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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基于社会支配理论，通过模拟招聘情境，采用实验法探究社会支配倾向高低和个体的内隐性别偏

见对招聘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慈善机构和证券公司，选择女性候选人的倾向显著高于男性；

社会支配倾向高低对招聘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在为证券公司招聘人才时，性别偏见水平高分组和低分组

被试选择女性候选人人数显著高于男性。该结果不但说明了职场招聘中存在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并且阐

明了女性角色在大学生群体中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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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domination, this study uses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o expl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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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ocial domination tendency and implicit gender bias on recruitment choice by simu-
lating the recruitment sit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charities and securities companie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female candidates than male ones; the level of social dominance has no sig-
nificant effect on recruitment choice; when recruiting talents for securities companies, whatever 
high gender bias group or low gender bias group, the rate of choosing the number of female can-
didat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candidates. The results not only show that there 
is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phenomenon in workplace recruitment, but also illustrate the 
changes of female roles i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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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指出，城乡区域发展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人民群众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中包括居住、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对于现今的就业形势，人民的就业问题仍然是急需解决的

大事[1]。要想人民得到充分的就业保障，男女性都得到应有的职位，对于女性就业的公平问题也就随之

而来[2]。这个问题绝非子虚乌有，1995 年 9 月 4 日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明确提出

的男女平等问题。2018 年的 3 月 7 日，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2018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女性整体收入低于男性 22%。由此而来，女性的充分就业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者们从不同方

面对其进行了研究。 
职业性别隔离指因为存在社会系统性因素，不同的工作职位将会选择招聘不同性别的人，使得另一性

别的人被排除门外，是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主要方式之一[3]。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不仅会造成就业不

充分，失业女性化和贫穷女性化，而且阻碍信息交流和创新的发展，更高程度的性别隔离也会对经济生产

力造成危害[4]。大量研究表明，在职业的招聘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5]，其范围延展

度扩展到各个国家[6]。美国研究者通过对软件工程行业调查研究发现，在软件质量监督方面雇佣的员工

中，女性占比显著高于其他软件子专业[7]。对土耳其职场中存在的职业性别隔离研究的一项研究发现，

土耳其女性更有可能被雇用在薪资较低的工作岗位和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排名较低的职业中[8]。然而，职

业性别隔离现象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中却存在着不同的结果。对中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儿童及青少年的

职业期望信息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职业期望存在显著的性别分化，远高于劳动力市场

中实际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女孩职业期望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和声望水平高于男孩，女性更多地希望冲

破传统的职业性别隔离，可以从事“男性职业”[9]。大学生男性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也在发生着变化，

研究者调查一个特殊的语言病理学和听力学培训项目(偏公益性项目)中男生对性别失衡的看法。结果发现

男性大学生不相信职业的性别特征，也不认为职业是“女性独有”的，更愿意参加到公益培训项目中[10]。
瑞典一项研究中对超过三百万不同出生时间(1985~1993; 1990~1998; 2003~2011)、年龄和时期的人群进行

职业注册后八年的纵向追踪，结果显示从事性别隔离职业的男女在未来就业率和社会失业率方面的差异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当年轻群体进入工作市场中，在不平等的职业中面临着较少的困难[11]。从以上

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青年一代在校期间男性和女性对职业的选择存在与真实职场中截然不同的现象，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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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她们在青春期表现出更倾向于在男性主导的职业中工作，而在之后的实际工作

中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一般水平上，成年期的职业比青春期的偏好更具性别隔离性[12]。针对理想和现

实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职业性别隔离。大学生作为理想和现实接壤的群体，身为社会职场

中新兴的一代，对其的研究对解决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大多从社会经济以及市场的角

度着手来解决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很少有学者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13]，也极少有研究者对

此进行实验研究。然而，要想解决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必须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 
社会支配倾向是从社会支配理论中衍生而来的，该理论试图解释以群体为基础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

的，以及按阶层的形式组织的社会是如何延续下来的[14]。社会支配倾向理论是一个概念上面的准则解释

对于底部的社会的压迫和层次阶级，社会支配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是社会支配倾向不同水平，在社会群

体中对于不同的阶层职位之间有不相同的态度和行为[15] [16]。Pratto 首次在 1994 年提出了社会支配倾向

的概念，其内涵为个体心中希望隶属于自己的内群体优于和支配外群体的程度[17]。即个体对社会中存在

的不同层级之间差异的认同程度，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认同优势的群体支配劣势群体的程度。对于职业性

