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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性别平等在以法律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政策上已经确立六

十多年，可是性别不平等却广泛存在于现实当中。而理论研究方面，现阶段关于

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研究范围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中国对于性别平等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宏观的研究；第二，研究的深度有

限。从学科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对性别平等的研究视角大致从社会学或政策学两

方面，把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相对较少；第三，对性别平等的

研究主要是以女性学者为多，而且多以女性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主。把性别平等

纳入公共管理特别是公共政策中进行的研究少之又少。基于此，本研究以马克思

主义的性别平等思想和女性主义性别平等理论为基础，以参政、就业政策中性别

不平等为切入点，分析了目前中国参政、就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缺失及缺失的成

因，目的是完善和建构性别平等的参政、就业政策。全书将分为五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本书的研究目的及意义、所涉及的主要观点的研究

现状及创新之处进行了综合概括。力求阐明本书的立题目的，相关研究及研究的

价值所在。第二章主要对实现参政、就业政策性别平等的理论依据进行学理分

析，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性别平等的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平等的论

述。其目的是为后来参政、就业政策的性别平等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

是对中国参政、就业政策在实现性别平等中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进行分

析。第四章主要是对参政、就业政策的性别平等缺失及成因分析。第五章针对目

前中国参政、就业政策中性别平等缺失的问题，借鉴国外对于参政、就业性别平

等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完善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参政、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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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对策，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这一部分首先

提出完善中国性别平等的参政、就业政策的方向：必须坚持社会性别主流化、必

须恪守妇女赋权的核心观点。以此作为政策导向，提出了完善性别平等的参政、

就业政策的具体对策。这些对策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对性别平等的研究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性别，它不但因历史发展阶段而异，而且因民族、国家等因

素而异；二是对性别平等的研究放在男女同一视角、同一世界、同一体的关联性

和交互性中去进行，也就是从相互影响的共生视野来审视性别平等的问题。既不

要把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也不要把女性作为男性的对立面进行研究，而是要

实现两性的实质平等，要把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指向性别文化、性别结构和性

别制度等。由此得出，性别平等的问题不仅是女性的问题，也是男性的问题；不

仅是人权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总之，把实现参政、就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

作为实现妇女全部平等的核心和基础的观点，是研究的核心思想，也是主要创新

所在。本书之所以把参政、就业政策进行专门理论研究，理论层面的原因有三：

平等参政、平等就业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平等参政、平等就业是男女平等的

基础；平等参政、平等就业是衡量两性平等发展的重要指标。从实践上讲，虽然

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已经不存在了，但妇女在事实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

地位的形成主要缘于中国核心权力层很少甚至没有女性成员，在国家机关女性人

数也远远少于男性，而由于根深蒂固的 “男性文化”，少数进入政府机关的女干

部也被 “男性化”。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考虑，本书认为实现男女两性平等

的核心是充分实现参政、就业领域中的平等。

理论上而言，本研究就其本质属于公共政策研究，即公共政策中性别公正和

正义的研究。把性别平等同参政和就业政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参政、就业政

策中性别不平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力求完善和构建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参政、

就业政策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丰富公共政策以及公共管理论。另外，本研究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性别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

是衡量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准。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各个利益群体的均衡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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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而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解决各种公共问题、管理公共事务的基本手段，承

担着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及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重任，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

规和政策来调整各个群体利益分配和再分配，进而推动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实践

上，本研究立足于社会现实，并结合中国参政、就业的实际，以服务于性别平等

和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以性别平等为

切入点对中国现有的参政、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分析和建议，不仅表达了

以女性为主的弱势群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诉求，也为中国参政、就业政策的

完善提供了建议。总之，本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公共政策和社会性别理论的

结合，深化公共政策中的性别平等研究，促成新的边缘学科的形成，促进中国性

别平等的实现，并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以性别平等为主体的政策体系，进而形成以

性别正义为特征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中国，性别平等、参政政策、就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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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章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选取中国参政、就业政策的性别平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

目前中国日益凸显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对妇女地位提高起着重要核心作用

的参政、就业政策缺失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性别平等在以法

律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政策上已经确立的六十多年后，为什么性别不平等仍广泛地

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这种性别不平等与公共政策决策者的性别平等意识缺失有什

么联系、如何彻底消除性别不平等以及性别歧视，如何完善中国在参政、就业中

性别平等的政策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自辛亥革命以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妇女从封建社会中受压迫、受剥

削的境况解放出来，并逐渐实现了法律上的性别平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充

分保障妇女在政治上的参政权和在经济上的就业权，１９５４年我国的第一部 《宪

法》颁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明确提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

律上一律平等”的重要原则，这为后来颁布的各种保障妇女参政、就业权利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对于妇女参政方面，中国政府陆续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妇女权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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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北京宣言》以及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

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为实现中国妇女平等参政奠定了法律地位。在妇女就业

方面，中国政府也是一贯重视妇女就业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妇女发展的历

史就是一部经济的发展史，而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妇女就业又是非常重要的部

分。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针对妇女发展的情况，颁布了以保护妇女劳

动权益、禁止性别歧视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了以 《宪法》为基础，以

《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核心，包括国家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种

