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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女性就业，不仅能够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还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论文以东北三省

“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借助空间自回归模型方法，探讨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

平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平整体较低，其中南部城市的女性就业水平

高于北部。② 从影响因素来看，高学历、便捷的交通、较高的工业水平、完整的家庭以及更多的家庭支持对城市女

性就业水平具有积极效应；而养育负担对女性就业水平具有负向效应。其中，三代及以上家庭户比例是 2000—

2015年老工业基地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可见，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女性就业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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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对女性劳动力需

求的增加和女权运动对女性自我建构意识的提升，

女性逐渐摆脱家庭狭小空间的禁锢，迈向了社会物

质和精神生产的广阔天地[1]，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成

为全球趋势。与此同时，女性就业逐渐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国外对女性就业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20世纪

60年代，Sinha就提出了著名的U型假设[2]，他认为

经济发展与女性就业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

这一结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3-11]。但也有学者

指出，这种“U”型关系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统计错

误[12-15]。随后，学者们逐渐将研究内容聚焦在女性

就业与教育、交通、家庭结构、生育等相互作用关系

上，普遍认为女性就业率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

提高 [16-21]，城市交通通达度对女性就业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22-24,16]，而以照顾老年人和抚养儿童以及家庭

清洁为主的家务工作，不利于女性就业等[25-27,17]。

国内通常将就业视为一个整体问题，很少区分

性别，且重点关注就业的空间分布、居住—就业空

间关系，以及家庭和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等。例

如，朱宇[28]、张丹等[29]、何流等[30]探讨了上海、北京、

南京等大城市人口就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孙斌

栋等[31]、孙铁山等[32-35]、修春亮等[36]分别考察了上海、

北京、沈阳等城市人口居住—就业空间结构演化特

征及其空间错位问题；周文通等[37]分析了轨道交通

建设对不同行业就业人口的作用效应；左为等[38]从

性别视角，考察了南京农民工性别就业的空间结构

差异性；林耿[39]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研究了广东省

就业空间的性别化和权力特征；黄枫[40]、王永洁[41]、陈

璐等[42]则从家庭视角，探讨了家庭照料对女性就业

的影响；吴燕华等[43-44]、黄耿志等[45]分析了非正规就

业在调和家庭照料与就业矛盾中的积极作用。可

以看出，相比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对就

业的性别话题研究偏少，且已有研究对女性就业的

时空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分析较为薄弱；此外，已

有女性就业研究多集中在以国家为主的宏观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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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个人或群体为主的微观尺度，对市县级中观尺

度的研究较少。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良好的工业基础，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女性就业

水平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受工业增速下滑、资源

枯竭、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等因素影响，劳动市场规

模日渐萎缩，女性就业受到较大冲击。此外，东北

国有企业比例高，许多居民在国有企业工作，企业

除了给员工支付工资之外，还办有针对员工及其家

属的学校、医院、食堂等公共服务设施；但随着国有

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

日益减少，女性在家务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压力逐

渐增加，女性就业的负面因素增多。东北特殊的经

济类型和社会问题，使得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规模

和结构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因此，在新一轮东北

振兴背景下，综合分析 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城市

女性就业水平空间格局，及其与教育、城市发展、社

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老工业区城市女性就业水

平的时空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对我们认识东北城市

女性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制定实现女性高质量、充分

就业的对策建议，充分挖掘女性劳动力资源，助力

东北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文中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

江省，由34个地级市、1个大兴安岭地区和1个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组成，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统计口

径一致，本文选取 34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图

1)。文中女性就业人数、劳动年龄人数、女性教育

水平、婚姻状况、0~4岁人数、65岁及以上人数、三代

及以上家庭户数指标数据，均采用人口普查中“城

市”层面的数值(即经国务院批准设市建制的城市

市区，包括设区市的市区和不设区市的市区)。

所用数据来源于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第

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5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且数据以长表数据为主，长表

