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衔”凸显女性角色变迁
格半边天

“女人节”女性受优待

引男性“羡慕嫉妒恨”

一年一度的“三八女人节”在
众多姐妹们的欢天喜地中过去
了。在这个广大女性的专属节日
里，单位、家庭和社会都为女性准
备了形式多样的各类福利，让女
性备感受到优待的同时，也引发
了众多男士的“羡慕嫉妒恨”。

男性网友频吐槽：

女性节日多，为何没有男人节？
对 于“ 女 人 节 ”，网 友

“ablecupl”大吐苦水：“圣诞节、元
旦节陪老婆狂购，春节陪老婆海
南游，情人节补送老婆戒指一
枚，元宵节陪老婆美容SPA外加
烫头理发，眼下女人节又要为老
婆鞍前马后，女人的节日怎么如
此多？男人也很辛苦，为什么就
没有专属节日呢？”
谁知女人节，男人最辛苦

一位网友对于自己在每年
“女人节”中的“悲惨遭遇”连连哀
嚎：“前年妇女节里，老妈快把整
个超市都搬回家了，害得我和老
爸当了一路的搬运工；去年妇女
节，陪女朋友购物逛街，差点跑断
腿；今年女朋友从2月底就开始大
肆网购，东西都快递到我单位，我
每天大包小包的扛回家。谁知女
人节，男人最辛苦啊。”

“女人节”福利，男士也该有份
对于女人节的丰厚福利，很

多男网友都表示“羡慕嫉妒恨”，
一位网友认为男士也该有份：

“女性放假半天，如果缺了男士，
谁给她们拎包倒水？女人节日旅
游门票免费，如果缺了男人，谁
陪着游山玩水？所以，女人节里
的福利，男人们也该有份啊。”

女性更易对

调薪差距“保持沉默”

日前，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发布《2013中国职业女性调
查报告》，其中女性占比45 . 5%，年
龄集中于23—43岁(1970至1990年期
间出生)。对于最近一次涨薪，44%

的受访女性期望涨幅能不低于
20%，但仅有7 . 1%的受访者达成预
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令27 . 4%的受访女性产生不满，更
有11 .5%的受访女性表示非常不满
意，比例均高于受访男性。

应对这种调薪差距，受访女
性优先选择“关注新机会”，其后
依次选择“加倍努力工作”、“向
直线老板争取”，这和受访男性
的选择顺序一致。但是，选择“保
持沉默”的女性受访者比例明显
高于男性。在职场上，女性比男
性更在意平衡人际关系，当谈话
主题比较敏感，可能导致女性与
直接上司的关系也变得敏感时，
女性更容易保持沉默，而薪酬就
是职场中比较敏感的话题。

不同年龄段的受访女性，应
对调薪差距的方式略有差异。
1970年代受访女性中，9 . 5%选择
“保持沉默”，比例高于其他年龄
段女性；1980—1985年代受访女
性中选择“加倍努力工作”的比
例高于其他女性；1986—1990年
代受访女性则有7 . 1%选择“立马
跳槽”，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女性。

格私房话

纵观世界各国女性地位
社会地位普遍提升，传统观念依然存在

英国虽然历史上不乏女王，
但社会中女性地位真正开始提高
始自18世纪工业革命。那时候，越
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充当女佣或者
依附于父母、丈夫的角色，离家寻
找工作，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成
为职业女性。不过，虽然英国女性
争取与男性平等地位之路走过了
几个世纪，英国也出了像“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这样叱诧风云的女首
相，今天，英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
一样，仍旧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
女性在不少领域仍处于弱势。

日前，英国《卫报》的一篇
文章就援引英国文化协会近期
发布的一份呼吁提高女性在学
术研究和学术带头地位方面作
用的宣言报道说，英国高校中
女教授比例仅占20%，虽然这一

数据高于1 9 8 9年时的3%，但与
性别比例均衡仍旧相差甚远。
而在顶级的科研院所以及高校
的高级管理层中，女性所占比
例就更低。此外，职业女性在完
成自身工作外还需按传统承担
着 大 量 家 务 及 照 看 孩 子 的 职
责，这也给女性通往职场高阶
之路带来了巨大障碍。虽然英
国有法律规定男女同工同酬，
但现实中，与之抵触的现象仍
旧常见。而英国政府现在大举
削减开支，并拿女性占多数的
公 共 部 门 和 医 疗 卫 生 部 门 开
刀、以及削减家庭福利的做法，
也被认为是有损女性的生活处
境和社会地位。

在拉丁美洲的巴西，各个
州的政府、各类机构都组织了

庆祝活动来迎接三八妇女节。
在 巴 西 ，女 性 人 口 占 了 大 约
5 1%。但是长期以来，妇女的就
业就会却比男性少，薪资也不
如男性。不过，近几年来，巴西
妇女地位还是在不断升高的。

在圣保罗地区，2012年，妇
女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在比例上
升到了5 6 . 1%。同期，女性失业
率有所下降，但是男性的的失
业率却从8 . 6%上升到9 . 4%。但
是，圣保罗地区的女性的平均薪
资约为1363雷亚尔，低于男性的
1990雷亚尔。此外，巴西位居资深
管理阶层的女性仍占很小的一部
分。而且对从政女性也常常会带
有性别偏见。不过，随着罗塞夫当
选巴西首位女总统，内阁的女性
地位也显著提高。罗塞夫也表示：

