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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十三五”上海妇女发展需求调查研究

“十三五”上海妇女发展规划研制课题组

一、 研究背景

为使《上海妇女发展“十三五”规划》更好地指导未来５年上海妇女的总体发展，

更好地反映上海妇女的发展需求，使政府为促进妇女发展所作的投入和努力达到最

大的效应，我们特开展今后５年上海妇女发展需求的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妇女群体在

今后５年上海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体现性别特征的各种需求，为研制上海市妇女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供依据。

本调查主要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资料，调查对象为１８—６５岁的上海常

住女性，问卷包括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就业和保障、政治和社会参与、教育和培训、

健康和闲暇、家庭生活等六部分内容。综合考虑精确度以及对回答率的估计，样本量

确定为１２００个，并采用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选取了５个区、１４个街道／镇、５０

个居委／村委会。最后，共获得有效问卷１０４１份。被访女性的平均年龄为３８．５岁，

其中２５—４０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达５８．９％，其次是４１—５５岁，占２０．９％。８０．１％

的女性已婚，未婚者为１６．３％。从就业状况来看，６８．３％的人目前在业，不在业占

２９．７％。被访女性的月平均收入为３０４０元，仅１２．４％的在业女性收入在上海市职工

月平均工资之上。①

二、 调查结果分析

本报告主要从５个领域来描述上海妇女未来５年的发展需求，并剖析不同妇女

３００

① 据上海市社保局公布的数据，上海市２０１３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５０３６元。



群体间的需求差异。除本次问卷调查所获的数据之外，还利用了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上海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十二五”上海妇女发展需求调查的数据。

（一）就业和保障

１．就业女性的工作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

本次受访女性有将近七成目前在业，数据显示，就业女性的工作满意度处于中等

水平，对目前工作的稳定性、环境、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和发展前途五个维度的评价均

以“一般”为主，相对而言，就业女性对工作稳定性和环境的满意度较高，对工资水平

和福利待遇的满意度较低。

图１　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

交叉分析显示，上海城镇户籍和收入较高的女性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尤其是在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她们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他女性。

２．上海户籍女性享有较高保障水平，但外来务工女性的保障状况不佳

首先，从享有社会保障的情况来看，仅３．３％的上海城镇女性和１２．７％的上海农

村女性没有享受任何社会保障，而在外来务工女性中，这一比例高达４８．９％。在各项

保障之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享有率最高（见图２）。

其次，劳动（务）合同是保障就业者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合同的签订情况来

看，上海城镇在业女性未签订的比例最低，仅７．４％，远低于上海农村在业女性的

１８．２％和外省市户籍女性的１９．７％。

３．薪资、工作稳定度和个人能力发挥是女性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主要期望

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女性主要的期望有收入较高、相对稳定和能发挥自己特

４００



图２　不同户籍在业女性的社会保障享有情况

长。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妇女对职业发展的希望有显著差异，１８—２４岁

女性更希望从事发挥自己特长和发展空间较大的工作，２５—４０岁和４１—５５岁年龄

段的女性更希望有相对稳定和收入较高的工作，５６岁以上的女性更希望从事相对稳

定的工作以及退休后还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政治和社会参与

１．有组织的活动参与水平较高，但无组织的活动参与尚不充分

图３　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状况

根据活动的组织情况，我们把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划分为有组织的参与和自

行参与两种类型，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妇女积极地参与了有组织的政治和社会活

动。如有６６．４％女性在过去５年中参加了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一结果与第三期上海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结果基本相近（２０１０年为７０．４％）。对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捐

５００



款、无偿献血和志愿者活动，妇女也有较高的参与水平，有七成左右的女性在近２年

“经常”或“偶尔”参与过。那些需要人们自行参与的活动，妇女的参与度仍然相当低，

如只有不足１０％的女性在近２年给所在单位、街道、村居委会等提过建议，或是向政

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政策建议，仅２６．８％的女性加入了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

