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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工作、父母经济依赖与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

刘爱玉，罗聪聪，姜凤姝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依托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代际匹配与夫妻匹配数据，基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可考察性别

观念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变迁。 父母以教育、职业、收入为核心表征的绝对地位和由此型构的父母相对地位，以及

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共同塑造了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在性别观念代际传递上，父母双方的性别观念对子代性

别观念存在显著影响，其中父亲的影响程度高于母亲。 父母性别观念的传递在不同性别的子代间存在差异，儿子

要比女儿更倾向于继承传统的性别观念。 工作稳定性状况所代表的父母绝对地位，显著影响了子代性别观念。

父母相对地位上存在的经济依赖关系，对女儿持有现代性别观念具有显著性影响。 子女的性别观念正是在以父

母为核心组建的家庭场域中，通过社会化和文化传承，经由父母的教养实践和性别角色期待所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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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其中代际传递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家庭是子女性别角色观念形成的重要场域，父母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下一代的

认知和态度。 然而，随着工作不稳定性的加剧，家庭中父母的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也随之发生变

化，这种变化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值得探究。
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和不稳定工作的增加，重构了千千万

万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的生活机会、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改变了其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父母之间、
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①。 从性别视角而言，这种改变也必然会引发家庭成员对于家

庭与工作、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性别维度上如何分工合作、如何履行义务并分享权利等认知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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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①。 立足于工作不稳定性加剧的背景，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从工作不稳定的维度去考察父母社会经

济地位与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关系。 探究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对理解性别角色观念形

成的动态性和实践性，以及促进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已有研究主要从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来讨论性别观念代际传递，本文将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

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切入，提出本文的分析思路。

（一）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

性别社会化（ｇｅ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人们学习、领悟、效仿和反思性别规范、性别角色和性别期

待的过程。 性别社会化从人一出生就开始进行，在社会学习和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学到了做男人和

女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②。 家庭构成了个人社会化最初始也是最重要的环境。 个人从出生起

在相当长的一段成长过程中要通过家庭来接触、学习社会规则③；家庭环境对个人的态度、行为、期

望也有持续性的影响④。 对于家庭影响的程度，不同理论视角持有不同的观点。 性别社会化视角强

调童年时期信仰和价值观的代际传递所起的作用，认为性别态度主要是父母灌输给子女的，并在其

整个成年期保持稳定⑤。 父母对子女的性别态度传递创造了代代相传的连续性。 相反，生命过程方

法认为，在个体成年期接触不同的信仰和生活事件会导致个人改变态度⑥。 因此，生活在一个促进

性别平等的环境中会培养平等的性别态度，削弱通过早期社会化获得的价值观的重要性⑦。

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父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是通过父母的教养实践。 孩子出

生后，性别教育也就随之开始，家长给孩子提供适合他们性别特征的服装、玩具和发型。 随着孩

子的成长，家长使孩子明白自己的性别，并按照与之相符合的特征进行行为活动。 其次是通过父

母的性别角色期望。 父母对男孩、女孩有不同的性别角色期望，这会使子女朝着父母预期的性别

角色方向发展，从而使子女把这些期望同化成自己的性别角色刻板观念。 最后是通过父母的性

别角色实践。 父母的性别角色刻板观念通过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产生影响。

父母对子女的性别角色期望与教养实践，深受社会关于男性和女性应该如何恰当扮演各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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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化期待、规范、刻板印象的影响。 女性被教育、期待应更多以家庭为主，从事适合女性的职业和

学习适合女性职业的技能，男性则被期待日后养家并积累获取市场资源的能力①。 延展到家庭领域，
传统性别角色沿着父亲或丈夫与母亲或妻子的家庭角色实施性别社会化和定型化。 性别社会化过程

将两性塑造为各异的性别角色：养家糊口的坚强的父亲和养育子女的温顺的母亲②。 在一代又一代的

儿童社会化过程中，这些观念又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子女的主体意识，并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意识地实

践、强化和再生产角色定位与性别结构③。 因而，性别文化规范犹如一种社会事实形塑着两性的角色定

位，鼓励并引导着对男女两性的教育投资和能力培养，形构了男女两性在教育、能力、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在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指导下，有关性别观念代际传递与代际变迁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了以