数据中未作统计的，则采用短表数据替代。城市发

展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

计年鉴(乡镇卷)》，由于人口普查数据中“城市”层面

数据尺度大于统计年鉴中的“市区”，而小于“市

域”，因此，本文将全市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

减去相应乡镇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表示“城市”层

面的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城市人口数以市区常

住人口为准；道路密度由城市道路面积除以市区

面积表示。

本文所指“就业人口”即为统计资料中“工作人

口”：为获取工资、实物报酬或经营性收入而实际从

事的各种生产、经营和服务性活动。其中，义务劳

动和公益性劳动都不以取得收入为目的，所以不属

于本文所研究的范围。

1.2 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水平越高的女

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越强，获取工作和报

酬的几率也越大[46]。特别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

传统性别观念下，女性想要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

好的成果，更高水平的教育是她们最为有力的武

器 [11]。此外，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更易在生育后

返回劳动力市场，且能够最大化地调和家庭与就业

的关系 [47]。选取女性学历情况，表示女性教育水

平，并将女性教育水平分为 2类，即低教育水平(高

中及以下)、高教育水平(专科及以上)。本文假设东

北地区女性就业水平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第二，产业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逐渐由“一二三”

图1 研究区域

Fig.1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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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为“三二一”的结构形态。相应地，劳动力倾向

于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东北地

区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受资源禀赋和人文因

素影响，工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相对服务业更大，

换句话说，城市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工业的发展。

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工业增加值、人均服务业增加

值分别表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假

设工业因子对女性就业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服

务业则相对不显著。

在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情况下，对倾向

更少的通勤时间和更短的交通距离的女性来讲，城

市道路便捷度对女性就业有重要的影响[16,23-24]。此

外，城市规模越大，意味着消费市场规模越大，对各

类服务部门的需求越多，相应地，对服务类劳动力

的需求越多，对女性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

选取城市道路密度和城市人口数分别表示城市道

路便捷度和城市规模，并假设城市道路密度和城市

规模对城市女性就业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男尊

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念浓厚，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

对性别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批判和清除，妇女得到

了广泛的解放，但这种形式的“妇女解放”是自上而

下的革命或改革，是被动的，没有经历广泛的社会

启蒙，很容易出现倒退[48]。在一项调查中发现，随

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中性别

歧视反而有增强的趋势[49]。可见，社会文化因素(婚

姻、育儿、老龄化、家庭代际关系等)对女性就业的

影响不容小觑。

婚姻关系主要是指 15岁及以上女性的婚姻状

况，包括女性有配偶(已婚有配偶)和女性无配偶(未

婚、离异、丧偶)，它主要通过影响女性日常生活，进

而左右女性就业抉择。有研究表明，单身女性的就

业意愿普遍高于非单身女性[50]。育儿压力、老龄化

和养育负担主要包括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0~4

岁婴幼儿比重、老人与婴幼儿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

的比重等；一方面老年人照料和儿童抚养占用了女

性大量时间，限制了女性的活动空间，加剧了女性

工作—家务冲突；另一方面，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一

般处于退休状态，在家庭中能够帮助儿女照看孙子

女和料理家务，对女性就业具有正向效应。但在育

儿压力和老龄化双重叠加下的养育负担，将会给女

性带来较大的生活压力，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牵绊较大。家庭代际关系主要指家庭户类别情况，

包括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有研究表明，

家庭代际关系越复杂，对女性就业的正向效应越明

显[51]。本文假设女性无配偶与女性就业率正相关，

有配偶为负相关。虽然东北地区老龄化率较高，但

这些老人以退休工人为主，经济条件较好，而且东

北女性生育率较低，育儿压力相对较少，因此，假设

老龄化与女性就业率为正相关，育儿压力与女性就

业率的相关性不显著，养育负担对女性就业具有消

极效应；家庭代际关系越多对女性就业的正向效应

越强。指标含义及数值统计描述见表1。

1.3 研究方法

(1) 城市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城市并不是孤立存

在的，在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作用下，城市

表1 2000—2015年指标变量的统计描述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icator values, 2000-2015

变量

因变量

自变量

女性教育水平

城市发展水平

社会文化环境

女性就业水平Y (%)

低教育水平X1 (%)

高教育水平X2 (%)

城市道路便捷度X3 (m2/km2)

