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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

度。文章利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方法，从社

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
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

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

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

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

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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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问题

之一。其中，妇女社会地位问题是妇女问题的核

心，是一切妇女问题最集中、最本质的体现，它不

仅是妇女问题解决与否的主要标志，也是衡量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１］。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妇女 的 作 用

和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及妇女工作，要求

“坚持男女 平 等 基 本 国 策，保 障 妇 女 儿 童 合 法 权

益”［２］。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在政 治、经 济、家 庭 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健康、教育、社

会保障、法律等领域中的权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

提升。但是，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和家庭

性别分工 的 影 响［３］，妇女社会地位状况还存在以

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妇女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社会发

展水平之间的矛盾［４］，在现有的社会发展水平下，
要满足不同身份妇女的收入、医疗保障、住房、教育

等需求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妇女社会地位的

城乡不平衡依旧存在，存在着“城高乡低”、“城多乡

少”“城优乡劣”的差距；性别歧视依旧存在，据第三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就业过程中遭遇

过歧视的女性占１０．０％，男性仅为４．５％，即 使 是

高层次女性人才，也有１９．８％的受访者认为性别

给自己的职业发展带来阻碍；女性在社会经济组

织中的作用发挥和资源占有不平衡［５］，参 与 决 策

与管理仍面临阻碍，在领导岗位的占比远远低于

男性，在第三期调查数据中，只有２．２％的女性为

相关单位的负责人，仅为男性相应比例的一半；女
性家务劳动负担依然存在，调查显示７２．７％的已

婚者认为妻子比丈夫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
基于此，本文聚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的 时

代背景之下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试图基于２０１３
年和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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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ＣＧＳＳ２０１３”“ＣＧＳＳ２０１５”）数

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妇女社会地位的概

念及内涵，拓展妇女社会地位的评价指标，探讨影

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以及当前妇女社会地位变

化，并予以实证检验，并对如何提高妇女的社会地

位提出建议，以期为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

借鉴与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是社会分层的 三 个 构

成要素，社会地位是指他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社会

群体的遵从与敬重［６］，是社会分层中反映 社 会 名

望的部分。目前，学者们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内涵

界定因研究需要的不同，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主
要包含三种解释：其一，妇女地位是指妇女在家庭

和社会中所拥有和控制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的能

力和程 度［７］，如Ｄｉｘｏｎ，Ｒ．Ｂ．认 为 物 质 资 源 和 社

会资源是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必定反

映资源控制者的实际地位。其二，妇女社会地位

就是指女性作为个体或一个社会整体被他人或其

他社会群体的尊重程度，及其所拥有的生存与发

展机会的平等程度［８］。满林彦认为，妇女的作用、
威望以及权威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三要素，这三者

之间互相制约、辩证统一，共同体现妇女社会地位

水平［９］。其三，妇女社会地位是指 相 对 于 男 性 而

言女性的比较社会地位，即妇女在社会、政治、经

济、文 化 以 及 家 庭 生 活 各 方 面 与 男 性 的 平 等 程

度［１］。陈再华认为，妇女社会地位 的 高 低 是 相 对

于某一特定标准、特定对象、特定的参照物（例如

男性）来确 定 的［１０］。因 此，众 多 学 者 从 性 别 结 构

视角出发理解女性的社会地位，以男性群体的社

会地位为参考系，以此来比较男性与女性在社会

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整体差异［１１－１２］。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关于妇女 社 会 地

位的概念界定大多集中在社会参与、家庭决策方

面与男性的平等程度，但是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

自我认可程度和自我评价。因此，本文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妇女自我认可和自我评价

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以期拓展学界关于妇女

社会地位的概念内涵，丰富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

研究。所以，本文认为妇女社会地位是指妇女在

参与社会和家庭事务管理过程中与男性的平等程

度，以及自我认可、自我评价的程度。
在探究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方面，本 文 借

