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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全球化是一个概括性用语，指个人、企业、机构和市场之间复杂的跨国界互动现

象。  

全球化对妇女的双面影响 

       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和风险并非均衡分配,对妇女来说：一方面，如果利用全球化带

来的机会促进性别平等，妇女可以从中大大获益；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地都存在两性

不平等和歧视，妇女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程度超过男子。 

       北京＋10进程中一些妇女组织对全球化的新概括：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

主义、军国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 

       上述性质的全球化压缩了各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的空间。 

       我们面对的新挑战就是寻求：具有社会公正意义的、民主的全球化。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妇女热点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妇女热点问题集中反映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

领》和2000年联合国第23届妇女问题特别联大(北京+5)的《成果文件》中，这次主要

介绍： 

１、妇女参与经济发展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就业机会增长。  

(2)经济一体化带来国际间产业结构的变化。 

(3)全球化趋势影响下的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短期和兼

职化，一些国家的就业增长往往是以不合常规的就业形式实现的。  

(4)经济市场化的影响，使保健和社会福利的费用从公共部门转向家庭，增加了妇女、

特别是贫困妇女的负担。 

(5)就业性质的改变使标准劳工立法的适用性降低了，能为女工要求平等服务的工会运

动也因此而削弱。 

(6)劳动力需求格局的变化和各种家庭对妇女收入的日益需要，致使各种新形式就业中

妇女人数的增加。然而，绝大部分移徙女工仍从事家务劳动和护理等非技能性的低收入

工作；在妇女较少流动的地方，她们取代男子在地里劳动或经营非农业家庭企业，使家

庭男成员能到别处找工作。 

(7)这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家庭结构和福祉造成深刻的影响，对妇女和男子的影响不



同，包括在许多情况下对妇女的性剥削。 

(8) 新贫困的出现，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妇女总是最后找到工作和

最先失去工作的人。 

2、妇女参与政治决策 

３、妇女与教育培训 

(1)妇女教育的数量取得的成就 

• 普及基本教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9个国家 ，为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做出了特别努

力，  

•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的教育指标 :男女两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进一步缩

小。2000年，女性平均上学年数为6.1年，比1990年提高了1.4年，与男性的差距由

1.9年缩小到1.5年。 

• 高等教育的成就: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统计年鉴，西欧很多国家、加拿大、

美国、新西兰、拉美一些国家，妇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入学率已达50%或更高；有国家

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规定女性40%的配额制(加纳)，等。 

• 各级教育中担任决策职务的妇女增加: 担任教育和训练方面决策职务的妇女人数有所

增加；纠正高等教育中妇女人数不足的现象。  

•  我国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女教师数量: 2001年，在高校担任副教授职称以上的女教师为

69907人，占高校副教授以上教师总数的29.64%。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有女院

士87人，占总数的5.1%（2002年为6.2%） 

关注在接受教育的机会上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同男性相比，女性的教育参与率偏低。 

•关注妇女接受教育的结构 

•关注教育的内容和质量 

•关注教育的方式 

•关注女教师的作用 

４、妇女与健康 

全球化对妇女健康的积极影响 

(1) 建立在基本人权框架中的妇女健康原则。 

(2) 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妇女健康决策的主流。  

(3) 将妇女健康从传统的妇幼保健医学模式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模式。  

(4) 促进了中国妇女在保健活动中从客体地位向主体地位的转变。  

(5) 促进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伙伴在推进妇女健康中的积极作用。  

 全球化对中国妇女健康的负面影响  

(1)有关公共卫生政策和机制改革对妇女健康的不利影响  

(2)对中国妇女生育健康的影响  

(3)对中国妇女环境健康的影响 

(4)对中国妇女职业健康的影响 

 

三、社会性别主流化被确定为推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 

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 

 



       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也称把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

策的主流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5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内罗毕战略》中，

集中反映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

妇女大会上，社会性别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定义 

       1997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一致结论，即：把性别问题纳入主流是一个过程，

它对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对妇女和男

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它是一个战略，把妇女和男人的关注、经历作为在政治、经济

和社会各领域中设计、执行、跟踪、评估政策和项目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

以使妇女和男人能平等受益，不平等不再延续下去。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平

等。 

 

四、中国在联合国3项核心指标中的位置 

 

1）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达标为30% 

２）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拿工资的女性的比率,达标为45% 

３）高中女生的毛入学率,达标为95% 

 

五、对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评估 

 

       2003年联合国驻华机构对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联合评估，对三个方面的

评估是“进展可能不顺利”：性别平等；与疾病（HIV/AIDS,结核病和疟疾）作斗争；

环境。 

在“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目标”面临的挑战 

1.教育：地区差异明显存在  

2.经济和政府管理的参与程度  

        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妇女占中国全部劳动力的45%,大大高于35%的世界水平,

但妇女当年的薪资仅为男性薪资的80%.在政府官员中,妇女占36%;人大代表中妇女占

22%(2002年);党和政府高级官员中,妇女的数量非常少。 

3.农村妇女的状况 

        因为男性外出务工,农村妇女不得不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农活;许多年轻的农村妇女

也进城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压力. 

4.中国妇女自杀的情况：中国是世界上妇女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5.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现象：新生男婴多于女婴的现象在加剧。 

6.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的比例在增加 

       这些，既是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又是对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的挑

战。让我们携起手来，加强全球化现象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性别平等关系的研究，推

进社会公正的、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的进程。 

                                                                                  （刘静爽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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