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２０１４年上海妇女理论研究成果汇

编／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２０８ １２２８０ ２

　Ⅰ．①妇⋯　Ⅱ．①上⋯　Ⅲ．①妇女工作 理论研究

文集　Ⅳ．①Ｄ４４０５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４）第０９７２１１号

出 品 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陈　蔡

封面装帧　克里斯

出品

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２０１４年上海妇女理论研究成果汇编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２００００１　上海福建中路１９３号　狑狑狑．狊犺狊犼狑狉．犮狅犿）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２０×１０００１／１６
印　　张　１８．２５
插　　页　２
字　　数　３２０，０００
版　　次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次印刷

犐犛犅犖　９７８ ７ ２０８ １２２８０ ２／犇·２４８７
定　　价　７８．００元



编 委 会 名 单

　主　　任：焦　扬　徐　枫

　副 主 任：朱　鸣　黎　荣　翁文磊　孙美娥　刘　琪

　委　　员：田　熊　孙红岩　余伟星　宋秀秀　李苏华　李艳玲

　 陈建军　竺倩伟　顾秀娟　葛影敏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　　编：徐　枫

　副 主 编：黎　荣

　执行编辑：李苏华

　统　　稿：沈　洁　凌　慧　岑　华　朱亮佳



目录

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全球化、城镇化与新城市女性梦想⋯００３

海外归国人才就业状况及性别差异分析———基于２０１１年上海市侨情调查⋯００９

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女性创意人才的开发研究⋯０１９

打造职业女性美丽心灵的通道———现代职业女性心理援助之调研报告⋯０２８

法治思维视域中女检察官成长与成才的实证研究———以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为例⋯０３５

虹口区职业女性非学历短期培训需求调研报告⋯０４５

朋辈互助在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的运用⋯０５６

当代女大学生的求职困惑与对策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０６３

上海市金山区城乡家庭发展状况研究⋯０７３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司法保护现状管窥———以黄浦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变更抚养关

系纠纷为切入点⋯０８３

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中社会观护制度研究⋯０９０

加强对焦虑抑郁儿童青少年的关注与疏导———从一则小学生重症抑郁实例谈起⋯０９９

杨浦区高龄独居（空巢）老年女性群体生命安全需求研究⋯１０５

Ｈ城区女性吸毒相关因素研究⋯１１３

服务婚姻家庭多元需求

青年白领子女养育的行为、态度与压力———来自上海的最新调查报告⋯１２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杨浦区家政服务供求主体行为调查研究⋯１４２

女大学生情感认知教育的实践探索———基于对“９０后”女大学生恋爱观的调查⋯１５０

上海出版业适龄青年编辑婚恋情况调研报告⋯１５６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大教育格局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徐汇区家

长学校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思考⋯１６３

功能缺失型家庭的亲职压力现状调查与反思⋯１７３

闵行区失独家庭基本情况的调研报告⋯１８９

特殊儿童家庭艺术治疗现状与对策研究⋯１９５

论童蒙读物在家庭教育中的多重价值⋯２１０

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发展现状及调研分析———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２１６

创新妇女组织与妇女工作

妇联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成长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路径与前景⋯２２７

上海巾帼志愿者课题调研报告 ⋯２３２

本市年轻女干部培养现状与路径研究⋯２４１

妇联携手社会组织共建责任社会之道⋯２４９

杨浦区妇女之家创新建设初探⋯２５７

创新妇女维权维稳工作　有效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以闵行区白玉兰社工服务站

为例⋯２７１

多元视角下妇联维权工作的路径选择———基于静安区妇联维权工作的实践与探索⋯２７７

后记⋯２８５



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全球化、城镇化与新城市女性梦想

黄　怡

一、“新城市女性”概念

新城市女性指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并实现城乡身份转换

的女性，类似于“新上海人”中“新”的概念，“新”表明在时间上是刚来的、刚到的，与户

籍关系没有必然关联。新城市女性主要区别于原先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身份，新城

市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将是今后新型城镇化研究中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

