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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多年来国际社会就促进性别平等达成的共识,它是缩小现存的社会性别差距、推

动性别平等的有效方式。对社会性别主流化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和精髓;

社会性别主流化以基本人权框架为基础,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性别平等为目的,形成了不同于男女平等概念的

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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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 ial genderm ainstream is am utual recognition o f gender equa l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 iety fo rm any

years. And it is an effective w ay to restrict present soc ia l gender gaps and prom ote gender equality. The integ ration

of socia l genderm a instream and related concepts are of g reat he lp to understand and m aster its conno tation and es

sence; it shou ld be based on basic hum an rights fram ew ork to rem ove gender d iscrim ination and ach ieve gender e

qua lity, and form new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gender equality.

Key words: soc ia l gender m a instream; concep;t feature

一、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提出

社会性别主流化 一词是由英文 gender m ain

stream ing翻译过来的, 有的将其译为 性别观点主

流化 、性别意识主流化 、性别平等主流化 。

为准确反映词意,我们使用了 社会性别主流化 的

表述。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经过国际妇女运动数百年

奋斗和世界各国人民探索, 在 20世纪后期联合国

一系列有关人类发展大会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的推

进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共识。

在 1990年召开的 联合国儿童问题首脑会议 上,

国际社会从社会性别视角提出女童的发展问题; 在

1992年召开的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上, 国际

社会提出妇女参与环境发展和决策的问题;在 1993

年召开的 联合国人权大会 上,国际社会提出妇女

权利就是人权的理念;在 1994年召开的 联合国人

口与发展大会 上, 国际社会提出提高妇女地位和

赋予妇女权力是解决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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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召开的 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 上, 国

际社会在消除贫困、促进就业和社会融合三个议题

中提出性别平等问题;在 1995年召开的 联合国第

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上,国际社会提出 赋予妇女权

力和男女平等是各国人民实现政治、社会、经济、文

化和环境保障的先决条件
[ 1] ( P23)

, 把性别平等提到

了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社会性别主流化 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 1985

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
[ 2]

, 集中反映在北京 行

动纲领 中
[ 1] ( P103)

。在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

会上,社会性别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

等的全球战略。在 2000年联合国第 23届妇女问题

特别联大 (也称 北京 + 5 会议 )上,这一战略被再

次确认和重申。在 2005年联合国第 49届妇地会

(也称 北京 + 10 会议 )上, 这一战略继续得到重申

和强调。在联合国已经启动的 北京 + 15 活动中,

这一战略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

实现社会性别平等, 使男女两性平等地参与发

展并从发展中受益, 是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与终极目标之一。社会性别主流化充分体现了以

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真正体现

效率和公平的新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发展模式。

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是由一系列有关社会

性别的认识逐步发展起来的, 经历了一个不断发

展、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 )社会性别概念

社会性别 ( 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 ( sex )而

提出的一个概念。 社会性别 一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年代初的国际妇女运动中, 1980年代后逐

渐被联合国广泛采用,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分析性别

平等的重要和基本概念。

1.关于生理性别 ( sex)。生理性别或曰自然性

别,是生理学、生物学意义上对人的区别,指普遍存在

的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或将女性与男性区分开的

生理特征,简称性别。例如, 女人能够产生卵子; 男

人能够产生精子。或者说女人和男人有不同的生

殖器官、染色体、第二性征,产生不同的激素。生理

性别一般是不可改变的,或者是很难改变的。

2. 关于社会性别 ( gender)。社会性别是指人们

认识到的基于男女生理差别之上的、实际存在的社

会性差异和社会性关系,它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社

会文化及其制度造就或建构的。社会性别概念被社

会学家用来描述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社会形成的男

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及责任
[ 3]
。例如,

我国著名作家赵树理曾写过一个山西农村过去的

小故事,讲一个外村人到村里找人, 对着一户人家

喊: 家里有人吗? 家中的妻子回答: 没人。在当

时农村一些人的心目中, 当家的男人才是 社会意

义上的人 , 妻子只是 屋子里面的人 ,不是外面的

人,这家的妻子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反映了当时山

西农村某些人的社会性别角色和观念。

社会性别通常反映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是制度

性问题,但它们是动态的,因各种具体社会形态和文

化形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随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

它在各种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可以有很大不同。社

会性别是可以改变的, 这一点与生理性别有所不同。

例如,在 1995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时任挪威首相的

布伦特兰夫人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在挪威,一

个 10岁的男孩子问他的母亲: 妈妈,在咱们国家,男

的能当首相吗? 因为布伦特兰夫人连任了三届 15年

首相,从这个孩子出生起, 就没见过男性当首相, 所

以孩子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在另外一些国家, 有

的小孩可能提出截然相反的问题: 妈妈,在咱们国

家,女的能当首相吗?