法规、规章在内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在为中国妇女平等就

业的实现以及反对就业歧视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特别是中国政府还签订了关于

禁止妇女就业歧视的国际公约，如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男女工

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和 《１９５８年消除就业歧视和职业歧视公

约》等，这一切都为中国妇女平等就业奠定了法律和政策的基础。

尽管法律法规和政策一再强调妇女同男性一样具有平等的参政权和就业权，

中国政府自１９４９年成立后也对性别平等的实现作出了很艰苦的努力，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发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的不断深入，性

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在中国参政、就业领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个别领域还呈现

出不断恶化的趋势。

１．参政领域中女性的 “缺席”

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舞台女性领袖辈出的时代。特别是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在亚洲的印度产生了建国６０年来的第一位女总统———普拉蒂巴·

帕蒂尔；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出现了第一位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在欧洲

的德国默克尔击败施罗德，成为德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理；在非洲的利比里亚女

总统瑟利夫骄傲的告诉人们：“我认为在利比里亚，现在是让女性展现能力的时

候。”刚刚冲进被人们认为是男人战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女性掌门人拉加德，

在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对她面试时说： “我接受了２４个男人 ‘审

问’３个小时后，我开始觉得，改变是一种好事，我们可以发挥不同的才能和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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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拉加德的当选被认为是 “女性的胜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８日，诺贝尔和平奖

颁给了三位女权人士。即非洲首位民选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

妇女团体 “和平运动”的发起人莱伊蔓·古博韦和也门女记者团体领导人塔瓦库

勒·卡曼。她们书写了妇女发展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尤其是在男权主义最为严重

的沙特阿拉伯，在２０１１年也破天荒的赋予了女性选举权。这充分预示着国际妇

女发展又一高潮的到来。特别需要指出是，国际社会妇女参政水平的提高不仅仅

表现在女性政治领袖的增多，同时还表现在妇女在政府中担任决策和管理重要角

色的增加上，截止到２０１０年，世界上１５１个国家元首中有９位是女性，女性比

例为６％，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１．３个百分点；１９２个国家政府首脑中有１１位女性，

女性比例为５．７％，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１．５个百分点。这一切都似乎说明世界政坛

女性领导人正在崛起。

在世界妇女参政取得辉煌成绩的今天，中国妇女参政也在发展进步中，但同

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妇女参政的进展是缓慢的，可以说是处于步履维艰、徘

徊不前的状态中。尽管中国政府为保障妇女参政制定了一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但现实的状况是妇女参政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妇女参政的状况一直

处于徘徊状态。我们从以下方面对中国妇女参政的状况同国际妇女参政状况进行

对比，就足以说明目前中国妇女参政与国际妇女参政的差距。首先，从妇女在决

策层中所占的比例看，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世界上有４７个国家女性担任正

部长，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１９个国家，所占比例是２５％，其中以芬兰为最高，达到

了６３．２％，而中国政府部门２６位正部长中只有３位女性，占１１．５％，在世界排

名为第６１位；其次，各国议会中女性议员所占比例看，１９９７年的统计是世界上

女性议员比例在３０％以上的国家有５个，它们分别是，瑞典、挪威、芬兰、丹麦

和荷兰，而中国在１９９７年的统计是人大代表中妇女所占比例为２１％，世界排名

第１６位；２０００年，各国议会女性议员的比例在３０％以上的国家比１９９７年增加

了８个，而此时的中国妇女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为２１．８％，世界排名第２２位；

２００５年的统计是各国议会中女性议员的比例占到３０％以上的国家有１７个，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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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４个，而此时的中国妇女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为２０．２％，世界

排名第３８位；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各国议会中女性议员所占比例在３０％

以上的国家已经增加到２６个，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９个，而此时的中国妇女在人大代

表中所占的比例比２００５年略有上升，即妇女代表所占比例为２１．３％，但世界排

名中却下降到了５５位。上述对比足以说明，目前中国妇女参政的水平同国际上

很多国家相比是落后的，特别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决策层历来是处于 “女性缺席”

的状态。据本人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５４年至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女性领

导人共为５人，即吴桂贤、陈慕华、彭佩云、吴仪和陈至立；而历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女性领导人共为１５人。

妇女在高层领导层的缺席，意味着女性在决策层中话语权的缺失，反映在更

深层次是妇女利益无法体现在国家政策中去。面对国际上很多国家妇女参政的蓬

勃发展现实，而中国妇女参政正面临着如此困境。这些都凸显了研究妇女同男性

平等参政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赋予了探讨完善和建构性别平等参政政策新的

价值。

２．就业领域中的 “性别歧视”

中国政府在法律方面一贯重视妇女就业，禁止性别歧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

着诸多性别岐视问题，尤其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化，特别是经济结构

的转型，中国妇女在就业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中，无论是在就业机会选择上，还是就业中职业选择以及歇业阶段社会保障上都

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２０１１年由中国妇联及社会统计局等单位联合进

行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表明：在妇女就业方面遭遇性别岐视的女

性占调查总数的１０％；有求职经历的女大学生中有２４％的人遭遇过不平等的对

待；最近３年，高层人才所在岗位中２０．６％存在 “只招收男生或同等条件下优先

招用男生”的情况；３０％存在 “同等条件下，男性比女性晋升快”的情况；４７％

存在 “技术要求高、有发展前途的岗位上男性比女性多”的情况。上述调查数据

都明确指向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妇女在就业领域受到了严重歧视。著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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