由于解放以后长期的城乡二元隔离，造成了农村女性在生活空间、社会活动领域

内与城市女性的分离。除了在６０、７０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山运动中，约有

１７００多万人（约占当时１／１０的城市人口）去到农村，其中近一半是城市女知青。这

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也是建国后城市女性与农村女性的第一次交接，但在

这场运动中，城市青年女性整体是被动的弱势群体，农村女性未能也不可能从中获得

积极的影响。

二、农村女性迁徙的三个阶段

８０年代，国内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行，而７０年代后期发端的全球化趋势在世界

范围内初露端倪，产业结构升级也扩散到中国。历史证明，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紧密

而良好结合的发展契机。中国开始承接全球第三次制造业大转移，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农村深深卷入的应该说首先是这场全球化进程，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

３００

　黄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济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



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其次才是城镇化进程，不仅仅因为高速增长的经济给他们

带来了貌似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物质收入，更重要的根源在于农村问题的无解。

人口自农村向城市的迁徙过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按照农村女性加入迁

徙的时间和程度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自８０年代起，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转移，但是女性人口的转移整体滞后于男性，并且大多集中于年轻女性的流动。在第

一阶段的人口流动中，女性只占中国农民工总体的３０％左右。这也符合国家在走向

现代化过程中都有可能经过的“男工女耕”的过程：男性先转移到更优势的产业上去

了，留守在家的女性填补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空缺。为了改善家庭收入，农村壮年男

性大多外出打工。家里的农业种植、修房子、修灌溉渠、家庭事务、子女教育和赡养老

人等工作全部由妇女承担。农村开始出现“空心化”现象，以妇孺老人留守村庄为主。

这一阶段的迁徙特征正如地方政府口号宣传的，“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

出去，财富带回来”。

第二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在总量剧增的同时，流动人口的稳定性增强，家庭化

迁移成为趋势。大量农村女性人口流入城市，农村“空心化”进一步加剧，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组成的不完整家庭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女性及其家庭大多聚居在城郊接合

部，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较低、交通和生活设施相对便利、就业机会较多，她们在各类

加工及批发交易市场、废旧物资交易市场等场所务工，也有相当数量从事保姆、月嫂

等家政服务。

第三阶段（２０００年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年的报

告显示，中国在２０１０年有近１．５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有８４８７万人出生于１９８０年以

后，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５８．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消费更

高，对工作期望值也较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比上辈强烈。新生代农民工整体表现出

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扎根城市转变”、由“谋求

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①。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上一代农民工有了极大的不同，从

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很难将他们与城市的“８０后”、“９０后”区别开来。但他们的就业

流动性较大，在城市中“缺乏幸福感”。２００７年出版的《打工女孩》虽然颇受争议，却

多少反映了新一代打工妹的生存环境与她们的梦想，她们得到的最多，失去的也

最多。

４００

① 孙铁翔：《流动人口管理之难如何化解？》新华网，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三、全球化中的新城市女性

由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背景，全球化与城镇化在国内许多城市中是同时进行的。

当我们谈论全球经济一体化时，很多人可能并未清醒地意识到，农村女性多多少少处

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线。

在第一阶段的人口流动中，女性虽然只占中国农民工总体的３０％左右，但在珠

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广州和深圳等地，年轻女性却占流动人口或农民工总数的

８０％以上①。她们主要聚集在低技能、低报酬、工时长、劳动强度大的服务性行业和

劳动密集型行业中②。年轻女性主要流入南方沿海城市及其郊区，优先发展的广东

一带是主要目的地。她们怀着梦想，希望通过打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时纺织、玩具

制造以及以ＯＥＭ为主的代工产业是广东的发展支柱，心细手快的打工妹远比笨手

拙脚的打工仔吃香。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有什么技能的

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东莞数百万打工族中７０％是女性。１９９１年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后轰动全国的《外来妹》充分反映了这些背井离乡的打工妹的境遇。对成本

的精确计算，让企业主们舍弃了昂贵而生产效率高的机器设备，选择雇佣年轻、勤劳

而工资低廉的中国女工从事手工劳动。

在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女性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叠合了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

