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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妇女社会保障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之福建数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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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依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福建样本数据，在描述妇女社会保障的

发展状况及其性别特质的基础上，构建影响因素解释模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

龄、户籍、受教育程度、收入、就业、职业特征、工作单位、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因素都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妇女社会保障的实现。 对此，需要在强化制度保障的同时，注重提高妇女人力资本存

量，发挥妇女工作优势，推进妇女社会保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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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期间的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历经 ３０ 多年，
其发展轨迹趋于理性，但能否有效惠及体制转轨

和市场改革影响下不同社会经济成分与就业形态

下的妇女群体仍有待检验。 基于此，本文利用第

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福建数据①，分析转

型期妇女社会保障发展及其性别特质，探讨其不

同职业、城乡、沿海与内陆间等群体的内部差异，
厘清妇女社会保障发展的困境，为完善社会保障

提供经验思考。

一、福建妇女社会保障的十年发展
十年来，伴随着城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社

会保障制度的有序推进，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

平不断提高，福建妇女社会保障发展态势良好。
（一）基本社会保障权益显著发展

在 １８ 岁—６４ 岁的受访妇女中，医疗保险率

为 ９４．０％，养老保险率为 ５３．３％，失业保险率为

２３％，工伤保险率为 １３．５％。 其中，非农妇女养老

保险率为 ６９．１％，医疗保险率为 ９１．１％。 受益于

“新农合”和“新农保”制度，农村妇女享有医疗保

险率达 ９７．８％，高于非农妇女 ８．７ 个百分点。 总

体而言，两性社会保障状况相差无几，妇女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获取率相对于

十年前分别提高了 ８１．４、３８．６、１５．８、１９．１ 个百分

点（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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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分性别享有的基本社会保障状况（％）①

社会保障类别
男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女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社会养老保险 ４１．７０ ２１．７０ ５２．４０ ３５．５０ １４．７０ ５３．３０

