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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工经期保护现状探析 
——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启发 

◆韦艳巧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1） 

 
摘要：女工因其特殊的生理结构，工作中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

都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和保护。中国女工在经期的合理权益绝大部分情

况下是被忽视的，这不仅不利于女工的身心健康，更是影响下一代健康

的行径。因此，需要发挥工会女工组织的作用，帮助女工争取经期权益，

也需要培养对女工尊敬爱护的文化来使女工经期权益合理化，更需要通

过完善劳动相关法律和妇女劳动权益保障条列等依法保护女工的经期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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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英国女工毫无保障的工作状态如今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可是这个社会对女工不友好的地方和方式还有很多。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面描写了近代英国工厂女
工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伦敦的贝斯纳尔格林习艺所，一
个怀孕六个月的妇女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从 1844 年 2 月 28 
日到 3 月 20 日一直被锁在会客室里，而不允许她们住进习艺
所，这间会客室里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 这只是那时
英国女工惨烈生活的一个剪影。她们还没日没夜的劳作，却只收
获低于男工很多倍的工作报酬；她们很多分娩之后得不到照顾，
就像垃圾一样被工厂抛弃；丈夫的劳作养不活一家子人时，她们
就有很多人沦为妓女。 

在中国的女工早已脱离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是这个群
体很多时候并没有受到合理合法地对待。她们的社会地位很低，
尽管女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
出了重要贡献，可是人们只是轻蔑地称她们为“打工妹”。她们
的工作时间安排和工作环境很多都不利于她们的身体健康，比如
长期上夜班，还有加班五六个小时的情况。在怀孕或者生育阶段，
很多人直接丢掉了工作。 

女工经期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也有呼声维权，可是收效甚微。 
2012 年我国新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所指的

女职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及其女职
工，适用本规定。”“女职工”在我国指向体制内的、有保障的、
工作稳定的女性职员。“女工”则是指女性工作者或者是或从事
工业化社会劳动的女性工作者。郑必俊经过调查发现“非公有企
业妇科病检查及妇女保健设施状况普遍不好，‘四期保护’几乎
空缺，多数企业在合同中以种种方式避开女工的孕产期”。“女职
工”拥有优于“女工”的劳动保障，无论从节假日按时放假排休，
还是从工作稳定性来说都是。“女工经期合法权益指女工在经期
因身体不适而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所引发的权益,包括休息休(病)
假权、医疗权、报酬权等。” 这里并不是说一旦处于经期就全都
休假，而是“病假权”。 

曾有政协委员提议女性经期应纳入法定休假，引来一片唏
嘘。2008 年，政协委员张晓梅提议将女性经期休假写入妇女权
益保障法，她认为当前的女性劳动保障法对女性经期休假的条款
过于模糊，只是放在“四期保护”里笼统带过，这不利于各企业
落实这项规定，保护特殊时期的女性。她提议“将职业女性经期
休假权益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职业女性经期休假时间，
休假时间建议可为一天或调休一至两天，有患痛经等相关妇女疾
病的女性应确保至少休息一天。” 支持这一提案的人认为这是对
女性健康的关注，对女性工作者的爱护。认为这一提案不可行的
人觉得可笑，一是企业不会给自己找这一大麻烦，会让女性就业

面临更大阻碍，二是难以开展对经期的认定，若是有人钻空子，
如何执行？三是觉得男性在这里很亏，平白少了假期，不予支持。 

女工经期假得不到落实的原因有很多，有国家对妇女权益保
护的法律规章不够完善的原因，也有企业用人成本的原因，还有
历来轻视女工的文化所致。 

“四期保护”中只有经期保护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非常不利
于女工争取景气合法权益。2010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对“四期保护”只模糊规定妇女在经期、孕期、
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没有具体规定。在 2012 年出台的《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对女工的孕期、产期、哺乳期地休假和
薪资都做了具体规定。如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
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还有生育保险为孕期、产
期、哺乳期的女工立起保护屏障，但是独独对经期没有具体规定，
这在女工争取经期权益的征途上是一道很高大的屏障。 

