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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中断

) 反思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的男女平等
与性别公正问题

阂 冬 潮

摘要 :从 20 世纪90 年代 中期之后 , 争取男女平等的 目标 ,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新

挑战" 而值得关注与思考的是 , 在社会分化 !平等中断的状况之下 , 对男女平等的诉求本应更为强烈 , 但

实际上关于男女平等的理论讨论和实残逐渐淡化 , 而时于性别公正的讨论逐渐兴起 , 有一部分学者提出

以性别公正取代男女平等的观点 "事实上 ,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理论并没有消失, 更不应消失, 不论是

在公共权利还是个人权利方面 ,都需要重新探讨其在今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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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 年 , /十四大 0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其后 ,我国进人了从计划经济体

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 "社会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城乡二元分割依 旧阻碍社会

群体的流动 ,资源在地域 !行业 !性别等方面分配不均 , 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 ,这些又加剧了社会利

益群体 !性别群体的分化 ,贫富两极分化 日趋严重 "市场竞争机制加快了资源的流动 ,但也加快了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阶层的分化 "女性群体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 /妇女 0,不同阶层的女性因教育

水平 !工资水平 !福利待遇 !社会地位 !社会保障等的不同而严重分化 , 平等出现了中断 ¹ " 也就是

说 ,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而值得关注与思考的是 ,

在社荟分化 !平等中断的状况之下,对男女平等的诉求本应更为强烈,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从上世
纪 90 年代 中期之后 ,关于男女平等的理论讨论和实践逐渐淡化 ,而对于性别公正的讨论逐渐兴

起 ,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以性别公正取代男女平等的观点 "那么 ,这些性别公正的讨论在说些什么?

这一理论转向的背景是什么? 如果说 中国政府和社会依 旧以男女平等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 那

么 ,在新形势下如何认识男女平等与性别公正?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一 !关于男女平等和性别公正的讨论

自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便出现了对男女平等的质疑º, 但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后

开始了一个从男女平等向性别公正的理论转向 "讨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性别公正与男女平等的关系

大致看来 ,对于二者的关系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平等并不一定就是公正 ,它们是两个

相交的概念 ;二是认为两者截然不同 , 平等是一种事实状况 , 它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衡量尺度 ,公正

则是一种价值判断 ,不能用客观指标来度量 ;三是认为两者有共同之处 ,平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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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关系 ¹ "在辨析平等和公正的关系的讨论中 , 明显的一点是将主观的价值判断的维度引人了讨

论 ,这与中国社会中主体意识的发展是同步的 ,于是我们看到 ,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观点逐渐浮出

了水面 "男女平等的理论与实践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

如何处理性别公正与男女平等 的关系是研究者们遇到的下一个问题 , 目前出现两种基本观

点 :一种主张以性别公正来衡量/制衡男女平等 ,以克服男女平等的缺陷 ,这是一种融合 !并存的关

系;另一种则鲜明地主张以性别公正来代替男女平等 ,使之成为妇女解放的真实诉求º"但即使在

后一种观点中 ,也有一种现象 , 即在性别公正的定义中仍能看到男女平等的影子»"换句话说 , 即

使男女平等作为目标和口号的形式被取消了 ,其有益的内容(如基本权利和人格地位的平等)仍被

保留下来 ,并将其纳人性别公正的内涵中 "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用性别公正来制衡或替代男女平等呢? 从这些观点看 ,性别公正的提出

首先是对男女平等概念的挑战 "一些人认为 ,男女平等理念有局限性 ,这种局限主要表现在男女

平等的主张过于强调男女之间的等同 !均等 , 因此 , 需要性别公正来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 , 如何论

证 /公正 0与 /平等 0的区别? 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性别公正是高于男女平等的概念:

