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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指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的解读多见于社会学，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

论能够为分析该现象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由于马恩对该理论的论述较少且引起学界较多争议，

因此本文旨在理清两种生产理论的要义，并用其分析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分析可得：家务劳动女性化

现象是一种具有长期性、普遍性的现象；家务劳动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两种生产对人类历史而言不可

或缺，其中家务劳动是服务于人的生产的劳动；家务劳动之所以女性化是因为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以

及物的生产的承担者对人的生产的承担者的支配，同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庭模式为这种支配提供

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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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eminization of housework (which refers to that housework is mainly 
undertaken by women) is often seen in sociology. Marx and Engels’ two production theorie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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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a Marxis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this phenomenon. Due to the limited 
discussion of this theory by them and many controversie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essence of two production theories and use them to analyze the feminization of 
housework.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eminization of housework is a long-term and universal phe-
nomenon; the reason why household chores have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s because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are indispensable to human history, among which housework is the labor that serves 
human production; the feminization of housework is due to the dominance of human production 
by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the domination of the bearers of human production by the bearer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family model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private own-
ership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this do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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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务劳动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为满足其成员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需要而进行的无酬劳动。

包括但不限于操持全家住、食、行、衣、赡养老人、生儿育女等相关劳动。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的

现象即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四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尽管人们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呈下

降趋势，但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约为男性的两倍及以上[1]。国外研究显示，在美国、英国等西方主

要国家中同样存在该现象[2]。总之，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这种现象有怎样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这个现象？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展开研究。 

2. 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的历史 

家务劳动女性化是性别分工的体现，这种分工在人类初始阶段已经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最初的

分工是男女因生育而产生的，“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

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3]。”从论述中可以看出，基于两性生理差异的分工早已有之。

原始社会时期男性主要从事狩猎，女性大部分时间留在住所并在附近从事采集工作以及管理氏族内部日

趋复杂的家务，如缝制衣服、制造各种家用器皿、烹饪、抚养后代等[4]。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原始社会

时期“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5]。 
进入阶级社会后，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依然长期存在。父系氏族时期，农业由于其稳定性和重要性

逐渐发展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男性也因此从之前的狩猎、砍伐、捕鱼等劳动转向农耕劳动，由于其

体能优势，逐步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女性则长期从事育儿、烹饪、缝补、采集等体能消耗相对较少的

劳动。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分工由于私有制、家庭等多方面因素被固定下来，致使女性成为家务劳动

的主力军。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内的整个农业文明时期这种现象持续存在。到了工业文明时期，

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仍未改变，资产阶级家庭中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无产阶级女性则既要作为工人在

外劳动又要兼顾家庭劳动。概言之，尽管社会形态不断变迁，社会分工不断发展，但家务劳动女性化现

象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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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相关研究揭示了致使该现象产生的各种社会

因素如性别收入差异、性别角色观念、孩子数量、教育等，但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剖析该现象的研究较

少，部分研究涉及了这个角度但缺乏对该思想的梳理以及对二者关系的探究。因此，本文尝试以两种生

产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剖析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拓展研究深度。 

3. 探寻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的根源 

3.1. 两种生产理论 

从近百篇相关文献来看，学界普遍认为两种生产理论在主要经典著作中都有提及，到《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得以完善。两种生产理论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两种生产的含

义以及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根据相关文献，学界普遍认可两种生产一般指《起源》中的定义：“根据

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

的繁衍[5]。”两种生产一种是物质生活资料相关的生产即物的生产，另一种是人口的繁衍即人的生产。

学界普遍认为两种生产的关系是辩证关系，即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是

指两种生产之间相互依赖，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缺一不可。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不会有人类的存

在和发展，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依赖于人的生产；两种生产相互转化是指两种生产会相互渗透到对

方的领域之中，人的生产可以转化为物的生产，物的生产也可以转化为人的生产，因为劳动力是物的生

产中最重要的要素，人的生产即是为物的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同时，物质产品通过消费，满足

了人类自身的需求，实现了物的生产向人的生产的转化；相互促进是指两种生产中某一方的发展变化能

够促进另一方的发展变化，物的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生活资料的增长，对人口发展有促进作用，这一点在

传统社会中表现显著，物质资料发展会促进人口数量的增长，还会促进人口素质的提升，同时，人口状

况对物的生产有着促进或延续的作用，当人口数量与素质适应物的生产的发展时，人口对物的生产会起

促进作用；两种生产相互制约是指两种生产中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对另一方有限制和约束的作用，人的生

产离不开物质基础，它只能在已有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生产，所以，物的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就决定了

人的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人的生产也制约着物的生产，当人的生产的规模和质量不适应物的生产

的要求时，就会阻碍物的生产的发展。 
家务劳动属于哪种生产？第一，家务劳动不属于物的生产。纵观人类社会，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资

