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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天津、山东、河北等省市１　２００名知识女性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知

识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与自我效能感对其退休期望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进一步探索研究发现，社

会性别意识对退休期望有直接和间接的预测作用。在间接途径中，通过社会性别意识的中介作用，

用自我效能感对知识女性的退休期望进行了预测；在直接途径中，通过社会性别意识直接预测了知

识女性的退休期望；社会性别意识和自我效能感越强的知识女性越愿意选择晚退休，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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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学者逐步展开对退休政策改革

措施的探索。研究发现，弹性退休方式已经被国

际社会所认可并适合我国国情。基于此，与男性

在知识结构、工作性质等方面不存在明显差距的

知识女性群体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对象。但是，
有相当一部分女性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与男性同

龄退休的条件，却没有与男性同龄退休的期望，仍
愿意先于男性退休，这成为我国退休政策改革进

程中的一大桎梏，将对我国优质人力资源造成巨

大浪费。因此，明确这部分女性退休期望的影响

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对于有的放矢

地引导女性愿意与男性同龄退休，进而改革和完

善我国的退休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就职于高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事业单

位的以脑 力 劳 动 为 主 的 女 性 工 作 者 作 为 研 究 对

象，在文中统称为知识女性。本文重点研究知识

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自我效能感对于退休期望

的作用，验证个人条件不相同的知识女性之间的

社会性别意识差异以及自我效能感差异，进一步

探索社会性别意识对于知识女性退休期望的直接

影响和间接影响，旨在为退休政策改革提供切入

点和现实依据。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１．文献回顾

２０世纪中叶，西方女性研究者［１－２］发现，社会

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社会环

境对个体性别的认定。社会性别意识是指个体对

社会性别关系的自觉认识，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

生俱来的，而是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共同作用下 形 成 的。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社 会 性 别

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开始传入我国，男女平等也被

写入我国的基本国策中，自此关于社会性别意识

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
自我效 能 感（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的 概 念 最 早 由 美

国心理 学 家 班 杜 拉（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ｎｄｕｒａ）［３］提 出，他

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

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本

文中的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职业自我效能感，
是自我效能感在职业生涯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

经济学中 的 退 休 是 一 种 较 为 复 杂 的 经 济 行

为。本文将这一行为用退休期望来描述，即研究

对象（知识女性）对于退休这种行为会导致的结果

的推测，并将退休期望划分为早退休期望和晚退



休期望两种情况。所谓早退休期望就是知识女性

选择目前的退休政策体系中规定的退休行为；晚

退休期望是指知识女性选择与男性同龄退休，知

识女性的退休期望决定她所选取的退休行为。
女性退休问题对于其职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间接影响着女性的整 体 社 会 地 位［４］。此

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者关注的

重点。Ｈｕｔｃｈｅｎｓ　＆ Ｃｈｅｎ［５］研 究 指 出，个 体 采 取

什么样的退休策略取决于性别、学历、职业类型、
退休 后 的 社 会 保 障 状 况 等 方 面 的 因 素。Ｃｏｂｂ－
ｃｌａｒｋ　＆Ｓｔｉｌｌｍａｎ［６］针 对 澳 大 利 亚 中 年 劳 动 者 的

退休期望展开了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劳动者对于

自身的退休期望相对于男性来讲更加不确定，这

受到当时的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女性对自身

状况的估计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等因素的影响。
国内 退 休 年 龄 问 题 研 究 课 题 组 刘 伯 红、郭 砾、郝

