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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赋权之后：脱口秀节目如何释放女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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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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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落地后，其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定和落地备受关注。近日，“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

支持措施”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

照料体系构建、相关国际经验的借鉴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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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
的结构性要素之一，也是儿童
在发展中最先了解的社会性概
念之一。在幼儿园中，同伴游
戏是考察儿童社会性别分化现
象的重要载体。本文作者对两
所幼儿园中的儿童同伴游戏进
行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在
同伴游戏的过程中出现游戏主
题选择、游戏关系建立、游戏规
则制定三方面的性别分化现
象；在以中产阶层为招收对象
的幼儿园中，幼儿同伴游戏表
现出性别固化的现象，而以流
动儿童为招收对象的幼儿园
中，幼儿同伴游戏表现出性别
双向化的趋向；以游戏为载体，
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生成的同
伴文化具有相异的社会性别特
征；以不同社会背景为基点，成
人文化对于儿童性别观念和行
为的塑造影响显著；在全球化
背景下，大众传媒对儿童社会
性别分化产生影响。据此提出
以下建议：鼓励儿童在同伴游
戏中进行跨性别活动，体验不
同性别人群的行为方式；重视
儿童的同伴交往对社会性别分
化的影响；提升成人性别平等
的观念，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

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
报》2021年第4期

作者：薛宁兰

近期，天津、河北、江苏、
宁夏四省区市相继修订本地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办法，将法规名称一律
改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以

“条例”取代“实施办法”是保障
妇女权益地方法规更加系统全
面的体现。赋予地方法规和政
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合法地
位、确立提升妇女参政议政能
力的具体措施、建立纠正就业
歧视行为的联合约谈机制、增
设父母共同育儿假，是四省区
市“条例”在妇女权益保障制度
机制上的创新举措。四省区市
的修法实践有助于拓展地方立
法空间,助推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
报》2021年第5期

作者：阎天

与传统算法相比，当代算
法自主获取信息的能力显著提
升，这给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带
来了新的挑战。域外职场已经
出现针对女性的算法歧视，中
国也可能出现类似现象。现有
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主要包括

“不打探”“不考虑”和“不卸责”
三项规则，这些规则均无法很
好地应对算法歧视。有鉴于
此,治标之策是在法律和技术
上逐项完善现有规则，但是收
效有限，并且可能有悖于鼓励
算法研发和推广的产业政策；
治本之道则是在国家、用人单
位、女性劳动者及其伴侣之间
公平分配生育成本，消除算法
歧视产生的根源。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2021年第5期

《妇女权益保障地
方立法的创新发展及
启示——以四省区市
〈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为例》

《女性就业中的算
法歧视:缘起、挑战与
应对》

《儿童同伴游戏中
社会性别分化现象的
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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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静 肖辉馨

诞生于网络语境的脱口秀节目颠覆了传
统媒体时代的话语表达模式，以独特、直白、锋
利的言语特点收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脱口
秀节目中的女性身影与女性议题比重越来越
高。从《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出现1位女性脱
口秀演员到第四季出现 11 位女性脱口秀演
员，甚至出现全女性阵容的《听姐说》《姐妹们
的茶话会》等脱口秀节目，女性借助脱口秀舞
台进行自我表达，拓宽了女性话语表达的社会
空间，打破了传统媒介和男性话语空间中的女
性刻板印象。

眼下热度较高的脱口秀节目作为一种媒
介 表 达 的 形 态 ，被 翻 译 为“ 单 口 喜 剧 ”
（Stand-up Comedy），意指单个演员在台上
表演幽默段子的有文本的现场喜剧表演形
式。单口喜剧最初萌芽时是男性的舞台，女
性表演者和观众始终缺席，男性演员的表演
内容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倾向。社会性别与
发展理论认为，女性话语赋权是改变传统社
会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手段。脱口秀节目中
日益活跃的女性表达呈现了女性对获得话语
赋权的主动性。

打破传统性别秩序：女性主体话语的
出场

在脱口秀节目中，女性脱口秀演员文本创
作的逻辑起点，多数围绕在外貌焦虑、年龄焦
虑、婚姻困境及社会期待等方面。如李雪琴的

“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
得不好看”；颜怡颜悦双胞胎的“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脸大的那个要是想躲在
另一个后面，会不会看起来像日环食”等，反讽
男权视角下对女性身材及容貌的审视，以及男
性对女性的物化。

在以往的舆论场中，男强女弱的意识构成了
传统性别秩序的核心，男性甚少处于被凝视和被
指点的位置上。有着“犀利主妇”人设的思文在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总决赛中拿到季军时的感
言为“大家都知道我老公程璐是脱口秀大会的首
席编剧说明这个节目真的没有黑幕”，而程璐在
自认“软饭男”时也表示“我爸妈对思文比对我
好，他们从来不会催思文生孩子，因为思文是家
里的顶梁柱”。这段互文式脱口秀，突破了传统
两性角色定位的掣肘，有效地挖掘了女性的主体

