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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的建构

石　彤

（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学科意识对于学科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的建构值得探讨。中国女性社会

学学科意识是指研究者从本土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出发，自觉遵循本学科内在发展规律、规范进行学术研究、对

自身与学科的依存关系以及与研究共同体保持统一所应该具有的知觉状态。学科意识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前学科

意识时期和学科意识建构时期，经历觉醒、形成、深化和确立阶段；学科意识的未来走向会面临一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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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召开的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

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

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

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

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１］

中国社会学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快速
成长期”，将要走到４０年的“黄金期”，正面临着
重大的历史机遇和艰巨的时代使命 ［２］［３］，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再次成为焦点。作

为中国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女性社会学在这样的

时代也应该有所作为，其特色的学科建设会发挥

重要的功能。

中国女性社会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诞生至今
走过了近４０年的历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女性社会学学科过程中，有一个亟待探讨的问

题，就是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建构。中国很多社会科学中的
学科探讨过学科意识，因为学科意识是学科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该学科真正走向独立及成熟的重

要标志，学科意识决定学科建设的意义及效果。

中国女性社会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虽然体现出

了学科意识，却并没有在学科意识层面进行专题

探讨，而这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一个并不成

熟、交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却至关重要。中国女

性社会学学科意识的内涵是什么？发展过程如

何？未来趋势和挑战怎样？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二、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的内涵

克莱恩（Ｊｕｌｉｅ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Ｋｌｅｉｎ）认为现代意义
上的学科出现于１９世纪，独立的研究领域，普遍
共享的专业知识，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自洽

的陈述方式，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体系是现代意

义上的学科的特征 ［４］。学科意识正是有意识地

·９３·

网络出版时间：2017-11-15 09:16:49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7.1477.D.20171115.0916.012.html



对现代学科的建构。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是指研究者从本

土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出发，自觉遵循本学科内

在发展规律、规范进行学术研究、对自身与学科

的依存关系以及与研究共同体保持统一所应该

具有的知觉状态，是研究者对本学科的认同感，

是对本学科归属和定位的正确理解和诠释，也是

研究者所具有的学术素养和视野。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的要素包括本学

科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研究内容、

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其

学科地位和历史等，学科意识正是对这些要素的

自觉认识和应有态度。

三、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的发展过程

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起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的“妇女问题研究”［５］，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逐渐形成。中国女性社会

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经历了前学科化建构

时期和学科化建构时期 ［６］［７］，与此相对应，中国

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则划分为前学科意识时期

和学科意识建构时期，包括觉醒、形成、深化、确

立４个阶段。这种划分不一定最佳，笔者旨在抛
砖引玉。

（一）觉醒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
初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在前学科意识时期，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

识孕育着觉醒的萌芽。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逐
渐走向独立，其学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体现在：

一是中国女性社会学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依附和

边缘地位，特有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不断成长，且

以社会性别视角挑战主流社会学理论和概念，使

社会性别视角走入主流社会学。二是中国女性

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得到关注并开展。该

阶段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

在传统的主流社会学框架中进行研究；二是以社

会性别为视角、“以女人的眼睛看世界”展开研

究 ［５］。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女性社会学
学科地位和学科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科意识

被开启。

（二）形成阶段（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发展

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８］。随着中国女性社会学研

究开始走向学科化，学科意识初步形成。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是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初
始建构阶段，其建构源于：一是对主流社会学的

社会性别盲点以及缺陷、谬误进行挑战和重构；

二是对西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普适性和
女性主义社会学提出质疑；三是对本土女性社会

学进行构建。对作为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体系

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及女性

社会学内容及分支领域的建构，也遵循这三条路

径展开［８］。而本土女性社会学在构建理论和方

法论上的努力表明，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和学

科意识的发展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金玲是明确具有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

识的第一人，她在２０００年的《学科化视野中的中
国女性社会学》一文中提出从女性与本土的基本

立场与方法出发，对中国女性社会学从理论、方

法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建构，并认为对中国女性社

会学的建构尚在进行过程中，而且建构应注意本

土化问题，如尊重中国女性的立场、经验和经历，

形成自己的有关女性社会学发展规律、进程的理

论 ［９］。这标志着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女性社会学
进入学科意识建构时期。

随后，王金玲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中国大

陆女性社会学的发展与建设》《社会学视野下

的女性研究：十五年来的建构与发展》《中国大

陆女性社会学课程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学

科意识越来越清晰。第一，明确提出中国女性

社会学产生的时间为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并
认为其是“妇女问题”研究的产物。第二，判断