社会医疗保险 ３８．６０ ２０．４０ ９１．６０ ３３．００ １２．６０ ９４．００

失业保险 　 ７．３０ ２３．１０ 　 ４．８０ ２３．９０

工伤保险 　 １２．３０ ２４．１０ 　 ７．８０ １３．５０

城镇职工生育保险 ３３．３２ ９０．７４

商业养老保险 １１．０ １２．８

商业医疗健康保险 １５．８ １４．０

　 　 （二）职业福利水平有所提高

数据显示，妇女在年薪休假、住房福利保障以

及交通补贴方面的享有率较高，其中，受访妇女带

薪年休假享有率相对 ２０００ 年提高了 ３１．０ 个百分

点（见表 ２），住房福利提高了 ２９．２ 个百分点。 另

外，２０１０ 年，城镇男女在工作餐 ／餐补方面，妇女

要稍高于男性，而在子女医药费报销 ／补贴方面基

本持平。
表 ２　 分城乡、分性别社会保障 ／职业福利享有率（％）

职业福利选项
总体

男 女

城镇

男 女

农村

男 女

带薪年假 ４７．１ ４０．０ ５３．８ ４８．８ ２１．６ １２．６

住房公积金 ３９．８ ３０．５ ４７．７ ３９．０ ９．６ ３．４

福利房 ／经济适用房等住房福利 １３．７ ７．７ １６．７ １０．１ ２．２ ０．０

工作餐 ／餐补 ３２．０ ２９．３ ３３．５ ３３．９ ２６．５ １５．１

班车 ／交通补贴 ２１．５ １６．６ ２４．３ ２０．３ １１．１ ５．１

取暖补贴 ０．９ ４．６ １．１ ４．７ ０．０ ４．３

子女医药费报销 ／补贴 ２．３ １．７ ２．４ ２．３ １．９ ０．０

子女入托入园补贴或支持 ３．１ １．９ ３．８ ２．５ ０．０ ０．０

　 　 （三）生育保障发展态势良好

数据反映，２４．７％的受访者或其配偶的分娩

费用全免 ／报销、部分补助或部分免费 ／报销，
４９ ６％的受访者或其配偶的在产假期间享有生活

补贴 ／基本工资 ／与产前差不多的收入（见表 ３）。
在非农业户口中，３５．３％的受访者或其配偶可报

销分娩费用。 同时，在业妇女产假天数平均为

１２２．３５ 天，丈夫带薪陪护天数平均 ６．２６ 天，４８．６％
的妇女产假期间基本工资或与产前收入差不多，

妇女生育保障状况较好。
（四）老年妇女的生活有所保障

在受访老年群体对象中，老年妇女养老保障

享有率为 ５７．７％，其中，城镇老年妇女享有率为

７０．８％，农村老年妇女享有率为 ４３．１％，城乡老年

妇女的医疗保障享有率达 ９８．４％（见表 ４）。 老年

男女的社会福利在集体养老补贴 ／高龄补贴以及

老年优待方面的享有比例较高。 显然，现有制度

为老年妇女生活保障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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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情况（％）

选　 项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与产前差不多 １７０ １２．８ ２７．５ ２７．５
只有基本工资 １３０ ９．８ ２１．１ ４８．６
只有部分生活补贴 ６ ０．５ １．０ ４９．６
没有收入 ２９９ ２２．５ ４８．３ ９８．０
不清楚 １３ ０．９ ２．０ １００．０

缺失 不适用 ７１３ ５３．５

合 计 １３３２ １００．０

表 ４　 分性别、按户口性质划分的老年群体社会保障状况（％）

类　 别
总　 体

男 女

城　 镇

男 女

农　 村

男 女

社会养老保障 ６４．２０ ５７．７０ ８５．７０ ７０．８０ ３５．１０ ４３．１０

社会医疗保障 ９８．３０ ９８．４０ ９８．００ ９８．５０ ９８．７０ ９８．３０

集体经济收益分配 １１．６ ９．４ ６．７ ６．８ １７．３ １２．１

集体养老补贴 ／高龄补贴 ２５．９ ２７．８ ３２．６ ３３．９ １８．７ ２１．４

老年优待（减免公园门票、乘车优惠） ４１．８ ３３．６ ５４．７ ４７．７ ２４．３ １６．７

居家养老补贴 ／服务券 ７．１ １．７ ９．３ ３．１ ４．２ ０．０

　 　 二、福建妇女社会保障发展的性别特质

如上，受益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

的改革，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意识的不断增强，福
建妇女社会保障总体状况较好，其性别特点

如下：
（一）性别平等程度有所发展

从性别角度分析，基本社会保障领域的性别

差异有所缓和，局部甚至打破了“男高女低”状

态，略呈“女高男低”之势。 如 ２０００ 年，城乡社会

养老保障男女总体性别差为 ７．０ 个百分点，２０１０
年则为－０．９ 个百分点；２０００ 年，城乡社会医疗保

障男女总体性别差为 ７．８ 个百分点，２０１０ 年则为

－２．４个百分点；２０００ 年城乡社会失业保险男女总

体性别差为 ２．５ 个百分点，２０１０ 年则为－０．８ 个百

分点。 类似数据在分城乡、分性别的不同社会保

障项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可以说，妇女基

本社会保障资源优势有稍好于男性的态势。
（二）群体性特征与城乡区域特征并存

首先从养老保障来看，过半的城镇受访妇女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余为机关事业单

位离退休待遇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农业户

口妇女较多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仅 ０．３％的流动妇女加入农村养老综合保

险。 其次，就医疗保障分析，在非农业户口中，分
别有 ４５．３％和 ２６．３％的受访妇女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障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业户口

妇女中的 ９３．７％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仅
５．３％的受访妇女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
制度碎片下的妇女社会保障群体性与城乡区域性

明显。
（三）社会保障资源获取存在分割性

首先，妇女社会保障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
受访妇女医疗保障覆盖面最广，且无明显性别差

异，但类似情况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职业福利等领域未能体现，而且妇女社会保障首

要集中于医疗保障，然后才依次是养老保障、生育

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妇女的职业福利主要

集中于带薪年假、住房公积金、福利房 ／经济适用

房等住房福利、工作餐 ／餐补、班车 ／交通补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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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医药费报销 ／补贴以及子女入托、入园补贴或

