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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研究导论》

内容概要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第二版）》通过生动的案例，培养人们通过个人自身经验来理解、分析和反思
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建构过程，与第一版相比，概念更加清晰，并更多地介绍了我国相关研究的状况，
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寻找导致两性不平等关系的社会机制，并深入讨论建立两性平等的、伙伴式关系
的可能途径。 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了社会性别的基本概念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状况。
第一编分析社会性别建构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从历史的、心理的、话语的方面讨论有关男性气质和女
性气质刻板化的过程。第二编分析身体和性关系建立中的性别差异，从身体、婚姻家庭和反暴力的方
面讨论性关系和在性关系上对女性双重标准建构出来的性别不平等。第三编分析公私领域中的性别不
平等，从劳动的性别分工、两性职业发展、消费和经济发展中的性别问题的视角分析家庭内外两性分
工的意识形态如何深入地作用于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男女。第四编是对性别“知识”进行方法论和
认识论的反思，并全面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对性别研究的深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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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性别／妇女研究、劳动社会学研究、经济
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有《异化与抗争一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人口社会学》等著作。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问题(2007——2009)》和多项部委级和国际合作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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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第一节话语和大众传媒中的性别
第二节对中国现代叙述的性别分析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
第二编身体的政治
第六章身体、性行为和性关系中的性别秩序 引子
第一节被建构的性关系和性别秩序
第二节对我国性关系的性别研究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第七章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引子
第一节针对妇女的暴力及其本质
第二节我国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行动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第八章婚姻制度下的性别关
系 引子
第一节婚姻制度与性别关系
第二节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
第三编劳动分工、经济发展和性别
第九章劳动性别分工 引子
第一节劳动和劳动性别分工
第二节当代中国劳动性别分工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第十章两性职业发展 引子
第一节职业发展与性别
第二节中国的两性职业发展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第十一章消费社会与性别 引子
第一节符号消费与性别气质的商品化
第二节我国消费社会的性别特征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第十二章社会发展与性别 引子
第一节经济增长与性别
第二节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性别问题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
第四编挑战传统知识
第十三章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以女权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性别研究
第二节我国女权运动和性别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特点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第十四章性别
研究的认识论 引子
第一节性别研究的方法
第二节我国本土化的社会性别研究 小结 关键概念 思考题 阅读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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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东南亚各国第二产业中女性就业的大幅度
增加，东南亚各国大量的女性被吸引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中。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
