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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In 
the past, women who played the role of male accessory in traditional society have increasingly got 
involved with social jobs and gradually become a labor forc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a has been severe, and the problem of gender differences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It is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equal rights of female workers in employ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status an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emale laborers in the labor market. By analyz-
ing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female laborer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problems and ob-
stacles in the protection of female labor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le-
vant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emale laborers in an 
attempt to alleviate contra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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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逐渐产生变化，以往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男性附属品角色的女性，越来

越多的走向社会工作岗位，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劳动力量。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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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就业形势严峻，体现在性别差异上的问题愈发突出，女性劳动者在就业中的平等权利难以保障。本

文通过分析女性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现状及女性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提出女性

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相关措施和对策，试图缓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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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劳动者就业现状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近几年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的失业、下岗劳动力人口中，女性劳动者所占的比

重远高于男性劳动者，在国有企业尤为明显，女性劳动者的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

女性劳动者不论在哪个用人单位、在哪个部门，依据特定的劳动时间进行工作已经非常普遍，不能自由

选择劳动时间限制了身兼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的女性劳动者就业选择范围，尤其是福利、保险等与就业

密切联系在一起，更是缩小了女性劳动者就业部门和就业方式的选择范围。随着近年来我国二胎政策的

开放，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者为家庭被迫放弃个人发展机会。此外，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也大多以女性

劳动者为主，造成了农村女性劳动者的隐性失业[1]。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女性劳动者在市场上的就业率有所增长，相关职业发展问题

在性别上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生存和生活的压力迫使女性走上社会工作岗位，摆脱单一纯粹“女主内”

的家庭妇女形象，很多领域出现了优秀的女性劳动者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某些特定岗位男性劳动

者垄断的局面，甚至有一部分女性劳动者因自身的优异表现而走向高层[2]。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佼佼

者只占有女性劳动者群体的极少数，更多的女性劳动者的就业层次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无论

出于什么因素的限制，我们看到的是，餐饮、家政、社会服务、卫生等服务性质较强的行业相比金融、

电信、房地产、党务机关等社会评价较高的职业，从事工作的女性劳动者的数量和比例远高于男性劳动

者，相当大一部分女性劳动者选择从事第三产业或者由那些家庭服务延伸出来的相关普遍社会视角下较

低层次的行业，往往是因为对于女性劳动者来说，那些前景较好、收入较高的行业较难进入，也从侧面

反映出女性劳动者就业选择的无奈。 

2. 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劳动者权益问题分析 

2.1. 女性劳动者求职过程中遇到的权益问题 

2.1.1. 职业选择中的性别歧视 
经常会有此类招聘信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XX 股份有限公司招聘培训专员，工资 5000+，岗位

要求，本科，一年左右人力岗位经验，男性优先……”这就是很典型的性别歧视，在很多工资待遇、前

景较好的公司或者岗位招聘时，公司会要求男性优先或者仅考虑男性应聘者，将女性劳动者放在了一个

不公平的环境中，无论学历、经验、能力如何，仅性别一项，就将广大女性劳动者排除在这些福利待遇

相对较好的行业岗位之外。除此之外，女性劳动者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经常会有意抬高女性劳动者

就业门槛，例如某知名公司的招聘信息中含有“身高 165 以上，形象好、气质佳”等类似的语句，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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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劳动者的外貌、形体、年龄、等进行硬性条项要求，甚至添加额外条件，并以此为理由将女性劳动者

拒之门外。很多应届女大学生反映，她们在应聘时会被问到一些个人问题，而他们对个人问题的安排经

常会成为被用人单位拒绝的理由。 

2.1.2. 签订劳动合同时的无理要求 
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相对主导权，地位较强势，部分用人单位利用这一点，不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或者不明确规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内容、福利待遇等，劳动者的劳动权

利难以得到保障[3]。部分用人单位为了自身利益，肆意延长试用期，或在劳动合同中添加伸缩条款，变

相延长试用期，无视劳动合同的条款规定。在很多私营企业，劳动者大多从事技术含量低、人员流动大

的简单体力工作，当劳动争议出现时，由于举证困难，这些争议甚至无法进入仲裁程序，劳动者就承担

了这些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在订立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利用其买方市场的优势，加入不合理条款，

