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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别平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具体原则 

    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的性别平等评价指标体系，除遵循科学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等一般总

体原则外，还特别遵循如下具体原则: 

1.1性别平等原则。是指在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每个指标的选择和构造中，一定要有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这是我们构建性别平等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木出发点和归宿点。“社会性别意识”要求我们把女性问题与男性问题结合起来研究，视女性与男性关系为共同发展的

平等的伙伴关系。 

1.2层次性原则。是指所选取的指标应尽可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上反映被评价对象的全貌，选取能代表被评价对象或其某个

领域、某个侧面、某个层次情况的指标。为了综合地反映性别平等的基木特征，可以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健康

和发展等方面的状况为层次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两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状况。 

1.3参照性原则。在评价性别平等程度和状况时，一定要抓住男性群体这个参照系。采用性别比较的方法，反映一定性别关系和结构

中，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位置和差别。因此，在进行各个侧面、各个层次乃至各个指标的具体测算时，除个别指标外，多数指标都应是

与男性相比较的比率相对数，称为XX'性别比率。 

1.4正指标原则。在评价性别平等时，选用和构造的所有指标均保证其“正指标”的性质，即所有指标都是数值越大，表明两性平等

程度越高。同时为了便于综合，所有正指标均按“百分制”构造，即指标数值越接近于100，表明两性越趋于平等;指标数值越远离

100，表明两性平等程度的差距越大。 

2、性别平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政治平等指标 

两性政治平等是指两性在政治生活中和法律体系上的价值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权力平等和义务平等。 

对两性政治平等可用三个指标来反映:中央委员性别比率，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人数性别比率(简称党政机关人数性别比

率)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性别比率(简称负责人性别比率)。 

 (1)中央委员性别比率A1(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A1=(女中央委员比率/男中央委员比率)×100% 

      =(女中央委员人数/女性总人口数)/(男中央委员人数/男性总人口数)×100% 

      =(总人口性别比/中央委员性别比)×100% 

考虑到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总量上的不同，以女性总人口数和男性总人口数作为平衡量，以消除男女两性总体数量不等的影响(以下

指标大多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平衡量)。 

 (2)党政机关人数性别比率A2(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A2=(党政机关女性比率/党政机关男性比率)×100% 

      =(党政机关女性人数/女职工人数)/(党政机关男性人数/男职工人数)× 100% 

      =(职工性别比/党政机关人数性别比)×100% 

 (3)负责人性别比率A3(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A3=(女负责人比率/男负责人比率)×100% 

      =(女负责人数/女职工人数)/(男负责人数/男职工人数)×100% 

      =(职工性别比/负责人性别比)×100% 

2.2经济平等指标 

两性经济平等是指两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权力平等和义务平等。 

对两性经济平等可用三个指标来反映:在业人数性别比率、第三产业人数性别比率和专业技术人员性别比率。 

 (1)在业人数性别比率B1(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B1=(女性在业率/男性在业率)×100% 

=(女性在业人口数/女性劳动适龄人口数)/(男性在业人口数/男性劳动适龄人口数)×100% 

=(劳动适龄人口性别比/在业人数性别比)×100% 

 (2)第三产业人数性别比率B2(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B2=(女性第三产业人数比率/男性第三产业人数比率)×100% 

=(第三产业女性人数/女职工人数)/(第三产业男性人数/男职工人数)×100% 

=(职工性别比/第三产业人数性别比)×100% 



(3)专业技术人员性别比率B3(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B3=(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比率/男性专业技术人员比率) ×100% 

=(女性专业技术人数/女性在业人数)/(男性专业技术人数/男性在业人数) ×100% 

=(在业人数性别比/专业技术人员性别比) ×100% 

2.3文化教育平等指标 

两性教育平等是两性人口在接受教育的意愿、状况和结果等方面的价值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权力平等和义务平等。 

对两性教育平等可用三个指标来反映:文盲性别比率、在校大学生性别比率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性别比率。 

 (1)文盲性别比率C1(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Cl=(男性文盲率/女性文盲率) ×100% 

=(男性文盲人数/15岁及以上男性人口数)/(女性文盲人数/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数) ×100% 

=(文盲人口性别比/15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 ×100% 

 (2)在校大学生性别比率C2(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C2=(女大学生率/男大学生率) ×100% 

