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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妇女与教育 

  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在中国，女性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中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

等法律对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予以明确规定。国家采取切实措施和行动，保障女童接受九年义

务教育的权利，增加女性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重点扫除青壮年女性文盲，提高妇女的终身教育

水平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中国政府致力于消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差距，不断改善女童的受教育环境。2004年，男女童

入学率分别为98.97%和98.93%，男女差距由1995年的0.7个百分点下降到0.04个百分点。政府不断

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环境，保障女童与男童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

2004年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1393.62亿元，是1995年的2倍。近年来，国家多

渠道筹集资金设立中小学助学金，并由政府拨款实行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两

免一补”政策，重点扶持中西部农村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各级政府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

女童教育制定了专门政策措施，努力提高农村地区女童的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此外，国家还制定专

门政策，保障包括女童在内的农村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多年来，各级政府积极推动非政

府组织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努力改善女童受教育状况。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组织的“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资助了大量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  

 

  国家努力保证女性平等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女性比例显著提高。2004

年，普通初中和高中在校女生的比例分别达到47.4%和45.8%；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女生的比例达到

51.5%；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女生为609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45.7%，比1995年提高10.3个百分

点；女硕士、女博士的比例分别达到44.2%和31.4%，比1995年分别提高13.6和15.9个百分点。近年

来，中国政府在全国普通高校推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并设立国家助学奖学金，为包括女性在内的

贫困大学生提供贴息贷款和奖学金、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同时鼓励企业、民间机构和个人

捐资助学，支持家庭经济困难的女生接受各级教育。国家重视培养培训女教师，发挥女教师在促进

女性教育中的作用。2004年普通初中和高中女教师比例分别为45.9%和41.7%，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

高等学校专职女教师比例分别为46.5%和42.5%。  

 

  多年来，中国政府重视扫除妇女文盲，遏制女性新文盲产生，防止脱盲女性复盲，并重点推进

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扫盲教育。政府有关部门和全国妇联共同开展了以妇女为对象的

“巾帼扫盲行动”。2004年，全国城镇地区15岁及以上女性文盲率为8.2%，比1995年下降5.7个百

分点；农村地区15岁及以上女性文盲率为16.9%，比1995年下降10.5个百分点。全国青壮年妇女文

盲率为4.2%，比1995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超过总文盲率的下降幅度。  

 

  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妇女的终身教育水平得到提高，性别差异进一

步缩小。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0年，比1990年增加了1.5

年，十年间男女差距缩小0.5年。2004年，接受函授、夜大等成人高校教育的女性有209万人，占学

生总数的50%。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妇女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通过各种培训方式，帮助城镇妇女

提高职业竞争能力，促进农村妇女增收致富，提高包括流动妇女在内的广大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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