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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妇女解放 80 年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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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初, 中国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没能使中国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对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争取

妇女解放的事业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解放的理论与中

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逐步形成了关于妇女解放的一系列观点, 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妇女在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和发展方向, 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中共; 妇女解放; 理论; 实践

中图分类号: D 442.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 (2001) 05—0050—03

作者简介: 董妙玲, 女, 1959 年生 (汉族) , 河南偃师人, 河南教育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20 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没能使中国妇

女得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对中国妇女

解放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年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 在领导中国妇女解放运

动的历史进程中, 从理论到实践都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和得出了深刻的启示,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尽

管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与现状有

不同的看法, 但笔者认为, 认真考察中共领导妇女解

放 80 年的理论与实践, 深入理解中共三代领导集体

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 对于推动 21 世纪中国妇女运

动的进一步发展, 将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全党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入是伴随着“五四”新文

化运动而开其端的。在“五四”前后各种妇女解放的

思潮中, 大致不外三种: 一种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

即争取参政权、教育权等, 以达到男女地位的平等。

再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潮, 无政府

主义者主张废除婚姻, 消灭家庭的个人绝对自由主

义。第三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 即主张把妇女

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李大钊是中国最早

的马克思主义者, 也是首先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

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及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考察的人。

与此同时, 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关心妇女解

放的知识分子, 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作为

观察中国妇女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

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对中国妇女解放运

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 妇女解放运动, 成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争取妇女解放的事业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1922 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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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即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阶

段。该决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

的, 只有无产阶级获得政权, 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

解放”,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放妇女。这一

结论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研究中

国妇女问题, 形成的科学结论,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妇

女观的基本形成, 为中国妇女运动树立起一面鲜明

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党的二大确立的关于中国妇女

运动的指导思想, 以后又随着革命实践不断丰富发

展。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把马克思主

义及其妇女解放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运动

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逐步形成了关于妇女解放的

一系列观点。其要点是: (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

中国, 妇女和男子同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的压迫, 而妇女比男子又多受一重夫权压迫,

其根源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制度所造成

的, 妇女必须和男子一道, 齐心协力, 并肩战斗, 铲除

被压迫的根源以开拓妇女解放的道路。 (二)中国妇

女的解放事业, 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

业的一部分, 也是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以争

取男女平等为内容和标志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项艰

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

中国,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 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 为走向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然后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过这两个革命阶段, 妇

女才能从法律上到事实上逐步争取男女平等, 逐步

实现由阶级解放 (根本解放) 到社会解放 (进一步解

放)再到人类解放 (彻底解放)。(三)中国妇女是决定

革命胜利和建设兴衰成败的一支力量, 她们和男子

一样, 是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四)妇女

解放运动必须与各个革命时期的中心工作任务和斗

争形式相结合。妇女解放运动既不能脱离党的中心

工作孤立地进行, 又要在中心工作中有意识地促进

妇女解放运动。(五)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为社会

创造财富, 取得自身的经济权力, 这是妇女解放的一

个基本条件。(六)发动和组织妇女, 必须把妇女的根

本利益和切身利益结合起来, 从解放妇女的切身问

题入手, 引导妇女为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而奋斗。
(七) 建立和发展妇女界的统一战线, 促进国内各民

族, 各界妇女大联合; 并与国际妇女运动互相联系、

互相学习、借鉴适合于中国国情而又有益于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经验, 为我所用。(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 建立并运用妇女组织, 通过各种渠道, 培养妇女

干部, 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上述这些观点, 成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

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

导集体,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刻揭示了妇女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和发展

方向, 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历来重视中国妇女的问题, 早在“五四”

