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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战结束后加速发展的全球化给当时严峻的性别冲突带来了新的考验。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

南希·弗雷泽对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宏观考察和细密分析，细密而深层次地剖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正义问题，从而系统诠释了自己的正义思想。她尖锐地洞察到了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和新矛盾，深刻独

到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公平现象，恰当无情地揭露了传统正义理论无视性别的观点，其理论有着

深厚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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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ed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severe 
gender conflict at that tim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pluralism, Nancy Fraser 
made a macro inspection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n which she lived, and ex-
plained the justice issues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n a detailed and deep way, thus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ing her own justice thoughts. She has a sharp insight into the new challenges and contra-
dic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deeply and uniquely criticized the false fairness in th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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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 society, and appropriately and ruthlessly exposed the view that traditional justice theories ig-
nore gender. Her theory has a deep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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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个现实的批判家和理论家，同时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南希·弗雷泽通过

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构想、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总结以及与相关学者的辩论和交流逐步建

构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正义思想并不断丰富充实，她的女性主义正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源，

其内蕴也体现了她鲜明的个人追求。 

2. 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思想的基本意涵 

弗雷泽认为，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女性仍未能将命运和话语权紧攥

在自己手中。通过对现实中女性遭受的不公待遇的批判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总结，她将女性解放的愿

景嵌入一个新的坐标体系中去，追求女性的经济平等和文化认同，鼓励女性勇于表达自我诉求的同时还

试图争取获得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代表权。 

2.1. 对女性平等的再呼吁 

在弗雷泽看来，女性本就在生产领域处于经济上被压迫和文化上被歧视的恶劣境地，那么这种境地

理应在分配领域理得到矫正，女性理应在分配领域得到补偿。经济社会中女性普遍承担着人口的繁衍、

子女养育、老人照料等家庭责任，这种劳动付出往往被忽视成为隐形劳动，被给予低报酬甚至是零报酬。

在如此分工结构下，剥削和疏远使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弗雷泽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使女性大部分从

事不被认可价值的低报酬劳动，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和不正当待遇，资本和家长制又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

艰难困境，她强调追求女性平等的再分配仍是女性解放无法跨越的“卡夫丁山谷”。弗雷泽是在调和再

分配与承认的正义理论，并主张用“经济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元主义”来解决再分配与承认之间的矛盾，

引起了长达多年的学术争论，其包含再分配和承认维度的女性主义思想也遭到了众多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和挑战。 

2.2. 对女性差异化的差异的承认 

弗雷泽指出，在文化价值层面，女性依附于男性规范而遭遇的轻视暴力等一系列伤害，其价值始终

未得到承认。在当时，对差异基础上的女性的认同成为二十世纪末女性主义关注的主要方面。弗雷泽主

张，应该消除哪些差异，推广哪些差异，认可哪些差异，要根据再分配是否加强来判断。弗雷泽主张女

性的认同差异(包括性别差异、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多维交叉差异)的承认要进行实际分析，并且将承认和

再分配有机结合。她还强调全部社会正义之路的践行都必须兼顾经济和文化领域，因为文化差异不仅受

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对经济运行起着一定的反作用。另外，弗雷泽还指出，在寻求性别正义的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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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福利制度是不可靠的，相反，正是由于福利制度本身具有的性别歧视属性会使女性对福利制度

产生依赖性而陷入贫困化境地，从而进一步引发对女性的身份歧视和政治参与的阻碍。 

2.3. 对女性代表权的争取 

弗雷泽吸收了费尔德曼、凯文·奥尔森和瑞尼尔福斯特等人的观点，把政治维度纳入正义的范畴，

而这对女性长期受压迫、未能参加到公共领域活动的问题解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女性解放寻求

