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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华北某高校2021届女性本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对当今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的表现与原因进行

描述分析。探讨当今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的严峻状况，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溯因思考。旨在揭示目前

社会中所具有的强烈女性歧视与厌女现象在女大学生求职这一部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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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2021 female graduates of a university in North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oday. Discuss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oday, and think about the causes of related problems. It aims to reveal 
the strong feminist discrimination and misogyny in the current society in the part of female col-
lege students’ job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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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58 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1958 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上对就业歧视做了具体的规定：基

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

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而在全面三胎时代的当下，女性迈入了新的就业环境，

隐形就业歧视加剧，就业歧视现象呈现加深趋势[1]。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女性面临怎样的就业歧视以

及导致就业歧视的原因。将研究对象定为华北某大学应届本科女性毕业生。本次研究所要探讨和回答的

主要问题包括：应届女大学生遭遇就业歧视的表现以及应届女大学生遭遇就业歧视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男女由于性别的差异，一般来说，其生理结构也明显不同，因此两性特点决定着分

工、承担责任强度的差异，不能笼统的将体能差异引起工作性质需要的不同归结为就业歧视。如果有些

工作相比之下只适合男性，例如海上作业、井下作业等劳动条件艰苦的工作，出于两性生理结构特点而

区别不同工种的性别需要，这不属于就业歧视，属于对女性处于较弱体能的特别保护。因此，除以上情

况外，调查者将本次研究中“应届女大学生就业歧视”定义为：“在同等情况下，应届女大学生在求职

过程中，相对于应届男大学生获得更少的就业机会，在同样岗位从事相同工作时，应届女大学生工资待

遇水平比应届男大学生低，具有相同晋升资格的应届男大学生比应届女大学生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和晋

升空间”。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用问卷星制作问卷后进行线上调查[2]，通过企业微信应用程序向该大学

23 个学院的 2021 级本科毕业女生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 2336 份，回收 261 份，回收率 11.2%。问

卷共设计 10 个问题，题型由单选题，多选题和填空题结合，问卷内容由作者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就业中性

别歧视的相关文献资料后整合所得，主要围绕女大学生受到就业中性别歧视有具体表现、受到性别歧视

的具体原因以及对遭受就业歧视后的应对态度展开调查。 

2.2. 数据处理 

将调查问卷全部回收后进行系统审核，使用 spss 进行数据录入与整理，然后对数据的有效范围和逻

辑一致性清理，将部分逻辑错误的问卷进行逐一修正。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女大学生就业歧视表现 

本研究以华北某大学 2021 届女毕业生为例，共有 261 名受访者接受调查，其中 68.6%的受访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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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曾受到过就业歧视，可见，就业歧视存在十分普遍，其中，以下就业歧视表现值得特别关注。 

3.1.1. 不同专业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和建议书》中给“歧视”下的定义：“任何根据种族、

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所作的区别，排斥或优惠；其结果是取消或有损于

在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从而构成歧视”，可知，除招聘岗位确实存在特殊要求外，其他

的区别对待都属于歧视范围。由于不同专业对应的岗位不同，本研究将受访者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审核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的依据，将她们所在专业划分为五大类：理工学、经济管理与

教育学、文史哲学、体育类、艺术类。数据显示，五大类学科受到就业歧视的比例均超过 61%；其中理工

学占比最高，达到 74%；文史哲学与体育类占比均达到 67%，紧随其后；而经济管理与教育学以及艺术

类受歧视比例相对较少，占比分别为 62%、61%。由此可见，女性就业歧视在五大学科中均十分普遍；其

中理工学女性所受的就业歧视最为突出；其次，其他类学科的受就业歧视情况相对较少且状况较接近。 
据调查，在“遭受了怎样的就业歧视”这一问题中，“在男女均可胜任的岗位中注明‘只要男性’

或‘男性优先’”这一选项在五大类学科中均有超过 36%的选择率，其中体育类选择率最高，为 50%；

其次为理工学，选择率为 48.2%；经济管理与教育学、文史哲学分别有 39.1%、38.9%的选择率；艺术类

的比率仅为 36.7%。而在“招聘过程中额外进行体态外貌参考”这一选项在文史哲类占比最高，达到了

31.5%；艺术类占比为 27.3%，相对较高；经济管理与教育学、体育类分别为 26.1%、25%；其中理工学

占比最低，为 7.1%。据此可见，明显的性别歧视在各个专业中都是十分普遍的，其中体育类表现尤为明

显；而招聘过程中的体貌歧视普遍性相对较低，在文史哲类中十分突出，值得关注的是，理工学女大学

生所遭受的体貌歧视程度最低，远低于平均水平。 

3.1.2. 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不同类型 
中国立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就业歧视，也并没有对就业歧视进行规制与分类，但在理论界有许多学者

