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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重大。女性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为女性发展 

提供广阔的舞台。女性要发展，政府起主导作用；ax性 自己要树立主体意识。关注女性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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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 ，也是全社会 

的热切期盼。女性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构建和 

谐社会可以为女性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本文从女性发展 

的角度探讨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  女性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 

(一)女性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女性发展水平日益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提出：女性开放则社会开放，女性独 

立则社会独立，女性 自由则社会 自由，女性强于欧洲则国家 

强于欧洲 ，女性盛于世界则国家盛于世界。这并不是说，一 

个国家靠女人去打拼，而是说，女性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今天，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极其重要的人力资源，女性 

在家庭和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女性全面发展指的就是女 

性双重角色的平衡发展。随着社会不断向文 明、和谐发展， 

女性全面发展必将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一环。女性参 

与家庭和社会事务能力的高低，参与力度的大小，参与领域 

的宽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和谐、稳定 

与发展。女性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 内容，女性越发 

展，社会越和谐。 

(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女性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奋斗目标 

的内在要求。女性 占人 口的近一半，女性与男性一样，首先 

是作为人的存在 ，然后才是作为性别的存在 ，理应成为全面 

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生力军，没有女性的全面发展，就 

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没有女性的充分参与及其对社会的贡 

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构建和谐 

社会将成为一句空话。同样，女性物质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需 

要的满足、女性自身的发展也理应随着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而被“惠及”，因此，女性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题中的应有 

之义。与此同时，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强烈要求女 

性拥有知识，拥有获取、处理、创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树立 

终身教育的观念，赢得把握社会的能力；小康社会不断完善 

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更加要求女性必须不断地发展 自己， 

时刻保持理智的头脑、清醒的法制意识、强烈的竞争意识、坚 

定执着的追求、坚毅不拔和不断进取的开拓能力；小康社会 

的全面协调发展时代特征要求女性必须有强烈的合作意识， 

高度的协调能力，把自己塑造成有广博知识和精深技能的综 

合型人才。社会越和谐要求女性越发展。 

二 女性发展面临的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 

保障法》为主体，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 

然而，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存在。笔者就衡量女性发展的 

7个主要指标阐述女性发展面l临的问题。 

(一)女性的经济地位令人堪忧 

女性就业状况体现了妇女在人格独立和教育平等的基 

础上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获得相应社会经济地位的程 

度。现今，我国女性在就业率方面比男性低许多。不少单位 

在招聘人才 的条件上，明确要求 “女性 不考虑，只招聘男 

性”，有的单位宁可岗位空缺也不招聘女性，变相剥夺女性的 

社会就业权。根据有关部 门统计，自 1996年开 始到 2003 

年，城镇单位男女从业人员规模都处于下降趋势 ，但女性下 

降的数量和幅度比男性更大，与 1995年相比，2003年城镇 

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的绝对数减少了 1733万，下降幅度为 

29．4％ ，比男性高 2个百分点；相当于全国单位职工减少人 

数的40．2％。与此同时，女性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 

也从最高年份的38．7％下降为37．9％。_l 即使高学历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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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上也存在偏见。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4月至5 

月 ，上海市妇联在复旦、交大、同济等上海 10所高校的 1000 

名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求 

职过程中，55．8％的女生认为遭遇了性别歧视，还有 63．7 

％的女生和 47．6％的男生认为用人单位存在着“很歧视” 

或“比较歧视”女生的现象 j。两性收入差距也在一定范围 

内出现持续扩大态势。1988年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与男 

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之比为0．8369，即女性就业者的平均 

收入不到男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的84％；1995年两性就业 

者的平均收入之比下降为0．8025，即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收 

入约为男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的 80％；2002年两性就业者 

的平均收入之比进一步下降为 0．7922，即女性就业者的平 

均收人约为男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的79％。 其主要原因 

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性别歧视。性别歧视导致女性就业处于 

困境、两性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地位随之降低。 

(二)女性的受教育地位面临严峻挑战 

接受教育是现代社会人最基本又最具决定意义的权利 

之一，接受了现代教育才可能走出贫困和愚昧，获得争取地 

位和财富的机会。女性的受教育情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其整 

体素质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下一 

代的素质状况。我国女性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无 

论是从男女比较还是国际比较的视野，中国女性教育都还存 

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有：女性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仍较高；女 

