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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的性别分层变化及其后果研究
———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考察

林　 华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通过对拉美劳动力市场的考察ꎬ 分析当前

拉美国家性别分层的基本状况和近年来的变化趋势ꎬ 探讨造成这些

变化的原因和其产生的后果ꎬ 从而对拉美国家性别不平等的发展状

况做出初步判断ꎮ 研究发现ꎬ 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

地位有所改善ꎬ 这既体现在女性职业地位提升ꎬ 也体现在男女收入

差距缩小等方面ꎮ 这些进步与拉美女性经济自立程度和受教育水平

的提高ꎬ 以及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不无关系ꎬ 并对拉美国家社会阶

层结构的改善、 社会不平等的减轻和女性参政等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但是ꎬ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ꎬ 特别是职业的水平隔

离没有减轻ꎮ 阻碍拉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机会的关键因

素已不是人力资本的性别差异ꎬ 而是性别歧视和传统的劳动性别分

工ꎮ 这导致性别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ꎬ 也是造成社会分化的

主要因素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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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的性别分层变化及其后果研究　

　 　 最近十几年来ꎬ 拉美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明显改善ꎬ 象征着两极

分化十分严重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形态正在向更加合理的 “梨型” 转变ꎮ
从各收入阶层所占人口的比重来看ꎬ 下等阶层规模逐渐缩小ꎬ 中下阶层和

中上阶层规模均有所扩大ꎬ ２ / ３ 左右的社会成员集中于社会分层的中间地

带ꎬ 且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ꎮ 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ꎬ 随着

社会进步ꎬ 性别、 种族、 年龄等先赋性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和重组的影响

也在发生变化ꎮ 本文拟从性别分层的视角分析当前拉美国家两性经济社会

地位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ꎬ 考察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ꎬ 并对性别分层

变动所带来的后果进行研究ꎬ 从而对拉美国家性别不平等的发展状况做出

初步判断ꎮ

一　 拉美社会分层研究中性别因素的缺失

在拉美地区ꎬ 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结构和分层的研究是随着拉美工业化、
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步开展起来的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经济

发展模式对社会阶层结构和不平等机制的影响开始引起拉美社会学界的关注ꎮ
但由于起步较晚ꎬ 拉美国家在这方面缺少自成一派的理论创新ꎬ 也很少从社

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本地区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ꎮ 有关的研究

基本上以欧美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ꎬ 或者利用拉美本土的一些经济理论ꎬ 如

发展理论或依附论ꎬ 来探讨社会结构的成因、 变化等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ꎬ
拉美国家一些地区性的研究机构开始加强社会状况调查机制的建设ꎬ 以便为

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而详尽的社会状况数据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学术界在国别研

究的基础上ꎬ 也开始从地区角度对社会结构问题展开专门研究ꎬ 而且内容更

加广泛ꎬ 不仅包括以往已经涉及的社会阶层、 人口结构、 家庭结构等ꎬ 而且

还包括社会流动、 职业结构ꎬ 以及中产阶级的特点、 构成、 政治观念、 消费

习惯等ꎮ 在理论运用方面ꎬ 各国学者在沿用传统理论的同时ꎬ 也采纳了现代

的阶级或阶层分析和划分方法ꎬ 并且比较注意结合拉美国家的实际ꎮ 例如ꎬ
以波特斯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Ｐｏｒｔｅｓ) 为代表的学者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或劳动分

工对拉美国家进行了阶级的划分ꎮ 但他们特别注意拉美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部

门就业问题ꎬ 因此在其分层体系中将无产阶级分为 “正规部门的无产阶级

(非体力劳动者)” “正规部门的无产阶级 (体力劳动者)” 和 “非正规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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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ꎮ① 近年来ꎬ 拉美学者关注最多的是有关中产阶级的议题ꎬ 这与拉

美地区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有直接关系ꎮ
但是长期以来ꎬ 无论是社会结构ꎬ 还是性别问题的研究者ꎬ 都很少注意到

性别与阶层之间的关系ꎬ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并

不常见ꎮ 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性别分层研究的文献中ꎬ 对西方理论的研究远多于

实证ꎮ 在这些研究中ꎬ 学者们的观点大致趋同ꎬ 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ꎮ 首先ꎬ
拉美学者普遍认为性别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ꎬ 性

