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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中性别角色观念代表了个体对自身及配偶的认知问题，它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社会中有关性别平等

状况的态度与看法。本研究使用了cgss2017数据，从家庭内部探析父母受教育程度、个人户口与性别等

方面研究性别不平等问题，发现：第一，在家庭内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很小，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会对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产生较大的影响，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

的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越趋于平等；第二，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相比于男性更加开放平等，且具有明

显的差距；第三，户口会对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且数据显示，拥有城镇户口的群体的

性别角色观念比拥有农村户口的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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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gender roles in the family represents an individual’s cognition of himself and his 
spouse, and it reflects the attitudes and views on gender equality in society from another per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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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This study uses cgss2017 data to analyze the gender inequality in terms of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person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gender within the family. The influence is small, and 
the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children’s gender role concepts, and 
the higher the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the more open and equal the children’s gender role con-
cepts are. Compared with me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re more open and equal, and there is an ob-
vious gap; third, hukou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individuals’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data 
shows that the gender role attitudes of groups with urban hukou are more open than those with 
rural hu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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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性别角色观念，指有关男女应当遵从怎样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其行为模式

等观念。它是性别平等基本国策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性别角色观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自由、

开放趋势，而一直以来推行的女性维权运动、思想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推广以及女性就业率的提高是导致

该变化趋势的主要因素，除了上述从宏观因素对性别角色观念的解释性研究之外，大部分研究着重于探

讨女性的个体特征比如教育、收入与就业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1]。这些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入越高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女性的受教

育程度与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截止 2021 年，18~64 岁的女性受教育年限为 9.41 年，而 18~24 岁的女性

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 12.81 年，比同年龄段男性还要高出 0.81 年。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男、女两性对

于各自以及对方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观念又是如何？ 
我国的相关研究包括：1) 对性别平等观念等相关定义的内涵进行深度阐释；2) 针对不同群体了解他

们的性别角色观念，以及影响其形成自身观念的主要因素；3) 深入研究社会经历、家庭教育、经济条件、

种族以及地域等影响性别观念的权重，以及提出如何正确引领其形成正确平等的性别观念。研究的基本

观点包括：传统的“男强女弱、男性以事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主”的性别观念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2]；
但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变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性别角色的认知，而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的风气也逐

渐盛行。对此，国内展开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讨与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中，Patricia Passuth Lynott [3]和 N. Jane Mc Candless 指出，部分有关性别角色观念的研

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会越趋于保守，这些观点往往忽视了同期群体对于性别角

色观念的影响，导致其在进行研究时没有对生命历程中的同期群差异进行系统的分析。如果在研究过程

中，纳入了生命历程的视角，会发现不同同期群的生命历程更能预测老年人的性别角色观念，尽管这种

预测效应在不同同期群间不尽相同[4]。 
本研究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着重分析男、女两性各自的性别角色观念，分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

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程度，探讨个人户口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分析影响个人性别角色观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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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最终得出重要结论与指导性意义。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通常情况下，教育能够对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产生较大的影响。启蒙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所

接受的正式教育越多，价值观就越自由和宽容，更能容纳多样性。发展的观点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社会

地位的标志，它还意味着认知的分化和文化的精细。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关于公民自由和民

主过程的知识，也越有可能认识到人类经历的多样性，从而相信人类在信仰、价值和行为的差异性。另

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一个人看待就更易对世事持有理性且客观的态度[5]。基于此，可以得出：一个人

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就越完善与充分，对他人的生活方式会采取更加理解与包容的

心态，而且较少产生所谓的性别歧视与偏见。而代际效应指前后两代人中后一代人受前一代的影响并

很难脱离上一代人的社会特征。故此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其父母的所受教育程度的

影响。 
基于上述的理由，提出： 
假设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的家庭性别角色认知，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性别角色认

知越开放。 
性别意识是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社会外部环境同样形塑个体性别角色意

识。相较于社会发展先进、思想观念开放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观念还处在较为传统与保守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长期以来皆处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发展模式当中，城乡之间贫富差距较大，这使

得农村地区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较之城镇地区均有明显差距，虽然随着现代化进程

的加速，农村地区在整体上有所进步，但所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与冲击远弱于城镇，传统社会的家庭文化

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依旧根深蒂固，较为普遍。由此可见，城镇居民的性别平等观念应

强于农村居民。 
基于上述理由，提出： 
假设二：个人的户口影响自身家庭性别角色认知。 
收入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其所有者的经济实力与自由度。较高的收入水平意味着拥有充分的财务自由，

