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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双重矛盾，呈现了现代女性角色切换与个人发展所遇到的挑战，工作和家庭领域

的压力冲突，使得女性在参与工作或家庭角色时很难做到两者平衡。在角色伦理理论的视角下女性工作

–家庭冲突存在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矛盾、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冲突以及角色认知和社会期待对立的伦

理问题，需要从贯彻马克思主义女性观、遵循角色伦理理论及坚持男女平等三个方面构建缓解女性工作

–家庭冲突的伦理路径，从而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推动女性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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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u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women’s work and family life present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odern women’s role switching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pressure conflicts in the work 
and family fields make it difficult for women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when partici-
pating in work or family ro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ethics theory, there are ethical issu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women’s work family, includ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justice ethics 
and care ethics, the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valu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opposi-
tion between role cognition and social expect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ethical path to 
alleviate women family conflicts from three aspects: implementing Marxist views on women, f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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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ing role ethics theory, and adhering to gender equality, in order to help women better balance 
their work and family roles and promote women’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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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内部的成员尤其是女性开始面临工作与家庭角色的矛盾和平衡问题逐

渐浮现，从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这一议题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女性更多地走进职场之后，随之而来的

家庭照护与女性个人职业发展的角色冲突逐渐严重。现代社会的女性相较于生育政策紧张的计划生育年

代的家庭主妇，少了许多角色自由，随着“全面二孩”时代及“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目前社会上的

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压力只增不减。女性长期面临工作与家庭矛盾时，其就业和生育权益必然都会受到

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带来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都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

的绊脚石。因此深入探究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的问题并且找到合适的解决路径必将帮助女性更好地实现

自我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角色伦理作为伦理学和社会学相融合的伦理视角，能够更全面地从女性的工作

和家庭角色伦理视域去分析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并给出角色伦理视域下的构建缓解现代女性工作–家

庭冲突的现实路径。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角色伦理理论 

我国最早的对角色伦理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是田秀云的《角色伦理》，作者对角色伦理概念基础界

定与不同领域角色伦理研究做了综合性的探析。田秀云认为角色伦理是以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交叉为学理

依据，以伦理学为视角，研究社会角色的权责关系、角色道德及其伦理行为模式的一种理论维度[1]。之

后诸多学者从具体某一角色的角色伦理进行研究，例如，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当从提高角色认知、培育角

色道德意识、树立正确的全责观以及培育理想角色道德品格四个方面实现个体角色伦理调适[2]；幼儿教

师角色伦理是指人获得幼儿教师这一特定社会角色身份，在自身行为过程中，处理各种关系时应当遵循

的基本伦理规范[3]；对新闻工作者应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对其角色职权进行规范[4]；赵莉分析了法官队

伍角色伦理缺失的现象和成因，以及法官个人在角色扮演实践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并提出了法

官角色伦理建设的途径[5]。 
此外，也有学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维度来研究角色伦理。如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在儒家哲学

的框架下，作者对角色伦理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还有学者认为儒家哲学中的角色伦

理治理模式与一般的道德治理有所不同，道德治理注重个体的自觉自律，而儒家的伦理规范会根据社会

成员在不同领域中扮演的角色伦理治理模式来制定。尤其是角色的责任和义务，都是与具体的现实社会

角色相适应的[6]。总之，这一类研究在简单对职业进行角色伦理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对特定的职业、特定

的维度的角色伦理做出细分，是对角色伦理更深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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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女性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矛盾这一观念最初由 Kahn、Wolfe、Quinn、Snoek 和 Rosenthal 在 1964 年提出。Kahn 
(1964)从人们在工作和家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出发，认为这两个领域对个人有着各自的角色期待。当个

人难以满足这些期待时，便容易陷入混乱状态[7]。国外研究者在探究工作与家庭关系时，将工作与家庭

间的冲突分为不同层面，并关注引发冲突的因素及冲突所产生的影响。Carlson 等人(2000)在时间、压力

和行为这三个分类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三者之间的双向性纳入考虑，构建了六个维度，这些维度各

自对应着独特的前因和后果变量[8]。国外对于工作–家庭的研究涉及的变量主要涵盖工作、家庭和个体

三个层面。在工作层面，前因变量包括工作压力、工作特征和工作投入，而结果变量则体现在工作满意

度、工作绩效等方面。家庭因素中的前置因素，如婚姻状况及家庭关系等，对应的后果变量包括生活满

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在个人关注程度较高的因素中性别与心理状况被关注得较多，而结果方面主要体现

