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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形势对妇女的影响  

胡澎 

 

  女性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女性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开始形成规模，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较新的学科。它
是将占世界人口的一半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进行理论与实践跨学科领域研究。女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女性在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方面与男性共同参与。 
  女性在接受教育、就业、劳动、结婚、生子、离婚、养老等方面不仅与她所在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而且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女性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将更为紧密。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变化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政
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并将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就女性的研究也越来越显示了其重要性。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对女性各个方面产生诸多影响，而经济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国家经济状况的优劣直接影
响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而女性经济地位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又对女性的思想意识构成影响，特别是女性结婚观、
生育观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出生率的高低变化，而出生率的高低变化、人口的发展趋势对经济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日本这10年来经济始终处于低迷徘徊的低谷，这一经济形势在日本妇女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怎样的折射？给日本妇女带来
了什么？这些问题是作者期望解决的。要想正确描绘出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所受到的经济方面的影响，必须将日本妇女置于战后
以来日本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分析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日本妇女的状况，才能把握当今日本经济状况对日本妇女的生活和自身构
成了怎样影响，并对她们的将来发展趋势予以勾勒。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以下所探讨的日本妇女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变化
中，有许多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作用。经济因素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本文只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进行思考。 
  为了阐述战后50年来日本经济与日本妇女的关系，从女性史的角度我们将这段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5年到
1973年，为战败的经济复兴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73年到80年代末，为经济稳步增长时期到泡沫经济的崩溃。第
三个时期从90年代至今，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时期。这三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和停滞对日本妇女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思想意识
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对妇女的影响 

一） 战后经济复兴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日本战败后面临的是一片废墟的国土，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推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从制度改革上为日本妇女解放提供
了前提条件。对日本妇女而言获得参政权是具划时代意识的重要事件。1946年11月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婚姻基于男女双方自
愿基础之上，夫妻享有同等权利为基础，以相互协力而维持。”“关于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住居之选定、离婚以及其他
有关婚姻及家庭之事项，法律应以个人尊严及两性平等为依据而判定。1948年1月实施新民法，废除了封建“家”制度，进行了
旧的婚姻制度改革和继承制度改革，并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上进行了规定。传统家族制度被打碎，妇女地位有了较大提高。 
  日本战后于1946年在经济上采取“倾斜生产方式”，将煤炭、钢铁作为经济恢复的突破口，同时抓住朝鲜战争的机遇，发展
特需经济，使日本从1945到1955年以10年的时间在一片战后的废墟上将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1955年至1973年平均年增长率持
续保持在10%以上，成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一举世罕见的发展速度被称之为“日本奇迹”。 经济高速发展，生产热带
动消费热，当时“家电热”成为高速增长时代国民消费的一大特征。消费热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变，物质生活的改变又促使国民
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国民生活态度从传统的节俭转变为追求舒适。由于60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动，日本传统的家庭结
构发生很大变化，城市年轻的核心家庭和农村的老年核心家庭比例急增。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大家族转变为以夫
妻、未婚子女共同组成的“核心家庭”。 家庭关系从“父子轴心”转变为“夫妻轴心”。 

这一时期发生在妇女身上的显著变化有以下几点： 
1、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工厂和公司办公室从事事务工作的女性增多。1955年以来BG（business gril）和1965年以OL
(office gril)称呼的流行证明从事事务工作的都为年轻女性。我们也看到女性就业率虽增高，但多为年轻年龄层的短期就业，
工作年数都不长，即从学校毕业后工作到结婚辞职之间的几年时间。 

2、 60年代后半期以来女性就业M型曲线成为一种模式，具体而言就是20~24岁是女性工作的高峰期，25岁~34岁呈下降趋势，形
成低谷，35岁~50岁回升到高位，50岁后再度下滑。 

