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制
与

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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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获得京都⼤学⼤学院社会学博⼠学
位，在东京⼤学等⾼校任教数⼗年。⼆⼗世
纪⼋⼗年代上野千鹤⼦开始思考性别不平等
问题，作为⼥性主义的启蒙者和思想者，她
的⼈⽣伴随了战后⽇本⼥性争取平等权利的
历程。 
她的研究涉及性别理论、⺠族主义、家庭、
养⽼与死亡等。 
出版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族主
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个⼈的⽼
后》《厌⼥》《⼥⼈的快乐》《看护社会
学》等著作。 
《⽗权制与资本主义》⼀书出版于1990年。 

作为妇⼥运动家、两性平等理想的践
⾏者，上野千鹤⼦具有鲜明的批判精
神。 
她对⼥性被压迫的命运、男⼥不平等
的社会现象、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亮出
了绝不宽容与毫不妥协的态度。 
正如《⽗权制与资本主义》⼀书中，
上野指出：对⼥性⽽⾔，⽆论是在近
代资产阶级⾰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
义⾰命，⼥性被“承诺”给予“⾃由”“平
等”，但最终却“被倒⼽的⾰命”⽽收
尾。虽然⾰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
是在利⽤⼥性的⼒量，⽽结果仅仅实
现了“男性的解放”。



1、我关于⼥权的认知来源（承认差别与⼈权为
基础）

2、有关⼈类繁衍和劳动⼒再⽣产的论辩（⼈类
未来及国家命运）

3、⼈权、⽣育权和优⽣论的⽭盾（美国宪法堕
胎权的修订）

4、社会学维度的性别思考，性别问题的地⽅差
异（两个例⼦）

引⼦





⼈



探讨的主要问题

该书是⼀部从⻢克思主义⼥权主义⽴场阐述两性性别

差异根源的重要理论著作。

本书分析了压在当代⼥性身上的两座⼤⼭，即资本主

义和⽗权制；这种双重的控制，使⼥性到今天依然处

在屈从的地位中。

⼥性进⼊社会参与⽣产劳动，反⽽加固了资本主义与

⽗权制的共谋，这是⻢克思主义⼥权主义视⻆下得到

的观点。



关键概念：
家务劳动、再⽣产、⽗权制

2、再⽣产是指对⼈的⽣育、养育、照料、陪护

等，与⽣命再⽣产相关的劳动。⼥性因为性别关

系，在家庭之中所从事家务劳动、⽣育、养育、养

⽼护理等再⽣产劳动。社会为了再⽣产，不仅要进

⾏物的再⽣产，⼈的再⽣产也是或不可缺的，⽽再

⽣产劳动是“⽆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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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野从⻢克思主义理论那⾥受到启发，认为⻢克思

主义⼥权主义的最⼤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这⼀概念。

她提出“⽆酬家务劳动”的概念，指出：对于⼥性们付出

的这种劳动，⽆论是在法律层⾯还是经济层⾯都没有任

何补偿，它被置于⼀种⽆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

不正当的且不⽀付劳动报酬的“⽆偿劳动”。





家务劳动与家庭主妇的勾连



⽗权制



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夫⼀妻制的现代家庭形式，附带
着⼀种“男主外、⼥主内”的性别分⼯模式，即男性投⼊公
共领域的劳动市场、成为社会⽣产的劳动⼒，⽽⼥性逐
渐被社会劳动市场排除在外，囿于家庭，成为家庭主
妇。这种性别分⼯带来了“市场”与“家庭”的分裂，也让⼥
性深陷从属的地位。



理论视⻆

1
⻢克思主义理论

⻢克思主义认为阶级⽀配关系是社会的基本⽭盾，参加社会劳动是妇⼥解放的⼀个重要先决条件。妇⼥解放必须伴

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解放⽽得到实现。但⻢克思主义没能没能触及“家庭”这⼀再⽣产领域的存在。经济

解放固然是妇⼥解放的条件，但经济问题解决了，妇⼥解放也不⼀定能够实现。

2
激进⼥权主义

激进⼥权主义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认为性⽀配（⽗权制）是基本⽭盾，⼥性⼀直处于男性为主的性⽀配之下。