比较典型的有明确规定不准女性劳动者怀孕的条款和所谓的“生死合同”，而这些内容在法律上是无效

的，但事实上，极少有女性劳动者知道或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2.2. 女性劳动者在职场上遇到的常见权益问题 

2.2.1. 职场性骚扰 
市场调查数据显示，在 20~45 岁的调查对象中，70%以上的女性劳动者在职场或多或少遭遇过不同

形式的性骚扰，在劳动场合遭遇性骚扰已经成为女性劳动者权益被侵害的主要表现之一[4]。2005年 6月，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使性骚扰首次进入立法程序，明确了我国法律立场，强势对性

骚扰说“不”，《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等相关国家条例法规，对女性劳动者权益保

障也做出了大量强制规定，并设有处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法现象的出现。但因法律法规制定

者自身的局限性及社会现象的不成熟，现有的规定和措施并不完善，较典型的是法条对于存在工作环境

中的性骚扰缺少有效设置，更多的偏向于公开场合，而对于相对隐蔽的环境则缺乏有效地惩罚措施，且

对于性骚扰并没有较直接的和较明确的规定，使得在实际中女性劳动者的权利很难得到保证。我国《劳

动法》中对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多涉及劳动过程中孕期、产期、哺乳期的权益保护问题，对性骚扰等

侵犯女性劳动者的人身权利行为没有明确的规程，也因此，中国的用人单位在制定内部章程时并没有明

文禁止性骚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社会的道德约束弱化，导致了女性劳

动者就业中的性骚扰现象出现增长趋势[5]。 

2.2.2. 特殊保护待遇未落实 
女性劳动者担当着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不单单要对工作中的生产任务负责，更担当着家庭香火延续的

重任，在实际生活中，女性劳动者的艰辛付出较难得到尊重，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歧视。女性劳动者在特殊

时期本应得到保护和特殊照顾却遭遇侵权，较常出现的问题有：用人单位拒绝报销女性劳动者生育相关费用、

女性劳动者的产假时间很难休够 90 天、女性劳动者在休产假期间工资被打折扣或者干脆不发、用人单位不

参加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更有甚者，开除有孕女性劳动者[6]。虽然我国劳动法相关规定注明了孕期女性劳

动者的劳动保护，但不少用人单位出于种种私心，以各种手段侵害孕期女性劳动者权益，包括对孕期妇女进

行工作调整并减少其工资收入、令孕期女性劳动者待岗仅发放基本工资、“三期”届满便解除劳动合同等。 

2.2.3. 工作环境差、保护设施缺乏 
就业环境较差是女性劳动者就业主体地位的忽略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之一。生活条件简单，劳动条

件差，尤其体现在塑料、玩具、纺织、制鞋等劳动较密集型企业，在对我国那些以女工为主的各方企业

调查中发现，企业生产车间内部拥挤、高温闷热、噪音大、空气质量差，且生活环境极其简单，厂区宿

https://doi.org/10.12677/ds.2019.52003


赵英雁 

 

 

DOI: 10.12677/ds.2019.52003 18 争议解决 
 

舍大多是 8~12 名女工挤在一间，多使用公共卫生间、洗漱间、淋浴间等基础生活设施，且对女性劳动者

的缺乏定期定项的体检。在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有条例明确规定，企业需要采取措施为女性

劳动者解决实际困难，针对孕妇，可以建立孕妇休息室，针对哺乳期妇女，可以建立哺乳室，同样的，

淋浴室等基础保护设施也需要逐步建立，形成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7]。但就目前市场条件来看，多数企

业女性劳动者虽然多，但普遍缺少劳动保护设施。 

2.2.4. 同酬易、难同工 
2010 年我国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第 24 条规定：“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也即女性劳

动者与男性劳动者在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我国劳动市场中，劳动职业被市场进行了界限分

明的隔离，难以实现男性劳动者与女性劳动者真正意义上的“同工”，故此，我们所谓的达到同工同酬的

目标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胜利，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关于对“可比价值”工作工资同等支付的想法，那么，

怎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及怎样切实保障女性劳动者的权益，需要我们在日后做进一步的探讨。 