/ -男女平等 .或 -男女不平等 . ,重要的是这种平等或不平等是否性别公正 "如果性别公正 , 那就

顺其 自然;如果性别歧视 ,那就应该去纠正这种 -男女平等 .或 -男女不平等 . " -平等 .有平均 !一

样 !无差别的含义 ,是一种事实状况 ,可以用客观指标度量 " -公正 .有合理 !好 !善 !应该如此的含

义 ,是一种价值判断 ,公正不是用客观指标来度量 ,它是依据一定的价值原则进行主观上的权衡和

判断 " -平等 .告诉我们 -是什么 . , -公正 .告诉我们 -应该是什么 . "0¼在这一论述中 ,性别公正似

乎成为一种超然的判断男女平等的价值标准 ,那么这种价值判断到底是什么? 以及由谁来决定这

一判断的价值呢? 论述者们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看似价值中立的判断 ,就这样通过抽象肯定
的手法 ,实现了其具体否定的目的 "

对于公正问题 ,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公正的尺度在哪里? 由谁来制定? 谁包括在

这个公正之内? 谁没有包括进来? 性别公正中的 /性别 0是指哪些群体? 怎样实现这个公正? 这

些议题在 目前关于性别公正的讨论中并不多见 "其实这也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 "

2.男女平等与性别公正的含义

在关于男女平等的讨论中 ,没有人公开地反对男女平等的主张 "但在 /什么方面的平等? 0问

题上持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机会和权利的平等 ,这里应该包

括:经济平等 !政治平等 !文化平等和社会平等 ½ " 也有人认为男女平等主要是人格的平等 ,权利平

等要建立在人格平等之上 ¾ " 但在主张用性别公正代替男女平等的论述中 ,一般认为男女平等过

于强调男女等同 !均等 ,忽视了女性 自身的特点 , 是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的不公正 , 因此需

要转向性别公正来矫正男女平等的局限性 ¿"这派观点中 , 特别强调了男女平等主要是要争取人

格的平等 "什么是性别公正? 有些人认为 ,性别公正是争取差异中的平等 , 试图整合平等与差异

之间的矛盾 ,并对平等和差异分别作了补充说明 "在关于性别公正的讨论中 , /差异 0一般是指在

郭志鹏:5男女平等与社会公正 6 , 5中国妇运 62003 年第2 期 ,第 36 页 "

李斌:<性别意识的缺席与在场 ) 改革时期 /妇女回家 0论争透视 6, 5山西师大学报 6(社会科学版)2211年第 6 期 ,第 114 页"

主张 /代替 0的张永在定义性别公正时 ,仍以男女平等的内涵 ) 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地位的平等为前提 "再如主张 /转向 0

的杨丹 ,她认为性别公正的实质为个性自由 !人格和机会的平等 !权利和义务的平等以及补偿价值原则 "

潘锦棠:5男女平等与性别公正 6 , 5中国妇运 62002 年第2 期 ,第 36 页 "

武玉英:5国家公务员考录政策的性别平等分析 6 , 5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6201 1 年第 3 期 ,第30 一36 页 "

杨丹:5权利 !自由与公正) 对女性主义 /男女平等 0观念的思考 6 , 5东疆学刊 6200 9 年第 1期 ,第65 一68 页"

杨丹 :5性别公正 ) 女性主义研究的现代理念 6 , 5学术论坛 6200 8 年第 9 期 ,第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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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两性 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差异 ¹ "

在关于性别公正的讨论中 ,显然 ,差异成为了关键词 "然而 , 对于差异的历史的 !批评的解读

却往往被忽略了 "如果不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讨论 , 怎么才能 /在肯定两性 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强

调社会差异 0? 因为差异 !性别差异 !两性 自然差异等这些看似明白的事实 ,永远需要放在一定的

历史语境下来讨论 ,如果在批判缺席的情况下来运用差异这一概念 ,就容易将 / 自然差异 0本质化 ,

结果可能会使我们争取的平等 !公正的目标渐行渐远 "

例如 ,有人在讨论中提出一种平等与差异的原则 : /即两性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 ,