下两个方面。
第一，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性别观念是否会对子女的性别观念产生影响？
有研究发现，父母背景因素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影响。 父母教育以及母亲工作地位显

著影响父母本人与子女的性别角色态度，更高教育程度和全职工作的母亲，其子女性别观念更趋平

等态度。 同时，父母的性别观念与子女的性别观念有很大关系，更平等化的父母会有更平等化的儿

女。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通过面对面互动、子女家庭环境的型构来实现④，而性别意识从父母到孩

子的传递在成年期仍然持续存在⑤。
国内学者卿石松利用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代际匹配数据，证实中国父母双方的性别角色

观念均与子代尤其是年轻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高度正相关。 父母的垂直传递对儿子和女儿的性别角

色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⑥。 王欧的研究发现，家庭性别权力和家长的性别化干预，通过影响留守

子女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因而形塑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工⑦。 在讨论年轻代群

为何相比于父母有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时，一些学者发现，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少子化使得父母

在照料或家庭教育投资上不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因而子女更容易接受和养成性别平等观念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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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父亲、母亲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母亲在性别意识形态传递与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母亲的教育和就业代表

了两种典型的接触平等主义信念和实践的因素①。 母亲本身的意识形态会随教育和就业参与而改

变，并为子女接触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提供了氛围②。 母亲为大多数孩子提供了最初的女性形象，
母亲文化程度更高者，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有工作的母亲也更支持性别平等。 平等主义的母亲

有着对子女更少的性别刻板印象，其子女的性别观念也更倾向于平等③。
那么父亲在子女性别观念的形塑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一些研究发现，父亲的背景因素也会影

响子女性别观念的形成，如父亲的教育对子女性别观念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亲，其子

女性别观念更倾向于平等④。 同时，劳动力市场中父亲的养家地位，关系到父亲拥有的性别观念倾

向，进而影响子女的性别意识。 有研究表明，双薪家庭男性或者经济上对配偶依赖更多的男性，会
更倾向于平等主义性别意识形态⑤。 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父亲对儿子和女儿有区别对待，父亲更

多参与儿子的养育过程，有更多机会将传统性别观念传递给儿子⑥。
当然，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除了家庭中父母的影响，还有来自学校、工作机构、媒体等方面因素

的影响。 佟新指出，性别社会化的方式是多元混合的，存在教化式、互动式和反思式⑦。 与相对被动

接受的教化式不同，互动式的性别社会化强调社会化对象具有能动性，他们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学

习和领悟到性别规范，并扮演社会期望的性别角色。 反思式的性别社会化更是表明了人们观念上

的反思性以及性别规范与性别角色的可变性。 因此，我们还需要从互动和实践的角度，来考虑父母

社会经济地位对代际性别观念传递与变迁的影响。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视角

目前关于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经验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推进的地方。
首先，尽管现有研究已经考察了父母是否就业、就业类型以及教育水平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

响。 但对于父母就业质量特别是工作稳定性在塑造子代性别角色观念中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重

视，本文将重点关注父母工作稳定性状况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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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母亲的影响①，而相对忽视父亲的作

用②。 当前研究普遍认为，女儿的性别观念更多受到母亲的影响③，而儿子的性别观念更多受到父

亲的影响，即表现出一种“父传子、母传女”的模式④。 也有研究发现，母亲对儿子和女儿性别观念

的影响并无系统差异⑤，父母对子女性别观念的影响同等重要⑥。 这些结论之所以相互矛盾，在于

将父亲、母亲和子女视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生活实践的交互

作用。 因此，本文立足于家庭关系脉络，考察父母的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和性别观念对子女的影响，
以及父亲、母亲各自在形塑儿子、女儿的性别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

最后，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子女在性别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 子女并非简单地被动接受

父母的性别观念，而是通过观察和学习父母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及相关行为，展现出能动性和反思

性⑦。 此外，家庭并非习得性别观念的唯一场所，学校、同辈群体、社交媒体等家庭外部的因素同样

对性别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探究性别观念如何型构的性别地位实践视角⑧，有助于本文深入家庭关系中，关注父母双方的

绝对地位以及两者的相对地位对性别观念代际传递所具有的影响。 在性别地位实践视角看来，有
三类社会结构 ／关系对形塑人们的性别观念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建立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基础

