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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迅

猛发展，人口的跨国迁移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显

著特征。在 21 世纪日益汹涌的跨国迁移浪潮中，

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尤其引人瞩目。目前，女性

的跨国移民已经超越家庭的私人空间，成为社会

公共生活的热点话题。这股国际女性移民浪潮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西

方女性主义如何顺应时势地参与女性的国际移民

趋势已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妇女问题研究

的前沿课题。

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全球化下的国

际女性移民

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21 世纪的女性社会精

神生活在西方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

综合影响下，更加显示出其独特的历史特征。在

拉美、中东和印度等地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妇女

经济权利的 影 响 主 要 围 绕 三 个 方 面: ( 1 ) 女 性 力

量对国家政 策 的 重 要 意 义; ( 2 ) 女 性 参 与 政 治 决

策的多样化方式; ( 3 ) 全球女性的贫困问题、家庭

暴力问题、自由问题及金融自主问题等。这三个

主要方向中，女性移民伴随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运

动而成长变化，显示出内在的新特征。

第一，全球化下女性主义运动对同性 恋 和 少

数族群 的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 Multiculturalism ) 的 包

容，日益冲击传统女性观和核心家庭内涵，两性婚

姻面临考验。

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促进下，多元 文 化 主

义是近 20 年来活跃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

界的一种政治社会理论，从其内容范畴来说涉及

政治理论、文艺理论、女性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研

究和教育等多学科领域。一般来说，多元文化主

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体现在哈贝马斯的宪政民主思

想、C． 泰勒的“政治承认”和解构主义理论三个方

面。在以上思想指导下，多元文化主义还围绕少

数民族和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承认”和“平 等”问

题提出了种种要求。如美国主流社会白人男性占

绝对主导地位，而少数族裔和妇女凤毛麟角，这种

对社会 弱 势 群 体 的“不 承 认”，是 一 种 不 公 和 霸

权。另外，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性取向是个人生活

方式 问 题，旁 人 无 权 干 涉，要 尊 重 同 性 恋 者 的 权

利，承认其婚姻权。在性别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

者与女性结成天然盟友，共同向父权制和男权话

语系统进行挑战。基于这些认识，多元文化主义

对“肯定 性 行 动 计 划”( affirmative action ) 极 为 支

持，他们不仅要求主流社会承认女性和少数族裔

的差异性，而且要求享受所有的公民权利，使得他

们既保持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文化特色，又做一个

完整的公民; 另外，他们还希望借助政府政令和国

会立法，让女性和少数族裔在就业、晋升、银行贷

款和获取合同方面得到优先考虑。

随着女性主义这个 200 年前国际妇女运动直

接产物的发展和进步，现如今的女性视角成为既

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又在理论上兼收并蓄日益

多元化发展，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支强大

的 左 翼 力 量。《新 美 国 媒 体》( New America
Media) 一份名为《女性移民: 21 世纪家庭的管家》

报告中，一共采访了 1002 位各 族 裔 的 女 性 移 民，

其中包括 100 名 来 自 中 国 的 女 性 移 民。调 查 显

示，这些中国女性移民认为美国社会比较包容，但

—211—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2 年第 5 期



她们面临语言、医疗保险、职业生涯等诸多困难。
除此以外，移民经历使得这些女性逐步改变了在

家庭中的角色，比以前承担更多的家庭生计重任，

在家庭重大决定中也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家

庭角色方面，71% 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来美国后，在

家庭中更加果断、自信。19% 的人表 示 在 中 国 时

自己是一家之主; 62% 的人认为在中国时丈 夫 是

一家之主。现在，27% 的人表示自己是一家之主，

70% 的受 访 者 表 示 家 中 的 财 政 是 自 己 做 主 的，

86% 的受访者对于孩子的数量有决定权。
的确，在左翼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范围 内 虽 然

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政、进入议会、扮演立法者的角

色，女性进入公务员体系或担任司法官也越来越

普遍，而且对同性恋和少数族群权利保护的立法

也不断推进，但是现实总是更为复杂。潜在问题

是: 如果握有权力的女性或族群主观上抑或客观

上依然接受、附和男性的、主流的价值观，则面对

全球化的文化碰撞，本土法律文化如何应对世界

多元文化的挑战，就成为当代学界不得不直接面

对的现实理论问题。它提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更恰切地诠释女性内涵的新要求。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环境中 与 女 性