非基本权利上应该不平等 "0º但什么是基本权利? 什么是非基本权利? 在其讨论中并没有很明确

的界定 ,然而 ,在收人这个 /基本权利 0上 ,作者提出了下面的观点: /性别公正就是要求基于两性个

人努力与贡献的差别 , 人们应得不平等的收人 , 应当允许这些不平等; 但同时要消除那些使其他

人特别是女性受损的不平等 "在初次分配中 , 应得为性别不平等提供了一定辩护 , 因为如果某种

男女不平等能使社会受益 , 这种不平等就可以考虑 "0»在这里 ,作者将 /社会受益 0作为某种在收

入上男女不平等的理由 ,但什么是 /社会受益 0, 作者语焉不详 "考虑到中国目前收人分配存在着

极不平等的状况 ,如果还在继续强调初次分配中的男女不平等 , 那么这种性别公正到底是什么就

值得怀疑了¼ "

性别公正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平等形式是涉及收入分配的均等 , 而在一些探讨性别公正(或平

等)的文章中 ,研究者们回避的恰恰是 /不平等 0这个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 "如果以 /应得 0为由 ,

为分配收人上的性别不平等提供辩护 , 提出如果某种男女不平等能使社会受益 , 这种不平等就可

以考虑 "这种语焉不详的论述 ,实际上非但不能使性别公正得 以实现 , 反而会为那些收人分配上

的性别不平等 !不公正开道 "平等涉及不同的人/ 群体之间按某类准则就某个或某些事物进行分

配所得到的一种结果 "平等属于分配正义范畴 , 其最根本和最终的评判标准是各得其所(应得) "

当然 ,对于什么是应得永远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但对于主张社会主义 !女性主义的理论来说 ,应

得的正义不能取代平等的正义 , 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 "

从上述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 , 首先 ,性别公正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中 /不公正 0问

题的增多 ,人们期待以 /公正 0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 , 这一讨论也反映了从 20 世纪 80 年

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困境 "最后 , 这也意味着在多元复杂的

社会里 ,用单一标准衡量男女平等所面临的困难 ,性别公正的理论转 向恰恰反映了多元的诉求 "

总之 ,要理解这种理论上的转向 ,就要看看从 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的社会发展变化和女性主义在中

国的演变 "

二 !理论转向的背景

理论转向的背景是由多种因素组成 ,这里集中看两个方面:社会的变化和理论的准备 "

1一社会分化 (层 )与性别分层的加剧

社会的变化是多方面的 ,在这里主要以社会阶层的变化为主要因素来看男女平等的变化 , 因

白玫:5性别公正 ) 论社会性别理论在实践中发展 6, 5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62(X 拓年第6 期 ,第 69 页"

杨丹:5性别公正 ) 女性主义研究的现代理念 6 , 5学术论坛 6200 8 年第9 期 ,第 22 页 "

杨丹:5性别公正 ) 女性主义研究的现代理念 6 ,<学术论坛 6200 8 年第9 期 ,第 22 页 "

据中新网近期的报道 ,收人分配改革方案提了八年 ,至今仍然难产"我国收人最高的 ro % 群体和收人最低的 10 % 群体的收入

差距 , 已经从 19 88 年的7.3 倍上升到目前的23 倍(一说65 倍)"与收人差距加大伴生的是分配不公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 ,可

说已经刻不容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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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分层本质上反映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 ,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

有制形式共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 ,带来了生产资料 占有方面的差异 , 以个人对财产的占有状

况来分配报酬的财产分层体系 ,引起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区域分化 ,二是组织分化 , 三是个人分化 "而个人分化体现在新社会群体的出现以及旧群体
内部的分化与重组 ¹ " 比如 , 中国目前存在的收人不公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象 ,很多是以工作性

质决定的 "从就业来看 , 首先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 "体制内的工作收人好 !地位高 ,并且

安全系数高 ,这些是体制外的工作不可比的 "而恰恰是这些体制内的工作存在着排斥和歧视女性

的现象 "根据社会学家们的研究 , 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 ,性别因素与社会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明显

