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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项目中的GAD与社会性别敏感性学习

社会性别与发展（GAD）和社会性别敏感性在社区发展项目中日益受到关注，不少的社区发展项目还

专门设计这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创收项目设计往往以妇女为重点对象。但是，如何真正把社会性别融入社

区发展项目过程中，包括体现所谓的社会性别敏感性，并通过这个过程逐渐实现社会性别的公平，是乎还

是一个十分模糊的事情。  

1.       对社会性别的理解 

按照一般的定义，社会性别是要跳出男女生理性别的圈子，重点了解和学习男女在社会环境下的社会

角色差异，并挑战这种差异，追求平等的社会地位。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与社会性别相关的几种涉及

妇女和发展的术语的特点： 

Ø         WID认为：妇女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但WID对妇女的关注实际是把

妇女作为重要的可以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源，并期望通过对这些人力资源的利用来帮助促进社会经

济的发展； 

Ø         WAD认为：妇女并不只是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而是实际上就一直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

用，只是他们的工作被淡化，他们的经济贡献特别是家庭劳动没有被货币化和被社会承认而已。

WAD注重发掘妇女的潜力，并通过为妇女提供技术服务（能力建设）和财务支持（小额信贷等）

以及其他项目来减轻妇女的劳动强度，节约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经济创收活动（例如供水和修路等

项目）来提高妇女的经济独立性和提高社会地位，并通过这个过程来促进社会承认妇女对社会的

经济贡献WAD的项目过程，实际上不仅增加妇女的劳动强度，由此产生的经济独立性并不一定带

来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许多创收项目的成功也随时面临被男人取代的危险。因此在WAD的情况

下，妇女并没有完全从常规的弱势群体关注中剥离出来。WAD采用的策略更多的是现实性社会性

别需求而不是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 

Ø         GAD认为：要真正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必须把妇女从常规的弱势群体关注中剥离出来，强调战

略性社会性别需求，追求完全的男女社会平等，并把它融入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特

别是要在政策和法律层次得到保证。  

不难看出，社会性别是追求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男女平等，是一种战略性的追

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妇女从一般的弱势群体中剥离出来，突出妇女的现状和发展追求。而这种剥离，

在实际的发展项目中不仅很困难，而且十分模糊，因为许多以“GAD”为追求模式的发展项目实际上都没有

接触到GAD的实质。  

2.       发展项目中的社会性别敏感性和社会性别需求： 

在社区发展项目中保持社会性别敏感性已经被多数的实践者所接受并应用在具体的项目工作中。但这

种社会性别敏感性又经常被表达为性别着重，其实就是妇女着重，也就是对妇女的现状和未来给予比较多

的关注，以便为妇女专门设计一些项目内容，而表现最多的的项目内容就是通过一些可以减轻妇女劳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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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劳动强度的活动来为为妇女提供可以从事经济创收活动的机会。  

中澳重庆综合扶贫项目（CCPAP）是从2001年正式开始的综合扶贫项目，“社会性别”是该项目十分

强调的内容，为此，项目管理还特别把各级妇联（上至国家下到乡镇妇联）作为重要的合作方。该项目的

主要内容包括解决农村供水问题、农村交通问题、项目管理问题和农户多样性经济创收。在这四个项目内

容中，“妇女着重”被反复强调，包括项目活动的劳动力分配、项目规划设计的参与和收益等，其中的创

收项目多样性则几乎完全是为妇女设计的。CCPAP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农村供水项目解决妇女取水的问题，

减少妇女取水的时间从而把节约的时间用于经济创收活动；通过为妇女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和小额信贷服

务为妇女建立从事经济创收的能力和条件；通过农村公路项目为妇女建立连接社区内外的通道特别是市场

渠道和信息通道，使妇女的劳动可以比较顺利的货币化（劳动力或者劳动产品的出售），使妇女逐渐实现

经济上的独立，并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妇女社会角色的转换达到社会平等的目的。  

中澳重庆综合扶贫项目的这种社会敏感性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妇女作为特定的群体来考虑，而不是把他