能够为理想化的生活买单以及购买优质的市场化家庭服务，同时能够增强家庭内部角色分工的灵活度[6]。
所以，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平等开放的性别角色观念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为分析个人

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于是本文从家庭总收入的视角，将夫妻双方的总收入作为一个整体，来观

测其对因变量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由，提出： 
假设三：家庭的总收入影响家庭性别角色认知，家庭总收入越高，性别角色认知越开放。 
长久以来，我国的家庭分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状态，所以对于处于现代社会的女性来说，她们不

仅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还要兼顾自身的事业，而男性却较少出现这种困扰，大多数男性会将主要

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很少需要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导致男性在家务劳动分配中较于妻子属于

受益的一方；另外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也极少遭遇性别歧视的问题，而且比具备同等条件的女性同事拥

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因此，男性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获益者”，另者，当男性职业

地位和收入越高时，意味着其工作的市场价值越高，减少工作时间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因此参与家庭事

务的时间会越少，这种情况也会导致男性保守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所增强。 
基于上述理由，提出： 
假设四：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比女性更为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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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与变量 

3.1. 数据 

本研究采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数据，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

中心”(NSRC)收集，调查范围包含我国大陆地区所有省级行政单位，调查对象的年龄介于 17~104 岁，

总样本量为 12,582 名。 

3.2.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性别角色观念，论文通过以下能够典型代表男女两性各自对双方的家庭角色定位

与分工的 4 个问题对该变量进行测量：1) 妻子帮助丈夫的事业比追求自己的事业更重要了；2) 丈夫的责

任就是赚钱、妻子的责任就是照顾家庭；3) 孩子上学之前母亲最好不要出去；4) 市场处于经济下行状态

时，首先考虑解雇女性劳动者问题，答案包含“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无所谓、比较不同意、完全不同

意”5 个等级，分别取值为 1 至 5 分。由于上述变量是同类型、同性质的变量，所以本文采用将以上四

个变量的得分加总求和的方式来表示性别角色观念，总和越高则表示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对待两性关

系持有平等且包容的态度，反之则越保守，越趋近于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 

3.3. 自变量 

1) 本文拟分别采用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来对父亲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进行测评，受教育年限属于连续

性变量。 
2) 性别角色观念的平等化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思想博弈中因此性别也是核心自变量之一。本研究将性

别设为一个虚拟变量(男性 = 1)。 
3) 被调查者的年收入相关内容，为了便于分析，对个人年收入和配偶年收入取对数值，以便使其接

近正态分布。但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是将个人年收入与配偶年收入加总为家庭收入来作为一个

核心自变量，用于考察其对性别角色观念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4) 一直以来，城乡差异不仅存在于经济发展方面，还有精神层次与观念方面，本研究将户口作为核

心变量，以考察城乡之间有关性别角色认知的差异。 

3.4. 控制变量 

包括 1) 年龄，连续变量；2) 本人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3) 配偶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4) 政治

面貌，指被调查者的中共党、团员身份，虚拟变量(党员 = 1)；5) 本人户口，是一个虚拟变量(农业户口 = 
1)；6) 工作类型，虚拟变量(党政机关 = 1)。 

3.5. 赋值 

表 1 根据本研究采用的虚拟变量进行赋值，以便更直观地反映各个数据的具体情况。 
 

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s 
表 1. 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 1 5935 47.17 

女 = 2 6647 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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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本人受教育年限 

1 = 0 1528 12.14 

2 = 2 91 0.72 

3 = 6 2726 21.67 

4 = 9 3511 27.90 

5 = 11 163 1.30 

6 = 12 1470 11.68 

7 = 12 530 4.21 

8 = 12 72 0.57 

9 = 13 377 3.00 

10 = 14 674 5.36 

11 = 16 299 2.38 

12 = 16 948 7.53 

13 = 20 172 1.37 

配偶受教育年限 

1 = 0 1097 11.28 

2 = 2 40 0.41 

3 = 6 2255 23.20 

4 = 9 2966 30.51 

5 = 11 121 1.24 

6 = 12 1167 12.00 

7 = 12 422 4.34 

8 = 12 60 0.62 

9 = 13 231 2.38 

10 = 14 441 4.54 

11 = 16 191 1.96 

12 = 16 561 5.77 

13 = 20 114 1.17 

政治面貌 

1 = 0 10,512 83.55 

2 = 0 636 5.05 

3 = 0 19 0.15 

4 = 1 1405 11.17 

本人户口 

1 = 0 6767 53.78 

2 = 1 2893 22.99 

3 = 1 1089 8.66 

4 = 1 1779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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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工作类型 