别和阶级构成了社会分层进程中互为补充的两个维度ꎬ 两者的相互交叉有可能

加深或减轻不平等的程度ꎮ 其次ꎬ 学者们普遍质疑传统社会分层将家庭作为分

析单位的合理性ꎬ 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家庭结构的变迁ꎬ 已经不能简单将妇

女的阶级 (或阶层) 属性等同于其配偶的阶级 (或阶层) 属性ꎮ 最后ꎬ 学者们

认为性别分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但家庭和市场是其中两个最基本、
最重要的研究领域ꎮ 劳动的社会分工与性别分工之间的关系能够揭示阶级与性

别之间的关系ꎬ 劳动的社会分工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之上ꎬ 两者都是按照一定

的等级分配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ꎬ 因此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核心要素ꎮ②

在实证研究中ꎬ 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描述十分少见ꎬ 但有一些国别研究可

供参考ꎬ 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本国的实例来验证西方学界有关性别与

阶级之间关系的某种理论ꎮ 例如ꎬ 在有关智利的阶级与性别之间关系如何影

响就业质量的研究中ꎬ 作者通过对不同阶层的男性和女性就业者进行相互比

较和内部比较得出的结论是ꎬ 阶级和性别是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重要因素ꎬ
在阶级不平等的研究中有必要引入性别因素ꎬ 这能够更好地解释阶级如何在

资本主义社会ꎬ 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ꎮ③ 在有关如何对阿根廷家庭进

行阶层划分的研究中ꎬ 作者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家庭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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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的性别分层变化及其后果研究　

发现在 ２７ ８ ％的双职工家庭中ꎬ 女性的阶级地位高于男性ꎬ 由此得出结论:
在划分家庭的阶层地位时ꎬ 应考虑女性的阶级所属ꎮ①

二　 拉美国家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

拉美国家的性别分层研究中女性因素的缺失以及相关数据的缺乏ꎬ 使我们

很难对这一地区社会阶层结构中女性的分布状况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ꎮ 但

是ꎬ 鉴于性别分层与男女经济社会地位、 职业结构、 收入水平的差异等因素密

切相关ꎬ 本文将采用与此相关的数据ꎬ 以期对拉美国家的性别分层形态进行大

致的勾勒ꎮ 表 １ 反映了拉美主要国家男女就业者在不同职业的分布情况ꎮ 具体

来看ꎬ 占据较多资源的社会上层ꎬ 如企业管理者、 高级公务员等ꎬ 保持着以男

性为主的格局ꎮ 在社会中间层ꎬ 如专业技术人员、 企业雇员、 机关办事人员等ꎬ
男性的比重低于女性ꎬ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同一职业等级中ꎬ 女性通常占据着

层次较低的职位ꎬ 而且职业的垂直隔离一直是阻碍女性向更高职位升迁的主要

障碍ꎮ 例如ꎬ 拉美国家的金融业吸纳了大量女性就业ꎬ 进入这一行业的女性虽

然脱离了低工资、 无保障的困扰ꎬ 但仍面临着所谓 “透明天花板” 的挑战ꎮ②

产业工人是拉美社会传统的中产阶级ꎬ 也是典型的 “男性职业”ꎬ 虽然其中也不

乏非正规就业者ꎬ 但劳动生产率较高ꎬ 因此就业质量相对较好ꎮ 拉美社会的下

层以服务业从业者和销售人员为主ꎬ 女性比重较高ꎮ 因此ꎬ 总的来看ꎬ 女性就业

仍集中在劳动生产率较低、 收入较低、 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 “三低职业” 中ꎮ

表 １　 ２０１０ 年拉美 １４ 国男女就业者在不同职业的分布 (％ )