鉴许红 莉 等［１３］、叶 文 振 等［８］学 者 的 研 究 框 架，从

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影响妇女社会地位

的因素。
第一，在社会层面上，叶文振教授认为加快城

镇化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８］；另外，妇女解

放运动领袖和妇女研究人员认为妇女要想摆脱家

庭的束缚、实现独立自强、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就要

参与到 生 产 劳 动 中 去［３］。联 合 国 采 用 女 性 入 学

率、女性就业率、女性在领导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

的比例、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例

来测度妇女的社会地位。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采

用健康、婚姻与孩子、教育、就业和社会平等５大

类２０个指标来评价妇女的社会地位。冯立天教

授指出，妇女的经济地位、劳动地位、教育地位、社
会参与、健康地位等６个方面都会对妇女的社会

地位状况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１４］。因此，本文在

研究妇女社会地位中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时不单

单考虑妇女的城乡差异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更

将妇女的社会平等、社会参与与劳动参与纳入研

究范围。基于此，本文拟用政治参与、户 口 性 质、
就业状况等三个方面来表征妇女社会层面的影响

因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政治 参 与 程 度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有 正

向影 响，政 治 参 与 程 度 越 高，妇 女 的 社 会 地 位 就

越高。
假设２：户口 性 质 与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存 在 相 关

关系，非农户口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农业户口妇

女的社会地位。
假设３：就业 状 况 与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存 在 相 关

关系，目前有工作的妇女其社会地位要高于目前

没有工作的妇女。
第二，在家庭层面上，妇女社会地位受母亲受

教育程度影响，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

高女性社 会 地 位［１３］；夫 妻 教 育 水 平 差 异［１５］和 夫

妻收入差距［１６］是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还有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

定权的大小也会体现妇女的社会地位 的 高 低［３］；
本文拟用家庭教育背景、家庭负担、夫妻差异来衡

量妇女社会地位中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家庭 教 育 背 景 对 妇 女 的 社 会 地 位 有

正向影响，家庭教育程度越高，其妇女的社会地位

就越高。
假设５：家庭 负 担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有 负 向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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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家庭负担越重，妇女社会地位越低。
假设６：夫妻 差 异 与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存 在 相 关

关系，夫妻差异越大，相对弱势的一方将会在家庭

生活中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
第三，在个人层面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我国开展

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认为，妇女的健

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

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等９个方面

影响妇女的 社 会 地 位［１７］；丁 娟、李 文 通 过 进 步 与

落后两个维度和共识与差异４个象限考察妇女对

社会地位的认知与态度，从而认为性别、城乡、教

育、职业、年龄等因素对个体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

影响，继而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１８］。本文拟选用

以妇女年龄、教育、收入变量为代表的人力资本、
自我认可和性别意识来表示妇女社会地位中个人

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７：人力 资 本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有 正 向 影

响，人力资本越丰富，妇女的社会地位越高。
假设８：自我 认 可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有 正 向 影

响，自我认可程度越高，妇女社会地位越高。
假设９：性别 意 识 与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存 在 相 关

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的

ＣＧＳＳ，该调查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每年对中国大陆各

省市自治区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由于本

文研究的是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所以剔除了男

性的样本。在 删 除 关 键 变 量 的 缺 失 值 后，２０１３
年数据 得 到 有 效 样 本３　４４８个，占 女 性 样 本 的

６０．６８％。２０１５年 数 据 得 到 有 效 样 本３　４３３个，
占女性样本的５８．８４％。样本在城乡分布上比较

均衡，２０１３年数据中有５７．７４％的 女 性 为 农 业 户

口，４２．２６％的女性为城镇户口；样本中有工作的

女性占５９．５１％。２０１５年数据中有５９．６６％的女

性为农业户口，４０．３４％的女性为城镇户口；样本

中有 工 作 的 女 性 占５６．３４％。整 体 而 言，样 本 群

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２０１３年 数 据 中 有７０．１０％
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丈夫的受教育

程 度 也 不 高，受 教 育 水 平 在 初 中 及 以 下 程 度 占

６４．３３％；２０１５年数据中有７１．１９％的女性受教育

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受

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程度占６４．７８％。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妇女社会地位。本研究用阶

级认同的等级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通过

数据处理，剔除掉拒绝回答和不知道的情况，等级

用１～１０分的整数来衡量，等级得分１分表示最

底层，等级由 低 到 高 递 增，１０分 表 示 最 顶 层。因

此，本文将阶级认同等级为１～３分定义为社会地

位较低，４～７分为社会地位中等，８～１０分为社会

地位较高。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变 化 如

表１所示，社会地位较低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数

减少，但是社会地位中等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因

此表明我国妇女社会地位整体而言正呈现一种上

升趋势，社会地位两极分化正在减弱。
表１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妇女社会地位变化