这一结果表明，女性的自主参与意识亟待提升。

２．年长女性的参与程度高于年轻女性

多因素的交叉分析显示，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状况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

等因素相关，其中年龄对女性的参与水平影响最为显著，无论是有组织的参与还是自

主参与，除在网上参与评论和讨论国家和社会事务之外，其余五项活动都呈现年龄越

大参与度越高。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除给所在单位／村居委会／物业提建议和向政府有关部门提

建议两项活动外，教育程度越高者在其余四项活动的参与度均高于教育程度较低者。

女性参与水平的户籍差异主要体现在参与人大代表选举，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和志愿

者活动，以及加入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三个方面，上海城镇女性的参与度最高，其次

是上海农村女性，参与水平最低的是外省市户籍女性。

（三）教育和培训

１．在业女性的职业培训机会比较缺乏

职业培训是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劳动法中有明

确的规定，但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业女性获得职业培训的比例较低，在过去一年

中只有３６．７％的女性参加过３天及以上的在职学习和培训。第三期上海妇女社会地

位调查显示，男女在参加职业培训上没有差异，这表明培训机会不足是一个普遍存在

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性别问题。多变量交叉分析显示，在业女性的职业培训状况与年

龄和受教育程度相关，年轻的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多地参加了职业培训。

女性参加最多的是单位内部的在职培训（占５８．３％），其次是单位资助的社会培

训（１５．５％）。

２．各类社会学校举办的活动对女性的吸引力不强

目前各类社会或妇女学校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讲座、培训或文娱活动，但从本次调

查的结果来看，这些活动的吸引力尚待加强，仅１６．５％的受访女性参加过此类活动。

在没有参加过的女性中，４２．１％的表示不知道有此类学校，３５．３％不想参加，还有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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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女性参加培训的形式

１４．５％表示是因为对课程和活动不感兴趣。

同样地，年龄是影响女性参加此类活动的最主要因素，年老女性参加此类活动的

积极性更高，有超过三成的５５岁以上女性参加过，而４０岁以下女性的参加率不到

１０％。不同户籍女性的参加率也有很大差异，上海城镇女性的参加率最高，其次是上

海农村女性，外省市户籍女性最低。

３．对生活和专业技能知识的需求很大

尽管受访女性对各类学校举办的各种学习和娱乐活动的参与率不高，但并不意

味着她们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９．５％的人表示什么都不想学。

女性目前最想学的是生活类知识（３７．５％），其次是文化娱乐（占２６．８％）和技术、技能

和专业知识（１４．９％）。分年龄来看，生活知识是各年龄层女性都想学的，除此之外，

１８—２４岁女性还想学技术和技能类的知识，而年长女性喜欢的是文化娱乐方面的。

表１　不同年龄女性目前最想学的知识、技能

合计 １８—２４ ２５—４０ ４１—５５ ５６＋

实用技术／职业技能／专业知识 １４．９ ４１．５ １９．２ １．４ ０．０

生活知识 ３７．５ ３６．６ ４０．６ ３２．１ ３２．０

子女教育知识 １０．２ ４．９ １４．０ ６．０ ２．３

文化娱乐 ２６．８ ６．１ １６．５ ４６．３ ５６．２

其他 １．２ ３．７ ０．５ ２．３ ０．８

什么都不想学 ９．５ ７．３ ９．１ １１．９ ８．６

７００



　　近年来，无论是各类社会学校的数量，还是开办的课程数量，都呈上升的趋势，但

显然如何做好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是今后的一个重要挑战。

（四）健康和闲暇

１．四成女性有病不就医，病情不重、工作忙和医药费贵是三大主因

在过去一年，４０．７％的女性有过生病拖着不去看医生的情况，这种有病不就医的

现象在外省市农村户籍女性中发生的比例更高，达６３％。我们把造成女性有病不就

医的因素进行了排序，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认为病情不重没必要去医院（占６２．７％），

