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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多维度变量探讨南京都市区男女就业要素的差异维度及其空间表
现。结果表明：（１）男女就业要素构成维度呈现总体同构性和局部差异性，反映出行业种类和家务劳动的性别化
特征。（２）男女就业空间结构呈现从新街口中心向外扩散的综合服务 －生活服务 －制造业 －农业的产业布局的圈
层结构。（３）男女就业空间结构差异在 “边缘”区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男性主导职业就业区的凸显，以及女性

家庭要素关联就业区的识别。（４）女性因家庭原因暂未工作就业区同男性制造业就业区有一定的重叠，暗示就业
空间的边缘化很可能进一步导致女性就业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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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就业空间分布及其结构体现了城市就

业要素在空间内的分布和组合状态，不仅对城

市的经济运行效率、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

状况等诸多方面具有深远影响，还能有效反映

出影响和支配城市中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规

则、规律和制度。对就业空间结构内部差异，

尤其是性别差异的探讨有助于更精准地了解城

市就业空间差异化的分布表征和更深层地理解

城市空间运行背后性别权利逻辑，也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推动社会空间的性别平等。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者针对城市就业

空间的研究侧重于空间的经济属性。学者从经

济学角度，将土地价值与土地利用联系起来，

通过描述城市各类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上的分

布状态，来解释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并对城

市更高效合理的空间布局进行了探讨。此种视

角通常缺乏性别因素考虑，即性别无碍视角。

其后，伴随女性主义思潮的涌起，针对性别差

异和女性的就业空间逐步显现。此类研究中的

就业空间更具有主体互动的社会性内涵，研究

主要关注女性就业过程中家庭事务对工作地理

范围的限制及其对就业找寻的限制等。同时，

对女性宏观就业空间结构及其背后性别权力逻

辑的研究也有逐步显现。

国内现有基于性别视角的宏观就业空间研

究较多的研究集中在省域层面。林耿等指出广

东省不同区域的就业空间存在显著的性别化特

征；姚婉分析了江苏省女性就业的社会空间和

分异特征，将女性就业区划分为五大类别；付

占辉等探讨了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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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基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城市层面的研究则相对有限。何流和张晓帆等

以不同产业的就业人口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南

京和武汉两地城市女性就业空间的分布，识别

出女性就业空间明显地向心化集聚特征。总体

来看，性别差异视角的就业空间探讨，尤其是

涉及男女多维度城市就业要素空间分布和结构

差异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一、研究范围、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为南京市区。依据２０１６年国务院
正式批复的 《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该范围涵

盖玄武、秦淮、建邺、鼓楼、浦口、栖霞、雨

花台、江宁区全域，六合区大部分及溧水区柘

塘地区，共包括９４个街道单元。

（二）研究数据

目前，相关的就业人口和空间研究数据主

要源自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普查

数据。其中，经济普查数据以就业地位为口径，

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性质的男女就业人数进

行统计，但缺乏相关的社会属性数据，无法反

映同就业要素直接相关的职业、家庭状况和户

籍状态等。人口普查数据则以居住地为口径，

涵盖了更全面的就业人口信息。本文试图从综

合多维角度探讨男女就业空间差异，因此，研

究数据采用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针对该数据反映居住地的地理信

息、无法剥离职住分离状况这一缺陷，笔者以

区为单位，对比了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同２０１３年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中总体就业人口
数，发现基本相差不大。由此，可初步断定使

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是具有一定效度。

在指标选取上，将指标分为就业状况、人

口素质、家庭要素和户籍状况四个类型，以求

充分反映不同性别群体的就业要素差异。其中，

就业状况反映了不同性别在就业过程中的社会

角色，分别由 “行业”和 “职业”２个子类２４
个变量组成。人口素质直接影响就业者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地位，由 “年龄”和 “受教育程

度”２个子类６个变量组成。家庭要素反映了
同男女差异就业密切相关的家庭角色，由 “婚

姻状况”和 “家务影响”２个子类２个变量组
成。户籍状况反映了就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影