项目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变化

社会地位较低 ９１３　 ８３５ 负向

社会地位中等 ２　４２３　 ２　５２３ 正向

社会地位较高 １１２　 ７５ 负向

　　在自变量的选择方面，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

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主要分为社会层面、
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三个层次，并对这三个层面

的指标选择进行一定的丰富和拓展。
社会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政治参与、户 口 性

质和目前就业状况三个方面，以表征社会层面因

素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家庭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教育 背 景、家

庭负担、夫妻差异。其中家庭教育背景包括母亲

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家

庭负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对老人赡养负担

的考量，即主要分为生育子女的数量和家中老人

数量两个方面。夫妻差异也包含两个方面，分别

是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夫妻收入差别。
个人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人力资本、自 我 认

可和性别意识。其中人力资本包括年龄、本人受

教育程 度、本 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全 年 总 收 入。
自我认可在生活幸福感知的基础上考虑同龄人间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时间跨度上社会经济地

位的纵向变化，分为三个方面：生活幸福感知、社

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性别 意 识 主 要 包 括 五 个 方 面：性 别 分 工、性 别 优

势、自主观念、性别歧视和家务分工。上述变量的

具体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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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被解释变量 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较低＝１；社会地位中等＝２；社会地位较高＝３　 １．７６８　 １．７７９

社会层面

政治参与
“上次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是否参加了投票？”否＝０；

是＝１
０．４５１　 ０．４６８

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０；非农业户口＝１　 ０．４２３　 ０．４０３

就业状况 目前没有工作＝０；目前有工作＝１　 ０．５９５　 ０．５６３

家庭教育背景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２．７２４　 ２．７７５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４．３７９　 ４．１７８

家庭负担
家中老人数量 “您家中有几个老人和您住在一起？”（个） ０．２２８　 ０．２２７

生育子女数量 “您有几个子女？”（个） １．７８５　 １．７８３

夫妻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丈夫的受教育年数－女性的受教育年数（年） １．２４３　 １．１５９

夫妻收入差别
丈夫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全年总收入（元）的 对 数－女 性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全年总收入（元）的对数
１．６６５　 １．５５０

人力资本

年龄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时的年龄（岁） ４７．５９１　４８．７３６

受教育程度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８．１２６　 ８．０６１

个人收入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全年的总收入（元）的对数 ７．８３３　 ７．５５８

自我认可程度

生活幸福感知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不幸福＝１；说

不上幸福不幸福＝２；幸福＝３
２．７０９　 ２．７２５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与同龄人相比，本人 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较 低＝１；差 不

多＝２；较高＝３
１．７０４　 １．７１５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与三年前相比，本 人 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变 化”下 降 了＝

１；差不多＝２；上升了＝３
２．３５１　 ２．２６０

性别意识

性别分工
“您是否同意‘男人 以 事 业 为 重，女 人 以 家 庭 为 重’”不

同意＝１；无所谓同意不同意＝２；同意＝３
２．３５１　 ２．２８５

性别优势
“您是否同意‘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不同意＝１；无

所谓同意不同意＝２；同意＝３
１．９８４　 ２．００４

自主观念
“您是否同意‘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不同意＝１；无所谓

同意不同意＝２；同意＝３
２．１６１　 ２．１６０

性别歧视
“您是否 同 意‘在 经 济 不 景 气 的 时 候 应 该 先 解 雇 女 员

工’”不同意＝１；无所谓同意不同意＝２；同意＝３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家务分工
“您是否同意‘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不同意＝１；无

所谓同意不同意＝２；同意＝３
２．６１５　 ２．６４９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选择

在回 归 分 析 中，有 序 概 率 模 型（有 序Ｐｒｏｂｉｔ、
有序Ｌｏｇｉｔ模 型）常 被 用 在 因 变 量 为 有 序 变 量 的

情形下。为了探 究 影 响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的 因 素，本

文采用有序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Ｆ（βＸｉ＋εｉ） （１）
式（１）为不含交互项的回归模型。式（１）中，ｙｉ 为

被解释变量，即 妇 女 社 会 地 位；Ｘｉ 表 示 解 释 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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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表２）；εｉ 为 随 机 扰 动 项。函 数Ｆ为 某 非