蕊［７］通过对不同地区、群体、性别等就业者的实证

研究发现，影响被研究者退休期望的因素包括个

人观念、家庭、工作环境等方面，其中具有男女性

别平等意识的女性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晚退休。在

工作与家庭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大多数女性会倾

向于将精力放在照顾家庭上，间接导致其提前退

休；同时，工作单位的性别平等状况，可以对员工

的退休期望产生影响，状况较差的单位，其员工选

择提前离岗和退休的几率比较大。潘锦棠［８］认为

劳动环境越好，所做的工作越脱离体力劳动，员工

所能持续工作的年限就越长。孙 佑 祥［９］认 为，女

性人力资 源 的 较 好 珍 惜 有 利 于 实 现 男 女 同 龄 退

休。李沂 靖［１０］指 出，从 根 本 上 消 除 性 别 歧 视，实

现男女平等，有助于女性选择晚退休，推动男女同

龄退休的实现，容易失落和自我否定的女性更倾

向于过早离开工作岗位。
归纳以上的研究成果可知，知识女性 的 退 休

期望除了与其学历、健康状况及工作职业性质等

人口学变量有关之外，还与知识女性的社会性别

意识及自我效能感显著相关。本文以此为基础，
验证以上变量对知识女性退休期望的预测作用，
并进一步探索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为我国更

具针对性的退休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２．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编制初试问卷，在对初试问

卷进行预调查后，根据测试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

后形成正式问卷，深入天津、山东、河北等省市的

党政机关、高校、医院、科研院所等单位，ＩＴ、教育

培训、文化创意等知识密集型企业，随机抽取适量

样本，采取网上发放和现场发放两种形式开展调

查，收集数据。
正式 调 研 共 发 放 问 卷１　２００份，回 收１　０７５

份，回收率为８９．６％，其中有效问卷１　０２５份，问

卷有效率９５．３％。调 查 所 得 样 本 与 人 口 学 变 量

比例合适，适宜作进一步的研究。
（２）测量工具及信效度检验

研究所采用的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量表主

要参 照 李 沂 靖（２００９）的“社 会 性 别 观 念 调 查

表”［１０］，并在此 基 础 上 精 简 和 提 炼 出 八 个 题 项 形

成“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参政”“职务／职称不同不会

影响夫妻关系”“为了妻子事业成功，丈夫可做出

牺牲”“家务劳动应由夫妻共同承担”等内容。知

识 女 性 自 我 效 能 感 量 表 主 要 参 照 李 育 辉、张 建

新［１１］修订的问卷，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修改后形

成，包括“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

难题的”“即使别人反对我，我仍有办法取得我想

要的”“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和达成目标是轻而易

举的”“我 自 信 能 有 效 地 应 付 任 何 突 如 其 来 的 事

情”等九 个 题 项。量 表 采 取Ｌｉｋｅｒｔ五 级 打 分 制，
依“很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

意”分别计分１、２、３、４、５。
利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分别对以上各个量表进行信

度以及效度分 析，结 果 显 示 各 个 量 表 的 ＫＭＯ值

与内部一致性均在０．７５８～０．８７７，本文所用量表

可靠性较高。
进一步对 三 个 变 量 进 行 共 同 因 素 抽 取 后 得

到，知识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可以由传统的性别

不平等意识和现代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两个维度

来衡量，前者包括“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

为重”“当官是男人的事情”“相夫教子应是女人最

重要的工作”“在家庭中，‘女比男强、好景不长’”
四个题项，后者包括“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参政”“职
称不同不会影响夫妻关系”“为了妻子事业成功，
丈夫可以 做 出 牺 牲”“家 务 劳 动 应 由 夫 妻 共 同 承

担”四个题项；自我效能感仍为单一维度变量；知

识女性退休期望这一变量则由晚退休期望和早退

休期望两个维度来衡量，前者包括“晚退休可以减

少对自身人力资源的浪费”“晚退休有利于自己的

职业发展和职位升迁”等八个题项，后者包括“退

休早可以更好地照料家庭，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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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事，过自在舒适的生活”“退休早可以增加与

家人朋友的相处时间，利于维持亲密良好的亲友

关系”等八个题项。本文研究的路径见图１。

图１　本文研究路径图

二、路径检验与研究结果

１．知识女性 人 口 学 变 量 与 其 退 休 期 望 间 的

关系分析

本文考察了多个知识女性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在退休期望上的差异性，包括知识女性的年龄、学
历、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单位性质、技术职称、月