上的先赋地位；二是个体通过努力建立的更为外向广泛的社会关系及因此拥有的自致地位；三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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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此形成的夫妻地位差⑨。
其中，自致地位的重要衡量指标是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展现了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实

践的作用。 工作的不稳定性状况通过影响就业质量，并与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等指标共同形塑了父

母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 这也可以视之为父母的“绝对地位”。 夫妻地位差则体现了由先赋地位和

劳动力市场地位境遇交互作用所形塑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具体表现在家庭内部父亲或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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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另一方而言所拥有的位置。 这可理解为父母的“相对地位”。 接下来本文将借助性别地位实

践视角，考察工作不稳定状况形塑的父母绝对地位以及家庭内部父母的相对地位，如何影响性别观

念的代际传递与变迁。

三、性别地位实践视角下的性别观念代际传递

本文使用的是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ＣＦＰＳ）的数据，这一期调查

继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 之后，不仅再次调查了性别角色观念，同时也收集了样本家庭中全部成员的详细信息，
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用于分析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全国性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本文以家庭中的子

代为参照进行亲子匹配，只要能够匹配上父母任一方的子代样本都保留，共获得 ９１４１ 个有效样本，
其中 ７３６８ 个样本匹配上了父亲，７０５７ 个样本匹配上了母亲。 在子代样本中，有 １８１０ 人为 １５ 岁及

以下的青少年，这部分样本未被询问有关性别观念的问题。 因此，本文仅考虑性别观念变量无缺失

的 １６ 岁及以上的样本，共计 ６２０７ 人。 进一步剔除多元回归分析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能
够匹配上父亲的样本量为 ３２０２ 个，能够匹配上母亲的样本量为 ３２１７ 个，可以同时匹配上父母双方

的样本量为 ３１４４ 个。
（一）不稳定工作与父母的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

不稳定工作（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这一概念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欧洲，最初用于描述那些缺乏

标准形式和契约保障的就业情况，之后一些学者将不稳定工作定义为一种不确定、不可预测且具有

风险的就业状态①。 本文从劳动关系契约和工作社会保障两个维度界定不稳定工作，若个人与就业

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并且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项社会保障，则视为稳定工作，否则

视为不稳定工作。
绝对地位表现为个人或群体因其所拥有的教育、职业与收入等客观资源而在社会中所占据的相

对确定的位置。 本文采用以下指标来衡量父母绝对地位：首先，通过受教育程度来测量父母的教育地

位；其次，通过工作稳定性状况来测量父母的职业地位；最后，通过年总收入来考察父母的经济地位。
相对地位体现的是个体在组织、团体或者家庭中相比于他人而言所拥有的位置。 在探讨家庭

关系中夫妻相对地位时，学界广泛使用的测量指标是经济依赖，经济依赖反映了个体在家庭中的经

济地位和对配偶的经济依赖程度。 经济依赖的测量公式是：（本人收入－配偶收入） ／ （本人收入＋配
偶收入），其取值范围为－１ 到＋１。 其中，－１ 表示被调查对象完全依赖于其配偶的经济支持，＋１ 表

示被调查对象向其配偶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０ 则表示夫妻双方在经济上不存在依赖关系。 经

济依赖的正值越大，说明被调查对象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大；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被调查对象

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小。 为了更细致地刻画父母的经济依赖状况，本文还计算了两个比例：一是母

亲全部或基本依靠父亲收入的比例；二是父亲全部或基本依靠母亲收入的比例。 所谓“全部或基本

依靠”，是指父亲或母亲的收入在父母收入总和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 ２０％②。
本文从教育地位、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三方面来考察父亲和母亲的绝对地位与相对地位，详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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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父母的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

变量
父亲 母亲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工作稳定性状况

　 　 稳定工作 ３１３ ９．８ １７４ ５．４

　 　 不稳定工作 １２５６ ３９．２ ７７６ ２４．１

　 　 农业工作 １２１７ ３８．０ １４８６ ４６．２

　 　 未在业 ４１６ １３．０ ７８１ ２４．３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８８ ３４．０ １７３４ ５３．９