在健康状况等方面。 
我国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青年女性，社会变迁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多个理论都

被用作研究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现代女性角色冲突的根源，源于社会变迁理论所阐述的文化传统惯性、

新旧价值观的抵触以及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快速变革的制度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

中国传统性别价值观念的变革跟不上社会变迁的速度[9] [10]。女性在面临多重角色期待与压力时，社会

支持理论指出，家庭支持与单位支持的缺失，导致了“工作–家庭”矛盾的加剧。对于职场女性在“职

场–家庭”之间的平衡策略方面，我国的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主观幸福感较强的个体面临的冲突

相对较小，因此，要降低女性在“职场–家庭”之间的矛盾，提升主观幸福感，就需要增强来自组织、

家庭成员以及伴侣的支持[11]。 

3. 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表现 

随着女性主体意识增强，知识女性不再满足于家庭生活，她们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来实现个人价值。

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追求通过拥有自己的事业来获得社会认可，然而，这也导致她们在扮演家庭角色时

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职业角色中，使得事业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出现了问题，二者之间产生了

矛盾。具体而言，这种冲突表现为时间冲突、精力冲突以及角色行为的冲突。 

3.1. 时间冲突 

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在时间上的冲突表现主要有两种。一方面未婚女性面临着在婚育年龄和职业晋

升黄金年龄之间的抉择。根据女性人才学的观点，大约在 30 岁是女性职业晋升的关键时期，而这个时期

也是女性普遍结婚生子的年龄段。如果在这个阶段选择职业发展，可能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同时

也会错过最佳的结婚生子年龄，导致晚婚晚育和低生育率问题。相反，如果选择家庭角色，需要花费几

年时间来孕育孩子，这段时间内女性的职业发展可能会停滞或半停滞，未婚女性很难在职业发展和家庭

规划之间权衡选择。另一方面女性自我提升的时间与照顾家庭的时间也会产生冲突。知识女性更多地从

事的脑力劳动与一般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性质不同，需要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更新知识结构，通常需要

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进行学习。然而，将照顾家庭的时间用于自我提升可能导致无法顺利扮演家庭角色，

从而构成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的时间冲突。 

3.2. 精力冲突 

精力冲突是指女性在同时扮演两个或多个角色时，这些角色之间相互争夺她们的精力和关注。一方

面，家庭角色要求女性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同时履行妻子、媳妇和母亲的义务和责任。作为一个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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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母，她们努力在家庭中扮演完美的角色，她们不仅要照顾家人的生活需求，还要关心他们的情感和心

理健康。她们在安排家庭日常事务、孩子的教育和照料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职业角

色也对女性提出了要求，她们需要承担起作为职场人员的义务和责任。女性渴望在职场上获得成功，成

为职业生涯中的杰出人物。她们致力于提升自己的技能，追求卓越，努力成为职场中的精英骨干，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取得职业上的突破和成就。因此由于个人的精力难以在家庭和职场之间合理分

配，女性往往面临身心俱疲的困境，她们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同时兼顾好家庭和职业。这种精力冲

突可能导致她们感到压力巨大，身心疲惫，甚至出现焦虑和抑郁等问题。 

3.3. 行为方式冲突 

行为方式上的冲突是指女性在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存在差异，导致两者的行为宗旨不一致，从

而引发角色冲突。就行为方式而言，职业行为规范与家庭行为规范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在职业中，

女性被要求扮演工具性角色，需要勇于突破传统束缚，勇敢地迎接各种挑战，她们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

技能，以在职场中取得成功。然而，在家庭中，女性则被要求扮演情感性角色，需要对家人施予人文关

怀，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氛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宗旨之间的冲突，使得知识女性

面临着双重角色冲突的风险。在职场中，她们可能感到压力巨大，需要不断努力迎接挑战，以满足职业

要求。同时，她们也希望能够在家庭中扮演好情感性角色，关心照顾家人，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

境。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宗旨，让知识女性有产生双重角色冲突的风险。 

4. 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反映的伦理问题 

4.1. 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矛盾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在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冲突，正义伦理行为导向和关怀伦

理行为导向之间的矛盾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正义伦理行为导向强调的是公正、平等和自由竞争。在