响就业公平的制度性要素，由 “户口属地”

“户口性质”和 “户口管理”３个子类４个变量
组成，共计９个子类，３６个变量。

（三）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主因子分析法。主因子分析法是

探讨城市内部差异和不平等，以及这种差异

地理空间映射最广泛的技术方法之一。用作一

种归纳手段，此方法可将纷繁复杂的城市就业

要素叠加在城市物质空间之上，识别出影响城

市就业空间内部差异的主要维度 （主因子），进

而把将城市就业空间分割成不同的特性单元，

以揭示纷繁复杂的充满隔离和交叠的城市就业

空间结构。具体运用上，将指标构建的３６个变
量与９４个地理单元分别组成男性和女性两个原
始数据矩阵，得到不同性别就业空间的主因子，

以探讨南京都市区男女就业空间的主要差异维

度。其后，将主因子值按高低分类并进行空间

投影，通过高值和低值的分布探讨南京都市区

就业空间分布的特性和性别差异。最后，将主

因子得分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划分就业空间的类

型并进行空间投影，以探讨男女就业空间结构

的差异。

二、南京都市区不同性别就业要素构

成的主要维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中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ｔａ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
ｔｏｒ）因子分析功能，分别对男性和女性的 ９４
（分析单元） ×３６（指标变量）的数据矩阵分
析，并抽取主因子以判定南京都市区男女就业

要素构成的主要维度。其中，男性 ＫＭＯ值为
０６６５，提取５个主因子，共解释初始数据组中
方差的７１８９７％。女性 ＫＭＯ值为０７５４，提取
５个 主 因 子，共 解 释 初 始 数 据 组 中 方 差
的７６７１１％。

（一）男性就业要素构成的主要维度

１第一维度为高学历综合服务从业人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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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学历产业工人的分化。方差贡献率为

４２２６２％，反映１５个变量的信息。其中，在行
业上，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０８５１）、教育 （０８２６）、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查业 （０７７２）、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０７６３）、金融业 （０７６３）、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７４６）、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 （０５８２）、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５２０）呈正相关，反映出其在行政管理、科
教文卫、金融、信息等综合和生产服务活动领

域的活跃。这一并反映在受教育程度中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 （０９０９），职业分类中专业技术人
员 （０９０７）、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７９３）、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０７３５），以 及 户 籍 性 质 中 非 农 业 户 口
（０７５１）的正相关上。同时，同初中及以下学
历 （－０８４２）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
关人员 （－０７７８）呈负相关。可见，该主因子
将城市户籍高学历的生产服务活动从业人员同

低学历产业工人所在区域剥离出来。

２第二维度为外来年轻生活服务业人员同
本地农业从业人员的分化。方差贡献率为

１１３８０％，主要反映 ９个变量的信息。该因子
同外来人口 （０９４０）、１６－３４岁 （０７６９）、批
发和 零 售 业 （０６６９）、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
（０５９５）、房地产业 （０５７０）呈正相关，同本
地户籍人口 （－０９３９）、家庭户 （０７８８）农
林牧渔业 （－０７１３）、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
员 （－０７０７）呈负相关。可见，该主因子将外
来年轻生活服务从业人员同本地农业从业人员

所在区域剥离出来。

３第三维度为建筑业。方差贡献率为
８００３％，反映 ４个变量的信息。同建筑业
（－０７１６） 呈 明 显 负 相 关，同 高 中 学 历
（０９１０）呈较强正相关，同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０４９４）、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０３３４）呈较弱正相关。可见，该因子可识
别出建筑业从业人员，其所在区域高中学历、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从业人员占比也相对较低。

４第四维度为住宿和餐饮业同制造业从业

人员的分化。方差贡献率为５６１２％，反映４个
变量的信息。其中荷载最高的为制造业

（－０７１０），呈较强负相关，同因料理家务暂未
工作人员 （－０３３９）呈较弱负相关，同住宿和
餐饮业 （０５３９）、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０４１９）呈正相关，但相关性较弱。可见，该
因子将住宿餐饮业所在区域同制造业从业人员

