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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专题研究

[编者按 ] 由厦门大学妇女 /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当代性别理论发展研讨会 于 2010年 12月 13~ 15日在厦门大学召开,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她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时期妇女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它是中国特色的,具有民族性; 是当代的,具有时代性;是与妇女运

动紧密结合的,具有实践性; 它应该阐明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发展阶段、根

本任务、发展道路、基本条件、主体力量等等,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妇女运动的规律。本栏目

的两篇文章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从不同角度作了研讨。丁娟研究员的文章就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命题与时空界定、思想来源、理论构建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毅平

研究员认为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本质属性。本刊特发

此专题, 以期引起学界同人的关注与进一步探讨,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深入研

究。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维度与构建的思考

丁 娟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 北京 100730)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运动的学说,是对

现阶段男女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该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思想指

导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解放的学说, 实践基础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妇女发展的基本状况。界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维度, 加强其理论构建,还要注意吸收借鉴国际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与成果, 坚持 百家

争鸣、百花齐放 的双百方针,以及理论构建与宣传倡导并举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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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om en s' theories w ith Ch 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er to theor ies aboutCh inese Socia list period espec ially a

bout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t is regu lar recognition about gender equa lity and w omen development in pres

ent stage. It is a component o f theo ry syste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 ics, and its gu iding theory is M arx ism and

M arx istw omen liberation theoryw ith the practica l basis on fundamen tal reality o f Ch ina and the presen t situation o f

w omen developmen.t The def in ition o f the dimension of w omen theoretical system w ith Ch inese characterist ics and

its construction requ ires for the advanced experiences and ach ievem ents of international wom enmovemen,t the in

sistence of " let a hundred flow ers blossom and a hundred schoo ls of though t contend", and the principle of encour

agement of bo th theory and propaganda.

Key words: women theories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m ension; construct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命题与时空

界定

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角度来审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命题。从理论范畴而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实践的角度看,该理论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被提出并不断发

展的一个开放的体系 。

1. 命题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由 中国特色 、

社会主义 和 妇女理论 三个词汇构成的一个复

合概念,其中 妇女理论 是一个核心词汇, 中国特

色 与 社会主义 则是对这个核心词汇的界定。所

谓中国特色是强调中国妇女理论与国外妇女理论的

区别。目前,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各国妇女理

论流派纷呈,比较成型的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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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既有各自的侧重, 又互相交融, 决

定其理论品质相异或特色的基础是各国的国情以及

文化的差异。中国特色的妇女理论能够独树一帜,

也是由中国的国情与文化所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

则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传统妇女思

想、资本主义妇女理论的差异。尽管严格地说,古代

中国并不存在成型的妇女理论体系, 但关于妇女与

性别问题的思想却源远流长。其中, 以程朱理学为

基础的男尊女卑思想就十分根深蒂固。这些思想至

今依然残存在社会和人们的观念之中, 在我们构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这些传

统思想无时不思卷土重来, 甚至企图披上所谓的

和谐 外衣, 继续蚕食新的男女平等的文化肌体。

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的进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做到与传统的男

尊女卑文化彻底决裂,构建面向未来、面向大众的以

男女平等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理论。

2.维度界定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还要对这一

理论的维度进行时空界定。从时间上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指该理论发展过程的持续性,

即一维性或不可逆性;而从空间上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妇女理论则强调这一理论的广延性。从时间上

说, 理论具有不可逆转性,它要求我们构建的理论必

须符合时代的精神,具有理论的基本品格,即先进的

品格、前瞻的品格与批判的品格。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妇女理论也不例外, 它是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

段妇女求解放的学说,是对现阶段妇女运动与男女

平等的规律性认识。这就要求该理论必须坚守男女

平等的核心价值, 同时还要求不能将理论等同于现

实的生活。理论虽然来源于生活, 但理论又高于生

活, 是对现实生活的升华与抽象。我们不否认,从生

活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妇女观和性别观,

但并不是每个人的观点都能构成理论的元素, 也就

是说,理论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某个人的看法包括领

导人的看法,只有那些具有前瞻性思维和理论抽象

的观点,才真正构成理论的细胞, 理论长河的流动将

淘出思想的真谛, 而那些滞后的思想或者貌似先进

的文化垃圾,则终究会被思想的光芒所消融。从空

间的维度上,我们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

论的内部性和外部性来审视这一理论的方位。就内

部性而言,该理论的内涵是男女平等,外延则是与此

相关的妇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和家庭等子理

论系统。比如从学科的角度看, 妇女学有内在的系

统, 这个系统包括女性基础理论、妇女史、妇女文学、

妇女心理学等诸多部分, 而就这些具体的小子学科

而言,每一个子学科又有与之对应的相关学科,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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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学。再比如, 从外部性而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外交、