职业领域中，这种导向要求个体具备工具性角色，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利益最大化，这意味着女性需要在

职场中表现出果断、自信和竞争力，以便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而关怀伦理行为导向则强调情感和关

爱，关注人际联系和社会关系。在家庭角色中，这种导向要求女性承担情感性角色，照顾家庭成员的需

求，并创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这意味着女性需要在家庭中表现出关心、体贴和照顾他人的特质。由

于职业行为规范和家庭行为规范的不同，女性在角色转换时很容易出现冲突和矛盾，在职场中女性可能

需要放弃一些情感上的关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职业发展，而在家庭中，女性可能会面临时间和精力

的压力，以平衡职业和家庭的需求。 

4.2. 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冲突 

女性通常在职业上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她们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繁衍后代和照顾家庭等方面，

那些意识到自我实现重要性的女性常常在职业晋升和家庭建设的选择上感到左右为难。这种困境源于家

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冲突，其中隐藏着伦理冲突。现代女性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在职业角色中，

她们希望能够在职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努力实现个人职业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将成功扮演职

业角色视为实现人生目标的途径，因此她们对待职业角色的态度是专注和勇往直前的。然而，社会责任

的履行对她们个人价值的实现产生影响，社会责任一方面要求女性在最佳育儿时间内完成传宗接代的任

务，另一方面要求女性将更多精力用于照顾家庭。如果女性因为扮演职业角色而未能顺利履行生育义务，

她们可能会遭受社会的鄙视，照顾家庭也被社会视为女性的基本职责。因此，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

的冲突构成了这一角色冲突背后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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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角色认知和社会期待对立 

女性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认知被称为角色认知。在家庭角色方面，女性认为自己与伴侣在家庭角色

地位上是平等的，尽管在家庭劳动方面可能存在因体力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上，

双方享有相同的发言权。在职业角色方面，女性认为自己与同级合作、竞争以及同事之间是平等的，社

会期待是指大多数人对某个角色的看法和期待。女性在家庭角色上对自己的认知与社会的期待之间存在

冲突，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与女性自身对家庭角色的认知之间的矛盾。社会期待女性

既要成为合格的职业女性，又要成为擅长家务的妇女，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使得男性习惯

于享受社会角色赋予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而社会的变革使得女性能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角色，但并没

有要求男性花更多时间照顾家庭。 

5. 女性角色伦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5.1. 传统伦理价值观不平等 

传统伦理价值观代表了男性主导的父权制度，其根本上体现了男女不平等并对女性施加压迫。在我

国儒家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着一种被称为“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家庭中，女性的地位相对较低，被

要求顺从于丈夫，人们普遍接受“女性主内，男性主外”的观念。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在制度上消除了父

权制文化，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观念积淀依然存在，对女性的生活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这

种影响难以完全消除。现代社会与传统父权制度交织在一起，导致女性承受着来自父权文化和现代多元

社会背景的双重压力。妻子被视为孩子和婚姻成功的核心，然而，女性在追求事业成功时既担心失去自

己的魅力，又担心家庭幸福受到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与男性在家庭事务中的角色地位争夺，也加

剧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5.2. 家庭劳动社会化程度低 

尽管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家庭劳动社会化的进程却非常缓慢，这主要因为人们尚未形成将家庭劳

动视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的意识。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被看作是相互分离的，一些女性将大部分精力用

于照顾家人，这种情况受到传统两性角色认知的影响，长期以来家庭劳动被视为女性的职责范围，被认

为是女性的分内之事。此外，与职业角色不同，女性的家庭角色的价值实现方式与劳动价值创造方式不

同，职业角色创造的劳动价值能够按劳付酬，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统计，而家庭角色创造的价值无法量

化，因此无法被纳入社会统计，被默认为无偿劳动。在绝大多数日常家庭中，最费时、琐碎的家务劳动，

如做饭、洗衣、打扫和照料孩子等，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但家庭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很低，这使得许多

女性深陷家务劳动的泥潭而无法从中解脱出来。 

5.3. 工作家庭角色转换困难 

家庭角色的伦理路径以“关怀”为导向，而职业角色的伦理路径以“公正”为导向。当女性在家庭

和社会两个领域扮演的角色中，这两种不同的伦理路径交汇时，可能会导致角色转换困难，出现双重角

色冲突。在扮演职业角色时，遵循公平和正义的伦理权责符合社会的期望，然而，如果将以正义为导向

的伦理行为方式应用于家庭角色中，可能会导致家庭情感支持功能的丧失。在扮演家庭角色时，遵循关

怀和仁爱的伦理权责符合社会的期望，但如果在职场中运用以“关怀”为导向的伦理观，可能会与市场

经济中的竞争机制相冲突。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行为方式使得当代中国女性在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

