关系 。

〔责任编辑 ： 李凌静 责任编 审 ： 冯小双〕

① 严海蓉 ： 《

‘‘

知识分子 负担
”

与 家务劳 动——劳 心与 劳力 、 性别 与 阶级之
一

》 ，
《开放 时

代 》 2 0 1 0 年第 6 期 。

② 陶 艳兰 ： 《代 际互 惠还是福 利不足 ？
——

城市双职工家庭 家务劳 动 中 的代际交换与 社会

性别 》 ，
《 妇女研究论丛 》 2 0 1 1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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