城市规模X4 (百万人)

服务业发展水平X5 (万元/人)

工业发展水平X6 (万元/人)

女性有配偶比重X7 (%)

女性无配偶比重X8 (%)

育儿压力X9 (%)

老龄化X10 (%)

养育负担X11 (%)

家庭代际关系X12 (%)

计算方法

女性就业人数/15~64岁人口

高中及以下人数/15~64岁人口

专科及以上人数/15~64岁人口

城市道路面积/市区面积

市区常住人口

服务业增加值/城市人口

工业增加值/城市人口

女性有配偶/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

女性无配偶/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

0~4岁儿童/15~64岁人口

65岁及以上人数/15~64岁人口

(0~4岁+65岁及以上人数)/15~64岁人数

三代及以上家庭户数/总户数

均值

0.408

0.813

0.062

0.696

1.071

1.902

2.710

0.729

0.272

0.039

0.117

0.156

0.103

SD

0.064

0.054

0.031

0.287

1.076

0.873

2.973

0.030

0.030

0.008

0.023

0.020

0.019

数值范围

0.277~0.524

0.692~0.893

0.026~0.141

0.008~3.796

0.195~4.802

0.620~3.716

0.315~17.073

0.658~0.780

0.220~0.342

0.021~0.056

0.055~0.148

0.101~0.184

0.074~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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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52]。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意味

着相邻城市可能有相近的文化观念、工业发展水平

和社会文化环境等，这会导致相邻城市存在相近的

女性就业水平。特别是在女性的通勤时间更少和

交通距离更短的理性抉择影响下，女性择业更倾向

于在居住地或邻近城市。因此，本文假设东北地区

城市女性就业存在空间相关性，并采用全局 Mo-

ran's I统计量度空间自相关，检验东北地区城市女

性就业水平的空间相关性[17,53]。其表达式为：

I =

m∑
i = 1

m∑
j = 1

m

wij( )xi - x ( )xj - x̄

∑
i = 1

m∑
j = 1

m

wij∑
i = 1

m

( )xi - x̄
2

(1)

式中：m 为城市数量；wij 表示空间单元相邻权重；

xi 和 xj 分别表示城市 i和城市 j的女性就业水平，x̄

为东北地区女性就业水平均值；I 表示整个研究区

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整体趋势，取值范围为[-1，1]，值

越大表示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越大，值越小代表空间

分布的相关性越小。

(2) 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主

要探讨变量在某一区域是否存在扩散作用(即空间

溢出效应)，它是普通最小二乘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模型的扩展，考虑了空间单元 A(i=1,

2, …, n)上的因变量观测值依赖于其相邻区域 Aj

( j ≠ 1 )的观测值的情形，其表达式为：

Y = ρWY + Xβ + ε (2)

式中：Y是因变量矩阵；X是n阶的外生自变量；W是

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WY 为空间滞后因变量，它反

映区域之间的依赖程度；ε 为随机误差项；参数 ρ

是空间回归系数，它反映空间邻接单元对被解释变

量的解释程度。

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是处

理误差项存在空间依赖的方法，可以看成是标准回

归模型和误差项的空间自回归模型的组合。其表

达式为：

Y = Xβ + ε (3)

ε = λWε + μ (4)

式中：λ是空间误差回归参数，衡量扰动误差项中

的空间依赖作用；μ是随机误差项。

通常我们在选取最优模型时，比较 LM-lag 与

LM-error的大小，在Robust LM-error统计显著的情

况下，若后者的统计量大于前者，则应选择空间误

差模型，相反则选取空间滞后模型；其次通过对拟

合优度、自然对数似然估计值等统计量的大小进行

比较，值越大，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

为消除异方差影响，本文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

行取对数处理。

2 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空间格局及其驱
动机制

2.1 女性就业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由图 2可以看出，东北城市女性就业水平整体

不高，且呈下降趋势，女性就业水平由 2000 年的

44%下降到2015的41%。从省域来看，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较差的黑龙江省城市女性就业水平最低，经

