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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诉权的内涵及价值取向

诉权是指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

处于不正常状态袁请求法院作出裁判袁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
系袁排除侵害的权利袁也叫司法救济权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袁诉权
的范围也延伸到了刑事和行政领域袁有利于加强法制建设袁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遥

诉权是连接法治与司法权的纽带遥 法治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保障人权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袁诉权是公民的一项
重要的人权袁公民人权保障的前提就是法律赋予其诉权袁诉
权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为直接目的袁 体现了对个人权利
的尊重袁 由国家确认的用以保护公民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
手段遥司法权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主旨袁是实现社会正义的
最后屏障袁因此相关的法律争议应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袁这
是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遥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存在
着大量的空白领域袁 那么司法权就不能负担有效保护公民
权利的功能袁因此袁在现代法治国家袁诉权成为实现公民权
利和启动国家审判权的桥梁袁 在我国将诉权视为公民基本
权利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成为必要遥
2 影响西北少数民族妇女对诉权认识的因素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历史传统和文化尧 经济发
展状况的影响袁法律制度比较落后袁尤其是少数民族妇女袁
法制观念相当薄弱袁对于诉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缺乏认识遥
主要受主观和客观 2个方面的影响遥
2.1 经济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袁法律制度作为上
层建筑的一部分袁其发展尧变化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遥
在少数民族地区袁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袁目前仍
以农业为主袁经济基础差袁人民生活水平低袁有些少数民族
还未脱贫袁至今未解决温饱问题遥 如 1994年在西北地区的
贫困发生率为 20 %左右袁 其中袁 宁夏为 20.68 %袁 甘肃为
19.29 %袁新疆为 22.19 %[1]遥 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袁
因贫困袁缺乏学习和了解知识的条件袁影响了她们对法律的
认识袁对政治及市场缺乏参与袁缺少对诉权行使的机会遥
2.2 传统观念 这是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袁是在一定环境
下形成的观念形态遥在少数民族地区袁仍旧存在封建思想的
瘤毒袁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袁都蕴含着对妇女的歧视袁认
为妇女的地位应该是低下的袁 即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地
区袁也并非合乎现代女性所享有的权利和地位遥
2.2.1 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遥 这种思想特别强烈地表现为
男主外女主内袁男人比女人强袁女人成不了大事遥 这种不平

等的性别观念袁无形中剥夺了妇女的许多人权袁使少数民族
妇女地位低下袁没有能力袁也没有资格享有同男人同样的权
利袁无法保护自身的诉权遥
2.2.2 婚姻家庭伦理观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中袁都认为
男人代表着权利和地位袁可支配一切袁而女性只能依附男性
而存在袁妇女都受父权和夫权的支配袁不能得到平等合理的
地位遥 妇女没有婚姻自主权袁一般都是由父母决定袁因此她
们的婚姻自主权被剥夺袁而自己却认识不到遥
2.2.3 宗教观念遥许多少数民族都信仰宗教袁尽管宗教的种
类不同袁但都存在对女性的贬低和压制的观念袁尤其是男尊
女卑的宗教观使妇女长期受到压抑袁 她们对自己卑微的地
位没有正确的理解袁 因此想从宗教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
托和安慰袁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想法不能如愿袁还常常受
到歧视袁并认为是一种背叛遥
2.2.4 受教育观遥 在少数民族地区袁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袁
对男子和女子寄予了不同的期望袁形成了不同的教育观念遥
以甘肃东乡族为例袁他们倡导野 女子无才便是德冶袁对女子的
教育仅限于初级经堂教育袁学习叶 古兰经曳的一些章节及有
关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袁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仅限于谨守
妇道尧孝敬父母尧节俭持家等家庭伦理和女红茶反手艺袁而
这种教育观念实质是束缚了妇女袁 使她们屈从一种既定的
思维模式袁而忽视了女子的教育袁剥夺了她们的受教育权遥
在少数民族地区袁教育事业相当落后遥 据 1993年的统计资
料袁在甘尧青尧宁尧新 151个少数民族所在县中袁只有 131个
县普及了初等教育[2]遥据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袁
西北地区 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尧半文盲所占的比例为 28 %袁
大大高于全国 15.8 %的比例[3]遥 个别少数民族人口中文盲尧
半文盲高出全国比例的几倍袁如青海土族 15岁以上人口中文
盲尧半文盲比例为 51.4 %袁而女性文盲甚至高达 67.85 %[4]遥
文化落后影响了法制教育的进行袁 她们对权利的了解需要
从书本中获得袁其最基本的受教育权都被剥夺了袁何谈对权
利的认识和保护袁由此可以看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袁连知识都
遭遇了性别遥
3 保护西北少数民族妇女诉权的措施

3.1 彻底转变思想观念 思想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袁有很
深的文化渊源袁在少数民族地区袁仍旧存在着封建思想的残
余袁野 男尊女卑冶尧野 重男轻女冶的观念很重袁要彻底消除这些
思想观念袁首先必须树立野 男女平等冶的观念袁反对性别歧
视遥 妇女的人格应受到尊重袁享有同男子同样的权利袁不能
无形中剥夺妇女的权利遥其次袁妇女在家庭中应享有同男子
同样的权利袁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受夫权的统治袁妇女
的地位卑微袁尤其是对自己享有的权利缺乏认识袁比如说没
有财产权尧继承权袁对于家庭暴力等只能忍受袁而不知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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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诉权的内涵和价值袁以及妇女对诉权的认识程度和影响因素袁从学理上提出如何从法律上保护妇女的诉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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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进行种养结合袁发展庭院经济及相关副业 通过种养

