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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但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面对这一悖论，聚焦教育和职业之
间的匹配程度，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2017）数据，对教
育失配如何影响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同等教
育程度的男性，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教育失配，由此获得更低的收入水平。
当男性和女性同时发生教育失配时，女性面临更小的收入惩罚，但这无法
逆转女性因教育失配比例整体过高而造成的收入劣势。变迁趋势分解表
明，随着时期进程，教育失配造成的收入惩罚正在扩大，而由于女性的教
育失配发生比例持续高于男性，这成为两性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
要原因。对此，加强女性从学校到职场的教育匹配，对于实现劳动力充分
就业、女性公平就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来源：《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

作者：金姿妏 余达淮
社交平台是数字时代性别议题展开的重要空间，本文基于数据

和算法构造起的社交平台使得性别议题面临着扁平化的性别形象
塑造、伪普遍性的性别议题探讨和无差异的性别未来指向。困境的
产生不仅源于社会现实矛盾，以数据和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权力结构
也使得社交平台上的性别差异或性别困境表达成为一种景观。为
此，数据女性主义的提出旨在探讨性别差异和性别平等在新的数字
权力机制下的可能性。社交平台必须树立自觉的性别意识，将情境
性和过程性纳入数据优化过程，破除资本话语之下社交平台对数
据、流量和热点的狂热追求。只有充分识别和拒绝资本对性别议题
的捕捉、利用、包装和干预，才能为性别议题的探讨和问题解决提供
更为健康的话语空间。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作者：申超
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生育

事件”发生前后妻子相对收入的动态变化模式，以及这种变化模式在城乡和不同受教育程度
女性中的异质性。数据表明，无论在生育前后，城镇家庭妻子的相对收入都始终比乡村家庭
妻子高。此外，本文还检验了生育后妻子相对收入的动态变化模式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发现
城乡家庭妻子的相对收入在生育之后均显著下降，且城镇女性由于在就业比例、工作时间、工
资率等方面受生育带来的冲击更大，其相对收入的下降幅度也更大。研究还发现，首次生育
一年之后，城乡家庭妻子的相对收入虽逐步回升，但均无法恢复到生育前的水平，说明生育带
来的负面影响长期存在。通过引入受教育程度进行三层交互分析，本文进一步发现，女性受
教育程度越低，生育导致其相对收入下降的幅度越大，且城镇女性比乡村女性所面临的劣势
更大。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3期
（刘天红 整理）

《算法遮蔽下的社交平台性别议题反思》 《生育“事件”与城乡家庭妻子相对收入的变化模式》《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距》

■ 裴彤

“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2035年和2050年目标中，鲜明地体
现了改善人民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实
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之所以根本
区别于资本主义，一是要具有比资本主
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多更丰
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代表先进生
产力要求的“富裕”内涵；二是要克服资
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经济社会的不平
等，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这是实现广大人民利益要求的

“共同”含义。

“互联网+”女性创业就业服
务体系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女性主体
意识不断被唤醒，个体能动性不断被激
发。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占比已
达55%。《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
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显示，改
革开放40多年来，妇女创业机会更加多
元，创业人数大幅增加。妇女成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

女性创业的活跃来源于国家政策与
妇联组织从资金、项目、信贷、平台、服务
等多要素给予的支持。例如全国妇联开
展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导师行动，建立了

“巾帼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为创业女性
聘请创业导师、提供免息贷款。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浙江成为全
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赋予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任务的省份。作为国
家共同富裕建设的排头兵，浙江承载了
为全国其他地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经
验与示范的重要使命。女性可以发挥

“半边天”作用，从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创业等多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独
特力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基于浙江
这个独特的场域，通过走访4个县市地
区，分析了返乡女性在数字创新应用场
景下的困境和优势。课题组通过滚雪
球及偶遇方式，联系返乡创业女性，进
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深入
了解职业女性群体就业环境，以及科学
技术创新对其工作、生活、个人生活质
量的影响，以掌握较为翔实的实证资
料。在受访对象中，有来自“千鹤女性
精神”诞生地浙江省建德市的网络主
播，通过千鹤村梅城镇的数字化的创业
平台，销售宣传产品。也有在杭州上大
学毕业后回家乡义乌创业的青年，还有
多年在城市打工，近几年响应国家号
召，回到家乡淳安开起农家乐的中年女
性。不论她们的创业方式如何，其共同
的特征就是“返乡”和“互联网+”。

“互联网+”平台促使就业生态呈现
多样化、年轻化、线上价值带动线下就业
的趋势。这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灵活就
业模式，工作时间相对灵活，满足就业者
工作-生活平衡需求。因此，越来越多
的女性群体选择灵活就业。以网约车行
业为代表，课题组在淳安县调研时，一位
网约车女司机说道，“前两年我开起了网
约车。平时白天我跑跑单，赚点菜钱，晚
上收工，回家做饭，这样家里的事儿也不
耽误”。