(二 )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角色定型

1. 关于社会性别角色 ( gender role)。社会性别

角色是指在某一既定社会、社区或人群中, 被人们

所认为的女性或男性的行为。所有的社会给男人

和女人分配了不同的角色和机会,人们的角色被社

会化了。社会性别角色描述哪些活动、任务和职责

被视为男性行为, 哪些被视为女性行为。例如, 在

农村,我们经常看到的社会性别角色是, 男孩帮助

父亲从事田间劳动, 女孩帮助母亲打理家务; 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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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宾馆,我们经常看到的社会性别角色是男生当

保安或行李员, 女生做客房服务员或餐厅服务员

(男主外,女主内 )。社会性别角色受到年龄、阶层、

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影响, 也受到地理、经济和

政治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2. 关于社会性别角色定型 ( gender stereo

types)。社会性别角色在社会中往往被固定和强化

了,变成人们的一种社会期待、规范和评价。社会

期待一种性别的人只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这就

是社会性别角色定型。社会性别角色定型往往是

不自觉的。例如,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常回家看看 就是这样唱的: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

看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和爸爸

谈谈 , 在习以为常中就把爸爸妈妈的社会性别角

色定型为 男主外,女主内 了。

社会性别角色实际上在不断变化。社会性别

角色虽然被社会定型强化了, 然而它能够并且确实

发生着变化,而且有时比人们想象的变得还快。一

些因素, 如教育普及, 技术发展, 经济变化, 突发性

危机 (战争和饥荒 ) ,都会引起社会性别角色和劳动

分工的变化。例如, 在人类历史上, 通常的情况下

是 男主外, 女主内 , 但在战争时期, 女性走出家

门,可以承担和平时期只有男性才能做的工作。

社会性别角色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化过程, 是一

个社会学习和社会教育的过程。社会性别关系常

常在社会制度 (如文化、资源分配、经济体制等 )以

及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巩固和复制。例

如,两个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在公共汽车上聊天。高

二年级的男生问初一年级的女生: 你在你们班排

名第几? 女生答: 第二。女生反问男生: 您呢?

男生回答: 第四。排名靠前的低年级女生听后安

慰排名在后的高年级男生: 我们老师说了,女孩子

一到高中就不行了。可见, 女不如男 的文化不知

不觉地存在于学校教育中和女孩的内心中,成为规

范或限制她 /他们发展的无形障碍。

传统的性别观念、行为和关系, 不仅限制了女

性,并且限制了男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传统的

社会性别关系中,如果社会文化要求一个性别的人

成为 小鸟依人的女人 ; 那么, 另外一个性别的人

就必须成为 具有坚强臂膀的男人 。但在实际上,

正如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成为依赖于他人的 小

鸟 一样,所有的男人也不可能都成为可以被他人

依赖的 有坚强臂膀的人 。因此, 随着社会文明的

发展和教育的普及, 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定型成为

男女两性发展的桎梏。打破传统观念和各种歧视

的束缚,使男女两性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和自由选

择,已成为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平等而公正的社会性别观念能够促进男女两

性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 )社会性别差距和对妇女的歧视

消除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差距和一切形式对妇

女的歧视,是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内容和历

史使命。

1. 关于社会性别差距 ( gender gap)。社会性别

差距指任何领域内, 由于男女两性存在生理上的差

异,导致在社会发展参与程度、获得资源、机会、权

利、能力和影响力以及工资报酬与福利等方面, 实

际存在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
[ 4] ( P40)

。

社会性别差距和关系常常决定了社会怎样看待

男性和女性,长期形成的社会规范将男女的生理差异

放大或夸大了,以证明社会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是正

当的;男女两性生理的差异往往成为否定女性权利、

排斥或歧视她们的基础。例如,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转移到城市中。

在非农转移过程中, 男性总体上多于女性。在我国

农村,妇女实际上已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和主要

的家庭照顾者, 但是她们的努力和贡献, 并没有自

然而然地转化为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资源

与基础,传统的角色分工和社会地位, 仍使她们在

村委会选举中同男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

2003/2005 /2006年村委会成员性别构成

2003年 2005年 2006年

女 16. 1 15. 5 23. 2

男 83. 9 84. 5 76. 8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 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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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女人和男人 事实和数据 ( 2007) , 2007, 北京。