对这一现象作出了相应的判断，大多数学者认为，就业歧视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性别歧视、年龄歧视、

体貌歧视、残疾与疾病歧视、户籍歧视、婚育状况歧视、政治面貌歧视、学历经验歧视。而在本研究中，

出现的歧视类型仅包含且针对：性别歧视、婚育歧视。结合调查群体特点，本研究调查了受访对象的能

力状况，得出以下数据。 
68.2%的受访者在校期间表现相对优异，一定程度上说明其能力处于平均水平或以上，鉴于受访者处

于同等学历水平，在招聘市场上竞争力相差较小，因此可认为受访对象所受歧视现象与个人能力关系较小。 
根据调查数据，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现象中：以典型的男性优先、对女性应聘者存在明显恶意的性别

歧视情况占比为 57.85%；以婚育状况为重要参考的婚育歧视情况占比为 43.68%；以体态外貌为参考的体

貌歧视情况占比为 24.9%。但体貌歧视与岗位需求有较大相关性，且由上述数据显示，理工学女性所受

体貌歧视较小，可见体貌歧视存在普遍度相对较低。关于存在普遍度较高的性别歧视与婚育歧视，其表

现形式多样：有明显标注男性优先、有在宣讲会现场或私下用社交软件告知只要男性、有起薪与劳动保

障低于同等条件男性、有面试中存在明显刁难女性、有招聘过程中询问感情状况与婚育状况等等形式。 
由于目前国家三胎政策出台、女性相关生育产休政策滞后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低迷等因素，导致了

女性职场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目前女性就业歧视类型逐渐集中于性别歧视、婚育歧视，成为目前以及

未来长期的主要歧视类型[3]。 

3.2. 就业歧视原因分析 

面对如此严峻的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都在影响着歧视的走向。其中女性群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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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维权意识、社会观念影响、国家政策法规、就业市场环境这四大因素影响最为显著[4]。 
在研究中，261 名受访者均表达了自己对于女大学生就业歧视原因的看法：90.42%的受访者认为是

出于用人单位的考量：80.46%的受访者认为是受传统社会的观念影响；63.98%的受访者认为是缺乏有效

的法律政策保障；11.88%的受访者认为是女大学生自身能力不足；7.28%的受访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

为是受到了国家相关社会政策、以及相关工作内容的特殊性与男权社会下女性话语权丧失等因素的影响

[5]。 

3.2.1. 女性群体自身维权意识 
调查显示，有 60.2%的女大学生对法律政策有所了解或非常了解，但只有 31.8%的女大学生表示会通

过法律途径，向有关部门反映，占比只有了解相关法律政策的女大学生的一半。高达 63.6%的女大学生

选择了“不满，向亲友吐槽”这一看似缺乏法律意识的选项。这与女大学生对相关法律了解情况的调查

结果相悖，说明遭受性别歧视的女大学生不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并非不懂法律，而是另有原因。

一方面是女大学生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缺乏正确引导，相对比较淡薄另一方面，关于就业中性别歧视的

相关立法仍需加强，相关沟通与投诉渠道仍待拓宽。 
二战后，西方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在 1957 年，欧盟《罗马条约》中就有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的规定。

上世纪 70 年代性别革命在欧美全社会兴起，女性对性别歧视的抗争的维权意识觉醒，相关法律也在几乎

同时期开始出台，例如英国在 1975 年就出台《性别歧视法案》和 1970 年《同工同酬法案》，具有体系

相对完整，规定相对具体的特征。相比之下，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法律制度开始恢复与

发展。90 年代，社会性别理论初传中国，引发中国女性进一步觉醒。无论是性别理论与女性意识的本土

化发展，还是我国在性别歧视的立法和制度建构，都有很大发展空间[6]。 

3.2.2. 传统社会观念限制 
由于传统社会长期的男尊女卑封建传统，导致了历史上中国女性的话语权丧失，“相夫教子”、“女

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思想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观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水平提升，妇女

逐渐走出家庭，进入工厂，其社会经济、政治地位都逐渐提升。建国初期，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号

召下，妇女大规模参加劳动；甚至在 80、90 年代，长三角地区发展十分迅速的轻工业更偏爱女性工人，

此时社会对于职业女性接纳度有很大程度的改善。然而高强度的建设时期已经过去，妇女更多回归家庭

劳动，社会职业的划分也有明显的性别色彩。女性工人日益减少，招聘单位根据传统的男性印象，更倾

向于挑选男性从事相关工作，例如上述数据中理工学女性受到的就业歧视占比率最高，体现了在传统男

性主导行业，女性依旧是边缘群体。除此以外，社会根深蒂固的女性必须回归家庭等思想依然活跃，也

导致了社会对于女性就业依然抱有自知或不自知的偏见。 

3.2.3. 国家政策影响 
国家政策牵引了整个就业形势，深刻影响女性就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为