主义“共谋”，在 强 大 的 男 性 中 心 主 义 压 力 下，不

断模糊和淡化女性“社会性别”，忽略女性移民的

政治诉求。
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和当前政治重组背

景下的发展进行重新定位，标志着从新自由主义

转向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企图，具有复兴女

性主 义 解 放 承 诺 的 前 景。南 希·弗 雷 泽 ( Nancy
Fraser) 认为，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最大贡献在

于，它提供了分析性别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

个清晰的维度。①但是，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由于

处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的全球化时代，不可

避免地受到新自由主义过分推崇自由市场和私有

化的影响，要想让女性发展走向更为健全的未来，

就必须摆脱这种“共谋”关系的桎梏。
在西方女性主义对性别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

中，文化建构主义特别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从美

国兴起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所带来的女性男性

化的严重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针对男性中心主

义对于女性的政治和思想统治，文化建构主义的

焦点和目标从文化领域继续转向性别问题研究，

也即性别政治和性别差异等问题的扩展性研究，

它的关键问题在于进一步区分了社会性别和生理

性别的意义。
所谓“社 会 性 别”( gender) ，是 指 不 同 社 会、

文化赋予男女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

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它与解剖学意义上的

“生理性别”( sex) 差异很大。西方女性主义运动

发起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与男性争夺

话语权的斗争，这是女性反抗“生理性别”方面非

主体地位的战斗，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密切相

关。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协调、经济复苏

和发展，政治民主的黄金时期在西方文化上的具

体反映，促进了这一时期以颠覆和解构菲勒斯中

心主义( Phallocentricism) 为核心的西方女性话语

和文学批评等文化政治主题的研究，从而使社会

逐步趋向关 注“社 会 性 别”等 研 究。这 一 研 究 规

模和 影 响 之 大 是 后 来 所 始 料 未 及 的，20 世 纪 70
至 80 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研究不仅成为当

时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流派并影响了

全世界。
然而，当代国际移民发展中出现的女 性 移 民

新趋势暗示了这个研究内容正在发生微妙的转移

和改变。超 过 以 往 任 何 时 代 的 流 行 现 象，“中 性

美”审美旨 趣 正 在 波 及 整 个 社 会，现 代 年 轻 女 性

甚至将是否 具 有“性 别 中 性 化”视 为 时 尚 与 否 的

显性标志。大 众 文 化 甚 至 将“中 性 美”等 同 于 全

球化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等简约风格的艺术审美

旨趣。“性别中性 化”借 助 现 代 媒 体、网 络 科 技、
时尚包装，迅速拓展至全球，成为大众口耳相传、
竞相追逐的审美旨趣。这些都意味着女性主义运

动如何从引领文化生活领域入手构建女性跨国移

民的精神归宿感是全球化下的机遇和挑战。
第三，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重塑了女性 移 民 的

自主性，但女性移民的这种自主性依然受到来自

全球范围内西方保守主义的强大抵制。
尽管国际劳动力市场内在结构的变 化，推 动

了女性的国际流动，为当地的经济、政治作出了巨

大贡献。保守主义者却依旧借助西方传统价值观

和伦理道德的惯性力量约束女性的独立意识和人

格，他们受到在中产阶级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中

强化女性取悦丈夫的责任。西方保守主义观点不

断向社会强化，家庭才是发挥女性优势的最佳地

点，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从事一些服务性工作，对于

家庭更具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女性自身似乎比

男性也更愿意留在家庭。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严重的金融危机，西 方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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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主义以貌似同情和怜惜女性的姿态出现，以保

护弱势群体的口吻使女性自愿选择回归家庭的观

点，其实质是新一轮父权政治文化的复兴。全球

化背景下，经济社会的高速不平衡成长期引发的

经济危机使得女性回归家庭的选择中蕴含潜在的

伦理问题。一项亚洲社会学调查发现，一部分女

性，其中不乏高学历女性，自愿放弃学业和事业回

归家庭。这部分被视为活力充沛的 25 至 35 岁女

性心理问题也最多，其中，学历高和专业性强的年

轻女性，更会因工作上承受额外的精神压力而使

情况更为严 重。② 这 些 女 性 群 体 除 了 接 受 过 高 的

压力指数外，她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比同龄的男

性更脆弱。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看似柔弱无助、易
于让步的性格，也许是女性对当今经济社会模式