乡村旅游业建设与女性发展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
件。在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党和国家密

集出台了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就
业的政策，例如《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
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实施开发农业资
源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行动计划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
工作的意见》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
农民工、女大学生、女科技工作者，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返回家乡，把在“外面”积
累的知识、经验、技术和资金带回家乡，
参与农村发展建设，拓宽自我发展空间。

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例，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
超过 900万，这其中女性就业人员占
70%以上。当地政府对旅游业进行扶
持，为民宿经营者提供补贴，这极大地鼓
励了外出务工的村民返回家乡，积极加
入发展乡村旅游的行列中。调研中，返
乡创办民宿的梅姨说道，“当时村支书一
直向农户们宣传各种办民宿的优惠政
策，村里接二连三地开了好几家，听说都
做得还可以，我就从城里回来了，在家赚
点钱，还能天天见到孩子，挺好的”。

衡量家庭地位的重要标志依旧是对
家庭物质的提供和经济收入上的贡献，
外出务工让“她们”具有了一定的收入和
经济独立的能力，返乡创业后更加拓展
了经济活动，同时平衡工作-家庭。随
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经济独立性逐
渐强化，但传统的性别分工依旧会存在
于她们的潜意识当中。传统的男主外女
主内的性别文化，依旧会影响女性的生
活，“她们”独立性的提高，依旧受到传统
因素的制约。

数字技术的地域与性别差异

数字技术赋能女性劳动能力与机会
的同时，也与其他技术一样，可能扩大社
会不平等，特别是数字性别不平等。在
生产性劳动场域中，性别分工想要得到
根本性改善，数字技术不是单一的力量，
还与阶层、性别文化、组织和社会关系等
因素密切相关。例如课题组采访到一位
网红民宿的经营者卢姐，她说道，“我们
家的民宿现在在网上也能预定，五一、十
一的时候接单不断，常常爆满。年轻人
会用网（互联网），可以帮我把农家乐的
照片放到网上，吸引更多的游客”。

数字技术的发展，变革了劳动的组
织方式、劳动工具以及劳动场所，使人们
劳动效率提高，解放生产力。在农村，互
联网技术提升了农村的信息化水平，农
村的生产方式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
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为中心。为女性
带来了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机会与平
台，进而提升社会与家庭地位。过去城
乡差异的“信息鸿沟”在互联网、物联网
普遍的时代也逐步缩小。现在农民与城
市人一样，及时快速通过互联网获得资
讯信息，物流的便利使得网上购物十分
方便。

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语境下
看，返乡就业、创业聚焦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回归，体现了一种与现实城市生活抗
争和对未来乡村生活美好向往的行动逻
辑。乡村社会要吸引外出人员返乡，需
要强大的政策引导和产业导向储备。今
后女性发展工作应发挥辐射带动效应，
引导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女性群体，带动全体女性群体的劳动能
力提升。同时，女性工作要关注数字技
术的包容性，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女性应
用数字技术的效能，预防数字性别鸿沟
的加剧。

（作者单位：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
管理学院）

注：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
以及浙江省妇联、浙江省女性研究会女
性/性别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日，根据百色市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生前事迹改编的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顺利收官。该剧从人民立场出发进行叙事，勾勒出

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

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脱贫致富的村民们的群像描写，成功地以“人

民性”文艺观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我们借此看到无数扎根基层的干

部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服务的人民永远是历史的主体，而他们则是最

值得被铭记的英雄。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意见》正式发布，浙江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赋予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任务的省份。女性可以发挥“半边天”作用，从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创业等多方面，为

实现共同富裕贡献独特力量。本文作者所在的课题组基于浙江这个独特的场域，通

过走访4个县市地区，分析了返乡女性在数字创新应用场景下的困境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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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根据百色市新化镇百坭村“第
一书记”黄文秀生前事迹改编的30集电
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一套顺利收官，
以其追求质朴与真实的创作理念为扶贫
题材电视剧打开了新局面。该剧通过流
畅的影像化语言和强大的叙事推动力，从
黄文秀个人视角和昔日贫困村的人民立
场出发的双重线索交织进行叙事，不仅勾
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
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
热土的基层干部和脱贫致富的村民们的
群像描写，充满了艺术层面的真实感和历
史的现实性，成功地以“人民性”文艺观谱
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艺术真实感：从人民立场出发
讲好“中国故事”

《大山的女儿》作为一部扶贫题材剧，
正如导演雷献禾所定位的那样：“我们拍的
不是扶贫任务剧，而是一个人物剧。”这种
以追求艺术品质为导向的创作，较为宝贵
地呈现出“接地气”的真实感。

首先，人物真实感体现在毫不回避基
层干部所遇到的现实阻挠，并从人民情感
逻辑出发展现黄文秀如何坚守“同人民在
一起”的立场。

黄文秀在抵达第一天就号召村民们一
起打扫广场，却饱受村民非议“这黄书记是不是有
洁癖？”当晚，黄文秀宣布室内禁烟纪律，几乎所有
人都跑到室外抽烟、导致会议无法进行。百坭村党
支书农战山甚至冲着黄文秀直言不讳道：“你不乱
来，我们就给你打满分、让你镀满金！”当地人的行
为动机及其情感逻辑可谓极为真实。

