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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法学院的小崔在领到本科毕业证的同时，作出了把档案

留在学校、继续苦读考研的决定。“我做这样的选择，是因

为女生找工作实在太难了”。 对小崔的决定，出席中国妇女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夏吟兰代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位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院长说：“我带的研究生中，

很多是像小崔这种情况，还有些硕士也是因此继续读博。” 

女性就业难问题引起了妇女九大代表们的关注。有关数据显

示，从1996年开始，我国城镇妇女的就业率开始呈下降趋势

。到2000年末，全国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量减少

了1477.7万。此外，国企下岗女工普遍感到找工作困难，有近

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再就业时受到年龄和性别的歧视。 女大学

生在就业时同样面临诸多困难：尽管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

高等学校女生比例已达44%，基本上撑起了校园的“半边天

”，但就业的机会却远远低于男生。 厦门大学对2002年1000

多名本科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在相同条件下，女生就业机会

只有男生的87%。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雪代表也谈到

，今年学校未能落实单位的本专科毕业生中，近7成是女生。

在已落实单位的女生中，许多人的求职经历比男生更为艰难

，不少人被迫降低求职标准。 “妇女正在成为中国就业压力

最大的人群。”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代表说。 那么

，女性就业难，是否因为女性的能力和素质差？代表们对此

给予了坚决否定的回答。 “我们学校去年暑假选拔40名优秀



学生到牛津大学学习，其中一半以上是女生。”同夏吟兰一

样，代表们普遍反映，与男生相比，女生的自我约束力更强

，成绩也更优秀。“今年，北京等许多地方的理科状元都是

女生，不少学校的奖学金也多被女生拿去。”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所副所长史静寰代表补充说：“但是，大多数用人单位

却宁愿要一般的男生，也不要优秀的女生。”代表们分析指

出，困扰妇女就业的难题主要包括4个方面。 “首先还是劳

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尖锐。”谭琳代表指出，当前我国劳动力

市场的供求矛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国有企

业改制都直接影响了对女性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劳动力市

场供大于求的现实，为用人单位人为地抬高就业门槛、设置

性别限制提供了条件。” “其次，我国法律中虽然规定了男

女享有平等就业权利，但由于操作性不强和缺乏罚则，对就

业歧视未能起到有力的遏制作用。”夏吟兰代表指出，相关

政策法规体系的不健全及其与现实的脱节，无法为妇女就业

铺设平坦的大道，也是造成女性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她

举例说，如1988年制定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的许多

重要内容和适用范围，都已和当前的情况不适应。“这些都

需要加以补充和调整。” 此外，代表们指出，目前对劳动力

市场的监督管理不力，特别是对私营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

领域的监管不到位。工商、税务、民政、劳动保障、卫生和

城管等各个相关部门缺乏协调配合，重复管理和监管不到位

的问题并存，一些地方政府对外资、私营中小企业疏于监管

，使得女性在一些地方更容易失去工作。 “传统的社会性别

观念仍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着影响。”谭琳代表指出，现在

部分用人单位对女性的能力和价值认识有偏差，过分夸大生



育、养育、更年期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加剧了妇女在就

业竞争中的不利处境。“妇女就业与再就业难，固然与劳动

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密切相关，但是传统的社会观念对许多人

，特别是相关决策者和管理者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也是一个

重要原因。” 在代表们看来，生育保障制度的进展缓慢，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女性平等就业的

一个主要障碍。 目前我国已有28个省区市开展了生育保险社

会统筹制度，参保职工已达3590万人。但与2002年我国共

有4156万城镇女职工对照，还有一定缺口。 代表们呼吁，要

缓解妇女的就业压力，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特别是要

加强法规建设和市场监管。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为女性

平等就业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