中国女性社会学经过 １５年的发展，已经摆脱
对社会学、妇女研究的依附走向相对独立，正

在成为独立学科。第三，先是从研究立场、研

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研究，

随后又增加了地位方面的研究。第四，强调从

理论、方法和内容上进行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

科建设，包括基本理论建设和课程建设，认为

要建设特有的学科理念、学科框架体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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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第五，明确指出课程建设自１９９０年代下半
期以来在课程设置、教材与教学大纲、开设课程学

校的分布方面有较大的发展［５］［１０］［１１］。

（三）深化阶段（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得

到深化。这得益于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发展已

经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网络化发展阶段，２００６年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成为国家

社科基金课题，这是中国女性社会学进入社会科

学研究主流的先声，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和

知识建构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２００６年８月，中
国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建立，呈现出
网络化发展的趋势；２００７年９月“中国社会学学
会女性／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正式成
立，２００８年在民政部登记时改称为中国社会学会
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这表明女性社会学学

科走向了主流社会学界 ［１２］。

这一阶段有３个代表作：王金玲的论文《从
边缘走向主流：女性／性别社会学的发展（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周颜玲、仉乃华、王金玲的论文《前景与
挑战：当代中国的妇女学与妇女／性别社会学》，
佟新的论文《３０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
究》［１２］［１３］［１４］。这３篇论文展示了中国女性社会
学学科意识从觉醒到深化的脉络。学科意识得

到深化的主要表现是对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方

法方面的建构更为深入和系统，呈现出理论和方

法的“自觉”［１５］。

１．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的概念和理论的
提出。

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的概念和理论包括：第

一，提出劳动性别分工／公私领域／性别身份等概
念，以及与这些概念相关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

观点主要有：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延续了传统的分

配资源的方式，从而延续了性别利益梯级的格

局；市场与父权制结合共同形成对女性的挤压；

公私领域会强化男女性别身份，造成性别不平

等；劳动性别分工的形式演变为“男工女耕”，农

业女性化成为趋势。

第二，性别、家庭与国家３个概念是社会主
义式的妇女解放的重要分析单位，形成的理论则

包括“去性别化理论”“心灵的集体化理论”“国

家话语下的性别身份转型理论”“弱嵌入性理

论”“家庭利益掩盖性别利益的理论”“夫妻交换

原则理论”。

第三，围绕身体、性别与国家概念，提出性别

身份是被国家、工作、劳动力市场建构的理论，以

及从个体能动性出发关注女性的经验等观点［１２］。

２．研究方法体系的形成。此阶段对研究方
法的梳理更为全面。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

被应用到女性社会学研究中，将女性的观点作为

分析的中心，把女性多元的心声和经验结合到社

会调查中。随着女性主义对各种质性研究的辩

护，对定量研究局限性的批评，质性研究被广泛

运用，包括“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口述史”“个

案研究”“参与式研究”“行动研究”。

在形成阶段，学科意识更多聚焦于概念、理

论和方法体系的探讨，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尤

其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是非

常有限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在事实上、制度上已

经成为了一门学科，但在学理上尚未成为一门真

正独立的学科。

（四）确立阶段（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７年）
在确立阶段，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体现

在自觉地对理论基础、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体系

等各个方面的建构，明确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本土的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理念。中国女

性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

论基础、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体系；中国女性社

会学方法体系，包括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等；中

国女性社会学分支，如女性法律社会学、女性劳

动社会学、女性教育社会学、女性文化社会学、女

性心理社会学、女性体育社会学等［６］。建构一个

完善的成为共识的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或

许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尝试的过程中，中

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得到确立是关键。

１．理论基础。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基础体
系包括，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第二，西方主流社会学和中国本土主流

社会学理论；第三，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本土女

性主义理论；第四，本土思想／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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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理论体系。在“学科化整合建构”观点之
上，提出本土理论体系的结构包括女性社会学元