=(女大学生人数/15岁及以上女性人数)/(男大学生人数/15岁及以上男性人数) ×100% 

=(15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大学生性别比) ×100% 

(3)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性别比率C3(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C3=(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 ×100% 

在具体计算中，我们将各种文化程度根据通常受教育的年限赋值，见表1。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以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所占份额为权重的加权算术平均: 

其中，Xi代表各层次文化程度赋值; 代表各层次文化程度对应的人口百分数。 

  C3= ×100%

      

2.4婚姻家庭平等指标 

两性婚姻家庭平等是两性人日在家庭中所拥有或控制家庭资源、所具有的威望和所享有的各种决策权力的价值平等、机会平等、结果

平等、权力平等和义务平等。 

对两性婚姻家庭平等可用三个指标来反映:婚姻自主性别比率、家庭重大事项决策性别比率和家务劳动用时性别比率。 

 (1)婚姻自主性别比率D1(数据来源:专门组织的抽样调查) 

D1=(女性婚姻自主比重/男性婚姻自主比重)×100% 

=(女性婚姻自主人数/女性已婚总人数)/(男性婚姻自主人数/男性已婚总人数)×100% 

=(已婚总人数性别比/婚姻自主人数性别比)×100% 

 (2)家庭重大事项决策性别比率D2(数据来源:专门组织的抽样调查) 

D2=(由妻子决定家庭重大事项的比重/由丈夫决定家庭重大事项的比重)×100% 

家庭中的重大事项主要指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与子女相关的重大事项、与老人赡养相关的决定、重大财务支出的决策、夫妻双方的重大

事项、家庭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家庭生活消费模式的确立等等。 

 (3)家务劳动用时性别比率D3(数据来源:专门组织的抽样调查) 

D3=(丈夫家务劳动用时数/妻子家务劳动用时数)×100% 

2.5健康平等指标 

两性健康平等是两性人口在生理、心理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交往保持良好状态的能力，包括在生殖方面所拥有的特殊权利;在社会生产

中所享有的特殊保护;在夫妻生活中所具有的平等地位等的总和。 

对两性健康平等可用三个指标来反映:妇科健康率、人口平均寿命性别比率和人口死亡性别比率。 

 (1)妇科健康率E1(数据来源:专门的统计资料或专门组织的抽样调查) 

E1=100一妇科病患病率 

=100－(患妇科病女性人数/女性总人数)×100% 

 (2)人口平均寿命性别比率E2(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E2=(女性人口平均寿命/男性人口平均寿命)×100% 

 (3)人口死亡性别比率E3(数据来源:统计资料) 

E3=男性人口死亡率/女性人口死亡率)×100% 

=(男性死亡人口数/男性人口总数)/(女性死亡人口数/女性人口总数)×100% 

      =(死亡人口性别比/人口性别比) ×100% 

2.6发展平等指标 

两性发展平等是两性人口在其人生的经历中可以自主支配和决定生活方式、职业模式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

权力平等和义务平等。 

对两性发展平等可用三个指标来反映:职业选择与发展自主率性别比率、进修学习时间性别比率和工作支持度性别比率。 

 (1)职业选择与发展自主率性别比率F1(数据来源:专门组织的抽样调查) 

Fl=(女性自主职业选择与发展率/男性自主职业选择与发展率) ×100% 

=(女性自主职业选择与发展人数/女性劳动适龄人口数)/(男性自主职业选择与发展人数/男性劳动适龄人口数)×100% 

=(劳动适龄人口性别比/自主职业选择与发展人数性别比) ×100% 

 (2)进修学习时间性别比率F2(数据来源:专门组织的抽样调查) 



F2=(女性进修学习时间/男性进修学习时间) ×100% 

 (3)工作支持度性别比率F3(数据来源:专门组织的抽样调查) 

F3=妻子对丈夫工作的支持度/丈夫对妻子工作的支持度) ×100% 

支持度表现为夫妻双方对对方工作在态度上、时间上和内容上的支持程度的总和，该数据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其具体调查项目和赋分

见表2。 

支持度合计=0.5×时间上的支持度+0.3×态度上的支持度+0.2×内容上的支持度 

3、性别平等评价综合分值 

将以上六个层次的评价指标按照重要性赋权并进行综合，得到表3各层指数和综合评价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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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统计与决策》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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