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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益保障法中 

有关青少年的条款及其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节录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

用，根据宪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保障女性青少

年身心健康发展。 

第十七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除因疾病或

者其他特殊情况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的以外，对不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由

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 

政府、社会、学校应针对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就学存在的实际困难，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适龄女性儿

童少年受完当地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

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禁止招收未满16周岁的女工。 

…… 

第四十五条  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父亲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有其他情形

不能担任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的，母亲的监护权任何人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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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立法的宗旨与目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妇女在社会生活

中发挥作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然而，性别的不平等，性别歧视以及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等现象仍然大量

存在。美国法学家庞德曾指出，从过去来看，法律是文明的产物；从现在来看，法律是维护文明的手

段；从将来看，法律是推进文明的手段。用法律武器消除性别上的不等，消灭性别歧视，保护妇女的合

法权益，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正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宪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法。”为了实现本法的立法宗旨和目

的，进一步规定了立法的基本原则，即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

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禁止歧

视、虐待、残害妇女。 

女性青少年是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有着与其他女性不同的特点。她们正处于

身心发育期，处于接受学校教育阶段，处于家庭的保护下，为此，有关女性青少年的权益集中体现在文

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和婚姻家庭权益的内容中。 

 

二、女性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权益 

 

文化，是文化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它的研究历史悠久，学说繁多。我国传统的关于文化的界定，

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称。从狭义来讲，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历史积

淀，无疑对于人类文明进步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向人们传递的，其

中一个重要的传递方式就是教育，所以，也就有了“文化教育”的概念。在现代社会，接受文化教育已

不是某些群体，或者某个人的特权，而是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针对女性青

少年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做出了不同于其他女性在享有文化教育权益方面的特殊规定。如《妇

女权益保障法》第16条规定：“学校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

施，保障女性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女性青少年在生理上，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形体开始发生变化，出现月经期。在心理上，由于生理

的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开始出现情绪情感不稳定，具有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喜欢封闭自己，精神脆

弱，容易受到伤害。为此，学校在对女性青少年实施教育、管理时，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学校应当为

她们开设必要的生理卫生课程，对于青春期带来的生理上、心理上的变化，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使她

们获得正确的认识，进而充分保障她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受教育既是宪法规定公民所享有的一项权利，同时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宪法义务。《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17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到学校去读书、学习是他们应尽的法定义务。现实生活中，有些父

母并不清楚这一法律规定，或因家庭贫困，或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让自己的女儿上学读书或中途辍

学。送女儿上学是做父母应尽的义务，而非权利。如果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上学，经当地人民

政府批准后，可以不送自己的女儿入学，到学校读书。对不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 

“政府、社会、学校应针对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就学存在的实际困难，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适龄女性

儿童少年受完当地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规定说明，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对确实存在实际困难而无法入学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政府、社会、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受完

当地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该条规定还表明，家庭贫困不能成为父母不尽法定义务的理由。 

 

三、女性青少年的劳动和婚姻家庭权益 

 

1．女性青少年的劳动权益 

《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的女性青少年享有的劳动权益，是与宪法、劳动法等法律规定的精神相

一致的。首先，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

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法律具体规定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妇女的生理特点

与男子有很大的不同，确有些劳动岗位不适合妇女从事，如果认为在所有岗位上妇女与男子都具有同等

的就业能力，实际上将损害妇女的健康。为保护妇女的健康，国家对妇女不适合工作的工种和岗位做出

规定。但是，在国家规定之外，妇女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就业权利。在这方面，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

为由拒绝录用女职工，如自行规定不招收女职工；不得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如在同等条件下，录用

男职工而不录用女职工。本条强调对妇女就业权利的保护，是因为就业保护是劳动保护的前提，如果连

妇女的就业权利都得不到保护，也就谈不上对妇女的劳动保护。 

其次，禁止招收未满16周岁的女工。该条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

未满16周岁的女性，其生理、心理及其社会性都尚未成熟，过早地参加劳动，会导致身体发育不良，或

造成伤残。由于她们心理素质和社会性尚未成熟，使其无法理解，或承受劳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量问

题。有关青少年劳动权益问题，将在劳动法一节中详细论述。 

2．女性青少年的婚姻家庭权益 

为未成年人设立监护人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也就是说，在各国的民法中都设立有监护制度。该

项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5条的规定：“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

有平等的监护权。父亲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有其他情形不能担任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的，母亲的监

护权任何人不得干涉。”该条规定表明，在父母双方都有能力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监护时，他（她）们享

有平等的监护权，任何一方不得剥夺另一方对子女所享有的监护权。在未成年子女的父亲死亡、丧失行

为能力或者有其他情形不能担任监护人时，其母亲可以独自享有对该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任何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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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这样规定，既符合母子亲情的伦理道德观念，也符合民法监护制度中的有利原则。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

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原载《青少年法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周振想；副主编：

于凤菊、林维；撰编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凤菊、林维、岳西宽、周振想、姜丽萍、徐章辉、潘度

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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