收入。其中变量题项数目大于２的采用了单因素

方差分析，例如知识女性的学历、婚姻状况、身体

状况、单位性质、技术职称变量；对连续变量采取

了相 关 分 析，例 如 知 识 女 性 的 年 龄 以 及 月 收 入。
研究发现，知识女性的学历、单位性质、个人职称、
月收入与 知 识 女 性 的 退 休 期 望 之 间 具 有 显 著 关

系，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知识女性人口学变量与退休期望之间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　　量 Ｆ值 显著性

学历

晚退休期望 ５２．３３８　 ０
早退休期望 １０．７７１　 ０
退休总期望 ３９．４１２　 ０

单位性质

晚退休期望 １１．８４３　 ０
早退休期望 ５．２４２　 ０
退休总期望 １０．９６３　 ０

技术职称

晚退休期望 １３．７４２　 ０
早退休期望 ２．９６８　 ０．０１９
退休总期望 ９．８３６　 ０

表２　知识女性月收入、社会性别意识及自我效能感与退休期望间的相关分析

变　　量 传统意识 现代意识 社会性别意识 自我效能感 月收入

晚退休期望 ０．２４０＊＊ ０．２２０＊＊ ０．２７６＊＊ ０．１７２＊＊ ０．１８０＊＊
早退休期望 ０．４３３＊＊ ０．２４８＊＊ ０．４５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５４
总退休期望 ０．３７３＊＊ ０．２７０＊＊ ０．４１８＊＊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４＊＊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２．知识女 性 社 会 性 别 意 识 对 退 休 期 望 的 影

响分析

（１）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对退休期望的分

层回归分析

由表２可知，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 及 其 两

维度均与其退休期望显著相关，根据知识女性人

口学变量与退休期望的关系分析结果，分别把与

晚退休期望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学历、单位性质、
技术职称、月收入虚拟变量）和与早退休期望相关

的人口学变量（学历、单位性质虚拟变量）放入回

归方程第一层，然后将传统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意

识与现代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放入第二层，根据

分层回归结果考察传统意识和现代意识是否对退

休期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见表３。
由表３可 知，人 口 学 变 量 中 的 学 历、单 位 性

质、技术职称及月收入对晚退休期望的解释率为

１８％，而社会性 别 意 识 的 两 个 因 子 增 加 了７．７％

的解释率；同样，人口学变量中的学历、单位性质

对早退休期望 的 解 释 率 为４．９％，社 会 性 别 意 识

两个因子增加了１８．８％的解释率，两次分层回归

的ΔＦ均显著，由此可知，社会性别意识对退休期

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２）知识女性自我效能感对退休期望的分层

回归分析

由表２已知，知识女性自我效能感与 其 退 休

期望显著相关，根据知识女性人口学变量与退休

期望的关系分析结果，分别把与晚退休期望相关

的人口学变量（学历、单位性质、技术职称、月收入

虚拟变量）和与早退休期望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学
历、单位性质虚拟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一层，然

后将自我效能感放入第二层，根据分层回归结果

考察自我效能感是否对退休期望具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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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知识女性人口学变量与社会性别意识对退休期望的分层回归分析

回归层次 变　量
晚退休期望

第一步 第二步
变量

早退休期望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人口学变量

学历１ －０．３５８＊＊ －０．３２５＊＊ 学历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５９＊＊
学历２ －０．３６１＊＊ －０．３２８＊＊ 学历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５２
学历３ －０．２１３＊＊ －０．１５３＊ 学历３ －０．２２４＊＊ －０．１３３

单位性质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７ 单位性质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０
单位性质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３２ 单位性质２　 ０．２２６＊＊ ０．００１
单位性质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７ 单位性质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４
单位性质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３ 单位性质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２