　 　 初中 １３９５ ４３．６ １０２８ ３２．０

　 　 高中 ／ 职高 ／ 技校 ５４４ １７．０ ３３９ １０．５

　 　 大专 １２２ ３．８ ８３ ２．６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５３ １．７ ３３ １．０

全部或基本依靠配偶收入 ２９３ ９．２ １００４ ３１．２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年总收入 ２８３９７ ３５４１１ １５６６６ ２７０１５

受教育年数 ８．１ ３．７ ６．１ ４．４

经济依赖 ０．３４ ０．６１ －０．１４ ０．６８

年龄 ５５．６ ８．５ ５２．９ ８．３

观测值 ３２０２ ３２１７

　 　 数据显示，父亲的受教育水平高于母亲，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为 ８．１ 年和 ６．１ 年。 受教

育程度五个类别的分布显示，母亲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高达 ５３．９％，高中文化程度者

只占 １０．５％，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仅有 ３．６％。 在除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外的其他类别中，母
亲的百分比均低于父亲。

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也反映在工作稳定性的状况上。 虽然父亲和母亲拥有稳定工作的比例都

较低，但拥有稳定工作的父亲比例（９．８％）仍然高于母亲比例（５．４％）；从事农业工作的父亲占比为

３８％，低于 ４６．２％的母亲比例。 对于拥有农业户籍的个体，已有研究发现，男性外出打工从事非农活动

的比例高于女性①，因此本文的样本中从事不稳定工作的父亲占比也相应更高。 此外，父亲的未就业

比例低于母亲，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性别差异化的退休年龄政策有关。 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退休

年龄政策规定，大多数女性劳动者在年满 ５０ 岁时即可退休，而就职于公共部门的女性可以在 ５５ 岁退

休。 鉴于本文中母亲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５２．９ 岁，因此女性较高的未就业比例是符合预期的。
在父母的经济地位上，本文发现，父亲与母亲之间存在明显的年总收入差距。 具体而言，父亲

的平均年总收入为 ２８３９７ 元，而母亲的平均年总收入为 １５６６６ 元，后者仅占前者的 ５５．２％。 经济依

赖性的测量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察，父亲的经济依赖均值为 ０．３４，而母亲的经济依赖均值为－０．１４。
这一结果表明，父亲肩负起主要的养家责任，母亲在经济上相对依赖于父亲。 此外，全部或基本依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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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妻子收入的父亲比例为 ９．２％，而相应依靠丈夫收入的母亲比例则高达 ３１．２％。
（二）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与代际变迁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是指，父母通过社会化实践将其关于性别规范、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的信

念传递给子女。 与此同时，性别观念的代际变迁反映了子代作为能动个体，习得了有别于父母的性

别观念。 这一变迁不仅是家庭层面的现象，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演变的结果。 代际变迁理论

指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社会观念的演变过程主要通过代际更替实现。 较晚出生的世代在经历突

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后，形成了与老一代不同的价值观念。 随着持有现代价值观的年轻一

代逐渐成长，以及遵从传统规范的年长一代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发生了显著变

迁①。 尽管代际变迁理论从宏观结构层面解释了性别观念的变迁，但该理论尚未充分解释结构层面

的因素如何与家庭场域中父母的教养实践相互作用，进而形塑子女对性别角色分工、权利、责任与

义务的认知。
ＣＦＰＳ２０２０ 通过四道题项来测量性别角色观念，分别是以“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来衡量的男女分工观念，以“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来测量的女人婚姻观念，以“女人应该有孩子

才算完整”来测量的女人生育观念，以“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来测量的男人家务观念。 其中，男女

分工观念涉及受访者对两性社会分工的看法，是评估个体性别角色认知的关键指标。
为了具体考察传统与现代性别观念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变迁，本小节选取男女分工观念作为代

表性别观念的测量指标，以对父母与子代的性别观念进行列联分析。 受访者按照从 １ 到 ５ 的分数

对“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进行认可评价，其中 １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５ 分代表“非常

同意”。 在分析中，将回答“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受访者归类为“传统”，将回答“非常不同意”和
“不同意”的受访者归类为“非传统”，将评分为中间态度的受访者归类为“不确定”。 需要注意的

