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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视域下的妇女社会地位提升

徐晓琴
( 忻州师范学院，山西 忻州 034000)

摘 要:新时期，如何在和谐视域下提升妇女社会地位，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实问题，
也是需要理论界进一步关注、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文章在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进
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和谐视域下妇女社会地位的内涵和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和谐视域
下妇女社会地位实现提升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和谐视域;妇女社会地位;提升
中图分 类 号: C913 文 献 标 识 码: A 文 章 编 号: 1671 － 1491 ( 2013 ) 03 － 0120 － 03

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 妇女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大

问题，而妇女问题的核心是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妇女社会

地位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政府追求

的发展目标之一。新时期，如何在和谐视域下提升妇女社会

地位，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需要理论界进

一步关注、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进步，妇女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了解妇女状

况，制定相应的妇女发展政策，对推进性别公正、提高妇女社

会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1 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历史考察

在人类发展的慢慢长河中，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经历了

一个 u 形发展的过程: 母系氏族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最高，到

了母系氏族晚期妇女社会地位开始下降，父系氏族时期妇女

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逐步退出社会、回归家庭; 进入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妇女社会地位跌入谷底，依附、半依附于男性;

资本主义时期妇女社会地位逐步走出谷底，慢慢攀升; 只有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有了真正意义的男女平等，妇女社会地

位重新回到高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男

尊女卑，妇女几乎没有走向社会的机会，社会地位是及其低

下的，半依附于男性，必须遵循三从四德，没有独立的人格，

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连姓名都是随夫家而起，甚至身体也

受到严重摧残，如妇女裹足。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妇女命运的转折点。自共产党成

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妇女解放、提升妇女社会地位作为自己的

奋斗目标之一。毛泽东曾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新中国第

一部宪法将男女平等纳入其中，保证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

法律地位。邓小平强调过，党的事业需要妇女群众，妇女解

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实现。
在九五“世妇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 “把男女平等作为促

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1］在纪念“三八”妇女节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充分认识广大妇女的重要作用和做好新形势下妇女工作的

重大意义，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发展妇女事业，维

护妇女权益……”［2］这表明: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实现现

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把妇女地位提升作为关

注和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家用强有力

的行政干预和政策倾斜缩小了两性间的差距，把促进妇女发

展、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 20 年来，我国妇女社会地位获得

了全面提升。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十余年的时间里，随着我国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参

与、教育、就业、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社会性别观

念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经济地位方面，在业女性在业率降低，再

就业困难，且平均收入低于男性; 在婚姻家庭的自主权与决

策权方面，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家务劳动仍然主要由妇

女承担; 健康方面，与男性相比，妇女的健康地位相对低下;

受教育状况方面，尽管女性总体受教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但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农村女性教育水平与男性

差距较大; 政治地位方面，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的

程度仍然偏低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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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 妇

女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
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九个方面均在曲折中发展。
从中可以看出: 妇女身心健康状况良好，但中西部农村妇女

健康仍有待改善; 女性受教育状况明显改善，接受过高中及

以上教育的超过三分之一，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 女性

在城乡经济活动中表现活跃，超过 7 成的女性就业，但男女

劳动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城乡女性的社会保障状况显著改

善，性别差距明显缩小; 女性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但参与管理

和决策的比例仍然较低; 女性家庭地位满意程度较高，妻子

参与家庭生产 /经营、买房 /盖房和投资 /贷款决策的比例均

超过 7 成。与丈夫相比，妻子承担家务劳动的负担较重，平

衡工作和家庭存在困难; 女性生活方式呈现多样化，超过一

半的女性能够有意识地进行体育锻炼，近 3 成女性上过网;

知道中国目前有专门保护妇女权益法律的人超过 8 成，7 成

以上的女性对歧视现象有明确认识。但是，就业中的性别歧

视、家庭暴力等现象不容忽视; 8 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同“女

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和

“男女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等性别平等

观念，但是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比例有所回

升［4］。
这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两性差距的缩

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妇女社会地

位总体上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随着国家干预力度的减弱，

又经受改革的冲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考验，加之两千年封建

传统的约束使得妇女整体素质相对较低，使一部分妇女产生

了无所适从的迷茫和失落。从而在妇女社会地位变迁过程

中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分

析，并在实践中解决。而这些新问题能否解决将取决于改革

的力度和深度。
2 和谐视域下妇女社会地位的内涵及其影响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也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党的十六大报告明

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

标。十六大以来，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

的地位。和谐社会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应当是男女两性的和谐发展。因此，促进两性协调发展，

提升妇女社会地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那么，如何在和谐视域下界定妇女社会地位呢? 为此，

全国妇联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在研究中对

“妇女社会地位”做出界定: 不同群体妇女在社会生活和社

会关系中与男性相比较的权利、资源、责任和作用被认可的

程度［5］。该课题组同时提出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家庭、健
康、生活方式、法律、社会性别观念等八个维度的妇女社会地