工厂全心全意追求生产效率，无视女工的特殊需求，是处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女工争取经期权益的一大障碍。潘毅曾在流星
厂与那里的女工同吃同住同劳作，她在她的书中描写道“五月的
一个炎热午后， A 线上一个叫阿兰的女工又晕倒了。她的脸色
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冰冷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面对阿兰
身体的冰冷和疼痛，大家都束手无策，生产线被迫停止了运转。” 
工厂里经常发生女工在工作中晕倒的现象，大家都心照不宣而至
于熟视无睹。厂规训权力应对女工痛经的方法就是给她们吃止痛
药，而不是批准她们请假，因为若是有人开了请假先河，日后生
产线上的其他女工必定也要求请假，生产无法正常维持。市场经
济的目的就是利润和资本，工厂的对女工的时间和体力的绝对压
榨是规律使然，故而女工经期无论是何痛楚都被迫工作。可是她
们为什么不离开这个不利于她们身心健康的工厂呢，因为她们只
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否则就得失业。 

轻视女工的社会文化是女工争取经期权益的又一大障碍。在
工厂工作的女工通常被称为打工妹，这是一个带有嘲笑、轻视的
称呼，她们是被小孩家长指着说，你要是不认真学习，长大以后
就和她一样只能去打工的群体。很多人对女工的印象就是没有文
化、粗俗、贫穷、来自落后贫困的山区，这样的人凭什么得到特
殊时期的保护呢？有一份工作给她们做已经是对她们的最大帮
助。“农村的父权制家庭和婚姻关系是影响打工妹主体性形成的
重要社会文化因素。” 这是女工研究者们对这一群体的产生、阶
级心理的产生和阶级文化的根源的分析。她们在父权制的家庭中
几乎都是没有土地的，穷其一生只能盼望着通过婚姻而改变目前
的劣势情况，但是往往又是失败的蜕变过程。文化地位的劣势是
女工争取经期合法权益很难跨越的屏障。 

争取女工经期合法权益，细化女工经期保护的立法是关键，
提高妇女地位，推崇男女平等文化是根本，发挥工会女工组织的
推动作用是必要方式，提高女工的文化知识水平是重要手段。 
提高妇女地位，推崇男女平等文化是争取女工经期合法权益的根
本。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经过几千年的封
建儒家礼乐教化之后，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改革开
放以来，女性工作的机会增多，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男女平等的
思想仍未得到根本的认可。重男轻女的思想不仅在落后的农村地
区留存，在城市里也未烟消云散。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就业方面
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女性占 10.0%,男性仅为 4.5%”。 这就是女性
在社会上得不到与男性平等对待的体现。女工还是女性工作者群



2019 年 8 月（总第 209 期） 

1495  

综合论坛 

体里更弱势的群体，她们的社会地位更低。争取她们的经期合法
权益，必须得从文化这一根本入手。不仅是推崇男女平等的文化
思想，更要承认和宣传女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树立积极正面的女工形象，让社会承认女工的力量，维护女工的
权益。 

细化女工经期保护的立法是争取女工经期合法权益的关键。
目前关于女工经期的保护不是没有相关规定和法律，只是不够细
化，不够完善，执行力度太差。未来要保证女工的经期保护，需
要像对孕期、生产期、哺乳期一样做出薪金和休假时间的具体规
定。工厂或者企业都是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祈祷他们良心发现，
主动落实对保障女工劳动权益的“四期保护”是没有效果的，必
须通过严格执法才能规范工厂企业的管理行为，才能从法律上为
女工维护经期合法权益提供基本而坚实的保护伞。 

发挥工会女工组织的推动作用是争取女工经期合法权益的
必要方式。工会女工组织是在女工和工厂企业之间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的重要组织，能够得到工会女工组织的支持，是女工争取经
期合法权益的必要方式。工会女工组织一方面最贴近女工生活实
际，因为组织里的成员很多都是女工，她们知道女工的经期痛楚
和难处。另一方面，工会女工组织能发出比单个女工接触到管理
层的机会更多，能发出的维权声音更大，而且工厂和企业高层对
工会组织比较信任，双方沟通协调更加顺畅。再加上工会组织的
人员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维权的路上更能依法依规办事，效
果更好。 

提高女工的文化知识水平是争取女工经期合法权益的重要
手段。女工争取不到经期合法权益，一方面因为社会经济发展
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她们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因为这
样的限制，她们不知道如何合法维权，遇到经期痛经等经期状
况，她们只能默默忍受，害怕因此被辞退，而以她们的文化水
平，再找一份工作也很困难。各地区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在工
厂区也可以设立工人学习区，让女工有机会学习，提升自己的
知识文化水平。这样她们才能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
维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女工是勤勤恳恳在劳动岗位上工作，兢兢业业为社会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她们由于特殊的生理结构和社会责任给她
们带来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负累，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照顾。
恩格斯笔下的工人阶级维护权益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违法犯罪
到罢工，从无序向有序步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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