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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平等工作的一次深刻变革 

王莉萍 

“妇女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在妇女或妇女组织内部倡导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很难实现目标，也很难使性别平等纳入政府决策的主流。男子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至关重要。” 

1 月18 日，在全国妇联一楼会议室召开的“全国十佳‘时代男性’评选活动”引来了多家媒体。评选活动像又一个全民娱乐的噱

头，几乎清一色的女记者们给予了其最丰富的想象力。 

主办方也似乎料到会有误解，请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肖扬对这次评选活 

动的初衷和背景作了详细解释。果然，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任务。“全国十佳‘时代男性’评选活动”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与全国妇联

的合作项目——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第六周期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内九家女性媒体联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并评选十位

当今最具社会性别意识、关爱支持女性、与女性并肩开拓事业的“时代男性”，借以树立中国男人的榜样、促进中国社会性别平等。 

评选时代男性的创意点基于近年国际社会思想的转变，是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的重要产出。为 

此，联合国人口基金高度重视，并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男性参与对于一个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活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为了保障

妇女权益的活动，为什么要以评选“时代男性”的形式来开展？肖扬解释说，这是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战术转变。 

通过多年的性别平等的调研和实战，国际社会已经转变思路，从对妇女教育转而高度重视促进男性参与。1994 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

会和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不仅提出了这一理念，还就此制定了相关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策略。 

肖扬说：“妇女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在妇女或妇女组织内部倡导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很难实现目标，也很难使性别平

等纳入政府决策的主流。男子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至关重要。”肖扬讲述了在生殖健康方面所走过的弯路。在部分农村地区，高达

90%的妇女患有生殖道感染。研究人员在某地区观察发现，如果女性得了生殖道感染的疾病，仅给这些女性提供咨询、让女性提高保

健意识，进行治疗，而男性不参与治疗，往往事倍功半，女性的疾病无法痊愈。而对男性进行这方面的知识普及后，女性疾病的治愈

效果往往非常理想。 

中国妇女报社总编辑卢小飞说：“人类社会由男女两性所组成，是一个相互支撑的‘人’字 

形。男性的理解、支持是妇女享有平等进步与发展权利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国际社会提出男性参与的广义概念，是为了增强男性的参与意识和行动，促进男性更加自觉地履行保护妇女的生殖健康和增进家庭幸

福，充分发挥男性在生殖健康、抚养子女和家务劳动方面的作用，并与妇女共同承担责任。 

评选十佳“时代男性”就是要促进男性全面参与，这一活动不仅具有国际背景，也有着重要 

的国内背景。这一活动是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男女两性的平等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第六周期中国方案在2006 年已经启动，将历时5 年，持续到2010 年。项目涉及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

部、国家统计局、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相关科研机构和30 个省、市、自治区的30 个项目县。 

自1979 年起，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人口与卫生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的生殖健康和性别平等。此前，已进

行了第四周期生殖健康倡导项目(1998~2003 年)和第五周期社会性别平等项目(2003~2005 年)。 

目前进行的第六周期国别方案中，社会性别视角将贯穿于项目的始终。社会性别平等项目作为跨领域的活动，融于生殖健康与人口发

展领域。宣传倡导重点为促进人口与生殖健康领域的性别平等。项目有两个宣传倡导主题：一是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反对针

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二是倡导男性参与。两者都与男性有直接关系。 

肖扬认为，这一项目提出的男性参与，不仅包含男性使用避孕节育方法，还包括养育子女和家务劳动的分担，也有利于打破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责任分工模式，反映出人类对男性参与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 

在中国，男女社会地位在很多人眼里是毋庸置疑的平等。但根据研究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 

男性掌握着更多的资源配置，在家庭和社会事务的决策时具有极大的权力。肖扬提到一次调查结果：在中国家庭中，重大事务决策男

性依然占主导地位。 

现实中，仅在人口发展与生殖健康领域就存在诸多性别不平等现象：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偏高 

问题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妇女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比较明显，男女不平等的陈规陋习尚未完全消除，侵

犯妇女权益现象在一些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女性老人社会地位、家庭地位较低等问题日渐突出。 

在这个五年项目中，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几年内，研究人员将致力于六个研究方向：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具有分

性别统计数据的国家人口与发展战略；加强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国家能力；关注流动人口与青少年以预防艾滋病；加强了

解和促进预防艾滋病行为转变的能力；关注老龄化。 

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的实施主要采取多部门合作的方式。肖扬认为，由于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的 

各项活动有赖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卫生部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因此，必须在国家层面建立推进性别平等的网络运作机制，共同



实现第六周期国别方案社会性别平等的目标。 

而这次参与项目设计、实施的工作人员将服务的对象或者说影响的群体目标锁定在人口与卫生保健领域的高层决策者，国家级项目管

理者，项目省、市、自治区政府的相关决策者、项目管理者和妇联干部，大众传媒领域的决策者与合作者等，希望能影响这些更具有

资源支配权的人们对男女平等的认识。 

今天提出的“男性参与”，是对几千年传统的男权中心文化的全面挑战，也许多年后，它将 

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而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变革。 

 

（科学时报/2007 年/1 月/24 日/第A04 版，作者：王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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