位测量指标。有了这些多方位的、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妇

女社会地位就不再是抽象的不可理解的东西，它有了客观的

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了这种具体的界定，就可以对我国不同

时期、不同地域的妇女社会地位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索妇

女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
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曾说过，每一个了解历史的

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如

果没有女性的全面发展，就不会有妇女地位的全面提高，男

女平等和性别公正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没有两性和谐，没有

男女两性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人类社会就不可能生存和

发展，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倡导和实践男女平等的基本国

策，提升妇女社会地位，以调动和激发亿万妇女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本质要求。只

有社会公平，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协调，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而妇女社会地位如何决定了整个社会公正、和谐的程度。梁

启超先生在 100 年前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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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强于欧洲则国强

于欧洲，女性盛于世界则国盛于世界。妇女社会地位状况犹

如一面明镜，映照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今天，作为构建

和谐社会的一支极其重要的人力资源，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

变迁，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参与力度及参与领域将得

到提升和拓展，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一个

地区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使每

一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

“逐步缩小差异”，协调共进。男女两性的发展差距是影响

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若不及时纠正，任

其长期积累，将最终对整个社会和谐构成难以消除的影响。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5 年 8 月 29 － 30 日在“北京 + 10 论

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国是

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教育水

平还不高，中国妇女的生存、发展、权益保障需要进一步改

善，中国妇女在参政、就业、教育及婚姻家庭等领域的平等权

利需要进一步落实，消除侵犯妇女权益的现象也需要进一步

加强。中国将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采取更加有效的

政策，开展更加深入的工作，积极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取得

新的切实的成就。”［6］可见，拥有平等的机会是妇女不可剥

夺的权利，同时，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重要内容。
3 实现社会和谐、提升妇女社会地位的建议、对策

首先，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妇女在社

会生产、生活中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妇女经济地位是其社会

地位的核心，决定着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妇女要参与经济

生活，即让妇女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走出来，实现经济上的

独立自主，这样才能保证妇女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主体地

位。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

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妇女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生产领域。同时

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现代化程度，让女性有更多的时间

投入学习和工作，使其在经济上处于独立地位。因此，进一

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使各方融洽合作的良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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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位女性，这是提升妇女

社会地位的经济基础。
其次，发挥党和政府社会干预功能，着力保障妇女社会

地位提升。中国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能够迅速提高地位，是

因为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和保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

国在法律制度、政治参与、经济建设、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显示

出国家和全社会对妇女工作的支持。今后，在和谐社会建设

中，妇女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党和政府的支持。党和政

府的支持是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的政治保障。各级地方政府

在实现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因此，

各级政府应从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妇女社会地

位提升的重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大政府

在提升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作为，让妇女有更多的机会参与

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决策。不仅如此，各级政府应将女性

社会地位的现状和发展问题纳入各种经济、社会和区域发展

指标中，使区域、部门发展规划与基本国策相一致，从而使有

关妇女地位的诸多问题得到实质性和及时的解决。
第三，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妇女社会地位提

升提供精神动力。现存的男女地位不平衡可以从传统的妇

女角色定位、性别文化中找到解释。想提升妇女地位进而实

现两性和谐，就必须破除传统文化的影响，建立能正确定位

妇女地位的先进性别文化。因此，强化舆论环境，充分利用

社会传媒的监督与导向作用，着力建设先进的性别文化，大

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提升妇女社会地位的精神

动力。
第四，提高妇女自身素质，为妇女社会地位改善提供智

力支撑。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提升妇女社会地位的基础。
妇女的素质状况不仅影响妇女自身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

家庭、后代，乃至国民素质提高。妇女素质状况主要取决于

妇女的受教育状况，因为后者是直接影响她们社会经济参与

能力、收入水平、生活状况的重要因素。它对妇女的社会地

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广大妇女应积极、主动参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实现自身的价值、提高自己

的社会地位。
第五，各级妇联和妇女理论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担当，为

妇女社会地位提升建言、献计。妇女理论研究工作者对提高

妇女社会地位的作用也非常重大。我们必须在构建和谐社

会总目标的指导下，紧密结合新的实践，对实践经验进行提

炼、概括、归纳，总结出一般性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用以

充实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妇女社会地位提升提供智力支

持。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各种理论观念

竞相活跃，妇女问题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这就对

广大妇女理论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要关注各

类妇女群体的生存状态并进行深入研究，为妇女社会地位提

升指出切实可行的路径，为有关政策的出台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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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on of the Women’s Social Status from the Angle of Harmony

XU Xiao － qin
(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Xinzhou 034000，China)

Abstract: In new era，how to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from then angle of harmony is a problem worth special concern and
need further attention，study and solut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hanges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impact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men and presents th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
ures to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from the angle of harmony．
Key words: the angle of harmony，Women’s social status，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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