增加 "社会各阶层的性别分布以及经济 !文化 !政治资源占有状况也存在性别差异 ,这说明性别已

成为一种分层机制 "对于什么是性别分层 ,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了探讨 "例如 , 张宛丽认为 ,性别分

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以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二是以社会分

化的视角 ,研究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 "张宛丽从第一层含义出发 , 对当代中国女性社会

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研究发现: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不断扩大 , 女性整体地位呈现边

缘化 !弱势化º"王小波从第二层含义出发 ,觉察到我国女性群体的分化已成为一种社会现实 ,并

在女性内部出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 "从职业分类看 ,管理者阶层 !企业家阶层 !专业技术

人员阶层为社会的上层 ,属强势群体;下岗未再就业的女性 !女性失业者 !性工作者为社会的下层 ,

属弱势群体»"

这些研究表明 ,一方面 ,两性之间在社会地位 !收人水平 !政治参与程度 !发展需求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另一方面 ,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在加大 , 除了政治 !经济 !文化等经典的分层标准以

外 ,还包括民族 !地域 !城乡 !年龄 !婚姻 !健康 !教育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

尽管对妇女社会分层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但从已有的研究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 , 正是社会

分化的加剧 ,造成了中国妇女社会分层新的复杂局面 "一方面是两性之间不平等的加剧;另一方

面是女性内部的不平等关系也越发明显 "

下面的两个图示分别展现了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图

1) ,以及 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的社会分层状况(图2)

地位 阶层 会管理者

人员

务人员
户

术商员服

继荤澳靠半失业者

4.7.102.3.5.6.8.9.1.

时间

50年代 80年代

图1 加世纪孙一即 年代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¼ 图 2 20 世纪兜 年代的社会分层

李强 !邓伟建 :5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演进 6 , 5学海 6200 2 年第4 期 ,第 80 一81 页"

张宛丽:5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6 , 5浙江学刊 62(XM 年第6 期 ,第204 页 "

王小波:5试析我国女性群体的分化与分层 6 , 5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6200 5 年第5 期 ,第 41 一43 页"

这并不意味着 20 世纪 50 年代至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不存在着等级制 ,最为明显的等级是城镇居民与农民的差异" 以

平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如何制造出一种现代的等级制度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正如韩水法指出的:最令人疑惑不

解的是 ,人们对此(等级制)所持的平常心"参见韩水法 :5正义的视野 ) 政治哲学与中国社会 6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创29

年 ,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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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上面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分层的图示再做一个性别分层结构图(图3 ) , 就会看到

以下的结果 "

图 3 社会阶层的性别结构 (199 9 年)

从这一结构图可以看到 ,职业阶层越高 ,男性的比例越高 ,女性的比例则与之相反 "在少有或

基本没有三种社会资本的中下阶层中 , 女性比例都高于男性 "在等级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 , 在拥

有较多组织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三个较高社会阶层中 ,男性占有绝对优势 "而在无业 !失业 !半

失业的底层 ,女性比例高达 70 .2% ¹ "

从这些年来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 ,这种阶层的分化并没有缩小 , 而是不断地加剧 "

总之 ,种种迹象表明 , 中国大陆 自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已经形成了一个阶层化的社会 , /所谓

阶层化社会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 :其基本的制度性框架在统治和从属的结构性关系中产生了不平

等的社会群体 0º"这种阶层化社会的出现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 在分析男女平等

(或性别平等 )时必须要考虑阶层或阶级的因素 ,并且需要考虑性别与阶层 (或阶级 ) !地区 !城乡 !