支持福利享有上较少，且性别差异较大。
其次，妇女社会保障资源分布的劳动力市场

分割性。 城镇非农妇女社会保障呈现劳动力市场

的分割性尤为明显（见表 ５ 和表 ６）。 党政机关 ／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妇女职工社会保障要优于

社会团体及基层自治组织，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妇

女职工则处于明显劣势。 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和

事业单位的受访妇女可享有带薪年假待遇率为

７０％以上，企业比例为 ５３．７％，个体工商户享有率

仅为 １２．２％。 显而易见的是，体制外的劳动妇女

处于制度保护的边缘。
表 ５　 不同单位类型妇女的社会保障享有状况（％）

单位类型 社会养老保障 社会医疗保障 生育保障 失业保险

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 ７８．８ ９７．０ ９６．０ ２８．０

社会团体及基层自治组织 ８０ １００．０ ６２．９ ３１．８

事业单位 ９３．７ ９５．８ ９１．４ ４０．２

企业 ８４．６ ９３．０ ７８．１ ４６．２

民办非企业 ７７．４ ９０．０ ４３．８ ３３．３

个体工商户 ４０．０ ９１．３ ４０．０ ０．０

　 　 （本表中生育保障参照产假期间的收入情况，工伤保险数据比例过低，没有比较意义，故未列入统计范围）

表 ６　 城镇妇女的职业福利覆盖情况（％）

单位类型
带薪

年假

住房

公积金

福利 ／经济适用房

等住房福利

工作餐 ／
餐补

班车 ／交通

补贴

子女医药费

报销 ／补贴

子女入园

补贴

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 ７０ ６６．７ ２７．６ ２６．７ ２０．７ ７．７ ８．０

社团及基层自治组织 ３１．７ １２．２ ０．０ ７．３ ７．３ ０．０ ０．０

事业单位 ７１．６ ７９．７ １７．８ ３１．５ １６．４ ３．３ １．８

企业 ５３．７ ４０．３ ９．８ ４０．１ ２７．９ ２．６ ２．８

民办非企业 ３２．１ ０．０ ３．６ ６０．７ ２１．４ ０．０ ０．０

个体工商户 １２．２ ４．９ ０．０ ３１．７ １９．５ ０．０ ３．３

　 　 三、福建妇女社会保障可能面临的挑战

福建妇女社会保障相对十年前改善较大，在
某些具体领域有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满足了城

乡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其面临的挑战依

然严峻。
（一）养老保障的潜在问题

从养老方式的差异可以看到妇女社会养老保

障面临的潜在问题。
首先，未来养老方式的性别差异与城乡差距。

在 １８～６４ 岁的受访者中，对将来主要养老方式

（首选）项中，３３．０％的受访妇女选择离退休 ／养老

金；１６．９％的受访妇女选择个人积蓄 ／劳动，低于

男性 ４．１ 个百分点；２４．８％的受访妇女选择家人供

养，性别差为 ７．１ 个百分点，妇女养老将更依赖于

家庭（见表 ７）。 同时，５１．７％的非农妇女以离退休

金 ／养老金为主要养老方式，高于农业户口妇女

４４．７ 个百分点，而 １４．４％的非农妇女以家人养老

为主，低于农业户口妇女 ２４．８ 个百分点。 未来妇

女社会养老问题将比男性更突出，农村妇女养老

的矛盾更尖锐。
其次，现行养老保障方式的性别差异与城乡

差距。 在受访者中，３２．５％的老年妇女以离退休

金 ／养老金养老，低于男性 １９．５ 个百分点；５２．８％
老年妇女需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以房屋租赁、积
蓄或政府（社团）的补贴（资助）养老的极少（见表

８）。 同时，６０％的非农妇女首要生活来源为自己

１７

第 ５ 期　 　 　 　 　 　 　 　 　 　 　 　 　 苏映宇：转型期妇女社会保障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的离退休金 ／养老金，低于男性 ２０．６ 个百分点，但
又高于农业户口妇女 ５８．３ 个百分点；２９．２％的妇