性别
领导和

高级公务员
管理人员及
类似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及类似职业

服务业
人员

销售
人员

非农业工人、 机械
操作工、 司机
及类似职业

农、 林、
牧、 渔业工人

总计

女性 ２ ３ ５ ５ ８ ２ １１ ２ ８ ３ ５ ８ １ ５ ４２ ９

男性 ３ ２ ３ ８ ８ ５ ６ ９ ６ ５ ２３ ０ ４ ９ ５７ １

总计 ５ ５ ９ ３ １６ ７ １８ １ １４ ８ ２８ ８ ６ ４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Ｆｒｅｎｔｅ ａ ｌ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 ｄｅ ｌａｓ Ｍｕｊｅｒｅｓ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ｊｕｌｉｏ ｄｅ
２０１２ꎬ 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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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Ｇａｂｒｉｅｌａ Ｖ Ｇｏｍｅｚ Ｒｏｊａｓꎬ “Ｌａｓ Ｍｕｊｅｒｅｓ ｅｎ ｌｏｓ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ｄｅ Ｅ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ｃｉó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ａ Ｍｉｒａｄａ
Ｄｅｓｄｅ ｌａ Ｅｎｃｕｅｓｔ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 ｄｅ Ｈｏｇａｒｅｓ”ꎬ ｅｎ Ｐａｐｅｌｅｓ ｄｅ Ｐｏｂｌａｃｉóｎꎬ ｊｕｌｉｏ －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０８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Ａｕｔóｎｏｍａ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ꎬ ｐｐ １５４ － １６７

“透明天花板” 用来比喻职业女性因遭遇人为的、 无形的困难而无法升迁的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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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提供的数据可以作为上述结论的补充依据ꎮ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按照

２００５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来衡量劳动生产率ꎬ 将所有经济部门分为劳动

生产率较低、 中等和较高 ３ 个等级ꎮ 其中低生产率部门包括农业、 商业和服

务业ꎻ 中等生产率部门包括建筑业、 制造业和运输业ꎻ 高生产率部门包括金

融、 电力和矿业ꎮ 表 ２ 反映的是拉美国家的收入和就业人数在不同劳动生产

率部门分别占据的份额ꎮ 可以看出ꎬ 在高生产率部门ꎬ 两性的收入和就业人

数占比几乎没有差别ꎬ 但在中等生产率部门ꎬ 两性的差距已十分明显ꎮ 在低

生产率部门ꎬ 两性的差距则更加悬殊: 女性 ７９％的就业和 ７１％的收入来自这

一部门ꎬ 而这两项比重在男性中要少很多ꎮ

表 ２　 ２０１２ 年拉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和就业人数在不同劳动生产率部门的占比 (％ )

低生产率部门 中等生产率部门 高生产率部门

ＧＤＰ 产值 ２８ ３３ ３９

男性收入 ５３ ３２ １５

女性收入 ７１ １５ １４

平均 ５９ ２６ １４

男性就业 ５７ ３５ ８

女性就业 ７９ １５ ７

平均 ６６ ２７ ７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２０１４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９２

三　 近年来拉美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变化

上文分析了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拉美国家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ꎬ
但这种静态的研究无法反映出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地位变动的趋势ꎮ 下文将

继续利用与职业构成和收入相关的数据做进一步的动态分析ꎬ 以便总结拉美

国家性别分层变化的某些特点ꎮ
(一) 女性的职业等级构成

首先ꎬ 我们来观察一下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 根据雇佣关系划分的拉

美国家职业等级构成的百分比数据ꎮ 由表 ３ 可见ꎬ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ꎬ 大

部分就业人员为受雇者ꎮ 但在表 ３ 体现的时段中ꎬ 女性就业者中雇员的比

重增加了 ５ ８ 个百分点ꎬ 而男性只增加了 ０ ６ 个百分点ꎬ 因此男女就业者中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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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的比重差距有所缩小ꎮ 女性中雇员比重的扩大主要得益于私人部门创

造的就业ꎬ 特别是 ６ 人以上的企业ꎮ 在非雇员中ꎬ 男性就业者担任企业主

的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６ １％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５ ３％ ꎬ 而同期女性企业主的比

重变化较小ꎬ 仅下降了 ０ ２ 个百分点ꎮ 在个体劳动者中ꎬ 男性和女性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的就业者比重在 ２０００ 年时基本持平ꎬ 但在随后的 １６ 年中ꎬ 男

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增长幅度快于女性ꎬ 到 ２０１６ 年两者差距略有拉大ꎮ 而从

事非专业技术工作的男女个体劳动者比重均出现下降ꎬ 男性的降幅大于女

性ꎮ 家政服务业作为 “女性职业” 的特点没有改变ꎬ 但女性中从事家政业

的就业者比重明显下降ꎮ
综合以上分析ꎬ 我们可以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拉美国家男女就业者在 ３ 个

