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

13位ISBN编号：9787500497325

10位ISBN编号：7500497326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春玲 等 著

页数：3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

内容概要

　　《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试图基于实证研究资料，描述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
形式和运作机制，考查男性与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差异，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评估劳动力市
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
同时，还将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进行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以期深
入考查导致目前性别不平等上升和性别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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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2年两性平均收入之比进一步下降为0.7922，即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为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
的79%。
从相对均值比（完全模型Expp）来看，在对教育水平、工作年限、职业、单位类型、单位规模、党员
身份以及地区等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排除了上述这些因素的性别差异的影响，1988年
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与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之比为0.9039，即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90%；1995年两
性平均收入之比下降为0.8869，即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89010；2002年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与男性
就业者平均收入之比为0.8737，即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87%。
1988年至1995年期间，女性就业者平均收入占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的绝对百分比下降了3.44%；相对百
分比则下降了1.7%。
1995年至2002年期间，女性就业者平均收入占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的绝对百分比下降了1.03%；相对百
分比则下降1.32%。
这些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改革以来，收人性别差距在逐步拉大。
　　2.结构因素对改革前收人性别差距具有较强解释力　　1988年数据显示，男女收入的绝对均值比
为0.8369（基准模型Expp），而相对均值比为0.9039（完全模型Expp），两者之差（D）为0.067，这就
是说，男女的实际收入相差16.31个百分点（100%减去83.69%），而其中的6.7个百分点可以为教育、工
作年限、职业、单位类型、党员身份和地区这6个因素所解释，其余的9.61个百分点则是由于性别及其
他未加考虑的因素所导致。
换句话说，实际观察到的男女收入差距当中，大约41.1%（6.7除以16.31）是由于上述6个因素的作用结
果。
在这6个因素当中，单位类型对男女收入差距的解释力最强（0.0099），其次是职业分类（0.0081）和
党员身份（0.0072），这意味着，女性就业者在收入较高的单位和职业中的比例低于男性，而在收入
较低的单位和职业中比例高于男性，同时，拥有党员身份的男性多于女性。
另外，地区因素也对男女收入差距提供了部分解释（0.0036）。
这表明，相对于男性就业者，女性就业者在单位、职业、党员和地区的结构分布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
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前或改革开始之时，男女就业者结构分布的不均衡是导致男女收入差距的
重要原因。
另外，两个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也是导致男女收入差距的原因，但这两个因素的
解释力（0.0063和0.0036）要小于结构因素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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