军事等理论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

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定义就包含有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界定。从时间讲, 这个理

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统称; 从空间讲,

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等重大理论成果的整合与汇总
[ 2]
。

3. 关于理论维度的讨论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空的划分, 还有

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将新中国前 30年排斥在外并不符合历史的

本来面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

初期就开始了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

与理论的探索,并且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就是

坚持了中国特色的解放道路,因此仅就改革开放以

来的历史谈论中国特色理论,显然是对这一理论的

人为窄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探索

也一样,客观地说,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我们

就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相结

合的求索过程。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将

其时空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段, 也是符合中国

实际情况的。具体地说, 我们可以将建国前的求索

界定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妇女理论和妇女运动,而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进入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但前 30年, 并没有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

建构, 真正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

期阶段妇女理论的构建, 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以及在 20世纪 80年代社会实

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界定为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运

动与男女平等的学说或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

平等的规律性认识, 并没有违反历史与逻辑的基本

原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思想来源

一般地说, 理论的建构与发展都不仅来自实践

的呼唤,同时也来自文化的传承,并受社会发展阶段

和人的认识水平的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

论作为一个时代的命题,一个开放的体系,其思想来

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解放

的学说,二是改革开放时期妇女运动经验的升华,三

是现阶段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理论的发展。

1.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胡锦涛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

命题时曾指出: 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发展了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

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 3]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妇女理论也一样,历史地看, 选择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妇女运

动的一贯选择,现实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

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相

结合的最新成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19世纪

末和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运动,在经

过了最初的筛选之后,终于选择了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作为寻求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指导

思想,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矩阵游戏,而是历史的深

思熟虑。审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我们不仅

可以发现这个理论有着为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

地国家的人民求解放的性格及阶级的品味, 还可以

发现这个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具体地说, 作

为马克思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天然就是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的

有机结合体。在这个系统中, 妇女解放的目标与阶

级解放的目标都是废除旧的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制

度, 而通往解放的道路又都是无产者和劳动妇女的

觉醒与革命,特别是妇女的觉醒与对社会革命的普

遍参与。这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核心内

涵, 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集中表现。在历史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以及妇女运动的结合, 产出

的具体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和以女工农妇为主体的

妇女运动,这条道路的阶段性成果就是在新中国建

立的同期,人民包括妇女一同站立起来,废除了沿袭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压迫歧视妇女的旧制度, 基本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妇女当家作主。尽管新中国

成立后,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探索曾经一

度滞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改革开放后,

在邓小平理论的推动下, 中国妇女运动也开始了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解放新思想、新体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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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探索产生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

想一样,这一次的探索,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妇女理论体系。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提出了新时期推动中国妇

女事业创新发展的 四大体系 , 即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妇女运动理论体系、妇女教育培训体系、社会化

开放式的妇女工作体系和妇女事业发展的支持体

系
[ 4]
。目前, 调动多学科力量, 加快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建设, 不仅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 也是加强妇女基础理论

建设的迫切需要。

2. 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运动的鲜活经验

坚持以女工农妇为主体的妇女运动, 发动妇女

投身于火热的社会革命和社会生产活动, 重视男女

平等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变革、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

曾经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宝贵经验, 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起, 妇女运动始终坚持了这条中国特色的妇女解

放道路。但是, 在经过了新中国前 30年的发展后,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中国的建设和妇女解放却

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暴露了前 30年妇女

理论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人们的心灵出现了困惑甚

至扭曲,一些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解决

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主张全盘西化,为中国的发展把

脉。在妇女运动领域,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妇女参政

危机 , 以及失业问题的出现, 也有人开始主张用妇

女回家的 新思路 、新政策 , 换取男性的充分就

业 。对能否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解

决现实妇女发展问题也发生了怀疑, 甚至提出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已经过时,成为妇女发展的绊脚石、

中国妇女解放不是妇女的需求,而是国家的恩赐,超

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应退回原点等观点。质疑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人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全盘否定