3、经济高速增长期是伴随着“专职家庭主妇化”的时期。主要的表现形式是25岁~34岁处于怀孕期和育儿期的妇女为主力的专职
家庭主妇大量涌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得工作单位和家庭逐渐分离。“男工作、女守家”的男女性别分工模
式在社会得到广泛的推广，并植根于日本社会。这里“女守家”的“家”已经不是封建意义上的为家庭所束缚的家，而多了一些
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现代家庭”的成分。60年代中期，“家庭主义”这一词汇曾被广泛运用。 
  “专职家庭主妇”的概念：要想对“专职家庭主妇”的概念进行定义，首先要区分与“主妇”这一概念的不同。“主妇”这
一概念一般是表示结了婚的女性。日本最早出现“主妇”这个词是在明治末期到大正期间妇女杂志。例如通过《主妇之友》、
《妇人俱乐部》等杂志传达给读者“主妇”一词的内涵。过去“主妇”这一词有生产劳动者、把握家政实权的意思。明治以后，
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工薪家庭出现。“主妇”的含义为：“近代家庭”里的消费者、后代的养育者、丈夫的贤内
助、从事家务劳动者。1二战前，日本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和个体经营，女性也是为了维持家业而从事生产劳动。低工资和就业
的不安定使得产生家庭主妇阶层的经济条件不完备，除少数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外，基本上没有专职家庭主妇。战后50年代、60年



代和70年代还分别出现过三次主妇论争。“专职家庭主妇”出现于1955年以后的经济高速成长期。东京学艺大学的山田昌弘对专
职家庭主妇做了这样的定义：自己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丈夫的收入的人。 

专职家庭主妇层涌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成为生产的主角，特别是钢铁、造船、重化工业等比重迅
速增长。在这些领域里对男性劳动力需求增大，以企业为家、追求企业效率的目标使得企业需要没有家务拖累，能够长时间工作
的雇用者。被称为日本型雇用的“终身雇用制”与“年功序列制”解除了男性从业人员失业、被解雇的不安。妇女离开工作岗
位，回归家庭，承担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责任对男性劳动者为企业发挥最大作用创造了条件，而企业回报给专职家庭主妇的是
基于“终身雇用制”与“年功序列制”的企业雇用制度是实现幸福家庭梦想与保障，具体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使得企业能够保障提
供给男性劳动者稳定的和不断增加的收入。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的工资大幅度上涨。进入消费型社会后，只要努力就会
实现理想家庭的观念深入人心。加班加点工作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勤勤恳恳为企业工作会有升迁的机会，而收入的增多和
丈夫职位的升迁也使得专职家庭主妇看到了希望，使她们能够安心于服务家庭。因此日本从战后到70年代，专职家庭主妇适应了
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丈夫收入不断增加的期待，也抑制夫妻之间的不满情绪。当时的离婚率保持少有的较低水平，
1963年的离婚率（每千人的离婚件数）仅为0.73。 

第二，日本政策不鼓励夫妻双方工作的。双方都工作的夫妻在税收和保险的交纳上与丈夫一方工作的夫妇相差很大，对专职家庭
主妇采取了保护措施。 

第三，日本企业在思想观念、雇用、工资待遇、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均根深蒂固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社会制度的不完
善，造成了妇女就职困难、晋升困难、再就业的困难。企业中男女工资差距比较大。据劳动省勤劳统计调查表明1973年女性月工
资为76324日元，只占男性月工资的53.1%。从年龄段上来看，刚工作时男女工资差别并不大，但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拉大距离。
1973年统计表明35岁到39岁的女性平均工资只占男性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这种男女在收入和晋升等方面的不平等抑制了妇女结
婚生子后做职业妇女的愿望，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妇女结婚生子后辞职回家做专职家庭主妇的作用。 

第四，日本1947年至1950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育高峰”，当时的托幼体制不够完善，难以承担大量儿童的保育任务，妇女留
在家中担负起家务劳动和育儿重担也成为无可选择的命运。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妇女并不是直接参与社会工作，推动经济
发展，而是作为专职家庭主妇承担了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责任，支持了丈夫的工作，间接参与了日本经济建设和发展，这是日
本不同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之处。 

