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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报告以 1970 年前后出生于农村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关注她们的职业生涯

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本报告的初衷是试图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个主要问题做出回

应：为什么同样是 70 年代出生的农村女性，有部分人选择了低收入性工作，而

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了其他的工作？但是这样的问题过于复杂，而且本身带有很强

的倾向性。因此，我们把具体的研究问题修正为：在同样的大社会背景之下，有

什么具体的情境因素、个人生活经历影响了 70 年代农村女性不同的职业选择？

性工作究竟给这些农村女性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们继续

留在性产业？鉴于大多数文献已经关注到这些女性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

制约，以及性工作的风险，本报告尤其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去探索性工作对于这

些女性的意义。 

本报告以深度访谈法为主，观察法为辅收集资料。在 2014年 1月至 12月间

共访谈了 37位 70后出生目前在天津工作的农村女性，其中女性性工作者 21人，

非性工作者 16 人。女性性工作者主要来自低档场所，非性工作者主要涉及小摊

贩、工厂女工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报告的研究者与访谈员来自女性性工作

者草根组织。她们有多年接触当地性工作者的经验，与本地性工作者群体建立了

很好的信任关系。这样的关系，不仅有利于访谈，也有利于日常观察以及对于被

访者工作及生活情境的体验。访谈的内容偏向女性个人生活史，主要涉及访谈对

象的原生家庭、受教育情况、婚姻、工作经历四大块的内容。扎根于访谈对象的

这些具体生活经历，通过比较分析女性性工作者与非性工作者在这些方面的异

同，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的不同职业选择。 

本研究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发现： 

主要发现之一：生于七十年代的农村进城务工女性，不管是否选择做性工

作，她们大部分人在童年经历、受教育情况、进城务工原因和过程、择偶结婚

等方面存在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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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首先，她们对于大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的体会具有相似性。她们对

家乡有着相似的记忆：农村经济逐渐凋敝，务农收入无法负担生活成本和未来发

展。艰苦的劳动、农村匮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让她们想要脱离农村和农

业劳动。外出打工者衣锦还乡的表象，也让她们对城市充满向往。亲戚、同学或

朋友在她们外出打工方面（包括目的地城市的选择和行业的选择方面），扮演者

重要他者的角色。但是，随着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她们在城市的境况也不好。 

其次，农村地区受传统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受访者都在成长经

历中遭受过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在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工作权和继续教育

权等方面，都体现出弱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初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上（最早听说小姐的时候），

她们是没什么区别，看法和态度都是一致的。都有看不起性工作者的，有羡慕性

工作者的，也有觉得无所谓的。 

主要发现之二：社会支持系统是影响某些女性选择了性工作，而另外一女性

没有进入性产业的重要具体情境因素。本报告总结的社会支持系统具体包括家

庭支持、经济压力、就业保障与社会保障。 

相比于非女性性工作者，在低档性工作场所从业的女性，她们无论在原生家

庭还是婚后家庭中，都更加缺乏必要的支持系统。尤其是在她们离婚之后，缺乏

来自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农村社区对失婚女性的歧视也加剧了她们的孤立困

境。 

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有更大的经济压力。她们通常是原生家庭和婚

后家庭的经济支柱。虽然 1970 年代生农村女性都面临家庭经济压力，但非性工

作的女性通常有家庭成员共同分担，而性工作者则需要独立支撑整个家庭的发

展。 

低文化程度、缺乏必要的职业培训和就业保障，使得现在进入中年的女性性

工作者很难找到工资较高社保完善的工作。这是她们目前依然留在性产业的原因

之一。缺乏社会保障，也是她们努力多赚钱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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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发现之三：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在从业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职业风

险（比如被打、被抢、被抓，感染性病等等），但是性工作也有很多的积极因素

吸引她们继续留在性产业。 

 首先，相比于非性工作者，性工作者在自我健康、自我形象、自我情绪和自

我性欲上都有更多的知识与关注。这些女性性工作者认为自己比之前更加会关注

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性欲望。包括平时的健康保健、身体打扮与处理性关系、性

技巧方面都更加具有自主性。 

 其次，随着性工作者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各方面的变化，她们的家庭地位开始

上升，开始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她们能更加自主地支配自己的钱。而非性工作者

虽然也掌握家里的钱，但是在如何支配钱上，她们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性。 

再则，女性性工作者明显察觉到自己的生活圈和朋友圈扩大了，因为工作的

原因她们可以和更多人的接触，了解更多的东西，她们的支持网络广度和强度也

在增加。而这点，在非女性性工作者中并不显见。 

此外，有部分女性在性工作这个行业里才开始体会到亲密关系的美好，也学

得了更多的性技巧与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 

 概括而言，1970 年代出生的农村女性身上具有很强的共性特征，她们都处在

社会的底层。但是，相比于非性工作者，女性性工作者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加

弱。在理解“为什么做/不做小姐”这个问题时，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农村的排挤、

原生家庭的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社会对贫困的歧视、生

存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性别歧视等等因素都不能忽略。进入性产业之后，

在经受着性工作因为其劣势的工作环境给她们带来的痛苦的时候，这些农村出来

的女性也经常谈到这个行业给她们带来的好处和快乐。这个行业给她们带来了经

济上的改变，让她们能养活自己和家庭，也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决策

权；性工作也扩大了她们的生活圈与朋友圈；她们在健康、身体打扮、性欲望、

处理亲密关系等方面也更加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而这些不同层面的“吸引力”、

性工作之于 70 后农村女性的这些正向意义往往是社会主流及研究者们所忽略

的，也是本报告要重点强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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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目的 

（一）项目缘起 

1970 年前后出生的农村女性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城乡流动大潮，至今她们

已近中年，分散在不同行业。目前对中国城乡流动的研究发现，农民的城乡流动

多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 农村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逐渐被纳入全国市场体系

中，粮食、教育和医疗等日渐需要现金支付；其次，小农经济逐年凋敝，维持农

村家庭温饱的能力有限；再次，亲属或同村人的出外打工经历吸引农民入城等等。

另外研究发现1，农村女性的打工趋势也受到以下特殊的因素影响: 

1. 1970-1980 年代，承接社会主义时代对劳动女性的颂扬，农村女性经济地

位和社会地位有所上升，农村社会也开始出现打工返乡女性地位明显提高的现

象，打工返乡女性在村落和家庭中都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2. 亲属（尤其是女性亲属）的打工经历和建议通常会影响女性选择所到城市

和行业； 

3. 农村家庭分工仍然按照传统性别角色进行，即使要出外打工，女性仍需要

承担更多的家庭照顾责任，家人情况仍然深刻影响农村女性职业选择。 

聚焦到 70 年代的出生在农村的女性，她们历经包产到户、下岗、城乡社会

保障体系隔离、妇女解放、性观念变化、计划生育、物价上涨等等的社会变迁，

她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是传统的，而等她们长大的时候，整个社会却

向现代化发展。传统要求她们遵循男强女弱的思想，要求她们重视家庭的概念，

现代则要求她们走出家门，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她们整个群体临界中年的今

天，体现出群体共性的问题，例如大部分从事低收入服务业，男女同职位但不同

酬劳，担负家庭照顾和工作双重压力等。其中更有部分女性选择进入了低收入的

性行业，这个选择让她们成为道德指责的对象。 

                                                             
1 姚先国、胡凤霞：”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研究问题综述”，载于《生产力研究》，2009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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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以往针对农村进城务工的女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农村女性到城市务工之后