所在区域剥离出来。

５第五维度为有配偶就业人员。方差贡献
率为４１７４％，反映３个变量的信息。同有配偶
（０７２８）、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５３８），３５－５９岁 （０４６５）呈正相关。可
见，该因子可识别出有配偶年长从业人员，其

所在区域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比

也相对较高。

（二）女性就业要素构成的主要维度

１第一维度为高学历综合服务活动从业人
员同低学历产业工人的分化。方差贡献率为

５１６１１％，反映１６个变量的信息。其中，在行
业上，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９０２）、金融
业 （０８３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８２４）、教
育 （０７８３）、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７７９）、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０７７２）、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５７２）呈正相关，反映出其在行政管理、科
教文卫、金融、信息等生产服务活动领域的活

跃。这一并反映在受教育程度中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 （０８７０）、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
（０８４５），职业分类中专业技术人员 （０８８９）、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７７２）、国家机关、党
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０７５０）以及
户籍性质中非农业户口 （０６４７）的正相关上。
同时，该主因子同初中及以下学历 （－０７４４）
和生 产 运 输 设 备 操 作 人 员 及 有 关 人 员

（－０６８８）、制造业 （－０６３７）呈负相关。总
体来看，该因子分类特征与男性基本相同，分

离了城市户籍综合服务活动从业人员 （高阶层、

高技能人员）同低学历产业工人所在区域。

２第二维度为外来年轻生活服务业从业人
员和本地农业人员的分化。方差贡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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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８９％，反映１３个变量的信息。同商业服务
业人员 （０９１５）、批发和零售业 （０８９１）、外
地户籍人口 （０８１６）、１６－３４岁 （０７６５）、房
地产业 （０６７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０５７６）、高中学历 （０５６７）、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 （０５１７）、住宿和餐饮业 （０４３９）
呈正相关，同本地户籍人口 （－０８１４）、农林
牧渔业 （－０６９３）、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０６８２）、家庭户 （－０６１２）呈负相关。总
体来看，该因子分类特征与男性类似，分离了

外来年轻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和本地农业从业

人员所在区域，但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涵盖了

更多行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在此类行业

就业更为广泛的特点。

３第三维度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方差贡献率为

６１０５％，反映３个变量的信息。同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８４１）、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０７１４）、水利、建筑和公共设施管理
（０５９７）呈正相关，可见这几个行业的女性从
业人员占比具有一定的相关特征。

４第四维度为因料理家务而暂未工作和建
筑业。方差贡献率为４８０３％，反映２个变量的
信息。同因料理家务而暂未工作 （０７８３）和建
筑业 （０６５１）呈正相关，反映了家庭角色对女
性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反映出这类区域通常具

有较多建筑业从业女性的特征。

５第五维度为有配偶就业人员。方差贡献
率为４１０３％，反映２个变量的信息。该因子同
有配偶 （０８２６）、３５－５４岁 （０４７５）呈正相
关。总体来看，该因子分类特征与男性类似，