二） 经济稳定增长时期到“泡沫经济”的崩溃 
  1973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为克服石油危机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谋求经济稳步回升。到70年代
后半期，日本成为了西方国家中遭受石油危机后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并在1981年到198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甚微。
80年代，日本经济大国地位更加突出，成为全世界金融大国、债权大国和投资大国。1987年人均GNP超过了美国。80年代的第三
次消费革命旨在实现以追求个性、追求创造性为其特征的“自我实现的需求欲望”。“泡沫经济”膨胀时期，对经济形势的盲目
乐观使得国民卷入消费热潮之中，1989年、1990年民间最终消费增长率连续两年高达4.2%。2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善和提高了
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促进了日本社会文化生活与国民意识的变化。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在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中流意识是社会意识变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大多数国民对大众消费生活的“满足度”和社会的相对安定被称为“中流意识的
成熟化”和“中流意识的广泛化”。据统计具有中流意识的女性要高出男性5个百分点。可见经济状况与妇女对生活满足感是呈
正比的。 
  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日本社会发展的转折点，由此经济高速增长结束，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同样石油危机也是日本妇女的
一个转折点。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发生在妇女身上变化主要是日本妇女“M”型就业模式的变化。通常日本女性平均生命周期
为25到30岁之间结婚，35岁前生第一胎，40岁之前专心养育孩子。为结婚或生孩子而辞职的妇女基本会在40岁前后再就业，但多
为从事临时工作。80年代随就业机会扩大、女性高学历化、出生率降低，自由时间增加等原因，女性雇用者人数由1955年的531
万人，上升到1984年的1518万人，近30年上升了将近3倍，特别是女性临时工劳动者的增加十分显著。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量
涌现的专职家庭主妇阶层，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变化，即做一定年数的专职主妇后，再就业率大幅度升高，家庭主妇从事临时
工、钟点工的人数增多。1982年有配偶的女性劳动力达到50%，日本女性结婚后从事专职主妇这一模式发生动摇，结婚后并不辞
掉工作，而是待生孩子再辞掉工作的女性增多。 
  家庭主妇从事临时工或钟点工这一就业形态最早出现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妇女就业人口中，已婚、中高年龄段的主妇层占
大多数，家庭主妇从事的临时工作的内容被限定在工资报酬较低的辅助性单纯劳动上面。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第三
产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吸收大量的女性劳动力。二是从高速增长期开始，男性渐渐成为“企业战士”，生活和工作都要以企业
为中心。他们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要担负家庭的生活开支，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男性承受着工作上的极大压力，不得不将
大部分精力投入工作，将家务和养育孩子的任务交给妻子。专职家庭主妇如果想要出去工作，只能选择不影响家务和养育孩子的
临时工、钟点工形态的就业方式。三是石油危机后，日本企业受到影响。专职家庭主妇对男性劳动者的收入增加的期待变得难以
实现。妻子为了补贴家用而外出做临时工的人数逐年增多。专职主妇向兼职主妇转变。四是日本女性思想意识的提高。70年代前
期受西方女性运动的影响，日本妇女开始反思男女不平等现状，逐渐抛弃夫唱妇随的传统夫妻关系向朋友式的夫妻关系转变。
“新家庭主义”和80年代后半期“男女共同兼顾工作和家庭”口号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认同专职家庭主妇并不是唯
一的生活方式，而是众多生活方式的一种，希望能够兼顾事业和家庭中的妇女有增多趋势。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对妇女的影响 

一）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状况 

  由于日本在80年代沉醉于一时的繁荣，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到来时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特别是金融改革的潮流和信息化
潮流，再有日本体制存在弊端，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等，导致日本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长期积聚的各种矛盾集中显露了
出来，尤其是1987年日本“泡沫经济”由膨胀走向破灭，使得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逐渐后退和萧条，陷入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
经济停滞状态。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金融业不良债权问题严重，失业问题严峻。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逐渐摆脱泡
沫经济影响日渐好转的日本经济重又跌入了谷底，失业率迅速上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1999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为4.7%，2000年
上半年完全失业率一直处于4.6%-4.9%的历史高位。200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减速，日本经济也受到影响。2001年年
初以来，日本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第二、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连续负增长。美国“9.11”恐怖事件以后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
军事打击，使得已陷入低迷状态的日本经济形势更为严峻。这对国民消费心理、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据民间调查公司帝国数据库
日前发表的2001年度上半期企业破产状况调查表明，2001年4月到9月破产企业达9665家，破产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2%，10月份的
完全失业率达到5.4%，创历史最高记录。长时期陷于不景气的日本经济，给日本妇女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二）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对日本妇女的影响 

