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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研究述评

李　宁，杨银慧
（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妇女参政带来了 新 的 契 机。六 十 多 年 来，学 术 界 从 国 家 作 为 型 塑 力 量 的 政 治 动

力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支撑两个层面论述了１９４９年以来妇女参政的发生基础，对妇女参政的现状、特点及

模式进行了探讨，并从客观、主观以及中介环节三个 角 度 对 建 国 以 来 妇 女 参 政 缓 慢 进 展 的 原 因 进 行 了 分 析。将 妇

女参政纳入到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继续深化和推动妇女参政的研究，是２１世纪的时代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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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妇女参政”古老而又常新。
围绕中国妇女参政的研究自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才有了很大进展。根据一些重

要的数据库统计，以“妇女参政”为主题检索到的相

关论文达２０００余 篇，其 中 大 部 分 文 章 分 布 在１９８０
年代以后，１９８０年之前有关妇女参政问题的文章很

少，比如１９６４年 刊 于《世 界 知 识》的《美 国 妇 女 选

民》，这篇文章具体介绍了美国妇女参政权获得的历

程［１］。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妇女参政的研究很长一段

时间内是隐藏在妇女解放思潮中的，即使偶有提及，
也仅限于很小的篇幅。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有关

妇女参政的文献多见于各地地方年鉴，如四川年鉴

《妇女儿童保护工作维护妇女权益》、河南年鉴《河南

省妇女 联 合 会 培 养、选 拔 女 干 部 和 女 干 部 参 政 工

作》、如皋年鉴《群众团体—广大妇女参政意识逐渐

增强》等，虽也有一些杂志如《领导科学》等刊载相关

文章，但此时的文章大都不是以“妇女参政”直接为

主体进行论述，而往往以“妇女问题”的方式进行研

究；直到９０年代，随着１９９５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

大会的召开，妇女参政研究才出现了高峰，一些专门

刊物诸如《妇女研究论丛》等成为新的载体，其他的

一些学术期刊也开始发表有关妇女参政的文章，研

究者也多以管理培训干部、妇联组织、妇女学的专业

人员为主；２０００年 之 后，更 多 的 学 者 加 入 妇 女 参 政

研究的行列，学科间的交融使得妇女参政有了更深

的发掘空间，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博士硕士论文，
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妇女参政进行研究。

相较于期刊文献，以“妇女参政”为主题的论著

则显得很少，王行娟《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从社会

文化的视角对妇女参政的具体行动进行了剖析；周

长鲜《妇女参政：新中国６０年的制度演进》以国家制

度为切入点来看妇女参政的历程；李慧英《社会性别

和公共政策》从社会性别的理论视角出发，揭示性别

平等立法的 原 则 和 具 体 措 施 之 间 的 种 种 矛 盾 和 冲

突；而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则对世界与中国妇

女发展的现状和未来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纵观六十余年的妇女参政历程，本文拟从理论

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总结和分析当代中国妇女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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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基础，对妇女参政的现状、特点及模式进行探

讨，并从客观、主观以及中介媒介三个角度对新中国

成立以来妇女参政进展缓慢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发生基础

中西方妇女参政有着共同之处，但同时也有着

显著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中西方妇女参政的理论

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不同。西方的妇女参政运动有着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支撑，妇女的从政意识、参与意

识、主体意识都较强烈；而中国的妇女在政权、族权、
神权和父权的桎梏下主体意识较为薄弱，并且，女性

的从政意识还会触及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男权统治

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参政得以发生的基础

是什么？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讨论。
（一）政治动力：国家的型塑力量
中国的解放运动与西方不同之处就是国家强大

的型塑推动力量，无论是解放初期妇女的参政还是

其他的解放运动，国家都是关键因素之一。一部分

学者从国家干预机制或国家政策角度来论述，如李

小江 的《５０年，我 们 走 到 了 哪 里？———中 国 妇 女 解

放与发展历程回顾》、华中师范大学何平的《“国家在

场”下的妇女地位提升———以建国初期的妇女解放

为例》、李 巧 宁 的《１９５０年 代 对 农 村 妇 女 的 社 会 动

员》、华中师范大学杨翠萍的博士论文《现代国家建

构与 农 村 妇 女 的 政 治 参 与———以 河 南 宇 县 为 例

（１９００—２００８）》、浙江大学姚琛的《新中国妇 女 解 放

实践的国家干预机制》等，在这些论述中都提到了国

家在推动妇女解放历程中的型塑力量，刚成立的新

中国在妇女参政乃至妇女解放的历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不少硕博士论文在探讨中国妇女参政模式、
建构妇女参政体系的时候都强调“国家主导型的参

