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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透视透视
近日，“新时代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

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专家学者、家庭工作者、专业媒体工作者线上线

下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

论述精神以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要求，深入

研讨中国式家庭现代化的价值意蕴、重要特征，探讨人口变迁背景下婚

姻家庭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和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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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应令 余成威 王双燕

三孩政策的出台是为了推进我国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这对于解决人口少子老龄化具有积极
的意义，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然而，
多孩生育往往影响女性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同
时，不稳定的就业和不充分的职业保障也常影响
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最终阻碍三孩政策
的落地。基于对女性就业、职业升迁与生育关系
重要性的认识，湖北省妇联联合武汉大学团队进
行调查。调查分为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其中实
地调查近100人，包括街道、社区、企业、妇联、社
会组织等单位的女性工作人员、企业家代表等；
问卷调查分个人问卷和单位问卷，其中个人有效
问卷8813份，单位有效问卷1740份，本次调研
对职场女性的生育选择及职场状况、职场女性生
育与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予以总结，对如何通过
改善职场女性职业发展以提升其生育意愿予以
探讨。

职场女性的生育选择及职场状况

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
明显差距。在6477个已婚职场女性中，理想生育
2孩和3孩的比例为64.64%和3.15%，实际生育2
孩和3孩的比例是37.29%和1.91%，即无论是生
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目前三孩的生育率都不足
4%。而二孩生育意愿高达六成半，但实际生育行
为与意愿间的差距达27.35%，实际上有四分之一
的人无法实现二孩意愿。只想生育一个孩子的
女性比例为30.25%，这意味着三孩政策所期待的
生育数量还远远无法实现。

根据调查，制约职场女性生育选择的第一大
原因是对生养成本的担忧，而担心生养会影响自
身职业发展是第二大原因。对生育和工作无法平
衡的忧虑是目前职场女性普遍面临的问题，成为
制约其生育意愿和生育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
不同女性群体的职业发展状况与生养孩子和家庭
照料高度相关。

一是有规划意识且照顾孩子时间越短的女
性职业发展状况较好。在每天照顾孩子5小时以
上的女性中，高达70.15%的人完全否认自己生育
后还能规划好职业发展，只有不足三成的女性认
为自己生育后还能好好规划职业发展。

二是有家庭支持的职场女性，职业发展状况
较好。家里有老人或伴侣帮忙带孩子的职场女性，
其生育后仍然有明晰的职业规划的占比接近八成
（77.43%），而家里没有老人或配偶帮忙带孩子的职
场女性，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认为自己仍然有较清晰
的职业规划。

三是单位与生养相关配套政策执行较好的
职场女性职业发展较好。生养配套政策执行得
好的用人单位里女性有近八成（76.47%）在生育
后仍有清晰的职业规划，而所在单位对与生育相
关政策执行较差中的职场女性，只有17.43%的
人在生育后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同时，用人单位
能提供灵活工作时间的比例越高，职场女性在生
育后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的人越多。

职场女性的生育选择与职业发展的关系

职场女性的职业发展影响其生育意愿选
择。主要体现为“中间低，两头高”的情况。即职
业发展特别好、收入特别高的女性和完全不考虑
职业发展、收入特别低的女性更容易多生育，中
间收入和职业中间层级的女性更不容易生育。

其一，月收入高于 1.5 万元和低于 1800 元的
女性都更容易多生育。平均月收入在15001元
及以上的职场女性中，实际生育了三个孩子的比
例为2.7%，二孩比例为39.19%；收入8001元—
1.5 万元之间的女性，实际生育三孩的比例为
0.70%，二孩为23.86%；收入4501元-8000元的
女性，生三孩比例为0.58%，二孩比例为25.14%；
收入1801元-4500元之间的女性，生三孩比例

1.82%，二孩比例38.14%；收入1800元以下的女
性，三孩比例为4.23%，二孩比例51.50%。

其二，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负责人比中层管
理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更容易多生育。单位领
导班子成员生育三孩比例为 2.35%，二孩是
45.61%；单位负责人生育三孩的比例为1.78%，
二孩是 33.33%；中层管理人员三孩比例为
1.16%，二孩为25.82%；一般工作人员生育三孩
比例为1.7%，二孩为33.25%，领导岗位的女性比
中层和普通员工生育行为更积极。