线性函数，其具体形式

Ｆ（ｙ＊ｉ ）＝

１，ｙ＊ｉ ＞μｉ－１
２，μ１＜ｙ＊ｉ ＜μ２


ｊ，ｙ＊ｉ ＞μｉ

烅

烄

烆 －１

（２）

式（２）中，μ１，μ２，…，μｊ－１为切割点，均为待估参数；

ｙ＊ｉ 是样本妇女ｉ潜在真实的社会地位，由于这个

值不可观测，为潜变量。该潜变量满足：

ｙ＊ｉ ＝βＸｉ＋εｉ （３）

　　（二）结果分析

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进行分析，表３列出了对

全 部 有 效 样 本 进 行 估 计 的 结 果。从２０１３年 和

２０１５年两年 的 估 计 结 果 来 看，社 会 层 面、家 庭 层

面、个人层面在模型中的显著性状况都较为一致，
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较强。

表３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有序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分析

解释变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２０１３年

系数 标准误

２０１５年

系数 标准误

政治参与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６
社会层面 户口性质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７　 ０．１８５＊ ０．１１２

就业状况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９
家庭教育背景

家庭层面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家中老人数量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６　 ０．０８２
生育子女数量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７

家庭负担 夫妻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５
夫妻收入差别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５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６
个人收入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８

人力资本 自我认可程度

生活幸福感知 ０．３８９＊＊＊ ０．０６８　 ０．５８１＊＊＊ ０．０６９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１．１７４＊＊＊ ０．０８０　 １．１８３＊＊＊ ０．０８３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０．３５０＊＊＊ ０．０６７　 ０．３３８＊＊＊ ０．０７０
性别分工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５
性别优势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４

性别意识 自主观念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２
性别歧视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１　 ０．１５５＊＊ ０．０６４
家务分工 ０．１７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ｃｕｔ１　 ４．６１８＊＊＊ ０．４５３　 ４．９４１＊＊＊ ０．４３８
／ｃｕｔ２　 ９．６５２＊＊＊ ０．４８５　 １０．５５６＊＊＊ ０．４８２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

　　１．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对妇女社会

地位的影响

根据表３显示的回归结果，并结合上 文 所 作

出假设，本文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分别阐述其

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１）社会层面。在２０１３年数 据 中，就 业 状 况

对妇女社会地 位 有 负 相 关 关 系，且 在５％的 统 计

水平上显著。但是在２０１５年数据中，就业状况对

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这就说明，就业状况

已经不再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另外，户

口性质在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上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

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在２０１３年的回归分析

中，户口性质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可能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后一时期城

镇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
（２）家庭层面。在家庭层面上，家庭教育背景

对妇女社会地位没有显著的影响，母亲的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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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不显著。在家庭负担中，２０１３年变量家中老人数

量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中老人

数量越多，妇女所要承担的家庭照料负担、家庭赡

养负担就会加重，其社会地位就会受到相应的影

响；生育子女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
相反，２０１５年家中老人数量与生育子女数量对妇

女社会地位影响均不显著。由此说明，随着时间

的推移，家庭负担已经不再是阻碍妇女社会地位

重要因素。在 夫 妻 差 异 中，２０１３年 和２０１５年 夫

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夫妻收入差别对妇女社会地

位有显著性的影响。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收入

差别是通过丈夫的受教育年限（或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全年总收入对数）－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或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全年总收 入 对 数）来 衡 量，其 回 归 结 果 表 示

为夫妻间的受教育差别或收入差别越大，妇女的

社会地位就越高。这一结果似乎有悖常理，其原

因可能是因为我国大多数人受男权文化的影响，
男性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或较高的收入，妇女

往往对男性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其他人对女性的

态度及看法和女性本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往

往受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其社会地位

也会随着男性地位的提高而提高，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妇女自我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是女性在男权

文化下的一种自我满足。
（３）个 人 层 面。在 个 人 层 面 上，２０１３年 和

２０１５年人力资 本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的 影 响 较 为 显

著，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

高；同样妇女的收入越多，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就越

高。年龄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妇女的自我认可对其社会

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幸福感知、社会经

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都对妇

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妇女对现在生活的感

知越幸福，其社会地位就越高；“与同龄人相比本

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就

越高；“与 三 年 前 相 比 本 人 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的 上

升”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妇女的性别意识与其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相关

关系。在 性 别 意 识 上，２０１３年 性 别 分 工、性 别 优

势、自主观念和性别歧视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不显著。家务分工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女性

社会地位有 正 向 影 响，对“夫 妻 应 该 均 等 分 摊 家

务”这种说法越同意，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但

２０１５年家务分工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不显著，由

此表明传 统 的 性 别 思 想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影 响 减

弱。２０１５年性别 歧 视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的 影 响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并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