是，“传统”与“非传统”的分类只是对性别观念趋向的大致测量，并不意味着性别观念可以在传统

与现代间作出截然区分。 基于上述分类方法，表 ２ 展示了列联分析的结果。
首先，在探讨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时，本文发现当父亲持有传统的男女分工观念时，其儿子依

然持有传统观念的比例为 ４３．６％，而女儿的相应比例为 １９．３％；相反，当父亲认可现代平等的性别

分工时，其儿子持有非传统观念的比例达 ３２．６％，女儿持有非传统观念的比例高达 ６４．６％。 这些结

果揭示了性别观念在家庭内部的传递模式，从父系传递的角度来看，父亲向儿子传递传统观念的比

例显著高于向女儿传递的比例，而父亲将现代观念传递给儿子的比例则显著低于传递给女儿的比

例。 类似地，母系传递的考察亦呈现出相似特征。 总体而言，在性别观念的代际继承中，儿子更倾

向于继承传统的性别观念，而女儿则更可能继承现代的性别观念。
表 ２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与代际变迁：以“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为例（％）

父亲 母亲

传统 不确定 非传统 传统 不确定 非传统

传统 ４３．６ ３４．０ ２６．９ ４２．５ ３５．０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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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续表

父亲 母亲

传统 不确定 非传统 传统 不确定 非传统

不确定 ３６．５ ４０．５ ４０．６ ３６．３ ４１．４ ４２．７

儿子
非传统 １９．９ ２５．６ ３２．６ ２１．１ ２３．７ ２９．７

观测值 １２９４ ４０３ １７５ １２９６ ３８９ １９２

百分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卡方检验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ｈｉ２（４） ＝ ３０．４８５∗∗∗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ｈｉ２（４） ＝ ２０．８２８∗∗∗

传统 １９．３ １４．４ ８．９ １９．０ １４．１ １２．６

不确定 ３０．８ ２５．７ ２６．６ ２９．７ ２８．６ ２６．７

女儿
非传统 ４９．８ ５９．９ ６４．６ ５１．３ ５７．２ ６０．７

观测值 ８５３ ３１９ １５８ ８５２ ２９７ １９１

百分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卡方检验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ｈｉ２（４） ＝ ２０．７５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ｈｉ２（４） ＝ ９．５０９∗

注：皮尔逊卡方检验：∗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其次，本文以父亲为起点进一步分析了性别观念的代际变迁，分析结果显示，持有传统性别观

念的父亲，其儿子倾向于中间态度的比例为 ３６．５％，而持有现代观念的儿子占比达 １９．９％。 对于女

儿来说，上述两个类别的比例依次为 ３０．８％和 ４９．８％。 相对地，当父亲支持打破性别区隔的分工规

范时，其儿子性别观念属于不确定的比例上升至 ４０．６％，而回归传统规范的比例为 ２６．９％，女儿的

相应比例则分别为 ２６．６％和 ８．９％。 这些数据表明，若父亲为传统性别规范的拥趸，女儿在性别观

念上更多地表现为代际变迁，若父亲怀有性别平等的追求，儿子在性别观念上的代际变迁更为突

出。 此外，类似的代际变迁模式也在母系传递中得到验证。
（三）父母的绝对地位、经济依赖与子代性别角色观念

为了探讨父母的绝对地位、经济依赖和性别观念对子女观念的影响，本文使用描述性统计和多

元回归分析。 在前文对父母的绝对地位和经济依赖进行说明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阐述本小节中

性别观念的操作化方法。 本文构建了一个性别观念指数，旨在全面且简洁地捕捉性别观念的多维

度特征。 在对男女分工观念、女人婚姻观念、女人生育观念、男人家务观念四个变量进行信度与效

度分析后发现，前三个变量共同构成一个公因子，而男人家务观念的因子负载相对较低。 此外，信
度系数在排除男人家务观念变量后得到显著提升。 因此，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①，本文加总前三个

变量的得分，构建了一个取值范围为 ３ 分到 １５ 分的性别观念指数，得分越低表示个体持有更为平

等的性别观念。
在具有不同父母绝对地位和经济依赖状况的群体间，父母与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具有以下特

征。 （１）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观念指数均值比较接近，分别为 １１．７ 和 １２．０，表明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

