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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性别分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向 春 玲 

2006-5-5

 

    在中央党校与加拿大“环境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中，双方都十分重视社会性别的视角，2005年4月23至5月6日，应项目的需

要，我作为社会性别问题专家与中央党校高级考察团赴加考察，在15天的访问中，一直在思考社会性别分析在这个项目中的定位和应

发挥的作用。现将有关想法陈述如下： 

一、 社会性别分析概述 

    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及与

此相关的男女在经济、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机会的差异。这种理论是对有关男女不平等的生物决定论的有力挑战。认为社会中存在的

性别不平等并不是直接由生理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造成的。因此，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社会文化歧视的结

果。应当消除这种不公正的性别角色定型，使妇女同时也包括男人从性别角色的陈规定型中解放出来。因此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要

把妇女纳入现有的发展，使她们对发展做出贡献，妇女的地位自然就会提高，妇女自身也会得到发展。 

    社会性别分析是“指任何把社会性别当作分析的关键范畴的理论框架或科研方法” 。社会性别分析运用于发展，注重研究具体

政策或项目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并致力于消除发展中的不平等和歧视。是否把妇女作为发展的主人，赋权于妇女。在具体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中分别考虑对男女两性将产生的不同影响，征询妇女的意见，特别是在有关妇女发展的政策和项目中，应有一定比例的女

性担当政策计划者和项目管理者。在整个计划的实施中应当始终让妇女发出声音，让她们参与项目和计划的评审与考核。 

   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社会性别分析的必要性 

1、国际社会特别强调在环境保护中发挥妇女的作用。 

早在50年代初,美国杰出的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就开始注意到化学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注意到新化学药品给自然界造成的严重威

胁,于是她开始广泛收集资料,写出了那本著名的《寂静的春天》,并轰动了整个世界。这本书首次提出了20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

大问题———环境污染,雷切尔·卡森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倡导环境保护的人。她去世以后,这本书被译成14种语言,随之才有了

水法、空气法,有了环保组织。1970年有了第一个世界环境日。   1972年英国女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在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上作了

题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成为了这次大会的理论准备和精神纲领,她用经济学家的敏锐和女性的热忱传播着一个被人遗忘太

久的常识———只有一个地球。1987年，又是一位女性,挪威前首相、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夫人,率先提出了今天已获

得举世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后来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特

别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都把“妇女与环境”列为重要领域，用大量篇幅阐述妇女与环境的关系，对如何发挥妇女在

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提出了系统意见。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强调：“妇女对无害生态环境的经验及贡

献必须成为二十一世纪议程上的中心组成部分。除非承认并支持妇女对环境管理的贡献，否则可持续发展就将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

目标。”“妇女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家庭的照顾者和教育者，妇女通过她们对目前和今世后代的生活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

切，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2004年10月11日  联合国在内罗毕总部召开为期3天的首次“环境问题全球妇女大

会”，来自6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女性代表将共同探讨全球环境问题。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妇女为保护环境而高呼”。会议讨论的议

题一是妇女和儿童因环境恶化而遭受的影响，另一个是妇女在环保中的作用。会议认为现在是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全体共同重视妇

女与环境问题以及推动妇女在环保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了。 

2、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SIDA项目十分重视性别平等和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他们的理念是：“性别平等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

所有活动中，男、女性参与人数或者男、女童人数相等，也不仅仅是平等对待男性、女性或者男童、女童。性别平等意味着女性和男

性有同样的地位，在为实现她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权力时，享有同等条件。性别平等方法包括认可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及旨在

减少女性相对男性来说经常面对的不利情况。”而且强调，妇女在加拿大基金项目进展的各个阶段（即项目确认、项目设计、执行及

监督和评估阶段）应发挥重要作用。在环境保护项目中，根据CIDA关于男女平等问题的政策，妇女应该在项目的各个领域都能够得到

和男性一样的待遇，例如污染减少、工作效率以及受训机会等。项目争取在所有的培训项目中都有至少30％的妇女参加。这些为促进

男女平等所采取的行动也大大激发了妇女对于环境问题的兴趣和热情。通过项目的实施，增加对性别平等、改善妇女工作和生存环境

的益处的了解宜宣传和落实性别平等意识。 

3、中国妇女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优势和作用 

    人类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社会公民有一半是女性，她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之中，既从事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又从事

着人类的再生产。从目前的社会分工来看，妇女大多集中在教育、卫生、医疗、社会服务等行业中；在家庭生活分工中，妇女扮演着

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的重要角色，同时，还承担着大量做饭洗衣、清洁卫生、处理垃圾等家务劳动的重任。自从人类对第一环境进行

