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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女 性 於 近 百 年 來 ， 在 家 庭 、 經 濟 、 社 會 參 與 等 方 面 的 角 色 轉 變 

引言 

女性的生活模式因著時代的轉變和社會觀念不同有著明顯的變化， 當中傳 

統的社會價值觀，讓社會人士對雙職女性的看法較為負面。本篇文章會集中討論女 

性對選取工作時考慮的因素，以及評論「性別分工、角色定型」對雙職女性帶來的 

衝突與矛盾。 

從時代轉變看女性工作 

一直以來，女性除了擔當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也同時通過參與勞動，為家 

庭的經濟需要作出貢獻。女性最初的擔當的角色只是家庭勞動力的補助者，不論在 

家庭與經濟地位都是依靠著男性。由於受到父權思想的影響，婦女的地位一般較低， 

不受家庭重視；在生育問題上也不能自主，往往需要生養眾多，肩負家務勞動和生 

產勞動的角色。 

至 70 年代，隨著經濟轉型，工業發展蓬勃，手工式作業造就了不少機會 

讓低學歷、低技術的女性也可投入經濟市場。但因著中國人「重男輕女」的傳統思 

想以及資源匱乏的關係，女性在工廠打工，目的只是賺取金錢去供讀男性的家庭成 

員教育上的費用，這仍乎合傳統功能學派所指性別分工的作用，提升男性的家庭成 

員的教育水平，讓他們將來成為家庭經濟的支柱，女性只是家庭有限的生產力。 

後來工商業發展提供大量文書職位，亦為女性帶來另一項選擇。因為香港 

於當時開始實施普及教育，女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增加，其知識和技術水平亦得以提 

升。因此可以從工廠女工轉變成為白領，並逐漸晉升至管理層。女性由於能力上的 

提升，使她們更偏向經濟獨立自主模式。 

時至今日，隨著一連串的女權運動，社會上對男女平等的訴求越為強烈， 

再加上普及教育政策得以落實，女性已具備爭取工作機會公平競爭的條件。可惜社 

會對女性工作存有偏見，部份男性對父權主義仍牢不可破，把種家庭私有化，視妻 

子為丈夫的財產。即使現時有《性別歧視條例》去保障女性工作機會上的平等，仍 

有不少企業的高層排斥女性的參與。 

雙職女性面對的角色衝突 

在「男主外，女主內」觀念下，作為一位已婚的女性，她的職責是留在家



中照顧兒童、處理家務，擔任一個「無酬工作者」。而作為一位已婚的男性，就會成 

為家庭的經濟支柱，外出工作賺取金錢養家。然而，現時不少的女性除了擔任一名 

家庭主婦之外，不少也有外出工作，成為雙職女性，令到女性同時擔任家庭主婦及 

僱員兩個的角色。 

根據調查研究顯示 1 ，70.2%的雙職女性表示自己是家中處理家庭事務（例 

如日常家務、照顧和教導子女等）的最主要負責人。這顯示出不論一個女性雙職與 

否，似乎都有一個分工的觀念，就是母親的首要任務是照顧家庭。可是，沉重工作 

無可否認會直接影響女性在家庭的時間上、體力上的投放，以至少了處理家務及照 

顧家庭。由此可見，女性面對著沉重的工作量之外，亦仍然挑着繁重的家庭責任及 

家務。在兩方面的壓力下，疲於奔命於事業與家庭之間，這正正是雙職女性面對的 

角色衝突。 

男性家庭分工的限制 

那麼雙職女性面對著角色衝突的的同時，她們的另一半又擔當什麼角色 

呢？儘管現時的社會日漸開放，然而男性的角色，仍然受到男女角色定形所影響。 

一位爸爸能賺得夠足的金錢養活妻兒，就能稱得上能夠達到社會對男性的期望，其 

中並沒有包含分擔家務的責任。男性對家務的承擔很視乎個人的主動性。當然亦不 

可否定有男性是喜歡或比女性更合適成為「無酬工作」的負責人多於外出工作，但 

是他們卻會受到外界的蔑視，覺得他們不是在做男人「應該」做的事。同樣地，女 

性如果只顧外出工作、建立自己的事業，不理家事，亦會受到外界的批評。她們會 

被認為是自私而不負責任的。 

由此可見，表面上社會有不少的已婚的事業女性，然而在「男主外，女主 

內」的角色定形下，令到外出工作的已婚女性仍受著家庭責任的沉重壓力，而對於 

男性來說，他們亦同樣被扣上牢固的帽子，就是傳統家庭分工應有的角色。 

總結 

女性在社會的演進中，她們在家庭與工作的角色隨著時代而轉變，我們應 

該以能力和興趣去決定家庭分工的模式，擺脫傳統的性別分工和角色定型的限制， 

這樣不單可舒緩雙職女性面對的角色衝突與壓力，減少女性在工作遇到的不公平情 

況，更有助男女雙方找回自己喜愛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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