其三，外资/合资企业的女性和无工作单位的
女性比党政机关和民营企业的女性更愿意生育
二孩。二孩生育意愿分别达41.67%和46.22%，
无工作单位的女性在总体生育三孩意愿不高的
情况下，生育三孩比例最高，占比达3.6%。党政
机关和民营企业的女性，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比例
接近，分别为：34.36%、35.60%和1.25%、1.87%。

生育选择是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已婚未育的职场女性受生育计划的影
响最大，其次是生育二孩的女性。在职场中，占
比29.06%的已婚未孕女性，因有生育计划遭遇被
拒绝雇佣，培训/晋升机会受到影响。同时，已婚
未孕女性在职场中的竞争力也较低，愿意聘用已
婚未孕女性的用人单位仅有2.87%。

其二，生育选择影响职场女性的薪资待遇。
生育孩子数越多，女性在生育后遭遇被降薪的可
能性越大。占比达10.48%的生育三孩及以上的
职场女性曾在生育后被降薪；而生育一孩和二孩
的职场女性在生育后被降薪的比例分别为
7.22%、7.37%。

其三，随着生育孩子数量的增加，女性遭遇
被辞退的比例也依次增加。其中，生育一孩、二
孩、三孩的职场女性在生育后，曾遭到辞退的比例
分别为6.19%、7.45%以及12.10%，二者呈现高度
正相关关系。

其四，已婚女性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她们在
生育后个人的技能提升越被影响，其自身竞争力
下降的可能性越大。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
的职场女性在生育后，自身个人技能下降的比例
分别为37.16%、40.62%以及44.35%，生育数量对
职场女性个人竞争力具有消极影响。

改善女性就业环境，促进女性职业发
展，提升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只有在降低生养成本的同时，保证女性充分
就业和职业发展，才能真正提升职场女性的生育
意愿，助力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为此可以从多
个方面采取行动。

其一，推进女性平等就业权益保障工作。政
府引导并监督各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
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范用人单位
对待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的条例，引导用人单位
在招聘女性员工时公平公正对待。

其二，设置弹性工作制度及生育补贴，减轻
企业、个人压力。只有对企事业单位的生育成本
予以分担，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避免生育成本转
嫁给女性，从根源上减少女性职业发展中遭受的
歧视，使她们能获得较好的职业发展，以提升她
们的生育意愿。

其三，女性自身提高规划意识和能力。学
历、职级、收入越高的女性，她们的生育过程对自
身的职业发展影响越小，职场女性自身要树立起
坚持做有规划的“学习型”的女性，在进入职场前
后应做好自身专业技能以及核心竞争力的积累，
增强个体对于职场的“不可替代性”，减少因生育
后个人技能大幅度下降不能适应岗位需求或因
自身在职场中的竞争力弱而被辞退调岗等情况
的发生。

（崔应令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余成
威为湖北省妇联办公室副主任，王双燕为浙江大
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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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方 方晓珍 钟腾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以2011—2020年中国A股
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女性高管对劳资财务分配合理性的影
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有助于改善企业劳资财务分配的合理性。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国有产权、高市场化程度和高科技企业内，
女性高管对劳资财务分配合理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经进一步分析
发现，合理的劳资财务分配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文丰富并拓
展了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对于提高劳资财务分配的公
平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来源：《管理现代化》

(白晨 整理）

《气候治理中的性别视角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下“家庭义务承担较多”司
法认定的规则反思与厘定》

作者：曹薇薇 李青南

在传统的性别分工思维模式下，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任何形式的劳动皆有
其价值和贡献，而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未被重视。夫妻财产和离婚补偿制度
看似性别中立，却忽视了家庭分工中的性别差异。离婚诉讼中家务补偿定“性”裁“量”的司
法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如认定标准模糊、涵盖范围过窄、补偿标准过低等，反映了对家
务劳动付出和价值的轻视与不认可，本质上是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家事审判实务层面的发展
不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倡导的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出发，应在社会
性别视角下理解家务劳动对应的货币属性和补偿制度设置的目的与功能，考察审判实务中
的重难点问题，在现行离婚制度下完善家庭义务承担较多的认定条件和补偿标准。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作者：杨雪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至今已有30余年，其间共召开缔约
方大会26次。历届大会的议程与议题彰显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的
进程和气候治理政治的认知转向。本文作者从历次大会报告议题解析入
手，着重考察了女性社会性别角色在气候变化应对举措方面的出场及影
响力。总体上，国际社会在性别视角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取得长足
的进展，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已从受害者逐渐转变为引领者，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依然存在参与决策的程度不足、减缓举措纳入性
别考虑的程度不足等问题。文章启示我们，应进一步树立具有性别响应
度、性别敏感度和性别改革力的认知，将议程设置中的性别视角制度化，
逐步构建气候治理政策制定的完善体系。