面对种种偏见，黄文秀不是责骂训诫、不是强
制执行、不是“把教育农民变成教训农民”，而是从
人民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看待问题：与人民一起打扫
广场、把椅子搬到院子里继续开会、勇于向反对自
己的村民表达真实看法与感受，始终用以德报怨的
态度开展扶贫工作，体现了黄文秀在处理与村民的
关系时出色的领导力和行动力。

第二，情感的真实体现在黄文秀之于村民强大
的共情能力，不仅带领白坭村民完成了物质脱贫，
更实现了村民们的精神脱贫，这也是最打动人心的
地方。

剧中，农战山叫黄文秀不要管见人就跑的懒汉
黄元军，但她却认为“脏惯了，生活就更没有盼头了”
而发动群众一起打扫屋子，黄元军看到家里焕然一
新后深受感动、跑到河边用河水洗刷自己，隐喻告别
懒汉生活而自力更生的全新人生。此外，还有全村
最富裕、却始终与黄文秀暗中作对的蒙昌龙，他的转
变来自黄文秀动员全村齐心解决枇杷运输危机，最
后回归本心而揭发了表哥吃回扣的事实。

此外还有个很重要的情感细节：在砂糖橘丰收
后的脱贫庆功宴上，村民们发自肺腑地喊出“你是
我们的家长！”但黄文秀说：“我不是你们的家长，你
们的家长才是你们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
长。我也有家长，我的家长今天很高兴。”语毕却哭
了出来。实际上，正是由于自己忙于扶贫工作而未
能照看生病的父亲。这种细腻又真实的情感借助

“家长”的修辞意涵，就将小我、小家与大国牵系在
一起，把党和人民的关系紧紧联结在一起，进而呈
现出黄文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共产党员的最
高人生境界。

历史现实性：以“人民性”文艺关照中
国现实

《大山的女儿》最值得探讨的，更在于溢于荧屏
之外的历史现实性。

或许正是因为主创团队坚守“人民性”文艺的
创作观念，该剧并没有落入依靠编剧“金手指”推动
剧情发展的“大女主剧”俗套，还摆脱了“女性的故
事只有围绕男性才能讲述”的女性叙事窠臼，以人

民为中心、从黄文秀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和扶
贫工作的具体表现来塑造人物。

尽管剧中不乏感情线索，但皆以此来体现黄文
秀“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坚定决心。例如韦
明杰首次向刚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表白：

“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留在广西吗？”而黄
文秀却反问一句：“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
留在广西吗？”表明二人梦想与志向从此异轨殊途。

饰演黄文秀的演员杨蓉曾提到：“刻意没有将
她塑造成一个坐姿和站姿‘淑女’的形象。她就是
个平凡而伟大的女孩。”这种不刻意贩卖“颜值资
源”、不迎合性别化审美的创作，对当代文艺现状来
说十分稀缺，成功塑造了有魄力、有担当、有韧劲又
朴实的女性形象。

荧幕之上做到不悬浮、不夸张，从人民的立场
出发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在荧幕之下，黄文
秀事迹的伟大与感人，同样在于“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高尚品格，通过可贵的奋斗在平凡之路上创
造了“伟大”。

现实中的黄文秀，既是当代千千万万个通过奋
斗考上“双一流”大学的“小镇做题家”缩影，又是

“忠诚于事业、不畏艰难、担当实干”的驻村书记，更
是一名“忠诚于党、信念坚定、不忘初心”的共产党
员。作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七一勋章”获
得者和“时代楷模”，以榜样的力量激励莘莘学子，
也是1800余名牺牲在一线的下基层干部的杰出代
表，正如剧中黄文秀所言：“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
争年代打过仗的那些人那样自豪！”

回到这部剧，正如黄文秀拒绝大城市的物质生
活回到山村，《大山的女儿》从剧本创作到美术设计
再到表演，都一定程度秉持“人民性”文艺创作观，摆
脱了唯“眼球经济”是瞻的浮躁的流量思维及其资本
逻辑，真正以时代精神的传递为中心、以艺术审美为
导向进行创作，让我们在荧幕之上真切感受到黄文
秀的伟大，以及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历史意义。

在《大山的女儿》开创扶贫剧新局面的同时，根
据“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省华坪县女教师张桂梅
专为贫困家庭女孩提供免费读书机会的事迹改编
的《大山里的女校》，亦将在明年播出。就像前者结
尾，黄文秀因公殉职后新一任驻村书记到岗上任时
的画面所呈现的一样，我们借此看到无数扎根基层
的干部前赴后继地为人民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
们服务的人民永远是历史的主体，而他们则是最值
得被铭记的英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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