政治参与和制度设计打开了一个新的出口。弗雷泽强调，女性政治参与的首要前提是女性拥有事实上的

代表权，这是与法律和形式上的代表权决然不同的，它关乎女性能否真正可以有机会表达自身的实际诉

求并在决策中发挥作用，这也是她强调事实上的代表权具有不容替换的价值的原委所在。弗雷泽将性别

平等概念诠释为七项规范性原则的混合物：反贫困原则、反剥削原则、收入平等原则、闲暇时间平等原

则、平等尊重原则、反边缘化原则、反男子主义原则，主张平等和尊重地对待女性，并使女性获得充分

的代表权。由此，女性主义发展从平等或差异的单一维度走向为再分配与承认相结合的双向维度，以及包

含代表权在内的三向维度。弗雷泽强调多元的、超越地区的女性主义公共领域的构成，她不单单想实现妇女

平等和认同的目标，还对生态保护、种族歧视、全球反恐等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制定了战略和计划。 

3. 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思想的现实基础 

3.1. 性别化的全球化 

从物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规则来看，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理性、父权制、单一话语霸权及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的普遍化和世俗化。因此，“全球化的影响在社会性别规范的作用下常常具有性别化的特征。” [1]
相对于对男性来说，全球化给女性带来的影响多数是不利的，主要体现为：在劳动分工中，报酬低、工

作环境恶劣的低端产业的劳动者多半是女性。在职业安排上，主要管理者、领导者多是男性，而配合、

辅助其工作的多是女性。即使在某一个公共发言场合，女性发言时间也远远短于男性，且更容易被男性

打断。 
弗雷泽指出，在家庭内部，大部分女性进行着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从而受到家庭父权制的控制，在社

会生产领域从事低薪工作而受着国家父权制的统治。此外，发达国家的父权制还对第三世界的诸多女性

进行着跨国家的剥削和压榨。如此种种建立在对女性压迫和剥削基础之上的分工机制，不单单与资本主

义发展的利益诉求相契合，也捍卫了男性剥削女性的持续性优势，造成了女性境遇的恶性循环。 

3.2. 社会发展的多元性 

全球化日益呈现政治、经济与文化有机融合的局面。但可以说，这种全球化不是单一导向的，而是

多导向的。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仍然为弱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独特性和自主性需求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例

如有色人种排斥种族歧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反对殖民等。 
于女性而言，多元化的发展环境既是苦难，也是机遇。一方面，多元化使原来的发达国家白人精英

女性代表所有女性发声的局面发生变革。但黑种人、第三世界国家等的女性群体在实际情况和问题上与

白人女性不同，当然，他们的目标和解决方案存在分歧和冲突。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多元化的发展释

放了女性的多种需求，这也促进了女性之间的谅解和团结，有益于共同为女性解放的总目标而努力。因

此，在当前多元化的未来，女性不仅要追求男女平等的共同目标，更要尊重女性主体的性别需求，使多

元化女性主体向人格多元化发展。 

3.3. 西方女性主义浪潮的衍变 

女性主义理念与女性主义运动相辅相成，女性主义理念在反思与总结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过程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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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又反过来指导女性主义运动。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正义思想是对美法等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总

结和省视革新，其中当属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对其影响最为直接。 
女性主义运动的首次浪潮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主要围绕两性在教育权、劳动

权、选举权等方面平权的获取和话语权的争夺。但此时对女性的研究还处于初叶，而且只是讨论少数女

性的生活，对一般女性群体不感兴趣。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兴起。这次浪潮中，

以女性基本获得了与男性平权的状态为前提，女性主义者申明了以尊重女性差异为中心的目标诉求。“个

人的是政治的”的口号席卷整个运动过程，强调要把家庭暴力等问题由私人事务转化为公共问题，从关

注女性特有的生理差异和家庭经历来维护女性应该特有的权利。到了九十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后结

构主义、后科罗尼主义等的影响，在美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内部，存在着从追求同一性、关注差异到接受

差异的范式转换” [2]。女性主义运动吸纳了各种各样的女性进行联合斗争，推行有关女性的人种、民族、

阶级等解放运动，试图获得在生态保护等全球性问题和国际政治中女性的话语权。此时的女性主义者弗

雷泽顺势提出了倡导对女性差异接受的认识、对其他弱势群体的相互扶持、对生态学等全球性问题的关

注和参与、女性话语权的构建和政治参与等主张。 

4. 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4.1. 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继承 

