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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巨大经济成就引来了世界的目光，其中家族企业如何成功
接班传承成为学者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分家是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的关键，对于经
营中小规模家族企业的海外华商家庭来说，分家既是其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家
族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策略。然而，针对华商家族企业的分家实践策略，特别是如
何通过分家的具体实践使家庭生活与家族企业的经营、转型和传承相互适应的微观
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以泰北中产华商的中小型家族企业的分家为例，试图探讨在
个体、家庭、企业、社会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中产华商家庭如何在分家的实践策
略中，通过分与合的实践策略，形成多元的过渡家庭形态，实现理想家庭与现实生活
中个人选择、家庭关系和商业经营的平衡。

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作者：陶涛 刘雯莉 李婷

家庭养老是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多子女家庭内部，同
胞之间的养老责任分工是在外部环境制约下，家庭内部个体之间出于不同
的身份认同、利益需求和情感关系进行协商的结果。本研究基于2018年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讨论了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养老支持的性别和
排行分工，以此展现当前我国家庭多元复杂的代际关系模式。研究表明，
不同结构类型的家庭内部养老分工的模式不同。在子女数量较少或性别
一致时，子女之间责任均摊；在子女数量较多且性别不一致时，老大、女儿
会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老小、儿子会给予父母更多的家务支持。多
子女家庭中个体间利益、情感、责任的冲突碰撞表现得更为复杂，呈现出
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代际关系伦理与代际团结模式。

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5 期

作者：萧盈盈

近几年出现了不少重新评价宋朝文化的畅
销书籍，较常见的观点是认为有宋代，商业高速
发展，经济空前繁荣，市民社会出现，人本思想初
现端倪，女性的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提高，离婚
和再嫁者众多，因而婚姻自主权也较前朝提高很
多。本文提出，且不论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可否
以其婚姻状态为衡量标准，就能否以离婚和再嫁
的数量推断女性在婚姻中自主权增大这一点，也
颇值得商榷。

来源：《读书》2022年第4期
（刘天红 整理）

《个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养老支持分工》 《宋朝女性的离婚和
再嫁自主权》

《过渡的家：泰北华商合与分的家庭策略与家
族企业经营》

在国家积极构建老年宜居环境的政策实践中，性别差异长期

被忽视，养老设施难以满足女性老年人需求。本文在分析女性老

年人生理机能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女性老年人需求的适老

化设计和改造建议，更加契合以人为本的养老理念。本文作者认

为，女性老年人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关键在于正视女性老年人的

需求，进一步提升女性老年人生活质量。

居家隔离期间，男

性通常会更多地参与到

家务劳动中，当繁重而

琐屑的家务得到共担，

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性增

强，也动摇了传统男女

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

但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

实践以隐秘因而难以察

觉的方式，保留了传统

观念，在导向男女合作

的同时又维持着两性的

分离。本文作者认为，

性别主体是能动且差异

化的，通过彼此地位平

等、角色开放而态度友

好的合作与协商，男女

两性可以达致公平、自

由、更具创造性的美好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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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立伟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全国65岁以上
老龄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14.2%。按照
联合国的新标准，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
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推进无障碍设
施和适老化设计，构建老年宜居环境已
成为国家解决人口老龄问题的战略性要
求。然而，在居家和社区适老化设计和
改造的过程中，大量的普适化标准难以
满足女性老年人的需求，性别差异长期
被忽视，导致了新的养老不适。

女性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异于
男性的表征

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老年人生理机
能的衰老，相比男性，进入老年阶段的女
性，在生理机能上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首先，女性老年人近距离视觉能力下
降高于男性。进入老龄阶段，男女性老年
人的感官功能都会明显退化，但是女性老
年人视力功能衰退得更加明显。刘成军
等学者的研究显示，老年人“低视力”和

“盲”的患病率分别为3.54%、1.42%。而
金文勇的数据表明，女性老年人的视觉患
病率（34%）高于男性老年人（29.04%）。
一般女性大约40岁开始出现视力模糊和
近距离对焦困难，如不通过适老化设计和
改造增加无障碍设施，可能会导致感知障
碍，增加跌倒风险。

其次，女性老年人骨骼和肌肉的萎
缩高于男性。钟振亚结合《中国成年人
人体尺寸》的研究认为，老年人从60岁
开始，骨骼和肌肉出现明显的萎缩。一
般老年人身高缩减约2.3%—3.5%。而
女性老年人身高萎缩率更高，最大可达
6%左右。女性的身高萎缩现象可能直
接影响坐、立、行、卧和举等行为尺度，一
些通用服务设施如不考虑适老化设计将
无法正常使用。

最后，女性老年人慢性疾病发病率
高于男性。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达
75.0%。患病率前三位的是高血压
（37.97%）、糖尿病（9.75%）和脑血管病
（4.76%）。综合看，老年人的慢性病发病
率，女性（35%）高于男性（31%）。