技术职称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技术职称１ — —
技术职称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８ 技术职称２ — —
技术职称３ －０．１９４＊ －０．１６８ 技术职称３ — —
技术职称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６ 技术职称４ — —

月收入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０ 月收入 — —

第二步

社会性别意识

传统意识 — ０．２３７＊＊ 传统意识 ０．４０５＊＊ —
现代意识 — ０．１１３＊＊ 现代意识 ０．１２３＊＊ —

ΔＦ　 １３．８９４＊＊ １８．５８７ ΔＦ　 ６．９６２＊＊ ３２．２６８＊＊

Ｒ２　 ０．１８０　 ０．２５７＊＊ Ｒ２　 ０．０４９　 ０．２３７
ΔＲ２ — ７．７％＊＊ ΔＲ２ — １８．８％＊＊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

表４　知识女性人口学变量与自我效能感对退休期望的分层回归分析

回归层次 变　量
晚退休期望

第一步 第二步
变量

早退休期望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人口学变量

学历１ －０．３５８＊＊ －０．３２８＊＊ 学历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６７＊＊
学历２ －０．３６１＊＊ －０．３０２＊＊ 学历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６４＊

学历３ －０．２１３＊＊ －０．１４６＊ 学历３ －０．２２４＊＊ －０．１８９＊＊

单位性质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０ 单位性质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４
单位性质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９ 单位性质２　 ０．２２６＊＊ ０．２４０＊＊

单位性质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单位性质３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７
单位性质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７ 单位性质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１

技术职称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 技术职称１ — —
技术职称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０ 技术职称２ — —
技术职称３ －０．１９４＊ －０．２０９ 技术职称３ — —
技术职称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５ 技术职称４ — —

月收入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５ 月收入 — —

第二步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 — ０．１９９＊＊ 自我效能感 — ０．１１２＊＊

ΔＦ　 １３．８９４＊＊ １５．９９３＊＊ ΔＦ　 ６．９６２＊＊ ７．８２４＊＊

Ｒ２　 ０．１８０　 ０．２１７　 Ｒ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３
ΔＲ２ — ３．７％＊＊ ΔＲ２ — １．４％＊＊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

　　由 表４可 知，人 口 学 变 量 中 的 学 历、单 位 性

质、技术职称及月收入对晚退休期望的解释率为

１８％，而自 我 效 能 感 增 加 了３．７％的 解 释 率；同

样，人口学变量中的学历、单位性质对早退休期望

的解释率为４．９％，自我效能感增加了１．４％的解

释率，两次分层回归的ΔＦ均显著，由此可知，知

识女性自我效能感对其退休期望具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

（３）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自我效能感及其

退休期望之间的回归分析

上述分层回归结果显示，知识女性社 会 性 别

意识与自 我 效 能 感 对 退 休 期 望 具 有 显 著 预 测 作

用，为进一步探索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自我效

能感与其退休愿望之间的作用机制，首先对三者

进行偏相关 分 析，结 果 见 表５。在 将 知 识 女 性 社

会性别意识作为控制变量，对知识女性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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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及其退休期望进行偏相关分析后发现，知识女

性的自我效能感与退休期望之间的相关性不再显

著（Ｐ＝０．６５８＜０），由此可推断社会性 别 意 识 在

自我效能感与退休期望之间起作用。

表５　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自我效能感

及其退休期望间的偏相关分析

控　制　变　量 自我效能感 退休期望

自我效能感
相关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４

显著性 ０　 ０．６５８

退休期望
相关系数 ０．０１４　 １．０００

显著性 ０．６５８　 ０

注：将知识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作为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探索社会性别意识所起的 作 用，在