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不应导致社会发展上的

不同。

2. 关于对妇女的歧视 ( d iscrim ination against

w om en)。反对和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是提

高妇女地位、保障妇女人权、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

内容。所谓歧视,是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

生或其他身份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对

妇女的歧视,是最常见的普遍存在的一种形式的歧

视。

联合国 1980年签署的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 , 对 对妇女的歧视 做出定义: 指基于

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 其影响或目的

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

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或基本自由。但

是, 为加速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而采取的临时

特别措施 和 为保护生育而采取的特别措施 不得

视为歧视。

纵观人类社会,歧视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普遍存

在着, 有直接的歧视,也有间接的歧视;有形式上的

歧视, 也有实质上的歧视;有明显的歧视, 也有隐蔽

的歧视,等等。随着国际社会保障人权和反歧视斗

争的深入,人们对歧视存在形式和本质的认识越来

越深刻。我们在此集中讨论歧视普遍存在的三种

主要类型: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制度歧视。

( 1)关于直接歧视 ( d irect d iscrim ination)。直

接歧视 (也称 形式上的歧视 或 有目的的歧视 )

指明显歧视或忽略女性的行为, 有歧视的目的。直

接歧视是指在相同条件下,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所受

到的待遇明显低于另一个人或群体所受到的待遇。

对妇女的直接歧视主要指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

直接歧视应具备三个条件: 同样的情况受到不同的

较差的区别对待;所受到的区别对待与职业要求无

关 (在就业时 ), 如性别等; 这种差别对待没有合理

的理由和例外的原因。例如, 我国有的省市的 计

划生育条例 规定,如果第一胎是女孩, 允许四年后

(或若干年后 )生育第二胎。这虽然适应了我国一

些农村地区的生育习惯, 但却是基于性别的区别对

待,用法律规定女孩没有价值。直接歧视是公开

的、明目张胆的歧视, 因而也应是法律明确严格禁

止的行为。

( 2)关于间接歧视 ( indirect discrim inat ion)。间

接歧视 (也称 实质性歧视 )是指没有歧视意图但

是有歧视 效果 的行动或忽略, 即指某项规定、标

准或做法看似中立, 没有区别对待任何人或群体,

但实际上却导致某人或某一群体不成比例的不利

影响。间接歧视表明, 对所有人使用同样的条件、

待遇和要求, 由于有关人员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特

点,可以在事实上导致非常不平等的结果。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明确规定,男女家庭成员

平等地享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但在我国农村, 在

女嫁男家的婚姻家庭习俗的规范下, 女儿从来没有

同儿子一样平等享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一部平

等的法律,在一定的社会习俗和社会性别规范下实

行,在事实上导致了歧视性的不平等的结果。间接

歧视强调歧视的结果和实质性。

关于判定间接歧视的要素。间接歧视不是看

条件,而是看结果。认定间接歧视是比较困难的,

它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的证

据。判定间接歧视有两个因素是重要的:不成比例

的不利影响;没有合理理由。

( 3)关于制度歧视 ( system ic d iscrim ina tion)。

制度歧视 (或结构性歧视 )是指构成社会化和制度

的歧视,它建立在社会性别分工等一系列假设和期

望的基础上。歧视并不是一种特殊和奇怪的现象,

而是一种系统性结构性现象, 它常常根深蒂固地存

在于普遍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制度规范和法律结

构中。这种制度偏见可能围绕着假定存在的公众

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划分而设计,它低估了女性的能

力并僵化了男女两性的角色分工,造成了劳动力市

场的社会性别隔离并且被构建到组织结构和组织

文化中。例如,我国的退休制度。我国的女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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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女干部比男性早 5~ 10年退休,这一政策制定