理论和一般女性社会学理论两个方面。女性社

会学元理论是从基本问题出发，深入研究学科的

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等。中

国女性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

女性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与女性相关的社会

现象和社会问题，以揭示女性与社会关系的机制

与条件的一门综合性的交叉的独立学科。“女性

与社会关系的机制与条件”就是中国女性社会学

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是中国“现实的女性”；中

国女性社会学为分支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

叉的独立学科。

关于“现实的女性”的一般女性社会学理论，

包括社会结构中的“现实的女性”与社会运行中

的“现实的女性”，这两个方面共同展现“女性与

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女性”。概念是理论的最

基本的要素，中国女性社会学基本概念一是来源

于妇女的社会生活；二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中外主流社会学、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概

念；三是建构系统的本土概念。

概念子体系如表１：
表１　中国女性社会学概念提纲

一级概念 二级概念

学科逻辑起点概念：“现实的女性”

学科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女性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女性与自然界、社会的关系，女性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女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

生产和再生产；女性与环境，女性与人口，女性与社会文化或社会文明，如女

性意识、社会性别观念、社会性别意识；男女两性是社会的重要组成者，如女

性社会化、性别社会化；女性的社会地位等。

女性与家庭、国家 劳动的性别分工、户平等、公私领域等。

女性的社会关系
女性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本质与分类，如女性关系、性别关系、女性与社会各领

域的关系；女性的社会关系的演变等。

女性的社会行为
女性的需要层次、社会关系层次与社会行为层次；女性的社会行为与行为规

范；女性与生活方式等。

女性与社会制度、社会政策
女性与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如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对女性的影响；社会性别

制度、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主流等。

女性与组织、社区
女性与中国乡土社会，女性与社会组织，女性与社区发展；女性社会群体、女

性社会组织及女性社区生活等。

女性与阶级、阶层、民族 女性／性别身份；女性与阶级、阶层、社会流动；女性与民族、种族等。

女性与社会发展、社会变迁
女性与社会革命、社会建设；女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性别发展与社会发

展；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等。

女性与社会问题、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

女性问题，如女性贫困问题、女性犯罪问题、流动女性问题、针对女性的家庭

暴力问题、婚迁女性问题、性服务女性问题；女性在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中的

作用等。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一般理论框架，包括社
会结构中的“现实的女性”与社会运行中的“现

实的女性”。社会结构中的“现实的女性”包括

女性的社会行动或社会行为，女性与社会化

（或女性的社会性发展、性别社会化），女性与

社会角色（如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

突），女性与社会互动，女性与初级社会群体，

女性与家庭、婚姻和性，女性与社会组织，女性

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或性别分层），女性与

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女性与社区，女性与生

活方式。

社会运行中的“现实的女性”包括女性与整

体社会及运行机制，女性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

展，女性与社会问题，女性与社会越轨，女性与社

会控制与管理，女性与社会政策，女性与社会保

障，女性与社会工作（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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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框架图
　　

中国女性社会学界研究者也充分探讨了研

究方法［６］［８］［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１６］，形成了较为丰富的

体系，这一体系包含３个层次，即哲学方法（或方
法论）、一般科学的方法和特殊科学的方法（见表

２）［５］。
表２　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

研究方法层次 女性社会学研究方法

哲学方法

（或方法论）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实证

主义方法论和人文（解释）主义方

法论、女性主义方法论（有一体

性、分离主义、重新概念化）、本土

女性主义方法论（包括“有性人”

“证伪”“主体化及责任感”）。

社会学定量研究、定性研究、质性

研究。
一般科学的方法

特殊科学的方法

借鉴女性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如

收集和统计分析资料的具体方

法：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女性口

述史、参与式研究、行动研究等。

上述研究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尝试有意识全

方位地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体系的建

构，这是上一个阶段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此阶段

学科意识并未达成共识，因此中国女性社会学学

科意识还需要学界更普遍、深入地进行研究。

四、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未来趋势和

挑战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发展趋势和面临

的挑战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此只探讨学科意

识走向及困境。

（一）“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是否要转

向“中国性别社会学”学科意识的探讨？

规范的学科命名是学科建设和学科意识建

构的前提。“女性社会学”“妇女社会学”“女性

主义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妇女／性别社会学”
及“女性／性别社会学”是对学科的不同称谓，可
以说学科名称混乱，需要厘清，否则会给学科建

设和学科意识建构带来不利的影响。

“妇女／性别社会学”“女性／性别社会学”不
能成为学科名称，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学科意识