对其家庭关系的影响、城市适应问题、就业状况研究、职业权益保障等议题，较

少关注到女性性工作者这个处于道德边缘的人群。 

女性性工作者也属于进城务工的女性，因此她们与其他的进城务工女性有很

多的共性。在刘妍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中，她的研究结果表

明与农村男性劳动力相比，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率较低（转移指从农村转向城

市），且更多的是集中在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部门，就业形态很差。这个结果和我

们在访谈对象中发现的情况是一致的，无论是我们调查的性工作者还是非性工作

者都是属于非正规就业，很难有在城市正规就业2的农村女性。 

张云英、胡双喜在《农村女性进城务工对农村家庭关系的影响》一文中认为，

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务工，她们经济上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促使她们在家庭经济地

位上的提升，也提升了她们在（家乡农村）社会上的地位。本报告在调查中也发

现，农村女性进城工作后家庭经济地位有所上升，不过性工作者和非性工作者相

对比的情况下，性工作者无论是在原生家庭、婚后家庭还是社会地位上的提升都

超过了非性工作者。 

相比于针对农村女性进城务工的各种丰富研究，少有的研究涉及到女性性工

作者人群，有从职业流动（主要是进入性产业之前的职业流动）的角度来探讨部

分女性是如何进入性产业的（黄盈盈，潘绥铭，2003），也有研究女性性工作者

性病、艾滋病防治等医学问题，但是，关于女性性工作者这个人群的其他研究依

然非常缺乏。 

关于农村女性进城务工问题的研究不把女性性工作者包含在内，研究女性性

工作者的研究又很少去研究她们背后的家庭、婚姻等，这些研究难以帮助我们理

解某个时代背景下的女性的职业选择（尤其是选择进入性产业）。 

                                                             
2
 正规就业指工作者在工作单位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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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希望能以 1970 年前后出生于农村的女性职业生涯选择的影响因素为

大背景，通过个人访谈(个人口述史)和文献回顾等研究方法，探究她们在社会变

革中的跌宕命运。其中特别关注，为什么她们中有部分人选择了在低档场所做性

工作，背后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工作究竟给她们带来了什么

样的改变？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们继续留在性产业？  

（三）研究对象、目的和意义 

  目前研究性工作者为何从事性行业研究不少，而本次研究聚焦在 1970 年代

前后出生农村的，在低档场所从事性工作3的女性群体。在她们身上明显体现出

社会变迁对她们生命的影响。本次研究从她们的家庭、婚姻、教育、职业历程等

多个方面揭示她们的生活，阐述整个社会变化对个人生命带来的影响，以此来全

面看待中年低收入性工作者的生命历程，让更多的人理解她们的生活。 

  本研究在关注到性工作者所处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之外，尤其关注推动这些女

性进入性产业的更为具体的情境与个人因素；在注意到这些女性所面临的职业风

险的情况下，尤其关注性工作对于这些女性的意义，关注吸引她们继续留在性产

业的那些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访谈对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为了更好地阐述影响 70 年代生农村女性进入城

市选择行业的影响因素，本报告将把相同背景的即都是农村的 70 年代出生的性

工作者和非性工作者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本报告收集的资料还包括非性工作者。

报告中的性工作者是机构工作人员在外展中发现符合“70 年代出生”、“农村”

两个条件，即把她列为访谈对象。非性工作者是通过与周围的其他女性接触，如

家附近的水果摊摊主、小吃店老板娘、工厂女工等，通过与她们交谈，只要满足

“70年代出生”、“农村”两个条件，即邀请其成为访谈对象。 

                                                             
3
 低档场所的性工作指的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足疗店、路边店、桑拿和洗浴等场所的涉及性交易的工作。

该领域内，老板与服务员之间差别细微，部分亦有合伙关系。店内人数 1-15 人不等，面向顾客主要为本地

低收入和进城务工男性。人均价格从 30-100 元/次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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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的资料收集方式具体为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共访谈了 37 位女性。

访谈者是本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多年接触性工作的经验，与本地性工作者群体建

立了很好的关系。这也是本研究区别于以往大部分研究的特点之一：由社群组织

发起与实施。研究过程中，访谈人员和符合要求的研究对象进行多次接触，贴近、

观察研究对象的生活，并且将观察所得资料一并记录在研究对象的资料里，用于

资料分析。 访谈员运用深入访谈法对每个研究对象进行至少 3 次访谈，每次访

谈为一小时左右，充分获得研究对象的信任，通过深入交谈得到尽可能真实的资

料。研究对象的选取尽量考虑的信息最大化原则，但是受限于实际能接触到的女

性性工作者的局限，信息的丰富性上还有待完善。根据知情同意的原则，访谈人

员会事先告知被访者研究目的与资料保密的措施。 

访谈的内容主要涉及访谈对象的原生家庭、受教育情况、婚姻、工作经历四

大块的内容。原生家庭具体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在村中的地位、父母感情、与兄

弟姐妹感情、家庭教育、童年经历等；受教育情况包括上学年龄、辍学年龄、何

原因辍学、上学情况、学校经历等；婚姻包括恋爱经历、择偶过程、结婚或离婚

情况、新家庭经济状况、子女情况、夫妻感情等；工作经历包括择业经历，工作

转换情况、收入变化、何时入行（限性工作者）等。访谈内容几乎涵盖了访谈对

象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生命历程。 

三、主要发现之一：生存背景的相似性 

（一）调查对象基本资料 

     本次研究共访谈了 37 人，其中性工作者 21人，非性工作者 16人。 

编号（代号） 出 生

年 份

（年） 

地域 婚姻状况 是否有孩

子 

职业 （ 性 工

作）入行

时间 

学历 

1 S01 74 湖南 已婚 有 性工作 2005 高中 

2 S02 73 四川 丧偶 有 性工作 2004 初中 

3 S03 74 广西 离异 有 性工作 2009 小学 

4 S04 79 湖北 离异 有 性工作 1999 初中 

5 S05 71 河南 已婚 有 性工作 2012 初中 

6 S06 78 湖南 已婚 有 性工作 2003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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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07 74 吉林 已婚 有 性工作  初中 

8 S08 72 山东 离异 有 性工作 2008 小学 

9 S09 68  离异 有 性工作 1999 初中 

10 S10 73 甘肃 已婚 有 性工作 2005 小学 

11 S11 71 山西 离异 有 性工作 2009 高中 

12 S12 78 江苏 丧偶 有 性工作 2011 文盲 

13 S13 75 甘肃 已婚 有 性工作 2004 文盲 

14 S14 78 东北 已婚 有 性工作 2010 初中 

15 S15 80 甘肃 已婚 有 性工作 2010 初中 

16 S16 71 陕西 已婚 有 性工作 2014 小学 

17 S17 71 河南 离异 有 性工作 2003 小学 

18 S18 78 云南 离异 有 性工作 2001 小学 

19 S19 72 浙江 离异 有 性工作 2002 小学 

20 S20 78 河南 已婚 有 性工作 2002 文盲 

21 S21 76 吉林 离异 有 性工作 2000 初中 

22 F01 78 吉林 已婚 有 化妆品  高中 

23 F02 70 河南 再婚 有 假发厂  文盲 

24 F03 77 河北 已婚 有 工厂  小学 

25 F04 68 湖北 已婚 有 个体  小学 

26 F05 76 吉林 已婚 有 黑出租车  初中 

27 F06 74 河北 已婚 有 工厂  高中 

28 F07 78 辽宁 已婚 有 家庭主妇  小学 

29 F08 73 河北 再婚 有 工厂  初中 

30 F09 78 黑龙江 已婚 有 个体  小学 

31 F10 79 吉林 已婚 有 个体  小学 

32 F11 79 山西 已婚 有 工厂  初中 

33 F12 79 河北 已婚 有 个体  中专 

34 F13 75 山东 已婚 有 保洁  文盲 

35 F14 73 河北 已婚 有 家庭主妇  文盲 

36 F15 74 河北 已婚 有 个体  初中 

37 F16 71 河北 已婚 有 超市  小学 

（二）访谈对象的相似经历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生于七十年代的农村进城务工女

性，不管是否选择做性工作，她们大部分人在童年经历、受教育情况、进城务

工原因和过程、择偶结婚等方面存在一些共性，或者说相似性。 

1.经济与社会的变化 

中国农村的凋敝与城市的排挤，在她们个体的身上打下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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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家乡的记忆：农村经济逐渐凋敝，务农收入无法负担生活成本和未来发展。 