政模式”、“政府主导型的参政模式”等，如张佳佳、蔡
素星等。揭 爱 花 在 总 结 学 界 相 关 成 果 的 基 础 上 指

出，“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妇女解放运动从属于民

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主题，妇女解放的话语从

属于国家的宏大叙事，都是中国妇女解放实践客观

的历史规定性”［２］。
事实正是如此，国家直接出面，要求和动员妇女

参加社会工作，从城市到农村，没有例外；同时又通

过各种手段诸如法律手段、意识形态、政治动员、行

政干预等措施，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等思想，以“惊

人的速度”试图突破千余年来中国妇女的从属地位，
实现西方国家百年来妇女参政的诉求。不可否认，
这是中央集权国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由此也导

致了中国妇女参政中的依赖性、服从性，缺乏必要的

自主性。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推动
中国的妇女参政，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

路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批优秀的女性把自身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结合起

来，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后，妇女的参政

活动渐渐摆脱了女权主义的影响，深入到工农群众

之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正如顾秀莲所说，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妇女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

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指导争取妇女解放的实践，把自己的命

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全面参与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依靠政

府和社会的支持，与男性携手并肩，在维护全国人民

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具体利益，逐步实现事

实上的男女平等［３］。
《中国共产党推进妇女解放八十年》一书系统总

结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三代领

导人的主要妇女理论观点，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如何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该书认为妇女

受压迫的主要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解放和

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妇女是伟大的人

力资源［４］。虞花荣《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参政思想研

究》从党史的角度对不同阶段的妇女参政进行梳理，
认为妇女参政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选择，并指出了

妇女参政的特点是政治色彩浓于社会角色，贤妻良

母与事业强者并重等［５］。严华勇《江泽民妇女发展

思想研究》从江泽民关于妇女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和文件中归纳和总结出了江泽民妇女发展的理论

内容［６］。孙运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妇女参

政政策探微》则重新梳理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妇女参政政策和理论［７］。张永英

认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必须赋予妇女平等的政治权

利；同全体劳动人民一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

政权，建立新制度，是实现包括妇女参政权在内的妇

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广泛参加经济建设，是妇女参政

的物质条件；妇女参政关系着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性［８］。
马 克 思 主 义 妇 女 观 是 中 国 妇 女 参 政 的 理 论 武

器，而中国的妇女参政也践行和发展着马克思妇女

观，不少学者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解放的途径以及

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制度角度进行了强有力的分析和

论证，但是 对 于 妇 女 参 政 环 节 中 的 核 心 关 键 词“权

力”和“权利”却鲜有详述。对于中国妇女参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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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相关理解以及具体实施等方面的研究会更加

充实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当代中国的时代内容。
二、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现状及其参政模式分

析

纵观６０多年来的妇女参政历程，虽有 起 有 落，
但总的来说是逐渐进步的，实现了妇女参政的历史

跨越，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
（一）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现状
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女性参政创造了令世界

女性钦羡的优越条件，作为国家的主人，她们在法律

上获得了同男性同样的平等权利。在国家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一批女性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在人大、
政协、政府、政党和社会团体中参与率稳步上升，形