2.3. 女性劳动者离职、退休等相关权益问题 

2.3.1. 劳动合同解除问题 
我国《劳动法》规定，存在以下情形时用人单位方可不支付赔偿金解除合同：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不遵守劳动纪律或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

大损害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8]。但一些用人单位任意调动特殊时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女性

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或采用减薪降职、不安排工作、长时期休假、给女性劳动者扣上各种违法乱纪的帽

子等冷手段逼迫女性劳动者主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甚至部分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以

此否认事实劳动关系以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 

2.3.2. 退休年龄问题 
1992 年出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保障女性劳动者权益做出的贡献的同时，并未对劳动者的退

休年龄列出详细的规定细则，在 9 月发出的相关补充通知，也仅对县处级的女干部 60 周岁的退休年龄进

行了规定，次年，我国人事制度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出台的相关暂行条例规定了男性劳动者 60 周岁到达

退休年龄，女性劳动者 55 周岁到达退休年龄，且相关暂行条例一直沿用至今[9]。国家政策更多的考虑了

女性劳动者体能欠缺的生理限制，让女性劳动者先于男性劳动者退休，然而随着医疗科学的发展，人类

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脑力劳动方面，基本已能够与男性劳动者持平，女

性劳动者的提前退休，隐形的浪费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提前退休意味着工龄的相对较短，而

工龄又是与退休金直接挂钩的指标，又造成了女性劳动者退休后平均收入严重低于男性劳动者的社会现

实。故此，将男女劳动者退休年龄平等化、合法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若需要考虑女性劳动者

生理因素，建议建立女性劳动者自主选择是否提前退下工作岗位的弹性原则。 

3. 女性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中国传统男尊女卑封建思想观念残余的影响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多处于较低水平，这种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根

深蒂固。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派的“男尊女卑”思想贯彻整个

中国，中国人普遍形成了刻板印象，即使现代社会已经广泛强调男女平等，但仍旧有一部分人，在脑海

深处，认为女性劳动者的缺乏独立自主性、精力应该放在家庭、在事业上的能力不如男性劳动者，故此，

在招聘和晋升的过程中，会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女性劳动者，造成女性劳动者权益受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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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业盲目逐利，追求利润最大化 

利润是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企业从不干无利之事。为了盈利，企业运用各种人力、物力，采取一

切手段实现最少量的资本投入和最大化的盈利产出，以达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

用人单位占比较大的是包括私营、外资等在内的非国有企业，原因更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优势，

低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者，这些海外投资者的资金和技术注入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然而，

非国有企业这种不计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使命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这些企业的管理者为了实现目的而千

方百计压缩劳动力成本，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劳动者群体权益受损现象较为严重，劳动者与这些企

业的劳动纠纷更为广泛和突出。 

3.3. 法律法规不完善，存在漏洞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很多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阶段，对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和

社会保障也存在一些问题。较明显的是，我国目前关于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规法条，没有配套的具

体规范，缺少判断标准，且灵活度不足，更多的是条文框架的限制，关于具体的责任和操作规则不够明

朗。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有关女性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争议和相关问题依然存在，即使《劳

动法》中有特别强调女性劳动者和男性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各项权利，但因法律自身存在的漏洞，催

化了女性劳动者权益受损。 

3.4. 女性劳动者自身的因素 

女性劳动者被侵权的自身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生理因素：大自然赋予人类性别之分，女

性劳动者需要承担人类繁衍延续的重任，在生理方面处于弱势，影响了自身的职业发展。相比男性劳动

者，女性劳动者更为感性，更注重感情的处理，表现在已经有婚姻事实的女性劳动者，大部分会将家庭

放在首位，孩子、丈夫的反应会是她们在做出某种行为前考虑的首要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劳动

者的工作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化因素：较高数量的女性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且受当地风俗的影响，

对自身定位较低，可能是因为女性劳动者的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人们普遍的想法是女孩子终

究是要嫁出去的，所以对女性劳动者的教育并不重视，故而中国农村女性劳动者整体文化素质较低，也

就直接造成了在女性劳动者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4. 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改进措施和对策 

4.1. 社会观念：积极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 

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仅依靠单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解决的，这项工程的