本主义社会，人类总处在生产–消耗的循环中，即不断消耗产出的物质资料以维持自身存续，家务劳动

是对物质生活资料进行消耗的活动而非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第二，家务劳动属于人的生产。家务

劳动既是消费也是生产，但这里的生产是指人的生产，因为其劳动成果是人生命的存续。育儿、烹饪、

清洁等家务劳动通过对物质生活资料的加工和消耗直接服务于人的生产。维持人生命存续的劳动不止有

家务劳动，它之所以属于人的生产还因为它是家庭领域中的劳动，而家庭的主要任务是繁衍，因此它属

于人的生产。 
然而，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无法解释家务劳动呈现女性化现象的原因，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已有研

究忽略了一个角度，即两种生产不平等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尝试在阐释这个关系的同时来以

此阐释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从而为解释该现象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促进对该现象的更深入理

解。 

3.2. 家务劳动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两种生产缺一不可 

家务劳动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两种生产都不可或缺。学界对于两种生产的关系有不少争论，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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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生产的必要性持肯定态度。经典著作的论述能证明这一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在批判唯心史观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出发构建了科学历史观，确定了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性和决定

性意义：“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

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同时，肯定了人的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考察了“原初的历史关系的

四个因素”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生命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确认一切历史存

在的前提首先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并承认繁殖的重要作用，强调这些方面“同时存在”且“现在也还在

历史上起着作用”。这里虽未论述两种生产的关系，但肯定其长期持存的必要性。《资本论》从政治经

济学的角度肯定了两种生产的重要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也是劳动者身体加速

削弱的过程，在过程中劳动者常常是未老先衰或是过早死亡，而这种削弱会反过来影响资本的增殖，因

此劳动力商品如果得不到适当的补偿，资本主义的生产就难以为继，换言之，如果人的生产受到影响，

社会生产也会受影响，因此两种生产共同对社会发展起作用。《起源》将两种生产相提并论凸显了人的

生产的重要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里表达了历史决定因素的“二元论”思想，即认为恩格斯的表述把

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都作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对此学界有争议，但可以肯定两种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

展来说缺一不可。由此，服务于人的生产的家务劳动也具有其必要性。 

3.3. 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的根源——两种生产地位不同 

就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言，物的生产地位高于人的生产。《形态》在论述人与动物的区别及四

个历史基本条件的过程中明确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总和”的决定性作用并指出“这种历

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

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也做了相似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

而作为四个历史基本条件之一的人的繁衍并未被提及。因为《形态》在论述唯物史观之前做了重要提示：

“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

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

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这里说明性别差异及自然环境等因素属于历史进程中

的前提性存在，而非决定性因素，他们要研究的是在这些前提之上对历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形

态》中以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繁衍后代是人与动物的共性，这作为自然基础从

一开始就未成为唯物史观研究的重点。总之，人的生产在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属于前提因素而非决定性

因素，所以物的生产地位高于人的生产。林锋、王峰明等教授通过文本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都没有陷入‘两种生产共同决定人类历史’的‘二元论’，而是同样坚持‘物质生活资料生产

一元决定论’[7]。”总之，虽然历史发展离不开人的生产，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中，物的

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人的生产的非决定性地位。 
物的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导致其对处于非决定性作用的人的生产的支配。这种支配表现为物的生产的

承担者对人的生产的承担者的支配，即男性对女性的支配。这种支配在母系社会并不存在，因为该阶段

生产力水平低下，女性由于其生产力高于男性(女性的采集劳动比男性打猎或捕捞的劳动生产率高)甚至取

得了更受尊重的地位。氏族公社实行公有制，这个阶段男女的劳动都被视为氏族共同劳动，不分公共领

域和私人领域，女性既承担物的生产，又承担人的生产，不能自己支配自己，因此该阶段两种生产之间

不存在相互支配的关系。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农业由于其稳定性和重要性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

部门，男性也因此从之前的狩猎、砍伐、捕鱼等劳动转向农耕劳动，由于其体能优势，逐步在生产中起

主导作用，同时，人类社会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物的生产对人的生产的支配也随之逐步形成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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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这种支配是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中实现的。 
《形态》中指出，私有制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早期家庭中已出现，这种私有制使“妻子和儿女是丈

夫的奴隶”，丈夫可以支配妻子；《起源》中关注到私有制下从古希腊时期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地位低

下且被限制在家庭事务的现象：古希腊时期，妻子被当做“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除了生育子女以

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妻子不能参加“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雅典全盛时期卖淫广泛盛

行且受国家保护。妇女没有自由且地位低下的原因在于私有制下个体家庭的形成，为了确保财产继承的

血缘性，男性对女性进行控制，所以男子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个体婚制的出现并非由于爱情发展到

