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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学周刊 知道 

 

创新是引领中国女性发展的原动力 
 

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导  肖巍 
 

 

    编者按 

    创新发展解决的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结合到中国女性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创新

发展是引领女性发展的原动力。唯有创新发展才能让女性不断进步，妇女事业再创辉煌。本文作

者指出，在追求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女性发展需要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方面

的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女性发展的牵引,制度创新是女性发展的保障，科技创新与女性发展相

辅相成，文化创新则是女性发展的软实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也是“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灵魂。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原动力，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

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总结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发展这个最大的国情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种重要判断：“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

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何谓创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

东西是不动和不变的，变化是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同样也让人意识到变化和创新发展的必然性、连续性和永恒性。伟大的德国古典哲

学家康德曾这样表达自己毕生的追求：“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

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著名思想家何

兆武老先生曾建议说：应当把“时时在翻新”译为“日新又新”。由此可见，创新发展体现出人

类有史以来对“变化”和“新”的渴望，它既是一种古老的哲学理念，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希望和梦想，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生命的支柱和原动力。在当代社会，创新也

是引领中国女性发展的原动力，在追求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女性发展也

需要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创新。 

    理论创新是中国女性发展的牵引 

    当代中国社会及中国女性的发展并不是自发的和盲目的，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思想观念为指

导，需要理论创新的牵引，因为只有这种理论创新发展才能为中国女性发展提供广阔的思维空间

和现实可能性。 

    毫无疑问，中国女性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释女性解放问题，强调女性被压迫现象伴随私有制产生

而产生，也必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同时也强调男女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鼓励女性参

与到社会生产劳动中，认为这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并相信女性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女性解

放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以及上层建筑的制约，也正因如此，女性地位便成为衡量人类普遍

解放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和尺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男女平等是一个基本国策，而落实这一国策的实践既需要理论

指导，也需要通过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如果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

思维，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的话，中国女性发展也必须有自己

的理论指导，并根据中国女性在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实践问题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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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不同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的理论体系。

2013年 10月 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阐述了事关我国妇女事业和妇女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解放与发展的理论，为新形势下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制度创新是中国女性发展的保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力度。显而易见，没

有完善的制度作为依托，任何创新都无法获得持久和稳定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仅要

体现出制度上的优越性，也需要以制度创新发展来推动。相应地，中国女性发展也需要以制度创

新来保障和推动。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女性的发展进步一直都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倡导和推动的。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为了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

女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宪法和中国国情制定的。1992年 4月 3日由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1992年 10月 1日起施行。2005年 8月 28日，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又通过了对这一法律的修改，进一步强调女性在政治、

经济、文化及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这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首次写进党代会报告。十八大

以来，我国妇女、儿童权利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进一步落实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

加大对妇女儿童权利保护力度，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嫖宿幼

女罪，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更加具有制度保障。 

    由此可见，中国女性发展和男女平等都是通过法律和制度来推动的。然而，人们也需要清醒

地意识到，任何制度都需要不断地通过创新来建设和完善，而且，任何制度的创新发展的目标并

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始终需要服务于这一制度建立的初衷和所服务的目标人群。而当代中国女性

发展的实践会为这种制度创新提供新问题、新理念和新思想，使之能够始终坚守为广大人民群众

服务，为中国女性发展服务的终极目标。 

    科技创新与中国女性发展相辅相成 

    从中国女性发展角度来说，科技创新发展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中国女性发展，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来为女性身心健康服务，例

如通过生物医学科学技术发展满足女性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通过计算机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

进女性科技能力的发展等。 

    其二，促使更多的女性进入科技人才队伍，为科技创新发展做出贡献。从 2011年年初开始，

科技部和全国妇联便着手开展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研究，围绕着《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中国女性发展纲要

(2011~2020)》探讨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和措施，为女性作为科技人才的创新发展提供更

多的机会，搭建更大的平台。 

    文化创新是中国女性发展的软实力 

    文化在人的行为和思想理念以及综合素质培育中起到关键作用。打造中国特色的先进性别文

化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20世纪 80年代末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琼·斯科特（Joan W Scott）

看到，社会关系组织的变化总是与权力关系变化同步进行，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社会性别

具有四个相关的因素：与文化象征相关，与对象征意义作出解释的规范相关，与社会组织和机构

形式相关，与主体的认同相关。 

    因而，社会性别既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与文化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性别文化总

会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着某种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以及在其中起着基础作用的制度安排。先

进的性别文化无疑也是推动中国女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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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

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10 月 21 日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

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

说，唯有创新发展才能让中国女性不断进步，妇女事业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