意识。此处的互文，除了互相解释与贯通外，也
内含二者的表达互为整体性的概念。

女性话题”在脱口秀节目中频频涌现，恰恰
说明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长期失语状态，而
脱口秀的场域则为她们提供了纾解隐藏情绪的
机会。

直陈苦痛：女性脱口秀叙述的“去耻
化”效果

有学者认为，个人对自身经历的羞耻会产生
蔑视感，从而外化为过于苛刻的自我评价。在
2020年的反跨年演出中，杨笠讲述了自己做过
的妇科手术——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手术。杨笠
说自己去摘除子宫内膜息肉时，遇到的虽然是男
医生，但整个治疗过程非常专业，“那一刻是我今
年感受最好的一刻，我已经不只是一个女人了，
我就是一个人，就想活着。”在麻醉效果显现前，
医生问她感觉如何，杨笠的回答是“我现在感觉
自由”。

而类似的表达在亚裔女脱口秀女演员——
韩裔赵牡丹（Margaret Cho）和中越混血的黄
阿丽（Ali Wong）的脱口秀演出中更是比比皆

是。赵牡丹在舞台上讲述12岁的自己被性侵，
且不被家人理解和遭到同学嘲笑，替有此类似经
历的女性发声；黄阿丽的核心故事则围绕分娩、
喂奶、换尿布过程中的种种艰难，落脚点为生育
带给女性的身体负担。

当女性用一种开诚布公的直白话语公开谈
论自己的私密体验时，脱口秀这种媒介呈现形式
在无形间达到了去耻化的效果。女性脱口秀演
员叙述的内容是痛苦的，表达方式是戏谑的，她
们没有刻意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去呼喊性别
平等，而是直陈真实的性别认知和生命体验。

娱乐之外：在多元社会议题中彰显女
性价值

对话和沟通，是以语言为主要呈现方式的网
络综艺节目的终点。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脱口秀
演员崭露头角，除了呈现社会关注度高的性别热
点话题外，能否在更多元的社会议题里彰显女性
价值，是话语赋权之后女性力量能否得到有效释
放的关键。

对此，有的脱口秀节目也在试图延伸议题的
广度与深度，将娱乐性和思想性融为一体，其中
便暗含了女性赋权。比如《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的女性领笑员，由此前的个性更为张扬的杨天真
和张雨绮替换为资深但风格较为严肃的杨澜，有
受众认为这是传统道德规范和思维模式在综艺
节目中的回归，甚至直言杨澜一本正经的态度与
《脱口秀大会》的“画风不符”。笔者并不认同这
种说法，作为领笑员团队中唯一的女性，杨澜身
上可挖掘的女性角色更为丰富立体——妻子、母
亲、女性媒体人、女性创业者、女性领导者等，在
重塑女性力量的同时，也可以巧用“性别视角”，
提供了打破圈层的可能。比如有女选手咬牙切
齿地吐槽老公穿着土而所有观众都在狂欢时，杨
澜善意而冷静地提醒“不应该嘲笑老公的土”；有
选手所学专业为“材料科学与工程”时，杨澜贡献
了金句“最大利己者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块材
料”。尽管《脱口秀大会》的定位之一是搞笑，但
作为一档线上综艺节目，其目的不仅是娱乐大
众，更要传达多元的价值观，以期通过讨论而传
播正能量，借助媒介形态继续拓展女性的表达空
间和自由。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三孩”政策落地后，其相关配套支持措施
的制定和落地备受关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研究室与《社会学研究》编
辑部主办的“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
支持措施”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社会再生产视角下
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相关国际经
验的借鉴等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
主任王素琴在致辞中表示，希望本次研讨会
能立足中国国情，通过国际比较，为发展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发掘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在促
进婴幼儿健康发展的同时推动男女平等与妇
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王广州在主题报告中指出，第七次人口普
查结果所体现的中国人口负增长带有超低生育
水平、区域不平衡与加速的特质，各地区应更加
重视人口与生育问题。因此，在我国的现实与
政策背景下，如何构建积极生育的配套支持措
施成为此次研讨会的关注焦点。

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

作为生育与养育的主要承担者，双亲的亲
职问题对于积极生育至关重要。在亲职困局单
元，专家学者重点探讨了亲职与劳动力市场之
间的关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蒙克提出
“预期性母职惩罚”的概念，即劳动力市场基于
对女性求职者未来生育状况的预期，对未育女
性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构成就业机会的
阻碍或“惩罚”。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田野实验
的证据，蒙克指出我国存在预期性母职惩罚的
现象。实验分析初步证明，促进女性弹性就业