的一种取巧心态: 假如无法消解男性社会中的巨

大压力，女人只得以强调“我是弱者”的外在方式

找寻自我认 同。事 实 上，“男 主 外，女 主 内”的 生

活方式正如《女权的辩护》一书作者玛丽·科尔斯

通克拉夫特( Marry Wollstonecraft) 的分析那样，其

结果必然牺牲女性的身体健康和精神自由，使女

性只能活在男性提供的有限空间和时间中，成为

“羽毛族”。③ 这 样 的 女 性，身 体 和 心 理 羸 弱，逐 渐

丧失在家庭中的决定权，失去在社会教育中锻炼

理性 的 机 会，最 终 表 现 得 更 为 非 理 性 和 情 绪 化。
经济上，她们不要求经济独立、但要求掌握家庭的

经济收入和支出权利; 政治上，她们不明确主张性

别平等，甚至对于国家事务和女性的民主权利明

确不主张; 在文化生活中，她们则普遍接受西方消

费主义理论。
第四，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的策略本 质 主 义

成为女性移民身份政治的新型策略方式。
西方酷儿主义理论 ( Queer Theory) 认为 性 别

身份的存在是偶然的和经话语构建的，并会在 21
世纪回归传统文化的世界趋势中进一步寻找它们

适合的伦理根基，从而成为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

身份政治的一种新型策略方式，即策略本质主义。
“酷儿理论”中的“酷儿性”( Queerness) 指的

是难以进行 分 类 的 女 性 或 男 性。自 称“酷 儿”的

人不止是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女性气质的男人、
同性恋或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这些

难以归类的人的身份成为模糊的、可变的和偶然

的。女性身份政治中出现一种新型策略方式，与

全球化开启的新一轮反本质主义和反正统价值观

念的多元化浪潮密切相关。目前，“酷儿理论”的

出现因使性别内部变得多元化而日益受到全球化

时代女性主义者的格外青睐。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的“酷儿 理 论”由 于 重 视 强 化 社 会 性 别 和 生 理

性别的社会建构性，作为弥补保守主义一直以来

的男权主义印象，具有日益增加的受众基础，已经

引起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极大关注。

二、女 性 主 义 运 动 背 景 下 的 国 际 女 性

移民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西方女性主义

运动的策略变化，女性的多元文化特征及其生存

空间不断受到重视和拓展。国际范围内的女性移

民现已成为国际移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

的发展趋势。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卡斯尔

斯指出，移民的女性化是当代移民的一个趋势，从

2004 年这种趋势就逐 渐 开 始 明 显。《世 界 调 查》
曾重点阐述了从性别视角而言的全球化的一个关

键层面，即国际女性移民的增加。在发达地区，女

性移民比 例 达 到 了 51%。国 际 女 性 移 民 这 个 问

题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关

键的作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移民也受到

来自女性角色和移民角色的双重挑战、全球化和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共同影响，因此呈现更为复

杂的问题和特征。
第一，国际 女 性 移 民 中“知 产 阶 层”崭 露，成

为全球化背景下新阶级的代名词。
国际移民女性化的“知产阶级”( Cognitariat)

特点，主要指的是女性移民的知识分子趋势。罗

伯特·莱奇 ( Robert Reich) 在《国 家 的 作 用———21
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中把“符号分析家”定义为

新统治阶级; 12 年后，理 查 德·弗 罗 里 达 ( Richard
Florida) 用“创 意 阶 级”代 替 了 它，认 为 所 有 重 要

的社会资源都流向这个阶层; 彼得·德鲁克( Peter
Drucker) 在 柏 林 墙 倒 塌 后 则 提 出 知 识 工 作 导 致

“后资本主义”的 新 观 点; 未 来 学 家 阿 尔 温·托 夫

勒也在《权 力 的 转 移》中 深 入 分 析 了 世 界 权 力 格

局将极其快 速 地 向“知 识”转 移 的 新 趋 势。后 资

本主义社会学家认为，资本家们已经感到他们的

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原因不是“无产阶级”，而是

新生的“知产阶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

际女性移民的高知识化水平突飞猛进，女性已然

成为年轻一代移民新生阶层的核心力量。她们掌

握知识，并有能力将知识转化为资产，对知识进行

自由管理。全球化的女性国际移民中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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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者越来越适应知识经济中的工作方式，但其