影响特征。在全球经济中，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构成了在电子和成衣行业中低端制

造业劳动力的主体，也就是第二产业中的女性，她们是驯良的和低薪的劳动者。这在

空间上反映为中国大都市郊区的连片工业园区，以及城郊外来人口的集中租住地和

富士康式的职工集中生活区。

虽然她们工作的城市甚至算不上像样的城市，例如东莞本身就是在全球化进程

中迅猛扩张的城市，在《打工女孩》的作者张彤禾的眼中，“工厂就是公交车站，就是纪

念碑，就是地标。这座城市是为机器建造的，而不是为了人”。“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

市，没有记忆，没有过去，这里集中了中国最极端的一切，无情、冰冷、坚硬、压力巨大、

杂乱无章，又充满了生机”。但这部分女性仍可以归入“新城市女性”，因为她们从事

的不再是第一产业部门的农业活动，而是第二产业部门的制造业。

数据表明，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在中国持续２０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

献率为２８％，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３％，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③。这

５００

①
②
③

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８６页。
谭琳、卜文波：《中国在业人口职业、行业性别隔离状况及成因》，《妇女研究论丛》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辜胜阻：《农村劳动力供给格局或正向严重短缺转变》，经济参考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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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无法忽略来自这些新城市女性的贡献。

四、城镇化中的新城市女性

在第二阶段的人口流动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并且从南方沿海城市

向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扩散，很多以家庭的形式迁徙。在这一时期的迁徙，农村女性

更多表现为参与了城市化／城镇化进程。

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在大城市中，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造

成了城市中日益增大的劳动力差异和职业的两极分化。制造业部门衰退，主要集中

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行业；而服务业部门兴起，顶端与底端的服务岗位需求同

时增长，顶端是管理和经营等服务业岗位，造就了全球化中城市女性白领群体的成

长；底端是消费导向的服务业岗位，则由从制造业部门“下岗”的女性工人承担，更多

地是由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性群体承担。

一方面，新城市女性的出现为城市职业女性群体提供了服务需求。由于城市职

业女性的工作时间大大地挤压了她们的业余时间，职业女性往往以周末超市购物代

替传统的每日菜场采购，同时迎合她们家庭需求的服务产业蜂拥而来，快餐店和外卖

场所、干洗店、超市、大型卖场、２４小时便利店在城市中大量兴起。而这些城市街区

空间往往也是新城市女性集中的就业场所空间。

另一方面，新城市女性的出现迎合了全球城市中心服务功能中日益增加的低端

岗位需求。正如全球化和城市社会学的领导人物、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

娅·萨森指出的，低收入职业比如写字楼清洁工、娱乐业服务人员等大多是女性。城

市大量低端服务业迅速兴起，包括餐饮、家政、美发美容乃至地下色情服务，大量地由

来自农村、未能受过良好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年轻和中年女性承担。城市中的各类餐

饮店、干洗店、美发美容店乃至发廊、洗浴中心、按摩店，也构成了９０年代以来流动人

口众多的大城市街区的常见空间景观①。

在新城市女性中，还有一部分受雇于工厂，或在其他各类加工及批发交易市场、

废旧物资交易市场等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务工。总体而言，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城市女

性，大多数分布在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有限就业岗位上，其中相当数量的岗位劳动

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

６００

① 黄怡：《性别关系视角下的大都市空间文化嬗变》，《性别文化与妇女发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２年。



五、新城市女性的身份、情感与困扰

新城市女性与城市女性同处在城市生活极其复杂的生态链上，她们在城市空间

与社会中的近距离交接，对两个群体双方来说都是富有深意的。城市女性带着些许

优越、些许同情、些许钦佩，而来自农村的新城市女性带着些许羡慕、些许嫉妒、些许

不屑，她们相互依存，也具备了相互理解对方生存境遇的机会。

新城市女性需要获得城乡身份的转换，首先需要自我的认同。独立、时尚的都市

职业女性为新城市女性树立了榜样与模范，无论在职业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是她们向

往和模仿的对象。尽管条件相距甚远，年轻的新城市女性也会积极地重新塑造自己，

努力寻找提升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大城市，注定是一幅呈示出各式各样生存图景的浮世