  “我和我妈放牛，我大哥才 17、8 岁，不太会插秧，地里没人干活，在插秧的

时候我妈妈就找人帮忙给插秧，我家管饭，人家给插的秧苗距离很远，就减少产

量了，粮食下来后还要交公粮，交税什么的，还要卖点粮食好买农药什么的，加

上我和我哥哥们都是能吃的时候，一顿能吃一大碗，所以我家经常不够吃的，我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跑到我们邻居家蹭吃的。”（S17）4 

  “我们那里种麦子、玉米、花生，等 80年以后我们那才分地，一年就靠卖点麦

子和花生换点钱，卖的钱刚够家里买油盐酱醋的。小的时候我们家把花生都卖了

以后就留了点种子，把那个种子挂在房梁上怕老鼠偷吃，我小的时候也不懂事经

常拿个凳子站着把装花生的袋子弄一个洞偷吃花生。”（F16） 

1.2  出外打工的原因： 

艰苦的劳动、农村匮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让她们想要脱离农村和农

业劳动。外出打工者衣锦还乡的表象，也让她们对城市充满向往。 

“夏天的时候我妈就带着我到地里给大豆拔草，太阳越大，越要去拔草，

这样拔下来的草就能被晒死不会再活了。大豆的苗长到半米高，头要伸到苗下面

才能看到草，屁股和后背在外面晒着，头在里面看着草，下面一点风都没有，脸

被大豆叶子刮来刮去火辣辣的，那时候我就发誓我长大了一定不种地。”（S21）   

“就上到几年级，小学没毕业吧，我念不下去书了，就不念了，说啥都不

念了，我妈就说你不念书你能干啥？我就说我要出去打工，自己找工作......

那时候我们村里已经有人出去打工了，他们哪都去，很挣钱了。”（F09） 

1.3 进城打工：最初对城市的设想与接触受周围外出打工者较大影响。 

      若干研究也指出，农村女性出外打工，通常都是与周围的亲戚、同学或朋

友一起出发，在目的地城市的选择和行业的选择方面，也受其较大影响。 

                                                             
4
 文中所有访谈对象均采用代号，其中 S 代号表示性工作者，F 代号表示非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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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堂哥的舅舅带我来了天津,介绍我在一个草席厂,做草席。”（F03） 

“之后我表姐回家来，说要到湖北去开饭店，我就偷偷摸摸跟着我表姐去湖

北打工了。”（S05） 

“我就和我们村里的女孩一起来天津学做足疗，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是到

了天津人家才教我，我才学会的，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做，也不会忽悠。”（S20） 

    基本所有人第一次外出打工都是由亲戚朋友熟人，尤其是女性亲属等介绍或

者带领或者同行。 

    黄盈盈和潘绥铭在《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一文中指

出“从其他职业”到“做小姐”，其实只是一种得失平衡，只是对于一个大体不

变的总量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小姐以牺牲福利待遇、可能附带的权力、社会声望

等方面的利益，来换取较高的收入、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所以我们认

为，从总体上来说，这仍然只是一种职业平移”，本研究报告在资料分析过程中

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职业平移的现象。 

1.4 城市生活的变化：生活成本的逐年提高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她们在城市的生活的境况也

很不好。 

“我就带着孩子给老公和他工友做饭洗衣服,他们八个人在我家吃,我还洗

衣服,他们每个月给我 40块钱.我还捡破烂,但是还是不够花。”（F02） 

“我就学理发了，自己开个理发店，那时是 17,8 岁的样子，也没有雇人，

就我自己干，从早站到晚，有时累得回到家啥都懒得干了，雇不起人啊，屋子小，

如果雇人的话就要换个大点的房子了，可是房租又贵，也没啥钱。”（S19） 

“老公去河南新乡打工,我也去了，当时在那里老公一个月就挣 800 块钱,租

房住一个月 150-200,我带着孩子不上班,钱根本不够用”（S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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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个月能赚 4000、5000 左右，每个月除去 1500 的房租，吃要 1000，

电费要 300左右，500 的日用，再给父母点，也剩不下啥钱。我姐姐她们的意思

就是父母轮流照顾，一人四个月。所以现在父母在我这里住呢，如果不接来住我

就要回老家照顾，那样两边都要租房子，要掏房租，在老家我一分钱都挣不到。”

（S09） 

2.社会性别因素对她们的影响 

农村地区受传统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受访者都在成长经历中遭

受过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在教育、婚姻、工作等方面，都体现出弱势。  

2.1 教育 

访谈中发现，在受教育方面，1970 年代生农村女性的家长普遍认为女孩可

以不上学，或者可以少上学，即使受访者希望能继续读书，也会受限。特别值

得指出的是，部分受访者是考虑到家庭无力承担而自行选择辍学，说明农村女

性内化的社会性别意识也限制了自我的发展。 

“我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我语文不好，但我数学学得好，父母嫌弃我是女

儿，觉得能不念就不念吧，他们就想我回家种地。”（S05） 

“七岁上学，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书了，当时上三年级的时候就断断续续的，

上到四年级就不去了。我弟弟妹妹都比我小很多，父母要种地没人管他们，就让

我回家管他们，当时同村的女孩都差不多，家里要干活什么的，很多都不上了，

我也就跟着不上了。”（F03） 

“我上一年纪的时候妈妈又带着我到姥姥家了，把我送到了学杂技的地方，

让我跟着学杂技，那时候我骨头太硬，那些弯腰的动作总是做不好，我在那里呆

了半年，可苦了......后来等我回家以后又从 1 年纪开始上学。我 16 岁小学才

毕业。”（S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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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报名的时候我就偷偷去了,老师就问我家长,我说我妈没来我爸在干

活,老师就说不行,必须有家长来才能报名,我爸来了把我背回家去了,不让我上.