识别出有配偶从业人员。

（三）男女就业要素构成主要维度的异同分析

对比可见，男女就业要素构成总体上具有

一定的同构性。第一、第二基本类似，说明存

在生产服务活动技术人员同产业工人、外地生

活服务业从业人员和本地农业从业人员的差异，

显示出南京都市区整体上三产中综合服务业同

二产 （伴随高阶层高技能就业人员同产业工人）

的分化、三产中生活服务业同一产 （伴随外来

就业人员同本地就业人员）的分化，这也是南

京在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各类就业要素的

结构性反映。第五维度也较为类似，说明两性

均存在有配偶的年长从业人员的地理集聚维度。

同时，男女就业要素构成也在如下方面存

在差异。在第二维度中所划分的外来生活服务

业从业人员中，女性明显包含了比男性更多的

生活服务业相关变量，反映出女性在相关行业

就业更为广泛的特点。在第三和第四维度中，

男性和女性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差别。男性就业

要素构成的维度为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

制造业，而女性则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建筑业。值得

注意的是，女性第四维度中同因料理家务而暂

未工作 （０７５９）呈强相关，而男性这一变量荷
载较小 （－０３３９），显示出家庭角色和家务劳
动对女性就业的更显著的负面影响。

三、南京市不同性别就业空间差异分析

（一）就业空间分布的性别差异

根据主因子的得分进行空间投影，识别出

的各类人群的集聚地。具体操作为：将因子值

根据ＧＩＳ中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Ｊｅｎｋｓ）分成由
高、中高、中、中低、低五类，并重点关注高、

中高类集聚地区加以分析。

１男性就业要素空间分布。第一维度 （高

学历城市户籍综合服务／低学历产业工人）的
高、中高值区呈集中 ＋散点分布。集中区基本
涵盖了老城全部区域 （除中华门街道）以及邻

近区域，其中，高值区基本集中在老城北部，

反映出行政管理、科教文卫、金融等行业和资

源的高度中心集聚，以及相关的具有城市户籍

的、高学历、高技能和高阶层就业人员的高度

中心集中特征。除此之外，高值区还分布于主

城区外的各分区区域中心，包括江浦 （浦口区

委、区政府所在地）、卸甲甸 （原大厂区区委、

区政府驻地）、雄州 （六合区区委、区政府驻

地）、东山 （江宁区区委、区政府驻地）、仙林

（大学城）和梅山 （原宝钢集团梅山公司社区

管理委员会）。极低、低值区则占据了主城南北

边缘 （极低值包括迈皋桥、小市、阅江楼、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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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和都市区的大部分区域 （极低值包括都市

区西南边缘的双闸、西善桥、板桥），东南的柘

塘、浦口的永宁、沿江和六合的大部分街道，

反映出低学历产业工人就业空间广泛且边缘化

特征 （图１ａ）。
第二维度 （外来生活服务／本地农业）的

高、中高值区较为广泛分布于主城区边缘一带

和邻近地区，以及江北的沿江、泰山、葛塘、

西厂门、长芦街道，这些地区离城市中心有一

定的距离，就业准入门槛较低的区域，吸纳了

较多外来生活服务业人员。江北沿江和都市区

最外围大片的极低值区和低值区则分布了大量

本地农业从业人员 （图１ｂ）。
第三维度 （建筑业）的极低、低值区呈主

城局部集中 ＋都市区外缘分布。其中，主城集
中于凤凰、江东、宁海路、湖南路、兴隆、双

闸、沙洲、赛虹桥、宁南街道，均为当时城市

建设的重点区域。都市区外缘则主要分布于横

溪、湖熟、淳化、柘塘镇、石桥镇、星甸镇以

及六合区北部 （图１ｃ）。
第四维度 （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的极

图１　男性就业构成要素主要维度空间分布图

图２　女性就业构成要素主要维度空间分布图

高、高值区成团块状散布。其中，老城和主城

团块分布在以玄武湖、夫子庙、新街口、中华

门为代表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北部、西

部和南部团块则均为都市区外缘景观资源丰富

的地区。极低值区分布于梅山、燕子矶、仙林、

西岗、卸甲甸、盘城街道，多为南京传统制造

业所在地，低值区则在都市区外缘，并围绕极

低值区域分布 （图１ｄ）。
第五维度 （有配偶就业人员）的极高值区

呈散点分布，包括梅山、西善桥、凤凰、卸甲

甸街道。高值区基本分布在极高值的邻近区域，

以及马群、尧化、栖霞、龙潭街道 （图１ｅ）。
２女性就业要素维度分布。第一维度 （高

学历城市户籍综合服务／低学历产业工人）分布
基本与男性相同，即高值区集中 ＋散点分布，
低值区外围边缘广泛分布。但高值散点区域相

比男性略少 （无梅山、江浦街道），表现出女性

更为集中分布的特征；极低值也较男性少，说

明产业工人集聚区较男性更少 （图２ａ）。第二
维度 （外来生活服务／本地农业）分布也基本类
似，不做赘述 （图２ｂ）。第三维度 （电力、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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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高值区呈团块散点分布老城边缘和主城外围