的初衷可能出于对女性劳动者的保护和照顾, 在一

定历史阶段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勿容置疑,它既是

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影响了多方面女性权利的实

现,属于直接歧视;又是制度性歧视的表现,它是围

绕着 男外女内 、男强女弱 的性别划分而设计

的,它低估了女性的能力并僵化了男女两性的角色

分工, 女性提前 5~ 10年退休, 导致了她们职业生

涯中在获得培训、提拔、发展、收入、社会保障等方

面的性别隔离和权利实现, 这种区别对待不但被构

建到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中, 还反映在人们的观念

和社会文化中。反对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和社

会性别主流化,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制度和社会规范

上的歧视。

(四 )社会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公正

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公正是社会性

别主流化的终极目标。

1. 关于社会性别平等 ( gender equa lity)。男女

平等一直是国际妇女运动和联合国致力于追求的

社会目标。在 1975年联合国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

通过的 墨西哥宣言 中,就明确了男女平等的基本

定义, 即 男女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

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

在其后的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和 40多年的全球

发展中,人们不断深化对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平等

的认识,形成了对社会性别平等的共识: 性别平等

是指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平等;性别平等是指男女

权利平等;性别平等是指男女机会平等; 性别平等

是指男女实质平等。同时认为,性别平等不等于男

女相同;性别平等并不抹杀个体之间的差异; 经济

发展并不必然促进性别平等; 提高妇女素质并非实

现男女平等的关键;对女性的积极措施 (倾斜政策 )

并不构成反向歧视。

因此,社会性别平等包含着这样的含义: 所有

人,不论男女,都可以在不受各种成见、严格的社会

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以及各种歧视的限制下, 自由

发展个人能力和自由做出选择。社会性别平等意

味着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行为、期望和需求均能得到

同等考虑、评价和照顾。社会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

女性和男性必须变得完全一模一样, 而是说他们的

权利、责任和机遇, 并不由他们生来是男还是女来

决定
[ 4]
。

我国曾经经历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一定时

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历史阶段, 关于平等的含

义与内容有不少争论。而国际社会对平等的认识

和讨论, 或许对我们的探索有可借鉴。在基本人

权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框架下, 平等曾经主要表

现为三种形式: 形式平等、保护性平等和实质性

平等。

( 1)关于形式平等 ( form al equality )。形式平

等,即认为男性和女性是相同的, 因此像对待男性

一样对待女性。这种模式的倡导者赞成给女性的

机会平等,但期望女性根据与男性同样的规则和标

准获得和享有机会。

形式平等未考虑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异和社

会文化差异,而且不为女性提供任何额外或特别的

措施,这对那些不得不按照男性标准做事的女性造

成了更大的压力。

由于形式平等缺乏社会性别视角, 不但使妇女

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而且继续了男性的传统角

色和社会价值。例如, 文化大革命中的 铁姑娘战

斗队 和 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 。它以传统的男性

角色为标准,鼓励女性在形式上与男性看齐, 即 敢

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

爱红装爱武装 。而没有鼓励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

础上,男女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 2)关于保护性平等 ( protect ive equality)。保

护性平等,即通过排斥女性或限制女性的权利过度

保护女性。女性被假定为弱者, 不合适做某些事

情。这造成了对妇女的长期不利结果。女性失去

了获得多种不同经历的机会, 因为她们被排斥于那

些认为对她们有害的环境之外。这一方面使那些

陈规陋习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长期存在。另一方面,

人们认为男性不需要任何针对危险或危险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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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干预措施总是着眼于排斥女性, 而不是探究造

成女性 (甚至男性 )难以享受权利的情况或环境。

例如,女性因承担生育责任而被禁止从事有毒有害

的工作、重体力劳动、井下或夜班工作。但研究发

现,男性在不安全的环境下工作, 也会导致不育或

生命危险。这种不区分女性生育阶段的对女性的

过度保护, 反而导致了剥夺女性就业机会的结果。

理想的做法是, 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 使

男性、女性、残疾人等都能在友好、安全的工作环境

中,获得均等的工作机会和合理的工作收入。

( 3)关于实质性平等 ( substant ive equality )。实

质性平等,即指结果的平等或事实上的平等。考虑

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 (生理上的和社会文化上

的 ) ,但肯定了男女平等。

实质性平等强调有必要创造一种支持性的环

境 (即通过提供有利条件或采取积极行动 ) ,让女性

行使并享受权利 (结果的平等 )。例如,国际社会倡

导打破传统的 男外女内 的传统角色分工,提倡男

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为所有有家庭

责任的男女职工提供育儿、照顾家中病人或老人的

支持性政策和公共服务, 使男女劳动者平等地获得

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

当前,国际社会致力于促进实质平等并通过责

任方法和行动方法实现平等。

2. 关于社会性别公正 ( gender equity)。社会性

别公正指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需求给予公平待遇。

这可以包括给男女劳动者同样的待遇和机会, 也可

以包括给男女劳动者不同的待遇福利和机会, 甚至

包括倾斜性措施或临时特别措施,但目的是为了实

现性别平等
[ 4 ]
。例如: 女职工的产假, 就是根据女

职工的不同需求,给予女职工的与男职工不同的待

遇,但它体现了社会性别公正。

(五 )社会性别主流化

关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 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通过的 行动纲领 中的表述是: 在处理提高