我一天学都没上。”（F02）  

2.2 婚姻 

在选择婚姻的时候，70 年代女性也受到很大的社会性别的影响。她们不仅

受限于传统贞洁观念的影响，也纠结于自我对浪漫爱情和幸福婚姻的想象。 

“腊月初六前夫他们家来瞧我家,然后三月二十七的时候他就说让我跟着他

去他嫂子家串门,还让我带了衣服。在他嫂嫂家住了两天，我跟他嫂子睡的,他跟

他哥睡的，我们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我说我要回去了,他说不行,现在大家都知

道你跟我结婚了,你回去你爸会把你打死。我说怎么就结婚了呢?明明什么事都没

有，怎么就结婚了？我就回去了,我爸就骂我还没跟人家结婚就跟人家跑了,我爸

我妈就去他们家说把婚事办了”（F02） 

“经人家介绍就认识了我老公，那时候我奶奶说人挺老实的，家庭还行，我

们就见面了，他比我大 5、6 岁呢，我也什么都不懂，认识了没几天就让人家给

霍霍（发生性行为的意思）了，现在想想就是给强奸了。这事也没敢告诉我奶奶，

其实我也不喜欢她，奶奶也能感觉到我不喜欢。她就说：‘没事不喜欢就不跟他，

反正也没被他霍霍’我想着都跟人家了就嫁给他吧。”（S08） 

除了既成“事实”或社会舆论而促成的婚姻外，在访谈的 23 个人里面，17

个人的丈夫都是通过亲戚朋友熟人介绍的。 

“16 岁的时候父母就给我订了亲,我父亲和我公公是朋友，所以就定亲了。”

（S05） 

“后来就有人介绍我老公给我,老公的叔叔的媳妇儿是我婶婶,所以婶婶就

来跟我说......婶婶问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和我老公家比较熟,觉得我老公人

还可以,就同意了。”（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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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也无法主动选择离婚。当时的社会非常歧视离婚的女性。有的女性自

己都认为自己离婚了就像犯了很大罪一样，自己都觉得离婚很丢人。 

“我们老家对离婚带孩子的特别有偏见,后来人家给我介绍什么精神病啊残

疾人啊来处对象,当时我都快神经病了。”（S11） 

2.3 就业 

受访者都表示，农村女性在城市找工不易，除了亲属介绍外，流水线、建筑

小工和低端服务业成为主要可选工种，但这些工作劳动条件和待遇较差，于是

所有人都有过频繁的换工经历，甚至还有多人遭遇过欠薪、工伤等。 

“我们村里有人认识一个廊坊棉花厂的,就让我去那干,我就去了,在那弹棉

花,干了一个冬天,年底的时候回家了.那也是包吃住的,100 块钱一个月.回家过

了年,又去了廊坊,在一个地毯厂干了一年,之后去了冷冻厂,就是冻菠菜出口,又

去了窑厂。2000年，我们村里有人在一个假发厂工作,说厂里缺人,我就去了.也

是计件的,1000多一个月,不包吃住.每天要加 5个小时的班......后来在那干了

两年多,我眼睛不行了,那个东西太费眼睛了,我就不干了”（F03） 

“我看见一个火锅店贴着招聘，1300一个月，我赶紧就去了。后来在那被人

欺负受气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就上十一经路（地名）找工作，有一个开洗衣店

的老板就让我去，说一月给我 1500，比之前高我就去了......有一个照顾老人

的活儿，我就去了，不去没办法啊，有活就赶紧跟人家走啊，不然晚上没有地方

住，也没有地方吃饭啊.”（S03） 

“那个假花厂 200 块钱一个月，我上的是两班倒的班，每次要上 11-12个小

时。厂里用机器轧花，温度必须在 100度以上才能成型，不能用电扇，因为电扇

一吹叶子啊什么的都飞了，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在里面上班，汗水不停的流，特

别热，特别累。”（S01） 

年纪大、学历低、缺乏专业技能让这些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陷入无法摆脱的泥

沼，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面临越来越恶劣的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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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她们最早对性工作者的看法没有区别 

      在最初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上，她们是没什么区别，看法和态度都是一致的。

都有看不起性工作者的，有羡慕性工作者的，也有觉得无所谓的。 

   “听见村里人说有一对表姐妹在外面干小姐，还给人家生孩子了，挣了好多钱，

她们回去把自己家人都搬到县城去住了，还买了门脸。她们穿的衣服就和我们不

一样，我之前认识她们也跟她们说话，之后我就再不跟她们说话了。那时候心里

可瞧不起她们了，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就是穷得喝白开水也不会去干小姐。”

(S03） 

  “在广州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小姐，我当时就觉得这些女的很风流都不

是好人，我在老家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些。有小姐在街上走，有的人就会说看这

些女的，是鸡婆。她们穿得很暴露，脸化得跟妖精似得。我就是觉得小姐太轻视

自己了，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什么人都去（意思是什么人都可以找小姐），我看

见这些小姐，心里觉得很愤怒，就觉得她们轻视自己，就跟家里的畜生一样。”

（F04） 

“镇上基本 70%-80%有点姿色的小媳妇大姑娘都出去干小姐了，大家条件都

不好谁都不笑话，那时候她们穿的都很好，那时候她们穿的裙子都是我们镇上没

有卖的，过年回家还有穿貂皮大衣的......我当时可羡慕人家穿的好了，也自由，

穿的好戴的好。”（F05） 

通过上文的呈现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1970 年代前后出生的农村女性经

历了中国农村经济逐渐凋敝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外出打工亲属、同学的衣锦

还乡。但当她们进入城市后，发现城市并非遍地黄金，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

让她们时时感到贫困的危机。加上她们由于农村传统社会性别偏见的影响，在

学历、工作和婚姻自主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同时在家庭照顾，养儿扶老方面肩

负更多压力，导致她们整体处于结构性弱势和脆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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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发现之二：社会支持系统与职业生涯选择 

  尽管在大的社会背景方面，七十年代出生的进城务工农村女性存在一些相似的

因素，但是，她们所面临的具体生活情境的不同，又会影响其不同的职业选择。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系统就是影响某些女性选择了性工作，而另外一女性则

没有进入性产业。 

 社会支持是指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

性和表达性的支持。工具性支持是指运用人际关系为手段以实现某种目标，如

找工作、借钱等，表达性支持既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包括分享感受、发

泄情绪等。5 

 本报告主要从访谈对象的家庭支持、经济压力、就业保障、社会保障四个

方面来表现她的社会支持系统。 

（一）家庭支持少 

    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原生家庭和婚后家庭中，缺乏必要的支持系统，

更有甚者，农村社区对失婚女性的歧视也加剧了她们的孤立困境。 

在访谈的性工作者中半数是离异或丧偶的女性，且没有再婚，而在非性工作

者中离异的仅有两人，且目前这两人已再婚。离婚的女性性工作者丧失了家庭

支持，情感上无人慰藉，经济上陷入困窘。此外部分女性性工作者的原生家庭

对她们也不提供支持，让她们失去了有力的后盾。 

  “我抱着孩子回我父母家,我爸三天都没看我孩子一眼,我妈还是给我照

顾了一下孩子,我连孩子奶粉钱都没有,孩子就吃淀粉加点红糖.我父母想让我把

孩子送回他们家,我把孩子放在床上,我自己出门走了假装不要孩子了,结果出门

看见一个人抱着孩子过来,就想到我的孩子，孩子就留下了.那时候真是没钱啊，

有次给孩子煮的鸡蛋糊了，没舍得扔，就给他吃了，加上着凉就拉肚子了，很严

重，医院让交 500押金，我没有，我一宿没睡，就给孩子喂了点水，孩子就那样
                                                             
5
 《2009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教材编写组 编写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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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过来的。孩子一岁的时候,我上北京起诉离婚,前夫不愿意离,他上诉到了二级