来源：《西部学刊》

《女性高管与企业劳资财务分配》

研究视窗视窗

基于对女性生育选择
与职业发展之间关系重要
性的认识，湖北省妇联联合
武汉大学共同组建调查小
组，对省内近100名职业女
性进行了深入访谈，收集
了8813份有效个人调查问
卷和1740份用人单位有效
问卷，对职场女性的生育选
择及职场状况、女性的生育
与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予
以总结，对如何通过改善职
场女性职业发展以提升其
生育意愿予以探讨。

·阅读提示·

性别视角下的人口高质量发展②特别策划策划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白晨

5月27日—28日，由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主办、
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承办的“新时代和谐家庭与和
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多名专家学者、家庭工作者、专业媒体工作者线
上线下共同深入研讨中国式家庭现代化的价值意
蕴、重要特征，探讨人口变迁背景下婚姻家庭面临的
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和公共政
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全国妇联原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孟晓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婚姻家
庭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月娥主持开幕式。

新时代家庭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
家庭建设

在大会发言环节，来自社会学、法学、人口学、哲
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就新时代家庭观的时代
背景、理论来源、丰富内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的家庭建设，当前中国婚姻家庭热点问题及研究
趋势等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享。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首次提出新时代家庭观这一
概念。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马焱就新时代家
庭观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丰富内涵进行阐释。
她认为，新时代家庭观应时代而生，又引领新时代
家庭建设，既突显了社会主义家庭伦理观，尊重家
庭成员的平等地位和家庭的完整性、亲密性，又把
体现当代中国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
中，赋予家庭建设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新时代家庭建
设的根本遵循。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尹旦萍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家庭建设进行了阐述。家庭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家庭的生活依托
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
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她认为，“三个不可替代”从家
庭作为个体安身立命载体的实体家庭、作为社会初
级组织的功能家庭、作为安顿人的意义世界，源起中
华文明的隐喻家庭三个层面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

婚姻家庭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家庭发展状态决定着个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广州分析了第六、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揭示的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现
状与变迁。通过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
现状为：平均初婚年龄大幅度上升，婚姻挤压问题
日渐突出，离婚人口比例快速上升，预期有配偶时
间有下降趋势，家庭户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平均家
庭户规模低于3.0，两代户占绝对优势的家庭结构正
在转变等。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小英分析了当前中国婚姻
家庭热点问题及研究趋势，介绍了目前婚姻家庭热
点中来自政府（国家）、大众以及学界的关注点的异
同。她认为，大众对于家庭和婚姻的关注点体现出
多样化、碎片化和流动性的特点。学界对于婚姻家
庭热点的关注主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热点的融合，探
索本土化的家庭发展与家庭问题的理论解释框架成
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核心。

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实
施背景下，我国妇女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是怎样
的？如何促进当代中国家庭建设？专家学者在各自
的研究报告中，给出了答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
月萍阐释了家庭建设中妇女角色的政策再定位。她
认为，以政策手段促进妇女双重角色的平衡，首先需
要使政策“看见女性”，加强家庭政策的性别敏感性，
重视家庭对于妇女发展的特殊意义；其次，需要使政
策“触达家庭”“触达女性”，关注家庭面临的难题以
及家庭责任对个体公共参与的影响；再者，要利用政
策破除落后的性别文化，引导家庭内部分工调整，促
使男女共担家庭责任，营造性别公正和家庭友好的
社会氛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菊华剖析了社会性别视角
下的生育转变与逆转变。她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性别分工的不同步性及其与经济结构和现代化
观念之间的互动博弈和彼此撑持，是构成低生育率
的原因。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必须兼顾公共领域与
私人空间的性别平等，尽快建立并不断完善生育支
持体系，使新时代的性别平等关系朝着更平衡、更充
分的方向发展。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郝立基于中国家庭
追踪（CFPS）2010年的数据，探究了中国的家文化
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发现家文化与婚姻稳定性有
着显著正相关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若军深入
剖析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提出离婚经济补偿范围和

