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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书写于1994年，是对改革最初17年中中国城乡女性状况的考察。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意，今年打算再版。
由于距初版过了14年，似乎需要简单写一点说明性的文字。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原书基本没有改动，只是把不太规范的“建国后”的用语改为规范的“
新中国建立后”。
　　回过头来看这本书，有些新的感想。
　　我生在城市。
母亲早先毕业于开封女师，后来做了专职太太。
1950年代初，在新中国建设高歌猛进的时候她参加了工作，做了一名幼儿园教师。
我自己也在1960年代就业。
我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新中国建立后城市妇女广泛就业的历史过程。
当时，在男女平等的基本理念下，参加社会建设的广大妇女如沐春风。
你也许会说，当时是去性别化的，是粗陋的，除了白天工作，天天晚上还要开会，生活是紧张操劳的
，艰苦的，对女性健康是有害的。
但是，男女就业平等、广大女性因为广泛参与社会生活而具有的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于这一
体制的高度认同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经历使我可以深切体会到，企业改革中离开工作岗位对于女性意味着什么，体会到他们处境的落
差、心灵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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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女性》依据大量的经验材料，以较为广阔的视野，着重从劳动者的角度，对
改革17年间（1978年-1995年）中国城乡妇女的生存状况，包括她们获得的机会、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考
察；与此同时，还就女性生活发生明显变化的其他方面如婚姻家庭、女性文化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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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宪范，194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作有《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
论文：《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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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城镇女性　　（一）计划经济体制对女性就业的保护　　（二）就业难：改革向城镇
女性提出的挑战　　二农村女性　　（一）改革使农村女性社会劳动者的角色得到强化　　（二）“
男工女耕”的分工使农村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她们的精神发展也得到了促进　　（三）大批
农村女性实现了非农转移　　　　城镇篇　　第一部就业　　一就业机会增加，结构趋向合理　　（
一）充分就业的追求目标　　（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使我国城镇女性就业机会增加，结构趋
向合理　　二就业动机：高层级动机占有重要地位　　（一）就业动机是衡量女性对妇女解放思想认
同的尺度　　（二）关于中国城市女性就业动机的两个调查　　三择业观　　（一）改革前，人们的
择业意识不强，女性亦然　　（二）改革后，社会转型带来的单位分化构成了择业意识增强的客观基
础　　（三）择业取向　　（四）择业的高期望值和自身的低素质　　四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　　
（一）企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　　（二）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　　五就业中的劣势群体　　
（一）城市女性曾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保护　　（二）改革将计划经济保护下的城镇女性逐渐推向劳
动力市场　　（三）大批女工下岗　　（四）用人单位拒收女性　　六生育保障——一个由女性自己
推动实施的改革举措　　（一）生育保障制度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　　（二）几个理论问题　　（三
）已经实施的几种方案　　七双重角色紧张——女性走向社会的伴生物　　（一）职业女性双重角色
紧张的状况　　（二）职业女性双重角色紧张的特点　　（三）改革给双重角色紧张带来的变化　　
（四）出路　　八“妇女回家论”：一种陷入误区的理论　　（一）在改革的大潮中，部分妇女回家
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同样不争的事实是，并非所有的妇女都返回到家庭，随着经济的发展，她
们还会牢牢地待在自己的岗位上　　（三）妇女走向社会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四）需要研究的
问题　　第二部 女性文化　　第三部 婚姻与家庭　　　　农村篇　　第四部 作为劳动者的农村女性
　　第五部 婚姻与家庭　　附录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女性>>

章节摘录

　　2．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向传统角色回归，并且要求女性在心理上、感情上提供慰藉和温暖
　　家庭是一个整体。
男女两性的分工是互补的，因此，任何一方行为目标和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另一方的相应调整。
在改革开放以后，男性在社会上奋斗，竞争的逻辑要求他投入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新的
生活方式使他们常常无暇顾及家庭义务。
因此，他们要求女性管理好家务。
他们的观点是：家中有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就可以了，另一个人应当以照顾家庭为主要任务，找一份轻
松的工作，或者工作上只求中等就行。
这样，两个人相扶相济、互助互补，家庭生活就会更美满。
　　除了要求女性弱化自己的社会角色、强化自己的家庭角色外，丈夫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两个人厮
守在一起“过日子”式的生活，他们要求妻子在心理上、感情上能给自己抚慰。
他们不仅要求妻子把家务料理好，还要求妻子是心理医生、感情护士。
　　而妻子并不是马上觉察到丈夫的新要求的。
他们的觉察往往开始于由于丈夫的期望和自己的角色意识的距离而产生的冲突。
　　下面一篇短文是描述这种冲突的。
这篇文章敏锐地抓住了城市家庭冲突的新动向，在社会上曾引起了较大反响，一些人还撰文对此问题
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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