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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护还是限制——女性禁忌劳动范围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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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4月6日，湖南省冷水江市东塘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9名遇难者中4名为女

性。 

    事件发生后，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媒体追问，政府部门和有关妇女组织纷纷表示了

对此事件的关注。耐人寻味的是，无论专家学者，还是政府部门、妇女组织，都一致认

为，矿主不该雇佣女性，女性不能从事井下工作。 

    这种看法容易为人所理解，因为这是出于对妇女的保护，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令人不能忽视的是，女性从事矿山井下的工作，冷水江并非唯一，更非偶然。

据媒体报道，冷水江矿难中遇难女工有的已在井下工作了13年之久。湖南省劳动厅组织

的4个检查组分赴各地矿山检查，检查组对冷水江市70多家煤矿、6家非煤矿山共计4713

名职工进行检查，查出其中有女性249人。往前追溯，早在2004年，黑龙江鸡

西“2·23”矿难的死难者中，也有女工。 

    媒体调查显示，女性选择从事这样工作的原因在于贫困、该工作的高收入以及寻找

相类似工作的艰难。 

    对女性提供特殊保护是必要的，但对女性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女性就业权

的限制。在当今就业机会稀缺、女性就业难和无法获得充分就业保障的情况下，我们能

否改变传统的思维，允许女性下井工作，并进而对其他女性禁忌劳动放开限制？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对女性提供特殊劳动保护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和惯例，也是国际

劳工组织和妇女组织所一贯倡导的，在一些国际公约和建议书中，以及很多国家的法律

中，都对女性禁忌劳动范围作了范围不等的规定。 

    1919年4号建议书提出，为保护妇女和儿童不发生铅中毒，根据铅对生殖功能的危

害，建议应禁止妇女从事使用锌和铅的作业，但能够遵守安全防护和保健措施时，可以

允许； 

    1921年第13号公约中，提出禁止在使用含有铅白和铅的硫酸盐作颜料的油漆涂装作

业中使用女工； 

    1935年45号公约(1984年我国政府承认了这个公约)提出，各类矿山（指自地下开采

物质的各种公私企业）井下作业中，不得使用任何年龄的妇女； 

    1960年114号建议书提出，对从事放射性工作的育龄妇女，应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其

不受强烈电离辐射的影响； 

    1967年172号公约规定，不得分配妇女从事人力或手工搬重物的负重作业； 

    1971年136号建议书提出，孕妇及乳母不应从事接触苯及含苯的化合物的作业； 

    联合国《消除针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我国1980年批准）对妇女劳动安全健

康、产假、孕期等也提出了特殊保护。 

    很多国家也制定法律，保护妇女远离长时间劳动、井下作业或在某一温度下工作。 

    我国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

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对女职工形成了一系列特殊保护制度，规定了女职工通常不能

从事的劳动范围，包括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业伐木、归楞及流放作业；一定劳动强度的



作业；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以及电力、电信行业高处架线作业；某些负重

作业。同时规定女职工生理机能变化期的特殊保护，如经期、已婚待孕期、孕期、产期

和哺乳期的保护。 

    对女职工提供如此广泛的保护，是基于女职工生理机能及身体特点不同于男性。北

京大学教授贾俊玲指出，“根据劳动卫生学的观察与研究，由于女性身体结构的特点及

生理机能与男性不同，特别是女性有月经、妊娠、分娩、哺乳等生理机能的变化过程，

在同样作业环境下，职业性有害因素，将会对女性身体健康产生特殊的不良影响,……

如在重体力劳动下，有可能影响生殖器官的位置和功能；同样强度的劳动条件，男女所

受的影响不同。 

    另外，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是女职工抚育子女的需要。孕期接触具有胚胎毒性的物

质并达到一定剂量时，容易造成胚胎的死亡或胎儿的畸形。哺乳期妇女接触高剂量的化

学物质时，有导致乳儿中毒的危险。” 

    但这种思维定势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些国家，甚至一些妇女组织正在考虑要改

变这种禁忌劳动范围过宽的现状。因为，这种保护性措施已经成为女性广泛就业的障

碍。 

    挪威一位劳动法专家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妇女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工作，这

些保护性规定可能成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严重障碍。更主要的是，它们妨碍了女性

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因此加重了妇女的依赖性而不是增强其独立性和平等性。” 

    这种观点已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认可。联合国条约监督机构将保护性措施审查为

隐性的歧视，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审查乌克兰共和国国家报告时指出，国家限制妇女从