司将增加值较低的生活活动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以维持和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竞争力。但在全球范围内，就业岗位是有限的，全球化并没有给全球女性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只是增加了就业岗位的跨地区、跨国家的流动机会。一些地区的女性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往往意味着
另一些地区的女性正面临失业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吸纳就业方面，全球化给了有实力的跨国公
司获得更廉价女性劳动力的机会。第三，大量关于全球化与性别的文献证实，发展对男女有不同的影
响。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相比男性劳动力而言，女性更能忍耐、更顺从、能够忍受较低的工资、较
差的工作环境和较长的工作时间，因此对妇女加入全球化过程的理解必须放入已经存在的“父权制关
系”中，这种关系包括意识形态，男性霸权的体制化。发展中国家男女间新资源和新机会的分布状况
深受父权制和跨国资本有关性别预设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投资和对核心国家国际贸易的依赖
程度与性别不平等水平相关。另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工厂中普遍存在的工作条件
，跨国公司或其子公司的工作条件比较优越，女性受雇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事实对东道国企业施加了
某些压力，迫使东道国企业改善工作条件以达到跨国公司的劳工标准。第四，人们曾相信随着科技时
代的来临，作为以知识比体力见长的工作内容的增加将有利于女性发展。但事实是，女性在信息通信
技术教育领域和信息通讯技术职业方面处于劣势。在英国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招收的女大学生比例
是最低的国家之一，女生约占20％；女性在信息通信技术劳动力中占三分之一。①可以说，通过以脑
力劳动替代体力劳动来显示女性就业优势的想法只是空想，因为职业场所中的逻辑并不简单以脑体劳
动相区别，而是与利益分配相关联。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妇女组织也具有了全球化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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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第2版)》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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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研究导论》

精彩短评

1、当当的书一直都很赞
2、佟新之作，理论实际相结合，深入浅出。
3、内容很好，全面、系统、条理，是理解社会性别研究的入门佳作。推荐！
4、作为入门教材吧
5、为什么每次购书都不是北京的发票，建议在发表那一栏中增加一个选项，即需要什么地方的发票
。
6、速度好快，效率好高
7、教科书，不过北大这系列的书对某领域入门还是挺好读的
8、观点很透彻很精辟专业性很强的书  不适合泛读。
9、研究论述的广度和尝试需要加强 。
10、这本书广度胜过深度，对于迄今为止重要的性别研究理论基本都有涉及，但是不够深入，而且自
我的阐发停留在案例分析的层面上。
11、论述很充分，比较完整地研究了人的社会性别是如何形成的。发人深省。男女平等是一个历史遗
留下来的问题，但要解决它，是多么困难啊。
12、很有诚意的教材，系统缜密。编辑不大负责，多有文字、排版差错。
13、社会性别理论较为经典的一本教材，值得一读！
14、社会性别研究教材。佟新老师literally是女权主义者！
15、当作教科书使用的
16、专业书籍，网上买比较实在，印刷不错
17、案例生动但阐发不深，渉题颇广但流于泛泛。女性主义理论的介述太笼统，应占更多篇幅。
18、这学期选了佟新老师的课，巨赞
19、专业性强，国内女性社会学的精品书籍，第二版后，具体事例分析更多，深入浅出，更耐人寻味
20、一个小时翻完。。。还记得这么多。。。楼主霸气
21、我初中两次三好学生名额是因为是女孩子“让”给别人的。我工作面试的时候，日企的人跟中智
的人说希望能够稳定一点的，女孩子安安稳稳做助理就好了。虽然我现在已经不稀罕什么唬人的加分
市三好，也不想做什么卖偏光板的破助理了，我仍然盼望着男女平权的那一天。今天美国小众的同性
恋都合法化了，与此同时，世界的一半人还在遭受种种隐性（？）的性别歧视。
22、Kinda observation. Some confusion exists according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dualists and student-readers
23、性别是被建构的，身体被塑造，爱情被神话。无处不在的吉登斯提出的现代性的亲密关系值得身
体力行。郑也夫在《代价论》中认为女性主义的正功能是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负功能是丧失了生活
的秩序，值得参考。
24、总体还不错，专业性强，如果不是真有兴趣建议不要买
25、很有诚意的一本教材。
26、老师推荐的，正在看，不错
27、不行了...完全不能认同女权主义><
28、还没具体看，下学期要用的教材，和专业相关的，应该不错。推荐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这次
快递很给力！
29、老师让买的专业方向的书，有待深入学习
30、　　在自习室花一个小时翻完了，很学术很死板的一本书。
　　记下些要点：
