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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男女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会显著影响女性的工作意愿和职业成就动机，从而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本

文利用2020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项目数据，通过“男女分工”观念、“女人婚姻”观念和“男人

家务”观念三个性别角色观念来分析其对女性就业和工作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三种性别角色观念

中，男女分工观念、女人婚姻观念对女性群体的非农就业率、受雇于他人(固定雇主)、是否签订合同存

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男人家务观念对女性群体的就业影响则不明确。同时男女分工观念和女人的婚

姻观念还会对女性的工作收入产生负面的影响，越认同“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则可能导致女性工作收入水平下降。男女分工观念和女人婚姻观念对城乡女性的工

作总收入都会产生影响，但是相对来说对城镇户籍女性产生的影响要比对农村户籍女性的影响大。除了

非农就业中城乡女性受到的性别角色观念影响相近，是否受雇于他人(固定雇主)、是否签订合同、是否

全职工作三种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都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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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ception of gender roles by men and women significantly affects women’s work willingness 
and career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reby affecting 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decision- 
making. This article uses project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to ana-
lyze the impact of gender role concepts such as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women’s marriage”, 
and “men’s household chores” on women’s employment and work incom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mong the three gender role concepts, the concept of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oncept 
of women’s marriage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rate 
of female groups, employment with others (fixed employers), and whether to sign contracts. 
However, the impact of men’s household chores on the employment of female groups is not clear.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women’s marriage 
concept can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women’s work income. The more people agree that 
“men prioritize career, women prioritize family”, and “women do better than marry”, it may lead 
to a decrease in women’s work income level.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the concept of women’s marriage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total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women, but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impact on urban women with registered residence reg-
istr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rural women with registered residence registration. Except for the 
similar impact of gender role concepts on urban and rural women i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re are significant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gender role concepts on women’s 
employment, including whether they are employed by others (fixed employers), whether they sign 
contracts, and whether they work ful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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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保护女性权益和维护性别平等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方面，但

是社会各个方面男女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体现，除了

制度、经济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劳动者的文化观念特别是性别角色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封建

社会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女性“三从四德”，社会盛行“男尊女卑”的观念，即使新中国成立后推

行男女平等的国策，这样的传统封建思想依然束缚着现代女性。传统观念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男

人应以事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受这样的观念影响，女性在劳动

参与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更多的歧视，部分企业单位认为女性的能力不如男性，其工作能力、稳定性、

付出努力的程度由于女性要照顾家庭，因此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相比男性更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即使是

同样的岗位也会出现男性的工资更高的现象。研究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工作收入的影响，对促进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可以促进社会文化进步，更好地维护女性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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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女性在参与就业过程中，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石

智雷、余驰根据对于城乡的数据进行归纳和分析发现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产生了负

向的影响[1]。李旻、赵连阁等利用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 2000~2004 年农村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

数据的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年龄、家中是否有 6 岁及以下子女、家中是否有 15 岁以上在校学生、

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等会影响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2]。陈春霞分析得出年龄、婚姻、

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成员的影响最为显著，农业妇女剩余劳动力出外求职趋向与年龄段的关联呈现出“倒

U 型”的特点，并在婚龄左右到达峰值；家庭原因对农业未婚和已婚妇女劳动力的发展程度有差别，对

后者的负面影响要高于前者。对已婚妇女而言家庭内部男女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行为具有互补性和替代性，

关键取决于家庭成员对女性劳动力的依赖程度[3]。张川川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发现生育子女

数量的增加使得城镇已婚妇女显著减少劳动的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

[4]。陈琳研究表明女性的就业往往很多都会与劳动供给的经典理论相结合来展开研究，劳动供给理论认

为工资率水平的上升会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正的替代效应，另一种是负的收入效应，总收入水平以及工

资率的提高都会促使替代效应的减少[5]。 
性别角色观念是人们对与它是人们对与性别相关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角色分工的态度与看法，也是反

映一个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男女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会显著影响女性的工作意愿和职业成

就动机，从而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和职业发展轨迹[6]。传统性别角色强调女性对家庭的责任，不鼓

励女性参与社会就业。张川川、王靖雯利用使用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分析发现，性别角色

观念越传统的地区，女性从事受雇佣工作的概率越低，从业女性的工资收入也越低[7]。卿石松基于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传统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8]。通过对

