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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社会是由家庭组成，女性又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

谐。通过对文献的汇总整理，结合城市女性的实际情况，可构建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量表，包括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和夫妻

和谐等。利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可进行人口特征的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历、收入在女性家

庭地位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特征中的学历、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

自主权、经济地位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夫妻和谐作为调节效应也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

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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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是由家庭组成，女性又是家庭中重要的一
员，女性的地位因此涉及到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家庭

地位，二是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母系氏族社

会，从事采集业的女性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上，

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

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

用越来越大，并逐步代替女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

庭地位开始下降。特别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女

性不仅不能支配和占有资源，反而成为一种资源，家

庭地位极其低下，更谈不上社会地位。“五四运动”

后，女性开始从封建枷锁中挣脱出来，走上社会。新

中国成立后，女性更是成为劳动大军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家庭的收入格

局和夫妻收入结构的改变，女性的家庭地位得以提

升，而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提高又有助于和谐文明

社会的构建。本文主要通过对女性家庭地位的调查，

探讨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提高

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假设

１．理论模型的构建
女性家庭地位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包括女性对家

庭资源的占有、控制和自主使用的权力，还包括在家中

的威望，受尊敬程度以及对家庭义务的承担等方面。

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国内人口学、社会学、妇

女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对中国女性家庭地位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贺峻峰
［１］
通过问卷调查提出了五个关于男女

平等和女性权利态度的问题，对两性性别角色和家

务分担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得出女性不仅承担传

统角色还承担了社会角色的负担，而大部分家务也

是由女性来完成。王金洪
［２］
通过对拉萨市与山南

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认为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

状况方面越来越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宗教因素的影

响变小。徐安琪
［３］
通过民主平等、和谐互信、和睦

融洽等特征来描述女性家庭地位和生活质量的现

状，认为婚姻质量是衡量生活质量和稳定婚姻关系

的主要指标。孙秀艳
［４］
提出市场经济这把“双刃

剑”带来的诸多变化不仅使女性就业机会增加、平

等的性别意识提高，也使女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龚继红、钟涨宝等
［５］
以荆门市某村为样本，分析得

出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和妇女家庭地位满

意度有直接的影响。徐安琪
［６］
通过对上海、兰州城

乡２２００个样本的抽样调查发现，传统的性别角色意
识不仅未见衰落甚至出现更加定型化的态势，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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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家庭角色选择的自由度也未随之相应递增。

郑东芳
［７］
提出女性由于家务劳动、工作压力等等多

方面因素，往往会引发夫妻冲突，而和谐家庭的建立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对女性家庭地位的研究现

在比较多，也比较深入。由于这些研究有的集中在

两性定位和家务分担上，有的集中在婚姻状况方面，

有的集中在女性的经济地位上，涉及的方面还较少。

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两性社会性

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女性多承担）、家庭重大事

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和经济地位作为直接影

响因素，夫妻和谐作为调节变量来分析城市女性家

庭地位满意程度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在文献研究的

基础上发现，影响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通过整理汇总，得出了影响女性家庭地位满

意度的理论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理论模型

　　 ２．研究假设
不同文献对社会性别定位的看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男性为主，一种是男女平等，社会性别意识

从以男性为主到男女平等的实现，从改革开放初期

的“二保一”型的家庭到“比翼双飞”型的家庭
［８］
，男

女双方都意识到只有双方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夫妻

二人在精神层面上才不会拉开距离。家务劳动没有

进入市场，不会产生社会经济价值，家务劳动只是一

种义务劳动，会分散承担者的精力。徐安琪
［９］
指出

家务劳动不均衡会使女性产生不公平感，情绪低落，

对婚姻不满。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和个人事务自主

权是女性家庭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女性在这两个

方面的权力越大
［１０］
，家庭地位满意度就越高。经济

地位的评价指标有两个，一个是财产使用决定权，一

个是收入来源
［１１］
。女性经济地位越高，家庭地位满

意度越高。夫妻和谐，婚姻幸福感指数增强，有利于

和谐家庭的建立。徐安琪
［１２］
认为妇女在家庭生活

各方面的自主权和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受到

夫妻协调方式的限制，由此本文认为夫妻和谐可对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起到调节作用。综上所

述，可提出如下假设（图１）：
Ｈ１ａ：以男性为主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具有负向影响