妇女地位的机制问题时, 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

提倡一项积极鲜明的政策, 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

策和方案的主流,以便在做出决定以前分析对妇女

和男子各有什么影响。
[ 1] ( P103)

1997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对社会性别

主流化的一致定义,即: 把性别问题纳入主流是一

个过程,它对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计划

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对妇女和男人产

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它是一个战略, 把妇女和男人

的关注、经历作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中设

计、执行、跟踪、评估政策和项目计划的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来考虑, 以使妇女和男人能平等受益, 不平

等不再延续下去。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

平等
[ 5 ]
。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提出是对发展决策和发展

模式的重大改革,这一定义包括了: ( 1)社会性别议

题应包含在社会决策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强调把

男女双方的经验、知识和利益应用于发展议程, 消

除政策制定中的性别盲点, 把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

一种战略,以性别敏感的意识和方法审视所有公共

部门的立法决策,促进决策机构价值目标的实现和

体制的改革。 ( 2)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各领域宏观决

策、执行、监测、评估的重要工具。强调把男女的不

同经验和需求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和执行

中,使男女都能参与并影响发展议程; 并采取各种

措施,包括明确的政治意愿、足够的预算和额外的

财政与人力资源等, 确保男女在发展中平等受益。

( 3)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性别平

等。社会性别主流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实

现社会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
[ 4] ( P41)

。通过使性别意

识和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策略和行动, 从而

实现性别平等的最终目标。

同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也强调, 在实现社会

性别主流化的同时, 不能忽视专门针对妇女或男子

的政策、计划和项目 (专门化项目 ), 也不能无视妇

女组织和妇女事务部门的需求, 不能简单地以 主

流化 取代或替代 专门化 , 而要采取 双头战

略 即主流化战略和专门化战略并行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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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补充的战略。

三、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出发点和特点

(一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出发点

逐渐消除社会性别歧视,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

社会性别公正,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目标。

(二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特点与强调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人类社会对争取男女平等

长期奋斗和经验的总结与共识。人们最初是在同

男性的比较中, 发现妇女与男性的社会差异, 感受

到社会对妇女的歧视, 进而提出男女平等的要求,

争取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推进了妇女解放和发

展的进程的。因此可以说, 争取男女平等是人类社

会争取性别平等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我国的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就是人类社会争取男女平等的一种

理论和实践。

人类社会争取男女平等的进程从没有停顿, 人

们不断地反思和探讨性别歧视存在的根源,总结各

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寻找争取性别平

等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战略和机制, 开阔眼界, 提

高标准,超越局限, 提出了社会性别平等和社会性

别主流化的理念。

社会性别主流化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以基本人权框架为基础, 以消除性别歧

视、实现性别平等为目的, 重视社会性别角色分工

和社会性别机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

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注重通过改革制度、法

律、政策消除性别歧视, 把妇女赋权作为实现性别

平等的中心,强调男女共同参与和受益
[ 6]
。

社会性别主流化有下列特点与强调: ( 1 )在对

社会性别问题性质的认识上, 强调社会性别问题的

实质是社会问题。社会性别问题涉及到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 同时是男性和女性两性