时期他就积极参与了关于妇女争取婚姻自由权斗争

的讨论。1919 年 11 月 14 日, 中国妇女史上发生了

一起著名的赵五贞抗婚自刎事件。这一事件震惊长

沙, 引起了一场关于婚姻制度的大讨论。毛泽东写了

9 篇文章分析赵五贞自杀事件的原因和实质。他深

刻指出, 赵女士自杀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 社

会制度的黑暗, 意志的不能独立, 恋爱的不能自

由”。[1 ]这表明, 毛泽东透过婚姻制度不合理的现象

看到了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本质。1927 年 3 月, 毛泽

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 又深刻揭示

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阶级实质和社会根源, 即封建

地主阶级的私有制,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宗法制

压迫中国妇女的四种权力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929 年 12 月,

毛泽东首次提出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的

观点。他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

决议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 劳动妇女在经济

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 不但证明妇女

对革命的迫切需要, 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

量。”[2 ] (P30)

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曾多

次高度赞扬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如: 1939

年 7 月 20 日, 他在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

中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 中国

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 就是中

国革命胜利之时”。[2 ] (P64)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把妇女看做是社

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主张和鼓励她们在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1964 年 6 月, 毛泽东在

十三陵水库同青年谈话时发出了响彻中华大地的号

召:“时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样”,“妇女是一支伟大的

人力资源, 必须发掘这种资源,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 ] (P67) 毛泽东这一充满哲理与

激情的科学论断, 启迪和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妇女奋

起, 为民族的振兴和自身的解放, 前赴后继, 一往无

前。

邓小平在 60 年代担任总书记期间就很关怀妇

女工作, 他主张“党还应特别加强妇女群众的工作”。

他指出, 建立健全基层妇女组织是加强群众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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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妇联“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即关系妇女特

殊利益的工作。他要求妇女工作者“议大事, 管本

行”, 辩证地处理好全局和本行的关系, 希望妇女发

扬“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

而奋斗”。邓小平还非常重视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的报

告中明确指出:“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

女干部, 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 因为她们是党的

干部的最大的来源之一。”[3 ]

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为妇女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 他

倡导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 为妇女工作

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推动我国妇女工作

在不断创新中前进。

江泽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高举邓

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科学

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内容。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 是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 是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

论, 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

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作出

的科学分析和概括。”[4 ]他进一步阐明, 这种妇女观,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三、中国妇女解放 80 年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 80 年来取得了

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鲜明

的时代特色, 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第一,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

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妇女运动。

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说、

进化论, 以后又接受了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影

响, 比较杂乱, 不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妇女运动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

为指导, 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对妇女地位的演变, 妇女受压迫

的根源, 妇女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权利, 妇女解放的标

志、道路和条件等基本问题, 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说

明, 从而使妇女运动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比较完

备的理论形态。特别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妇女

解放的思想, 构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妇女运动理论、

政策和策略, 使妇女运动在科学理论指导下, 沿着正

确的道路蓬勃发展。

第二,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妇女运动的

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

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

生之日起, 就把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作为自己

的奋斗目标之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每

个历史时期, 党都对妇女运动作出正确决策和明确

指示, 领导妇女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妇女运动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的根本保证, 也是妇女工作确定指导思想, 争取

政策支持, 壮大组织的根本保证。

第三, 中国妇女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正确认识我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道路, 是用马

克思主义指导妇女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
义认为, 妇女的命运历来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包含着妇女

彻底解放的目标, 社会发展和妇女发展在根本利益

上是一致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从根本上铲

除了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 为实现妇

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条件。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走出的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

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也是实现妇女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四, 必须把提高妇女自身素质作为中国妇女
运动长期的战略任务。

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 是妇女争取解放必须具

备的主观条件。可以说, 没有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和

对自身解放的追求, 也就没有妇女运动。由于中国妇

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压迫十分深

重, 男尊女卑, 男主女从观念在妇女心理上积淀十分

深厚, 妇女整体素质仍然偏低, 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不

够。因此,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妇女运动过程中,

十分注意把提高妇女素质作为运动的重要目标。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政府对广大妇女寄予了殷

切的希望, 制定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努力提高广

大妇女的思想、文化素质, 强化自尊自强意识, 大力
选拔培养妇女干部, 极大地推进了妇女解放的历史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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