型,主张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妇女阶段就业的

经验, 牺牲妇女发展, 赢得所谓经济发展与企业效

率,即所谓效益优先的原则;另一种是对妇女发展呈

矛盾心态,这些人可能不懂理论、不懂马克思主义,

但却机械地将个人的选择等同理论研究或政策研

究,并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应为每一个人的选择

做注脚,否则就逆我者亡, 说明某一理论已经不再具

有生命力或者已经过时 。

从表面看, 这些困惑是一种简单的对马克思主

义的否定,但客观地说,正是这些探索和争鸣启动了

中国 20世纪 80年代又一次妇女研究高潮的出

现 。同时,这也雄辩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的指南, 而解决新时期的社

会问题与性别问题,依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

3.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理论的发展

从国际方面看, 20世纪中叶各国妇女运动蓬勃

发展,从两个方向为中国妇女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奠

定了新的基础。

一个方向是发达国家的妇女运动在经过了二战

后的沉寂后相继活跃,出版了一些妇女解放的新论

著, 启动妇女运动由草根的群众运动穿越高等学校

和科学研究的高墙开始学科化的探索。其中的一个

重大突破是在反思 SEX(生理性别 )的基础上, 提出

了 GENDER (社会性别 )的新思路和新概念,使马克

思主义揭示的从社会属性的角度研究妇女问题和妇

女解放的命题社会化和普遍化, 为各个流派的妇女

理论和妇女运动的团结与资源整合, 提供了理论与

现实的基础。其中,在社会性别语言革命的基础上,

形成的妇女研究和妇女学学科化的探索,则开辟了

妇女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境界。

另一个方向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 在

关注妇女研究和推进妇女发展领域发挥了更加重要

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 1971

年被恢复的, 1972年联合国任命一位女性为秘书长

助理,同时有一位国际民主妇联的主席向联合国建

议建立 国际妇女年 , 并得到通过 。在这些新探

索的激励下, 1972年 12月 18日联合国第 27次大会

通过决议,确定 1975年为 国际妇女年 。 1975年 6

月, 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墨西哥城召开,会议通过

了著名的 关于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

平的贡献的墨西哥宣言 。同年 12月, 联大第 3520

号决议又宣布 1976 ~ 1985年为 联合国妇女 10

年 , 1979年联合国还通过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 。之后, 联合国又于先后于 1985年

和 1995年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召开了 审查和评价联

合国妇女 10年成就世界会议 , 在中国北京召开了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并于 2000年召开千年首脑

会议,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

妇女的歧视, 制定并通过了 千年发展目标 , 在这

些专门的会议和综合的会议上,促进性别平等、赋权

妇女,都是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而中国不仅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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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动贡献了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 同时也是这些

国际行为的承诺国和践行国。审视这些文件和历

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联合国系统的探索中,一方面性

别平等的基本原则得到了理论的阐释, 相关文件对

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后果以及求平等的途径等问题

都进行了系统分析;另一方面, 一些新的妇女发展和

性别平等的经验,也被纳入到了相关的国际文件中,

其中,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就是这些经

验的集中体现。围绕消除歧视这个时代命题, 妇女

运动开创了男女平等制度化、政府责任化、赋权妇女

化、组织保障化以及政策倾斜化和优先领域化等新

型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升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到

目前为止,许多国家都通过将 消除性别歧视, 推动

性别平等 法律化、政策化、赋权化等途径, 成功推

动了本国男女平等事业的发展。像大多数国家一

样,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通过签署这些促进性别

平等的国际文件,强化了政府责任,加强了对男女平

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化进程, 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建设拓展了视野,开阔了思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构建的原则

1. 加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和基础理论

优先的原则

历史和逻辑的法则都告诉我们, 马克思主义不

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也是妇女理论

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经过了改革开放的长期探索和理论储备, 妇女发展

与男女平等的社会基础和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但是, 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新格局下,加速理

论构建依然是妇女运动的基本聚焦点。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是有一些人借助社会主义

和谐文化的建构来兜售封建主义的性别文化糟粕。

如在今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 就有某全国

政协委员提出了 让妇女回家 的提案,认为女性回

归家庭对稳定社会促进家庭和谐具有积极作用,理

由是妇女适合搞家务, 妇女回家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等等。这种言论不仅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和谐理论格

格不入,而且与 宪法 中男女平等包括经济平等的

原则也是相悖的。遗憾的是在一些媒体的笔下,这

些言论,不仅没有得到抵制,相反还被推介为所谓的

新思维的火花。另外, 也是在近期的一些学术研讨

会上, 有所谓的专家提出应面向妇女开展封建 四

德 教育,认为用封建主义的伦理教育社会主义的

新女性很有必要,可以使妇女更好地尽母职,更加地

讲究卫生而不是蓬头垢面等等。回家或者充当贤妻

良母,如果是个人的选择, 无可厚非, 但在社会上传

播、倡导, 则是违背先进的性别文化的。可见, 我们

构建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用真正先进的理论教育人

民, 刷新传统是多么的迫在眉睫。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在中国妇女研究领域,程度

不同地存在重国际经验轻国内经验、重实证研究轻

理论研究的倾向,而繁荣中国的学术,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建设恰恰更加需要的是放眼世

