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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本世纪末，我区妇女发展的总目标是：妇女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在全

面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使法律赋予妇女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进一步得到落实。妇女发

展的具体目标是：   

  （一）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及管理的程度。   

  每个地（市）党政领导班子中，必须有１名女干部；７４个县（市、区）

党政领导班子中，必须有１名女干部，争取配备２名，每个地（市）都要各有

１名女县（市、区）委书记或女县（市、区）长；７０％以上的乡镇、街道党

政领导班子中至少配备１名女干部。区直党政机关，６０％以上部门的领导班

子中要配备女干部，地（市）、县（市、区）直属机关，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领

导班子配有女干部，其中要注意选配一定数量的正职女领导干部；８０％以上

的女职工比较集中的行业和部门中至少要选配１—２名女领导干部；村党支

部、村民（居民）委员会中也必须有女同志。要逐步提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各级党代会中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常委比例。   

  全区女党员的发展比例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再提高２—３个百分点；在妇女

较多的行业和部门中，可适当提高发展女党员的比例。要特别注意做好发展农

牧区女党员的工作。   

  （二）组织妇女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生产力发

展。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增加妇女就业人

数，扩大妇女就业领域，加强妇女职业技能培训。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开发适合妇女特点的就业领域和就业方式，提高

妇女劳动参与率，到２０００年，力争使妇女就业人数由现在的占全部就业人

数的３３．６２％提高到４５％以上。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种或岗位外，不

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实现在同等条件下，男

女就业机会均等。   

  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培训。到２０００年，使５０％以上的城镇需就业

的妇女在就业前接受基本的职业技能培训。使６０％的在职女职工接受岗位和

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努力，使女职工中的高级技师、中级技工分别由１９９４

年的０．１％、１％提高到３％、８％。   



  （三）切实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   

  所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都要认真贯彻实

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关于女职工生育待遇若干问题的

通知》、《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母婴保健法》等有关女职工劳动

保护的规定，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妇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和健康，提高女

职工职业安全卫生水平。   

  到２０００年，在城镇女职工中对生育保险基金社会统筹进行试点，并逐

步在全区推广。   

  各单位根据女职工的生理特点及所从事的职业特点，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

和劳动条件，为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哺乳期妇女设哺乳室，保证母婴健康。做到

８０％以上的女职工接受安全卫生教育和安全技术培训。   

  （四）保障妇女受教育权，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水平。   

  在西藏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工作中，重视妇女教育，逐步提高女性接受

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全面提高妇女劳动者的素质。   

  普及义务教育，提高适龄女童入学率，降低女童失学、辍学率，力争到２

０００年，使适龄女童入学率达到７０％以上，在校女童辍学率控制在５％以

下。   

  加强扫盲工作，使１５周岁至４０岁以下人口中的女性文盲率控制在３

０％左右。   

  到２０００年，基本实现自治区政府提出的“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

标。   

  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积极培养各级

各类女性专业人才。在每年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女性要占一半以上。   

  （五）建立健全妇幼卫生机构，提高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及服务质量，进一

步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   

  到２０００年，使４０％的县（不同类型地区标准）实现以县为单位的初

级卫生保健达标；使４０％的县孕产妇保健教育、系统保健覆盖率达标。   

  到２０００年，城镇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９５％，农牧区新法接生率达

到６０％，其中２０％的孕产妇到县以上医院住院分娩，使孕产妇死亡率在

“八五”７１５．８／１０万的基础上降低５％。   

  到２０００年，全区通过投服碘茶、碘盐及碘油胶丸，消除碘缺乏病。   

  （六）保障妇女享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享受良好的生殖保健服务。   

  到２０００年，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１５．５‰以内，计划生育间隔

服务面达到６５％。   

  （七）有效遏制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及拐骗、买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和卖淫嫖

娼违法活动。坚决制止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八）采取倾斜政策，重视、扶持农牧区和贫困地区妇女发展。保护未成

年女性及残疾妇女的特殊利益。   

  加强对女科技人员的培训。在各级各类科技干部培训中，女科技干部要占

培训总人数的２５％。   

  充分调动女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保障女科技人员的劳动创造权，更好地为

西藏各项建设服务。   

  对贫困地区妇女进行文化和生产技术培训，使她们掌握１门以上实用技

术。   



  平均达到一乡１个女农（牧）业技术员。   

  扶持发展脱贫示范户１５００户，兴办以妇女为主的扶贫经济实体３００

个，安排贫困妇女就业４８００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１％。到２０００年，

基本解决贫困妇女的温饱问题。   

  对贫困残疾妇女开展康复扶贫。   

  （九）改善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提高她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   

  广播、电视、报纸每周至少报道一至两篇有关妇女工作的动态和消息。   

  （十）扩大我区妇女同各国妇女的友好交往，促进世界和平。加强我区妇

女同全国各省（区、市）妇女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妇女事业的发展。   

  （十一）在自治区统计中设立妇女分类统计指标。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