绘，社会多元价值、利益碰撞所引发的问题和矛盾在大城市里集中而尖锐。整体社会

氛围加上自身所处窘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城市女性的情感困扰。

失衡的家庭婚恋生活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大量农村人口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虽

然给农村的家庭带来了收入，但大多数打工家庭夫妇长期分居。一方面，家里孩子老

人要照料，田地要耕种，很多家庭只好选择一人出去打工，一人留守在家；另一方面，

也由于户籍、高房价等原因，很多外出农村人口没法拖家带口，不得不和配偶分居两

地。夫妻长期分居，生活压力巨大，各自的精神需求和生理需要均得不到满足，因而

在一些打工族家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临时夫妻”。

固然，城市陌生的环境使得原有的在熟人社会里的伦理道德约束失效；此外，大

城市加速上升的离婚率、日趋松散的家庭关系，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迁徙的农村人口

的婚姻价值观，使之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现实性的特征。在临时夫妻之类松散的

性伙伴关系中，新城市女性易于处于弱势地位，道德责备和破坏家庭的风险，使得她

们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临时夫妻现象是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婚姻家庭问题，也是在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与社会整体付出的伤痛代价。

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家庭状况、自我评价等生理、心理及社会多种因素，

新城市女性群体在价值取向上也有较大分化。在大城市特定地区、特定空间中，夜总

会、发廊、洗浴中心、娱乐中心等不同档次半色情场所趋于实体化、常态化，这里绝大

多数是新城市女性的栖身之所。在此现象背后隐含着畸形城市化的深层涵义，它催

生了大城市传统家庭价值瓦解的社会焦虑情绪。

对相当多数的新城市女性来说，留守儿童与儿童教育是另一个困扰新城市女性

７００



的问题。据全国妇联统计，我国农村因父母出外打工而产生的留守儿童已有５０００

多万人，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中

所占比例甚至已高达１８％至２２％①。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普遍

性社会问题。特别是女童遭受性侵问题。２０１３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女童保护研

究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广东省化州市的此类案件被害人中，本地农

村留守女童占９４％②。而对携带子女在城市中生活的新城市女性来说，如何能够给

她们的子女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是她们最为忧心和关切的大事。

在全球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新城市女性承受了对自我身份认同、情感与价值困

惑的巨大心理嬗变，她们也以自身的生存方式对城市的空间与社会产生了难以低估

的影响。

六、城镇化的未来与新城市女性梦想

我国的城镇化目标，若用女性主义的语言加以阐述，就是当全国７０％～８０％的

女性能够在城镇就业，能够与城市女性无差别地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制度的

好处，能够将子女带在身边生活、就学和照顾，也就是拥有城市生活方式时，意味着中

国完成了城镇化。而２０％～３０％的女性依然生活在农村，但这只是生活方式的自由

选择差异，而非不得已的抉择，因为城乡是可互为理想的。

也可以这么说，农村女性实现了城镇化，中国也就完成了城镇化，女性的城镇化

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关键，亦即新城市女性群体不断壮大的过程，这需要新城市女性

主体意识的崛起。为此，有许多努力的切实方向：①提升新城市女性的职业教育，这

是改变新生代农村女性命运的突破口，为她们提供适用的、适应城镇化和农村建设需

要的职业教育。②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改善新城市女性的就业环境。③营造

促进健康的空间环境，包括不断改善的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

在全球化、城镇化交织的复杂而特殊的时代进程中，在社会文化发生的巨变中，

不管是新城市女性，还是本来的城市女性，不管是农村农民还是城市知识分子，她们

都走在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中国社会梦想的实现取决于女性集体梦想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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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秦交锋、皮曙初、王研：《“农海归”、农二代、留守儿童———代表委员热议“人的城镇化”三大重点人群》，新华网，２０１３
年３月８日。
《留守女童占被性侵人群９４％　妇联建议出台法规》。



海外归国人才就业状况及性别差异分析

———基于２０１１年上海市侨情调查

吴瑞君　卿石松

一、引　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并在国家政策鼓励和人才战略的

刺激下，在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海外留学人员纷纷回国就业创业，形成

一波又一波“海归潮”。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２６４．４７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１０９．１２万人。其中，２０１２年度与２０１１年度的统计数