性受教育的程度偏低；城乡发展不平衡；女性接受终身教育 

的投资不足等。女孩子不能接受平等的教育，受教育权面 

临严峻挑战，不仅对其一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阻碍女性发 

展，而且还从整体上严重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 

(三)女性的政治地位日益弱化 

尽管中国妇女参与政治、决策的水平和程度逐步提高， 

但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 

过的《行动纲领》明确要求各国女性参政 比例要达到 30％。 

而我国离这一 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女性难以进入政治主 

流。就我国女性 民主参与情况来看，全国人大女代表比例 

从 1983年以来长期徘徊在 21％左右 ，九届人大是 21．82 

％，十届人大已降为 20．24％，下降了1．58个百分点，2008 

年十一届人大是21．33％t．41，在国际社会的排名，1994年是 

第 l2位 ，2003年下降为 31位 ，2005年再降为第 42位，在 

国际上排位持续下降。 农村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而且，一 

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基层还是高层，妇女担任重 

要领导职务和正职的都很少，处于权力的边缘。决策机构中 

女性的缺席和边缘化导致话语权缺失，女性的利益难以在决 

策层有效地表达，更难 以融入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之中。 

这极大地阻碍了女性的发展。 

(四)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程度、家庭地位不尽人意 

传统文化与性别歧视使女性的主体意识淡薄，女性骨子 

里的依赖意识、弱者心态，把自己看作男性的附庸，相信“干 

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目前还大有人在。根据一项调查表明， 

87％的城市妇女认为妇女应该为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事 

业，妇女对家庭的重视及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都比男性多得 

多，相夫教子是她们的“第一要务”。女性元酬劳动多而收 

益度低，一项粗略统计显示，全世界男性和女性从事没有报 

酬工作所创造的价值为 17兆亿；其中，女性的贡献要占到 

l1兆亿。 这些贡献，是在我们的GDP中反映不出来的，很 

多时候也得不到社会承认。女性的无酬劳动是将 自己的劳 

动价值追加在对家人的支持、家人的发展而不是自身的发展 

上，女性加倍的家务劳动往往是男性社会发展收益度不断增 

加的条件和基础。在女性付出无酬劳动的过程中，男性所 

获得的社会地位(如职位升迁、学位、职称、执照等)能在以 

后若干年内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而因家务劳动难以度量， 

女性在付出辛劳和牺牲自身更大发展的情况下，应有的权 

益得不到保障，客观上又再度强化了“男强女弱”的观念。出 

现了婚姻家庭里的“马太效应”。家庭地位可想而知。还有 

法律地位难以保障；社会地位难以提高，这都成为女性发展 

的桎梏。 

三 实现女性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女性是经济建设、社会文明的重要力量。女性是重要的 

劳动力资源，其蕴藏的巨大人力资源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 

进程。实践证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女性的贡献， 
一 个国家GDP增长中，女性所作的贡献几乎可与男性的贡 

献相提并论，据统计 ，2006年，中国女性劳动力对中国 GDP 

贡献已超过40％，这与中国女性目前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 

远远不相称。如何实现女性和谐发展，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 

贡献，笔者认为： ‘ 

(一)政府的主导作用 

1、决策性别意识的主流化。所谓性别意识，即指从性 

别的角度观察和认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并对其 

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目的在于把平等融人两性关系， 

实现利益协调机制的合理公正，以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 

发展的举措和模式。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把性别 

因素考虑进发展战略，把女性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指标列入发展规划，促使社会认识定位从单纯的经济增 