别隔离现象，西方心理学家们认为和个体存在的刻板印象和对男性(或女性)的偏见有关，研究者们证明出

在大脑的传统印象中，存在男性能力高于女性的思想，从古到今，仍然有男女偏见[18]。研究表明，社会

支配倾向较高的人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维持和增加自己地位的组织，而社会支配倾向较低的人倾向于选择

帮助弱势机构，进而减少社会的不平等。 
那么这种现象到底是基于社会原因所造成的还是个人原因所造成的呢？研究者采用问卷法探究被试

的个人职业选择和其社会支配倾向高低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性别的被试将会选择不同社会阶层的

招聘单位，男性倾向于进入高社会阶级的职业，而女性倾向于选择低社会阶层的职业。这是男女性自己

选择的结果。除此之外，社会选择对其的影响也做出了进一步的实验证明。研究者模拟创建公司招聘场

景，将被试作为招聘者，为公司选择出合适的人才，探究社会大环境的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

会阶层较高的公司(例如：证券公司)招聘者倾向于选择男性。社会阶层较低的公司(例如：慈善机构)则倾

向于选择女性，这是社会大趋势下选择的结果[19]。但是这种结果并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 
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对男性(或女性)的偏见在社会支配倾向和职业性别隔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20] 

[21]。Pratto 的研究结果证明，高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对于性别和群体存在明显的偏见[22]。但是，Dambrun
等人的实验证明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即高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对特定群体之间的偏见并不显著[23]。基于此，

近年来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 
因此，本研究尝试从社会支配倾向的角度出发，以大学生为被试群体，使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式测

量性别偏见、问卷测量社会支配倾向，招聘情境的模拟来测量职业性别隔离，将三者联系起来进一步探

讨性别和社会支配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两者对于女性充分就业的影响，以期从职场招聘、社会支配

倾向以及性别偏见的角度来改善就业市场上的女性不充分就业现象。 

2. 实验研究 

2.1. 工具 

2.1.1. 社会支配倾向量表 
社会支配倾向量表(SDO)采用 Sidanius 等人编制，王垒等人修订的中文版[24]。该量表主要包括反对

平等主义、支持基于群体的支配和支持排外主义三个维度，共 16 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信效度良好。 

2.1.2. 内隐性别偏见 
本实验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来测量个体的性别偏见。其中内隐材料词初步选定 25 个，经过收集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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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份，选取得分高的 10 个词撰写进入内隐联想测验程序中进行实验。 
内隐联想测验(IAT)实验程序：被试坐在计算机面前，根据屏幕显示的指导语进行操作，仅涉及“A”

和“5”。整个内隐联想测验都在电脑上进行。施测共分为七个阶段：七个部分依此进行，被试需要按照

指导语中的提示将所呈现的词进行归类反应。例如在第三个阶段中，要求被试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无责

任心(消极词)和张豪杰时按 A 键反应，在呈现有沟通力(积极词)和赵雅静时按 5 键反应。测验过程中被试

在保证正确的基础上尽量较快的做出反应按键，由计算机记录其反应时和正确率。 

2.1.3. 招聘材料 
4 份简历：2 份男生，2 份女生。简历均包括求职者的基本信息、自我评价、求职意向(两份应聘慈善

机构，两份应聘证券公司)、教育背景、工作经验、以及大学期间获得的荣誉奖项。经科研小组 12 名学

生以及四位老师的轮流建议下进行匹配使得 4 名求职者的能力处于同一水平线。 
两家公司的介绍及招聘要求：慈善机构和证券公司。 

2.2. 实验材料及研究程序 

本研究招募的被试均来自周口某大学，在实验中随机将被试分为 6 组，其中每组各一人。实验共分

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模拟招聘情境，分别为慈善机构和证券公司两个情境，让被试想像自己是公司

主管，为公司招聘最合适的人员(各一名)；第二部分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语，完成社会支配倾向问卷；第三

部分要求被试打开电脑桌面上的内隐联想测验(IAT)实验程序，按照指导语完成该部分测验。其中，进行

招聘任务时，将呈现在计算机上面的招聘要求通过 ABBA 法来减少由于不同公司的前后顺序因素而导致

的误差。另外，为了减少噪音以及一些无关因素的影响，将被试分为六组，每组一个人，在实验室的六

个单独的小房间中进行实验。 

2.3.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周口某大学随机招募被试 80 人，删除漏填的无效数据三人，最后剩下 77 人，数