职业等级上的分布情况及其变化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ꎮ 据统计ꎬ 在拉美国

家的企业主和雇员阶层中ꎬ 约 ２ / ３ 为正规就业群体ꎬ 其特点是拥有相对稳

定的就业岗位、 收入和社会保障ꎻ 而大部分个体劳动者和家政服务人员为

非正规就业群体ꎬ 他们通常不享受社会保障ꎬ 不被劳工法正式承认、 不受

合同保护ꎬ 收入水平较低或不稳定ꎮ 基于以上现实ꎬ 我们暂且将企业主视

为第一职业等级ꎬ 将雇员视为第二职业等级ꎬ 将其他从业者视为第三职业

等级ꎮ 如果进行性别内部的对比ꎬ 可以看到ꎬ 男性在 ３ 个职业等级上的分

布变化均在 １ 个百分点以内ꎬ 而女性在第二职业等级的比重明显增加ꎬ 在

第三职业等级的比重明显减少ꎮ 如果进行性别之间的对比则会发现ꎬ 两性

在 ３ 个职业等级上的分布差距均有所缩小ꎬ 其中第二职业等级的差距由

１０ ４ 个百分点减少到 ６ ２ 个百分点ꎬ 第三职业等级的差距由 １４ ５ 个百分点

减少到 ８ ８ 个百分点ꎮ
尽管整个拉美地区女性在职业等级的分布上出现了 “由下向上” 的流动

趋势ꎬ 但必须看到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ꎮ 例如ꎬ 在上述考察时段ꎬ
墨西哥女性就业者中的雇员比重下降了 ９ ４ 个百分点ꎬ 而乌拉圭则上升了 ９ ９
个百分点ꎻ 巴拿马女性的雇员比重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７０ ４％ ꎬ 而玻利维亚只有

３９ １％ ꎮ① 此外ꎬ 在有完整资料的 １３ 个拉美国家中ꎬ 女性个体劳动者中的非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在 ８ 个国家出现了上升ꎬ 在 ５ 个国家出现了下降ꎬ 而且比

重最高和最低的国家之间差距始终保持在 ２０ 个百分点以上ꎮ

—５５—

① ２０００ 年数据来自 ＯＩＴꎬ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Ｌａｂｏｒａｌ ２０１４ꎬ ｐ ７７ꎻ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数据来自 ＯＩＴꎬ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Ｌａｂｏｒａｌ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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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拉美国家城市地区按雇佣关系划分的职业等级构成 (％ )

雇员

全部
公共
部门

私人部门

５ 人及
以下企业

６ 人及
以上企业

非雇员

全部

企业主 个体劳动者

５ 人及
以下企业

６ 人及
以上企业

专业技术人员
或管理人员

非专业技术人
员或管理人员

２０００
年

全部 ６０ ７ １２ ９ １３ ５ ３４ ３ ２７ ３ ３ ３ １ ３ １ ９ ２０ ８

男性 ６５ ５ １０ ３ １６ ４ ３８ ９ ３１ ０ ４ ３ １ ８ １ ８ ２３ １

女性 ５４ １ １６ ６ ９ ５ ２８ ０ ２２ ２ ２ ０ ０ ７ １ ９ １７ ５

２０１６
年

全部 ６３ ４ １２ ６ １２ ５ ３８ ３ ２７ ７ ２ ９ １ １ ３ ６ ２０ １

男性 ６６ １ ９ ９ １４ ５ ４１ ８ ３１ １ ３ ８ １ ５ ３ ７ ２２ ２

女性 ５９ ９ １６ ２ ９ ８ ３３ ８ ２３ ２ １ ８ ０ ７ ３ ４ １７ ３

家政服务 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成员 其他

２０００

年

全部 ８ ３ ３ ４ ０ ３

男性 ０ ８ ２ ４ ０ ４

女性 １８ ６ ４ ８ ０ ２

２０１６

年

全部 ６ ５ １ ６ ０ ８

男性 ０ ８ １ ０ １ ０

女性 １３ ９ ２ ４ ０ ５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０ 年数据来自 ＯＩＴꎬ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Ｌａｂｏｒａｌ ２０１４ꎬ ｐ ７７ꎻ ２０１６ 年数据来自 ＯＩＴꎬ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Ｌａｂｏｒａｌ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３４