整体倾向于传统。 相比之下，子代的性别观念指数均值为 ８．９，显示出更为平等的性别角色认知特

征。 （２）拥有稳定工作的父母及其子代倾向于展现出较为现代的性别观念，而从事农业生产的父母

及其子代则表现出更为传统的性别观念。 （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及其子代更倾向于遵循传统

性别规范。 （４）当父母一方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另一方时，父母自身及其子代的性别观念均受到影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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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具体而言，若父亲依赖于母亲供养，子代倾向于持有更加现代的性别观念，若母亲依赖于父亲

供养，母亲自身则更可能持有相对传统的性别观念，详见表 ３、表 ４。
表 ３　 父母的绝对地位、经济依赖与性别观念指数

父亲—子代 母亲—子代

父亲 子代 母亲 子代

工作稳定性状况

　 　 稳定工作 １０．７ ７．５ １０．２ ７．２

　 　 不稳定工作 １１．５ ８．５ １１．４ ８．１

　 　 农业 １２．１ ９．５ １２．６ ９．４

　 　 未在业 １１．７ ９．５ １２．１ ９．２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２．６ ９．４ １２．８ ９．４

　 　 初中 １１．４ ８．９ １１．６ ８．６

　 　 高中 ／ 职高 ／ 技校 １０．９ ８．５ １０．５ ８．１

　 　 大专 １０．３ ７．５ ９．６ ７．５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１０．２ ７．５ ９．４ ６．４

全部或基本依靠配偶收入 １１．７ ８．７ １２．３ ９．０

出生代群

　 　 新中国成立前 １２．３ １０．８ １２．１ １０．５

　 　 ５０ 后 １２．１ １０．１ １２．５ １０．２

　 　 ６０ 后 １１．８ ９．０ １２．５ ９．３

　 　 ７０ 后 １１．２ ７．９ １１．５ ８．０

　 　 ８０ 后 １１．６ ７．７ １１．１ ７．５

总计 １１．７ ８．９ １２．０ ８．９

观测值 ３２０２ ３２１７

表 ４　 父母与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父亲 母亲
子代

儿子 女儿 总计

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３．９５ ３．９４ ３．２８ ２．４１ ２．９２

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３．５６ ３．７５ ３．０３ ２．５２ ２．８２

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 ４．１０ ４．３０ ３．４３ ２．８３ ３．１８

性别观念指数 １１．６６ １２．０４ ９．７４ ７．７６ ８．９１

观测值 ３２０２ ３２１７ １８２７ １３１７ ３１４４

　 　 上述分析发现，父母在性别角色观念社会化过程中产生影响，但这些分析并未考虑是否遗漏了

其他影响因素。 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旨在深入考察性别观念的代际关联及其传递机

制。 表 ５ 展示了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六个模型均以子代的性别观念指

数作为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包括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观念指数、父母的绝对地位（以受教育年数、工
作稳定性状况、年收入对数表示）、父母相对地位（以经济依赖表示）。 此外，控制变量包括子代的

性别、户籍、民族、地区，以及父母和子代的年龄、受教育年数、工作稳定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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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父母绝对地位、经济依赖与子代性别观念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儿子）

模型 ６
（女儿）

父亲性别观念指数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８∗∗

母亲性别观念指数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０＋

儿子 １．４２７∗∗∗ １．４２６∗∗∗ １．４４８∗∗∗ ２．６７６∗∗∗

年龄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９∗∗∗

受教育年数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５∗∗∗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９∗∗∗ －０．１６４∗∗∗ －０．２４４∗∗∗

工作稳定性状况

　 　 不稳定工作 ０．２０６ ０．２５０＋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５ ０．１６７ ０．３９５＋

　 　 农业 ０．６１４∗ ０．７１８∗∗ ０．５６０∗ ０．５７３∗ ０．３９８ １．６０７∗∗

　 　 未在业 ０．１９９ ０．３０１ ０．２２３ ０．２０５ －０．２５４ ０．４３７＋

　 　 上学 －０．９６２∗∗∗ －０．８８９∗∗∗ －０．９０１∗∗∗ －０．８９２∗∗∗ －０．９１０∗∗∗ －０．６４８∗

非农业 ／ 居民 －０．０９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５ －０．１２８

汉族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９

地区

　 　 中部 ０．１７４ ０．２０２ ０．１７１ ０．１６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６１

　 　 西部 －０．２６０∗ －０．２７５∗ －０．２７２∗ －０．２７８∗ －０．４３２∗ －０．０４２

　 　 东北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０

父亲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父亲受教育年数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