据回收率 96.2%。年龄分布在 18 到 24 之间，其中男生 40 人(52.6%)，女生 37 人(47.4%)。 

2.4. 研究结果 

2.4.1. 不同性质机构的招聘偏见 
 
Table 1. Recruitment bia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表 1. 不同性质机构的招聘偏见 

招聘单位 选择男性频次 选择女性频次 X2 P 

慈善机构 29 49 5.13* 0.024 

证券公司 25 53 10.05* 0.00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如表 1 所示，招聘者倾向于将女性应聘者招聘进入慈善机构(X2 = 10.05, p < 0.05, df = 1)，在证券公司

招聘中，被试也倾向于选择女性应聘者(X2 = 5.13, p < 0.05, df = 1)。 

2.4.2. 社会支配倾向对招聘偏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使得社会支配的倾向与其他人招聘偏见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楚明了，本课题研究通过基

于统计学中 33%的原理，把被试划分为社会支配的倾向高分组(n = 21)和社会支配的倾向低分组(n = 22)，
从而可以考察到社会支配的倾向是否在招聘时有偏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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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hi square test of social dominance tendency and recruitment choice (charities) 
表 2. 社会支配倾向与招聘选择的卡方检验(慈善机构) 

社会支配倾向分组 选择男性频次 选择女性频次 X2 P 

高分组 6 15 
0.72 0.396 

低分组 9 13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3. Chi square test of dominance tendency and recruitment choice (securities companies) 
表 3. 社会支配倾向与招聘选择的卡方检验(证券公司) 

社会支配倾向分组 选择男性频次 选择女性频次 X2 P 

高分组 9 12 
0.19 0.663 

低分组 8 1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如表 2 和表 3 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被试为慈善机构合理地选用恰当的人才时，无论是对于社会支配

倾向的高分组或者对于社会支配倾向的低分组都呈现出了一致的倾向性。慈善机构的选拔中引进了更多

的女性候选人。证券企业公司的候选人中女性也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得到了与其他慈善部门相似的结果。

另外，社会支配倾向高分组与低分组的招聘者在选择女性与男性候选人员之间的统计学上没有明显的差

异。 

2.4.3. 性别偏见对招聘影响 
为了明了男性(或女性)偏见与招聘选择的联系，该研究根据统计学上 33%的原则将招聘者分为两部

分：性别偏见高分组(n = 26)以及性别偏见低分组(n = 19)，从而探究男性(或女性)偏见对招聘选择产生的

影响。 
 
Table 4. Chi square test of gender bias and recruitment choice (charity) 
表 4. 性别偏见与招聘选择的卡方检验(慈善机构) 

性别偏见分组 选择男性频次 选择女性频次 X2 P 

高分组 7 19 
1.14 0.286 

低分组 8 1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5. Chi square test of gender bias and recruitment choice (securities companies) 
表 5. 性别偏见与招聘选择的卡方检验(证券公司) 

性别偏见分组 选择男性频次 选择女性频次 X2 P 

高分组 12 14 
4.55* 0.03 

低分组 3 16 

注：*p < 0.05，**p < 0.01，***p < 0.001。 
 

表 4 和表 5 的结果说明，当被试为慈善机构合理地选用恰当的人才时，无论是对于性别偏见程度高

分组，或者对于性别偏见的低分组都呈现出了一致的选择倾向性，相对于选择男性应聘者(n = 15)都倾向

与选择更多的女性应聘者(n = 30)进入慈善机构，但是两者之间在统计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为证券公司

合理的选用恰当的人才时，无论是对于性别偏见高分组，或者对于性别偏见的低分组都更加倾向于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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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聘人员纳入自己所需要的候补人员之中。并且男性(或女性)偏见分组中的低分组与高分组招聘者在选

择男性应聘者(n = 3)或女性应聘者(n = 16)时卡方检验的结果显著(X2 = 4.55, p < 0.05, df = 44)。 

3. 讨论 

关于职业性别隔离，过去的研究者多从社会地位、名声、阶层性质等视角来划分，本研究依然延续

了乔志宏等研究者把职业划分为增加阶层差异的职业和减少阶层差异的职业的方法，因而将其分为证券

公司和慈善机构两种类型[19]。本文尝试从生理机制中的性别因素以及个人性格中的社会支配倾向角度出

发来探讨外部原因中的社会因素对招聘选择的影响。关于性别因素多数研究者使用问卷法来进行测量，

而此方法很明显会收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即某一行为是社会大众人群所希望、期待、接受的，个人