长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上来；通过性别倾斜政 

策的诱导实施，完善促进女性人力资源发展的各项社会保 

障措施，弥补现有性别政策的不足，并加大对各级政府从性 

别角度对政策进行评估的督查力度，以强化各级政府制定 

有利于两性平等发展政策的意识 ，为女性社会成员共享社 

会成果奠定基础。 

2、保障制度、机制的健全。第一，关注妇女在人类自身 

再生产中的作用。无论社会如何高度发展，男女两性的生理 

差异是无法消除的。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女性必须承担人 

口的再生产，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妇女 

的生育行为无疑会影响其社会劳动的质量，比如企业在录用 

人员时择男不选女，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合乎其利益目标，但 

这种行为损害了女性的权益，阻碍了女性平等参与社会的权 

利。过去人们对妇女解放过分偏重政治色彩，而忽视妇女特 

定历史的价值体现，否定妇女为人类自身再生产所做的社会 

贡献，妇女们不得不背着孩子和家庭的重负参与物质生产和 

社会竞争，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目前国际上许多深刻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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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家和思想家已经在理论上认同妇女生育劳动的社会价 

值，有的提出要实施“母亲津贴”，即不论国家公职人员，还 

是农村或城市家庭妇女 ，只要承担了人 口再生产的劳动，就 

有权利申请“母亲津贴”，这就体现了男女两性虽从事不同 

的人类社会生产但都能获得报酬的平等待遇。因此 ，妇女界 

的有识之士呼吁，政府应承担起化解女性人口再生产成本的 

责任。女性在进行社会人口再生产时的费用和成本 ，不应 由 

个人来承担。政府通过建立相关的立法和保障政策，承担起 

相应的责任，才能保证女性在与男性的竞争中，不会因其生 

理原因而受到影响，企业也不会因雇佣女性而提高劳动力成 

本。政府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着眼点 ，应落实在承担起妇女 

人口再生产成本，培育妇女进入社会的公平起点和社会竞争 

力上，使妇女获得 自由、全面发展和进取的平等机会。 

第二，关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妇女发展的关键是家务 

劳动的社会化。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 ，固然是妇女发展的一 

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与 

男性一样运作从而享受同等权利的逻辑 ，却包含着不合理 

性。在不改变社会性别分工的情况下，在女性依然承担着为 

男性提供各种家庭服务的重负时，要求女性同时和男性一样 

在社会中运作以取得和男子同等的报酬、权利及地位，这显 

然是极大的不公平。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 

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重担。家务劳动社会化的 

重要性不在于它必然把妇女从这一工作中解脱出来 ，而在于 

它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必要性。只有每个 

人都意识到家务劳动的困难程度，社会才可能抛弃对妇女的 

偏见，不再以妇女是所谓受人供养的寄生虫、价值低劣作为 

理由来压迫她们 ，并给予每位女性所应得到的尊重。许多学 

者都提出：应该由国家(政府及雇主)而不是个人(丈夫、父 

亲和男朋友)来给家庭主妇支付家务劳动报酬。 

(二)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强化 

树立女性主体意识，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是女性发展的 

根本动力。女性的发展，应该立足于个体发展、个性发展、人 

格独立，在具体情境层面上，应该充分体现两性的差别，女性 

有自己特殊的生命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每个人只有作为具 

体存在的社会个体，有其独特性、个性，他(她)的意义才是 

真实的、确定的。女性 自己应该确立主体意识 ，以强烈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在广泛的社会参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实践 

活动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独立的个体和独特的生命价 

值、不同于男性的内涵和魅力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独特的 

个性才是落实人的全面发展的立足点。如果女性 自己不 自 

主、不自立、不参与，没有责任感、使命感，就算国家、政府出 

台多少有利于女性发展的法律、政策，也无法真正促进女性 

发展或根本上消除不平等现象，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 

神，是女性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男性也应该确认女 

性的主体地位，真正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活 

动中、在主体创造过程中，通过个性化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 

去判断和衡量女性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促进女性发展的有力 

保障，也是不断拓展女性生存、发展空间的条件。也就是说， 

女性与男性的意义与价值一样，都要从其“独特性”中体现， 

每个人的立足点和生命力正在于他(她)的个性发展。每个 

人都是独特的，这跟性别没有关系。女性全面和谐发展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女性发展，共同构建 

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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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emal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 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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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gender is related siginifieantl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and is It g in— 

trinsi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could provide a larger stage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female gender．For female’S to development，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guiding role，while the female as a group should 

have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By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the harmony of the society w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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