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性解放的途径是挑战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3
⻢克思主义⼥权主义

⻢克思主义⼥权主义从激进⼥权主义那⾥继承了“⽗权制”的概念，认为⽗权制也是导致⼥性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之⼀。“⽗权制的

物质基础是指男性对⼥性劳动⼒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性的性机能来维

持。”⻢克思主义⼥权主义是⽤⻢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法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权主义性别的⽅法批判⽗权制。

上野认为，这是⼀种新的⻢克思主义⼥权主义，融合或者扬弃了旧的社会主义妇⼥解放论和与其针锋相对的激进⼥权主义。



⻢克思主义⼥权主义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

社会中，⼥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

“⽗权制”的压迫。⽗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

⼥性劳动的统治。这⼀统治将⼥性从经济必

要⽣产资源排除出去。因此，“资本主义和⽗

权制既是相互对⽴的，⼜是相互补充的，⼆

者并不是⼀⽅伴随着另⼀⽅，也没有必然的

相关性”。资本主义⽗权制是将家庭纳⼊⼤资

本主义体制内，⽗权制资本主义指的是市场

也存在⽗权制原理。对于⻢克思主义⼥权主

义来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导致了⼥性被

压制的地位，不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进⾏改

⾰，⼥性很难获得⾃由。

资本主义与⽗权制的勾连



政治经济学视⻆下的“性”



在现代社会，市场从家庭中获得劳动⼒，⽽将⽆法
成为劳动⼒的⼈返回给家庭，由⼥性负责照料。也
就是说，⼥性通过在家庭的劳动，从外部维持整个
市场的顺利运转。这些劳动被称为“社会再⽣产劳
动”，即⼀系列与⽣命相关的劳动，包括对⼈的⽣
育、养育、照料、陪护、等等。

在⽗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控制下，⼏乎所有的⼥
性都在⽆偿地付出社会再⽣产劳动，但没有获得任
何实质性的回报。这其中起作⽤的是意识形态的⼒
量。

⽗权制与资本主义编制了⼀系列有关于“爱”的神
话，⽽这些神话都是意识形态的机器：爱情的神
话，让⼥性在前近代⼤家庭向近代核⼼家庭过渡的
历史时期，⾃⾏选择和延续了⽗权制；家庭是“爱的
共同体”的神话，让⼥性⼼⽢情愿地⽆偿付出所谓
“爱的劳动”；⺟性的神话，让⼥性极⼒克制⾃我需
求，引发她们的⾃我献身和牺牲精神。



资本主义与⽗权制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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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性进⼊社会参与⽣产劳动，反⽽加固了资本主义与
⽗权制的共谋？

第⼀次世界⼤战期间，妇⼥第⼀次⼤规模⾛出家庭，从事社会⽣产，并体会到社会劳动所带来的成果和

⾃信。这种成果和⾃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消失。⼀战之后，许多⼥性依然想要继续⼯作。

为了应对⼥性想要⼯作的局⾯，⽗权制和资本主义想出了两个策略：⾸先，设置⼀些“⼥性专属”的职

业，从⽽延续了对于“⼥性⽓质”的规范；更重要的是，构建出⼀个未婚⼥性雇佣劳动⼒市场。也就是

说，⼥性可以在成年后进⼊职场，但⼀旦结婚就要回归家庭，整个社会形成了⼀种⼥性“⼯作到结婚为

⽌”的共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作到结婚为⽌”的社会共识渐渐被突破，取⽽代之的是“中断—再就业”模式，

也就是⼥性在⽣育和哺乳期退回家庭照顾孩⼦，等到孩⼦⻓⼤后再重返职场。选择这⼀模式的⼥性，表

⾯上看起来是“⼈⽣赢家”，但实际上背负了三重负担：既承担着⽆偿的再⽣产劳动，⼜在育⼉期间失去

了原先应得的收⼊，还要在再就业时⾯临职场歧视和薪酬损失。



⼥性这种“中断—再就业”模式，对
于资本主义和⽗权制有百利⽽⽆

⼀害。对于资本主义⽽⾔，这个

模式意味着它可以占有⽣育前⼥

性的劳动⼒，还可以⽤低廉的薪

酬雇佣“中断—再就业”的家庭主妇
劳动⼒。对于⽗权制⽽⾔，丈夫

可以在孩⼦⼩的时候拥有免费的

专职育⼉妻⼦，之后⼜能享受到

妻⼦⼯作后带来的收⼊成果。

如
何
解
决







主要观点摘录
1、上野在书中写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劳动是⽆法与再⽣产劳动并存的”。表现在⼥性身上，职业与家庭似乎仍然是⻥和熊