顺利施行，需要整个社会的合力作用来完成。它不仅涉及我国立法和政策的完善程度，同时也涉及企业

用人单位、管理司法部门、劳动争议仲裁、行政等结构，当然，妇联、公会等维权部门也起到了重要作

用。女性劳动者权益状况的改善，需要各个部门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各方力量的充分发挥、

老旧陈腐思想的克服、社会发展性别文化的倡导等都可以为中国广大女性劳动者营造出一种良好的就业

和职业发展氛围，形成一种文明平等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适当利用网络，传播男女平等的风气，也是

推动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的有效途径。 

4.2. 企业内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依托社会而生，有责任也有义务对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解决所

必需的条件是各大企业和用人单位的配合，将国家法律落实到实处，针对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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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留意并找出解决办法。企业可采取以下措施：1) 成立妇女权益维护部门，配合国家相关法规法

条的落实，在内部设立女性劳动者权益维护部门，用以组织、协调企业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活动，处理

企业运作中出现的女性劳动者被侵权的矛盾和纠纷，同时指导、督促企业内部各部门做好女性劳动者权

益的保障工作；2) 增加对女性权益保障的相关培训，开展以《特别规定》和《保障条例》为重点内容的

女性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组织女性劳动者参加培训活动，提高女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

的自我维权意识，邀请企业法务对女职工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专业解答，联系实际，深刻维权意识；3) 在
工会或者管理层增加女性比例，考虑到我国目前处于老龄化社会，人口大国的劳动力优势在逐步走向不

明显的现状，尽量鼓励女性留在劳动市场中，进一步推进职场中的男女平等是减轻这一问题对我国社会

影响的重要措施，深化企业人事制度改革，让更多的优秀女性劳动者进入企业的管理层。 

4.3. 政府方面：做好立法保障工作 

我国现有法律存在一定程度不足：一方面法律条文过于概括，实践中存在操作难度；另一方面，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有法律制度难免在应对女性劳动者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感到吃力。为满足女性

劳动者权利保护的要求，需要尽快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补充：1) 补充添加明确规定

哪些行业、岗位不适合女性劳动者从业，杜绝频繁出现的用人单位以本部门职业或工作不适合女性劳动

者从事而拒绝女性劳动者参与劳动，而女性劳动者却不能从法律中找到能够维护自身权益的依据的现象；

2) 做出保障性规定，禁止有关女性劳动者提前退休，或者是被动放长假的问题此类现象，并设置相应处

罚措施，充分保障女性劳动者权益；3) 法条细化“同工同酬”中对同工的定义，制定一种公平的实现相

对同工以此为依据计算薪酬的体系，为女性劳动者拿到合理地自身劳动报酬提供保障；4) 具体化当侵权

事件发生后解决争议的条款，给用人单位适当的惩治，使用人单位以此为鉴，带头维护好女性劳动者权

益。即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中缺失的部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条框框，同时，辅之以相关单位带

头落实、把女性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相关条例严格执行，是实现女性劳动者就业权益切实保障的重要

途径。 

4.4. 教育方面：推广新理念 

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很多女性劳动者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相当有限，不仅包括知识层次、文

化水平较低的女性，即使是知识层次较高的女性劳动者也是如此，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建立，提高公

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基础知识是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强化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性别意识，在女

性劳动者权益纠纷这类问题处理的过程中，难点不仅是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更包括了司法部门、执法部

门性别意识的淡化，不能从性别意识、男女平等等角度审理案件，导致错误的裁决和判决。因此，推动

女性劳动者劳动保护的必要途径之一也是加强对执法、司法部门及用人单位性别意识的建立和培养。教

育要从小抓起，从小就对受教育者灌输性别平等的观念，初中、高中、大学、职高等教育单位，可以设

立相关必修课程，确保平等的新理念深入人心。高校学生团体可以定期举行社团活动，例如女性劳动者

权益保障知识竞赛、模拟女性劳动者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制作女性劳动权益标志等。在整体上提高女性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广泛推广劳动相关法律的基础教育；努力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女性劳动者平等就业

做出法律、政策上的保障；建立有效的市场监督网络机制，保证法律实施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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