民族等其他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谁跟谁的平等 !有没有可能形成在不同阶层

之间平等的问题 "具体到性别问题认识上 , 就出现了从 /两性差异 0到 /妇女之间的差异 0, 再到

/相互交叉的多元差异 0 的过程 "单纯从性别这一单一范畴进行分析已经远远不够了 , 需要把性

别问题与其他的社会 !文化范畴问题交织在一起来认识和分析 "在国际妇女运动中 , 这一趋势 已

经形成 ,在国内女性主义的研究中也引起 了一定的关注和探讨 "然而 , 正如黑人女性主义者贝

尔 #胡克斯所告诫的那样 : /我们发现比较容易接受性别 !种族和阶级共同决定女性命运这个现

实 ,但要理解它是如何具体形成并且影响女性主义的实践则要困难的多 "0»的确 , 对我们来说 , 接

受和认识这一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2.社会性别理论的引进

随着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我国正式引人社会性别理论 "在此次会上 ,

ge nd er 概念成为讨论的重点 ,并被引入 5北京宣言 6和 5行动纲领 6等重要文件 "中国政府在其建议

并始终参与起草的 5北京宣言 6中承诺: /作为政府 ,我们特此通过和承诺执行以下 5行动纲领 6, 确

保在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中体现性别观点 "0¼19% 年 ,黄启藻在代表妇联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将性别观点纳人决策主流 "0同年 ,陈慕华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 gen der 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解

¹ 金一虹 :5性别视角下的城市新贫困研究 6 , 5热风学术 6第6 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 1 年 ,第 69 一80 页 "

º [美 8南茜 #弗雷泽:5正义的中断 ) 对 /后社会主义 0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6 ,于海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X刃年 ,第86 页"

» 7美]贝尔 #胡克斯:5女性主义理论 , 从边缘到中心 6, 晓征 !平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 1年 ,第 5 页 "

¼ 黄启藻 :5黄启藻同志谈:性别观点纳人决策主流 6 , 5妇女研究论丛 619 % 年第3 期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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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提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是从性别的观点来分析妇女问题 ,它的核心是男女平等 ¹ " 这种解

释 ,表示了一种力图把新引进的概念与既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努力 , 既不割断与既有理论的联

系 , 又要与国际社会接轨 "可以说 ,社会性别理论概念的引进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为推

动中国的妇女运动及重振妇女研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不可否认 ,社会性别概念是在社会上

/集体性别无意识 0与性别分化加剧的状况下引进的 ,它促使人们在最原初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

念 , /有意识 0地看到两性之间在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和分化 , 自此之后 ,男女平等

的概念逐渐为性别平等的概念所取代 "
但在这一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过程中 ,一个未被引起足够重视的方面是 , 我们是否意识到国际

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 而 5行动纲领 6的制定与推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它针对世界

上大多数妇女所面临的处境 ,提出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如:妇女人权 ,妇女与发展 ,对妇女的暴力 ,

妇女健康 ,生育健康等等 "但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 , 5行动纲领 6主要考虑到妇女个人的权利 , 而忽

视了妇女权利整体发展 ,特别是与全球化 !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有关的妇女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

认真的考虑º"但这种微弱的批评声音早已被女性主义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欢庆之声淹没了"在近

20 年 5行动纲领 6的推行过程中 ,动静最大的是还是妇女生育健康和反家庭暴力等问题 ,而对于全

世界大多数妇女甚为重要的贫困的女性化问题 , 近些年来不但没有好转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恶

化了"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 ,世界各国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妇女的贫困化也在所

难逃 "连带的问题是 ,在今天知识生产全球化 !市场化的状况之下 ,理论的传播与流动也要受其支

配与影响 "一些理论的 /旅行 0不但加快了速度 ,而且更与权力的支配和高度竞争的市场化联系在

一起 ,而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 /旅行 0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 ,
在以美国为首的理论 /卖方市场 0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社会性别理论随着各种基金会和 /项 目 0快

速进人中国大陆 ,将原有的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讨论和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妇女研究领域排挤

到了边缘 "理论上的断裂和转型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
进一步来看 ,在这一时期引进的社会性别理论的核心是后社会主义阶段的 /承认差异 0¼ ,其 目

