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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独生子女与性别平等——基于江苏、四川两省的实证研究》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以独生
子女政策为背景，以非独生子女及其父母为参照，从生育选择、家庭地位、教育获得、职业发展四个
方面，回答了生育独生子女能否改善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关系这一问题。
研究发现：生育独生子女不能明显改善父母的性别关系，但生育独生子女能明显促进子女的性别平等
，农村独生子女具有明显优势。
独生子女政策下父母生育数量减少、子女占有家庭发展资源的份额增加，是子女辈的性别关系得到明
显改善的重要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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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长，社会问题丛生，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这些都是我国女性在
改革开放后需要感受、面对和经历的事实。
这些事实都可能改变和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性别发展。
　　国家的治理方式发生改变后，我国女性更多地依靠市场和文化的逻辑进入社会。
女性获得了更富足的社会资源、更大的生活领地、更多元的选择空间。
同时，遵循效率和强者逻辑的市场机制使女性在社会资源和机会的获得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社会的现代性发展让女性有更强的社会成就动机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但传统文化对女性家庭价值的
张扬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处在社会事业与家庭责任的矛盾之中。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给女性的身体造成了冲击，给女性的精神带来了压力，同时又把女性从漫长的生
儿育女重负之中解放出来，改变了女性传统的生命周期。
对外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了西方女性主义，让我国的女性（也包括男性）对既成的性别秩序有更理性
的解构能力、更成熟的批判能力和更强烈的性别意识。
改革开放后，性别意识逐渐苏醒的我国女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体验着前所未有的角色冲突
与紧张，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无奈。
　　国家治理方式的改变减少了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引入市场机制，恢复市民社会的属性.但
是性别平等与女性发展一直都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着力点。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代表我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
项基本国策。
这既是对我国政府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的高度概括，又是对国际社会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
的积极呼应和认真承诺（谭琳、蒋永萍，2006：3）。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后至今的十几年时间里，与性别平等的相关国际准则、国际承诺、国际框架、
国际指标等不断地在我国的男女性别间贯彻和实施，一些涉及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公共政策不断地
颁布和执行，一些旨在加强性别发展与赋权女性的社会行动不断地开展。
这对我国的性别平等与女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性别平等基本国策从缺少社会认知，到逐步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具体政策制
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在促进我国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可以说，这是我国妇女解放的第三次浪潮。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女性的解放事业由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名义逐渐向以女性解放的
名义回归，由妇女被解放向妇女自我解放换位，由追求单方面的女性解放向追求双方面的性别平等发
展。
社会性别已经成为普通大众观察和体验社会现象的流行的视角和立场。
社会性别更是众多研究者解释和理解我国社会事实与社会政策的有力分析范式。
性别平等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也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普通大众的普遍价值诉求和政治宣称。
可以说，与性别平等相关的法制规范、公共政策、社会行动、价值理念等已经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中
又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
　　二、生育独生子女与性别关系　　20世纪80年代我国刚推行普遍、强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久，一
些西方学者就敏感地把我国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和性别关系联系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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