是持这种观点的群体为女性管理者，其性别歧视

意识仍然存在，在经济不景气时，出于理性的考虑

会先解雇女性，但是这一部分群体的整体社会地

位较高。其次，不赞同“经济不景气时先解雇女员

工”的群体本身在工作中可能遭遇不公正的待遇，
其拥有较强的性别意识，认为自身社会地位较低，
因此造成了回归结果的正向影响。

２．不同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边际效

应分析

有序Ｌｏｇｉｔ模 型 是 概 率 模 型，其 系 数 大 小 不

能反映该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的大小。
因此，为考察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不 同 因 素 对 妇 女

社会地位影响程度的大小和变化，本文计算了妇

女社会地位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详见表４。
纵观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不同因素对妇女社会

地位 影 响 程 度 的 大 小 和 变 化，夫 妻 差 异、人 力 资

本、社 会 经 济 地 位 对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的 影 响 程 度

减弱。
具体来说，在 社 会 层 面 上，２０１３年 就 业 状 况

与妇女社会地 位 呈 负 相 关 关 系，且 在５％的 统 计

水平上显 著；但 在２０１５年 中 就 业 状 况 变 量 不 显

著。这一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由此表明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另外，户口性质变量的显著性

程度同样也与表３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在家庭层面上，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与 回 归 结

果一致。家庭教育背景和家庭负担中的生育子女

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均无显著影响；家中老人数

量只 对２０１３年 妇 女 的 社 会 地 位 影 响 显 著，对

２０１５年妇女 的 社 会 地 位 影 响 不 显 著。在 两 年 的

数据分析中，夫妻差异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

响。具体来说，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夫妻收入

差异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在１％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但 是，比 较 其 影 响 程 度，２０１５年 的 影 响 程

度明显小于２０１３年的影响程度，由此说明夫妻差

异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正在减弱。
在个人层面上，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 入 对 妇

女社会地位 的 提 高 具 有 正 向 促 进 作 用，且 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在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上，受教

育程度和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较２０１３年有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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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自我认 可 程 度 与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呈 正 相 关 关

系，生活幸福感知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增加，
相反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纵向变化的影响程

度减弱。由此表明妇女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更

多地倾向于自身生活幸福感的提高，而不仅仅凭

借自身的社会经济水平来衡量自身的社会地位。
另外，性别意识与上文回归分析结果一致。

表４　不同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解释变量

一级变量名称 二级变量名称

２０１３年

社会地位

较低

社会地位

中等

社会地位

较高

２０１５年

社会地位

较低

社会地位

中等

社会地位

较高

政治参与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社会层面 户口性质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

就业状况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家庭教育背景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家庭负担
家中老人数量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生育子女数量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夫妻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夫妻收入差别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个人收入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生活幸福感知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２＊＊＊

自我认可程度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０．１９１＊＊＊ ０．１５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５＊＊＊ ０．０２５＊＊＊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

性别分工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性别优势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性别意识 自主观念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性别歧视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家务分工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

　　３．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２０１５年的实证分析中，户口性质对妇女社会

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妇女社会地位存在城乡间的

差异。因此，本文根据户口性质（农业户口和城镇

户口）分成农村样本和城镇样本进行分样本回归，
以分析妇女地位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分样本回归

结果如表５所示。
通过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进

行分析，２０１３年夫妻收入差别、女性受教育程度、
个人收入、妇女的自我认可程度和妇女持有的性

别意识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

响。２０１５年仅妇 女 的 自 我 认 可 程 度 对 农 村 和 城

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我国妇

女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步提高。
在社会层 面 上，２０１３年 和２０１５年 政 治 参 与

对城镇和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没有显著影响。

２０１３年就业状况对农村妇女影响显著，对城镇妇

女影响不显 著。２０１５年 就 业 状 况 对 农 村 和 城 镇

妇女均没有显著影响，与上文结论一致，由此表明

我国农村妇女地位不断提高。
在家庭层面上，２０１３年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

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

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但２０１５年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没

有显著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教育水平的提

升，城乡教育差异减弱，妇女教育水平的提升主要

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而不是家庭教育获得。家中

老人数量 对 两 年 农 村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具 有 显 著 影

响，不同的是，２０１３年 其 对 农 村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有

负相关关系，２０１５年其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正

相关关系，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男性

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多，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

