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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能力不断增强，参政水平逐步提高。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男女政

治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实现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保障措施作出进一步规定，

妇女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妇女参政的具体目标。这些为提高妇女参政水平奠定了法律政策基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重视发挥妇女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重要作

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

代表的比例。十年来，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各级人民代表选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女性参与地方

人民代表选举的比例达到73.4%。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女代表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以上。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2%；女常委占全国人大常委总数的13.2%，比上届

增长0.5个百分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3位是女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

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友党。妇女在中共党员中占有一定比例，2004年，

中共党员中的女党员人数为1295.6万人，占党员总人数的18.6%，比1995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中国

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女性占18%，比上次代表大会提高了1.2个百分点；十六届中央

委员会中，女性占委员和候补委员的7.6%，比上届提高了0.3个百分点。在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

女性占有较高比例，其中有七个党派女党员比例超过3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目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4位是女性，十届全国政协一次

会议委员和常委中的女性分别占16.7%和11.7%，比上届一次会议提高了1.2和1.7个百分点。  

 

  国家明确提出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目标，不断加强女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使妇女广泛参与

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一大批优秀女性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截至2004年底，各级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县（处）级和地（厅）级干部中女干部分别占同

级干部总数的16.9%和12.6%，比1995年增长了4.3和4.5个百分点；女正、副市长（专员、州长）共

368人；省（部）级以上女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的9.9%，比1995年增长2.8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国

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中各有1位女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有

25位正副部长级女干部。2003年，全国新录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为27.8%，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公

务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37.7%。此外，中国还重视少数民族女干部的培养，注重提高少数民族妇女

的参政能力。  

 

  基层妇女参政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妇女积极参加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选举。2004年，女性

居委会委员达23.7万人、村委会委员达44.3万人，分别占居委会和村委会委员总数的55.8%和

15.1%。一批女性居委会主任和村委会主任脱颖而出。  

 

  妇联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得到加强，妇女民主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宽。各级妇联组织

代表广大妇女参与制定、修改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并参与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政府有关部

门认真听取妇联组织的意见，在政策和规划中注意吸纳妇联组织的建议。  

 

 关闭



| 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中国人口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