标准的确定，需要在激励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和参与
社会劳动之间寻求平衡，引导社会朝着家庭合理分
工的方向发展。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范譞在家庭文
化的角度下考察男性育儿参与的动机、表现、对家庭
成员关系的影响，对父亲深度参与育儿的实践与家
庭文化建设进行了剖析。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张冠李
尝试延伸探讨家务劳动“可见化”，对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城市家庭的家务样态与分工变化进行分析，以
促进家庭内部围绕家务劳动的合理分工。上海市妇
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儿童家庭研究室主任何彩平从
家庭政策的理论演变、发达国家婚姻家庭指导服务
的实践经验、国家政策保障专业发展之措施路径的
角度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婚姻家庭指导服务初级发
展阶段的现实困境给出了对策建议。南京大学副教
授许琪关注中国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与伦理重构，提
出了关于家庭结构、家庭养老的理论思考。

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建设的风险挑战及应
对策略

研讨会设置了五个分论坛，与会学者在线分享
了相关研究成果。

分论坛一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后疫情时代
的婚姻家庭建设。中央党校教授刘余莉围绕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中的家庭伦理问题及其出路进行分享，
她认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婚姻家庭不
稳定的现象，需要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充
分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北京工业大学教授郝
海波通过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婚俗文化的内涵及其功
能，对新时代婚俗改革的目标路径进行了研究。上
海交通大学博士冯雨雷基于对35位18—35岁青年
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数字媒体对青年婚恋观念的影
响的7个维度。

分论坛二的主题是低生育率背景下婚姻家庭面
临的挑战与政策应对。河南女子职业学院讲师许俊
霞、黑龙江省妇女干部学院讲师郭佳阳均就低生育
率背景下婚姻家庭的挑战及应对做出了阐释。北京
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章林从女性视角出发，对
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及完善进行了分析。西安交
通大学助理教授段朱清发现在低生育率背景下，现
阶段家庭人口再生产困境主要包含夫妻个体观念与
实践、家庭人口资源禀赋、政策与法治等多方面抑制
性因素。北京大学博士王倩分析了低生育率对婚姻
家庭的影响，为刺激生育率的提升，提出从法律层面
采取的应对策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李若冰基于家
庭动力学与性别角色理论，进一步探究性别视角下
的女性就业与生育的关系。

分论坛三的主题是现当代中国人的家庭观与家
庭文化建设，围绕“家庭养育与家文化”和“大众传媒
中的家庭观和家庭文化建设”两个单元进行分享和
讨论。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王争艳关注母亲
育儿行为模式对儿童外化症状的影响，通过研究探
讨了哪些育儿行为模式有助于减弱新冠疫情对儿童
外化症状的负面影响。北京大学教授佟新以“谁是
我的家人”为切入点，讨论现当代人们家庭观的状况
和特点，结合社会分层理论分析家庭观差异产生的
家庭关系紧张和育儿焦虑。河北经贸大学讲师尼莎
以严歌苓的中篇小说《花儿与少年》为例，通过其中
跨文化家庭中的道德教育叙事，探讨跨文化家庭中，
女性的个人权利、身份认同及亲密关系中的情感体验
及其家庭道德教育中所适用的伦理规范。

分论坛四的主题是婚姻家庭关系调解的理论、
实践与性别反思。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刘行以上海市
L机构家庭社工项目为例，分析社会工作介入家庭
教育指导的优势和困境，尝试探索社会工作有效介
入家庭教育指导的路径。王曦、李微笑两位婚姻治
疗工作者分享了她们研究与实践案例。

分论坛五的主题是婚姻家庭法律政策的发展与
国际比较。上海大学研究员吴真聚焦如何重塑个体
之间的团结，由法国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试论个体
化团结的可能性。四川大学教授王建平对低生育率
背景下社会公众婚姻家庭权利的再“激活路径”进行
了分享。山西大学副教授游文亭探讨了如何有效保
障老年人受到赡养问题。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石雷
关注夫妻财产约定问题，从功能主义视域出发，对夫
妻财产约定进行体系释论。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教
授李明舜在进行大会总结时表示，此次研讨会突出
政治方向，紧扣时代主题，扎根中国大地，既有历史
与现实的深度融通，也有理论与实际的深入结合，
还有国内与国外的比较剖析，充分体现了研究会应
有的政治高度、理论广度、学术深度、文化厚度和
时代热度。

“妈妈岗”是个多赢选择。 王鹏/图 来源：中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