济较发达的辽宁省最高；2000—2015年辽宁省女性

就业水平整体持平，吉林省呈波动下滑态势，黑龙

江省整体表现持续下滑趋势，且下降幅度最大，达5

个百分点。

从空间格局来看(图 3)，2000 年东北地区城市

女性就业水平大于 50%的较高和高水平类型呈分

散布局态势，主要有哈尔滨、四平、丹东和大连等城

市；处在 40%~50%之间的中等水平类型城市主要

集中分布在辽宁南部，如：盘锦、营口、鞍山等城市；

40%以下的较低和低水平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北

部的黑龙江省，如绥化、鹤岗、鸡西等城市。

2010年，较低水平城市数量较多，主要集中分

布在北部黑龙江省和中部的吉林省，如伊春、牡丹

江、吉林等城市；40%~50%的中等水平主要集中分

布在南部的辽宁省，如沈阳、辽阳、大连等城市；低

水平城市仅有辽源一个城市；大于50%的较高和高

图2 东北城市女性就业水平时间变化趋势

Fig.2 Trend of urban female employment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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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类型无分布。2015年东北城市女性就业水平

空间格局较 2000年和 2010年有较大的变化，低水

平城市分布较少，主要以传统资源型城市为主，如：

辽源、鹤岗、双鸭山等；较低水平城市数量较前两年

减少较多，但黑龙江省仍有大量分布，如：哈尔滨、

绥化等城市；中等水平集中分布在中部和南部沿海

城市，如中部的长春、吉林和南部的锦州、大连等城

市；较高水平和高水平城市仍然较少，主要分布在

辽宁省，如沈阳、营口等城市。

综合来看，资源型城市密集的北部区域，城市

女性就业水平整体低于南部沿海城市，这可能是因

为：① 受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国际能源结构调整以

及资源枯竭等因素影响，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乏

力，经济发展缓慢，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对

劳动就业产生不利影响；② 北部资源型城市远离发

达经济中心，而南部沿海地区靠近沈阳、大连等发

达城市，距离京津冀城市群和韩国、日本等发达经

济体相对较近，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扩散效应影

响，劳动力市场环境相对乐观；③ 南部沿海地区对

外交流频繁，开放水平较高，思想活跃，而北部资源

型城市区位闭塞，且交通不便，在僵化的体制机制

和保守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劳动市场性别歧视较

重，对女性公平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利。

2.2 驱动机制分析

2.2.1 模型检验

利用 2000、2010和 2015年 34个城市的截面数

据计算Moran's I指数，进行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其中空间权重矩阵选用的是地理邻近空间权重矩

阵，计算结果见表 2。可以看出，3个年份的Z值分

别 为 2.108、3.069、2.889，Moran's I 指 数 分 别 为

0.193、0.242和 0.227，表明东北地区 34个城市女性

就业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即女

性就业水平的地理空间分布具有空间依赖性。因

此，本文将空间因素考虑在内，借助空间自回归模

型来度量女性就业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表3

是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2 2000、2010和2015年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的

Moran's I指数

Tab.2 Moran's I index for urban female

employment in 2000, 2010, and 2015

年份

2000

2010

2015

Moran's I

0.193

0.242

0.227

P值

0.022

0.002

0.004

Z值

2.108

3.069

2.889

表3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

Tab.3 Lagrangian multiplier test

指标

统计值

P值

Log-likelihood

SLM

LM-Lag

0.202

2.041

75.132

Robust LM-Lag

0.653

0.153

SEM

LM-Error

4.796

0.029

76.778

Robust LM-Error

6.635

0.010

图3 2000—2015年中国东北地区女性就业水平空间格局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female employment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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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空间滞后模型的统计量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空间误差模型的统计量通过了 5%水平下的显

著性检验，说明空间误差模型较空间滞后模型更适

合模型参数估计。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误差模型的

结果进行分析。

由表4空间误差模型(SEM)的各项参数可以看

出，高教育水平、城市道路便捷度、工业发展水平、

女性有配偶比重、老龄化、养育负担、三代及以上家

庭户比重的 t 值分别为 1.888、1.955、1.694、1.719、

1.736、-2.210、3.07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因子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三代及以上家庭户比重