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减少“预期性母职惩罚”很
关键。

从关系性视角出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
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对夫妻职业轨迹的分
化进行了研究，她呼吁国家需要自上而下地倡
导男性顾家、限制男性职场工作时间和长时间
的工作文化，引导男性个体向工作、家庭、休闲
三者平衡的生活方式转变。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学者罗艳尝试对农
村中亲职参与不足的单亲父亲进行社会工作干
预，通过改变这些父亲的养育认知、增加亲子互
动技能，令他们增强担当父职的信心。她提出，
父亲参与育儿需要鼓励、肯定和支持。此种干
预不仅有利于儿童，对单亲父亲这一群体也有
一定社会意义。

市场化照料日益成为弥补家庭照料资源
不足的重要选项，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
授肖索未探讨了家政市场化的发展如何影响
家政服务中雇主与家政工之间的关系。初步
研究发现，雇主和家政工之间需要建立基于人
情原则的“特殊性关系”才能实现相对理想的
照料结果，这一发现对于思考家政市场的未来
发展提供了参照。

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
共照料体系构建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生育不仅是
私领域内对个体尤其是女性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的个人决策，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劳动力再
生产的一部分。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
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成为本次会议的另
一个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
芸卿以上海妈妈团共同育儿为个案，解释了被
私人化的抚育是如何尝试重新扩展为公共性问
题的。她指出这一尝试对社会再生产有一定的
意义，但需解决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中华女

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李洁则从提升再生产
的价值出发，探讨了如何发掘全职妈妈的主体
性，让她们从家庭走向社区，构建以妈妈们为主
体的参与式社区支持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学者杭
苏红基于中产全职妈妈的话语和实践，反思了
以往认为只有工作是女性“自我实现”的单维价
值体系，指出还应重视职业之外的精神成长、家
庭照料等拓展自我价值的新方式。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满琪则通过对

“虎妈”群体的访谈分析，探讨了密集育儿的共
享现实如何对“虎妈”群体的情绪和群际行为产
生影响。

家庭的育儿决策与可获得的照料资源紧密
相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
授钟晓慧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提出，当家庭无法
协调“一老一小“两种照顾需求时，生育意愿会
降低。她建议国家在照料资源的代际分配上发
挥主导作用，避免对老年人照料资源的挤占。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辑陈偲
则从需求侧出发讨论了大城市儿童早期照顾的
家庭需求，提出政府应重视家庭在儿童早期照
顾上的方式、可选择空间、性别平衡、托育服务
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需求。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
提出，期待在短期内弥补生育赤字，给想生而
不敢生的家庭一个支持平台。无论家庭选择
怎样的照料方式，政府应首先给家庭提供可选
项，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她认为，三孩配套
政策的意义在于，为普遍提高生育意愿、为承
担抚幼责任的个人和家庭提供一种系统性的
支持。

国际经验的借鉴和探讨

在国际经验单元，多位专家围绕各国家庭
政策及其效果展开论述，并特别关注了性别平
等在家庭政策中的重要性。

基于法国家庭政策的内在推动力研究，山
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吴真提出，在传统家
庭制度一去不复返的时候，生育已经不能再用
强制的、惩戒的、鼓动的手段来推行，个体的自
由意志和自主行动才是更重要的原动力。所
以，尊重不同个体多元选择，为个体化的生活方
式提供便利和保障，才能帮助个体找回他们作
为人的生育的自由、生育的权利和作为一种自
然存在物的生育的本能。

在北欧一些国家，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和生
育率一直很高。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
妇女研究室的学者石鑫系统分析了北欧完善的
儿童照料政策，着重强调了北欧在家庭政策方
面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女性主义，指出
提高政府参与及强调性别平等在生育政策问题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学者龚
顺则带来了日本家庭政策效果的问卷实验研
究，同样证明了性别平等本身不仅能提高女性
的结婚和生育意愿，也会与家庭政策产生良性
的交互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
春华重点关注了欧洲儿童照料政策中完善的非
正式照顾，她指出，中国仅依靠正规的儿童照顾
无法满足现有需求；如果中国家庭在儿童照料
方面能够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可能会对他们的
生育意愿、生育数量选择和未来预期产生积极
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高翔则分享了美
国儿童照顾政策，指出政策设计需要考虑不同
政策目标内在逻辑的协调，区别不同类型个体
的行动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
典在总结时指出，欧美各国儿童照顾的相关
政策反映了其背后社会理念的差异。我国的
情况更为复杂，期待我国充分考量多重现实
因素，不断形成、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
政策。

（范语晨 整理）

——关注“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