作用显现，社会地位提高。生育子女数量对两年

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在夫

妻受教育程度差别方面，其两年都对农村妇女的

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对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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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以此来说明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对

农村妇女的影响要大于对城镇农村妇女的影响，
因此要提高 农 村 的 教 育 水 平。２０１３年 夫 妻 收 入

差异对农村和城镇都有正相关关系，但２０１５年夫

妻收入差 别 仅 对 城 镇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有 正 相 关 关

系，因此夫妻收入差距依然是影响城镇妇女社会

地位的因素之一。
在个人层面 上，年 龄 在２０１３年 和２０１５年 对

农村和 城 镇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没 有 显 著 影 响。２０１３
年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

显著影响，但２０１５年其只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

影响，由此表明现阶段我国应该逐步提高农村妇

女的受教育水平，缩小农村夫妻间的教育程度差

别，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２０１３年妇女个人收入

对 城 镇 和 农 村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有 正 相 关 关 系，但

２０１５年妇女个 人 收 入 对 农 村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没 有

显著影响，这表明我国农村正在改变以经济收入

决定家庭地位的现状。
在妇 女 的 自 我 认 可 程 度 上，纵 观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数据，生 活 幸 福 感 知、社 会 经 济 地 位 感 知

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

有显著影响。
在妇女所持有的性别意识上，２０１３年变量自

主观念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城镇

妇女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念认同越高，其社

会地位越低。家务分工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影

响显著，这表明农村妇女被繁重的家务所束缚，均
等的分摊家务有利于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有利于农村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

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２０１５年性别优势对城

镇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对“男性能力天生

比女性强”观点越认同，其社会地位就越低；性别

歧视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其可能

的原因与上文一致。因此，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

要积极提高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摆脱“男性能力

天生比女性 强”的 传 统 观 念 和“干 得 好 不 如 嫁 得

好”的错误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发挥妇女

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作用。
表５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解释变量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２０１３年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２０１５年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社会层面
政治参与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３　 ０．２４３

就业状况 －０．２６６＊＊ －０．２３６　 ０．０５４ －０．３２２

家庭教育背景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９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家庭负担
家中老人数量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３＊ ０．００４

生育子女数量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７

夫妻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夫妻收入差别 ０．０６８＊＊＊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１＊＊＊

年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１

个人收入 ０．０９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３３　 ０．１０１＊＊＊

生活幸福感知 ０．３５７＊＊＊ ０．４６０＊＊＊ ０．５１４＊＊＊ ０．７５３＊＊＊

自我认可程度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１．１１８＊＊＊ １．２８２＊＊＊ １．１１６＊＊＊ １．４０６＊＊＊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０．３４３＊＊＊ ０．３７９＊＊＊ ０．２０６＊＊ ０．６３７＊＊＊

性别分工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５

性别优势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０＊

性别意识 自主观念 ０．０４５ －０．２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１

性别歧视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７　 ０．１１５　 ０．２５９＊＊

家务分工 ０．２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９　 ０．１４４
／ｃｕｔ１　 ４．７０６＊＊＊ ４．５２９＊＊＊ ４．４９６＊＊＊ ５．９８５＊＊＊

／ｃｕｔ２　 ９．７５４＊＊＊ ９．６５８＊＊＊ ９．５７３＊＊＊ １２．５１０＊＊＊

样本量 １　９９１　 １　４５７　 ２　０４８　 １　３８５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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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 利 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３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５数 据，从

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考察了影响妇女

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

别、夫妻收入差别、受教育程度、收入、自我认可对

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夫妻教育程度差别越

大，妇女社会地位越高；夫妻收入差别越大，妇女

社会地位越高；妇女受教育程度、收入越高，妇女

社会地位越高；妇女自我认可程度越高，社会地位

越高。同时，本研究通过对女性社会地位边际效

应分析以及城乡差异分析，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
并且研究表明，妇女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因此，为了改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边 缘 化 的