对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的正向作用力相对大于其他因

素，养育负担对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的负向抑制作用力

最强。

2.2.2 空间分异机制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教育水平与女性就业

水平为正相关关系，即高教育水平女性占比越高的

城市，女性就业水平越高。2003年以来，中国在东

北地区实施了两轮“振兴东北”战略，致力于加快老

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

自由、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多年来的努力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市场经济

发展环境逐步改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随着

老工业基地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劳动力市场

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呈上升趋势，拥有更高的教

育水平，对于增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具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图4)；而低教育水平的女性因产

业升级导致契合自己的岗位减少，加上东北地区第

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对低教育水平女性劳动力的

吸纳有限，不得不面临失业的风险。

城市道路便捷度对女性就业水平具有正向积

极效应，即城市道路密度越大的城市，女性就业水

平越高，与假设一致。如盘锦、锦州的城市道路密

度为 1万~3.7万m2/km2，居东北各城市前列。在女

性通勤时间比男性少、交通距离比男性短的情况

下，城市交通越便利，女性前往工作场所就越便捷，

女性从事经济活动的交通阻力越小，对女性就业水

平的正向效应越明显。因此，城市道路密度大的城

市，女性就业水平高于其他道路密度低的城市。

工业发展水平对女性就业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与假设一致。即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女性就

业水平相对较高，如大连、盘锦等城市，工业发展水

平相比其他城市较好，女性就业水平也高于其他工

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东北地区具有良好

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矿物资源，自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在人力、物力、

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是中国工业化的先驱

和引擎。相应地，工业占据了大多数城市经济的主

要份额，工业发展的好坏，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因此，工业发展较好的城市，城市经济

表4 女性就业水平影响因素的模型评估结果

Tab.4 Estimation results for models of female employment rate in Northeast China municipalities, 2000-2015

变量

ln X1

ln X2

ln X3

ln X4

ln X5

ln X6

ln X7

ln X8

ln X9

ln X10

ln X11

ln X12

W*dep.var/spat.aut

R2

SLM

系数

-0.376

0.174

0.036

0.023

-0.058

0.050

2.323

-0.017

-0.068

0.354

-0.684

1.026

0.044

0.550

t值

-0.535

1.068

1.820

0.658

-1.335

1.468

1.437

-0.028

-0.703

1.442

-1.853

2.839

0.383

Z值

0.593

0.286

0.069*

0.511

0.182

0.142

0.151

0.978

0.482

0.149

0.064*

0.005***

0.702

SEM

系数

-0.603

0.141

0.039

0.020

-0.060

0.053

2.710

0.094

-0.060

0.409

-0.777

1.067

0.253

0.553

t值

-0.862

1.888

1.955

0.586

-1.406

1.694

1.719

0.155

-0.625

1.736

-2.210

3.073

2.022

Z值

0.388

0.057*

0.051*

0.558

0.160

0.093*

0.086*

0.877

0.532

0.083*

0.027**

0.002***

0.043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1、0.05、0.01；W*dep.var表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spat.aut表示空间误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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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繁荣，就业岗位充足，女性就业机会更多。

女性有配偶与城市女性就业水平为正相关关

系，即女性有配偶比例越高的城市，女性就业水平

也越高。如白城、朝阳、葫芦岛、盘锦等城市女性就

业水平要高于女性有配偶比重较低的长春、佳木

斯、沈阳等城市。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东北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缓慢，尤其是不发达的城市，家庭收