其次是工作忙没时间去（２６．７％），第三位是医药费贵（２４％）。

同样，不同户籍女性有病不就医的原因存在显著差异，上海户籍女性主要是因病

情不重而不去就医，外省市城镇户籍女性不去就医的原因除病情不重外，工作忙是另

一主因（５１％），而外省市农村户籍女性则主要是因医药费贵（５２％）和没有医保

（２３．５％）而不去就医。

２．大多数已婚女性定期进行妇科检查

图５　不同户籍女性妇女检查费用的来源

定期进行妇科检查是保障女性健康的有效途径，本次调查发现，妇科检查的重要

性已被人们充分认识，２／３左右的女性在最近２年做过妇科检查。多因素的交叉分

析显示，是否进行妇科检查与教育程度、户籍没有太大关联，但与婚姻状况密切相关，

７６．１％的已婚女性（包括离异和丧偶女性）近２年做过妇科检查，但未婚女性只有两

成左右（２１．８％）。

８００



妇科检查涉及费用来源问题，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女性（７６％）享受的是免费妇科

检查。然而，交叉分析显示，免费与否和户籍密切相关，将近九成的上海户籍女性的

妇科检查为免费，而外省市城镇户籍女性仅为４１．８％，外省市农村户籍则更少，只有

１９．２％。

３．在业女性的闲暇时间有所增多，看电视依然是最主要的闲暇活动

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业和不在业女性平均每天

的闲暇时间分别为２．７小时和４．５小时，本次调查发现，与２０１０年相比，不在业女性

的闲暇时间基本上没变化，平均每天为４．４小时，但在业女性的闲暇时间有所增加，

达３．１小时。

２０１０年的调查还显示，看电视是女性从事最多的闲暇活动，本次调查所得结果

基本相同，看电视依然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上网，排第三位的是陪伴家人。年龄对闲

暇活动的影响最大，４０岁以下女性排第一位的是上网，而４０岁以上女性则是健身和

运动。

（五）家庭生活

１．已婚育龄女性的两孩生育意愿不高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符合两孩生育政策的家庭数量大为上升，那么，在

生育政策放开后，已婚女性的两孩生育意愿如何呢？图６显示，在４５岁以下的已婚

女性中，半数以上（５４．２％）的人明确表示“一个就够了，不想要两个”，有生育两孩意

愿的仅为１５．１％。

图６　已婚育龄女性的两孩生育意愿

多因素的交叉分析显示，在上海户籍的已婚女性中，教育程度较低者目前的两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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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要高于教育程度较高者，本科及以上的已婚育龄女性还有很大部分尚在考

虑（２０．７％）或还没想过（２３．１％）是否要生两孩。从城乡来看，郊区女性生育两孩的

意愿显著高于市区女性。无论是女性本人收入水平还是夫妻平均收入水平，都对已

婚女性的两孩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

在有两孩生育意愿的女性中，“孩子有伴不孤单”是她们想要两个孩子的首要原

因。除此之外，不少外省市户籍女性是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希望“将来老了多一个

孩子照顾”。

如前所述，半数以上的已婚育龄女性表示一个孩子就够了，我们也询问了她们不

想要两个孩子的原因，发现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是女性不愿生育两孩的第一位原因

（５８．２％），中低收入女性首肯经济压力大的比重更高（达８０％以上）；排第二位的原因

是无人照看孩子（２９．５％），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女性因孩子照看问题而不打算生育