女性劳动力参与影响因素、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女性在劳动力就业市

场上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传统的性别观念角色是否会对女性就业产生不一样的

影响，特别是基于城乡差异、个人婚姻状况等因素，本文沿袭过往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性别角色观

念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同时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工作总收入的影响。借鉴过往学者的研究方法

的，由于性别角色观念涉及个人主观上对配偶的观念，因此加入了女性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女性对配

偶经济上的满意度和对家务上的满意度这一控制变量，希望能在前人的研究上做出一点边际贡献。 

3.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构建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该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

的变迁，其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

庭成员。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女性劳动力，其年龄范围是 18~55 岁，剔除缺失数据后，有效样本量为

604。本文关注四个与女性就业相关的内容包括：工作性质(y1)；工作所有者(y2)；是否签订合同(y3)；是

否全职(y4)。以上四个方面对应的问卷题目是：1) 这份工作是农业工作(农、林、牧、副、渔)还是非农工

作；2) 这份工作是为自己/自家干活还是受雇于他人/他家/组织/单位/公司；3) 在这份工作中是否签订了

合同，这里的合同包含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录用协议；4) 从调查至今是否有过全职工作的经历。从这

几个方面能够更好的衡量女性的就业质量。如果女性是非农工作、受雇于他人/固定雇主、签订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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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职工作则记为 1；反之，女性从事农业工作，为自己干活/无固定雇主、未签订合同、非全职工作则

记为 0。其次从女性的工作总收入(income)角度来衡量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工作总收入包括

工资、奖金、现金福利、实物补贴，但不包括税和五险一金。 

3.1.2. 解释变量 
性别角色观念的变量来自 CFPS2020 数据中主观态度调查问卷部分。调查问卷中：第一，“男女分

工，即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x2)；第二，“女人婚姻，即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x2)；
第三，“男人家务，即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x3)；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需要被访

问者对这些说法进行打分。第一、第二个问题被访问者越不赞同，即打分越低则可以认为被访问者的男

女角色观念越平等。第三个问题则是被访问者越赞同，即打分越高则可以认为被访问者的男女角色观念

越平等。 

3.1.3. 控制变量 
参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女性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婚姻状况、户籍

性质等；同时考虑家庭的影响，包括家庭中 16 岁以下子女的数量，女性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女性对配偶

经济贡献的满意度，女性对配偶家务贡献的满意度。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教育的主要标准，对增加女性

就业人数、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工资收入具有积极影响[9]。对于婚姻状况不同的女性就业的积极性和必

要性也不同。单身女性要维持生活，需要参与工作；已婚女性可能由丈夫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

而不需要工作，也有可能迫于生活压力需要参与工作[10]。农民集中就业于工作条件差、工资收入低的行

业，普遍处于低质量就业状态。户籍歧视被视为农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主要障碍[11]。目前我国城乡劳动力

市场依旧存在较为严重的就业隔离现象，劳动者拥有城镇户籍能显著提高其进入公有制单位的概率[12]。
子女照料对已婚女性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子女照料对已婚女性就业概率及周工作时间存在负向影

响[13]。而女性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尤其是对配偶经济上的满意度高，说明被访问者家庭经济压力小，

可能更看重生活质量，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对闲暇的需求越来越多，减少劳动供给，就业参与率变低。 

3.2. 描述性统计 

表 1 是本文所有相关变量的名称、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全样本 66.6%的

女性个体从事非农工作，其中 58.4%的女性受雇于固定雇主，57.7%的个体签订了合同，52%的女性是全

职工作。在性别角色观念中，关于“男女分工”x1、“女人婚姻”x2 的得分均值分别是 3.192、3.224，
标准偏差均大于 1，说明受访女性对“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的说法的认可程度比较居中，处于一般的态度。关于“男人家务”x3 的得分均值则是 4.25，说明大部分