入的增长幅度低于物价的增长幅度，单纯依赖男性

养家糊口的压力较大，尤其是在高房价、高物价的

背景下，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大，女性作为第二收

入来源对维持家庭生活水平的作用较大，这促使有

配偶女性的就业倾向更明显。

老龄化与女性就业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即65

岁以上老人比重越高的城市，女性就业水平越高，

这与本文的假设相一致。东北地区长期执行计划

生育政策，一家仅有一个孩子，育儿压力相对较小，

而且在中国父母帮助子女照看孙子女是一种传统，

极大地降低了女性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缓解了

女性工作—育儿之间的矛盾。此外，老龄化导致城

市劳动力资源下降，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

需求的增加，以及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自我建构

意识的提升，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意愿和能力更

强。因而，老龄化对东北城市女性就业水平具有促

进效用。

养育负担与女性就业水平呈负向关系，即养育

负担越大，女性就业水平越低。如抚顺、本溪等城

市的养育负担较重，女性就业水平相应较低。这可

能是因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居民收入较

低，但较高的养育负担迫使家庭不得不做出理性选

择；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女性被迫选择

牺牲个人职业，退出劳动力市场。

三代及以上家庭户占比对女性就业水平具有

正向效应，表明三代及以上家庭户占比越高的城市

女性就业水平越高，这与本文的假设一致，即家庭

代际关系越多，抚养和家务料理方面能够分担的人

越多，家务对女性的时间侵占越少，女性可以有充

足的时间从事经济活动。

3 结论与讨论

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平整体较低，且呈下

降趋势；其中，女性就业水平的低值区主要集中分

布在北部资源型城市密集的黑龙江省，高值区集中

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社会文化因素和女性教育

因素对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的作用效应明显大于城

市发展因素，高教育水平、有配偶的女性比重、老龄

化、三代及以上家庭户比重等因子对城市女性就业

水平具有正向效应，尤其是三代及以上家庭户因子

系数显著大于其他因子的系数，成为2000—2015年

东北地区女性就业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城市

图4 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空间分异机制

Fig.4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female employment rate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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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因子中仅有城市道路便捷度和工业发展水平

对女性就业水平具有正向效应。综合来看，女性教

育水平的提高、一个完整的家庭、来自老人的帮助、

便捷的城市交通和繁荣的工业，成为提高东北地区

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的关键因素，而养育负担成为阻

碍老工业基地城市女性就业水平提高的不利因素。

当前东北地区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长期的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离婚

率高、单身人口比重大、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这不

利于家庭代际之间良好关系的培养，也减少了女性

从父母那里得到抚养儿童和家务料理的帮助，加剧

了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因此，我们认为要挖掘

“家”文化内涵，重塑人们对“家”的认识，构建男女

在家务中的平等关系，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和

社会氛围，从而减轻女性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随着老龄化加重，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养育负担

对城市女性就业水平具有负向效应。在当前东北

地区育儿和养老设施普遍短缺的情况下，应加大针

对婴幼儿和老年人护理和照料的投入，降低母亲抚

养幼儿和照料老人的时间成本和家庭支出。

本文从女性教育水平、城市发展和社会文化环

境 3个维度，初步分析了老工业基地城市女性就业

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了一些有用的

结论。但囿于数据统计口径和样本规模，女性就业

水平数值精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可能拉升或拉低整

体水平，从而影响回归结果；第二，女性就业水平不

只是女性就业率的高低，还应包括女性收入、职业

行业、性别差距等方面，本文仅用就业率作为衡量

女性就业水平的指标，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第三，由

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女性就业类

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差异较

大，本文未区分农业和非农就业差异，对于分析东

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其特征，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借助

人口学、统计学和大数据等分析方法，对数据精度

进行处理；并借鉴类似研究成果，构建一个涵盖职

业行业、性别差距、就业率、城乡类型等内容的综合

指标体系，以求全面测度女性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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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female employment rate
in Northeast China

FU Zhanhui, MEI Lin*, ZHENG Rumin, WANG Tongto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Females are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most direct way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employment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aking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urban female employment level by means of spati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urban female employment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was generally low, mainly at medium and low levels; the medium level was mainly foun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and the lower level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2) From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t can be seen that higher education,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developed industries,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with spous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aged 65 and above, and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s with three or more generation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urban female employment, while

demographic pressure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female employment level. Obviously, a complete family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female employment.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egrate all sectors of society,

encourage social capit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care, and provide more and

better quality services to families with strong needs for elderly care and childcare. In addition, promote the

"family" culture of "respecting the old, loving the young, and being friendly with neighbors", encourage family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housework together, build an 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housework, create a harmoniou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tmosphere, and relieve women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housework.

Keywords: female employment; spatial pattern; spatial error/lag model; influencing factors;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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