三个变量之间建立了简单的回归模型，回归结果

见表６。

表６　知识女性社会性别意识、自我效能感

及其男女同龄退休意愿的回归分析

模　　　型 标准化系数 Ｆ值 校正Ｒ２

模型一
性别意识
退休期望 ０．４１８＊＊ ２０７．４７０　０．１７４

模型二
自我效能
退休期望 ０．１８０＊＊ ３３．０２５　０．０３２

模型三
自我效能
性别意识 ０．３９６＊＊ １８４．１６０　０．１５６

模型四
性别意识
自我效能
退休期望

０．４１４＊＊

０．０１４　
１０３．４００　０．１７４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按照Ｂａｒｏｎ　＆ Ｋｅｎｎｙ［１２］的 研 究 思 路，温 忠

麟［１３］等学者提 出 在 只 有 一 个 中 介 变 量 的 情 况 下

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假设所有变量都已经中心

化（假设均值均为零），可以用下列方程来描述变

量之间的关系：

Ｙ ＝ＣＸ＋Ｅ１ （１）

Ｍ ＝ＡＸ＋Ｅ２ （２）

Ｙ ＝Ｃ′Ｘ＋ＢＭ ＋Ｅ３ （３）

　　假设Ｙ 与Ｘ 的相关显著，意味着回归系数Ｃ
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系数Ａ显著，且系数Ｂ
显著，则Ｍ 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如果系数Ｃ′
不显著，则表示Ｍ 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根据上述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再次对 表６中

数据 进 行 分 析 可 知，四 个 模 型 的 Ｆ 值 分 别 为

２０７．４７、３３．０２５、１８４．１６、１０３．４０，显 著 性 水 平

为０，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有意义。知识

女性的自我效能感的标准化Ｂｅｔａ系数为０．４１８，

与其退休期望之间显著相关；自我效能感的标准

化Ｂｅｔａ系数为０．１８０，与社会性别意识也呈显著

相关性；模型四中，在将知识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

引入到以知识女性的退休期望为因变量、自我效

能感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时，知识女性的自我

效能 感 的 标 准 化 Ｂｅｔａ系 数 由 ０．１８０ 降 低 为

０．０１４，对其退休期望影响不再显著，由此可知，知
识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在其自我效能感与退休期

望之间呈完全中介作用。

三、结　　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项公共政策 也 应 当

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当前学术界已经论证我国

现行的退休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改革势在必行［１４］，但是如何改革，采取什

么样的形式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改善现有状况，带

来最小的社会动荡并被大众所接受？本文研究结

果表明，知识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自我效能感可

以预测其所选择的退休行为，且知识女性的社会

性别意识在自我效能感与退休期望之间起到了完

全中介作用，故以此为切入点探索改革的对策和

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知识女性，大部分被

访对象为女公务员及女中高级知识分子，这类群

体在工作性质、知识结构及工作能力上都与男性

相近，已具备与男性同龄退休的条件。因此我国

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弹性退休政策，充分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将近期改革的重心放在知识

女性这一群体上，有针对性地对退休政策的相关

规定进行修订和补充。
其次，从本文研究中可以发现，通过知识女性

的社会性 别 意 识 可 以 直 接 和 间 接 预 测 其 退 休 期

望，社会性别意识越强的知识女性越愿意选择晚

退休，反之亦然。因此，要想实现我国退休政策改

革的软着陆，个体观念的改变是第一步，建议我国

相关部分重视有关社会性别平等知识的宣传和普

及，拓宽职工获取社会性别知识的渠道，经过长时

间的熏陶和教育改变我国女性普遍持有的“男主

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为我国退休政策改革的

顺利推行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最后，知识女性的自我效能感显著正 向 影 响

其退休期望，自我效能感越强的知识女性越愿意

选择晚退休，因此有关部门应该从政策立法、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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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等方 面 明 确 女 性 拥 有 与 男 性 相 同 的 各 种 权

利，防止因性别歧视而使女性对有利于自身发展

机遇的错失，造成占我国人力资源总数一半的女

性人力资源的浪费，影响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

人力资源强国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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