女性老年群体适老化设计和改
造面临的困境

随着高龄女性老年人比例增大，重
视性别差异，有利于准确把握女性老年
人的养老需求，提高适老化设计和改造
的精准度。

第一，标准化的适老化设计与改造忽
视了性别差异。长期以来由于受现代设
计思潮和普适思想影响，居家和社区的设
计者通常弱化性别差异，沿用“无性别”或

“男性化”标准的适老化设计，给女性老年
人生活带来诸多尴尬和不便。

第二，针对女性老年人的适老化设计
水平较低。数据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老
年人的寿命长5岁左右。这种状况导致
高龄失独、孤寡和失能的女性老年人数量
增多。不仅如此，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较
差，经济依附性强，慢性疾病率高于男
性。而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女性老年人
的适老化规划、社区配套设施设计和改造
的相关规范和政策，这给女性老年人，尤
其是高龄者，带来诸多不便。

第三，适老化设计与改造缺乏对女性
老年人生理机能的考虑。女性生理条件
先天弱于男性，女性老年人情感细腻、情

绪波动大、缺乏安全感，极易出现焦虑、
孤独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基于其特殊
性，打破适老化设计的无性化和中性化
的性别盲点，有利于提高女性老年人的
养老水平。

女性老年群体适老化设计和改
造的路径选择

在多元化背景下，人们不应忽视适老
化设计中的性别差异，应着重考虑女性老
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建立更加细微、更加
人性化的适老化设计。

第一，加快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
专属适老化设计。例如，对于一般女性老
年人身高萎缩的现象，可以降低家具高
度，避免因家具误差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尤其是一些对女性老年人影响比较大的
普适养老设施，如吊柜把手、照明开关、热
水器控制面板等，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对
于空巢、失能和独居等特殊女老人可配备
带有护理功能的女性专属设施。例如，可
为空巢女性老年人配备带有检测功能的
智能马桶，随时监测健康状况；为独居女
性老年人配备防摔生命探测仪，预防摔
倒，及时施救；为失能女性老年人配备智
能护理床，便于老人翻身、下床和护理。
当然，针对高龄及丧偶的女性老年群体，
还需提供专门的健康护理服务和精神慰
藉，以满足女性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第二，鼓励女性老年人参与社会，提
高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满意度。进入老
龄阶段的女性大多有充裕的时间选择居
家做家务、看电视或与邻家相互串门聊
天。但是社会活动范围较小，休闲娱乐活
动方式单调。WTO把“积极参与社会”
作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体现社会价值
的重要内容。研究证明，老年人对其参与
程度高的服务项目，满意度普遍较高。因
此应该鼓励女性老年人以积极的心态参
与社会，提高对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满意
度，增加生命意义感。社会也应该消除性
别偏见，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为女性
老年人创造适宜的参与机会和环境，让女
性老年人真正在参与中享受到国家为老
年人提供的适老化服务。

第三，完善提升女性老年人适老化环
境的政策机制。一方面，要从制度上和社
会层面营造尊重女性、重视女性老年人的
社会氛围，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让女性老年人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照顾；
另一方面，还应为女性老年人提供参与社
会的平等机会，并建立参与监督机制。鼓
励女性老年人参与有偿社会活动，增加老
年女性的收入，缩短与男性老年人的收入
差距，享受社会养老带来的红利。

以女性生理机能特征为切入口的适
老化研究，有助于推动老年群体适老化
设计和改造走向精细化。关注针对女性
老年群体的适老化设计，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养老理念；女性老年人适老化设计
和改造的关键在于突破以家庭为中心的
养老空间，正视女性老年人的需求，并不
意味着忽视男性老年人的需求。无论是
以女性老年人还是以男性老年人为视角
的研究，适老化都应该基于老年人的生
理退化进行设计与改造，使其更加契合
老年人的使用需求。虽然国内的适老化
设计与改造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覆盖率
也呈上升趋势，但我们应该看到：想要达
到养老服务设施的真正适老化，就必须
从多个角度提供养老精细化服务，只有
这样才能提高养老质量，建立可持续的
生态养老体系。

（作者为山东女子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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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洁

伴随疫情防控常态化，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在进行着
细微而深刻的调整，工作、消费、社交等方面都在发生变
化。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家庭互动的调适尤其表现
为男性对家务劳动的更多承担。

疫情之下“近庖厨”的男性

传统性别文化主张男性“远庖厨”，认为家务活是服
务性的工作，不具有高公共价值，而女性从事家务劳动
的密集和廉价正是维系男性至上主义的策略。疫情期
间，不少人因封控而居家，在家务劳作这一典型的女性
空间，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现象。男性承担
家务活具有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进步性，而其中的微妙
之处则显示出这一进步的有限性。