受访女性认可男性应当承担一半的家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y1 非农就业/农业工作 6048 0.666 0.472 0 1 

y2 有无固定雇主 6048 0.584 0.493 0 1 

y3 是否签订合同 3535 0.577 0.494 0 1 

y4 是否全职 6048 0.52 0.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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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x1 男女分工 6048 3.192 1.376 1 5 

x2 女人婚姻 6048 3.224 1.364 1 5 

x3 男人家务 6048 4.252 0.938 1 5 

age 年龄 6048 39.244 9.879 18 55 

edu 受教育年限 6048 9.31 5.061 0 16 

party 党员 6048 0.066 0.249 0 1 

marriage 婚姻状况 6048 0.842 0.365 0 1 

hukou 户籍 6048 0.281 0.449 0 1 

child16n 家庭中 16 岁以下子女数 6048 1.391 1.434 0 13 

satisfymarg 婚姻满意度 5189 4.268 0.932 1 5 

satisfyeco 经济满意度 5189 4.089 1.057 1 5 

satisfyhw 家务满意度 5189 3.662 1.259 1 5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不同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将性别角色观念变量进行 0~1 处理。其中

“男女分工”x1、“女人婚姻”x2 指标中，将持有“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的观念定义为 1，
其他的为 0；“男人家务”x3 指标中，将持有“非常同意”、“比较同意”的观念定义为 1，其他的为 0。
表 2 是不同性别角色观念下女性就业参与的统计分析。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无论对以上三种性别角色观

念的态度是持同意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参与非农就业的女性均大于农业就业的女性。从性别角色

观念的“男女分工”x1，“女人婚姻”x2 来看，不认可“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的女性群体，其非农就业率、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合同、全职工作的比例

比持肯定观点的女性群体高。从性别角色观念的“男人家务”x3 来看，认可“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的

观点，其非农就业率，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合同、全职工作的比例比持否定观点的女性群体高。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men’s employment participation under different gender role concepts 
表 2. 不同性别角色观念下女性就业参与对比分析 

变量 
x1 x2 x3 

1 0 1 0 1 0 

y1 
1 0.867 0.577 0.811 0.605 0.668 0.594 

0 0.132 0.422 0.188 0.394 0.331 0.405 

y2 
1 0.775 0.501 0.708 0.533 0.588 0.502 

0 0.224 0.498 0.291 0.466 0.411 0.497 

y3 
1 0.531 0.253 0.47 0.282 0.342 0.208 

0 0.244 0.248 0.237 0.251 0.245 0.289 

y4 
1 0.714 0.435 0.656 0.536 0.524 0.417 

0 0.285 0.564 0.343 0.463 0.475 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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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基于婚姻状况、户籍状况的不同，对女性的就业参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表 3 是分析结果。相

比与已婚女性，未婚女性的非农就业率，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合同、全职工作的比例更高，分别高出

了 44.9%、64.5%、102%、60.9%。相比与农村户籍女性，城镇户籍女性群体非农就业参与率、受雇于固

定雇主、签订合同、全职工作的比例相对更高。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emale employment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and registered residence status 
表 3. 不同婚姻状况、户籍身份的女性就业参与对比分析 

变量 
婚姻状况 户籍 

已婚 未婚 城镇 农村 

y1 
1 0.621 0.9 0.909 0.57 

0 0.378 0.1 0.091 0.43 

y2 
1 0.53 0.872 0.811 0.495 

0 0.469 0.127 0.189 0.505 

y3 
1 0.29 0.587 0.569 0.246 

0 0.24 0.127 0.242 0.249 

y4 
1 0.474 0.763 0.723 0.44 

0 0.525 0.237 0.277 0.56 

3.3. 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女性就业和工作收入的影响程度，首先从女性群体的工作性质、工作所

有者、是否签订合同、是否全职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其次从女性的工作总收入

进行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模型如下： 

( ) ( )1Prob Y F c Attitude Z uα β= = + ⋅ + +                          (1) 

jobincome c Attitude Z uα β= + ⋅ + +                             (2) 

其中，模型(1)中 ( )F ∗ 是二项分布的离散概率函数，模型(2)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Attitude 为性别角色观

念变量，Z 为其他控制变量，α、β 为相应的待估计参数，用来反应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工作总收

入的影响，u 为随机扰动项。 

4. 实证分析 

4.1. 估计结果分析 

表 4 汇报了全样本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女性就业的全样本估计结果，在观念 x1、x2 中，变量系数均是

负数，但显著水平存在差异。y1、y2、y3、y4 的回归中，“男女分工观念 x1，即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

以家庭为主”对女性个体的非农就业、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合同、全职工作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且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其系数分别是−0.136、−0.086、−0.082、−0.105。“女人婚姻观念 x2，即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对女性个体的非农就业、签订合同、全职关系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其显著水平存在差异；