父亲工作稳定性状况

　 　 不稳定工作 ０．２０８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５ ０．１４９

　 　 农业 ０．４７２∗ ０．２８０ ０．２７２ ０．２０２ ０．２５８

　 　 未在业 ０．３８６＋ ０．２３２ ０．２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４８３

父亲年收入对数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１

父亲经济依赖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２９６ －０．４０４＋

母亲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母亲受教育年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母亲工作稳定性状况

　 　 不稳定工作 ０．３６１ ０．２７３ ０．３０７ ０．５１３ ０．０８８

　 　 农业 ０．７０３∗∗ ０．５４０∗ ０．５６４∗ ０．５８７＋ ０．５８６

　 　 未在业 ０．５６７∗ ０．３８５ ０．４０８ ０．５０２ ０．３１２

母亲年收入对数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母亲经济依赖 ０．０１１ －０．１７１ －０．１６８ ０．０７６ －０．４８２＋

儿子∗父亲性别观念指数 －０．０５７

儿子∗母亲性别观念指数 －０．０４８

常数项 ７．６０６∗∗∗ ７．７３５∗∗∗ ６．９４４∗∗∗ ６．２４５∗∗∗ ８．３２７∗∗∗ ６．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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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儿子）

模型 ６
（女儿）

Ｒ２ ０．２７２ ０．２６６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９ ０．１８１ ０．２５３

观测值 ３２０２ ３２１７ ３１４４ ３１４４ １８２７ １３１７

注：１． ＋表示 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０１；２．参照类分别是：子代性别（女儿）、工作稳定性

状况（稳定工作）、户籍（农业）、民族（少数民族）、地区（东部）。

在表 ５ 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分别考察了代际传递过程中父亲和母亲的独立影响，模型 ３ 综合考

虑了父母双方的影响，模型 ４ 引入了父亲和母亲性别观念指数与子代性别的交互项，以进一步探究

代际传递过程中的性别差异。 基于表 ５ 中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父母双方的性别观念指数对子代的性别观念指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父亲的影响

强度高于母亲。 回归分析显示，从模型 １ 到模型 ４，父亲和母亲性别观念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这表明若父母持有较为传统的性别观念，其子代也更可能遵循传统性别规范。 模型 ３ 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进一步揭示了父亲和母亲对子代性别观念影响的相对强度，父亲性别观念指数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为 ０．０６７，而母亲为 ０．０３８，说明父亲对于子代观念形成的影响更强。 此外，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分别针对儿子和女儿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父亲性别观念指数对儿子和女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但母亲的性别观念指数仅对女儿的性别观念有显著影响。
第二，就父母绝对地位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而言，在仅考虑父亲因素的模型 １ 中，父亲的

工作稳定性状况对子代性别观念具有显著影响。 然而，当在后续模型中加入母亲的社会经济地

位和交互项之后，父亲工作状况的统计显著性消失。 但从模型 ２ 至模型 ４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母亲工作状况对子代性别观念的效应始终显著。 特别是当母亲从事农业生产时，其子代的性别

观念更加传统。 在模型 ３ 中，母亲从事农业工作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０８９，这一影响甚至超过

了母亲性别观念本身对子代的影响，表明母亲的工作状况在塑造子代性别观念时发挥了关键

作用。
第三，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父母相对地位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 在仅考虑父亲因素的模型 １

中，父亲经济依赖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表明在高度依赖父亲供养的家庭中，子代的性别观念倾向于

更加传统。 然而，在模型中加入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交互项之后，父亲经济依赖不再具备统计显

著性。 对儿子和女儿的分组回归显示，父亲经济依赖对儿子的性别观念无显著影响，但是对女儿有

显著影响。 同样，母亲经济依赖对儿子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女儿的影响显著。 这种差异表明家庭中

父母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对女儿性别观念的影响更为复杂。 具体而言，当家庭中父亲需要依靠母