法院,官司打了三个多月,胜诉后只要离婚其他的一分钱没要.从法院出来后我就

觉得自己很自由,彻底解放了.办完离婚手续之后,我给济南的一个表姐打电话,

想去济南工作,她是铁路上的领导，给我找个工作是没问题的,结果她不给我找工

作让我回家，我在她家呆了一天就走了”（S11） 

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对于离婚的女性偏见和歧视很严重，这对离婚女性造成

了很大的痛苦。也有的女性因为担心被人笑话和孩子没有父母了而选择不离婚。 

“我们老家对离婚带孩子的特别有偏见,后来人家给我介绍什么精神病啊残

疾人啊来处对象,当时我都快神经病了。我在外面都这样(她学了一个动作,头埋

得很低,看人就是把眼睛稍稍往上看，不敢直视人家）。还有人说我是干小姐的,

其实那会儿我真不知道小姐,要是干小姐了我也不会怀孕啊。”（S11） 

“我们两又吵架，我老公为这件事说了三次离婚，但是我都不同意，我从来

没想过和他离婚，因为我不想和我孩子分开，如果离婚，三个孩子肯定会分开，

有的没妈有的没爸，我也不想这样。离婚也会让人家笑话的。”（S10） 

而非性工作女性，即使离婚，也有更强的原生家庭支持网络。 

“离婚之后是我弟弟和我哥把我接来天津，他们说的有他们一口吃的就不会让

我饿着。就连找的这个工作，送礼花的 900 块钱都是我弟弟给拿的，我弟媳妇对

我也可好了，上市场要是看到好看的衣服就会给我买呢。”（F02） 

离婚对女性来说是很大的打击，社会在那个年代对离婚女性的歧视让她们遭

受身心的伤害。 

“离婚之后半年，我心情都特别不好，想我孩子。我给我女儿寄钱寄衣服，后

来我去看我女儿，我前夫的弟弟的媳妇儿告诉我说让我不要再寄钱了，因为我寄

的钱都被我前夫拿去赌了，我孩子一分钱都没用上。”（S09） 

（二）经济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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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有更大的经济压力。她们通常是原生家庭和

婚后家庭的经济支柱。虽然 1970 年代生农村女性都面临家庭经济压力，但非性

工作的女性通常有家庭成员共同分担，而性工作者则需要独立支撑整个家庭的

发展。 

在走入性行业之前，家庭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抚养孩子、赡养父

母、买房子等等，一系列的生活压力都压在她们的肩上。 

“2003 年的时候我还想出去打工，因为我放在我妈那里的我之前在外面打工

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我孩子生病借姨妈的钱也是回家拿的钱还的，还有家里的

其他开销都是从我妈那里拿的。要不是有这些钱这日子怎么过呢，后来我表妹知

道我要出来打工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天津，那时候她说她开了一个理发店，一个

月能挣 1500-1600元，还不累。我就想去天津，家里没有路费钱，让我老公去借

我老公也不管我，后来我回我妈家，我妈妈向邻居借了 700 块钱来的天津....

现在我就想多挣点钱让孩子好好的上学，多寄点钱回家，让我妈过的好一点。孩

子不愿意在寄宿学校，我就给我嫂子买了一个电动车每天帮忙接送孩子。也不让

我妈干什么农活了，她只要天天做好饭就行了。”（S17） 

而对于离婚的女性而言，她们的负担更重，她们原本就在家庭经济上处于弱

势，因此离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生活保障。大多数都是净身出户。多数离婚的

性工作者要独自抚养孩子，造成她们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胜诉后只要离婚其他的一分钱没要.从法院出来后我就觉得自己很自由,

彻底解放了。”（S11） 

“（离婚后）孩子和房子都给他，我净身出户，但是孩子他根本不养，都是

我在养。”（S15） 

“（离婚后）孩子归我，我什么都不要，他们也不用给抚养费，所以他们很

痛快就答应离婚了。”（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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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无保障 

    在家庭贫困，情感无支持时，劳动权益还受损，导致部分女性迫于压力进

入性行业。在访谈的 37 个女性中，4 人为高中学历，1 人为中专学历，11 人初

中学历，14 人小学学历，有的人实际上是小学肄业或者是初中肄业。文化水平

较低，她们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也没能有机会学习别的职业技术，导致现在进

入中年的她们很难找到工资较高社保完善的工作。 

和其他劳动者一样，1970 年代农村进城打工女性也经常被扣押或者拖欠工

资，辛辛苦苦好几个月还拿不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并且也饱受恶劣劳动环境的

侵害。 

   “去市场的米粉店打工，一个月 40 块，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因为它还要卖

小吃，所以早上四点就要起床，晚上也要加班。干了两个月，快发工资时老板就

骂，往死骂，就对我说你走吧，到时让你姐夫来拿工资，我刚去的时候，他就说

要压一个月的工资，结果干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就找借口骂我，让我走，把我的

衣服和身份证换给我了。后来我表姐夫去要，他就说是我自己走的，不给了。那

时候也不像现在受到保护，那时不只撵我，还有其他人，我走的时候有个小姑娘

还在找老板要工资呢，老板肯定是不会给工资的。”（S03） 

 “我们的干的活都可危险了，手里拿着砂轮打磨，一不小心就能碰到手上，碰

上就是一块肉下来，手指头没的都有，有一次有人喊我，我一转身砂轮就把我腿

割了一条口子，亏得当时是冬天我穿的厚，只把棉裤拉开了，都看到里面的衬裤

了，要是夏天我的腿就费了。我们那里还特别的脏，那些打磨下来的碎铁沫子满

屋飞，我们都带着口罩，帽子，夏天都穿长袖衣服，带一个用牛仔布料扎的围裙，

带着线手套，捂得可严实了。我们的口罩一个星期就黄了，人家说我们这样的工

作应该带防毒面具，可那是个人的买卖谁管啊，保险什么的就别提了，自己割到

就算自己不小心，自己认倒霉了。”（F16） 

因学历而受限的职业选择，加上无保障的劳动权益，以及家庭需要促成的

辗转工作经历，导致这部分女性在职业经验和技能方面无法累计。步入中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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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越大工作越难找，再加上她们普遍学历较低，更加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

没有一技之长，想学习一定的专业技术也比较困难，高强度的体力活或者是上

班时间较长的活她们都已经做不了了。 

不少性工作者都尝试过转行到其他的行业里，但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没

过多久她们就又回到了性行业来。 

   “我心里是极不情愿的，很别扭，我读了这么多书，还要出来做这个，来出卖

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我心里很无奈，但是还是要硬着头皮干........两个月我就

不干了。我有个老乡姐妹，就是在塑料花厂认识的，大家是老乡，所以关系挺好。

她被骗去广东清远搞传销，她又来骗我，她打电话给我，说是搞直销的，一个月

能挣 1500，还能和老公一起，我当时在足疗店也挣这么多，但是要出卖自己的

身体，我心里很不愿意。我就不在足疗店干了，就去了广东。.......2005 年，

我妹妹和妹夫都在天津足疗店上班，我就来天津了，又开始干足疗。”（S01） 

   “老板娘就让我跟着那个男的去了.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连湿巾怎么用都不

知道.男的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做完了客人说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也不敢跟

客人要钱....11 年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客人，和客人闲聊就说不愿意在这行里

干了，他说他朋友在南开开了一个化妆品店招督导，一个月基本工资 800，还有

提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体面的好工作，如果干得好点能多提点成挣的也不少呢！

我到那里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因为我没背不下来化妆的步骤，化妆品的成分什么的

一大堆，就被人家辞退了，当时人家可能也不愿意要我，因为其他人都是小姑娘，

就我年纪大一些。我又回这行了。”（S11） 

（四）基本无社会保障 

   她们缺乏社会保障，未来无法指望社保支持，需要尽可能高效地赚取收入。

访谈中发现，这些低收入性工作者都没有社保。城乡分隔的户口及其福利制度

导致她们被隔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为了以后生活有一个保障我又在县城里买了一个底商，还欠着贷款，现在