对女性是否受雇于固定雇主存在着负向影响，但不显著。“男人家务观念 x3，即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

对女性个体存在着正向影响，其显著水平不一，说明越是认可男人应承担家务，越能促进女性个体的就

业参与；除了对女性个体是否受雇于固定雇主不显著外，对女性个体的非农参与、签订合同、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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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影响，其系数分别是 0.039、0.058、0.075。这说明男性承担一半家务可以增加女性的个人时间，

其选择工作的机会更多，有利于增加女性就业参与。 
 

Table 4. Full sample estimation of gender role concept and female employment 
表 4. 性别角色观念与女性就业的全样本估计 

变量 
(1) (2) 

y1 y1 y1 y2 y2 y2 

x1 −0.136***   −0.086***   

 (0.018)   (0.016)   

x2  −0.082***   −0.016  

  (0.016)   (0.015)  

x3   0.039*   0.033 

   (0.021)   (0.02) 

age −0.029 −0.031*** −0.032*** −0.027*** −0.029*** −0.029***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edu 0.106*** 0.112*** 0.117*** 0.082*** 0.089*** 0.09*** 

 (0.006) (0.006) (0.005) (0.005) (0.005) (0.005) 

party1 −0.097 −0.086 −0.063 0.146 0.155* 0.158* 

 (0.107) (0.106) (0.107) (0.093) (0.093) (0.093) 

marriage −0.166 −0.154 −0.167 −0.292** −0.29** −0.292** 

 (0.139) (0.139) (0.138) (0.12) (0.119) (0.119) 

hukou 0.827*** 0.837*** 0.841*** 0.58*** 0.593*** 0.593*** 

 (0.058) (0.058) (0.058) (0.049) (0.049) (0.049) 

child16n −0.068*** −0.068*** −0.069*** −0.069*** −0.07*** −0.07*** 

 (0.016) (0.016) (0.016) (0.015) (0.015) (0.015) 

satisfymarg 0.022 0.01 0.002 0.039 0.029 0.026 

 (0.028) (0.028) (0.028) (0.026) (0.026) (0.026) 

satisfyeco −0.069*** −0.072*** −0.068*** −0.124*** −0.125*** −0.124*** 

 (0.025) (.025) (0.025) (0.023) (0.023) (0.023) 

satisfyhw −0.035* −0.045** −0.051*** 0.014 0.006 0.005 

 (0.02) (0.02) (0.02) (0.018) (0.018) (0.018) 

_cons 1.54*** 1.469*** 1.095*** 1.285*** 1.148*** 0.97*** 

 (0.214) (0.214) (0.226) (0.194) (0.195) (0.208) 

Observations 5189 5189 5189 5189 5189 5189 

Pseudo R2 0.289 0.284 0.28 0.207 0.203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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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3) (4) 

y3 y3 y3 y4 y4 y4 

x1 −0.082***   −0.105***   

 (0.021)   (0.016)   

x2  −0.05**   −0.051***  

  (0.02)   (0.015)  

x3   0.058**   0.075*** 

   (0.028)   (0.02) 

age −0.001 −0.002 −0.003 −0.013*** −0.015*** −0.016*** 

 (0.004) (0.004) (0.004) (0.003) (0.003) (0.003) 

edu 0.096*** 0.1*** 0.102*** 0.073*** 0.078*** 0.082*** 

 (0.007) (0.007) (0.007) (0.005) (0.005) (0.005) 

party1 −0.009 −0.004 0.002 0.315*** 0.321*** 0.328*** 

 (0.095) (0.095) (0.094) (0.087) (0.087) (0.087) 

marriage −0.099 −0.092 −0.102 −0.223** −0.214** −0.223** 

 (0.113) (0.113) (0.113) (0.106) (0.106) (0.106) 

hukou 00.317*** 00.32*** 00.322*** 00.424*** 00.437*** 00.439*** 

 (0.058) (0.058) (0.058) (0.047) (0.047) (0.047) 

child16n −0.03 −0.032 −0.032* −0.055*** −0.056*** −0.057*** 

 (0.02) (0.02) (0.02) (0.014) (0.014) (0.014) 

satisfymarg 0.092** 0.083** 0.077** 0.065** 0.055** 0.05* 

 (0.037) (0.036) (0.036) (0.026) (0.026) (0.026) 

satisfyeco −0.065** −0.069** −0.065** −0.083*** −0.087*** −0.085*** 

 (0.031) (0.031) (0.031) (0.023) (0.023) (0.023) 

satisfyhw 0.015 0.014 0.012 0.007 0 −0.004 

 (0.024) (0.024) (0.024) (0.018) (0.018) (0.018) 