巨大的国别差异表明ꎬ 女性就业者的职业等级分布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

特点ꎮ 总的来看ꎬ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ꎬ 女性就业者中受雇者比重较高ꎬ
自雇者比重较低ꎻ 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ꎬ 情况则正好相反ꎮ 然而就十

几年来的变化趋势而言ꎬ 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ꎮ 在某些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国家如墨西哥ꎬ 反而出现了女性就业者中雇员比重下降、 个体劳动

者比重上升的趋势ꎻ 在哥斯达黎加ꎬ 女性从事家政服务业的比重显著提高ꎮ
(二) 女性在不同生产率部门的分布

下面再看一下拉美国家男女就业者在不同劳动生产率部门的分布变化ꎮ
在表 ４ 中ꎬ ２０１２ 年拉美国家 ４１ ４％的就业者为女性ꎬ 但女性在低生产率部门

所占比重达到 ４９ ５％ ꎮ 中等生产率部门的岗位大多由男性占据ꎬ 其占比达到

７７ ７％ ꎮ 而在高生产率部门ꎬ 女性的比重为 ３７％ ꎮ 如果将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与

２００２ 年进行对比ꎬ 会发现女性在不同生产率部门的分布仅在高生产率部门出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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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积极的变化ꎮ 具体来看ꎬ 女性在低生产率部门的比重提高ꎬ 主要是由于

女性的新增就业仍以低端的服务业和商业岗位为主ꎻ 中等生产率部门之所以

对女性的隔离程度越来越高ꎬ 主要是因为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女性就业者

数量持续减少ꎻ 女性在高生产率部门的比重上升则得益于金融业吸纳的女性

就业ꎬ 而电力、 矿业仍是以男性为主的行业ꎮ

表 ４　 不同劳动生产率部门的男女就业者比重变化 (％ )

性别 年份 低生产率部门 中等生产率部门 高生产率部门 平均

男性
２００２ 年 ５３ ４ ７６ ６ ６７ ２ ６０ ２

２０１２ 年 ５０ ５ ７７ ７ ６２ ７ ５８ ６

女性
２００２ 年 ４６ ６ ２３ ４ ３２ ８ ３９ ８

２０１２ 年 ４９ ５ ２２ ３ ３７ ３ ４１ ４
〗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２０１４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９１

(三) 女性在高级管理和领导岗位的分布变化

通常而言ꎬ 高级管理岗位所具有的职业声望和权威最高ꎬ 对女性的排斥

也最强ꎮ 因此ꎬ 女性在高级管理人员职业中的分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

一国的性别隔离和性别分层的特点ꎮ

表 ５　 部分拉美国家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部门担任领导岗位的占比及变化

国家 年份 百分比 (％ ) 年份 百分比 (％ ) 增幅 (百分点)

阿根廷 ２０００ ２７ ４ ２０１２ ３１ ０ ＋ ３ ６

玻利维亚 ２０００ ３８ ６ ２００９ ３５ １ － ３ ５

巴西 ２０００ ３１ ２ ２０１２ ３７ ３ ＋ ６ １

智利 ２００２ ３２ ７ ２０１２ ２３ ６ － ９ １

哥伦比亚 － － ２０１０ ５３ １

哥斯达黎加 ２０００ ３２ ９ ２０１２ ２７ ９ － ９ ３

多米尼加 ２０００ ３０ ６ ２０１２ ３８ ６ ＋ ８ ０

厄瓜多尔 ２０００ ２６ １ ２０１２ ３７ １ ＋ １１ ０

墨西哥 ２０００ ２３ ６ ２０１２ ３２ １ ＋ ８ ５

巴拿马 ２００１ ４０ ４ ２０１２ ４７ ４ ＋ ７ ０

巴拉圭 ２００７ ３４ ６ ２０１２ ３２ ３ － ２ ３

秘鲁 ２０００ ２８ １ ２０１２ ２９ ３ ＋ １ ２

乌拉圭 ２０００ ３６ ３ ２０１１ ４３ ９ ＋ ７ ６

委内瑞拉 ２００９ ３０ ７ ２０１２ ３３ ４ ＋ ３ ３

　 　 资料来源: ＯＩＴꎬ Ｌａ Ｍｕｊｅｒ ｅｎ ｌａ Ｇｅｓｔｉóｎ Ｅ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ａｌ: Ｃｏｂｒａｎｄｏ Ｉｍｐｕｌｓｏꎬ Ｇｉｎｅｂｒａ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６９ －１７０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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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企业ꎬ 特别是大型企业中担任最高决策层职务的女性比重远比

