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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涵义

1995 年， 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

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了社会性别主

流化， 并以此作为提高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性策略。
而“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个词首次出现在 1985 年联合

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内罗毕前瞻性战略》中，具

体内容是：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哥哥层面上评

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

双方的不同含义。 作为一种策略方法，他是男女双方

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

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

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 纳入主流的最

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 这个概念还有一层含义，即

明确认识上的变化必要性。 它可能要求在目标、策略

和行动上做出变化，使男女都能参与并影响到发展过

程，获取利益。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目标是改变不平等

的社会和体制结构，使之对男女双方都平等和公正。

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路径

2003 年，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

一定要充分认识妇女的重要作用和妇女工作的重大

意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

等的基本国策，通过扎实有力的工作促进妇女事业的

发展。 ”我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性别平等是衡量实

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 故此，各级政府要从构

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
（一）推进社会性别预算工作

社会性别预算目前还不完善，但对各国推进社会

性别主流化起到一定积极意义。 预算是一项政策声

明，其反映了政府在各项社会和经济问题上所考虑的

优先事项，同时，也以货币的形式体现了政府在具体

政策或项目上的政治承诺。 社会性别敏感预算分析，
能够使政府对社会性别公正和妇女人权方面所做承

诺负起责任———通过把这些承诺与公众资源的分配、
使用和产生联系起来。 首先，性别预算有利于提高性

别意识。通过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揭开看似社会性别

中立的预算，将性别不平等量化。 社会性别敏感的预

算计划可在我国省和市等各政府层面上开展，还可以

涵盖全部或选定部分的预算，从而能更深刻地了解性

别差距，增强人们的性别观念，提高人们的性别意识，
最终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 其次，性别预算有利于提

高资源的利用率。 通过性别预算，对两性需求的满足

程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地将资源分配

到那些需求最迫切的人手中，使得女性和男性、女童

和男童的需求都获得同等的满足，使有限的资源获得

最充分的利用。
（二）开展社会性别主流化宣传与培训

使性别主流化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全社会的实际

行动，需要进行大量扎实有效的宣传，让性别平等观

念深入人心。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广大媒体途径，尤其

是网络媒体，积极向民众传递性别平等意识，使民众

关注到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意义。利用媒体宣传妇女在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拥有的权

利和义务，宣传新时期女性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巾帼风采，做到电视有影、电台有声、报纸有文，
形成了宣传攻势， 让尊重妇女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其次，进行社会性别课题培训。通过建立合作网络、开

展相关培训活动、起草政策建议、参与决策及评估等

方式进行，提高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能力。
（三）加强性别统计、监测和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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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确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各个环节融入社

会性别意识。 政策的制定要有决策依据，我国目前的

社会数据统计中较少社会性别区分和社会性别统计。
社会性别数据可以帮助决策者增进对社会性别情况

的了解，促进决策者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为法规、政

策的制定提供社会性别分析的依据。 同时，监测妇女

地位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 监测政策的执行和影响，
能够作为政策评估指标的依据，为公共政策的修改提

供真实可靠的统计数据和评估资料。 因此，我们要建

立健全社会性别统计常规机制，使分性别数据的收集

和公布制度化，以利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在政策范

畴的推进和发展。目前，在中国的有关统计数据中，不

少来自基层的基础数据是分性别统计的，因此，建立

国家和地方两级性别统计数据库具有可行性基础。

三、社会性别主流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意义

第一，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和

谐的前提。 公正、公平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建设和

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女

性主义发现， 男女不平等的原因不在于生理性别，而

在于社会性别，主张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同由社会

文化建构的性别角色区分开来。国际上社会性别意识

的觉醒对中国的女性传统思想产生冲击。我国提出构

建和谐社会，而推进社会公正、公平的实现，提升社会

公平程度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

面， 也是和谐社会很深厚的基础和得以持续的保证，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两性关系是否平等、
和谐，决定着整个社会公正公平和谐的程度。 一个全

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注重

两性平等、协调发展的社会。 只要男女两性在民主参

政权利、法律地位、经济地位、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社

会分工就业方面、受教育权利、婚姻家庭和人格等方

面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不协调，占人口一半的女性仍

然受到不平等的性别歧视， 就不能说这个社会是公

正、公平的社会，更谈不上社会和谐。 因此，使社会性

别主流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

要内容。
第二， 社会性别主流化有利于开发女性人力资

源，提高社会生产力。现实中，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性

别限制、性别歧视现象严重，女性的升职的透明天花

板现象就是典型例子。 在存在性别歧视的大氛围下，
女性要想在职场走得更高、更远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

努力。 占人力资源总量一半的女性，其人力资源的开

发对实现可持续发展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邓小平

曾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角度，阐明了生产力

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辨证关系，他指出“只有解放

妇女的生产力， 才能实现本质上的男女平等”。 1995
年，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

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 胡锦涛同志也曾指出：
“妇女是我们国家的半边天，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事业，必须有妇女这支伟大力量的广泛参与

和不懈奋斗。 ”女性是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被压抑的才干智慧激发出来，使现代女性成

为生动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群体，那么将使社会充满

活力，最终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女性主体能

否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和社会发展

成果的享有者，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

要。
第三，社会性别主流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

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其本质和

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实质是

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社

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全面

发展是基础，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推进社会的全

面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人

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两性的共同发展。男女两性的平衡

发展包含于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均衡发展中。妇女的

地位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单纯发展而提高。如果占半数

的女性不能在发展中受益， 或者不能得到与男性、与

社会同步的发展，男性也得不到充分发展，这将制约

整个社会的进步。 只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

持将男女平等纳入统筹持续发展的全过程，就能够实

现妇女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与社会发展同步、与男

性发展同步，就能够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真正落到实

处，就能为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协调发展奠定牢固的

思想基础，提供理论创新的指导方向，为推动妇女发

展提供新的空间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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