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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劳动经济学和人口学理论，解释经济活动中性别差异、隔离、歧
视等现象存在的原因。
首先，从性别经济学的含义着手，对性别方面的相关研究领域和发展状况进行系统性的描述；其次，
从经济、社会和个人因素等角度，描述和分析经济活动和家庭生产中的性别差异；再次，分别从劳动
参与率、性别隔离、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和性别歧视等角度，剖析性别差异的原因；最后，叙述促
进性别公平的政府政策，并对劳动力市场上促进性别公平的相关政策进行详细的分类和概述。
本书参考了诸多国内外经典书籍和文献资料，既引用了大量数据，又注重实践和推导，坚持从客观现
实出发，进行实证分析写作，具有较强的严谨性和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人口学和社会学专业及相关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学用书，
也可作为这些领域相关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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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女性的劳动供给趋势与水平方面，婚姻和家庭以及相应的义务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们
之间密切相关。
例如，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水平一般都低于单身女性的劳动供给水平，但其正在增长的速度却要高于
后者。
所以，在经济模型中，纳入了婚姻和家庭作为考虑因素时，必须重视和深入研究婚姻和家庭因素对女
性的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传统家庭劳动供给模型中，在家庭总收入（外生收入与全体家庭成员所得之和）不可能超过家庭
购买商品的支出的条件约束下，整个家庭作为一个决策单位，会实现家庭总效用最大化。
这个模型可视作简单的罗宾斯一希克斯劳动供给分析模型的延伸，也是一种有关单个个人劳动供给决
策的模型论述。
换言之，这个模型也是消费者对几种不同消费品进行选择的标准模型的变形。
于是，无需作多少修改或加以实质性改动，消费理论的标准结论仍旧适用于家庭劳动供给模型。
　　假设家庭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并且储蓄一部分收入，家庭成员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变化不仅影响
他自己的行为，还会影响家庭里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这种家庭内部劳动和闲暇的替代显然是传统家
庭劳动供给的模型中最重要的含义之一。
所有的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受到约束时，如“配给”约束（使得他们不能按照原来的选择提供全部市
场工作，或者消费全部闲暇时），可能会发生家庭内部行为的相应调整。
这种配给可能使家庭里某一成员失业，或者使其处于角解点上（即将已有全部时间都用于闲暇），并
可能产生不同结果。
　　当一个两口之家中的一方失业时，必然要增加另一方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这就是所谓“附加
职工效应”，这种配给的另外一部分意义涉及妻子在工作的家庭与妻子不工作的家庭行为之间的差异
，例如，给定一个适当的假设，能证明：①在家庭中，如果妻子不工作的，男性的补偿替代效应较小
。
②如果妻子的家庭时间和消费品都是净替代品（互补品），那么，在妻子工作的家庭中，家庭消费收
入效应较大（较小）。
③如果夫妻一方的闲暇相对市场商品是一种净替代品，而另一方闲暇的不是互补品（如果夫妇有一方
的闲暇的时间对市场商品是净互补品或净替代品），在妻子不工作的家庭中，丈夫工资增加对消费品
需求的补偿或交叉替代效应将较小（较大）。
　　多数已婚者已证明，非市场工作是家庭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多数家务劳动则是由女性承担。
由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增长，其非市场劳动工作的时间将会有所减少，能体现非市场劳动工作
的家庭决策模型可以解释女性参与市场工作水平低于男性参与市场工作水平的事实；并能解释在经验
方面，经常发现的关于女性参与市场工作对工资率的弹性高于男性的相应弹性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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