事夜班或其他领域的工作等保护性劳动具有潜在的歧视性。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已放开女性禁忌劳动范围，女性可以从事以前不能从事的

工作。比如，美国和挪威，已允许女性走进矿山井下。 

    在美国，井下作业也曾经拒绝女人，但后来，在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压力

下，矿主们向女工开放了井下岗位，这些岗位能使女工们拿到较高的薪水。记述美国一

起颇具影响力的职场性骚扰的传记作品——《洛伊斯的故事》展示了这一过程。20世纪

70年代，洛伊斯成为美国第一代女矿工，美国的矿业公司允许她们不再仅仅从事外围的

服务性工作，而是穿戴上靴子、防护服和头灯，和男人一起在矿山里作业。 

    在美国民间妇女运动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法律作出规定，政府签约人及其代理人可

以不依据各州的“保护性立法”拒绝录用合格的女申请人。这些保护性立法包括禁止妇

女从事某种职业、限制工作时间、禁止她们举起一定重量，在这种条件下工作与否由女

性自己选择。 

    韩国目前正在考虑缩小女性禁忌劳动范围，韩国政府拟采取适合市场需要的未来价

值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其中与女性直接相关的就是使保护女性规定更加现实化。韩国政

府认为，现在的过度保护政策导致了女性就业机会的减少。韩国的妇女团体也赞同政府

的态度，提出时间上的保护、夜间劳动的保护应取消，应当只将保护母性的规定保留下

来。 

    在一些国家，女性特殊保护也并不像我国那样宽泛。根据德国《母亲保护法》的规

定，对女性的特殊保护仅限于女性怀孕及以后一段时间，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五期保

护”。 

    我国台湾关于女工工作限制的规定也在变化。台湾“劳工安全卫生法”（1974年公

布）的原则是，雇主不得使女工从事危险性或有害性工作，像祖国大陆一样，台湾对女

性工作限制范围也是比较宽泛的，但在宽泛性规定中，有例外，也有所变化。 

    首先，台湾对女性的工作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对一定人群有所松动。 

    其次，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可以放开对女性工作的限制。比如，1991年台湾规

定，鉴于渔业不景气，渔村妇女可以在一定情况下，随其配偶或直系亲属在一定吨位的

渔船工作；台湾原规定女性不能从事高架作业，1992年已解除此限制。 

    我国关于女性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很多都是多年前的规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劳动条件的改善，过去不宜妇女从事的工作，有一些已对妇女消除了不利影响，因此，

随着立法背景的变化，专家建议，应该重新审视女性禁忌劳动范围，并作出相应的调

整。 

    在讨论中，学者提出的一个反对女工下矿的重要理由是太危险。其实，矿山井下的

工作对男性和女性具有同样的危险性，男性比女性更多死于矿难，就已证明了这点。所

以，避免矿难危险，意味着要对所有工人，而不只是针对女性加强安全保护。 

    还有人提出，之所以规定对女性的保护，是由于女性的体力不能胜任工作。在《洛



伊斯故事》中，洛伊斯和后来的女矿工都逐渐在体力上胜任了矿上的工作。而在我国，

虽然不再提倡“男人能干的女的也能干”，但不能排除有些女性体力确实与男性相当，

甚至超过某些男性。现实中，女性在矿山长期工作也已经证明了女性有这样的体能。 

    到底如何调整，这就涉及一个判断标准问题。某项工作是否对女性设限，应该从女

性身体的特殊性来考量。 

    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保护女性的母性问题，如果某项工作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会损

及女性的生育能力、生育质量，以及对孩子的哺育，那么这项工作，就应该限制女性进

入；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一项工作对男女两性影响的差异，如果某项工作对女性身

体的损害远远大于对男性的损害，这项工作应限制女性进入。当然，这两个判断标准也

会涉及对男性的保护问题，正如上面所述，生育质量不仅取决于女性，也取决于男性；

一项工作可能对男性的身体损害远远大于对女性的损害。无论如何，在判断一项工作对

男女两性的影响时，都取决于科学的论证，需要用科学数据来支撑。 

    让女性从事某项以前被限制从事的工作，将是赋予女性的一种权利，因为，是否从

事某项工作，女性将自己来选择。如果缩小了禁忌劳动范围，雇主也不再能借口禁忌劳

动范围而拒绝雇佣女性。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在讨论修改《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时，曾有人提出对女

性的过度保护，会减少女性就业发展机会。但从这次冷水江事件后各方的反应来看，再

也找不到当年这种思考的影子，希望本文成为重新探讨的一个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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