据相比，留学回国人员增加８．６７万人，增长了４６．５７％，我国已进入智力回流期①。

在此背景下，海归就业已不如从前那样抢手，女性海归人才的就业压力更大，就

业问题突显，“海带（海待）”现象屡见不鲜。国家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主要目

的在于充分发挥他们的科技引领作用，如果他们就业困难，不仅不能起到高端引领作

用，还会产生“逆向示范效应”。为此，海外人才归国后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问题，应引

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深入和系统地开展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就业问

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上海向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目标不断迈进，国

际人才高地建设取得成效，海外归国人才越来越多，在上海工作和创业的留学人员约

占全国的１／４。在全国统计数据资源不可获得的制约下，本文利用上海市２０１１年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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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瑞君、卿石松，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参见《中国迎来“智力回流期”》，《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第１版。



情普查数据，从性别视角展开归国人才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旨在通过这一典型

城市的分析发现一些问题，为海外人才，特别是女性高层次人才就业和职业发展提供

政策建议。

二、归国人员人口学特征及其性别差异

本文数据来源于上海市２０１１年侨情调查。该调查标准时点为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

零时，调查的对象是在上海市居住半年以上（包括上海户籍和非上海户籍）的归国华

侨、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居民、留学生及其眷（亲）属。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从业类型等。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１６至６０岁的海外归国人员（包括归

国华侨和归国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不包括此年龄段在校学生和离退休人员。总样

本量为１２０９８，其中女性样本为５５１１，占４５．５５％。

（一）归国人数不断上升并具有年轻化趋势，学历层次较高

为加快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尤其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上海出台了

一系列海外人才优惠政策①，吸引海外人才来沪就业创业已初见成效。从图１海外

人员归国变化趋势的数据表明，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近５年，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归国人数和比重急剧上升。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归国人员相对较少，近

　　　

图１　历年归国人数比重变化趋势（％）

０１０

① 包括上海市于２００３年启动实施的“万名海外留学人才集聚工程”和２００８年实施“浦江人才计划”等，以便吸引优秀海

外人才来沪工作和创业。



９４％的人都是２０００年以后归国的。分年度看，归国女性人数逐年增加，从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１０年末，年均增长率近３０％。其中，２００８年女性归国人数为６０３名，占全部女性归

国人员的１１．２４％。此后两年持续增加，２０１０年达到９７９人。①此外，归国人员具有年

轻化趋势。以女性为例，女性归国人员的平均年龄为３２．２９岁。其中，１９８４年女性归

国人员的平均年龄为５８岁，２０００年下降到４２岁，２０１１年下降到２７岁。也就是，更

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国就业或创业，很多一部分是刚刚学成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

海外归国人员学历层次较高，全部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其中，大学本科学

历人口比重为３６．６５％，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为５８．３７％，只有４．９８％为大专学历。从性

别差异来看，女性的学历层次略高于男性，男性和女性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重分

别为９４．４９％和９５．６５％。其中，男女本科学历人口比重分别为３７．２９％和３５．８９％，男

女研究生学历层次的比重分别为５７．１９％和５９．７７％。

（二）浦东新区、长宁区和闵行区等是上海归国人员的积聚地

从图２海外归国人员的区域分布来看，浦东吸纳归国女性人数最多，占到总人数

的１６．３５％，最少是崇明，不到０．５％。同时，长宁、徐汇、普陀、虹口和杨浦等传统中心

城区仍然是海归女性聚集重镇。闵行作为郊区中的后起之秀，在吸引归国女性方面

排名第三，仅次于浦东和传统中心城区长宁，吸纳了１０．７１％的女性海外归国人员。

这一点与“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境外人员的主要分布于浦东、长宁和闵行的现象是一致

　　　

图２　上海市海外归国人员区域分布（％）

１１０

① 由于调查时间的起点为年中（６月１日），２０１１年调查得到的归国人数仅为５０９人，但超过２０１０年全年海外归国人数

的一半。因此，很难说２０１１年归国人数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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