让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劳动，依托国企单位设立托儿所，减轻女性家庭压力，深刻推动了当时女性就业的

发展。而目前国家出台的三胎政策导致女性在就业时将面临更多考量：一方面，女性自身的婚育状况将

成为就业的一项重要衡量标准；另一方面，女性自身权益方面或许将受到侵犯，如企业隐性规定不得婚

育等非法要求。由于目前三胎相关的配套政策并不完善，如女性产休这一类与女性就业密切相关的问题

依旧处于一个滞后状态，导致目前女性就业问题严峻[7]。 

3.2.4. 法律法规问题 
目前我国尚未对女性就业歧视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立法。虽在《劳动法》、《宪法》中有相关性别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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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规定，但无明确可实行的相关细则与完善的法律条文，在现实层面仍是无法发挥制约作用。《劳动法》

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大多女性就业歧视

案例运用这一条法例进行举报和维权，但现实中，女性在求职过程中遭受的性别歧视通常是边界模糊的、

非明文规定的，这往往导致大部分遭受就业歧视的女性因无法可依、无实可证而放弃捍卫权利。 

3.2.5. 社会因素 
由于庞大的就业人群与逐渐饱和的就业市场、滞后的就业调解机制之间的矛盾，我国就业问题十分

严峻。女大学生群体数量庞大，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了供不应求。结合 2020 年、2021 年疫情对经济与个

人生活的冲击，全球经济长期持续低迷，国内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加重了女性就业

困境， 

4. 小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应届女大学生的就业歧视问题进行研究，基于问卷数据分析出应届女大学生就

业歧视的类型主要是性别歧视和婚育歧视，并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探究，分析其主要原因有“女性群体自

身维权意识薄弱”、“传统社会观念限制”、“国家政策影响”、“就业问题严峻”、“法律法规不健

全”。 
研究表明，应届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现象普遍，需要多元主体共同解决和消除就业歧视现象。需要多

方联动，增强社会、学校和女大学生自身对于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注，改善女大学生的就业现状，促

进就业平等与公平。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就业歧视现象已普遍存在，依据研究结果分析，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4.1. 健全法律法规与维权制度 

目前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相关法律主要存在缺乏专门性立法、缺乏可实行细则、缺乏明晰定义三个问

题。因此需要健全法律法规，对女性就业歧视进行详细、明确的界定，并完善相关维权与监督体制，特

别是对诉讼举证制度进行调整，重视起女性就业问题，将模糊的性别歧视真正具体化；其次，针对女性

就业歧视问题可作为女性歧视这一大框架下进行专门性立法，让受歧视的女性群体有法可依；最后，法

律法规与监督体制终究只是女性维权的途径，根源还需要减少歧视的现象出现，因此更需要建立明确的

违规惩罚与担责机制，将问题从根源制约。 

4.2. 社会观念革新 

针对目前社会中出现的男女对立现象以及矛盾的激化，部分媒体以追热点为由用报道污名化女性，

导致女性就业歧视成为一个社会敏感话题。传统社会思想本身对女性权益并不友好，这更需要媒体进行

正面的宣传与引导。因此，国家相关机构应对性别引战式网络舆论进行治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平等”概念，宣传正确的性别观念、鼓励女性就业，推动营造女性友好的社会环境。 

4.3. 社会政策 

在当前的少子化背景下，国家出台三胎政策的同时，也推出了生育假、生育津贴等相关措施，呈现

生育成本社会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三胎政策、生育假等政策措施对女性就业必定是具有负面

影响[8]，或将加重就业歧视。但生育成本社会化的发展，对于女性就业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国家建设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探索，提供了社会保险、税收等社会资源分担女性生育负担的可能性，有利于女性就

业长期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710


夏杨蓁 
 

 

DOI: 10.12677/ass.2022.1112710 5220 社会科学前沿 
 

4.4. 各大高校 

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各大高校更应提升教学质量，鼓励学子树立平等的就业观念、帮助学生

了解就业歧视维权方法，同时链接多方资源开展校园招聘，建立校招监督机制，鼓励学生积极举报雇主

就业歧视现象。 

4.5. 女大学生群体 

当个人遭受歧视时需要勇于发声，而面对社会大背景下个人无法遏制的、强烈的歧视，女性更应该

团结互助，提升自身能力，清醒认知目前处境，努力在社会中为女性争夺话语权。 
总之，应届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现象普遍，需要多元主体共同解决和消除就业歧视现象。需要多方联

动，增强国家、社会、学校与女大学生自身对于性别就业歧视问题的关注，改善女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促进就业平等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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