的在于规定差异 ,而不在于追寻平等 ,这种女性主义理论上的转变与占支配地位的新 自由主义正

相吻合 "欧美早期女性主义所提出的反对压迫 !剥削 , 争取平等等字眼基本上从女性主义的 /字

典 0中消失 ,变成了 /文化 0 !/差异 0 /身份认同 0等问题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内 ,无论是发达 国家 ,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逐渐缩减福利和对民众的保护 , 以新 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开始了"其结果 ,正如南茜 #弗雷泽所言: /我们被不受保护地留下来反对同时已成为占支配地位

的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 "0½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性别是否能成为保护我们 自身的 /全能 0式的武

器也就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¾ " 如果说 ,对这种理论旅行时空关系的历史巧合 ,我们作为当事人

当时并没有看到 , 时隔近 20 年 ,也已经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

陈慕华 :5加强妇女理论研究 ,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6 , 5中国妇女报 619 % 年 12 月 16 日"
Safa , H elen , / B eij ing, D ivers ity an d G lobal isat ion : C hal len罗5 to rhe W om en .5 M o二m entin l, tin A m e-ea an d the C a石bbean , 0 Or--

邵 n is a t必n , 3 , 19 9 6 , p p . 5 6 3 一5 7 0 .

5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旅行 ) 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 6,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 9 年 "

1美 2南茜 #弗雷泽:5正义的中断 ) 对 /后社会主义 0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6 ,于海青译 ,第 13 页"

1美 2南茜 #弗雷泽 :5正义的尺度 ) 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 6, 欧阳英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12 4

页 "

目前 ,一些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们越发感到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变得苍 白无力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参见

杜洁在201 0 年人民大学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区别 :理论与实践 0座谈会上的谈话 "

º½¾¹»¼



阂冬潮 :平等的中断

三 !一点认识论上的讨论

为了在新形势下重构男女平等(性别平等) !性别公正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上

进行一些反思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 ,作者们借用了 /平等与差异 0这一女性主义二元对立的理

论展开了关于性别公正的论战 "在讨论中 , /平等 0意味着女性与男性一视同仁 ,而 /差异 0则强调

女性与男性的区别而要求不同地对待 ,似乎这是一种两极化的对立 "在关于性别公正争论 中提出

的问题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平等和差异的对立 "我们首先需要反问:平等与差异一定是一个对立

的概念吗? 如果不是 ,那么女性主义如何进行分析? 在关于男女平等与公正的讨论中有人提出 ,

从哲学的意义上看 ,差异的对立面是同质 ,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 "平等的前提不一定要同质 ,差

异也不一定会导致不平等 ¹ " 笔者认为 ,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思考 , 才能够对症下药 "

先看平等的问题 "如果说在关于男女平等和性别公正的讨论中借用了 /平等与差异 0是个整

脚的武器 ,那么为什么 /平等与不平等 0这一真正对立的概念消失了? 如果从平等与不平等这一对

立来看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目前的性别分层问题 , 阶层之间存在的难道只是一种 /差异 0, 而不是一

种不平等关系吗? 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最近联合开展的一项关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情况的

调查显示 ,有五大难题困扰中国女性的发展 "而这五大难题之中的第一个难题便是中国男性和女

性的劳动收人差距较大 ,分享经济资源的机会不平等 "并且还特别提到 ,这种不平等对农村妇女

发展不利 ,她们遇到的失地和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十分突出º"从这一情况来看 ,如何消除男女之

间 !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 目前讨论性别平等和公正问题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吗?