不清，两者在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研究内容、学

科定位、学科性质方面有差异，可以选择“中国女

性社会学”或“中国性别社会学”，例如运用中国

知网“篇名”检索“性别社会学”，在 ２００４年 ～
２０１７年有 １５篇论文；检索“女性社会学”，在
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６年有１６篇论文，多于其他学科名
称的研究①。那么在“中国女性社会学”和“中国

性别社会学”之间又如何选择呢？“中国女性社

会学”转向“中国性别社会学”或许是未来趋势？

尽管《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建构》一书认

为提出中国性别社会学已经建立的观点并不

成熟。

然而，近５年关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却逐渐
丰富起来，但对于学科建设的专题研究不多。目

前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中国性别社

会学成为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并依据中国

本土经验来建构本土理论和方法论 ［１７］。第二，

主张基于中国社会性别历史和现实实践，对社会

性别的实践进行理论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性别实践理论［１８］。第三，推动性别社会学学科

实现本土化发展，回应理论与时代的挑战，突破

本土化困境，将研究“积极嵌入于现实情境之中，

结合田野经验，运用多维／交叉理论的视角带入
主流的研究话语”［１９］。第四，社会性别视角在中

国的社会学研究中逐渐主流化［２０］。第五，性别社

会学的理想型理论分析框架：即由“宏观———微

观”及“公领域———私领域”———四维分析框架，

形成四个维度的议题。社会性别视角在中国的

社会学研究中逐渐主流化［２０］。第六，女性主义思

想致力于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改造，包括从“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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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经验、女性“受害者”假设和对儿童经验的

忽视等方面对性别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再思考［２１］。

第七，目前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性别视角存在着

一些盲点，缺乏对宏观层面的社会性别问题的直

接考察；忽视私领域要素的直接影响；虽然突出

制度和结构的制约性，却较少关注行动者的能动

性；没有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不同维度的社会性别

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２０］。

（二）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是否要转

向“问题意识”的讨论

中国目前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女

性或性别现实问题的不断拓展，必然需要确立

“问题意识”，正如“学科意识”一样，“问题意识”

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女性社会

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学科意识”与“问题

意识”的关系如何？“学科意识”是否要转向“问

题意识”？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阐释。

中国女性社会学“问题意识”是从研究对象

出发，以“问题”为主导，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发现 “现实的女性”的“真问

题”，并在现实情景下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因

此，任何研究都从问题开始。虽然中国女性社会

学研究源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妇女问题研
究”，但是当时中国女性社会学尚未建立，所以这

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学科“问题意识”的起源，可却

为学科的“问题意识”形成了传统。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建构肇始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末，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已经初步确
立，学科“问题意识”的确立也迫不及待。鉴于目

前中国女性社会学并不是一个成熟学科，不能如

成熟学科进行“学科意识”向“问题意识”②的研

究范式③的转换［２２］［２３］［２４］，而是两种意识的“双建

构”，因此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关

系。然而在“学科意识”建构先行并有局限性（如

研究内容狭窄、研究方法有限），且在当前女性或

性别问题凸显的现实下（对此有丰富的研究成

果），学科“问题意识”的建构任务更重。或许随

着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发展，未来“问题意识”会超

越“学科意识”。

“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双建构会带来

学科的理论、方法、领域、内容、视野、队伍的拓

展、推进与具体化，能够丰富学科体系和推动学

科发展，但建构需要一个过程。例如在即将来临

的智能社会，中国女性及其研究将遇到什么问题

和挑战？又如何应对呢？

注释：

①　研究者在篇名所采用的学科名称，说明研究者对该

学科名称的认同。运用中国知网“篇名”检索“妇女

社会学”有１篇论文，在１９９０年；检索“妇女／性别社

会学”，在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１年，有 ４篇论文；检索“女

性／性别社会学”，有２篇论文，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检索

“女性主义社会学”，在２００２年 ～２０１２年，有８篇论

文；检索“女权主义社会学”，有 １篇论文，在

１９９７年。

②　“学科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向是哲学界的刘大

椿最先提出的。社会学界也一直在讨论“问题意

识”，如吉登斯、景天魁的研究［２３］。

③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Ｋｕｈｎ）在其著作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范式”（Ｐａｒ

ａｄｉｇｍ）概念，它是指特定时期被某一研究共同体所

共同认同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

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

法”。任何学科在不同时期会表现出来不同的话语

体系、理论框架、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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