表 ５ 中的平均水平低得多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２ 年在拉美 １００ 强企业的 １０３２ 个董

事会成员中ꎬ 只有 ５ ６％ 是女性ꎬ 其中 ５８％ 的企业所有董事会成员均为

男性ꎮ①

(四) 收入差距的变化

女性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性别的收入分层状况ꎮ 收入水平提高与否的

一个重要参照是男女收入差距的变化ꎮ 总的来看ꎬ 近年来拉美国家男女的收

入差距正在逐渐缩小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拉美女性的平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男性的

６７％ ꎬ ２０１０ 年这一比重提高到 ７８％ ꎮ 表 ６ 反映的是同等条件下男女雇员按受

教育水平划分的工资差距ꎮ 一方面ꎬ 各种受教育水平的男女雇员工资差距均

有所缩小ꎬ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就业群体ꎻ 另一方面ꎬ 女性

雇员与男性雇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男女的收入差距也是分层次的ꎮ 在各个职业等级中ꎬ 雇

员的性别收入差距最小ꎬ 个体劳动者最大ꎮ 以 ２０１０ 年为例ꎬ 女性个体劳动者

的平均收入水平仅相当于男性的 ６４％ ꎬ 而这一比重在雇员和企业主中分别达

到 ８２％和 ７１％ ꎮ②

表 ６　 拉美国家城市地区 ２０ ~ ４９ 岁、 每周工作 ３５ 小时以上的女性雇员

收入占男性雇员收入的百分比 (％ )

受教育年限 ０ ~ ５ 年 ６ ~ ９ 年 １０ ~ １２ 年 １３ 年以上

１９９０ 年 ５８ ２ ７０ ０ ６７ ６ ６５ １

２０１４ 年 ７７ ９ ７５ ３ ７４ ５ ７４ ４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ＡＬꎬ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 ｄｅ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ｓ ｙ
Ｃａｒｉｂｅñｏｓ ２０１６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１７ꎬ ｐ ６２

前文中ꎬ 表 ３ 主要反映了女性就业者在不同职业等级的分布情况ꎬ 体现

的是女性群体内部发生的变化ꎻ 而表 ４、 表 ５ 和表 ６ 反映的是在同一个部门内

男女的就业比重和收入对比ꎬ 揭示的是男女两性群体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动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拉美国家近年来性别分层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进行分

析ꎮ 首先ꎬ 女性群体内部的流动出现了 “由下而上” 的趋势ꎬ 处于下等职业

的就业者减少ꎬ 而中等职业的就业者增多ꎮ 其次ꎬ 如果将女性置于整个劳动

—８５—

①
②

ＯＩＴꎬ Ｌａ Ｍｕｊｅｒ ｅｎ ｌａ Ｇｅｓｔｉóｎ Ｅ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ａｌ: Ｃｏｂｒａｎｄｏ Ｉｍｐｕｌｓｏꎬ Ｇｉｎｅｂｒａ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５
ＣＥＰＡＬꎬ 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Ｆｒｅｎｔｅ ａ ｌ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 ｄｅ ｌａｓ Ｍｕｊｅｒｅｓ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ｊｕｌｉｏ ｄｅ ２０１２ꎬ 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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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并与男性进行对比ꎬ 则会发现性别不平等的局面仍然存在ꎬ 但出现了

一些好转的迹象ꎮ
综合以上分析ꎬ 本文认为在最近十几年中拉美国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

的地位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ꎬ 性别不平等程度有所减轻ꎬ 主要表现在: 女

性中受雇者比重上升ꎬ 自雇者比重下降ꎬ 职业的垂直隔离有所改善ꎬ 男女收

入的性别差距缩小ꎮ 但与男性相比ꎬ 女性地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ꎮ 特别是

职业的水平隔离没有减轻ꎬ 这严重影响到中下层女性就业质量的提高ꎮ 另外ꎬ
鉴于拉美国家数量众多ꎬ 国情不一ꎬ 上述结论仅针对拉美地区整体而言ꎮ 如

果进行单独的国别研究ꎬ 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ꎮ

四　 影响拉美国家性别分层变化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职业和收入地位的改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其中既有女性经济社会地位获取机会扩大的影响ꎬ 也与近年来各国积极推动