Ｈ１ｂ：男女平等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具
有正向影响

Ｈ２：家务分担情况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具有负向影响

Ｈ３：重大事务决定权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
度具有正向影响

Ｈ４：个人事务自主权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
度具有正向影响

Ｈ５ａ：财产使用决定权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
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Ｈ５ｂ：收入来源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具
有正向影响

Ｈ６ａ：夫妻和谐对以男性为主与城市女性家庭
地位满意度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Ｈ６ｂ：夫妻和谐对男女平等与城市女性家庭地
位满意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Ｈ６ｃ：夫妻和谐对家务分担情况与城市女性家
庭地位满意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Ｈ６ｄ：夫妻和谐对重大事务决定权与城市女性
家庭地位满意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Ｈ６ｅ：夫妻和谐对个人事务自主权与城市女性
家庭地位满意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Ｈ６ｆ：夫妻和谐对财产使用决定权与城市女性家
庭地位满意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Ｈ６ｇ：夫妻和谐对收入来源与城市女性家庭地
位满意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笔者课题组设计的《城市女

性家庭地位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已婚的

城市女性。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样本选

择在天津、石家庄、沈阳、济南等城市，主要采取现场

作答的形式，共发放问卷 ９３０份，回收 ９２８份，回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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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９９．７９％，其中有效问卷 ９２４份，有效问卷率达
９９．５７％。该问卷是针对城市女性在家庭地位满意
程度、两性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

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以及夫妻和

谐等方面状况的总体调查。

２．测量量表的确定
为了保证所用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尽可能

使用以前相关研究中的量表。各个潜变量的测量尺

度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划分，分别以 １、２、３、
４、５分进行量化测度。家庭地位满意度指标主要参
考龚继红等

［５］
的研究，共有 ７个题项，分别是“您对

您家务分担情况的态度”、“您对您家庭重大事务的

决定权的态度”等。社会性别定位主要参考徐安

琪
［１０］
的研究，共有１２个题项，分别是“男人以事业

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应该在经济上独立”

等。家务分担情况主要参考贺峻峰
［１］
的研究，共有

６个题项，分别是“采购食品”、“做饭”等。家庭重
大事务决定权和个人事务自主权主要参考徐安

琪
［１０］
的研究，都是有 ６个题项，家庭重大事务决定

权的题项分别是“买电视等一般奢侈品”、“买房子”

等，个人事务自主权的各个题项是“购买个人一般

消费品”、“购买个人高档消费品”等。经济地位主

要参考徐安琪
［６］
的研究，共有六个题项，分别是“您

家的人情开支主要由您决定”、“您家的日常经济开

支由您决定”等。夫妻和谐的题项分别是“相互尊

重信任对方”、“你们夫妻经常谈心”等。

３．研究方法
本研究用各潜变量的测量题项作探索性因子分

析，证明结构效度较好，社会性别定位共有两个因

素，分别命名为“以男性为主”和“男女平等”，家务

分担情况只有一个因素命名为“家务分担情况”（正

向是女性承担），重大事务决定权只有一个因素命

名为“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只有一个

因素命名为“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有两个因

素，命名为“财产使用决定权”和“收入来源”（主要

是男性收入），夫妻和谐只有一个因素命名为“夫妻

和谐”。

在因素分析完成后，为了进一步了解问卷的可

靠性与有效性，又对所使用的量表进行了内部性一

致检验，女性家庭地位满意程度的信度系数是

０．８８６，社会性别定位的信度系数是 ０．７４４，家务分
担情况的信度系数是 ０．８３９，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
权的信度系数是 ０．８４９，个人事务自主权的信度系

数是０．８３０，经济地位的信度系数是 ０．７５７，夫妻和
谐的信度系数是 ０．７８１，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
好。运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其中
运用方差分析比较人口特征在家庭地位满意度方面

的差异，运用回归分析探讨各因素对女性家庭地位

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三、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实证分析