我每个月要环 4、5 千的贷款，不赶紧挣钱这么行呢！我买这个底商的时候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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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就不让我买，说人家没有底商的过的也挺好的，还说我太认钱了。她这么知道

啊，她现在有我们养着，我们将来可不一定能指上我儿子养活我们，所以买一个

底商将来回家了自己做点买卖也好，不做买卖租出去也可以有点收入啊！有时候

看见不喜欢的客人，心里就恶心，但是没有办法看在钱的份上，还是要去做。”

（S05） 

“我现在要是上班一个月挣几千，不上班就完了。想找对象一直都没找到合

适的。我女儿学习不太好，我担心她考不上高中，如果考不上我还要把她弄到天

津来上职业学校，学费一年也要 1、2万呢。我现在身体不好，能干一天是一天，

我也没什么积蓄，房子也没有，将来养老都是问题，所以现在还是得挣钱。”（S11） 

这些低档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很大的担忧，总想着现在

努力挣钱，攒着将来养老。 

    根据访谈我们看到，这部分走入性工作的农村女性，她们受限于自身的弱

势，难以在城市中找到高工资有保障有上升空间的工作，同时她们的原生家庭

和婚姻家庭又面临异常大的压力，在频繁地换工过程中，更遭遇工伤、欠薪、

职业病风险和无社保等侵害自身劳动权益的突发事件，最终她们选择了性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也并不是天天无事等着数钱的，她们的心酸未必有人知。 

五、主要发现之三：性工作的吸引力 

进入性工作，以及选择留在性产业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也是经常被忽

略的因素是：性工作对于这些女性的吸引力以及一些正面的因素。社会大众往

往只看到性工作的危险以及脆弱性，比如他们所面临的暴力，性病风险，道德

谴责。很多人认为，性工作者不走出性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挣钱太多。性工作

带给这些女性的只有钱吗？只有钱才是让她们留在这个行业的唯一原因吗？事

实上，并不是如此。性工作对她们还有别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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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档场所性工作的职业风险 

     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在从业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职业风险，如：被打、

被抢、被抓，感染性病等等。这也是大多数社会大众了解到的她们的一些问题，

认为她们需要被拯救的原因。 

“去年我出事了，现在感觉那个客人就是钓鱼的，当时也没发现。那天晚上

都半夜 11 点多了本来我都想关门睡觉了，因为当时看一个电视剧挺好看的，我

就想看完我再关门睡觉。正好进来一个客人，30 多岁，问我有没有大保健，本

来不想做的，想着一天才挣了几十块钱，就答应了，我们刚脱完衣服外面就进来

人把我们的门给踹开给我们抓走了。我什么都没承认，但是客人都承认了，我就

被关了 6个月，在里面花了近一万块钱呢，出来后就回家休息了一个月，想找别

的工作干，又找不到合适的，我就又回来了。”（S09） 

“一天早上来了一个老头，要带我到他家里去出台，给我 200 块钱，老板娘

同意了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离我们店不远，在一个小区里面，是三楼，我就跟

着进去了也没想那么多，进去了开始老头还没怎么样，还给我拿了一些吃的，让

我吃早点，我吃了点东西后他就让我把衣服脱了，我也没想别的就脱了衣服，脱

完以后他就打我，还拿着绳子要把我困起来，变打我变骂我不要脸的，什么的话，

我不让他困，也还手和他打起来了，后来我跑到他们家的阳台上，阳台上有门，

我就把门关上顶着门喊救命，他们家邻居有老太太看见我光着着身子喊救命就给

报警了，警察来了把他抓走了，也把我带到派出所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没敢说实

话，就说他骗我到他们家吃饭，我就来了，派出所录完笔录把我放出来时都到中

午了，回到店里和老板娘说不敢再用我了，就让一个客人把我介绍到了另外一个

足疗那里。”（S03） 

“我们到旁边的日租房里开了一间房，到里面我们完事了以后他就用衣服勒

住我的脖子，让我给他钱，我说我身上没有钱，我可以回店里给你拿，他不相信

我一遍勒住我的脖子一遍翻我的衣服，见他手松了点我就拼命喊救命，日租房的

老板听到声音冲进来把我给救了，那个男的看到进来人了就跑出去了，日租房老

板追出去没追上，回来问我报不报警，开始我想报警，后来他说，人也跑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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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很麻烦还会问很多东西，到时候把警察弄来我们都不好过，我想着也对，就没

报警。我脖子上一个多星期还有一道印子呢，后来又人问我脖子怎么回事我都不

说这事。”（S08） 

   “现在的客人可挑剔了，净要求不戴套的，一天下来得有一多半要求不戴套的，

没办法啊，不干客人就走了，就得干啊，之前我检查出来得梅毒了，亏的检查的

及时早发现了，打了 3针没事了，现在也知道有危险，但是没办法啊，就经常检

查吧，能治的就赶紧治不能治的就等死了，真要是查出来不能治的病我就不活

了。”（S01） 

     很多人以为性工作者来钱又快又容易，低收入性工作者在很多时候是担着巨

大的风险，甚至要时时刻刻的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种担心和忧虑给她们的

身心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二）女性性工作者相对同样背景的非性工作者更具自主性 

在经受着这个行业给她们带来的痛苦的时候，她们也经常谈到这个行业给她们

带来的好处和快乐，这个行业给她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变，让她们能养活自己

和家庭。除了经济上，她们在自我关注、家庭地位等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改变。 

1.自我关注更多 

相比于非性工作者，性工作者在自我健康、自我形象、自我情绪和自我性欲

上都有更多的关注。和从事性工作之后相比，性工作者也认为自己比之前更加

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欲望。 

1.1 自我健康 

未进入性工作之前有一点小病她们都是忍着，一方面是没钱治，另一方面可

能是自己都没有去医院的意识，进入性工作之后，她们的健康意识有了很大的

提高。有的姐妹会经常到医院去体检。而非性工作者就不太会注重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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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觉得自己身体很好，也不会进行常规的体检。除此之外，很多非性工作

者对婚内使用安全套很不理解，认为她们根本不需要安全套。 

“记得那时在村里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尿完尿就疼，感觉不舒

服，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到村里的大夫那开了点消炎药吃吃就完事了，现

在才知道那是得了尿道炎，如果是现在肯定是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了，看看到底

是怎么了，那时候也傻也不觉得自己又多么金贵。”（S02） 

“ 我现在对自己的健康很注重，我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我每年都

检查一次妇科，乳腺、B超、宫颈这类的，有身体才能挣钱啊！我也经常喝些中

药调理身体。我和客人都戴套，不戴套我都不干，就是和我的朋友没戴，因为他

除了我就没有别人，所以我相信他。”（S01） 

“在老家时，一般都不会去医院，比如感冒发烧啊，自己就去诊所买点消炎

药，不会去医院做检查，除非是得了大病，那就只有去医院了，来到天津后，刚

开始去厂里上班时，要给我们上保险，上保险之前都给我们做了全身体检，检查

到底有没有什么遗传性疾病吧，上班的前两年单位还组织每年做一次体检，后来

就不做了，单位不组织了我们也就不去医院做体检了，觉得身体挺好的，没有必

要去，除非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了才去，我们每年的医保卡里的钱还可以拿出来，

我认识个人就可以把里面的钱取出来，我们的卡刚给他，我对象就这疼那疼的，

卡在手里时也没想起来去看，反正也没啥大病，就没有去医院检查。”（F09） 

“我和我老公都没用过那东西，生了两个孩子就带环了，谁还用那东西啊，

都没见过。”（F12） 

1.2 自我形象 

进入性工作之后，性工作者都明显感觉到自己和以前不同了，对于自己的外

在更加注重，并且也愿意为自己花钱，她们更加自信。而非性工作者则无心在

自己的自我形象上花费太多的金钱和时间。 

“现在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以前都干重活，累活，饭店.保姆….抹脸油都

没有用过，看人家脸那么白，都不知道是咋回事，满脸都是皱，眼角，脸上，都

是一道道的，那时候人家都问我有 48 了吧？自己也没觉得生气，那时候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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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这脑子，活都干不过来，哪有时间擦脸啊，有那时间还不如多睡会呢，爱咋样