两孩的比重最高，达４１．２％。

２．环境、子女和经济是困扰家庭生活的三大来源

表２统计了女性在目前的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扰，我们发现，从大类来看，

与家庭外部环境相关的事件对家庭生活造成的困扰最大，如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

的污染问题；其次是与子女相关的问题，如从学龄前子女的入托，到学龄子女的学业

表现，直至成年子女的就业和婚姻，都是困扰女性家庭生活的因素；排第三位的是与

经济相关的困扰，如无力改善住房条件、收入低等。

表２　家庭生活中最大的困扰

目前家庭生活的最大困扰 百分比 目前家庭生活的最大困扰 百分比

与家庭外部环境相关的困扰 ４０．５ 与经济相关的困扰 ３５．１

　食品安全 ２２．３ 　住房条件难以改善 １６．２

　空气、水污染 １６．７ 　家庭收入与开支不能平衡 １０．０

　难以防范的行骗问题 １．５ 　个人的养老费用不足 ４．６

　本人或家人的就业 ４．３

与健康相关的困扰 １４．３

与子女相关的困扰 ３８．８ 　本人或家人的健康问题 １４．３

　幼儿入托困难 ５．７ 其他方面的困扰 １１．３

　子女的学习成绩 １６．０ 　家庭照顾事务与个人职业的矛盾 ７．２

　与子女交流沟通 ６．０ 　家中生活无法自理老人的照料 ２．７

　成年子女的就业 ５．７ 　公婆关系相处难 １．０

　成年子女的婚姻 ５．４ 　夫妻关系调适难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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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住房、安全和环境、营养保健知识是女性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最迫切的期望

在５年前的“十二五”妇女需求调查中，我们问及了女性对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

希望，当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改善住房条件、改善居住地区安全和环境以及获得更

多营养和食品卫生知识。本次调查放置了相同的问题，所获结果与５年前相差无几，

女性期待最多的依然是这个三方面。

除此之外，１４．１％的女性期望能平衡工作与家庭，４０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女性在

这方面的期望显著高于其他女性；１１．４％的女性期待有各种形式的儿童照看服务，外

省市户籍女性有此期望的比重远高于上海户籍女性；年老女性对老年护理院和高龄

家庭服务补贴有更高的期待。

三、 讨论和政策思考

根据以上的结果分析，我们发现存在如下几个影响上海妇女发展的突出问题，需

要在编制“十三五”妇女发展规划时加以重点考虑。

（一）既有制度的执行和落实问题

经过四轮妇女发展规划的实施，上海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促进男女平等、保

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策略措施，然而，在调查中反映的就业性别

歧视、在职培训机会缺乏、妇科病检查不普及等问题，实际上都是相关制度没有得到

有效执行的问题。因此，如何落实保障女性权利和权益的既有政策，是新一轮规划编

制中需要加以考虑的议题。

（二）公共服务供给和妇女需求匹配的问题

９０％以上的女性希望学习生活、文化娱乐、子女教育和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这

说明女性对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有着普遍的需求，自我提升的意识很强烈。另一方

面，广泛分布的社区、妇女学校开设了内容非常丰富的课程，但女性对这些课程的参

与率并不高。究其原因，既有这些公共服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女性的知晓度不高，也

有课程内容或是形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无法引起女性的兴趣。在基本卫生保健服

务、心理健康服务等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在相关公共服务已有普遍供应的情况

下，如何使服务广为人知，如何使服务有效满足妇女的需求，也是新一轮规划需要探

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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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育对妇女平等就业的负面影响

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长期以来，妇女因承担生育职能而在就业

过程中遭遇着各种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在本次调查中，有１８％的女性有过求职时遭

遇性别歧视、被要求几年内不能结婚生育或是因怀孕、生育而被解雇的经历。随着我

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将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符合生育两孩的条件，如果缺乏相应的配套

支持政策，女性在就业领域遭遇的“生育惩罚”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如可能在劳动力

市场面临更多的排斥，无论是未育者还是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都会因她们可能进

行的再生产活动而受歧视；可能导致因生育和抚育而中断就业的女性比例进一步提

高；还有可能加剧女性面临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因此，如何降低生育对女性平

等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是编制新一轮规划需要加以考虑的重大议题。

（四）外来务工女性的社会保障和职业福利问题

在本次调查中，无论是劳动（务）合同签订、社会保障缴纳，还是由用人单位支付

费用的在业妇女妇科检查，外来务工女性都处于相当差的境况。在非上海户籍的外

来人口占上海常住人口比例超过４０％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已成为上海城市建设和服

务重要力量的外来务工女性的权益，是新一轮规划需要关注的问题。

（执笔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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