女需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高于男性 １５．９ 个百分

点，低于农业户口妇女 ４８．４ 个百分点。 可见，老

年妇女养老水平在总体上要低于男性，城镇妇女

的养老保障能力优于农村妇女。 目前，妇女尤其

是农村妇女养老更依赖家庭，农村妇女老年处境

极为不利。
表 ７　 分性别、分城乡将来主要的养老方式（首要）（％）

养老方式
总　 体

男 女

城　 镇

男 女

农　 村

男 女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２０．１ １９．０ １５．０ １４．２ ２６．６ ２５．７

离退休金 ／养老金 ３３．５ ３３．０ ５２．２ ５１．７ ９．５ ７．０

个人积蓄 ／劳动 ２１．０ １６．９ １８．１ １３．０ ２４．７ ２２．３

以房养老 ／以地养老 １．９ １．２ ２．８ １．７ ０．７ ０．５

家人供养 １７．７ ２４．８ ６．０ １４．４ ３２．８ ３９．２

商业保险 １．２ １．４ １．８ １．３ ０．３ １．４

社会救助 ０．７ ０．６ ０．９ １．０ ０．５ ０．２

走一步看一步 ３．７ ２．６ ２．８ １．９ ４．８ ３．６

表 ８　 分性别、分城乡最主要的生活来源（首选）（％）

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总　 体

男 女

城　 镇

男 女

农　 村

男 女

自己的离退休金 ／养老金 ５２．０ ３２．５ ８０．６ ６０．０ １４．７ １．７

自己劳动或工作所得 １１．６ ３．３ ５．１ ３．１ ２０．０ ５．２

配偶的收入 ０．６ ６．５ ０．０ ７．７ １．３ ５．２

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 ２８．９ ５２．８ １３．３ ２９．２ ４９．３ ７７．６

政府 ／社团的补贴 ／资助 ２．３ ２．４ ０．０ ０．０ ５．３ ５．２

以前的积蓄 ４．０ ２．４ １．０ ０．０ ８．０ ５．２

房屋、土地等租赁收入 ０．６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３ ０．０

　 　 （二）工伤保护的现实问题

总体上，受访女性在工伤或工作中有过工伤

事故或职业病伤害的比例较低，仅为 ２．９％，发生

情况低于男性。 同时，农业户口的男女发生工伤

事故或职业病伤害情况稍高于非农业户口，且男

性总体发生概率要高于城镇男性 ４ 个百分点，而
妇女则高于城镇妇女 ０．８ 个百分点（见表 ９）。

表 ９　 分性别、分城乡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情况（％）

在工伤或工作中是否有过

工伤事故伤害或职业病伤害

总　 体

男 女

城　 镇

男 女

农　 村

男 女

没有 ９１．４ ９７．１ ９３．１ ９７．４ ８９．５ ９６．６

有 ８．４ ２．９ ６．５ ２．６ １０．５ ３．４

说不清 ０．２ ０．０ ０．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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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工伤保险但因工受伤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受访者也不多。 ８３．８％的受访

妇女因工作发生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未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低于男性 ９．７ 个百分点。 在非农业

户口中，８４．２％的受访妇女未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高于男性 ３２．２ 个百分点，工伤保险待遇享有的性

别问题较大。 在农业户口中，８３．３％的受访妇女

未享受制度待遇，农村男女工伤保险也存在性别

差距（见表 １０）。 由此可以看到工伤保险制度覆

盖面临的现实问题。
表 １０　 分性别、分城乡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情况（％）

