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

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

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

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

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

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

动力和广阔空间。”[1]通过学习讲话精神，笔者深切地

感受到性别社会学需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

别实践理论。对一个学科而言，建构特定的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是根本性问题。社会性别实

践理论强调总结实践经验，从这些经验中发现具体

的、作用于性别关系的具体的规范性知识、伦理和逻

辑，并对其进行反思和理论归纳。这需要回到中国具

体的性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中，在寻求性别平

等的道路上构建自主性问题。
首先，习近平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

展大历史中去看”[1]。放眼世界和中国的大历史，性别

社会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是：中国社会性别实践的

历史状况是怎样的？它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

治制度的历史变迁有怎样的联系？历史从来不是割

裂的。其一，中国社会性别实践的历史和长期的农业

文明生产方式混杂在一起。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的性

别分工与合作的农业文明构筑了人们对性别关系的

想象。要重点研究中国的家庭史、家庭伦理思想的演

进史。建立现代平等的性别关系，认识传统是必修

课。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过程并不

是单向的。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和西

方进步的、民主的价值观在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历史意义上互为定义。如金一虹指出的，在现代化语

境下本土父权制有着变动不居的状态。除了有纵向

时间维度的父权流动外，还有不同场域社会结构的

父权制内部的纵横交错的流动[2]。有关“过去的未来”
的理念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性视角，提供了“女性将会

是什么”的思维，置换了看妇女的方式，从看现状转

换到看其潜力[3]。总结和理论化晚清以来中国妇女解

放的思想与实践，书写性别关系的近现代史，是中国

特色性别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革命的

历史是重要的社会实践，伴随社会主义革命兴起的

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新的规范性知识，它深刻地影

响了中国女性的命运，形成了独特的妇女与国家关

系。这其中，妇女的经验和两性相互合作的历史需要

进行系统的研究。
其次，性别社会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

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

魂。”[1]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基本立场就是坚

决主张：真实的妇女解放是妇女参与到公共生产劳

动中，对这一妇女解放理想的社会实践应是性别社

会学研究的基础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妇

女解放实践赋予了女性在公共生产领域的职责，深

入地影响了女性的工作、生活和情感，塑造了两性生

活的多样性。两性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经历

了社会的、集体的、阶级的解放。中国曾创造了全球

最高的妇女经济参与率，带给了女性前所未有的新

经验和新知识。随着中国式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女

性既参与公共生产劳动又要解决家庭责任的矛盾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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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如何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女性参与公

共生产的解放呢？这依然是个严峻的课题。社会主义

性别平等的梦想是两性在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

同时，实现家庭中的共同扶养和共同照顾的再生产

模式。
再次，性别社会学的实践理论强调扎实的田野

调查工作。习近平指出“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

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

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1]。性别

社会学的方法论以研究性别实践为基础，这要求扎

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只有在具体的研究中才能够感

受性别、阶级与城乡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才能够研究

女性作为主体能动地打破压迫，获得平等的能力和

知识建构。社会实践为认识女性身份、女性在社会结

构中的关系存在及打破常规建立新规范提供了重要

的窗口和实验场。
社会性别实践理论关注社会的结构变迁和个体

的能动性，它结合了社会变迁的结构理论和个人在

适应变迁过程中的复合系统理论。社会变迁的结构

理论认为，社会现象结合了文化机制、社会规范与个

人的规范性判断能力，它构成了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即人们按照潜在规则或社会习惯来进行判断和行

动。人们在规则的实践中，对已有规则产生置疑，进

行取舍，以完善社会规范。个人的适应性复合系统理

论认为，人们具有适应变化的能动性，能够通过在行

动中的反思以实现适应性变化。社会变迁正是结构

的稳定性和个人变化的能动性之间的不断社会实

践。社会性别规范的变迁结合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和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这些复杂性使

中国的性别平等运动不同于西方社会。

以对中国近年来形成的家政工劳动力市场为

例，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复杂的性别关系和性

别平等运动的实践。1990 年以后的市场化发育出一

个规模在 2500 万人左右、以农村女性和城市底层女

性为供给源、以城市家庭为主要需求的家政工劳动

力市场。探讨供求关系的劳动经济学仅将家政工市

场视为满足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业，而从社会性

别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则能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家政工

行业的“女性化”“私人化”的特征，体现在从业者多

为农村进城女性和城市底层妇女，她们和雇主的关

系更多带有“私人关系”的特征。其工资待遇及权益

更多地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一致，而很少按照公共政

策及法律的规范，事实上家政工议题与其他社会议

题相比，难以得到公共政策及法律的重视。这种分析

能使我们在分析社会结构变迁中看到复杂的性别关

系，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及法律制定提供全

方位的详尽的信息和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

放思想为指导原则，家政工地位的改变只能有赖于

将其劳动公共化。中国特色的性别平等关系的政策

取向就是要将家政工的劳动公共化。因此，以公共化

的方式来解放供求双方，将家政工的劳动纳入国家

法律制度中，是促进家政工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

径。
总之，中国的性别社会学研究要对社会性别的

实践进行理论化，特别是对实践中的性别文化机制

和制度机制做研究，挑战传统的、具有结构稳定性的

传统性别文化，发现性别的能动性，寻找现实变革的

新理念，总结两性携手改变传统性别结构和文化的

中国经验，对中国两性平等的解放之路进行理论化

提炼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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