咋样吧。我以前腿上都掉屑，裤腿翻开都是一层白白的，现在都没了，现在每天

洗澡，还摸润肤露，比以前年轻了多了，早上抹点乳液，粉底，防晒啊好几样呢！ 

   以前穿的是啥衣服，都是人家给的，穿到身上觉得都比我自己的好，以前买衣

服都去那些地摊上买，也不懂搭配衣服，有件衣服就敢往身上穿，牛仔裤配裙子。

现在这是多好看的衣服啊。”（S03） 

“没出来时用的化妆品都是几十的，比如小护士啊，玉兰油啊，舍不得用几

百的，我现在用的都是成套的化妆品，只有成套的效果才好呢，我头几天还买了

一套面膜 580块钱的，用着还挺好的，现在秋天要多补补水。我现在皮肤可比刚

来的时候好多了，刚来的时候都是细纹，现在做面膜做的都没有那些细纹了。买

衣服也是的，现在眼光高了，以前有几件衣服就得了，现在看着啥好看的也想买，

看这也想买，看那也想买的。”（S04） 

“我每天都卖水果哪有时间去逛街啊，再说了天天干这个活穿好的衣服也弄

脏了。我也从来都没化过妆，脸就每天抹点乳液，有的时候早起去上货都不洗脸。

过年的时候人家都去烫头啊，买衣服啊，我越到过年的时候越忙，平时也要天天

出摊啊，也都没想过去买衣服什么的。”（F12） 

1.3 自我情绪 

  她们更加关注自己的情绪，并且也会自己想办法排解自己的情绪。聊天、唱

歌、和同行姐妹一起打牌聊天等等都是她们的排解情绪的方式。而非性工作者

对自身的情绪基本没有察觉，有情绪了也很少有渠道排解。 

   “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拿我老公撒气，现在他不在我身边，我就拿我堂

姐撒撒气，我堂姐也不生气，等我生完气就好，总不能自己憋着吧。我高兴的时

候就带着我堂姐再叫几个人一起去喝酒，然后还去唱歌。”（S05） 

 

“我心情不好时，就跟姐妹她们说说，我也自己安慰自己，跟客人都不值当的，

做啥行业都有啥行业的困难，不放在心上，转移自己的思想，就好了。我高兴就

听听音乐，看看书，和姐几个吃吃饭。”（S01） 



 27 

“一般也没有啥不高兴的时候，对象也不惹我........不高兴了待会也就好了。” 

（F09） 

 

“我现在就是觉得累，每天都不开心，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现在

过的也还可以，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我婆婆帮忙带，家里的活我都不用管，洗衣服

做饭什么的都不用我干，只要我每天出摊卖水果就行了，我老公每天就是跟着我

上上货，别的也帮不上忙，我有时候总想让他出去再找份工作，一个月再挣点，

可是他就是不去，太懒了，我现在看见他就烦，也不知道怎么的看着他我心情就

不好，我们现在本上很少说话，要不是为了孩子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活的什么意

思。”（F12） 

1.4 自我性欲 

性工作者开始了解自己身体的性欲望，提出自己的性要求，而不是一味的满

足别人，她们也要让自己得到满足。 

   “我以前好像是性冷淡，以前跟老公没啥欲望，他一干我就特别的疼，就不

想让他碰我。干这个遇到合适的人才有感觉，记得我刚干这个的时候可能是憋得

时间太长了，第一次包夜的时候是个小年轻的客人，他还没有结婚了，那一晚上

连连高潮，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高潮，就那天才知道高潮的感觉。后来干久了就

没什么感觉了，跟客人也不可能真心投入的，不过之前有一个客人挺好的就和他

挺舒服的，他不插进来就让我并着腿，他就在外面磨啊曾啊的，我也不知道他为

什么就喜欢这样，不过这样我还挺舒服的，一会就有高潮了，我后来才知道我最

敏感的地方是在外阴和乳头，插进去并不舒服。”（S03） 

“我没离婚的时候生活挺单一的，老公在外面经常不回家，那时候我也没有

什么性欲望，就是总想着他在外面是不是有人了，他在干什么呢？一想到这心情

就不好，就那样我也从来都没跟老公以外的男人有过什么，也不敢想过这事。我

们那村子挺小的，谁和谁都认识，跟男人说话说多了都有闲话哪有什么男性朋友！ 

现在就不用压抑自己了，如果不高兴了，就去上班，赚钱了就开心了，还可

以遇到年轻帅气的小男孩，吃嫩草的感觉多好啊，我手里还有 95 年的帅哥呢，

找鸭子还给钱呢，这样还省了呢！小男孩是没什么钱，但是也要给我买点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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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给我买礼物我才不理他呢！反正不能吃亏。”（S04） 