是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总　 体

男 女

城　 镇

男 女

农　 村

男 女

没有 ７４．１ ８３．８ ５２．０ ８４．２ ９２．０ ８３．３

有 ２４．１ １３．５ ４８．０ １５．８ ４．８ １１．４

说不清 １．８ ２．７ ０．０ ０．０ ３．２ ５．６

　 　 （三）失业保障的供给问题

首先，从失业经历分析，超过 １ ／ ４ 的妇女受访

者有失业经历，且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失业经历情

况高于农业妇女，城乡差为 １２．１ 个百分点，城镇

妇女失业问题较为明显。
其次，就覆盖面考察，受访妇女无失业保险率

为 ７６．９％，非农业户口中受访妇女未享受失业保

险率为 ６９． ４％， 农业户口的妇女对应比例为

９１ ６％，高于非农业户口妇女 ２２．２ 个百分点。 在

女性失业风险大于男性的情况下，其失业保险状

况堪忧。
再次，从享受待遇看，受访妇女在失业期间可

领取失业保险金、免费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免费

职业技能培训、政府相关机构的职业介绍服务的

人数不多（见表 １１），比例分别为 １７．９％、１１．３％、
１０．７％、４．５％；同时，非农妇女失业待遇总体情况

好于农业户口妇女，农业户口中的男性在失业期

间享受待遇好于妇女。 农村妇女失业期间难以得

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处于制度保障的

边缘。
表 １１　 分性别、分城乡失业期间享受待遇情况（％）

失业保险待遇
总　 体

男 女

城　 镇

男 女

农　 村

男 女

领取失业保险金 １８．８ １７．９ ２３．６ ２５．０ ５．６ ０．０

免费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 ６．６ １１．３ ８．０ １４．９ ２．８ ２．４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８．９ １０．７ １１．５ １３．９ ２．８ １．２

政府相关机构的职业介绍服务 ３．７ ４．５ ４．０ ６．３ ２．８ ０．０

　 　 （四）生育保障的实质问题

尽管两纲监测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全省

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数为 ３７４．４１ 万人，妇女为

３３１ ５０ 万人，①但妇女生育保障的实质性问题依

然存在。
首先，城乡妇女生育保障情况不容乐观。 产

假期间，未能够实现报销的受访妇女为 ７４．５％，城
乡差异显著，城镇为 ６４．１％，农村达 ８７．９％；产假

期间没有收入的调查妇女比例为 ４６．５％，城乡差

异显著，城镇对应比例为 ２９．５％，农村为 ８２．４％。
尽管这个数据可从农村妇女与土地相联的劳动力

特点和就业状态与现行职工生育保险制度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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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释，但即便是城镇妇女比例也不高，城乡妇