性别平等政策有很大关系ꎮ 本部分将着重分析 ３ 个因素的影响ꎮ
(一) 拉美女性经济自立性的提高

女性经济自立性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改善妇女自身在性别分层中所处的地

位ꎬ 也有助于提升其家庭的阶层地位ꎬ 特别是那些在经济上完全或主要依靠

女性的家庭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拉美女性经济自立性的提高是一个显而易

见的事实ꎮ 首先ꎬ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提高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年ꎬ 拉美国家 １５
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 ４１ １％提高到 ５３ ３％ ꎬ 而同期男性的劳动参与率

出现下降趋势ꎮ① 其次ꎬ 没有独立收入来源的女性逐渐减少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４ 年ꎬ 在 １５ 岁以上的拉美女性人口中ꎬ 无收入者的比重由 ４１ ７％ 下降到

２８ ９％ ꎬ 降幅超过 １０ 个百分点ꎬ 而同期无收入的男性比重仅减少了 ３ ７ 个百

分点ꎮ②

女性经济自立程度提高的同时ꎬ 就业机会也有所扩大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ꎬ
拉美女性的就业率由 ４０ ２％提高到 ４４ １％ ꎬ 而同期男性的就业率由 ６７ ０％下

降到 ６６ ２％ ꎮ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拉美地区新增的 ４５００ 万个就业机会中ꎬ 一半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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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５０ ３％ ) 由女性获得ꎮ① 如果考虑到女性就业人数相较于男性而言要

少得多ꎬ 那么新增就业机会向女性的倾斜是显而易见的ꎮ
(二) 拉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教育是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之一ꎮ 尽管拉美国家教育的回报率较低ꎬ 即

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工作ꎬ 但多数国家的经

验表明ꎬ 达到初级中等教育水平是获得体面工作和避免陷入贫困的最低要求ꎮ
从这个意义上看ꎬ 拉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职业和收入地位的改善起

到了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在拉美国家 １５ 岁以上的经济自立人口中ꎬ 女性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９ ６ 年ꎬ 已超过男性ꎮ 其中阿根廷和智利女性的平均受教

育水平最高ꎬ 分别为 １２ ７ 年和 １２ 年ꎮ② 同时ꎬ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重不断

增长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在 ２５ ~ ５９ 岁的拉美女性人口中ꎬ ２３ ９％ 接受过 １３ 年以上的

教育ꎬ 而这一比重在男性中为 ２１ ３％ ꎮ③ 另外ꎬ 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ꎬ 注册

大学生中女性的比重都高于男性ꎬ 少数国家甚至超过 ６０％ ꎮ
(三) 拉美国家日益重视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最近十几年来ꎬ 拉美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推动性别平等ꎮ 针

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和受到的歧视ꎬ 各国政府在制度和政策层面

都进行了很多改革ꎮ 尽管这些改革还存在不少局限性ꎬ 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

了不到位、 不连贯的问题ꎬ 但总的来看ꎬ 拉美国家对现有的性别政策进行不

断完善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ꎮ 在立法和制度方面ꎬ 各国劳工法对女性权利的

规定越来越细化ꎬ 有关性别歧视、 女性及其配偶的生育假、 托幼服务等内容

在劳工法中均有明确规定ꎮ 在制度执行方面ꎬ 所有国家都设立了专门负责女

性事务的政府机构ꎬ 其中在 ９ 个拉美国家达到正部级别ꎮ 在政策规划方面ꎬ
各国将推动性别平等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ꎬ 出台了一系列

中长期规划ꎬ 其内容包括推动女性就业、 改善女性就业质量、 提高女性创业

能力、 促进工资平等、 消除劳动领域的性别歧视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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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拉美国家性别分层变化的后果

职业和收入是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和基础ꎬ 因此前文分析得出的基本结

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近些年来拉美国家性别分层变化的主要特点ꎮ 那

么性别分层的变化对于拉美国家的社会发展、 女性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地

位和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ꎬ 女性在性别分层中地位的提升有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善和优化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拉美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间收入阶层