成了一定规模和阵容的女性领导群体，她们以其历

史上不曾有过的姿态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彰显着自身

的风采，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在肯定进步的同时，我们不能无视女性参

政的缺憾。华艳君在《多维视角下透析当代中国妇

女参政问题》一文中分析了这种缺憾，认为其主要表

现在妇女参政比例偏低，妇女参政发展速度明显滞

后，妇女参政民主参与普及而权力参与滞后，妇女政

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相称等［９］。按照目前国际衡

量一个国家妇女参政水平的重要指标———女议员的

数量和比例，中国虽然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世

界的排名中却不断下降，从１９９４年的第１２位下降

到２０１１年的第５１位，仅为２１．３％。在政府任职方

面，上届全国 的 省 部 级 以 上 女 干 部 比 例 为１１％，正

部级只占７．３％（２００９年）。与此同时，截至２０１０年

１月，有４７个国家的女性正部长比例达到了２５％以

上，其中芬兰的女部长比例最高，为６３．２％，遥遥领

先于排在第６２位的中国［１０］。
同时，就权 力 参 与 而 言，进 入 高 层 决 策 中 的 妇

女，在主干线担任正职的很少，女性较多地停留在中

层和 副 职，成 为 高 级 干 部 的 比 例 较 低，地 厅 级 为

１３．７％，县处级为１６．６％（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全 国 妇

联研究所进行了有关女干部成长规律及培养方式的

调研，发现女官员成长存在辅助性岗位多、重要岗位

少，虚职多、实职少，本职多、兼职少等问题，被称作

“三多三少”［１０］。诸如“权力尖损现象”、“三多三少”
等现象，不但是当前中国妇女参政的一些特色，也是

当前妇女参政所遇到的“瓶颈”。
正如李小江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用了不到十年

的时间将中 国 的 妇 女 社 会 性 地 解 放 了［１１］。中 国 之

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取得西方两百多年来的结果，很

大程度上归因于外生的力量，即党和国家的政策支

持。不难看出，中国的妇女参政乃至整个妇女解放

思想的历史渊源并不是来自广大妇女阶层的自身诉

求或觉悟，而是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策思想，快
速发展来源于外生力量的推动；正因如此，中国的妇

女参政又难以跨越目前遇到的瓶颈。
（二）中国妇女参政的模式分析
妇女参政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也由

于不同的国度而不同。当前国际上的妇女参政模式

主要是南亚模式和北欧模式。复旦大学研究生肖莎

认为“北欧模式”的特点是各国妇女从政人数多，进

入高层决策领域的人多，从政妇女与权力的结合很

紧密，能够部分参与实质性的决策过程。她们的从

政主要是以女权运动为依托的主动参与，从政妇女

与一般妇女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一般妇女支持从政

妇女，而从政妇女代表一般妇女的利益［１２］。而南亚

模式却与此截然相反，“南亚模式”的特点是在妇女

整体社会地位并不高、从政活动并不广泛的背景之

下，涌现出不少女性当权者，但这些从政女性与权力

的结合不紧密，与一般妇女也存在着某种“脱节”，被
称为男人的“政治替身”，是一种被动的、封闭性的模

式［１３］。
那么，当代 中 国 妇 女 参 政 的 模 式 属 于 哪 一 种？

张佳佳把南亚模式称之为“精英模式”，把北欧模式

称之为“普遍参与模式”。在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中，
她认为虽然中国精英女性的参政带动了广大妇女的

参政热情，从根本上为妇女赢得了权利，但在中国的

现实生活中，女性参政的资源与动机仍然不足，因此

激发广大妇女群体的参政热情，与少数从政妇女共

同争取更多 权 利 更 显 必 要［１４］。当 前 学 术 界 关 于 中

国妇女参政的模式探讨的相对比较少，蔡素星借用

现代经济学上的“政府主导型制度”中“政府主导”概
念与妇女参政相结合提出了构建“政府主导型妇女

参者模式”，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１５］。周娟则在《我

国妇女参政的历史回眸与当代中国妇女参政模式的

立体构建》一文中从国家对妇女参政影响的视角，对
我国妇女参政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分析，从中探寻国

家与妇女参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构建“国家主

导型妇女参政模式”的设想，以期对新世纪我国妇女

参政的发展有所裨益［１６］。总之，对妇女参政的模式

探析或路径选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当代中国妇女参政进步缓慢的原因透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参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但是，也正如 前 文 所 述，妇 女 参 政 的 步 伐 却 相 对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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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关于妇女参政进步缓慢的原因，学术界也进行