_cons −0.787*** −0.814*** −1.197*** 0.402** 0.324* −0.124 

 (0.237) (0.239) (0.261) (0.183) (0.184) (0.198) 

Observations 2796 2796 2796 5189 5189 5189 

Pseudo R2 0.126 0.123 0.123 0.154 0.15 0.1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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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年龄对女性就业存在着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在不同年龄阶段，女性参与

劳动的意愿并不一样，同时由于客观的就业环境不利年长的劳动力就业，所以年长的女性群体更倾向于

选择退出劳动市场。同时婚姻状况、家中 16 岁以下子女数对女性群体的就业参与也表现出负相关关系，

女性进入婚姻后，由于传统男女分工观念的影响，女性更多的精力时间投入到家庭当中，使得女性的就

业选择范围降低，同时雇主对女性结婚后的婚育担忧也会使得女性被雇佣的概率降低。女性对婚姻的整

体满意程度并不影响其选择何种工作(非农就业或农业工作)和是否选择固定雇主，但是会对其是否签订合

同、是否全职存在正向影响，但是显著水平存在差异，总体可以说明女性越满意其婚姻越有可能选择签

订合同和全职工作。进一步将婚姻满意程度分为：经济满意程度和家务满意程度，可以发现，婚姻的经

济满意程度与女性就业参与存在着负向关系，可能是男方的经济能力越强，女性获得的经济支持越多，其

家经济压力小，女性可能更看重生活质量，对闲暇的需求越来越多，减少劳动供给，因此就业参与变低。 

4.2. 异质性分析 

为了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工作收入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根据户籍身份不同，对不同户籍性质的

女性工作收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中的结果显示，性别角色观念对全样本产生负向影

响，其中“男女分工观念 x1”“女人婚姻观念 x2”与女性就业的负相关关系在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说明越认同“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其工作总收入

可能越低。从户籍城乡差异来看，性别角色观念对工作总收入产生负向影响，与全样本的结果保持一致，

但显著水平有差异。相比农村户籍女性而言，城镇女性越认同“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其工作总收入受到的影响更大，但“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对城

镇女性工作总收入的影响仅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 x3”则对女性工作总收入没

有显著影响。 
 

Table 5. The impact of gender role concept on urban and rural women’s work income 
表 5. 性别角色观念对城乡女性工作收入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城镇 农村 

jobincome jobincome jobincome 

x1 −2123.353*** −3153.975*** −1801.912*** 

 −538.933 −1067.157 −528.463 

N 2472 1003 1469 

R² 0.214 0.18 0.146 

x2 −1325.717*** −1786.01* −1152.492** 

 −506.917 −995.625 −498.319 

N 2472 1003 1469 

R² 0.214 0.175 0.143 

x3 −34.049 −1200.237 875.356 

 −716.071 −1498.789 −675.704 

N 2472 1003 1469 

R² 0.214 0.17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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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汇报了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城乡差异影响估计结果。在是否非农就业的样本估计中可以

看出，观念 x1、x2 对城乡女性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且两者系数比较接近，不存在城乡差距，虽然观念

x3 对城乡女性就业存在正向影响，且对城镇女性就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但是统计结果不显著。在是否受

雇于他人的样本估计中可以看出，观念 x1 对农村女性的就业影响更明显，其系数为−0.091，且在 1%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观念 x2 则对是否受雇于他人没有明显影响。相比农村女性，观念 x3 对城镇女性就业

受雇于他人产生正向影响，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越认同“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越有利于城

镇女性就业。在是否签订合同中，越认同“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观念，签订劳动合同

的概率越低，且对城镇女性的影响比对农村女性的影响要小，两者的系数分别是−0.075 和−0.082。在是

否全职就业中，观念 x1 和观念 x2 对城镇女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农村女性则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且都

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对女性是否全职就业存在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

