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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曾在《人权与女权》一文中认为，人

权含有三层意思：首先是教育上的平等权，其次是

职业上的平等权，最后是政治上的平等权。职业上

的平等权是教育上平等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又是获

得政治平等权的重要前提。[1] 同样著名经济学家厉以

宁指出：“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

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

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 [2] 可见，就业公平问题与一

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具有密切联系。

当前我国仍然面临一系列就业公平问题，尤其是女

大学生就业的不公平。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强调教育

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声称女性教育研究的目的

是寻求全体女性更为平等和充分的发展，主张站在

女性主义立场上，用女性特有的感知、思维和逻辑

解释和表达女性在参与教育中特殊的感受和体验，

以及女性的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3] 因此，以后现代

女性主义为视角，研究当代女大学生就业公平问题，

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对女性的诉求，也是对如何解

决当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新探索。

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公平观

1. 关注重心：从性别平等走向性别公平

19 世纪 30 年代，西方女性掀起了为实现社会公

平目标而进行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次

高潮的思想基础是自由女性主义，其关注的主要内

容是女性的自然权利、公平和民主，希望中产阶级

妇女能够在政治、法律和就业方面获得应有的权力。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 20世纪 60年代，

这一时期主要以激进女性主义为思想基础，主张消

除两性差异，废除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出现了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女性

主义以多元思维为主，寻求性别差异中的平等。可见，

从自由女性主义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学者

超越了传统的性别平等观，而走向了性别公平观。

“ 平等” 说建立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宣传的

“ 人是自然的主体” 、“ 天赋人权” 等观念基础上，

强调女性作为人与男性所具有的共同特性，即同样

的人性和自然权利；“ 公平” 说则受后现代主义影响，

否定整体“ 人” 的存在，注重个体人的差异，把女

性不同于男性的独特之处作为研究重点。[4] 后现代女

性主义者拓展了传统的“ 社会性别” 内涵，她们否

认“ 男性” 、“ 女性” 的概念，认为男女两性“ 平等”

说并不能从本质上说明女性的弱势地位，反而限定

人们的两性观念，因为不仅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

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女性与女性之间也存

着社会地位、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后现代女性主义

者承认差异，接受差异，追求差异前提下男女两性

都能得到适合其性别特征的发展环境。

2. 研究范式：从二元对立到提倡多元

传统的自由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倾向于采

用二元平等的分析范式。即摆脱一元中心主义的霸

权地位，实现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与隔

绝，从而使女性自然的权利、公平和民主得到关注，

实现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就业等现实境遇的

权利。[5] 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倡的多元论则拒绝一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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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前我国仍面临着严峻的女大学生就业不公平问题。基于后现代女性主义公平理论的分析，重新审
视当代女大学生就业公平问题，并试图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突出性别化教育、注重人文关怀、转变就业思维等
方式，为解决女大学生就业不公平问题提供新的路径。

[ 关键词 ] 女大学生；就业公平；后现代女性主义
[ 中图分类号 ] G64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673-9272(2012)04-009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