家务劳动女性化意味着女性在持家方面被期待有
更多的投入却遭遇到不公平的贬值，受父权文化和市场
经济的双重排斥，女性的居家劳动巩固且再生产着她们
的从属地位。对女性气质的赋意强化了女性的照料角
色，即使对时间紧张、工作繁忙的职业女性而言，也不得
不奔忙在家庭、孩子和家务三个领域。

居家隔离时，住宅不仅是家庭成员的休憩场所，也
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分量，较之以往，男性通常
会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劳作中，他们频繁地涉足购物、做
饭、打扫、洗衣、照料等私领域活动，养家人也承担起持
家人的职责，女性则对这一现象普遍感到开心与知足。
当繁重而琐屑的家务得到共担，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性增
强，家庭氛围也更加融洽与和谐。男性的参与减轻了女
性的家务负担，相应也使她们平日的付出更加可见与可
感，这有助于对女性承担家务活之现实的认可和尊重，
也推动着夫妻关系的平等及协作，从而动摇了传统男女
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

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特点与性别刻板印象的
延伸

然而在家务共担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男性所承
担的劳作通常符合对男性形象的传统期待，虽然男性
做家务这一事实挑战了性别脚本中有关男性“做什
么”的规范，但他们的实践往往并无悖于有关男性“怎
么样”的预设。

疫情期间，男性在参与家务活动时常具有以下四个
特点：第一，男性所做的家务活在常识中被认为更重要
或者说地位更高，比如做饭时的掌勺相较于每日的洗
涮；第二，男性不愿过多参与重复性的家务劳作，因此

“擦抹”一类工作仍然多由女性负责；第三，男性做家务
时往往追求速度而显得粗枝大叶，例如他们打扫卫生时

“呼啦”就结束了；第四，男性对待家务活的态度多是无
奈与不屑，他们常在女性“开口”督促或恳请后才为之，
认为做家务是“替你”而不是“我该”。

通过男性的更多参与，平素被女性化的家务劳动安
排向定型化、排他性的性别体系发起质疑，引发了力图

突破既有藩篱的“性别麻烦”。但这一实践并未完成对
父权式性别脚本的超越，女性于家务调整方面所获得的
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底层权力”，即她们只能依托
自己的性别去要求男性，这决定了男性分担家务时那有
限、被动乃至“赏赐”的态度与行动。

在家务参与方面，女性的无名与污名相伴相随，
对女性牺牲的视而不见因她们被强加的“他者”身份
而得到了正当化，男性气质的工具性和女性气质的
表达性体现出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意义。但事
态的复杂之处在于：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实践以隐
秘因而难以察觉的方式，在调整性别秩序的同时却
保留了传统观念，在导向男女合作的同时又维持着
两性的分离。

男性参与家务活的进步性和有限性贴合于共谋型
男性气质的界定，他们即使不再完全奉守传统的性别意
识，也多少会由于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自觉或不自觉地
行使特权，也就是说，男性在卷入女性化的家务劳动时
依然通过态度的不屑、行为的粗糙和内容的限定等享受
着男性至上的性别红利。女性的获得往往离不开男性
的施予，并且父权制遗留还规定了女性对这种“恩赐”的
感激态度，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对于疫情期男性的家务参
与总抱持有满意和赞赏的心态。这一张力仿若“凑近看
只不过是一根根不会伤害鸟儿的金属丝”，但事实上是
对笼中鸟的“系统化相互关联的屏障”，“完美”安排的背
后是性别迷思/偏见的荒谬与不公。男性参与家务活之
所以成为受到关注的现象，与两性气质的分门别类和公
私领域的严格区分对于性别秩序的建构及再生产有关。

经由合作、协商达致公平、自由

无可否认男性承担较往日更多的家务劳作，显示出
性别观念和行为在认知生成、角色扮演、社会赞同等方
面的可塑性，这带来了两性更大的可能与自由，既使女
性的家庭价值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承认，也有助于男性
对两性关系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构筑。

如此，通过性别机制的重构（即使尚不完全)，封
闭的性别界限被模糊化，男性得到鼓励去拥抱进步
男性运动所提倡的新男人形象，去尝试丰富的自我
实现和自我赋能路径，以型构更加健康与开放的社
会肌体。

女性从事家务劳作的普遍以及对家务劳动的贬低
是传统性别规范、市场资源定价和公私领域分离等因素
所共同作用的结果，男性参与家务活的行动则对习焉不
察的性别主义提出了挑战。无论公领域抑或私领域，两
性在生活世界应剥除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增强对于性
别歧视的自反性。这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有赖
于更积极的性别意识与更广泛的平权实践。其实，每种
性别身份都是“一个本不存在原件的副本”，性别具有流
动性与多样态，性别主体是能动且差异化的，通过彼此
地位平等、角色开放而态度友好的合作与协商，男女两
性在包括家务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达致公平、自由、
更具创造性的美好愿景。

（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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