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竿}



国务院文件

同发 (200 1) 18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望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祷: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 年))和〈中 E

儿童发展纲要(2001 一一凶 10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衔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ææ务院

二00一年五月二十二臼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年)

目言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中 E如女运动和如女事韭又一

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始新的伟大进军。

妇女发展作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

至1 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E际社会为先

进妇女发展与进步达成了多项协议，将妇女问题与全球政治、

经济发展紧密桔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消 i辈经济全球化进

程对妇女产生的不利影响正逐步纳入各E政府的重要议程。

我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作为义不容辞

的责任。 1995 年棋定和发布的〈中 E妇女发展纲要( 1 995 -

2000 年))(以下篱称 '95 (纲要})是我昌妇女发展的重要呈

程碑。 5 年多来?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蔚的和极努力下，在

包插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下， '95 {纲要〉的

主要吉林基本实现，为 21 世纪的妇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95 {纲要〉的实麓改善了我E妇女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

境?维护了如女的合法权益，加速了男女平等的进程，妇女

在政治、经济、教育、费康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全E进步。

2001-2010 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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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

我 E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面对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哥对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富的妇女发展必须有更高的昌标和更快

前前进步伐。

为了更好地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如女整体素质，加快实

现男女平等的进程，发挥广大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生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我国政蔚制定并发布〈中 E妇女发展纲要 (2001

2010 年))(以下简称〈绢要抖。〈携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 0000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远纲要〉的总体要

求，从我自基本国情和妇女瑰拉出友，兼f暖妇女发展的自?没

性吕标和长远自称?确定了 2001-2010年妇女发展的总昌标

和主要目标。同时，充分考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

领〉提击的妇女发展 12 个重要领域，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制

定如女发展规划的做法.以 '95 {纲要〉的实施成效为基础，

提据我E妇女发展迫坊需要解决的实挥问题和2001→2010年

的可持续发展， (纲要〉确定了 6 今优先发展领域，即:如女

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如

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并担便进如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

〈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型的是强化政府的有关职能，动

员全社会的力量，为妇女的进步与发展ßtl 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i司时，鼓励妇女在参与经济和社会发襄的过程中争取自身的

进步与发展。

21 世纪，中国妇女事业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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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

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

会发展史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

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保捧如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枉会和分

享经济资嚣的权利，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保障妇女的各项

政洽权利，提高如女参与盟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及决策的水平;

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普遍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

和终身教育水平;保障妇女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亘

妇女的赞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法葬策护，

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位先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

提高妇女生活质量，促进妇女事业的持续发展。

主要目标与策略措施

-、妇女与经济

( -)主要 a 栋 e

i 保障妇女获得经济资漂的平等权利和机会。

2 消捺就业性躬歧视，实现勇女平等就业，保障妇女劳动

权利，妇女从主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保持在40%以上。

3.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城镇职工生育

保险覆盖吉达到 90% 以上。

4 保障女京工享有特殊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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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

(二)革暗措锥 e

如女与男子平等获得经济权利、共享经济资摞和社会发

展成果是妇女发展的基硅条件。

1 .00 家宏现政策。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体现妇女发展的主要昌标，

经济分析和经济结构谓整应纳入性黯平等观念。

制定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提供妇女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参与经济决策的机会和途径，缩小男女在

分享经济决策权上的差距，提高妇女参与经济决策及管茸的

水平。

一一确保妇女平等获得经济资深和有效服务。主要包括

获得资本、信贷、土地、技术、信患等方百的权利;农村妇

女享有与居住地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权、生产经营权、宅基

地分配权、土地补偿费、股份分红等权利。

一一改善妇女经济状况，进行适当的有利于妇女生存发

展的专项投资。

2.法律和部门政策。

告ù定和完善有利于妇女子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平等

就业等桔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一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盟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禁止捂工、招蒋中的性别歧视。

一一一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参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

素的分配权。保障多元化分配影式中的男女同工商酬，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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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同类剔从业人员中女性工资与男性工资相 i司。缩小男女

收入差距。

一一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持调整中?

充分考虑如女就业的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

务主，为妇女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提高如女在薪

兴产生、新兴行业中的就二lt 比剖和中、高级专主主支术人员中

的女性比剖。提倡自主意主主-鼓动妇女自谋职业，支持和引

导妇女兴办私营、个体企业和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促进妇

女通过多种形式再就韭。

一-进一步落实女珉工劳动保护政策，为女珉工提供必

要的工作和劳动条件，解决女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国生军特

点造成的特珠 ffi 难。

一一捂导各类用人单位担女取工特殊劳动保护条款纳入

劳动合肉和集体合同哩键全和完善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措

施，不断改善女职工劳动条件。如强对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及培训.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制意

识和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女耳其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一一方口大劳动保障监察拭法力度，切实保障妇女的劳动

权耗。对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E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

E妇女权益绿草法〉、〈女京工劳动保护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侵狂妇女合法权益的有为，要依法处理。

一一引导和扶持农材妇女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E向农村妇女开展各种劳动技能培说，帮助其从传统种植业