间难以自如地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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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建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伦理路径 

6.1. 贯彻马克思主义女性观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演

变、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女性权利以及女性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恩格斯认为，

家庭劳动和儿童养育的社会化是实现女性解放的前提，这包括将家务劳动和儿童养育纳入社会范畴，实

现社会化[12]。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继承者玛格丽特·本斯顿指出，尽管现代女性已经脱离家庭参与社会

生产，但由于家庭劳动对女性的无形束缚，实际上女性比以往更加辛劳，女性不仅要忙于自己的工作，

还要承担与过去相同数量的家务劳动。因此，玛格丽特主张将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社会化，以使女性能

够从家庭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这些负担。因此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女性对家庭所做的贡献和情感支持

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这种贡献应该得到正确的评价，并且应该得到

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知识女性在日常家庭角色中的压力，也有

利于她们更好地扮演职业角色，这样做可以缓解女性在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冲突。 

6.2. 遵循角色伦理理论指导 

在面对新时代女性的角色冲突问题时，我们应该遵循角色伦理的思想和理论来进行调整和缓解工作

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角色伦理认为，通过牢记角色伦理责任，并明确角色行为的界限，可以帮助女

性调整角色转换时可能出现的冲突。一方面女性需要明确角色伦理责任。由于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需要

承担不同的伦理责任，女性必须清楚区分家庭角色责任和职业角色责任，并避免将职场中的公私分明原

则应用于与家人的日常交往中，也不要将对家人的深厚情感运用到每一位同事身上。另一方面女性需要

划清角色行为的界限。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伦理责任，而伦理责任所指引的角色行为也各有不同，

因此，女性需要清楚地划定不同角色之间的行为界限，认清这种界限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可以减少

工作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遵循角色伦理责任和明确角色行为界限，女性可以更好地应对

工作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实现更好的角色平衡。 

6.3. 坚持男女角色平等原则 

尽管实现男女的实质平等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只要人类的实践活动朝着实现“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目标努力，那么“男尊女卑”的落后思想必将逐渐消失。女性的工作–家庭角色冲突问题

是困扰着女性很长时间的社会问题，个人无法单独解决中国复杂而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社会

各领域共同努力，共同完成解决问题的任务，完善女性社会支持系统，并坚持男女角色平等的原则。政

策支持是社会为消除对女性歧视的保障措施之一。一方面，从家庭内部来说，需要落实男性陪产假政策，

让男性在家庭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与女性共同分担家庭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责任[13]，陪产假的设立可以

让男性陪伴照顾处于生育期的妻子，同时也能使女性因生育耽误的工作时间得到相应补偿，有助于减轻

人才市场对知识女性就业的歧视现象。另一方面，在家庭外部支持方面，有必要制定更多的政策来支持

家政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家庭承担家务劳动，比如打扫房间，照顾老人和孩子。据统计数据显示，从

上个世纪末到 2020 年，我国家政企业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 2020 年达到 53,393 家[14]。家政服务公司

的兴起和发展，将会给我们的妇女在家务上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对于缓解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帮助

她们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工作任务。这对缓解家庭与专业之间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制定更多的支

持家政产业发展的政策，有利于推动家庭劳动社会化，为知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提供一条有效

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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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女性在职场的参与度不断增加，她们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家庭的责

任，然而这种双重角色的承担常常让她们陷入困境。现代女性不仅需要应对工作上的压力和挑战，还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履行母亲的角色，照顾孩子和家庭。这种压力和负担使得她们往往无法全身心

地投入到职业发展中，从而影响到她们在职场的竞争力和机会，同时若是将过多的时间投身于工作之中，

又会导致女性在家庭角色中的缺失。当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愈发成为亟待缓解的问题，也是提高生

育率缓解老龄化问题的必经之路。角色伦理是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从角色伦理视角对角色冲突背后

的伦理问题进行伦理分析是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女性角色冲突的伦理问题的原

因分析及缓解路径探寻，将有助于加快解决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分析，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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