1、对日本妇女就业的影响 
“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企业经济环境日趋严峻，有的企业宣布倒闭，有的企业为度过难关，纷纷裁减人员，降低成本，战后
被称为日本企业三大法宝之中两宝的“终身雇用制”和“年终序列制”面临崩溃。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日本妇女在就业、工作
等方面不能不受到影响。 
  据《平成12年版工作女性现状》表明，2000年女性雇佣者人数为2140万人，比前年增加了1.1%，已经持续三年增长。女性占
雇用总数的比例比前一年上升了0.3%个百分点。首次达到40.0%。2000年女性正常雇用增加了5万人，临时雇用也大幅度持续增加
了21万人。女性从事工作最多的产业是服务业。2000年从女性就职的职业上看，从事事务工作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专门的技术的
职业从事者，专门的技术职业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10万人。女性雇用者呈现年龄增高、有配偶的增多、工作年数延长的特征。
1998年女性劳动者平均工作年数为8年，平均工作年数在10年以上的占女性总数的30%。1999年的女性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数8.5
年。 
  据总务省统计局《劳动力调查》表明， M型就业曲线的中部低谷的30~34岁年龄段的妇女，2000年劳动力率为57.1%，比10年
前上升了5.4%，显示了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离职率降低，再就业率有所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说明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怀孕期和育
儿期选择继续工作。据2001年10月25日厚生劳动省的《社会福利设施等调查概况》（2000年10月1日至现在）的结果表明，保育
所的低龄幼儿每年呈增加的趋势，一岁以内的婴儿首次突破了4万人。早晨7点半，到晚上6点半以后的保育所的工作时间也延
长，占40.3%。政府为支持职业女性的育儿，增加未满3岁儿童入托的保育所。3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日本女性就业率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上升趋势，其原因何在呢？这里女性临时雇用的增长起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雇用形态上分正规雇用和非正规雇用两种。正规的公司职员和从业员属正规雇用，其他形态的雇用则为非正规雇
用。非正规雇用中包括临时雇用，临时雇用的定义是一天的劳动时间或一周的劳动日少于一般劳动者的常用劳动者，具体说就是
“一周从事工作时间不超过35小时的短时间雇用者”。临时工和正常工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在身份、雇用期间、
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均有着差别。有调查表明20岁—30岁年龄段的女性多为正规公司职员或劳动者，占到7成，而30岁以上的
女性多为从事临时工或钟点工的非正规劳动者。 
  妇女选择临时工就业形态的人数增加，以及企业愿意采用女性临时工的做法是与当时经济状况相关联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
期，如1965年劳动省的《女子临时工雇用调查》表明采用企业采用女性临时工的理由，有31%的单位认为由于年轻的男性劳动力
不足，只好采用女性临时工。石油危机后企业雇用女性临时工的理由大多是为了缩减经费，因为付给女性报酬要低于男性。1990
年劳动省《临时工劳动者综合时态调查》表明，有36.9%的单位采用女性临时工的理由是因为业务量增加，36.4%的单位认为采用
女性临时工是为了处理一天中最忙的时间段。由此看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采用女性作为临时工的理由是为了补充劳动
力，石油危机后的经济不振时期是为了节减经费，90年代第三产业的发展，计算机广泛应用，情报信息处理和办公室自动化等因
素使得女性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由此可见，女性临时工的雇用受景气的变化和劳动市场变化的影响。 
  妇女出去工作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不得已而出去工作和自觉自愿出去工作。后者是希望在工作中，或通过社会实现自我价
值。前者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大。如经济低迷造成失业率上升，失业家庭的妻子为了家庭生计不得不外出工作；企业效益不好，丈
夫工资收入降低，单靠丈夫一人的收入家庭经济难免紧张，妻子必须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另外随着近年离婚率逐年上升，离婚
后单身母亲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外出工作。当然家庭主妇选择临时工的就业形态也与日本家庭少子化问题、妇女在孩子稍
大后有空余时间、家务劳动简单化以及希望工作家庭兼顾女性增多等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在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上呈现多样化特征，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妇女创业”的兴起。一些妇女
找到她们的兴趣和才能发挥的结合点，创办了废旧物品再利用中心、建立网站、成立软件公司、社区里家庭主妇组织起来成立快
餐服务中心等等。妇女创业的出现与日本妇女的高学历化、思想意识的变化、日本政府的鼓励、信息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另
外，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带来了收入的减少，子女教育费相对增加的压力使得妇女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寻找机会。另外，近年
来“在家工作”这一21世纪新型工作方式受到越来越多高学历、有一技之长的妇女的欢迎，它有效解决了职业与家庭兼顾之间的
矛盾。据调查表明有四分之三选择“在家工作”的人员是女性，其中有孩子的女性占到了一半，她们多处于30岁至40岁的年龄
段，且呈现高学历特征。90年代，在更为年轻一代的女性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更为自由、更为体现个性、不愿受约束的“自由打工
者”的工作形态。她们不在乎工作是否正式或长久，而把工作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工作不再被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逐渐与
生活分离。她们更在乎每一天过得是否快乐。 
  持续低迷、不振的经济形势对女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比较大。各企业在录用新人时均缩减了名额。女大学生的就职更为雪上加
霜，就职签约率比男学生低很多，被称为“超级冰河期”。2000年新毕业生就业市场情况恶化，大学毕业的女性就业率为
57.1%，比前一年降低了2.7%。 