　　1）通过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思想来探究两性气质的差异，一般
而言，男性气质倾向于个体主义、客观性和关系疏离，常用性征为坚定，果敢，进取，领导才能以及
逻辑和条理。女性气质倾向于集体主义、主观性和亲密关系，常用性征为温柔、善良、顺从、情绪化
和亲和力。
　　2）男人解放运动涉及男性气质的单一性，“男性特权是一个陷阱，它对应的永远是压力和紧张
，它要求男性在一切场合有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这种情况有时会发展到荒谬的地步。”
　　3）“一个强奸犯能够与女性搭话，要求她注意，甚至进行身体侵犯，更大程度上仰仗的是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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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看待自己相对女性而言的社会位置，而不是所谓的体力上的优越感。他坚信自己比女性更有力量，
并能用这种力量去强奸她——这种信念比公认的那种力量的事实更值得人们去研究，因为这种信念的
效果往往造就一种男性权力，它成为强奸的缘由。”
　　又基于第二点的男性压力，“在不可能实现的男性气概的典型中很容易发现一种巨大的脆弱性原
则。这种巨大的脆弱性，自相矛盾地导致人们有时疯狂地投入到男性的暴力活动中。”
　　4）强奸受害者有罪论：“长得太性感，足以让男人们激动不已，难以把持”；“一个身体健康
的女性完全有可能抵抗强奸者”，潜在台词是被强奸是没有反抗的结果。；“谁让她过于相信一个人
”或者“如果一个女孩不约束自己，与伴侣过分亲热，那么这个女孩子也应当为她的行为负责。”
　　5）强奸受害者诉诸法律容易受到二次伤害，即以贞洁为内核的女性性道德观和不完善的案件审
理程序，使得受害人诉诸法律的行为对其造成更多的伤害。
　　6）公私领域的社会建构，把家庭事务设定为私人领域，致使婚姻暴力中的女性常常以“家丑不
可外扬”默默承受丈夫的暴力。父权制鼓励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权利，妻子作为丈夫的私有财产，丈
夫有权力管制妻子。父权制掩盖了丈夫对妻子暴力的性质，施行暴力的人不能得到法律制裁，也缺乏
舆论谴责，文化默许、纵容和助长暴力发生。
　　7）爱情中的男女，男方比女方更强调外表，通常会引起女性对身体的控制和节食，还会误导女
性更重视外在特征而忽视了行为和成就。强调人不能控制的特点，而非那些可以实现的品质会降低自
尊。
　　8）在社会意义上看，爱情有极强的工具性。爱情可以成为女性受到关注、得到名声和自尊的工
具；同时，为了获得所谓的关注、名声和自尊，女性又可以牺牲真正的爱情。从广告词“男人征服世
界，女人征服男人”中可以清晰看出来。
　　9）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成为看不见的、制度化的、合法化的产生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它
使女性自觉付出无报酬的劳动，因为她们相信，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默默无闻地从事家务劳动和
社会劳动是她们的“本分”；男性自觉地把取得社会地位和名誉视为自己的“天职”，不断给自己加
码，不仅要有份职业，养家糊口，还要负起光宗耀祖的责任。而有一项研究推测，与男性相比，英国
女性因为在家育儿的持续责任而损失了其一生可能收入的一半左右。
　　10）中国的两性职业发展存在三个问题：教育回报的性别分化，即同等的教育付出，收到的回报
是不同的；两性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在择业过程中，对女生的个人先赋特征如
性别、身高相貌和户口要求占主要，而对男性的自致性特征如学习成绩或专业户口要求占主要。
　　11）性别歧视表现在a.职业的性别隔离：垂直隔离和水平隔离。水平隔离是指女性主要从事简单
工作为主。垂直隔离指女性的工作集中在没有多少权力与提升机会的工作上。
　　12）b.妇女从事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和兼职工作。
　　13）c.两性的收入差距。两性收入差距主要源于最初工资和工资增长率的差别。女性最初工资并
不比男人低，但她们在某一职业中工作时间的不足，如生育等，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而男性由于在
同一领域工作的时间较长，很快会增加经验并超过女性工资的增长率。
　　14）广告的性别化：
　　广告中，男性主要突出头像，而女性突出身体。在广告中女模特的臀部、腿，腹部，肩膀和后背
出现的频率是男模特的4倍。女性比男性更经常穿着泳装。反映出四种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1.女性的
位置是在家里；2.女性不作重要决定，也不做重要的事‘3.女性依靠男人，需要男人的保护；4.男人首
先把女性看作性对象，他们对作为人的女性不感兴趣。
　　15）男性审美主体对于“选美”的影响。
　　16）女性美的规则具有政治功能。它使女性满足于无足轻重的工作，远离社会和政治斗争，热衷
于自己的外形而不是公共事务。
　　
　　
　　
　　
　　大概就记得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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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的笔记-第3页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女性或男性的界定依靠的是与文化相关的“社会印象”，这套“社会印象
”是固化的有关男女行为、穿着和交往行为的模式，这些模式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头脑中，人们以此来
规范自己的性别行为，并进行社会交往
社会性别的建构，仅仅是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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