女生育期间保障状况与两纲监测数据的反映情况

也未能趋同。

表 １２　 不同单位类型妇女生育期间享受待遇情况（％）

生育期间

享受待遇情况

党政机关 ／
人民团体

社会团体及基层

自治组织
事业单位 企业 民办非企业 个体工商户

分娩费用（全免 ／报销） ２８．６ ９．９ １９．０ １７．９ １８．９ ２．７

分娩费用（定额补贴） １．７ １．２ ３．０ ２．７ ０．０ ０．５

分娩费用（部分报销） ２８．６ １１．１ ３２．０ ２０．３ １．９ ８．１

分娩费用（全部自费） ４１．２ ７７．８ ４６．０ ５７．７ ７９．２ ８８．７

不清楚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４ ０．０ ０．０

收入与产前差不多 ６８．３ ２４．５ ５１．９ ２９．８ ３２．３ １８．１

收入只基本工资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９．６ ３９．１ １２．９ １４．５

收入只部分生活补贴 ０．０ ０．０ １．２ １．６ ０．０ ０．０

没有收入 ９．９ ５０．９ １５．４ ２７．７ ５４．８ ６３．９

不清楚 １．０ ３．８ １．９ １．９ ０．０ ３．８

　 　 其次，不同单位妇女生育期间享受待遇情况

差异显著（见表 １２）。 从数据结果来看，分娩费用

（全部自费）和产假期间收入的不同单位妇女有

体制内外之分，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待遇最

差，社团及基层自治组织、企业次之，事业单位、党
政机关 ／人民团体最为理想，生育保障的劳动力市

场分割效应明显。
（五）福利待遇的发展问题

首先，职业福利的性别差异。 虽然多数在业

妇女享有职业福利，但其在带薪年假、住房公积

金、住房福利、工作餐 ／餐补、班车和交通补贴等领

域中的享有率分别低于男性 ７．１、９．３、６．０、５．１ 个

百分点。 城镇在业妇女的职业福利同比性别差分

别为 ５、８．７、６．６、－０．４ 个百分点，农村在业妇女群

体的性别差距分别为 ９、６．２、２．２、１１．４、６．０ 个百分

点，性别问题显而易见。
其次，社会福利的发展问题。 受访老年妇女

享有集体经济收益分配、集体养老补贴 ／高龄补贴、
老年优待（减免公园门票、乘车优惠）、居家养老补

贴 ／服务券率分别为 ９．４％、２７．８％、３３．６％、１ ７％，性
别差分别为 ２．２、１．９、８．２、５．４ 个百分点。 非农业户

口妇女享有比例为 ６．８％、３３．９％、４７．７％、３．１％，性
别差分别为 ０．１、－１．３、７．０、６．２ 个百分点，农业户

口妇女享有比例更低，城乡社会福利发展较为

迟缓。

四、妇女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因素

基于本次问卷调查题目设置的特点和数据特

点，本部分以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障

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探索妇女社会保障发

展的影响因素。
（一）影响妇女社会养老保障的归因分析

以 １８～６４ 岁调查妇女为对象，将个人特征和

社会特征两个层面指标作为自变量，将是否拥有

社会养老保障作为因变量，构建妇女社会养老保

障的影响因素模型（见表 １３ 和表 １４）。
首先，个人特征回归分析显示：户籍、孩子个

数、年龄、就业、收入、受教育程度与妇女养老保障

相关性较强。 城镇户籍、受教育程度高、孩子个数

少、在业与否、收入较高、年龄较大的妇女社会养

老保障享有概率较多。 而婚姻、健康、沿海与内陆

地区①等因素的相关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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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影响妇女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回归结果（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 统计值 显著度 发生比

城乡户籍 ０．８１２ ０．１４９ ２９．５１１ ０．０００ ２．２５１

健康状况 ０．５０１ ０．２８４ ３．１０７ ０．０７８ １．６５１

沿海与内陆地区 ０．１７８ ０．１４３ １．５４９ ０．２１３ １．１９５

年龄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９ ５９．１１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７４

婚姻状况 －０．２２４ ０．１６３ １．８７４ ０．１７１ ０．８００

孩子个数 －０．４２４ ０．０９４ ２０．３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６５４

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４６．９５４ ０．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中学及中专） －３．６４１ ０．６４８ ３１．５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 －２．７８１ ０．６３０ １９．４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２

收入水平自评（以低收入为参照） １４．６８８ ０．００２

收入水平自评（中下收入） －０．３６０ ０．４６１ ０．６１０ ０．４３５ ０．６９７

收入水平自评（中上收入） ０．２８２ ０．４４５ ０．４０３ ０．５２６ １．３２６

收入水平自评（高收入） ０．３７４ ０．４６２ ０．６５５ ０．４１８ １．４５４

在业情况（以目前在业为参照） １４．７４０ ０．００１

在业情况（曾经在业） １．０２６ ０．２７３ １４．１６８ ０．０００ ２．７９１

在业情况（从未在业） ０．７２６ ０．２７３ ７．０５６ ０．００８ ２．０６７

（方程显著性似然比卡方检验概率 ｐ 值为 ０．０００，模拟拟合优度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ｑｕａｒｅ 为 ０．３４８，可建模。）

表 １４　 影响妇女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回归结果（社会特征）

社会变量特征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 统计值 显著度 发生比

养老预期安排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６ １．１２７ ０．２８８ ０．９０３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３．１５７ ０．５１７ ３７．３３８ ０．０００ ２３．５０４

工作变动次数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４．０２１ ０．０４５ １．０２０

职业状况（以单位负责人为参

照）
１１．３９５ ０．０４４

职业状况（专业技术人员） ２．１５０ ０．８７３ ６．０７０ ０．０１４ ８．５８４

职业状况（办事员及相关人员） １．３９９ ０．４７５ ８．６７０ ０．００３ ４．０５２

职业状况（商业服务人员） ０．７７６ ０．５５７ １．９４２ ０．１６３ ２．１７３

职业状况（农林牧副渔生产人

员）
０．５８３ ０．４６２ １．５９１ ０．２０７ １．７９２

职业状况（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

及相关人员）
０．３７１ １．０９６ ０．１１４ ０．７３５ １．４４９

所在单位性质 １７．３６７ ０．０１５

所在单位性质（国有） ２．１２７ １．４３７ ２．１９３ ０．１３９ ８．３９２

所在单位性质（城镇集体） ３．４６０ １．６９３ ４．１７７ ０．０４１ ３１．８０３

所在单位性质（农村集体） －０．２８０ １．６１２ ０．０３０ ０．８６２ ０．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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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会变量特征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 统计值 显著度 发生比