而消除这种收人上的不平等则成为重中之重 "

再看差异的问题 "在讨论中提到的人格平等或社会地位问题与差异问题更有关联 , 因为文化

的解释和价值的变迁中弥漫着社会性别的符号和规则的变化 " 目前 ,造成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在

价值上的主要特征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回归 ,与此同时展开的便是 /女性 0价值的 /贬值 0 "于是 ,我

们见证了从 20 世纪 so 年代开始 !20 世纪 90 年代后加剧的妇女从政治 !法律 !经济 !社会 !文化等

各种权力领域中逐步溃退的过程 "结果是中国妇女从整体上来说再次处于从属地位 "那么 ,分析

解决这种性别差异问题还是要从承认女性的地位和发扬女性的价值方面着手 "

从许多问题上看 ,性别公正既包括了经济再分配问题 , 又包括文化上承认的问题 , 而且两个方

面往往是互相缠绕 ,因此也就需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分析 "它既包括政治经济上的分配和再分

配 ,也包括文化 !话语上的承认 »"这两个维度既有联系 ,又各 自独立 "当然 ,这两个维度孰重孰轻

在不同问题上可能各有侧重 ,但如果要改变性别平等 ,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举个例子来说 ,关于农

村留守妇女的问题 ,不但涉及的人数众多 ,而且影响面广 ,但因为 /农村 0与 /妇女 0这两个词连在一

起 , 就没有被视为 /先进文化 0, 因此在我们的媒体中基本见不到她们正面的身影 ,见到的基本是与

/性压抑 0 !/强奸 0等新闻连在一起 ,媒体对她们的暴力实施就分外扎眼 ¼ " 这些带有偏见的报道

使 /农村留守妇女 0这一群体处于非常不公正的地位 "由于 /农村留守妇女 0在整体上得不到社会

的承认 ,从而更加剧了这一群体在政治经济上的艰难处境 ,对与她们的经济生存密切相关的土地

¹

º

武玉英:5国家公务员考录政策的性别平等分析 6 , 5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6201 1 年第3 期 ,第 31 页 "

(中国妇联副主席:五大难题 困扰中国女性发展) , 中国新 闻网 http:// news.ehina.eom .e可rol lnew叮2012 一05/17/eontent-

14 24 5 6 3 9 . h tm , 2 0 12 一0 5 一17 "

关于再分配与承认的分析论述见1美 2南茜 , 弗雷泽:5正义的中断 ) 对 /后社会主义 0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6一书 ,但我在这

里加上了 /分配 0一词 "
在 群幻gle 上检索 /农村留守妇女 0 ,前 3 条消息如下: /农村妇女出轨妇女寂寞无奈出轨 ,.; /二千万农村留守妇女群体性压抑守

活寡 0 ; /男子 17 年强奸百余名农村留守妇女 ,受害者大多沉默 0, htt p :刀 ~ .goo gl e.co .u灯se 二 h? so u二ei d ,201 2 一11 一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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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问题的解决极为不利 ,使她们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 "显而易见 ,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群体只有

得到社会的承认 ,才能有利于对其公正的对待 "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来说 , 当务之急是消除社会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任何有说服力的改革方案

都不可能以文化差异的名义而放弃对社会平等的承诺 "因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贫

穷和弱势的群体永远都不能指望得到公正的待遇 ,而包括全体公民在内的男女平等的实施是落实

社会公正的关键之一 "走笔至此 , 广州市正式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消息见诸报端 "从

201 2 年 8 月份开始 ,年满 60 岁的农民和城镇无业居民都能领取到退休金 ¹ " 这说明国家补贴政策

对公民的无差别对待 ,应当成为不能偕越的社会底线 "社保领域的 /全民平权 0显然成为下一步巫

待推动的制度革新 "不同社会身份(或单位属性)的社会成员 ,绝不应再继续 目前这种社保层面的

差异遭遇 "社会保障中的这种 /全民平权 0的考虑也适用于男女平等的范畴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

/全民平权 0思想和政策的出现和落实 "可以说 ,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理论并没有消失 ,更不应消

失 ,不论是在公共权利还是个人权利方面 , 都需要重新探讨其在今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男

女平等或性别公正的重新建构 ,不但需要从上至下各级政府的努力 ,政策上的制定与推行 ,而且更

需要从下而上各种新的民主参与的实践 "男女平等将会以各种新的民主参与式 的 /全民平权 0的

形式接续 ,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性别公正才会具有21 世纪女性主义的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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