社会 地 位，进 一 步 提 升 妇 女 社 会 地 位，应 该 从 政

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和女性个人等

６个层面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在政府层面上，立法部门要完善立法 和 政 策

建设，审视清理和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中的

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的内容；加强普法，使男女平

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加大执法力度，打击侵犯妇女

权利的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教育部门应坚持教育公平的原则，将

公共教育资源向劣势群体和农村地区倾斜。同时

政府部门应积极扶持女性自主创业，为女性创业

提供政 策、资 金、技 术、信 息 等 方 面 的 资 助 和 扶

持［１９］；推行女性 继 续 教 育 制 度，使 失 业 妇 女 再 就

业。另外，重视妇联组织和公益机构对维护妇女

权益的作用，集中整合政府、妇联组织和公益机构

的资源，统筹城乡，建立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

联动的妇女事业支持网络体系［３］。
在社区层面上，开拓女性就业的多元化渠道，

积极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和发展社区小企业，为

社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街道和社区居委

会要充分发挥社区功能，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完善

社区幼儿园、医院等设施，促进家务社会化，以缓

解职场压力和减轻家务负担。
在就业单位层面上，各类用人单位要 落 实 劳

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的相关政策，保障男女同工同

酬，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另外，提高女性在用人单

位决策和管理层的比例，确保女性在劳动力市场

上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保障。
在社会舆论层面上，首先大众传媒管 理 者 要

将性别观点纳入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中，使大众

传媒工作者破除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树立男女

平等的价值观；其次，大众传媒要向全社会广泛深

入宣传先进的性别意识，引导人们树立两性平等

的意识，营造一种“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最后，
大众传媒要广泛听取妇女的多种声音，形成有社

会性别视角的舆论环境和舆论监督［２０］。
在家庭层面上，转变“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

模式，倡导“男女平等、夫妻比翼、分享家务、共同

发展”的理念，破除旧的家庭分工，均等地分摊家

务，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从而拥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提高女性社会

竞争力。
在女性个人层面上，一方面妇女应该 提 高 自

身的受教育水平，增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力，以提高其经济收入，缩小夫妻间的受教育程度

差别和夫妻间的收入差别。另一方面，妇女应该

提高自我的认可程度和端正自己的性别意识。男

权文化不仅不合理地降低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

且还让处于不平等社会地位中的女性处于自我满

足状态［８］。因此，女性必须从自身做起，提高自我

的认可程度和自信心，端正自己的社会性别意识，
通过不断学习以充实和提高自我，真正从思想上

消除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摆脱自我满

足状态，不断增强自身的适应力和竞争力。
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许多变量 仅 仅 是

从问卷中选用的代表变量，没有采用更加精准的

测量方法。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对变量的适

用性和测量的精确性方面加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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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李超海．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

位关系探讨———以第３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为例［Ｊ］．重 庆 邮 电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３（４）：

１２９－１３５．
［４］王金玲．转 型 与 发 展———福 建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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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我国女性社会 经 济 地 位 的 特 点 及 应 对 思 路———以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山西省数据为蓝本［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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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满林彦．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女 性 社 会 地 位 现 状 研

究［Ｄ］．重庆：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１６．
［１０］陈再华．妇女地 位 综 合 评 价 指 标 探 讨［Ｊ］．中 国

人口科学，１９９３（６）：３９－４４＋５１．
［１１］颜士梅．台湾妇女社会地位的现状及其成因［Ｊ］．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２）：５８－６３．
［１２］吴帆．相 对 资 源 禀 赋 结 构 中 的 女 性 社 会 地 位 与

家庭地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

分析［Ｊ］．学术研究，２０１４（１）：４２－４９．
［１３］许红莉，吴锦峰．女 性 社 会 地 位 影 响 因 素 实 证 研

究———以湖北地区为例［Ｊ］．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２，２４
（１７）：９４－９６．
［１４］冯 立 天，陈 再 华．北 京 城 市 妇 女 地 位 调 查 研 究

［Ｊ］．人口与经济，１９９４（１）：２９－４１．
［１５］沈安 安．家 庭 文 化 模 式 对 妇 女 地 位 的 影 响［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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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顾鉴塘．北京市城区在业妇女经济收入研究［Ｊ］．
人口与经济，１９９４（５）：４４－５１．
［１７］第三期中国妇 女 社 会 地 位 调 查 课 题 组．第 三 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Ｊ］．妇女研究

论丛，２０１１（６）：５－１５．
［１８］丁娟，李文．关于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认 知 与 态 度 基 本

状况的 分 析 与 思 考［Ｊ］．山 东 女 子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２
（６）：７－１７．
［１９］徐晓 琴．农 村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提 升 的 对 策———以

忻州为例［Ｊ］．理论视野，２０１５（１０）：８２－８４．
［２０］陈秀云．提高妇 女 地 位 的 机 制：中 国 的 实 践 与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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