1 = 1 195 4.07 

2 = 2 2097 43.76 

3 = 3 600 12.52 

4 = 4 1606 2.34 

5 = 5 112 33.51 

6 = 6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1 = 0 4570 36.32 

2 = 2 897 7.13 

3 = 6 2837 22.55 

4 = 9 1796 14.27 

5 = 11 59 0.47 

6 = 12 833 6.62 

7 = 12 190 1.51 

8 = 12 23 0.18 

9 = 13 64 0.51 

10 = 14 121 0.96 

11 = 16 49 0.39 

12 = 16 229 1.82 

13 = 20 15 0.12 

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1 = 0 7058 56.10 

2 = 2 392 3.12 

3 = 6 2426 19.28 

4 = 9 1230 9.78 

5 = 11 33 0.26 

6 = 12 484 3.85 

7 = 12 161 1.28 

8 = 12 20 0.16 

9 = 13 42 0.33 

10 = 14 76 0.60 

11 = 16 29 0.23 

12 = 16 104 0.83 

13 = 20 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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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结果 

表 2 为对核心变量、控制变量以及自变量基本的描述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1.528 0.499 1 2 

年龄 51 16.864 18 103 

本人受教育年限 8.958 4.695 0 20 

配偶受教育年限 8.785 4.450 0 20 

本人年收入 37,866.63 87,063.57 0 4,424,444 

配偶年收入 34,912.57 67,694.65 0 1,500,000 

政治面貌 0.121 0.327 0 1 

本人户口 0.448 0.497 0 1 

工作类型 3.249 1.453 1 6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6.371 4.507 0 20 

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4.658 4.484 0 16 

家庭性别角色观念 18.123 4.563 4 28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 4 个取值为 1~5 的打分制变量，因而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方法。表 3 为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的 p 值为 0.120，对性别角色观念

无显著影响，母亲受教育年限的 p 值为 0.055，较为显著。另外，户口、年龄、性别及家庭收入是最为显

著的四个自变量，p 值分别为 0.003、0.000、0.000 和 0.000，其中，性别这一变量的系数为 1.440，代表

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要比男性的开放很多。 
 

Table 3. OL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OLS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P 值 

父亲受教育年限 −0.635*** 0.041 0.120 

母亲受教育年限 0.082 0.043 0.055 

户口 0.935 0.314 0.003 

个人受教育年限 0.238 0.450 0.228 

年龄 −0.461*** 0.015 0.002 

性别 1.440 0.272 0.000 

家庭收入 0.127 0.030 0.000 

政治面貌 0.467 0.387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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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资料，从家庭内部探讨了父母受教育程度、个人户

口与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研究发现，在多数家庭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影响甚微，而母亲的受

教育程度会较大程度地对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产生影响，且两者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反映了在家

庭角色定位方面，相比于父亲，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和陪伴更加充分，所以其言行与思想对孩子的影响远

大于父亲，父亲这一角色在教育与陪伴子女方面有所缺失。 
第二，家庭总收入越高，就意味着拥有更高的面对与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较小的生存与生活压力。

所以，对于整个家庭而言，当一个家庭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时，整个家庭的氛围会愈趋近于轻松

与开放，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男女双方会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彼此。这样便有利

于个体对家庭性别角色观念的正向认知。 
第三，从家庭内部来看，在收入方面，女性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各类职业中都存在性别收

入的不平等，但是随着职业地位的上升，收入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然而，与性别在教育和收入的平

等化趋势相比高教育群体、高收入群体和高地位职业群体中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反而差距越来越大。

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女性，其摆脱传统依附角色的机会大大增加，更加追求平等的性别观念。 
第四，城乡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是影响个人性别角色意识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村地区整体现代化和

工业化程度不足，现代化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传播，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的保留相对完整[7]，
夫权的留存导致农村地区的人群的思想观念普遍较为保守，他们认为女性应多以家庭为主，以丈夫与孩

子为中心。 
综上所述，虽然近年来性别角色观念已日趋开放，但针对其平等化的普及依旧存在诸多难题与阻力。

从家庭内部而言，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多为照顾家庭大小事务及子女丈夫的日常生活，而男性的性别角色

观念比女性更为保守也无形中会加剧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家庭成员的性别角色观念依旧受到传

统观念的影响，需要从社会与家庭层面给予一定的关注与支持[8]。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性别角色观

念的转型不仅要依赖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更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夫妻之间的互动与包容，进而以点到面

地推动整个社会性别平等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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