就会为了避免受到谴责而选择大众所喜欢的行为。本实验为了避免这种影响，选择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的

方法来测量个人的性别偏见。 
以往研究了不同的性别对招聘选择的影响，结果均显示招聘者倾向于将更多的女性招聘进入慈善机

构作为候补人员，将更多的男性招聘进入证券公司作为候补人员。本研究探讨的不同性质机构的招聘偏

见，结果发现无论是慈善机构还是证券公司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均将女性选拔进入职业性别隔离

程度较大的公司。此结果与李汪洋等人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期望职业调查结果——女性倾向于就职经济地

位和声望较高的职业相似[9]。与 2020 年对德国、美国和英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开

始比男性更倾向于从事更有声望和更高地位的职业也不谋而合[8]。但与乔志宏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与

真正职业领域存在的现状也有些许不符[13]。导致此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大趋势

的不断发展境遇下，女性在社会中彰显出愈加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女性杰出者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导致大众对于女性的态度有所改观；其次，随着文化的普及教育，男尊女卑的思想逐渐淡化，这种现象

尤其出现在 95 后一代，因而在这种平等的文化熏陶下，出现了对女性进入到增加阶层差异的职业表现出

更为宽容和赞同的态度；再者，大学生群体作为即将踏入职场的群体，其尚未受到职场中潜移默化的对

于性别偏见的影响，因而，其所具有的思想更为纯粹和积极。最后，在本研究中，虽然被试在性别上达

到了匹配的水平，但是由于是在师范院校，女性的基数大，在各种活动中表现自我的机会显然大于男性，

所以男性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优秀女性的影响，因此也更为相信女性的各方面能力。由此可见，对于女性

进入到增加阶层差异的职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Pratto 研究发现，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高低和在招聘过程中选择男性或女性的偏见之间相关不

显著[6]。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分为高低两组后。在慈善机构组以及证券公司组，

无论高分组还是低分组，招聘者倾向于选择女性应聘者作为自己公司的候补人员，但是这种选择并没有

达到显著水平。与 pratto [6]和乔志宏[19]得出了相同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男性所扮演的职业角色不成比

例地加剧了基于群体的不平等，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不成比例地削弱了基于群体的不平等，最后出现了

大体平等的结果。出现了此结果和政府在整顿就业市场、建立了生育保障制度、创造女性接受教育的条

件、增加女性自主就业的意识中建立的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最后，在证券公司招聘过程中，性别偏见和招聘选择之间在统计学水平上存在了显著的差异。但是

在慈善机构的招聘选择中，却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此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25]，在证券公司的招聘选

择中，性别偏见地分组的招聘者倾向于选择女性应聘者作为公司候补人员，达到了 0.03 水平的显著差异，

说明个体的偏见越低，对于女性就越持宽容的态度。慈善机构作为一种减少阶层差异的职业，不管是在

性别偏见水平的高分组还是低分组的招聘者，在选择男女应聘者的人数无显著差异。此结果更加有利的

证明了在大学生群体中对于男女性应聘者的平等态度。 
该研究结果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近年来，随着各种政策的发展、性别平等意识的不断普及、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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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公众对男女平等的倡导，其所表现的效果首先在大学生和儿童身上得到了彰显。我

们的研究使用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得出对女性愈加平等的招聘选择，无不显示出新兴职场力量对职场性

别平等发展所表现出的良好趋势。然而，职场真实情况为教育等行业女性占主导但男性比例略有提升，

科研技术服务等行业女性比例上升较快但目前还是男性占比较大[26]。对于真实职场和大学生理想中的招

聘仍然存在的较大的差异，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和不同社会阅历人进行对比研究是必要的。同时，此结

果给予我们一个警示，尽管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性别隔离，但随着年轻一代的发展，趋向于更平等的平

衡。然而，要想使得大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得到维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家仍需出台

相关政策来牵制职场招聘过程中的性别偏见现象，媒体传递的信息要能够使得青少年得到恰当的引导，

不断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长此以往，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4. 结论 

1) 在社会阶层不同的公司中存在招聘者对性别的偏见。无论是慈善机构还是证券公司都倾向于选择

女性应聘者作为公司候补人员。 
2) 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高低和被试的招聘选择之间没有关系。 
3) 在证券公司中，性别偏见对于招聘选择具有影响且倾向于选择女性应聘者，但是在慈善机构中，

这种影响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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