作为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南希·弗雷泽自称是“批判性社会理论家”。多次与法兰克福学

派第三任所长霍耐特进行激烈的争论使得她身上浸透了法兰克福学派浓厚的理论和对现实的批判的精神

传统。虽说不同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呈现出不同的批评风格和主题，但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弗雷

泽女性主义思想的批判视角和理论题旨，其中不变的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 
弗雷泽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凌厉批判风格，从女性主义视域探入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细致透彻

的批判，包括对理性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合法性批判和政治伦理的批判。弗雷泽与那个时代的霍耐特

进行了多次直接的辩论，霍耐特在一定程度上从现实基础上回归到黑格尔的认同理论。“霍耐特不同意

把哈贝马斯未被歪曲的语言沟通作为批评理论的基础。而是在洞察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问题、环保

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问题的基础上，把一种理想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

础，将注意力投向人与人之间的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问题上，把批判理论聚焦于承认和正义问题

上。” [3]弗雷泽非常重视这个议题，她和霍耐特共同将目光置于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定问题上。弗雷泽还

对霍耐特再分配问题的忽视展开了多次批判，他们的理论引起了共同关注。 

4.2. 对西方其他女性主义思想的吸收 

弗雷泽的女性思想深受西方其他女性主义理论的浸染，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自下而上，其女性

主义理论也与其他理论之间相互交流冲突而不断革新发展。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思想是通过与爱丽丝·玛

丽恩英、琳达·尼科尔森、谢丽亚·宾·哈维、朱迪丝·巴特勒、莱昂纳德·费尔德曼、凯文·奥尔森

等众多女性主义者进行碰撞而发展起来的。 
艾利斯·马利恩·扬是一位深受弗雷泽钦佩的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们共同

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倾注了诸多心血。弗雷泽与扬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化政治思想方面有

很多共同点。两者的相似之处包括正义焦点的解读、对女性压抑的多方面分析、对女性不公正结构性制

度根源的关注、对女性群体差异的尊重等皆可以从弗雷泽的著作中看出。扬还主张通过争取妇女群体的

代表性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正义。“因此，在扬看来，群体代表权是促进民主决策过程公正的最好方法，

并能在压迫与统治的情境中使公平得以最佳建制化。” [4]这在弗雷泽的女性主义理论中都能找到，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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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观点也存在诸多分歧，但她们这一定义的相似性对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3. 多元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义正义社会愿景的分散化 

在多元化的全球化形势下，女性群体的诉求日益复杂化、多元化，摆脱了统一的目标导向和思想基

础的禁锢，她们对于目标的设定和实现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不再受一些专家的干涉和影响。另外，

女性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不再囿于某个特殊的领域，而是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女

性主义正义社会的愿景中心化现象渐趋消逝，分散化、多样化形态出现。弗雷泽倡议：“应该郑重摒弃

对旧模式的享受和对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的粗俗祝贺，创造分配正义、身份上的平等、所有阶段广泛民

主参与相结合的新正义社会的全面愿景。” [5]当然，弗雷泽的愿景是对当前正义社会不同构想的摸索，

其具体雏形态和蓝图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构建。随着政治文化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分散，包含弗雷泽女

性主义思想在内的多种女性主义理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走势，在这种理论的背景下，弗雷泽从批判性视

域出发、立足系统全局性视野，丰富创新自己的思想，女性主义正义思想逐渐形成。 

5. 结语 

我国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在增加，我国女性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南希·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正义

思想所要解决的女性问题存在着相通之处。在信息化的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中西方女性在各领域面临

的相似问题使我们可以借鉴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正义理论，而将此理论融入本土化研究则更有利于为改善

我国女性生存发展空间提供有益指导，利用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思想中的理论资源挖掘和解构中国女性

的具体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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