区域，包括华侨路 －挹江门、建宁路团块，瑞
金路、月牙湖、后宰门团块，梅山、板桥、西

善桥团块，江浦、顶山、泰山团块，卸甲甸、

西厂门、山番、葛塘、长芦、雄州团块，以及

红山、锁金村、燕子矶、尧化、仙林、栖霞、

龙潭、西岗团块 （图 ２ｃ）。第四维度 （因料理

家务而暂未工作和建筑业）高值区广泛分布主

城南部边缘、西北栖霞区的部分地区、六合区

部分地区、以及都市区南部大范围地区 （图

２ｄ）。第五维度 （有配偶就业人员）的极高值

区广泛分布于主城南部以及都市区外缘，与男

性同维度呈现较大的差异 （图２ｅ）。

（二）就业空间结构的性别差异

选用ＷａｒｄｓＭｅｔｈｏｄ聚类法和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测度方法，对主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划分
南京都市区男女就业空间类型。根据主因子的

平均得分研判各类就业区特征，分析男女就业

空间结构异同。

１男性就业空间结构：圈层 ＋异质点。将
男性划分为六类就业区 （图３）。第一类为高学
历综合服务活动就业区，在主因子１上得分较
高，老城集中＋外围 （江浦＋雄州）散点分布。
第二类为无配偶高学历综合服务活动就业区，

在主因子１上得分较高，在主因子５上得分较
低，散点分布于玄武湖、锁金村、仙林、梅园

新村、湖南路、宁海路街道。第三类为年轻外

来生活服务业就业区，在主因子２上得分较高，
主要集中在主城以外新城范围以内。第四类为

建筑业和生活服务业就业区，在主因子２和主
因子３上负值得分较高，分布于兴隆、沙洲和
宁南街道，为当时城市发展和建设重点地区。

第五类为制造业就业区，在主因子４上负值得
分较高，主要分布在新城及与其邻近的都市区

内缘。第六类为本地农业就业区，在因子２上
负值得分较高，主要分布在江北沿江和都市区

最外缘。总体来看，男性就业空间结构呈现明

显的圈层＋异质点结构。
２女性就业空间结构：圈层 ＋扇形 ＋异质

图３　男性就业空间结构

点。将女性划分为六类就业区 （图４）。第一类
为高学历综合服务活动就业区，在主因子１上
得分较高，集中于老城北部和主城南部沙洲、

宁南街道。第二类为年轻外来生活服务业就

业区，在主因子２上得分较高，集中于老城南
部和主城边缘。第三类为无配偶人员就业区，

在主因子５上负值得分较高，呈扇形分布在新
城区域。第四类为因家庭原因暂未工作人员分

布区，在主因子４上得分较高，广泛地分布在
都市区南部和北部区域。第五类为本地有配偶

年长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业就业区，分布

于梅山和卸甲甸街道。第六类为本地农业就业

区 （较少女性因家庭原因未工作），在主因子２
和３上负值得分较高，集中江北沿江和都市区
北部最外缘。总体来看，女性就业空间结构呈

现明显的圈层＋扇形＋异质点结构。
３男女就业空间结构的异同分析。总体来

看，男女就业空间结构均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

具体体现在从新街口中心向外扩散的综合服务

－生活服务 －制造业 －农业的就业人口布局，
符合传统中心城市的经典就业模型，也是基于

城市地租理论的最高效的土地利用分布。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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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男性主因子聚类特征值