的扩大ꎮ 这一方面得益于拉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变化ꎬ 另一方面也与各国日

益重视扶贫减贫有很大关系ꎮ 而女性职业和收入地位的提升就是劳动力市场

形势改善的主要标志之一ꎮ 如果考虑到拉美国家中以女性收入为主要经济来

源的家庭越来越多ꎬ 妇女对提升家庭阶层地位的贡献和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

了ꎮ 那么如何量化这种贡献和作用呢? 根据拉美学者对 ９ 个国家的计算ꎬ 如

果没有女性的劳动参与ꎬ 这 ９ 个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将减少 ３ ４ ~ ９ １ 个

百分点不等ꎮ① 由于拉美女性职业地位的改善比收入地位的改善更为明显ꎬ 因

此在按职业等级和收入水平分别划分的中产阶级家庭中ꎬ 女性对前者的作用

和贡献更大一些ꎮ
其次ꎬ 女性在性别分层中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社会公正与平等ꎬ 降低

贫困水平ꎮ 性别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之一ꎬ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

遭遇的种种不公则是性别不平等的最突出体现ꎮ 因此ꎬ 尽管对拉美国家性别

分层的研究表明女性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处于弱势和劣势地位ꎬ 但近年

来随着两性群体在经济社会地位获取机会上的差距逐渐缩小ꎬ 性别不平等的

程度也有所减轻ꎮ 此外ꎬ 女性就业质量的提高对于缓解贫困也发挥了一定作

用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０２ 年以来ꎬ 拉美国家男女就业者中的贫困率均明显下降ꎮ 到

２０１３ 年ꎬ １９ ８％的男性就业者为贫困人群ꎬ 这一比重在女性中为 １７％ ꎮ② 由

此可见ꎬ 收入地位的提高对于女性减贫的作用更为显著ꎮ
最后ꎬ 女性阶层地位的改善为其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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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参政程度的提高普遍被归因于制度的保障、 民主化进程

的巩固、 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等ꎮ 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ꎬ 女性自身经济社会

地位的提高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一方面ꎬ 女性只有从传统的家庭主妇

转变为现代的职业女性ꎬ 其独立意识才有可能形成并增强ꎮ 另一方面ꎬ 女性

只有摆脱了贫困、 温饱问题的困扰ꎬ 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ꎬ 在经济上实现

自立ꎬ 才更有可能关注政治ꎬ 自觉自愿地培养政治信仰ꎬ 从而产生参政意愿ꎮ
此外ꎬ 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在公共部门就业的不断扩大也为女性参政议政创

造了有利条件ꎬ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ꎮ

六　 结语

本文尝试通过对拉美劳动力市场的考察ꎬ 分析当前拉美国家性别分层的

基本状况和近年来的变化趋势ꎬ 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和其产生的后果ꎬ
从而对拉美国家性别不平等的发展状况做出初步判断ꎮ 研究发现ꎬ 近年来拉

美国家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有所改善ꎬ 这既体现在职业地位的提升ꎬ 也

体现在男女收入差距的缩小等方面ꎮ 因此ꎬ 拉美国家在推动男女就业平等、
提高女性就业质量方面的进步值得肯定ꎮ 但是ꎬ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

依然存在ꎮ 由于拉美就业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已高于男性ꎬ 因此阻碍女性

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机会的主要原因ꎬ 已不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常存

在的男女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ꎬ 而是性别歧视和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ꎮ 这导

致性别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ꎬ 也是造成社会分化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本文揭示出的拉美国家性别分层状况及其变化只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ꎬ

聚焦于就业者进行的研究ꎬ 其局限性在于无法对拉美国家所有女性群体的阶层

地位有一个全面的透视ꎮ 因为至今还有一半左右处于劳动年龄的拉美女性未进

入劳动力市场ꎬ 她们在性别分层中处于何种层次、 以何种标准进行分层、 这部

分女性面临的不平等是否有所改善等问题都是本文因数据所限没有涉及的内容ꎮ
除此之外ꎬ 科技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双重的ꎮ 一方面ꎬ 新技术将孕育

出更加灵活多样的工作模式ꎻ 但另一方面ꎬ 自动化、 人工智能的普及将使一部

分职业或岗位逐渐消失ꎮ 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ꎬ 这种双重影响将更加突出ꎮ 基

于以上原因ꎬ 未来进行更为深入而细致的拉美性别分层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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