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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促进两性在社会和家庭的和谐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基本出发点和重要举措。我国城乡，特别是我国广大农

村地区，男女两性在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差别和不平等的情况表明，实现两性和谐

要从推进妇女的发展入手。因此，研究如何使公共政策更加关注发展资源的配置对妇女发展的影

响，对提升党建设和谐社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妇女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由于认识上有误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国家和政府对推进男女

平等问题非常重视；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又把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如在有关部门

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中，性别与发展这一最一般、最普遍的问题被忽略了，女性

的地位、现状和发展问题被无差别地纳入各种经济、社会和区域指标中，纳入“人均”与“家庭”

指标中而隐形化，甚至消失了。这种矛盾现象，或说区域、部门发展谋划与国策的分离，客观上导

致了男女平等、妇女发展这一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操作实施层面被虚化，从而使妇女发展

的诸多问题难以得到系统的、实质性的和可持续地解决。    

  由于存在认识的误区，我们的一些部门和区域领导便缺乏将社会问题与妇女发展不足相联系的

思维习惯，对社会问题与妇女问题的因果关系认识不足，分析不透，导致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

些基层领导干部在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中，就事论事，临时应急工作多，深入分析、耐心细致工作

少，最终表现为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不足。事实上，如果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在各种社会问题

中，以下两类与妇女问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是有些问题是以社会失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根

源在于妇女的发展不足；二有些问题是以妇女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问题和矛盾的累积有可能酿

成社会失调。    

  就第一类问题来说，我国社会失调现象从大的方面是指环境污染、耕地被毁、就业不足等影响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针对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失衡、针对耕地被毁可能导致的粮

食供给不足危机、针对发展资源和市场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就业问题，我国政府以环境保护，保护耕

地，扩大内需、扩展就业等国策，以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逐步化解。但环境问题、土地问题和资源

问题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是人口危机，而人口危机背后的深刻诱因是男女不平等，是重男轻女，是

千百年传承的男尊女卑，以及今天社会转型过程中妇女权益受损害的挤压所致。所以，影响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妇女发展中存在着问题。只有坚决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促进中国妇女特别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发展，才有可能长期有效地解决生态和资源问题。    

  就第二类问题来说，从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妇女问题开始总是以局部女

性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不直接涉及男性利益，似乎对社会发展、安全和稳定也不构成直接威

胁。但妇女问题的长期累积，却会最终对整个社会构成深刻而长远的，难以在短期内加以消除的影

响。如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最初关注女婴的被遗弃，似乎仅仅是妇联为女性争取权利。但

当遗弃女婴在部分地区的一家一户蔓延，以及对胎儿性别甄别技术滥用的管理不完善，逐渐加大了

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天平倾斜度。按人口学家的统计，我国目前男多女少的出生比，意味着到2020年



就有3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警钟敲响了：当女性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时，男性也要付出代价！

3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解决婚姻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抢婚、骗婚、

性乱乃至暴力，从而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健康和稳定的隐患，解决不好会成为政府极为棘手的，在

长时期内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上述分析来看，从女性问题到男性问题再到社会问题，是一个从自然到社会的因果链，相互

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妇女权益和发展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有可能转化为男性问题，

更有可能会转化为社会问题。在提升我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过程中，理应把提升落实男女平等，

保护妇女权益，促进中国妇女发展和进步的能力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抓。    

  二、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是保证社会长期和谐的重要举措 

  

  过去，我国各级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和政策，往往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失调之后产生的。这种事

后调节虽然能够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但对社会失调干预和纠正的代价太大，社会成本过高。    

  威胁到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社会失调通常以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危机的表现形

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爆炸性、突发性的，如重大事故、恐怖事件等，这类事件强度高、烈度大，

一旦出现政府会立即采取应急性措施，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另一种则具有隐蔽的、累积的，不易察

觉的特点，但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社会危机，其危害则在长时间内难以逆转，从而对社会和

谐发展构成长期而深刻损害。如上所述，妇女问题的存在和妇女发展的不足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发展

障碍，就属于后一类社会危机。因此，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妇女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将其消

化或控制在局部和微观状态，是对社会失调防患于未然，保持社会长期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

措。    

  我们的研究表明，妇女发展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妇女就业、女性参政及农村妇女发展

等方面。如何通过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推进对这些问题加以逐步解决，切实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中的妇女发展与进步，关系着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对此，一是理论研究要切实关注女

性就业所受到的排斥和歧视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专门的妇女就业法，加强

对就业歧视行为的具体界定工作，加大对触犯法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二是更加重视妇女参政水平、

程度和范围，加快促进妇女参政的“最低比例制”的立法工作，确保妇女参政比例与其所代表的人

口比例相适应；三是高度重视农村妇女的发展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社会和

谐发展的重点难点在妇女，我们面对的一项基础性社会工作是农村妇女能力、素质和地位的提升。

全社会应如重视“三农”问题那样重视农村妇女的发展。    

  三、以政策推动妇女发展是预防社会失调的重要途径   

  从中国妇女发展的历程来看，政策的投入始终是促进妇女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性保证。正是党和

政府对妇女发展的积极介入及政策投入，才有力地促进了妇女的发展。在今天，要提升党和政府预

防社会失调的能力，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因此，有针对性地完善公共

政策体系，是实现妇女发展与提升建设和谐社会能力相协调的重要途径。相关政策的完善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完善推动型政策。推动型政策的功能集中表现在将性别意识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

基本理念纳入决策主流，使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因性别意识的缺失而产生实际的性别歧视，消除由于

性别意识缺失而造成的公共政策对女性发展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进而解决女性就业、女性参政、女

性教育及农村妇女发展资源不能得到保证等问题。   

  

  其次，推进协调型政策体系的建立。协调型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通

过资源调整、利益分配调整等政策手段，使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向妇女倾斜，以促进妇女的较快

发展。   

  最后，强化控制型政策体系。妇女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社会上还存在许多损害妇



女权利的行为和歧视妇女的偏向，所以控制型政策就必须对这些行为和偏向加以控制、克服和纠

正。政策控制与法律控制相比，它的反映会更及时、迅速和效果明显，因此，在推进妇女发展的过

程中，要进一步强化控制型政策，以解决社会上不同领域存在的对妇女的损害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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