了巅峰，而是因为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据此，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

发生的”。这种压迫持续至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法律中男女获得的只是名义上的平等，实际情况

是妻子成为家庭女仆并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同时，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属品，所以恩格斯犀利地指出：

“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总之，女性之所以长期固定地从事人的生产的劳动，一方面根源于物的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

性作用，物的生产由于其决定性作用能够形成对人的生产的支配，而正好男性在物的生产领域长期占据

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真正实现这种支配还需要一个载体，即基于私有制的专偶制家庭的形成，有了

家庭这个私人领域，支配才得以形成并稳固。 
两种生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都有其必要性，但研究表明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对女性有诸多负面

影响，主要包括限制女性的自由和发展。一方面，在业女性要兼顾家务劳动，导致女性能够自由支配的

时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这个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且不太需要创造力的劳动，限制了

女性智力和能力的发展，从而影响女性的就业和发展。 

4. 启示 

我国虽已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女性广泛地接受教育并逐步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但家务

劳动女性化现象依然普遍，对女性带来负面影响及不公平待遇也同样存在。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4.1. 我国家务劳动呈女性化的原因 

据上述分析可以推断，我国家务劳动呈现女性化现象的根源应该是因为两种生产依然处于不平等的

阶段，物的生产依然支配着人的生产。这具体表现在：第一，男性在物的生产领域占主导地位。数据显

示，18~64 岁在业者中，女性占 43.5%，男性占 56.5% [8]，女性就业率虽然较之前有所提升，但仍低于

男性，同时，“18 到 64 岁女性在业者的劳动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中，在城乡低收入组中，

女性分别占 59.8%和 65.7%，比男性高 19.6和 31.4个百分点，在城乡高收入组中，女性仅占 30.9%和 24.4%，

均明显低于男性[1]。”可见，女性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在就业市场中，女性还面临着性别歧视，男性则

在就业市场更受欢迎，同时，女性就业领域比男性狭窄，除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教育及卫生和社会工作这五大类部门中女性就业比例超过男性以外，其余部门女性就业比例均低于男性，

尤其是有些部门，男性数量超过女性数量的一半甚至更多[9]。在上层建筑方面，女性参政比例较低，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一直在 21%~22%之间徘徊，二十大中女性代表占比提升到 27%，离

联合国要求的 30%仍有一定距离，同时，两性参政比例相差较远，男性代表人数始终高于女性，并且决

策层女性人数较少，女性参加政治管理和决策的大部分岗位在基层，且集中于科教文卫等部门，这种女

性在政治领域的边缘化情况，影响了女性在参政议政方面的权利。第二，私有制依然存在。两种生产之

所以不平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私有制，当前，我国虽然已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7225


刘丹 
 

 

DOI: 10.12677/acpp.2023.127225 1335 哲学进展 
 

经济体制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其中便包含了私有制经济，并且国家保护私有

财产不受侵犯，因此，私有制的存在也是导致我国存在两种生产不平等关系的因素；第三，家庭这个私

人领域普遍存在。尽管单身、单亲、丁克等非传统家庭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一夫一妻制这种家庭模式仍

然普遍存在，参考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 年，全国“一人户”家庭数超过 1.25 亿，占比超过

25%，而传统家庭模式仍占大多数。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长期存在为性别支配提供了基本条件，致使家

庭中的两性不平等的发生成为可能，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分配就是典型代表，此外还包括“男主外，女主

内”的传统伦理对女性个人发展的束缚、“男强女弱”的伦理对两性择偶的束缚等。 

4.2. 应对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的策略 

如何应对家务劳动女性化现象及其带给女性的负面影响？第一，两种生产包含的规律是历史发展规

律之一，女性应尊重规律并积极参与物的生产以及上层建筑等决定性领域。正如恩格斯倡导家务劳动社

会化：“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

的时候，才有可能[5]。”恩格斯认为家务劳动只有交给社会来做，才能减轻女性负担。与此同时，女性

应积极参与社会生产，与男性共同推动历史发展，才能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第二，家庭作为社会细胞

有其合理性也有历史性，未来社会这种模式未必会保留，当前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家庭模式正部分地取代

消解旧模式，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这种消解都客观存在。是否应该倡导这种消解？答案暂时是否定的，

就现实而言，社会需要更多的生育以应对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家庭作为育儿的主要阵地仍具有重要

价值，因此，倡导新的家务劳动分工刻不容缓。恩格斯倡导家务劳动社会化，但这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主力军，因此，现阶段一方面需要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从社会层面解决更

多的家务劳动负担，例如育儿、赡养老人、烹饪等劳动，另一方面需要男女合作，突破旧式“男主外女

主内”的家务分工，提倡两性共同为生育即人的生产做出贡献，以有效促进生育率提升，从而促进女性

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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