就业区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因子４ 因子５

１高学历综合服务活动就业区 １０７４７８５ －０１２８６４ ０４３６２４５ ０７２００４８ ０３１９９４１

２无配偶高学历综合服务活动就业区 ２００２６３２ －０２２３６８ －０５２４４１ －０５１０９４ －１６３４７２

３年轻外来生活服务业就业区 －０４３４５７ １１３４１２３ ０２７１００４ ０３１３６６５ －０２２４２８

４建筑业和生活服务业就业区 ０２０７８２４ １８１１９９２ －２７７３７１ －０２１４９９ ０６４９６１６

５制造业就业区 －０４６７０５ －００９２４２ ０３７８７９３ －１１９９５６ ０４４７００１

６本地农业就业区 －０８４１１５ －１２６７８３ －０６７３９ ０４５０４６ －０２３８２２

表
"

　女性主因子聚类特征值

特征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因子４ 因子５

１高学历综合服务活动就业区 １５８５９２４ －０１６６２３ ０００９３１３ －０１３９８１ ００３７７９２

２年轻外来生活服务业就业区 ００１３９２１ １１０５８６９ －０１８８２ －０４８７１４ ０４２０９２８

３无配偶人员就业区 －０５４５３ ０６４７９ ０３４９６１７ ００５５６７５ －１２６４８９

４因家庭原因暂未工作人员分布区 －０５０２７３ －０４７２７１ －０１３０８７ １０５９５０４ ０４２６６１９

５有配偶年长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业就业区 －０３２２３５ －１２７４６２ ５０５２７１ ００１４６０８ １０４７５１８

６本地农业就业区 （较少女性因家庭原因未工作） －０８３４７２ －１３２６０７ －０７７７５２ －１１５５４１ －００００４３

图４　女性就业空间结构

结构伴随的则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职业阶层拥有

城市户籍就业人员、外来年轻的生活服务业就

人员、产业工人和本地农民依序占据区位优势

由高到低的空间资源，构建了一种以新街口为

中心的 “核心 －边缘”就业空间秩序。这种同
构一方面是南京都市区产业格局和用地规划的

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户籍制度 （城市和农

村之间、本地和外地之间）对空间分布和资源

占用的影响，综合反映出南京就业空间在产业、

阶层和制度影响下的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地理就业在中心圈层

（高学历综合服务）和外围圈层 （农业）的差

异是相对较小的，但两者的发生原因则极为不

同。前者更多的是受益于此区域女性的受教育

程度，以及同男性相同的人力资本；而后者则

主要由于农业经济活动基本以家庭为单位展开，

男女被纳入共同的农业生产，因此职业隔离并

不显著。

“核心－边缘”的就业空间秩序下，男女就
业空间结构的差异在 “边缘”地区尤为突出，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男性主导职业就业区的凸显。建

筑业和制造业是构成男性空间结构中重要的两

类区域。是这种男性主导一定程度上同南京第

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女性有更多机会涌向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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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城的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相关，这致使对

体力要求较高的建筑业和某些制造业职业男性

化更加突出。在空间结构上，即表现为建设重

点地区 （兴隆、沙洲和宁南）男性建筑业从业

人员的集聚，以及主城外围 （部分新城 ＋都市
区内缘）装备制造业等重工业地区男性就业的

集中。而在传统重工业的核心位置 （梅山和卸

甲甸），则还有较多的年长女性的从事相关制造

业，这也能通过女性 “有配偶年长的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业就业区”从侧面印证。

其二，是女性家庭要素关联就业区的识别。

无配偶就业人员和因家庭原因暂未工作的两类

女性被辨认出来，成为女性就业空间结构重要

的两个构成。现有理论研究———如企业效率论

（企业会使用性别特征来判别应聘者的生产力而

将女性安排在某些特定的职业，如一些事务性

的工作，通常不雇佣怀孕或有年幼子女的女性）

和理性选择论 （女性因为更多的家庭负担可能

选择准入准出门槛较低的职业，一些有孩子的

女性会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可以对女性

在某些职业的特定就业、以及因家庭原因暂未

工作进行一定的解释。沿着这一思路，笔者认

为，无配偶女性在新城地区的集聚极大可能是

由于新城中能够提供大量适合女性的事务性工

作的岗位，而因家庭原因暂未工作的女性则广

泛分布于新城之外的都市区边缘一带，并同女

性就业机会较少的男性制造业就业区有大量重

叠。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女性一方面可能是有

刚性育儿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在居住

周边一定范围内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无法兼

顾家庭和工作而不得已离开工作岗位。可以看

出，南京都市区女性就业存在边缘化的情况

（特定的职业或失业），在空间上表现为占据区

位优势资源较低的 “核心－边缘”结构的边缘。
同时，这种边缘空间本身是生产性的，很可能

进一步导致女性就业边缘化。

结语

本文以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
础，运用主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对就业状况、

