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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妇女赋权与社会性别问题 

  出处:中国网    

   （一）现状与措施  

   开罗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提出，实现男女立足于和谐伙伴关系的平等和公平，使妇女

能够充分发挥潜力；让妇女在决策制定与实施的各个阶段，成为积极的决策者、参与者和受益者。

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也强调了这一重要目标。  

   实现男女平等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

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1994年以来，中国在贯彻落实《妇女

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颁布了《母婴保健法》，修订了《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先后制定了《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基本形成保障妇女

权益的法律、政策支持体系；各级政府建立了专门的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了包括服务、倡导和教育在内的各种项目，明显改善了中国妇女特别是

农村妇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参与状况，为营造妇女赋权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  

   妇女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事务。2002年，全国有女干部1,493万人，占干部总数的

37.4%。在基层村委会和居委会中，女性分别占16.2%和60.6%。2003年，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中，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2%。人大女常委占常委总数的13.2%。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女委员占委员总数的16.8%。各级政府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干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是代

表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的重要群众组织，在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9年，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努力保证农村妇女在村民委员会成员中有适当名额的意见》，确保农

村妇女参与村委会的管理与决策，使妇女在基层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妇女就业规模继续扩大，经济独立性增强。2002年，全国妇女就业33,552万人，占就业人口

总数的45.5%。近5年来，女性就业净增565万人。女性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继续呈下降趋

势，在技术、知识密集度高的行业中女性比重明显增加，就业结构趋于合理。各级政府再就业指导

中心和劳动技能培训基地培训妇女500多万人次，直接帮助200余万妇女实现了就业和再就业。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组织6,300多万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新技术培训，使她们掌握了1至2门农业新技

术。妇女创办的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女职工劳动保护和妇女劳动就业权利在整体上得到进一步保

障。  

   妇女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不断提高。在18至64岁的女性中，文盲比例已从1990的30.1%下

降到2000年的11.1%。2002年，女性平均上学年数为7.2年，比1990年提高了2.5年。妇女人均受教

育年限的增幅大于男性，男女受教育水平的差异逐渐缩小。普通高校在校女生比例由1990年的

33.7%提高到2002年的44.0%。“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等活动提高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

女童的入学率。  

   妇女的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进一步得到保证。在全国3亿5千万家庭中，以爱情为基础的

自主合法婚姻、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成为主流。目前中国35岁以下妇女自主决定婚姻的比例城镇为

85.8%，农村为75.6%。妇女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增强，享有的人身、财产权利进一步得到实现。中

国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70.4岁提高到2003年的74.0岁，比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高出3.5岁。  

   为促进妇女赋权与社会性别平等，中国政府和妇女组织先后与联合国机构以及多个国际组

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积极引进项目资金，在妇女发展领域开展了广泛的项目合

作，先后实施了“巾帼建功”和“双学双比”活动、生殖健康和妇女参与发展项目、“母亲水窖”

项目、下岗失业妇女培训项目、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关爱女孩行动等项目，增强了妇女的权利意

识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问题与挑战  

   ——由于社会偏见和培养选拔机制不健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尚未很好地体现性别平



等，妇女在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中高层领导岗

位女性比例偏低。  

   ——妇女在入学、就业和升迁等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现象依然存在，女职工的孕产期权益

及其他权益保障有待进一步落实。10年来，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2000年，城镇在业

的低收入女性比男性高19.3%。  

   ——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女性社会地位停滞不前。农村妇女受教育水

平与男性仍有一定的差距，所享受的健康服务依然不能满足其需求，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以及女性

被商业化和拐卖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村妇女自杀率居高不下。  

   ——偏好男孩的生育观念以及对女婴的忽视，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女婴死亡率较高的问

题依然严峻，不仅直接影响女性的生存与发展，还将严重影响未来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稳定。  

   ——由于文化水平及职业技能培训不足，不少外出务工妇女不得不从事低薪和有毒有害的工

作。非公经济中女职工的职业安全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这将直接影响她们的身体健康及未来发

展。  

   ——男性在家庭财产占有方面的传统优势依然存在，许多妇女的家庭财产继承权没有得到有

效保障，一些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三）战略与对策  

   ——保障妇女获得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保障妇女劳动权利，妇女从业人员占从业人

员总数的比例保持在40%以上，多渠道扶持下岗失业妇女实现再就业，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面达

到90%以上，保障女职工享有特殊劳动保护，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  

   ——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及决策水平，提高妇女参政比例，加强对女干部的

选拔与培养。在女性较集中的部门和行业，管理层女性比例要与女职工比例相适应，村（居）民委

员会中女性要占一定比例。  

   ——小学适龄女童的净入学率要达到99%以上，初中女童毛入学率达到95%左右，高中阶段教

育女性毛入学率达到75%左右，高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达到15%左右，提高妇女的终身教育水平，妇

女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  

   ——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妇女的预期寿命，进一步降低孕产妇特别

是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保障妇女享有计划生育的权利，提高妇女的自

我保健意识，增强妇女身体素质，将妇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健全和完善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开展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保护妇

女的人身权利，禁止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维护妇女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保护妇女合法

的控告、申诉权及在诉讼中的各项权益，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创造有利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提高妇女享有社会福利的水平，倡导建立平等、

文明、和睦、稳定的家庭关系，为妇女创造适宜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高妇女参与环境保护及决策

的程度。  

   ——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强迫妇女卖淫等犯罪现象，有效遏止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非

医学原因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等问题，保护妇女的人权和尊严。注意从社会文化和妇女赋权的角

度，努力推进人口、健康与发展领域中的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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