１．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

从表１可知，在 ９２４个样本中，年龄分布合理，
通过年龄平均值、中位数、众数比较大小，其基本相

等呈正态分布；通过女性和男性文化程度比较，女性

跟男性还有一定差距，但这种差异与以前相比正在

逐步缩小。在收入比较中，４０００元以下收入中女性
比例占到了７７．２％，而男性占 ５０．５％，通过所占比
例比较，说明女性收入与男性收入差距还很大。

表１　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

被试项目 样本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年龄

３０以下
３０－４０
４０－５０
５０以上

２３１
４０８
１９４
９１

２５．０
４４．２
２１．０
９．８

２５．０
６９．２
９０．２
１００．０

女性学历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３１２
２７２
２６８
６６
６

３３．８
２９．４
２９．０
７．１
０．６

３３．８
６３．２
９２．２
９９．４
１００．０

男性学历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２３２
２４２
３４６
８４
１８

２５．２
２６．２
３７．５
９．１
２．０

２５．２
５１．４
８８．９
９８．０
１００．０

女性收入

１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以上

１１９
３３１
２５８
１２９
８０

１３
３６．１
２８．１
１４．１
８．７

１３
４９．１
７７．２
９１．３
１００．０

男性收入

１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以上

２３
１３７
３０５
２００
２５５

２．５
１４．９
３３．２
２１．７
２７．７

２．５
１７．４
５０．５
７２．３
１００．０

　　２．基于人口特征的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差
异分析

从表 ２可知，不同年龄段的城市女性在家庭地
位满意度（Ｐ＝０．３０３＞０．０５）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主
要是不论在哪个年龄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

水平的提高，衣食住行得到解决，人们在物质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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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满足的情况下又可以增加精神方面的享受，家庭

地位满意度有了很大的改善。城市女性的最终学历

不同在家庭地位满意度（Ｐ＝０．０１５＜０．０５）存在显
著差异。进一步 ＬＳＤ分析表明，高中毕业及以下学
历的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平均得分均低于其

表２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在人口特征方面的方差分析

变量 差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值平方 Ｆ值 显著性

年龄

组间

组内

总和

７６．１０６
１９１２５．０３０
１９２０１．１３６

３
９１７
９２０

２５．３６９
２０．８５６
　

１．２１６
　
　

．３０３
　
　

学历

组间

组内

总和

２５７．４５０
１８９４３．６８６
１９２０１．１３６

４
９１６
９２０

６４．３６３
２０．６８１
　

３．１１２
　
　

．０１５
　
　

收入

组间

组内

总和

５８０．１１６
１８４３６．８４２
１９０１６．９５８

５
９０８
９１３

１１６．０２３
２０．３０５
　

５．７１４
　
　

．０００
　
　

他学历的女性，分别是 －０．６７７、－１．２２３、－０．７６３、
－３．１７３。收入不同的城市女性在家庭地位满意度
（Ｐ＝０＜０．０５）存在显著差异，每个人的收入都是家
庭经济来源之一，收入越高家中的生活水平也就越

高，从而在家中的财政支配权也就越大。

３．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采用回归来分析以上提出的假

设，由于要分析调节效应，将变量进行中心化
［１４］
。

影响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先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再将夫妻和谐与各

个变量相乘后，单独放在各自模型中，调节效应显

著。但是，夫妻和谐与各个变量相乘后，整体放入模

型９中，除与个人事务自主权和财产使用自主权的
调节效应显著外，其余的调节效应都不显著。

表３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直接效应

以男性为主 －０．０８７ －０．２５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１
男女平等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０．９３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 －１．１５１

家务分担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１ －０．３６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７
重大事务决定权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７ ０．２０８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７ ０．３５５
个人事务自主权 ０．２７９ ０．２１４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３ －０．０９８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４ －０．２５８
财产使用决定权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８ －０．５３２ ０．０７８ １．０２６

收入来源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０．８６８ ０．０２６４
调节效应

以男性为主 ×夫妻
和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男女平等 ×夫妻和
谐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８

家务分担 ×夫妻和
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重大事务 ×夫妻和
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个人事务 ×夫妻和
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财产使用 ×夫妻和
谐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１

收入来源 ×夫妻和
谐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常数 １６．８４８ １９．２８８ １９．５３０ １８．９９３ １９．０３９ １８．９３６ １９．６０２ １９．３６６ １９．１６４

Ｒ２ ０．３４８ ０．４０２ ０．４１３ ０．４０７ ０．４０３ ０．４１０ ０．４０１ ０．４０４ ０．４２２

Ｆ
显著性（Ｐ）

１７．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２１．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２２．５７７
０．０００

２１．７５５
０．０００

２１．２３９
０．０００

２２．０７３
０．０００

２２．０７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９９５
０．０００

１３．４５３
０．０００

　　表示 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从表３可知，在模型１中，以男性为主对城市女
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Ｈ１ａ得到验
证。男女平等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负向影