改造之后形成第二环境以来，人们的生活、工作环境就深深地打上了人类行为的痕迹，也打上了男性和女性日常行为的痕迹。同时，

由于妇女承担着繁衍后代、从事人类再生产的任务。这一神圣的使命使她们更能深切地感受到环境恶化给自身及子孙后代造成的苦

果，更加关注影响后代生存的环境问题。因此，女性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将有自己独特的参与方式和作用。 



1）在工作和生产上，倡导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清洁生产。积极探索并创建了一批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

赢”的局面。我国文化、工业等用纸多取自木材，同时还有大批的办公用纸从国外进口。北京市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仅办公用纸一

项，我国每年就要花费56亿美元用于进口纸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各行各业的工作中成为职业女性。城市

的职业妇女在纸制品的减少、再利用与回收和垃圾分类、办公区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农村有4.8亿妇女，70％的家庭种植和养殖业是由妇女承担的。妇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否兼顾环保的要求，开源节流，不以破

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的提高，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也非常关键。 

2）在消费上，倡导绿色消费，建立健康、文明、环保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消费方式是社会发展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领

域。由于妇女是日常生活的主要操作者，她们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就更明显更直接，妇女对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的选择，即能否选择一种

低消耗、低污染、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可以直接影响生产结构的改变，进而影响到环境状况。首先，在开发、节约资源方

面，如节水、节电、节约燃料等；第二，在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方面，如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含磷洗衣粉以及塑料袋等；第三，在

抵制不良消费习惯方面，如抽烟、酗酒、赌博、吸毒等，妇女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发扬妇女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积极引导绿

色消费，如购买有环境标志的产品，食用绿色食品，采用绿色包装，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进行废物回收，开发再生资源等等，将会进

一步推进环保事业向前发展。 

3）在环境保护的教育上，妇女将发挥特殊的作用。人的初级社会化大都是在家庭和学校中进行，家庭是孩子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场

所，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在对下一代的道德教育、生活习惯、生活技能的培养过程中，还必须培养下一代环

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从小就形成环境保护习惯。如果每一个母亲都能用自己的行为影响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

滴中养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就可以增强下一代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自觉性。这关系到人类社会未来的环境状况，也决定了人类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1980年，中国政府将保护环境确定为基本国策。1992年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承诺，政府对妇女团体和妇女兴办的环保项目

给予扶持。1994年，首届“中国妇女与环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了《中国妇女环境宣言》。宣言指出：“保护环境是全人类

的共同事业，也是妇女应尽的义务，有必要对妇女运动的发展战略和妇女解放思想进行变革和充实，以期建立符合人类社会现代文明

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为当代及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妇女的伟大作用将进一步发挥，中国妇女事业将进

一步开创出崭新的局面。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妇女同样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将做出突出的

贡献。 

 

三 、具体想法和建议 

    在加拿大的参观访问过程中，加方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就是环境保护的事情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情、也不仅仅是环

境保护部门的事情，它是全体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环境保护在加拿大已深入人心、成为全体公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和学习的行为

习惯。之所以形成这个共识，在于法律、政策制度和对公民的环保教育。特别是对公民的环保教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加拿大时，安排的各种学术演讲非常精彩，但没有安排社会性别方面的讲座和座谈，在4月28日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交流中，我

谈了社会性别分析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同时，我建议通过这个项目在党校的教学、教员培训和政策研究中三方面推进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教学和宣传，让我们的学员了解这个基本国策、并在各自的工作和制定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计划中落实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组团时要求有性别专家，而来到加拿大的参观、学习和考察活动却没有社会性别与环境保护方

面的内容？能否安排加拿大的性别专家与我进行一次交流和沟通。我的建议得到了加方的高度重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亚洲部中国计

划司司长戴思平首先肯定了在项目的三个小组全面贯彻性别平等意识的想法。第二，在我们的访问活动中临时增加加方的社会性别战

略专家与我见面交流。第二天，在加拿大开发署，加方的性别专家MARRY与我见面，我们就项目的社会性别分析交谈了一个半小时。

我们的建议： 

1、            在项目的三个小组增加社会性别研究人员。中加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将持续五年，在项目确认、项目设

计、项目执行及项目的监督和评估阶段都有性别研究人员参与，将使项目的全过程都能充分落实性别平等意识。 

2、            在政策上研究环境保护政策与社会性别分析。 

3、            在项目的教材编写中，增加一章环境保护与社会性别的内容。加方还特别提出来在每一章中加上一个社会性别小

节。 

4、          在培训的教员中，保持一定的女性教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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