人口素质、家庭角色、制度要素等多维度变量

的综合分析，探讨南京都市区男女就业的差异

维度及其空间表现。主要结论如下：（１）男女
就业要素构成维度呈现总体同构性和局部差异

性。前者表现为两性共同的高学历城市户籍综

合服务从业人员同低学历产业工人的分化，以

及外来生活服务从业人员同本地农业从业人员

的分化；后者表现在男性的制造业维度和女性

的因料理家务而暂未工作维度，反映出行业种

类和家务劳动的性别化特征。（２）男女就业空
间结构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体现在从新街口

中心向外扩散的综合服务 －生活服务 －制造业
－农业的产业布局，其伴随的则是城市户籍高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阶层就业人员、外来年轻就

业人员、产业工人以及本地农民依序占据区位

优势由高到低的空间资源，构建了一种以新街

口为中心的 “核心 －边缘”的就业空间秩序。
（３）男女就业空间结构差异在 “边缘”区尤为

突出，具体表现在男性主导职业就业区 （建筑

业和制造业）的凸显，以及女性家庭要素关联

就业区 （无配偶就业区和因家庭原因暂未工作

就业区）的识别。（４）女性因家庭原因暂未工
作就业区同女性就业机会较少的男性制造业就

业区有一定的重叠，暗示就业空间的边缘化具

备一定的生产性，很可能进一步导致女性就业

的边缘化。

本文试图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南京都市区就

业空间的性别差异情况，以期更精准地了解城

市就业空间内部差异化的分布表征，加深对城

市空间运行背后性别权利逻辑的理解。本研究

仍存在诸多方面限制：首先，本文研究数据采

取了以居住地为口径的人口普查数据以期对多

维度的就业要素进行分析，用其探讨就业空间

（尤其是针对职住分离群体）不免会产生一定的

偏差。其次，研究单元采用行政区域的街道范

围，并不能精确反映劳动力市场中人口和就业

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此外，在具体分析上，

对更详尽的职业或行业分类体系越能精准地判

定性别差异和隔离程度，本文在职业和行业大

类的基础上对空间分异进行的探讨，而非更详

尽的职业细分类别，这也有可能导致研究结论

与实际之间存在差异，这些都有待于后续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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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研究和探讨。

注　　释：
①南京市曾在２０１３年初进行区划调整，本文研究单元

的划分为同人口普查数据一致，以２０１０年区划和街
道单元划分为准，并将栖霞经济开发区、南京经济开

发区、板桥新城和雨花经济开发区数据分别并入尧

化、燕子矶和西善桥街道，以便于分析。

②其中，鼓楼区人口普查数据较经济普查数据较偏少，

浦口区和六合区人口普查数据较经济普查数据偏多，

说明鼓楼区的实际就业岗位要更多，浦口和六合的就

业岗位更少，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③此行业指标依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行业指标分

类。其中，采矿业因为从业人数较少、且同其他指标

具有强相关性而剔除。

④２０１４年７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

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本研究数据来源为

２０１０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因此仍能区分农业户
口和非农业户口。

⑤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Ｊｅｎｋｓ）是一种根据数值统计分

布规律分级和分类的统计方法，能使类与类之间的不

同最大化。

⑥当然，这一结果也很可能同数据本身的缺陷有关，数
据基于居住地口径的采集，对于这一结果的另一解释

是，单身女性倾向于在有投资潜力的新城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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