掌不可兼得，或者说在⼆者兼顾的过程中，⼥性往往身⼼疲惫、倍感压⼒。上野认为，由于⽇本⼥性⽆法实现再⽣产劳动的公共

化，因为⽇本是全⺠中产的社会，因此，“⽇本⼥性在兼顾⼯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是最艰⾟的”。

2、上野认为，“中断——再就业”型的⼥性与⼀直持续⼯作的⼥性之间已经产⽣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还与⼀直⼯作的男性之间产

⽣巨⼤的收⼊鸿沟。打零⼯的专职主妇家庭与双职⼯家庭之间也产⽣了经济差距。“中断——再就业”也给⼥性的⼈⽣带来⻛险，从

中产阶层跌⼊贫困的可能性增⼤。⼀旦离婚，⼥性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统计数字显示，⽇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远远⾼出⼀般家

庭。

3、“中断——再就业”使得⼥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性不得已在⼯作与育⼉之间做出选择，也是导致⽇本⼥性的⽣育率不断下降

的⼀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本⼥性⾛向职场，不想因结婚和⽣产⽽辞职，也有越来越多的⼥性为了不放弃职业选择了不结婚、

不⽣孩⼦或少⽣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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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的特殊性
1、中国地域⼴博，地⽅经济、⽂化、传统、⺠族等存在很⼤不同。⽐如，城乡差异（城市的“剩⼥”现象与农村的“剩男”现

象）；地区差异（地区的经济差距、开放及⽂明程度等）；⺠族及⽂化传统差异（少数⺠族家庭结构、宗教信仰、⽣育政策

等影响下的⼥性问题）。

2、中国经历过计划⽣育阶段，性别问题更为复杂，家庭结构也发⽣了⼀些变化（⽐如独⽣⼥的男⽅⼊赘的家庭结构，⾛婚结

构，孩⼦⼀家⼀个的结构等）。

3、⼥性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家庭可⽀配收⼊的增多，⽣活⽅式的变化及购买活动的复杂，育⼉⽅式的复杂等，交织在⼀

起，都会在⼀定程度上改变男⼥在家庭中的地位。

4、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出现、国⻔的开放不过⼏⼗年的时间，企业市场化的不充分、城市化的扩张、房地产的

特殊性（男性独⽴购房越来越困难），以及，体制在中国职业结构的重要作⽤，这些都是中国职业⼥性或家庭主妇与⽇本有

所不同的⽅⾯。

5、中国公共舆论领域的特殊性，政治议题被压抑，在⼀定程度上给环境问题、医疗问题、⼥性议题更多的空间，尤其是互联

⽹兴起后，⼥性议题的社会可⻅度增⾼，也在⼀定程度上改变着⼥性的地位；电视家庭伦理剧在重塑⼥性形象上带来的影响

也值得重视（⽐如独⽴⾃强的⼥性形象，粗野的、霸道总裁的男性形象的衰落及贴⼼暖男形象的兴起等）。



90年代以后的发展

书中提到了全球化之后的变
化，但还有个更重要的导致变
化的因素是科技的发展，家⽤
电器、互联⽹和智能科技等，
都在⼀定程度上改变着家务劳
动的数量、繁复程度、耗时耗
⼒程度等，也会在⼀定程度上
改变男⼥在家庭中的结构。



结语：
自由的人、自由的女人 
人不是工具、女人亦不是工具 

我们关注结构性的力量（权力）对人的制约和框限，同时不能
否认爱、情感、团结在人与人交往中的作用。无论是马克思主
义还是父权制都是对立和冲突的视角，而遮盖了爱与情感在男
女关系或人与人关系的作用，也是需要反思的。从结构-能动
性相结合以及从冲突论转向调和论的视角去分析或许也是一种
尝试。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