了广泛的讨论。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看，妇女参政缺乏良好的社

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最早是由西方学者杜威

在研究社区时提出的，它的基本思路是：社会就是一

个生态系统，要保持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处

于平衡稳定的发展状态，就要注意这些生态系统所

处的环境。在社会生态环境中最应注意的就是政治

与政 府 生 态 环 境。对 此，王 妍 从 政 治 生 态、社 会 生

态、文化生态以及经济生态四个维度分析了它们与

妇女参政的 关 系［１７］。崔 榕 从 政 治 环 境 角 度 质 疑 干

部任用选拔标准，认为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表

面看是男女平等、性别中立的，但从社会性别视角分

析，就会发现许多条例是以男性的生理和成长规律

为标准设计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点

和成长规律，这种规则在执行中对女干部的发展明

显不利，是社会性别盲视政策［１８］。司马俊莲则从经

济、教育、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我国这样一

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某些

贫困地区，人 们 不 得 不 为 温 饱 而 挣 扎，为 生 计 而 奔

忙［１９］。学术 界 纷 纷 就 经 济、政 治、文 化、教 育、制 度

等多角度进行分析，但从地缘环境、人事环境进行剖

析地文章不是很多。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看，妇女自身的局限或不足

导致妇女参政的边缘性。妇女自身的不足包括很多

方面，有可能是妇女自身具备的诸如参政意识薄弱，
也包括由客观环境所导致的诸如教育水平低下等。
有学者进行过个案的参与性研究，在对农村妇女进

行跟进研究时，有意识地安排妇女去上相关课程，尽
管邀请函上明确写的是邀请女主人，但是女性朋友

来的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很多妇女都说“这是男人

的事，他们去就行”、“听不懂，还不如男人去”、“家里

走不开，要喂猪，要照顾小孩老人”等等。诸如此类

的观念，一方面是妇女角色矛盾引起的，更为重要的

是妇女自身性别角色的定位使得其主体意识、公民

意识缺失。中国的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是与民族革

命继而与国家建设紧密相连的，其解放仅仅是妇女

为了民族安危、国家建设而产生的附属品，并不像西

方妇女那样寻求自身的解放。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先

赋性质的，不是妇女自身奋斗的结果，而是国家制度

所造就的，这样形成的中国式的妇女解放在参政上

更倾向于服从性、依赖性。
最后，从中介环节来看，主要是妇联组织和媒体

的力量。梁旭光在《大众传媒与妇女参政》一文中从

理论层面指出，大众传媒宣传面广，受众人数多，对

政府决策、社会规范和人们的价值判断有着巨大的

影响，妇女参政亟需大众传媒的支持；而目前，媒体

对妇女参政的支持还缺乏力度，必须改变这一状况，
充分发挥其 舆 论 导 向 和 压 力 机 制 的 作 用［２０］。金 一

虹则从实证视角论证了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及这

种认知的来源与传媒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指出传媒

对妇女参政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宣传女性优秀分

子，为她们“脱颖而出”进人领导岗位创造条件的积

极影响，也有“忽略”女领导干部的政绩和将扭曲了

的女领导干部形象刻板化、类型化［２１］。对于妇联组

织的研究则可单独成为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比如妇

联组织的运作机制、妇联组织的作用、妇联组织的结

构等等，当前妇联组织虽为妇女联合的团体组织，但
在当前中国国家境遇里，中国的妇联组织听令于国

家的指挥棒，在某些领域也未能很好地代表广大妇

女的权益。
四、结论

综合当前学术界的相关成果，我们发现，学者们

对当代中国 的 妇 女 参 政 问 题 进 行 了 孜 孜 不 倦 的 研

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从学科属性来看，主要集中在社 会 学、管

理学、历史学、心理学、女性学等领域，在政治学领域

内对妇女政治参与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并且当

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状、原因、对策、比例的探讨，
而对于妇女参政的模式或是路径探究不多；同时，在
妇女参政环节，更多的学者将视野集中在相关的数

据比例上，而对于妇女参政的深层次问题未加深思，
比如妇女参政群体利益表达权的行使、参政妇女与

大众妇女的利益关系、参政妇女与当政的男性同胞

之间的相关问题以及“权力、权利”视野下的妇女参

政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其次，当前的研究更偏向于问题应对型的研究，

偏重于对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对策的探讨，缺乏

理论的升华，还没有形成中国妇女政治参政研究的

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并且目前的众多研究中鲜有

对妇女参政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探索，从所收集的

资料来看，理论界对此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个别

研究也只是从我国现行的妇女参政规律和特点加以

概述，而未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样就显得

较孤立、片面，缺乏立体感。
最后，当我们都在高歌妇女参政迈出实质性的

步伐时，还需要深刻反思妇女“解放”问题。诚然，国
家为妇女解放提供了空间，反过来，妇女在得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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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过程中也似乎依赖上了国家的这种解放。当

国家制定出 有 关 保 护 妇 女 政 治 经 济 等 权 益 的 法 案

时，作为当事人的中国妇女群体是真正感受到自身

权益的变化，还是仅仅跟随着国家的脚步亦步亦趋，
这是我们政策制定者、更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值得

深思的问题，即国家话语权是否已覆盖了女性同胞

的话语权。换言之，如果脱离了国家这一工具的推

动作用，妇女参政又会走怎样的一条道路？中国的

妇女参政未来的路应该迈向何方，又以何种方式迈

出去？中国妇女参政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将妇女参

政纳入到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

视野，继续深化和推动妇女参政的研究，是２１世纪

紧迫而重要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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