独立性和社会保障都已遭受很大削弱。这里蕴含

着未来西方左翼需要依靠和研究的新阶级的巨大

能量。
第二，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族群文 化 的 不

断冲击下，尽管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绝对收入较十

年前普遍上升，女性移民的“贫困化”问题却更加

突出。
在瑞典马尔默( Malm) 举行的第五届欧洲社

会论坛( European Social Forum，ESF) 关于女性主

义的诉求，显示出新的欧洲女性主义思潮正在努

力探索女性主义理论在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如何

找到适合自己的本土化道路和使当代女性主义从

父权文化中解脱出来的途径，旨在进一步认识父

权制及 其 与 权 力 和 金 融 自 主 之 间 的 关 联。2010
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六届欧洲社会论

坛也继续 关 注 了 金 融 危 机 下 女 性 主 义 的 发 展 状

况。目前的国际移民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女性在

适龄就业时，就业率低、退休早、收入少，在就业和

职业培训方面依然存在性别隔离现象，容易受到

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因此更容易处于贫困化、
边缘化的不利地位。据 英 国《泰 晤 士 报》2012 年

7 月 1 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修改移民考试内容，

新的移民指导手册中将增加大量英国的历史文化

知识，同时删减有关申领福利和保护人权方面的

指导内容。④ 这 主 要 针 对 来 自 亚 洲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的女 性 移 民，有 弱 化 女 性 移 民 社 会 保 障 的 嫌 疑。
美国的境况也基本相同。有报道指出中国女性在

美找工作最难。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妇女来到美国

后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找工作。在受访者中，有

35% 的人表示，她们在第一年内根本没有找 到 工

作; 20% 的人花了四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找到 第 一

份工作; 还有 45% 的人很幸运在头三个月就找到

了工作。49% 的人在国内所做的是 白 领 工 作，但

在美国只有 24% 的 人 从 事 白 领 工 作。福 利 和 人

权方面的无知更是加剧了女性的困境。医疗保险

问题在这 些 移 民 家 庭 中 也 是 一 个 比 较 突 出 的 问

题。59% 的受访者购 买 私 人 医 疗 保 险，24% 的 人

拥有联邦或是加州健保计划，另有 15% 的人根本

没有保险，还有 65% 的人根本不知道可以在医疗

方面得到政府资助⑤。
第三，国 际 范 围 内 的 女 性 移 民“老 龄 化”

问题。
当今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正在经历着快速

的老龄化过程。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

的比重 也 开 始 有 所 上 升。但 是 前 者 是“先 富 后

老”，而后者却是“未富先老”，这将引发更为复杂

的社会管理等问题。而这些国际女性移民也成为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新生力量，正在悄然改变

西方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前面提及的《女性移

民: 21 世纪家庭的管家》的报告中，采访了 100 名

来自 中 国 的 女 性 移 民。其 中，18—34 岁 的 有 8
人，35—49 岁 有 27 人，50—64 岁 的 有 45 人，65
岁以上有 24 人。由此可见，女性移民的老龄化问

题已 日 益 凸 显。⑥ 联 合 国《世 界 人 口 老 龄 化:

1950—2050》报告就指出，全 球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以每年 2% 的速度增长，到 2050 年将占全球人

口的 21% ，在 数 量 上 将 超 过 15 岁 以 下 的 年 轻

人。⑦因此，世界各国老龄化趋势直接影响各国移

民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是老龄化

问题的国际化，另一 方 面 是 各 国 的“少 子 化”⑧ 冲

击，迫使各国的移民政策门槛不断降低。根据新

加坡政策研究院公布的研究报告，2005 年的老年

人口支持率( 即 65 岁以上年长者对 15 岁至 64 岁

年轻人的比例) 是 8. 6。就算新加坡从 2005 年起

每年引入六万名新移民，到 2050 年老年人口支持

率也还是无 法 维 持 在 2005 年 水 平，会 降 至 3. 5。
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促

进下，新加坡政府在大选中就表示对移民的重视，

承诺不断降低移民门槛，提高生育率。美国共和

党和民主党暗中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移民政

策。现任 总 统 奥 巴 马 呼 吁 放 宽 移 民 政 策，提 出

“增强 美 国 中 产 阶 级 的 方 法 之 一 是 改 革 移 民 体

系”，以此作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举措之一。

三、国际女性移民与新阶级力量

随着西方从竞争性资本主义逐步向中央集权

统治的未来过渡，一个集权主义的新阶级出现的

可能性正在增大。事实上，有效的反对资本主义

的战略很 可 能 会 建 立 在“劳 工 的 力 量”与“新 阶

级”的联盟基础上。在这个社会中，当前的“第三

阶级”即新 阶 级 的 胚 胎，对 那 些 期 待 后 资 本 主 义

社会到来的人而言，或许是一种信念。东欧的知

识阶层认为，对他们来说更好的策略是为资产阶

级的发展而奋斗，以便确保“自由专业活动”的特

权，而 不 是 与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官 僚 作 持 续 的 斗 争。
具体来说，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下，国际女性