的问题,没有全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没有男性的改

变和参与,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性别平等问

题。如果把社会性别问题看成是单纯的妇女问题,

妇女组织的问题, 或某一部分人、某一个具体领域

的问题,就会导致社会性别问题妇女化。 ( 2)在对

实现性别平等途径的认识上, 强调把性别问题纳入

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宏观决策的主流。即把社会

性别主流化作为社会发展战略,贯穿社会发展全过

程,国家和政府在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发

展计划,包括立法、政策或发展项目,都充分体现对

社会性别议题的关注,通过改变社会政策、制度、法

律、文化和社会环境, 使妇女和男人平等参与社会

发展和受益。如果仅仅把社会性别问题局限于妇

女群体和妇联工作, 或在不纳入主流, 不改变社会

政策、制度、环境的前提下, 孤立解决社会性别问

题,就会导致社会性别问题的边缘化。 ( 3)在对实

现社会性别主流化责任主体的认识上, 强调实现社

会性别主流化责任主体首先是政府。即促进社会

性别平等、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首先是政府的责

任,特别是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者的责任。如果把妇

女组织当成首要责任主体, 由妇女组织取代政府履

行职责,就会不利于政府充分履行对性别平等的承

诺,降低政府中提高妇女地位机制的权威性、影响

力和效率, 也是社会性别问题边缘化的一种表现。

( 4)在对平等标准的认识上, 强调破除传统性别角

色定型后的平等标准。即所有人, 不论男女, 都在

不受各种成见、传统角色分工和歧视的限制下, 自

由发展能力和自由做出选择, 指男人和女人享有平

等的权利、义务、责任、机会、资源、待遇和评价。如

果以传统的男性行为为标准, 使女性变得和男性一

模一样;或缺乏社会性别敏感, 把 男主外、女主内

当成社会性别平等, 都是传统性别观念的表现。

( 5)在对平等的权利基础的认识上, 强调男性和女

性应享有基本人权框架下的所有平等权利。即妇

女和女童的权利是所有人权和根本自由中不可剥

夺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性别平等意味着女性和

男性在基本人权框架下享有所有的平等权利。而

不是由于性别、城乡、年龄、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限

制,男性或女性只能享有一定范围内的、有等级差

异的权利。 ( 6)在对性别歧视原因的认识上, 强调

导致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性别角色分工

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性别机制。社会性别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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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强调社会性别分工对两性的影响, 又注重政治、

经济、文化、阶级、种族、民族、年龄或残疾等对性别

差异的复杂作用。如果仅仅认为导致性别歧视的

原因是私有制、阶级压迫、生产力发展水平、传统观

念和妇女素质低,就难以全面认识导致社会性别歧

视的真正原因。 ( 7)在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上, 强调

使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认为在一定的社会性别

机制下, 所有的政策、法律、计划、项目对男性和女

性的影响是不同的, 坚持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分析

各项法律、政策、观念和行为,提高现有制度和机制

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能力。如果仅仅用妇女的今

天和妇女的过去进行纵向比较的方法, 展示妇女取

得的社会进步, 或用简单描述的方法, 把妇女本身

当作问题,就容易把社会性别问题简单化, 难以发

现解决社会性别问题的有效办法。 ( 8)在对待妇女

的态度上,强调妇女是参与发展的主体。认为赋权

妇女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中心所在。主张倾听

妇女的声音, 发动妇女参与决策, 注重提高妇女的

权力和能力,使妇女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的各项成

果。如果以某项社会发展目标或某项工作为主体,

把妇女作为客体加入到发展中去,或代替妇女做决

策或做选择,妇女无形中就会成为实现某一特定社

会目标的工具。 ( 9)在对社会性别主流化前提条件

的认识上, 强调经济发展不能简单替代性别平等。

即性别平等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收入水平和经济

发展水平,它需要坚定的政治承诺和可持续的政策

机制。如果仅仅依赖巨大的财富,认为生产力的发

展自然而然带来妇女地位的提高;或把经济发展和

性别平等对立起来, 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以求得经

济发展,这种片面发展观和经济决定论不但会导致

性别平等事业的停滞和倒退, 而且也不会真正推动

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社会性别主流化对政府、社会伙伴、社

会中的每一个男人与女人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

求。要求我们与时俱进,突破历史局限,面向未来,

面向世界,不断提高对男女平等的认识, 建立双赢

的、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新型伙伴关系, 这是实现

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每当我们从人权、社会公正、经济效益和以人

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社会性别平等问题,

我们就在社会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又向前迈出

了关键性的一步
[ 2]
。

党的十七大制定了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蓝图,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

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号召。实现

社会性别平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标准之一。

注释:

赋权是指人, 女性和男性, 能支配自己的生活: 制定自

己的生活议程, 获得技能, 建立信心, 解决问题, 能够自

立。它不仅是集体的、社会的、政治的过程, 而且还是

个人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过程, 也是一种结果。其

他人不能给女性赋权, 只有女性才能给自己赋权来代

表自己进行选择和发言。但是机构包括国际机构可以

推动这一过程, 即增加女性的自信心和自立能力, 并帮

助她们制定自己的议程。资料来源: 加拿大国际开发

署 ( C IDA ),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性别平等政策 , 第 8

页, 1999年 ,渥太华。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 索马维亚语, 转引自 Bu

reau for Gende r Equality, ILO: D ecent W ork for Women,

2000, G eneva,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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