向苹农产韭转移;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有组织地开展劳务

输出，为农村妇女在非农产业就业能造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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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制定减少妇女贫团的政策措施，增加贫困如女的经

济收入。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加大对贫困妇女的扶持

力度，按照同等优先的原赌，帮助、支持贫困妇女实施扶贫

项旨，鼓励、支持以如女为主的扶贫经济实体的发展，使贫

困妇女成为扶贫资源的获得者和扶贫成果的直接受益者。

3.社会保障和愚务。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动在不同所有制经济

实体就生的、不同收入层次的妇女按黑 E家规定参加社会保

险啕确保妇女在参与经济发展中接受有效服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参加域镇耳其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失业保桂、工f寿保捡、生育保险的权利。

普遍建立城镇职工生育保捡棋度，完善相关配套措

施，切实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和医泞保键需求。

→-为妇女劳动就业提供信息、服务和培训。加强公共

瑕业分绍智L构对知女的职业指导、耳只业介绍等就韭服务 o

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提真妇女的就业能力 O

一一为残疾妇女提供就韭服务和瑕业技能培剖，提高残

疾妇女的就韭比剑。

一一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开展有科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

技能的各项培训活动。

二、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主要再标 e

1.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及决策水平。

2 提高如女参与行政管理的地剖。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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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 l 名以上女干部。蜀家机关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娟、盟)政府工作部门要有一半以上的领导班子配备女

干部。王职或重要岗位女性数量要有较大的增加。

3.女干部占干部队伍总数的比例逐步提高。

4.女性较集中的部门、行~管理层中的女挂地倒与女职

工比例相适豆豆。

5.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员中女性要占一定比慨。

6 扩大妇女民主参与的渠道，提高妇女 E毛主参与均水平。

(二〉革峰精艳 e

妇女广泛参与医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享有充分的民主和

吉由是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吞志。

1.国家宏观政策。

在更大莲围和更大程度上挂进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及决策的进程，扩大妇女民主参与的渠道。

一一充分保肆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及决策的极

利。引导妇女依法参与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高

如女参政议政的水平和比倒 c

一一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 τ 完善平等竞争机制和公务

员管理羁度，键全监督检查轧制，为如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提

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女干部。

-一在制定涉及妇女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时，要呀取各

级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以及妇女组织、妇女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

充分发挥各级知联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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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成为联系妇女群众的替梁和纽带，成为反映妇女群众意

克和建议的重要渠道。

一一重视妇联组织在培养选挨女干部、妇女参政议政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2 法律和部门政策。

提定和完善有利于如女平等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鼓动、引导如女积极参与竞争和民主管理。

一→按照有关部门棋定的培养、选拔女干部规划，实现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和县(市、区、旗〉领导

班子中女干部臣备昌标。

一一政府所属部门领导层中女干部数量逐步增加。逐步

提高女性较集中前部门、行业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

会保捧等部门领导班子中要首先军备女干部。

一一干部的选拔、聘用、晋升及公务员的录用，要切实

贯指"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军赌，保障女盖不受歧

视。

加强对年轻优秀女干部的培养并íIt先选拨。各级领

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应有一定数量的女干部。

一一提高女干部的政治文化素盾咱大学本科以上学厉的

女干部应有较大福度的增加 c

企业事业单位招聘专韭技术和管理人员，不得以性

别为自拒绝录用符合条件的女性，在聘用合同中不得含有性

别坟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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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注意培养和发现高

层次的女姓管理人才。国有企业要积极探索在企业董事会、

监事会、经理等决策、管理层发挥妇女民主参与的新形式，提

高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女性也剖。

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影式的企业民主

管理制度，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代表比侥应与女取工比例

相适应。

一一在民主选举过程中电鼓动妇女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积极参与选举，提高妇女民主参与的程度和地例。

一一扩大基是民主，鼓励有挂动如女参与讨论和决定基

层公共事务.保i毒如女直接行使民主权和。妇女代表会主任

作为候选人提名，经选举进入居武委员会和村员委员会。村

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的比1ýu 要有较大蝠度的提高。

3.社会宣传和培谢。

提高全社会对妇女参与决策和社会事务管理重要性的认

识，为妇女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妇女享有与

舅子平等的培号11 教育祝会。

一一如强对女干部的培剖教育和轮岗锻炼，培养复合型

主层次女性人才，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由意识和竞争能力。加

强对女性专生扶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11 ，提高其政治素屡

和业务能力。

一一重视奖劫、表彰妇女中的先进典型人物，大力宣传

妇女在商令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作居和贡献，提高女性

人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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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妇女与教育

( -)主要自栋。

1 .保障女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小学适龄女童的

净入学率达到 99%左右字小学 5 年巩固率提高到 95%左右，

基本杜绝小学适龄女童失学。初中女童毛入学率达到 95%左

右。

2 高中除段教育女性毛入学率达到 75%左右，离等教育

女性毛入学率达到 15%左右。

3 成人妇女识字率提高至Ù 85%以上，其中青壮年妇女识

字率提高到 95%左右。

4 提高妇女的终身教育水平。

5 如女平均受教育年~R达主i发展中菌家的先进水平。

(二)革暗挎毯 e

缩小男女受教育差距、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贡是如女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c