亲养家或母亲需要依靠父亲养家时，女儿更倾向于认可现代平等的性别观念。
第四，子代的性别观念不仅通过家庭场景习得，也受到个体成长过程中不断接触到的社会机构

的影响。 首先，教育程度是塑造子代性别观念的一个关键因素。 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显示，教
育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形塑作用甚至超过了父母双方观念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

况下，子代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年数，其性别观念指数趋向平等化的数值增加０．１９９。 此外，相比于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那些正在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性别观念平等化倾向。 其

次，工作状况也是塑造性别观念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个体以及未在业的女

性，倾向于持有传统的性别观念。 相比之下，那些就业和从事非农劳动的个体，尤其是女性，展现出

更为现代的性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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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考察性别观念在代际之间的传递与变迁，对深入理解在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趋势下，工作不稳

定性引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后果，以及对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

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关键场所，父母在子女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子

女通过父母的教养实践、性别角色期望、性别角色实践，学习并吸收了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待、规
范和意识形态。 本文依托 ＣＦＰＳ２０２０ 的代际匹配与夫妻匹配数据，采用性别地位实践视角，揭示了

父母的工作稳定性状况、经济依赖、性别观念对于子代性别观念的形塑作用。 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

考察性别观念代际传递与变迁，有助于揭示性别角色观念在家庭内部的传递机制，以及劳动力市场

结构的变化给家庭带来的影响。
关于父母的性别地位实践，工作状况是衡量个体社会地位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依据，对

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中的相对地位有着显著影响。 与现有关于工作不稳定性发展趋势

的研究相一致，具有父母身份的群体拥有稳定工作的比例很低，原因是样本中父亲和母亲的平均年

龄都超过了 ５０ 岁，其中从事农业劳动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比较高。 从教育、职业和收入的绝

对地位分析，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高于母亲。 而母亲的平均年总收入为父亲的 ５５．２％，表明母

亲在经济上对父亲有较高程度的依赖。 衡量相对地位的经济依赖指标也显示，父亲对家庭经济的

贡献高于母亲。
关于父母性别观念的影响，在代际传递上，当父母为传统观念时，子代拥有更大比例继承传统

观念，与之相似，父母观念偏向现代的时候，子代拥有现代观念的比例也高于拥有传统观念。 不过，
父母的性别观念在代际传递上存在性别化差异：儿子要比女儿更倾向于继承传统的性别观念。 相

对应地，在性别观念代际变迁上，女儿的变化程度相比儿子更加剧烈。 儿子和女儿在内化父母性别

观念时具有不同的倾向，揭示出家庭内部观念传递的性别差异。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揭示了父母双方的性

别观念对子代性别观念的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父亲的影响程度高于母亲。 父母从事不稳定工作对

子代性别观念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从事农业工作，母亲从事稳定工作对

子代性别观念具备现代化影响，表明母亲的工作稳定性状况对塑造子代的性别观念发挥了关键作

用。 就父母的相对地位而言，当家庭中父母之间存在经济依赖关系，即父亲依赖母亲或母亲依赖父

亲时，女儿的性别观念更倾向于现代一端。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在性别观念代际传递问题上，父亲的性别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与母亲同

样重要，而且影响程度更大。 同时，父母性别观念的传递在子代群体中存在性别化的差异。 工作稳

定性状况所代表的父母绝对地位，影响了子代性别观念。 父母的经济依赖所衡量的相对地位，展现

了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 总之，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与变迁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现象，我们既要考虑宏观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变迁的影响，还需要思考个体与家庭在

宏观变迁背景下的具体实践。
诚然，个体价值观念的形成并非局限于家庭内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媒体以及互联网等社会

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本文主要借助了 ＣＦＰＳ２０２０ 的代际匹配和夫妻匹配数据，未能

充分探讨这些家庭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有待在后续研究中得到改进。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

过整合广泛的数据源，来考察诸多社会机构如何独立以及共同塑造个体的性别观念。 此外，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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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部代际互动的动态性和子代能动性的作用，通过深入细致的定性研究方法，我们能够系统地

理解在由父母双方的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和性别观念所建构的家庭场域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性别化

教养实践，以及子女作为能动主体所进行的反思活动如何塑造了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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