所在单位性质（私营 ／个体） １．１４９ １．４１８ ０．６５７ ０．４１８ ３．１５５

所在单位性质（港澳台投资） ２．５３５ ２．０４２ １．５４１ ０．２１５ １２．６１５

所在单位性质（外商投资） ０．５６６ １．５７２ ０．１３０ ０．７１９ １．７６１

（方程显著性似然比卡方检验概率 ｐ 值为 ０．０００，模拟拟合优度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ｑｕａｒｅ 为 ０．５１９，可建模）。

　 　 其次，社会特征回归模型显示：职业、单位性

质、工作变动、劳动合同签订对妇女的社会养老保

障状况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养老预期安排与之的

相关性不明显。 相对而言，单位负责人、所在单位

为国有 ／集体、工作变动情况较少、劳动合同的妇

女更易获得社会养老保障。 显然，妇女的职业情

况与其社会养老保障相关，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

于妇女社会养老保障权利的影响至关重要。
需要补充的是，妇女社会养老保障的获取与

制度因素相关。 未参保的受访妇女主要原因在单

位没有钱上、自己没有钱上、自己不需要、对相关

制度缺乏信心、本地没有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转移接续存在问题、缺乏相关信息等的比例各占 ７．
３％、２９．０％、１３．８％、２．０％、３１．６％、１．５％、１２．８％。 如

此累计的制度因素频数为 ４７．９％。 可见，社会养老

保障制度及其实践对妇女养老保障的深刻影响。
（二）影响妇女社会失业保险的归因分析

考虑到失业保险的性质与就业状况有很大的

关系，建模时，除了个人特征外，主要以就业身份、
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工作变动情况、健康状

况、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有无失业经历等为社会变

量建模。 由于就业身份、所在单位性质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的线性关系不显著，被逐步剔除出方程，形成最终

的回归模型（见表 １５）。
表 １５　 影响妇女享有社会失业保险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特征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 统计值 显著度 发生比

有无失业经历 ０．２７８ ０．３３０ ０．７０８ ０．４００ １．３２０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９２６ １．００２

城乡户籍 ０．００５ ０．３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８ １．００５

健康状况 －０．２３８ １．０５８ ０．０５０ ０．８２２ ０．７８８

工作变动情况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１．７３０ ０．１８８ ０．９８４

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２．４３７ ０．２９５ ６８．２８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４４２

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１７．５７７ ０．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中学及中专） －２．１９７ ０．６３４ １２．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１

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 －１．４４４ ０．３７８ １４．６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６

收入水平自评（以低收入为参照） ２．５０９ ０．４７４

收入水平自评（中下收入） －０．３３９ １．１７５ ０．０８３ ０．７７３ ０．７１２

收入水平自评（中上收入） ０．４２２ ０．８５０ ０．２４７ ０．６１９ １．５２５

收入水平自评（高收入） ０．７２８ ０．８５０ ０．７３４ ０．３９２ ２．０７１

（方程显著性似然比卡方检验概率 ｐ 值为 ０．０００，拟合优度检验系数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ｑｕａｒｅ 为 ０．５０２，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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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年龄、户籍、健康状况、工作变动情

况、收入水平对妇女享有失业保险影响不大，而受

教育程度、签订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妇女社会失

业保险存在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享有社会

失业保险的概率就越大，而劳动合同的签订是保

障妇女享有失业保险的重要元素。
（三）影响妇女生育保障的归因分析

假定妇女分娩费用能报销或定额补贴、产假

期间的收入保持在与产前差不多、基本工资 ／部分

生活补贴中的一项即为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将

户籍、受教育程度、工作变化情况、目前 ／最后的职

业情况、单位类型、单位性质、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等因素作为自变量，将享受生育保险情况作为因

变量，建立影响因素模型。 由最终结果（见表 １６）
可见，相关影响因素较为简单，主要与其受教育程

度、工作变动情况、所在单位性质有很大的关系。
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职于国有 ／城镇集体 ／外企 ／港
澳台性质的单位、工作变动情况较少的妇女生育