3、 对婚姻和家庭的影响 
  日本社会的少子化、晚婚化、非婚化和离婚率增高等问题的产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日本经济环境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其中
一个重要的因素。 
  1999年日本妇女一生平均所生子女数降到了1.34，创历史新高。少子化问题已成为困绕日本的最为深刻问题。少子化是伴随
着二、三十岁人晚婚化和非婚化而产生的。另外，近年来日本男女平均初婚年龄逐年增高。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8.8岁，
女性为27岁，而1970年则为男性26.9岁，女性24岁。90年代以来男女初婚平均年龄每年都在升高，大都市未婚男女比例更高。关
于晚婚化和非婚化的原因，1998年厚生省白皮书中曾指出，“非婚化的原因是年轻一代没有结婚和育儿的梦想”。不少经济学家
和社会学家都对此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如：经济不景气，企业面临强大的生存竞争，企业劳动者收入下降，就业困难，职业缺乏
安全感；年轻人在经济上不够宽裕，有些自顾不暇，对未来缺乏自信，所以暂时不考虑结婚和育儿。另外女性高学历化使得女性
拥有工作人数增加，经济上愈加自立，如果结婚、生子会失去许多即得利益，因此不想因结婚而放弃现有工作的女性也逐渐增
多。也有人认为如果女性与男性一同参与社会工作，一起承担家务劳动和育儿会使出生率升高；也有人认为年轻女性不想结婚是
因为在父母身边生活较优越，她们不想因为结婚而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选择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寄生”
单身贵族增加。 
  1999年婚姻件数为 76万2011对，比前一年的 78万4595对减少了2万2584对。结婚率为（人口千对）6.1，前一年为6.3。人
口动态统计1999年全日本的单身家庭，即离开家庭、或不成立家庭一个人生活的单身几乎占了总户数的四分之一，而这一急速
“单身化”的先导就是女性。 
  近年来日本离婚率有增高趋势。1999年平均每两分七秒就有一对夫妇离婚，创历史最高记录。据人口动态统计1999年离婚件
数为25万538对，比前一年的24万3183对增加了7355对。离婚率（每千人离婚对数）为2.00，比前一年提高1.94个百分点。经济
不景气，丈夫收入下降，不仅影响到家庭的经济状况，还带来了夫妻关系的摩擦、裂变和整合。有调查表明从劳动者的收入状况
来看，不少家庭中丈夫的收入有所减少，妻子的收入有所增加。妻子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增大，意味着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增大，
妻子地位的提高。这使得原有的家庭经济关系以及家庭地位的重新建构。在丈夫失业的家庭，夫妻关系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近
年来日本离婚率上升很难说其中没有经济的因素。 

3、对妇女思想意识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妇女思想意识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关于“男工作，女守家”的固有观念问题，总理府2000年《男女共同参画舆
论调查》表明赞成这一想法的占25.0%，不赞同的有48.3%，男性赞同的比例和女性不赞成的比例较高。在日本妇女的工作观问题
上，赞同女性没有工作的占4.1%，赞同妇女“结婚前拥有工作”的占7.8%，认为女性“在生孩子前有工作好”的占10.4%，赞成