界、立足本国的情怀,需要在各种理论的对比中构建

自己的理论。民族的将是世界的,而世界的东西,在

具体化的过程中则需要本土性的探索。这是理论研

究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 坚持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的指导,坚持基础理论优先的原则,是我们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法则。

2.要坚持理论建构与宣传倡导相结合的原则

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过程中,

我们还要将理论研究与宣传倡导结合起来。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功效性审视,这个理论不

是一个囿于象牙塔的纯抽象学问, 而是一个具有鲜

明实践属性的学说,其基本功能也不仅是为了开拓

理论的空间,而是为现实的男女平等以及社会公正

服务。毛泽东曾指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要

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

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淡一阵。束之高阁,并

不实行, 那么, 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 宣传倡导不仅

是实践的需要,也是一个普及、丰富和创新理论的过

程, 通过宣传先进的理论,来批判封建的特别是裹着

封建主义外衣的所谓 社会主义和谐妇女观 , 通过

倡导先进的面向未来的妇女观,来改变社会的传统,

营造妇女发展的优化环境, 正是理论之生命力的体

现。在研究、宣传和倡导并举的进程中,我们要特别

警惕性别歧视的文化借尸还魂,死灰复燃,这是一个

在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现阶段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3.要坚持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的双百方针

理论的建构、创新与发展,都必然伴随着思维的

变革与观点的争鸣,争鸣与讨论是理论发展的酵素

和助推器。我们可以说, 任何人都不能窒息真理或

者阻碍认识的发展,因为社会实践是流动的非静止

的, 这决定了人的认识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和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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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也必然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 而推动理论的

发展, 贯彻 双百方针 是一个必备的条件。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社会主义的妇女理论是这样,

对待其他的流派也一样,都应该有宽广的胸怀,持互

相批判又借鉴的态度。但争鸣与探索都不是垃圾

筐,我们探索规律, 求索真理,必须要警惕有人借学

术的讨论来兜售封建的、已被扔进垃圾箱的陈旧思

想。我们应清楚,理论归根到底是一种关于规律性

的认识,它是集体智慧的凝结, 而不是个人的态度与

选择。在生活中,任何人都可以自我捡拾文化的垃

圾,但是,理论的生命力或者本质的属性就是摆脱文

化垃圾的影响, 用先进的认识刷新旧有的文化。我

们还要注意,一旦先进的理论被政策化,那么任何人

都应该遵守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原则, 这是法律政策

强制性属性的基本要求,违反了这种制度规范,就可

能踩踏歧视的雷区,甚至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借

口学术的讨论或思想的争鸣来宣传违反宪法原则的

观点, 则不仅违反了理论研究的初衷,而且还消耗了

社会的资源。这也是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妇女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之一。

注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的基础上, 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妇女解放初

级阶段理论等系列求索的过程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概念是彭珮云同志

于 1999年提出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

的概念, 是顾秀莲同志在 2005年提出来的。详细论述

可参阅参考书目。

1980年代,工农兵类型的妇女参政模式被否定, 大批女

领导干部落马, 中央政治局出现女性空缺, 引起国内外

巨大反响。一些人提出, 妇女解放过头了,应退回原地;

也有人提出, 妇女解放是国家恩赐, 不是妇女自觉的选

择与奋斗等等。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中国妇女 杂志开展了女性生活

最佳方位的探讨,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一种观点认为女

性的最佳方位是退回厨房, 相夫教子; 另一种观点是女

性的最佳方位在社会, 全面发展。参见 中国妇女

1984年第 8~ 12期。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有学者提出 100个女人有 100个

选择 , 用以否定男女平等就业的模式,还有人用社会调

查的方法误导妇女, 如 给你丈夫加工资, 你同意回家

吗? 企图用经济利益置换妇女权利。

与 20世纪初级的妇女研究曾经被战争所阻断不一样,

这一次妇女研究的热潮经久不衰, 在 1995年世界妇女

大会后开始进一步向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辐射。

1972年,奥地利的哥特 瓦尔德海姆当选联合国秘书

长,他力排众议, 指定芬兰著名女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

领袖海尔威 斯庇夫人为联合国秘书长助理, 负责社会

发展与民政事务,这是联合国任命的第一位担任较高职

务的女性。同年,国际民主妇联主席、芬兰国会议员赫

尔塔 柯斯妮列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并提出建立

国际妇女年的建议。

1980年 7月, 联合国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妇女 10年

中期会议,在本次会议上, 康克清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

消歧公约,中国是首批的 64个签约国之一,至 2009年,

已有 186个国家和地区就该公约签约。

见毛泽东 整顿党的作风 、实践论 , 参见 毛泽东选

集 第三卷、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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