移民与新阶级力量相结合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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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 际 女 性 移 民 中“知 产 阶 层”的 新 特

点，促进与“第 三 次 新 阶 级 浪 潮”的 融 合，塑 造 更

为多元的新生左翼阶级力量。
新阶级理论的第三次浪潮所探究的是知识的

变动的性质，而这种新的类型的知识所有者也被

认为具备一种对权力的自发要求正在扎根，这一

类型具有“颠 覆 性”。当 代 西 方 新 阶 级 理 论 所 强

调的是“知 识”维 度。这 确 实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把 握

住了西方社会中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女性的独特性

与相对优势。20 世纪 70 年代关于“知识阶级”的

文献将左翼知识阶层所谓的反资本主义文化看作

是这一新的、以目的为中心的组织的核心，他们建

构了一个新的意义系统并将其强加给社会权利，

从而试图颠覆现有的权威体系。如今，我们生活

在原有的阶级认同性解体和新的认同性可能将要

重组的一个过渡时期。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

知识工作领域，女性移民的临时工作者承担了大

部分工作( 即 使 在 欧 洲、美 国 的 大 学 也 是 如 此 ) ，

目前西方左翼已经认识到劳动的临时化所导致的

整个雇佣劳动阶级的分割和分裂危险。那么，代

表左翼的工会和政治组织如何在一个多元的雇佣

劳动阶级对抗资产阶级雇主的社会中，面对社会、
文化、民族分裂的冲突，都是工薪阶级的女性移民

的未来期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二，国际女性移民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社

区结合的社会干预，可以弥补西方左翼缺失的社

会基础。
社区参与、集体和社会活动是女性主 义 干 预

社会实践目标的另一个方面。从社区角度来说，

可以避免妇女局限于家庭圈子而与外界隔离，提

倡社区，包括社会适应和互助小组、教育小组、支

持小组。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角度来说，女性主

义运动提倡分享和积极参与，特别是女性移民希

望寻求朋友、母亲的角色，可以用在自己国家里熟

悉的方式、非正式的家庭和社区交流方式。这些

小组有助于增强女性移民之间的凝聚力，构建新

的社会关系网，并以提高妇女的社会性技能为内

容。从工作方法来讲，特别是针对女性移民，有待

于发展并完善一种适当的、从对她们面临的问题

的理解出发的干预方法。因此，一些在产前产后

服务( 助产士开展的工作、产后护理的人性化、陪

护) 、计划生育 工 作 ( 女 性 健 康 中 心) 和 育 儿 工 作

中应用的女权主义干预可以运用在针对女性移民

的工作中⑨。
由此，全方位、综合地修补西方左翼在大选中

丧失的社会基础就更具有实践意义。以女性为核

心的家庭将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更为深入地凝聚

在一起。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运动非

但没有过时，反倒是与女性移民的民间组织相结

合的新型女性主义运动走向深入发展正逢其时，

大有作为。
注释:

① ［美］N. 弗雷泽《女 性 主 义、资 本 主 义 和 历 史 的 狡

计》，载于《世界哲学》2009 年第 2 期。

② 吴韦材《女性的平等及另类反思》，载于 2006 年 3

月 8 日《联合早报》。

③ ［英］玛丽·科尔斯通克拉夫特《女权的辩护》商务

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56 页。

④“英国修改 移 民 考 试 重“爱 国“轻 福 利”，参 见 新

华网 2012 年 7 月 2 日。

⑤⑥“美媒调查: 女性移民中国妇女在美国找工作最

难”，参见 2012 年 5 月 16 日中新网。

⑦ 林姗姗《国际移民的 走 势 比 较 与 动 因 分 析》，载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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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 儿 童 数 量 减 少 的 现 象。这 一 现 象

已经成 为 一 大 困 扰 日 本 政 府 以 及 社 会 各 阶 层 的 社 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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