结合尧 发展庭院经济及相关副业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小农产
品价格低下的影响袁提高输出产品的价值遥一方面增加农民
收入袁另一方面袁区域内消化季节性农业剩余劳动力袁从而
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就业农村遥
5 外延分析

日东乡贡潭村的野 农业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冶问题绝不是
个案袁在其周围的几个村庄袁该现象十分普遍曰可以说这是
农民进城给中国农村袁特别是落后农村带来的通病遥在研究
如何转移农村渊 业冤剩余劳动力时袁应该问一下院农村渊 业冤劳
动力真的剩余了吗钥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介绍袁全国 20 %
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袁 在中部地区的许多村子里袁
16耀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袁 劳动力短缺是目前农村正在
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遥原先农村是剩余劳动力的野 蓄水池冶袁
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野 无限供给冶则出现了拐点[4]遥另一方
面袁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在很大程度上袁只是季节性溢出渊 特
别是在农民家庭经济形式下冤袁并且袁农村社会中需要大量
劳动力的活动诸如修房尧砍柴担水尧照料孩子等很难纳入标
准的经济学概念野 工作冶之中袁以致高估了农村的剩余劳动

力遥因此袁关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印象也许只是
一种幻觉[5]遥

目前这种野 剩余冶是以牺牲野 农业发展的后备军冶为代价
的遥只有在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大提高后袁农业劳动力才能够
真正从农业中野 分流冶出来袁但是在目前客观条件渊 土地制
度尧农民经济条件等冤下袁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受到限
制袁这种野 剩余冶只是经济制度不健全对劳动力资源的一种
不合理配置袁从农民暂时利益看袁其可能获得了更大效益袁
但是其对现有的城市社会结构带来冲击袁 也会带来很多的
社会问题袁所以从全社会看袁该配置的效益的欠佳的遥 只有
政府通过经济尧行政尧法律尧技术尧教育等手段进行适当调
控袁才能够确保效益最大化袁更重要的是保证我国农业的快
速发展尧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后盾尧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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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保护自身的权利袁因此必须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袁这样妇
女会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袁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权利遥 第 3袁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应该受到尊重袁 但由于宗教里某些思想
的束缚袁妇女的宗教权利也被剥夺袁因此宗教也需要通过法
律来规范袁能够体现平等尧公平和公正的思想袁这样才能保
证妇女宗教权利的实现遥
3.2 完善立法 实现诉权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袁如果立法本
身有空缺或规定不周延袁 这样法院就无法进行实体性的裁
判袁在少数民族地区袁更应该完善立法袁尤其是关于诉讼法
的规定袁避免由于法律本身缺乏规定袁法院不予受理遥 还有
对少数民族妇女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袁 可以更
加具体地增加一些有利于重视和提高妇女法律地位的规

定袁通过法律来弥补对妇女的不平等对待袁尤其是一些有关
家庭暴力尧婚姻尧财产尧继承等法律问题应做详细的规定袁在
必要的情况下袁应照顾妇女袁这样才能保护妇女袁保障其权
利的实现遥
3.3 重视司法的作用 要明确只有公民享有诉权袁法院才
能实现司法权袁 因此法院实现司法权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
基本权利袁而公民要实现权利必须以诉权为前提袁由于我国
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非当事人主义袁 因此必须改革这一
诉讼模式袁以当事人为主体遥 在少数民族地区袁由于对妇女
存在着歧视袁妇女能否作为主体值得怀疑袁因此必须树立妇
女的主体意识袁要实现这些袁首先应提高少数民族司法工作
人员的素质袁尤其是职业道德素质袁树立平等的观念袁不能
从心理上对妇女存在偏见曰其次是培养一支妇女司法队伍袁
这样有利于保护妇女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遥在司法改革中袁
更应注重程序方面的改革袁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遥由
于我国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袁 因此完善程序的规定
很重要袁尤其是诉讼程序遥 应确立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袁

重视妇女的程序主体地位袁不能存在任何程序方面的偏见遥
诉讼制度中袁应改革和完善诉讼费用的规定袁在我国少数民
族地区由于地区特色和经济落后再加上妇女地位非常低袁
要切实保障诉权的实现袁就应对诉讼费用做相应的调整袁对
确实存在经济困难无法承担诉讼费用时应当免除诉讼费曰
对请不起律师辩护的应当采取法律援助为其提供法律服

务遥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人口分布不均匀袁应当
设立派出法庭袁进行野 巡回审理袁就地办案冶袁这样才能确保
及时行使司法权袁保护公民的权利遥这是根据实际需要和长
期的经验总结得出的袁这一做法很适应少数民族袁并且能发
挥积极的效果袁 减少拖延办案袁 同时也是法制宣传的好机
会袁 设置派出法庭更有利于少数民族妇女了解行使诉权的
真正好处遥
3.4 加强法制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袁 由于法制观念淡
薄袁普遍的法律信仰并未形成袁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制教育来
实现她们的法律认识水平遥对于妇女更应该注重法制教育袁
首先要让少数民族妇女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袁 尤其是要对
自身的权利有深刻的了解袁这是了解诉权是前提遥 其次袁完
善地方性法规 袁 保证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袁每
颁布一部法律应进行大量的宣传袁用通俗易懂的尧切合实际
的语言去引导她们袁要让她们学会运用法律遥 第 3袁改革少
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体制袁重视女童的教育袁剥夺少数民族妇
女的教育权的行为应受到惩罚袁减少文盲的数量袁提高教育
水平遥 最后袁培养少数民族妇女的法制观念袁形成一种法制
环境袁真正实现普法教育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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