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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劳动力需

求剧增，人口流动政策逐渐放松。大量的农村劳

动力抱着改善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梦想流入城市打

工。近三十年，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由1982

年3000万激增到2005年的1.47亿。根据2000年人

口普查的数据，女性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001

万，占流动人口总量（4242万人）的47.2%，大多

数女性流动人口到工厂打工，因而派生出一个新

的称谓——“打工妹”。目前由于女性流动人口

的迅速发展，有关女性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社会问

题诸如婚姻、家庭和维权等成为研究的焦点。

本文主要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和访谈事例来

定性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性别认同。通过剖析这

种认知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

她们的低微阶层身份相比，中国女性流动人口对

于她们自身存在着明显的负面性别认同。同时，

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由此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

些影响导致她们在争取资源、机会和权利等方面

被忽视、被边缘化。因此，我们建议，改变女性

流动人口自我性别认同至关重要，目的是提高女

性流动人口的地位和权利，最终实现性别平等。 

二、女性流动人口性别认同的现状

身份认同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中并被逐步建

构出来的(Berger,1966)，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

个人的身份认知，代表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

方式。它是社会化的产物，也将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发生变化。与身份认同形成相关的三个问题是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要到哪

里去？”(高景柱,2008)。因此,当前女性流动人口

的性别认同就反映了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农村女

性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中文里“打工妹”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暗

示了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年轻女性农民低微的社会

地位和恶劣的生存条件。这意味着“一种深嵌于

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

份认同”（潘毅，2005）。女性流动人口面临着

待遇低下、服务和资源利用“去权”1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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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受外在因素影响，某些群体未能保护及运用一些他们有权享用的社会资源。

民工总数已超过1.3亿，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问

题，既关系到中国城市的良性发展，也是促进农

村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开展“春风行

动”，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在外出务工前，

在县乡免费得到政策咨询和就业信息服务；进城

后，在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得到免费职业介绍服

务；求职期间，在所有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推荐

的民办职业中介机构得到诚信服务。中国政府还

编制了《农民工维权手册》，免费发放，帮助农

民工掌握法律与政策，以有效维护他们的就业和

社会保障权益。  （来源：摘自《中国人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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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来自社会、企业和家庭父权制的歧视和压

迫，遭受着阶层、性别和地域差异等多层面的残

酷剥削(李小江,1997)。“因为我是谁，所以我行

动” (Somers,Gibson,1994)，这一身份认同政

治学中的著名法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流动女性群

体。由于对自身性别认同的负面认知，流动女性

们即使遭受极端不平等的境遇，却仍选择不表达

不申诉,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同时这一认同

又强化了该群体在城市中的不平等待遇，从而使

她们陷入了权益受损的恶性循环。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曾于2001年7月至2002年1

月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一项关于“外来女工

的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

问卷1039份。调查结果显示，24.3%的被访外来女

工有着权益受损的遭遇，14%的人受过工伤。然

而，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他们没有向有关部门

反映。此外，24.3%遭受权利侵害的人中，只有

12.3%的人选择了采取行动进行抗争(比如求助于

政府或诉诸法律手段),而87.7%的人则选择了保持

沉默。在这87.7%的组别中，又有将近40.0%的受

访者对于政府没有信心并认为即使采取行动也是

无效的，另外26.3%则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抗争（中

山大学社会学系，2003）。显然，这些数据为当

前大多数流动女性对不平等遭遇保持沉默的现状

提供了有理、有力的证据。

三、造成女性流动人口产生消极性别认同的

原因

不可否认，女性流动人口对性别认同的消极

认同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受历史、政治、文

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歧视

从根本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消极性别认同

源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歧视观念。过去几千年

的封建统治，男性优于女性的观念根深蒂固。尽

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社会主张男女平等，但

想在短短几十年内完全转变观念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性别歧视现象在各行业仍普遍存在。“男

主外、女主内”仍然是家庭分工的主要方式，这

在信息传播和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尤为

明显。

如今，女性在就业、晋升和社会参与等方面

依然受到歧视，属于二等公民。(高景柱,2008)而

进城打工的女性也选择了默默忍受这种不公平的

待遇。“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调查

结果显示，53.8%的受访者认同女性打工者比男性

面临更多的困难，只有27.5%的人不同意这种观

点。(何艳玲,2003)

2．户籍制度的影响

户籍制度在资源分配、城乡二元结构上起

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女性流动人口产生消极性别

认同的体制性基础。女性流动人口为城市建设贡

献了她们的青春和力量，却得不到社会相应的回

报。户籍制度造成的严格的居住限制，导致女性

流动人口陷入了不被容于城市却又不甘心回到农

村的尴尬境地，使得她们只能被动接受自己的消

极身份。

3．文化生产者的参与和推动

自农村进城务工女性以一个群体的形象进入

人们的视野以来，学界和大众媒体就开始参与了她

们身份认同的构建。这些文化生产者们运用文字、

广播、影像等形式对这一群体用“女性农民工”或

“打工妹”进行概化统一，并将其向社会大众进行

宣传推广。他们本是想通过“女性农民工”、“打

工妹”的表述来引起公众对于处于边缘化和劣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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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关注，但实际上却导致了负面

效应，使之偏离了平等公正这一根本原则,因为这

一称谓本身就预设了流动女性是比城市居民和进城

务工的农村男性更弱的人口存在。

4．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低效发展

关注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在提高女性农民

工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但

目前中国妇女组织缺乏足够的能力来改变这种状

况，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性别价

值观限制了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有效运作；二是缺

少持续发展的资金；三是政府没有提供充分有力

的支持；四是女性流动人口缺少推进民间妇女组

织的觉悟和行动。

四、女性流动人口消极性别认同所造成的影响

诚然，到城市打工不仅改变了女性流动人口

的生存空间，而且改变了她们的价值观念。但是

她们不得不面对双重挑战：一是城乡之间不同价

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二是性别歧视，她们不

得不忍受比男性农民工更为恶劣的待遇。

五、结论和建议

由于传统的性别歧视、户籍制度限制、文化

者参与推动和妇女组织低效发展等方面原因，当代

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消极性别认同明显，处境窘迫。

为了增强女性流动人口的权益，促进性别平

等，提高和完善她们的性别认同是不可或缺的，

也是极为重要的，建议如下：

1. 加强社会宣传，削弱性别歧视观念，促进

社会的平等、公正；

2. 改革户籍制度，减少城乡壁垒；

3. 对学界和大众媒体进行正确引导并使其在

提高流动女性群体权益上发挥重要作用；

4. 为妇女非政府组织提供制度上和财政上的

支持，以使之在协调女性流动人口与社会各阶层

的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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