女性“有了孩子后辞掉工作，待孩子稍大再工作”的人占37.6%，赞同“即便有了孩子也要继续工作”的占33.1%、比1995年的调
查上升了2.9个百分点。女性赞同“有了孩子后辞掉工作，待孩子稍大再工作”的比例较高。现在持“即便结婚也要继续工作”
的想法的女性人数呈上升趋势。但男性思想意识较为落后和保守，很多表示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希望妻子能留在家里做全职太
太。 
  择偶观的变化也是一个突出的特征。经济状况的优劣对妇女的择偶观也产生影响。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蒸蒸日上的时代，日
本女青年的择偶要求是“三高”，即收入高、学历高、身材高。她们对男性的收入要求为年薪1000万日圆以上。“三高”是日本
泡沫经济的产物。妻子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丈夫的收入，丈夫的高收入可以使她们实现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而随泡沫经济的崩
溃，“三高”的择偶标准被大打折扣。当今对于婚姻观，中老年女性和青年女性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对中老年女性来讲，在她
们年轻时正值日本经济发展时期，稳定和富裕的生活需要自己去创造。不结婚而想得到经济的保障，精神的安定和社会的信赖比
较困难。而当今年轻女性从小就生活在物质极大富足的社会，她们认为婚姻并不是不可缺少的，结婚不结婚对她们的生活没有太
大的意义。比较中老年女性对于结婚与否的关心，年轻女性似乎更关心自己有无亲密的伴侣。在年轻女性身上越来越多地体现出
性与婚姻的分离，而且非婚非同居型（既不结婚又不同居的生活方式）增加是日本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一个特殊现象。 

4、信息化社会对日本妇女的影响 
  尽管过去的10多年时间，日本经济徘徊不前，但给日本妇女带来的是有利有弊、危机与希望、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经济一
体化正在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特征，其中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因特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的发展使得金融业、服务业、流
通业、信息处理等适合妇女的职业领域增加，给日本妇女就业和发展提供了与男子同样的机遇与条件。在信息化时代日本妇女完
全可以利用此次革命赢得与男子同样的地位。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带给女性以新的机遇，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她们的才
华，使得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受到致命的挑战。在日本妇女逐步发挥自身才华和能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
经济地位会逐步提高，与男性所得到的报酬将趋于接近，日本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会大为提高。互联网的发展还为日本
妇女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空间，女性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空间，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网上接交朋友，
倾诉烦恼，互相鼓励，交流信息，探讨生活方式以及育儿问题。信息化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对妇女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
将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妇女的发展趋势 

  尽管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10年之久的低迷不振，但它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基础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具有相
当的实力。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人力资源上国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资金方面拥有巨额个人金融资产和外汇储备，是世
界第一大债权国和贸易黑字国；在技术方面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对科研开发的投入无论在经费方面还是在研究者人数方面都
仅次于美国。因此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并没有动摇，仍具有强大的整体 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对于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
应持乐观态度，只要日本积极进行改革，经济应该能够再现活力。 
  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再兴离不开妇女的参与。女性所具备的个性和创造力是丰富和充满活力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老
龄化和少子化日趋严峻的进程中，如何有效利用女性劳动力来弥补劳动人口不足称为摆在面前的重要问题。要想达到真正的男女
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还需在许多方面进行努力和改进。日本政府为了发挥妇女的作用，使之积极参与经济和社
会生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仍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女大学毕业生就职状况严峻；非正规雇用的女性增加；民间企业工作的
女性三分之二年收入在300万元以下，属于低收入者；女性在妊娠、生产和育儿期的工作欲望高涨，却难以实现；女性在管理职
位、行政职位的数目增长缓慢；还有56%的町村议会没有女性议员；家庭暴力和工作单位性骚扰现象仍然存在。 
  21世纪日本妇女将在如下方面发生变化。第一，日本妇女将趋向于更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职
业。第二，信息化将使日本妇女的活动空间大为拓展，施展自身才能。第三，日本妇女的婚姻观念将会发生更大变化。她们将按
自己的意愿处理诸如婚姻和恋爱等问题。第四，未婚化、晚婚化现象依然是下个世纪的一个突出问题。离婚率的增高看来也不可
避免。如果没有更为有效的政策出台和条件的改善，少子化的现象仍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困扰日本。第五，越来越多的妇女
将走向政坛，参与社会发展规划，走向管理职位的妇女人数将增多。第六、事业和家庭兼顾的模式将被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实
践。 
  日本女性问题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也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未来日本如何发展。相信随着日本经济逐
步走出低谷，日本妇女会逐步改善目前的状况，更好地完善和发展自我，在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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