们作为社区群体的常规部分。但这种社会性别敏感性同前面提到的社会性别是乎并不是一回事情。按照社

会性别需求分析的分类，中澳重庆综合扶贫项目更适应于现实性的社会性别需求，因为它的一切都建立在

不打乱现有社会角色的前提下，通过对妇女现有社会分工状况的改善（而不是调整）来促进妇女社会条件

的改善。这种改善也只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它是乎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战略性社会性别

需求。毫无疑问，这种实践行为描述为WAD可能比GAD更为合适。同样不可质疑的是，社会性别敏感性在这

个项目中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但无论如何，它不是GAD。  

3.       发展项目中的社会性别的内涵和外延：性别定位还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划分？ 

实际上，社区具有社会组织、经济及政治生活的整体性特点。社区不仅仅是两性的世界，还存在十分

复杂的社会阶层分化，而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社会性别基础上的，例如，穷富分化、

核心与边缘人群分化、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分化、家族分化、宗教分化等。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男女平等

是为大家所接受的，并且这种平等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毫无疑问的是，即使如此，男女之间的不平

等仍然很严重，这也是众多国际机构特别包括非政府机构通过发展项目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但是，众多

的社区发展项目给人的强烈的感受是，实现社会性别与发展（GAD）非常艰难，因为GAD客观上面临两个挑

战： 

Ø         GAD给人太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至少在表述上如此，因而受到社会群体包括女性群体的抵制。

因为很多事实表明，“社会性别”问题几乎都被转变为“妇女问题”，妇女在任何项目中都被定

性为最重要“当然的”弱势群体。不可否认妇女经常都是处于弱势状态，但当“社会性别”被理

解为“妇女问题”的时候，许多对男性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被忽视了。更何况，“社会性别敏感

性”常作为一个时髦的话题而被传播，而不具有实际的意义。 

Ø         社会阶层的分化的严重性：社会阶层的分化使社区被分化成为不同的经济政治群体，性别差异包

括社会性别差异常常融入到这些社会分化中，客观上降低了“社会性别”的重要性。实际上，任

何发展项目所面临的不仅是社会性别的分化，更多的是社会阶层分化形成的不同群体。就中国而

言，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演变，交通和信息交流相对与过去差异十分巨大，加上社会生活和道德生

活的调整，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表现十分明显，贫富悬殊、社会关系差异显著，即使在最落后的

社区，也可以识别出完全不同状况的群体，不同的社区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差距甚远，不同的群

体通过不同的社会资本和途径来改变自己的状况。相对于这些现状，人们的关注远多于社会性

别，更何况社会性别与发展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从“参与性”的角度讲，这些不

同群体将作为不同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在项目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但社会地位是平等

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别的差异已经不能完全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 

因此，在实际的发展项目中，既定的社会性别与发展（GAD）作为追求的目标，要实现是十分困难

的，即使作为必须的内容加以推行，也很难实现。但这并意味GAD不合理，而是理解和实践的问题，因为在

许多发展项目中，GAD实际上已经被理解或者演变为WAD，客观上实现的是社会性别的现实性需求。因此，

合理的目标和有效的实现目标完全是两回事情。  

而社会性别敏感性则完全不同于GAD。在追求男女平等的今天，“不能忽略妇女的合理需求和在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这个要求很容易被社会的不同群体接受，包括社会分化严重的社区也是一样，也很容易在

具体的项目操作过程中实现。按照现实性的社会性别需求，如何在现有条件下通过项目的干预来减轻妇女

的劳动强度，创造妇女关心自己和从事创收经济活动的机会，为妇女提供能力建设和经济创收的机会（例

如，恰当的培训和信贷服务等），也许更具有现实意义。更何况，实现现实性社会性别需要也是实现战略

性社会性别需求的必要过程。综观目前开展的社区发展项目，几乎都是同样的策略，只不过对社会性别强

调的程度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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