保障较好。

表 １６　 影响妇女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特征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 统计值 显著度 发生比

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３３．１２５ ．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中学及中专） －３．６３９ ０．６５５ ３０．８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２６

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 －１．６７９ ０．４０１ １７．５６８ ．０００ ０．１８７

所在单位性质（以国有性质为参照） １９．８２６ ．００１

所在单位性质（城镇集体） １．０６８ ０．６２５ ２．９１９ ．０８８ ２．９１１

所在单位性质（农村集体） －０．０７３ ０．７１０ ０．０１１ ．９１８ ０．９２９

所在单位性质（私营 ／个体） －０．５２４ ０．８７９ ０．３５６ ．５５１ ０．５９２

所在单位性质（港澳台投资） ０．０１１ ０．６３２ ０．０００ ．９８６ １．０１１

所在单位性质（外商投资） ２．３０８ １．２５８ ３．３６７ ．０６７ １０．０５３

工作变动情况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３．８７８ ．０４９ ．９８４

常量 １．９５４ ０．７１１ ７．５５２ ．００６ ７．０５４

（方程显著性似然比卡方检验概率 ｐ 值为 ０．０００，拟合优度检验系数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ｑｕａｒｅ 为 ０．５０２，可建模）。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我们认为，十年来福建省妇女的社会保障发

展迅速，养老、医疗、生育等保障制度覆盖面不断

扩大；城乡妇女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水平

持续提高；妇女的职业福利水平有所改善，社会保

障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进一步增强。 这不仅得益

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对社会保障资源的

有效配给，还受益于政府在民生领域对性别平等

的推进以及女性个人素质的提高。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受传统性别观念以及社

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女性个体因素等因素制约，妇
女社会保障资源的攫取存在薄弱环节：（１）城乡

女性的社会保障状况发展不均衡，养老保险和生

育保险的覆盖面有待提高，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的覆盖面偏低，待遇水平的性别差距突出，农村妇

女的社会保障水平最低；（２）职业福利的性别问

题突显，城乡老年女性的社会福利水平进展迟缓，
养老问题亟需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３）性

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收入、就业、职业特

征、所在单位性质、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因素在不

同程度上综合影响着妇女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对于

女性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女性获及社会保障资源

的重要因素。 为此，在优化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

建设中，应明确女性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在为弱

势妇女的社会保障创造平等、参与、共享的条件

时，要超越机械的性别平等实践，动态考虑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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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弱势及其保障需求，提升其自身素质，增强其

获取社会保障的能力。
２．强化制度实践的柔性监管力度。 妇女在劳

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是其社会保障权益受损的重

要因素。 政府的宏观推动依然是妇女社会保障发

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鉴于妇女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覆盖率偏低的情况，有必要强化政府有关部门

的监管责任，实行专项性别角度的劳动保护监督

力度，督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督促用人单位为所雇劳动者缴纳保费，确保妇女

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努力改善妇女社会保障资源

分布不均的状况。
３．实现性别敏感的政策评估。 妇女社会保障

的发展状况容易被整体形势所掩盖，社会保障的

性别问题难以被察觉。 对此，有必要建设公开、透
明的性别敏感统计信息体系，政府有关部门的数

据库应建立健全社会性别统计和动态监测评估机

制，为制定和发展性别角度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

真实、有效的数据支持，促进常态化、制度化的社

会保障政策性别分析和效果评估。
４．发挥妇女工作的积极作用。 妇女社会保障

权益的保障离不开妇女工作的积极融入。 妇联组

织和妇女组织要凝聚力量，在妇女教育、权益保

护、就业创业等具有重要带动效应的领域做好职

能工作，提升妇女参与劳动的机会与能力；要关注

妇女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尤其是失业妇女和农

村妇女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在实践“巾帼小

额信贷”等政策时有所倾斜；要协同教育等有关

部门，从资源配置上为妇女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做

好基础性工作，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推动短期的

社会保障政策实践效果在长期的妇女个人发展中

得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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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ｘｐ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ｓｉｔｕ⁃
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ｉｎ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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