2.家庭地位提高 

随着性工作者经济收入增加和各方面的变化，她们在家里的家庭地位开始上

升，开始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她们更加自主的支配自己的钱。而非性工作者虽

然也掌握家里的钱，但是在如何支配钱上，她们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性。 

“那时候没钱连爹妈都看不起你,所以我就是想挣钱，我们家孩子一直都是

由我公公婆婆看着，我们在新疆和在外面打工那几年都没有给过家里钱，我公公

和婆婆没事就对孩子骂骂咧咧的，孩子小时候都没穿过新买的衣服，都是人家给

的，要不就是我婆婆捡来的，有时候捡到新点的都不给孩子穿，说小孩穿那么好

干吗，等长大了再给穿，长大了衣服也穿不上了。现在我老公虽然死了，我也给

婆婆买衣服，也给钱，毕竟两个孩子都是她帮忙带大的，婆婆还一直想跟我过呢，

对我评价一直都很高的。”（S02） 

“现在挣钱多了，但是给父母和孩子的钱还是一样的，给多了担心他们怀疑

我的工作。我老公身体不好，以前家里上下都靠我，现在还是一样的，我老公的

工资都交给我，我大女儿刚上班了挣钱了还想把他的工资给我，我不要。我现在

挣的钱都存着，头一段时间我老公让我给他买车，我不给他买，我想先买房。我

想在县城里买个房子，我们那里现在 4000 多一平米，今年又降价了，我等再便

宜一些再买，等以后有钱了回家在县城有房子住了，再租个门脸可以做点买卖什

么的。”（S05） 

“钱虽然现在在我这管着，我除了买菜什么的，也不敢花什么钱，人家说有

什么事要用钱就给人家拿呗。”（F14） 

3.朋友圈扩大 

性工作者明显察觉到自己的生活圈和朋友圈扩大了，因为工作的原因她们可

以和更多人的接触，了解更多的东西，她们的支持网络广度和强度也在增加。 



 29 

“以前在饭店上班的时候有个男厨师，长的挺帅的，那时自己穿的土，没人

理， 买衣服就捡便宜的。每天洗洗刷刷，累死累活的，根本没时间交朋友，就

是想交也没人理我啊。 

在洗衣店上班的时候出了老板谁都不认识，平时就拉屎时出来，整天在里面

闷着，跟外界没有接触，忙都忙不过来，干活，睡觉，吃饭，没有一个朋友。 

我离开洗衣店的时候只能再去十一经路的劳务市场找活，找了一天也没有合

适的，后来又一个照顾老人的活，我就去了，不去没办法啊，有活就赶紧跟人家

走啊，不然晚上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吃饭啊，辛苦挣的钱要给儿子手术呢。

我伺候的老人死了以后我又到劳务市场找活了，这次遇到了一个足疗店的老板

娘，她从早上一直和我磨到下午三四点钟，费要让我去她的足疗店上班，当时我

心里也犯嘀咕，就问她是不是陪人家睡觉的，她说是正规的，我也不太相信她但

是没办法啊，马上就到晚上了吃和住都是问题，我就豁出去了，跟她走了。 

干这行了，朋友多了，还学会了聊 QQ，微信，以前不知道这些。有个送快递

的小男孩，长的还挺好的，经常来找我给我买吃的东西，就想跟我好，我说不给

钱谁跟你玩啊！我认识的那个大哥人也挺好的，他是在单位开车的，我要是有事

出去就给他打电话只要他就开车送我，剩打车费了，店里什么东西坏了他也会来

帮忙修理。现在不用担心晚上没地方住了，打个电话就有朋友啊，不去朋友那里

自己花个百八十的住店也可以啊，以前哪舍得啊，宁可蹲马路。”（S03） 

4.亲密关系的美好体验 

    有部分姐妹在这个行业里才开始体会到亲密关系的美好，是一种和她们的

丈夫给她们的感觉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 

“记得那次我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客人挺好的，他挺喜欢我的，他没事就

给我发信息，就发一些情啊爱的的话，第一次有男人这么跟我说话，感觉像是谈

恋爱，那些信息我就舍不得都删除，老公就发现了，那天喝醉酒了，老公又让我

去电话亭给那个男人打电话，我不去他就拖着我走，逼着我打电话然后他就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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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完事还拉着我要要我们俩一起去装车死去，他奶奶逼的我才不死呢，要死让

他死去，我要好好的活着，我还有两个孩子呢，不好好活着干啥耶！ 

我又换了一家店上班，我就是在那里认识我现在的朋友的，他说对我是一见

钟情，我当时倒是没什么感觉。我们那里是排号上钟的，当时我们都在大厅里坐

着，来了客人轮到谁谁就去，他来了从大厅里过就看到我了，我也没注意，因为

客人从洗浴里出来去包间必须要路过大厅，他到包间里换了好几个小姐，换一个

给一个钱，经理可高兴了，轮到我的时候告诉我千万别给他弄出来，争取让所有

的姐妹都能挣一份钱，我就进去了，我进去的时候他就说：你怎么才来啊？我也

没想别的，开始是我在上面，没几下他就上来把我按到下面几下就出了。我心里

想这下完了经理还不让我给他弄出来呢，这几下就出了，我劝他：再找一个吧，

我们还有别的姐妹在外面呢，都挺好的！我也想早点出来还能有别的客人挣钱呢，

他不让我出来让我陪着他说话，还说给我加钱。后来没事他就来找我，他干那个

事也不像其他客人那么刁难，和他在一起每次感觉都挺好的，下面的水哗哗的，

他完事就搂着我聊天，还请我出去吃饭逛街，给我买衣服，只要是我喜欢的他就

给我买，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想买什么衣服就买，那种感觉真好！”（S02） 

性工作给她们带来的快乐和改变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她们每天都把自己打扮

的漂漂亮亮的，她们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注重自

己的形象和人际关系，她们知道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更好。虽然她们在一些方面

挑战了现在世俗的标准，比如在性欲望上，女人应该羞于启齿这样的事情，但

是性作为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她们开始关注性，了解性，满足自己的性。

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性愉悦和性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此外

这份工作在工作时间上与其他工作相比，更加自由。这就是性工作对她们的吸

引力。 

六、讨论与总结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1970 年代出生的农村女性身上具有很强的共性

特征，她们处在社会的底层，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辛。在这些女性里面又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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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从事了低收入性工作，这部分女性性工作者在女性里面是社会地位最低的，

在整个性行业里面也是地位最低。 

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之所以从事性工作，并非是自己个人的因素主导所

致，原生家庭的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社会对贫困的歧

视，生存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性别歧视等等，这一切的因素夹杂在一起，

才让她们选择了性工作。 

在性行业里，她们也并没有好逸恶劳，每一个工作都有它的危险性，所以性

工作者在性行业里也遭受一些受害。对她们的身体、心理、精神都带来创伤。

同时，每一个工作都会有它的好处，性工作者们在体会痛苦的时候也感受到来

自这个行业的乐趣和开心。她们在这个行业里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她们既不

像人们想的那么悲惨心酸，也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来钱快挣钱多，更不像人们想

的那么简单的工作。 

在这个行业里，她们有许多的相同经历相似背景的姐妹，她们有许多的或不

堪或浪漫或钱多或幽默的客人，她们变得独立自主，更加自信，她们开始关心

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她们开始注重外在的变化和内心的情感，她们在家庭的地

位开始提升，她们在家庭关系中越来越有话语权，这些都是工作给她们带来的

改变。 

她们只是这样一群有着快乐和痛苦的普通人。是这个工作让性工作者认识自

己，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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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机构在天津地区致力于为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服务已经整整六年

了，工作人员从最初的一人，到两人，再到现在的全职四人，志愿者数十人。

机构提供的服务也在转变，从简单的外展服务，到现在的研究报告，中间有太

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 

机构的工作人员，学历都不高，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方面，之前是想都不

敢想的。但是随着机构的发展，我们的社群基础越来越深厚，看到社会对性工

作者姐妹们有太多的歧视和误解，因此我们想把我们看到的真实情况及背后的

问题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女性性工作者。 

    最初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想说明性工作者们做性工作和道德没有关系。

围绕着这个目的我们设计了访谈大纲，但是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促使性工作者

做性工作的因素太多了：有经济因素，有社会性别因素，有政策因素等，我们

要想在一个报告里把这些因素都说清楚是做不到的，而且我们还想解释性工作

者为什么持续做性工作，性工作的工作价值等问题。我们在访谈中都涉及到了，

最后我们整理访谈稿撰写报告时发现我们没办法一次都能把这些问题说明白，

所以此报告形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报告只当是一个前奏吧，我们以后还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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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问题深入的研究。 

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经过我们自己的讨论，中途来来回回

做了很多无用功，发现很多问题，多次修改我们的设计，机构工作人员付出了

大量的时间、精力、心血，其中也试图把研究简化，少做一点，但是最后我们

还是坚持下来了。研究对我们这样的没有任何学历背景的草根 NGO 来说，是个

巨大的挑战。最终，我们完成了这个挑战。我们在这其中学习了很多，成长了

很多，虽然这个报告其他人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做这个研究报告的过程本身

就非常有意义。在访谈中更深入的了解了性工作者的真实生活。在向专家请教

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做研究，更懂得的如何去理清楚每一个问题，我们在

讲述我们访谈内容给专家听时也是对专家们一次倡导。这个报告只是我们的一

次尝试，我们还会努力拿出更专业的研究报告出来，从学术的角度多方面呈现

性工作者。 

 

    从研究问题的界定到最后的报告完成，我们几乎每一步都是在众多学者专

家的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没有他们的真诚帮助就不会有现在这个报告。在此

要再次感谢为这份报告提供过支持和帮助的专家和学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