1.00 家宏现政策。

自家的人才发展战略要体现男女平等原野哩将妇女教育

的主要 E 棕纳入国家的教育发展规埠。

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玫革中，担社会性别

意误纳入教!原培训课程，在高等教育相关专业中开设妇女学、

马克患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与发展等课程，增强教育者和

被教育者的社会娃别意识。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

的机会和途径，缩小男女受教育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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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改善学科领域的性别分布结构，培养高新技术和现

代管理领域的女娃专业人才。

一一在实现教育技术现代先和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保

障妇女与男子共享信息和优质教育资源。

一一如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为贫医地区妇女受教

育告:造条件。

2.法律和部门政策。

制定和完善有和于妇女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

一一教育立法要体现性别平等，保薛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进一步贯街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解决西部贫 IE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女童、

残疾女童、流动人口中女童的义务教育民题。帮动失、辍学

女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缩小男女童受教育差距。

发挥大中接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提高持地学

校培养少数民族女学生的比例。

一一提事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戒人教育的水平，注重培

养妇女的职韭技能和适应职韭变化的能力。通过正规的学历

教育与非学历京业教育以及各种培训，使新增女性劳动力和

在职女职工能够普遍接受各种形式的职韭教育和成人教育。

重点发展县(市)、乡(镇)和表材的中等职业教育，为初中毕业

生中的女性提供多种形式的继续学习机会。

扩大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规模。全面落实各项资助

经济困难学生前政策，帮黠贫困女大学生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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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极利南到络和现代远程教育资源，为妇女接受教

育创造条件和轧会。

一一加大扭除妇女文盲工作的力度，把扫除表村如女文

言作为扫言工作的重点。

一一把妇女的素质教育贯穿于王规教育和非王规教育以

及培训等各令方面，培养女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社会适应

最力、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普遍提高如女的文亿知识水平

和科学技术的应南能力。

提高妇女终身教育求平。逐步形成大众化、社会化

的终身教育体系，为妇女提供终身学习的条件和机会。

努力创造条件，使农材妇女劳动者能普遍受到实用

生产技术培调和文化知识教育。在初中教育阶段，将基础教

育与"绿色证书捋教育有机结合，瓮女学生获得更全面的知

识和劳动技能。

一一通过对口扶贫支教、启动远程教育扶贫项目等捂施，

提高边远贫困地区妇女受教育的水平。

一一对残疾妇女进行职韭教育、职业培训，为残疾妇女

提接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其受教育程度，增强其生存和发展

能力。

3.社会教育和培训。

广泛宣传性别平等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能造有利于

妇女接受教育的社会环境。

一一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井学，为如女接受教育刽造条

件和机会。

一一 13 一



继续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妇女扣言。

四、妇女与健康

(卢)主要自耘，

J .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卫生朱键服务?提富妇女的

预期寿命。

2 提高妇女生蕴健隶水平。

3.保障妇女享有计划生育的权利 c

4.流动人口中的妇女享有与户籍听在地妇女同等的卫生

朱建服务。

5.将妇女艾滋病蒲毒感染率控制在较能水平。

6.提高妇女的健身意识，增强妇女身体素质。

〈二)菜暗持艳.

如女身体、精神在社会适应能力的完全健是拉态是反映

妇女生存状况的基本捂标。

J .00 家宏或政策。

在医家的卫生改革与发展规划中体现如女健襄前主要自

称。

一一妇女卫生保键以亲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

一一在位化卫生资源配置中，合理安排妇女卫生保健服

务经费和科研经费。

引导卫生保使产业发展噎不断满足妇女的健康需求。

一一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妇女健康现念，

普及费康知识。

一一完善计划生育管理和技术罪务体系，提倡避孕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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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靖选择，强化夫妻共民承担计划生育的责任。

2 法律和部门政策。

贯?如落实〈中华人或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不断完善妇幼

卫生法律法规及政策，保护如女的健康权利。

加快卫生立法，完善和落实以公共卫生和妇女键康

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

强化卫生有政拭法，加大对卫生保健产品、卫生机

构如专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各类危害如女身体健束

的违法行为。

强化社区在键襄服务中的作泪，捏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纳入社区管理和瑕务体系，建立以现居住地为主的管理

模式。将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纳入流入地孕产妇保健莲围。

一一加强农村卫生组提建设，完善卫生服务院，做好预

防保健的综合服务.重点?审查和治泞严重危害农村妇女键素

的疾病，旗防和减少农村妇女妇科病的发生。

一一对妇幼卫生人员进行卫生保键专业知识培剖，强生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亮卫生保健技术水平和服务度量。

一←针对妇女不同时期生理和心理特点提供生璋保健瑕

务和精神健康服务，提高妇科常见病的普查普治率。

一一加强产科建设，剖造住院分娩条件，使全E孕产妇

死亡率 12人 2000 年为基数下降 1 / 40 农村孕产如住院分娩率

达到 65%，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 90%以上。住皖分娩

确有盟难的边远地亘，消毒接生率达到 95% 以上。

一一提高产科盾量?减少不必要的 E学干预，降侯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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