希望巴西女性能在商界和其他领
域复制她的成功经历。一般的工
薪阶层以上的男性对于女性还是
十分尊重的，而且普遍认同女性
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能力。

然而，虽然巴西女性地位的
提升有目共睹，但是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却有增无减。在过去的三
十年里，死于暴力行为的女性数
量增加了230%。其中，家庭暴力的
危害尤为明显。玛丽亚·达·佩尼
亚在被丈夫用枪击中脊椎后变成
截瘫，之后用了20年时间为自己
争取公道。终于在2006年，巴西政
府通过了《玛丽亚·达·佩尼亚
法》，大大加强了对行凶者的惩罚
力度，完善了女性保护措施。而巴
西还设立了专门接收女性的特别
警察代表处，来保护女性安全。

传统形象大变身

无论是喊出“做女人，我骄
傲”的京东商城，还是喊出“爱
自己，女人我最大”的淘宝、天
猫，都在以琳琅满目的打折促
销、温馨细致的专属服务，为

“她经济”推波助澜。社会学者
艾君认为，日显蓬勃、火热的

“她经济”不过是女性社会角色
变迁在经济层面的缩影。“在消
费领域，女性撑起的不止‘半边
天’。”

生活中，女性家庭地位的
上升成了不争的事实，女性社
会角色的变迁带来了对女性称
谓 的 多 元 化 。“ 女 王 ”、“ 爷 ”、

“白骨精”、“白富美”等新兴词
汇，一改过去女性弱势的传统

形象。

“白骨精”显能力

精明的商家在促销时也都
不 约 而 同 的避开了“妇女”二
字。在天虹商场从事楼面管理
的徐佳杨美告诉记者，许多女
性对于“妇女”这个称呼接受程
度较低，商场将“妇女节”称为

“女人节”是为了迎合大多数女
性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事业成功的女性也有了全
新的头衔。走上管理岗位的女
性成了集“白领、骨干、精英”于
一身的“白骨精”，女性领导力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在

各 自 领 域 成 功 的 女 性 被 称 为
“哥”，甚至被称为“爷”。

男女不平等仍多

当然，看似乐观的变化背
后，不少“隐形天花板”如婚恋

“ 剩 女 之 争 ”、就 业“ 性 别 歧
视”、生育“重男轻女”等问题仍
让女性感到忧虑。

专家认为，对女性来说，现
实中仍然要面临诸多不公平的

“待遇”。他以就业为例说，很多
时候很多单位会打着“不适合
女性”的旗号，但实际上是人为
设置屏障。

(中国新闻网)

全职妈妈已成为当今社会一
大潮流，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
显示，5 3 % 的受访女性并不赞
成当全职妈妈，而 4 1 % 的男性
却表示赞成。值得关注的是，年
龄越小者，赞成比例越高。16至
1 8岁的年轻人，持“赞成”比例
最多，达47%，比中老年人多出20

个百分点。

四成男性

支持“全职妈妈”

为了解民众对女性生孩后辞
职回家带孩子 (可称为“全职妈
妈”)这一现象的看法，国内某一
线 城 市 社 情 民 意 研 究 中 心 于
2 0 1 3年 3月在广东省进行了民
调，以分层随机抽样，电话访问
了2000位城镇居民。总体来看，
认为这一现象“越来越少”的受
访者略多，为3 5%；但5 1岁以上
人群认为“越来越多”的比例达
到 3 2 %，高于认为“越来越少”
者。

对 女 性 生 小 孩 后 在 家 当
“全职妈妈”的做法，表示“不赞
成”的受访者较多，为42%；“赞
成”比例也不低，为 3 5 %；还有
23%的人表示“难说”。不同性别
的人看法存在明显分歧，女性

“不赞成”的人多达53%，“赞成”
的不到30%；相反，男性以“赞成”
居多，为41%，明显高过“不赞成”

的33%。值得关注的是，年龄越小
者，赞成比例越高。1 6至1 8岁的
年轻人，持“赞成”比例最多，达
47%，比中老年人至少多出20个
百分点。

在持赞成态度的人群中，
主要理由是“母亲带孩子最安
心 ”，被 选 比 例 高 居 榜 首 ，达
6 6 % ；其 次 是“ 养 好 孩 子 更 重
要”，为40%。不赞成者的首要原
因是孩子可“交给长辈照顾”，
被选比例为45%。其次，“家庭收
入会减少”被选比例也不低，为
3 8%。此外，女性不赞成者还更
多地考虑工作与夫妻关系：对

“女性再找工作难”、“夫妻矛盾
会增加”，女性的选择比例分别
为37%、28%，至少多出男性10个
百分点。

当“全职妈妈”

社会地位会下降？

对“女性辞职带孩子会导致
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的说法，受
访者“不认同”比例多达60%；但
表 示“ 认 同 ”的 人 也 不 少 ，有
3 4%。其中，女性认同的比例接
近一半，达4 6%；而男性则多达
71%的人表示“不认同”。分析还
显示，高学历者、大城市居民表
示“认同”的人更多，比例分别
为43%、38%，而低学历者、镇区
居民只有28%、27%。

如今，中国社会对女性话题的关注度逐渐升
温，不仅在于精明商家的炒作，更在于女性的“大变
身”，女性弱势的形象已被改变，女性领导力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过半女性不赞成当“全职妈妈”
民调显示：年轻人赞成比例高过中老年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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