对城镇女性的影响系数比对农村女性的影响系数大，两者的系数分别是 0.088 和 0.69。 
 

Table 6.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gender role concept on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in female employment 
表 6. 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城乡差异统计分析 

变量 
非农就业 Y1 受雇于他人 Y2 是否签订合同 Y3 是否全职 Y4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x1 −0.136*** −0.13*** −0.061* −0.091*** −0.075** −0.082*** −0.04 −0.126*** 

 (0.045) (0.019) (0.033) (0.019) (0.034) (0.027) (0.031) (0.019) 

N 1407 3782 1407 3782 1113 1683 1407 3782 

R2 0.268 0.211 0.139 0.153 0.069 0.1 0.15 0.095 

x2 −0.073* −0.08*** −0.026 −0.01 −0.09*** −0.022 −0.033 −0.056*** 

 (0.042) (0.018) (0.032) (0.017) (0.032) (0.025) (0.029) (0.017) 

N 1407 3782 1407 3782 1113 1683 1407 3782 

R2 0.261 0.206 0.137 0.148 0.072 0.096 0.15 0.088 

x3 0.077 0.03 0.115*** 0.009 0.038 0.07** 0.088** 0.069*** 

 (0.056) (0.023) (0.043) (0.023) (0.046) (0.035) (0.041) (0.023) 

N 1407 3782 1407 3782 1113 1683 1407 3782 

R2 0.26 0.203 0.137 0.148 0.066 0.098 0.152 0.088 

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更换检验方法，对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从表 7 中可以看出，观念 x1、观念 x2 对女性群体的非农就业率、是否受雇于他人(固定雇主)、是

否签订合同、是否全职工作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越认同“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越不利于女性就业参与。通过替换检验方法得出的结论与前文基本

保持一致，说明实证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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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obust test: OLS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7. 稳健性检验：OLS 回归分析 

变量 y1 y2 y3 y4 

x1 −0.043*** −0.034*** −0.03*** −0.041*** 

 (0.005) (0.005) (0.007) (0.005) 

N 5189 5189 2796 5189 

R2 0.292 0.232 0.152 0.182 

x2 −0.026*** −0.008* −0.019*** −0.02*** 

 (0.005) (0.005) (0.007) (0.005) 

N 5189 5189 2796 5189 

R2 0.292 0.226 0.15 0.176 

x3 0.011* 0.013* 0.022** 0.028*** 

 (0.006) (0.006) (0.01) (0.007) 

N 5189 5189 2796 5189 

R2 0.287 0.227 0.149 0.176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20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数据，研究了性别

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在三种性别角色观念中，男女分工观念、女人婚姻观念对女性群体的非农

就业率、受雇于他人(固定雇主)、是否签订合同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男人家务观念对女性群体的就

业影响则不明确。同时男女分工观念和女人的婚姻观念还会对女性的工作收入产生负面的影响，越认同

“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则可能导致女性工作收入水平下降。

男女分工观念和女人婚姻观念对城乡女性的工作总收入都会产生影响，但是相对来说对城镇户籍女性产

生的影响要比对农村户籍女性的影响大。除了非农就业中城乡女性受到的性别角色观念影响相近，是否

受雇于他人(固定雇主)、是否签订合同、是否全职工作三种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都存在着显著

的城乡差异。 
结合前文内容，本文就促进女性就业，改善女性就业质量、提高女性工作收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通过教育投入等手段，打破固有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促进性别角色观念的改变，积极唤醒男女

两性的社会性别意识，自觉养成男女平等的生活方式。为实现真正意义的两性平等就业，工作与家庭之

间的协调政策应着眼于两性的平等分担，制定促进男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与家务劳动的激励手段，具体

政策措施可包括，增加参与教育和培训项目的途径，提高两性对非陈规的学习和工作领域的人力资本投

资。第二，政府应投入更多的家庭照料支持，减少女性的育儿压力和照料老人的压力。在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的地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也会更重，有些地方甚至由女性来单独承担照顾子女以及赡养老人的

家庭责任，因此应完善生育保障制度，生育成本由社会共同承担，增加女性的就业意愿。第三，政府应

通过建立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性别平等和反就业歧视政策体系，帮助女性提高其劳动参与、职业地位和工

资收入，缩小与男性的差距，进而营造性别平等的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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