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Ｈ１ｂ不成立。家务分担情况
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Ｈ２
得到验证。重大事务决定权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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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Ｈ３得到验证。个人事务自
主权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Ｈ４得到验证。财产决定权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
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Ｈ５ａ得到验证。收入来
源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Ｈ５ｂ得到验证。温忠麟等［１４］
认为在原模型中增加

一个调节变量，只要增大，则调节效应明显。但一般

的判定标准是增加的调节变量的系数（ｃ）只要显著
的不为０即原假设（：ｃ＝０）不成立，则调节效应明
显，本文用后面一个判定标准。

表４　假设检验汇总表

假设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

意度样本检验

Ｈ１ａ以男性为主→城市女性家庭地位
满意度（－）

支持

Ｈ１ａ男女平等→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
意度（＋）

不支持

Ｈ２家务分担→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
度（－）

支持

Ｈ３重大事务决定权→城市女性家庭地
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４个人事务自主权→城市女性家庭地
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５ａ财产使用决定权→城市女性家庭
地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５ｂ收入来源→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
意度（－）

支持

Ｈ６ａ以男性为主 ×夫妻和谐→城市女
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６ｂ男女平等 ×夫妻和谐→城市女性
家庭地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６ｃ家务分担 ×夫妻和谐→城市女性
家庭地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６ｄ重大事务决定权 ×夫妻和谐→城
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６ｅ个人事务自主权 ×夫妻和谐→城
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６ｆ财产使用决定权 ×夫妻和谐→城
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支持

Ｈ６ｇ收入来源 ×夫妻和谐→城市女性
家庭地位满意度（＋）

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１．以男性为主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男女平等影响不显著。男女平等的

社会文化对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虽然没有显著影

响，但是社会文化如果是以男性为主，女性的家庭地

位满意度却会大大降低。中国几千年来受封建传统

的约束，在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男女

平等，例如男女出生比例的不平衡发展、男女寿命均

延长的情况下男女不同龄退休、女性升职中的“玻

璃天花板现象”等等都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应当

利用网络、通讯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在整个社会上加

大宣传，承认男女在身体结构差异的情况下实现真

正意义的男女平等，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将大大

提高。

２．家务分担情况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次调查中，家务劳动仍是女

性承担较多，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女性在繁重

的家务劳动下，工作方面的投入就会减少，其他各种

机会就会相应地减少。应当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居

民收入，使大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样既可以增加

工作岗位，又可以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

３．重大事务决定权和个人事务自主权对城市女
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家庭中，

谁对家中财产的控制权和拥有权大，谁的威信就高；

控制权和拥有权越大，威信就越高。

先前的女性，她们遵从“男主外女主内”，放弃

了自己大好的前程，安于在家中相夫教子，结果不仅

不能实现个人价值，反而与社会越来越脱节，与爱人

的差距越来越大，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几乎没有，

个人事务自主权丧失，使双方在无形中产生一种不

平等，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大大下降。国家应当鼓

励女性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做贡献，有自己的

见解。

４．经济地位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显著
的影响。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经济收入都是基础，

经济地位起决定作用。而女性的在家中的经济地位

主要取决于女性在社会的经济地位
［１５］
，在现实社会

中女性已经进入各行各业，与男性一样在为社会作

贡献，但是从收入可以看到，女性收入还是比男性

低，经济地位受到一定限制。而且在寻找工作时男

女同等知识、能力、经验条件下，用人单位还是倾向

于雇佣男性，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无疑会使女性在

就业方面落后于男性。女性社交网络的狭窄，使女

性在各个行业中位于高级职位的人数也要远远少于

男性人数。国家应当发挥监督功能，使各个企业在

招聘升职环节上给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权力，为女性

平等就业和升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５．夫妻和谐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夫妻和谐是家庭的稳定器，夫妻冲突是家庭

稳定的拦路虎。夫妻的和谐有利于创造稳定的家庭

环境，不论是对夫妻、对老人还是对孩子，都有利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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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夫妻和谐无论是在家务分担还是在其他

义务上，都会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夫妻和谐在生活

工作中就会相互尊重、相互鼓励、共同发展、共同进

步。社会大环境的文明进步，有利于和谐家庭的建

立，不论是网络还是影视，都应加大对尊重、理解、仁

爱、包容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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