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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有什么区别吗？

[ 作者 ] 王宏维 

[ 单位 ] 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 

[ 摘要 ] 如果仅仅是从对同一个英文单词feminism的中文翻译来说，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其实没有任何区别。而在当下，女性主义显然比女

权主义沿用得更多，或许是因为前者未出现“权”这个字眼，对于看或听的人可能会显得更加平和一点，以免引发“女权”就是向男人

“夺权”的联想。但是严格说来，女权主义的译法无疑是更加准确的。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五花八门，有一点却是

共同的，即其根本宗旨就是争取并实现男女两性在各方面拥有平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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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常会有人问及：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仅仅是从对同一个英文单词feminism的中文翻译来说，女权主义与

女性主义其实没有任何区别。而在当下，女性主义显然比女权主义沿用得更多，或许是因为前者未出现“权”这个字眼，对于看或听的人

可能会显得更加平和一点，以免引发“女权”就是向男人“夺权”的联想。但是严格说来，女权主义的译法无疑是更加准确的。尽管世界

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五花八门，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其根本宗旨就是争取并实现男女两性在各方面拥有平等权力。自1975

年以来，经历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女权即人权”的口号，在国际上也已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而2004年度修订通过的中国

《宪法》，也在第33条第三款列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毋庸置疑，“女权即人权”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女权”是女性作

为社会性的人和国家公民本应拥有的权利，绝非是通过向男性“夺权”而获得的。女权不在，人权何在？女权不在，社会正义又何在？也

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被称为近50年来推进世界民主进程的一支基本力量。或许，这样将“女权”与“人权”相

提并论，有过于宏大之嫌？类似问题，早年间也曾经被著名的改良维新运动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碰到过。梁先生所著文章的题目为《人权与

女权》，被人指为“不通”。对此，梁先是“哈哈”，之后的回答颇具意味。他说若是这个题目不通，并非是由梁某人杜撰出来的，而是

社会现状本来就是这样的(不通)，自己不过是照实说出来了，而且想把那个不通的弄通罢了。仔细想一想，若坚持或听凭对人类的另一半

实施歧视、排斥、压迫，剥夺她们应当拥有的平等权利，作为现代民主精神精髓的人权与正义到底还能够剩下些什么？还有什么可圈可点

的？当女性在其作为“人”的位置上缺席，人权和社会正义必不复存，个中道理确实是再简单不过了。然而，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作为一

种社会不平等制度却在中国绵延了上千年，至今作为制度虽已分崩离析，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仍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深蒂固。所

以，要使人人都能够明白及理解“女权即人权”的道理，且真正付诸于实际，又是难度相当高的，故而也被称之为是“最漫长的革命”。

更重要的是，女性主义研究还发现，要真正理解、实施“女权就是人权”，仅有法律上的规定显然是不够的。要使平等权利从法律条文转

变为真正的实际权利，还必须具备许多相关的条件。如女性主义研究所指出的，权利平等不能只是设想成拥有同等的物质性东西或金钱，

在更大程度上，权利应该是指各种关系——人们依照一定的制度与规则行动、相互交往，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同时亦为参与其中的个人

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这也被理解为是个人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而关系及所获机会的差异，无疑将直接影响到个人发展能力的

强弱，并致使发展状态大相径庭。这意味着，若要真正认同和实施男女权利的平等，就必须使她们参与建立尽可能同等的交往关系，进而

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能够拥有同等的“社会资本”。父权制正是在这点上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模式，

女性被排斥在社会公共领域之外，从而失去了以独立主体身份参与各种公共活动的可能性，交往关系无从建立，发展机会无从获得，女性

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因此而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女性主义研究还指出，对于人的发展来说，“自尊是一种基本的财富”。但父权制

通过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传播，大肆贬低、践踏女性的自尊，这就不仅从物质条件上、还从精神上剥夺了可能支持她们独立发展的“资

本”。可见，“女权就是人权”这一口号所昭示的，远远不止是法律上性别权利平等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事实上的性别平等权利——真正

拥有实现平等权利所必备的种种条件。在《人权与女权》一文中，梁启超先生阐发的观点与此亦非常相近。他指出，人权含有三种意味:

一是教育上的平等权，二是职业上的平等权，三是政治上的平等权。他认为，对于女性这三件事虽然是连贯在一起的，但里头还是可以分



出步骤来，教育权无疑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据此女性才能在平等就业和参政方面具备必要的条件。梁启超当年还引用了“知识就是力量

(权力)”的名句，并明确指出:“不从知识基础上求权力，权力断断乎得不到；侥幸得到，也断断乎保持不住。一个人如此，阶级相互间也

是如此，两性相互间也是如此。”这可谓至理名言，高瞻远瞩，掷地有声。以此回望当今中国，2005年度发生北京大学小语种高考录取分

数线实行“女高男低”以及就此引发的社会争论，使人更感慨知晓“女权即人权”的必要和重要，而将女性教育权等各项平等权利的贯彻

实施，上升至人权保障的高度，在当前也是有极强针对性的。否则，女性的平等权利也会“断断乎得不到”，“断断乎保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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