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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跨世纪的求索 :男女平等事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

丁 娟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 北京 100730)

摘要 为求男女平等,中国妇女前赴后继, 在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

道路,男女平等也已从思想的幽灵,经由社会运动而被制度化并日益凝结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但是, 我们对男女

平等事业的艰难性、复杂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 依然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了男女

平等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妇女运动百年求索的进程反复说明, 这种认识论上的惯性, 不仅阻碍男女平等的进

程,也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的实现。我们应需要进一步变革传统,以期男女平等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进程中与其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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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 century Exploration: theN ew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Encountered in Gender Equality

D ING Juan

(A ll Ch inaW omen s Federation, W omen s R esearch Institu te, B eijing 100730, China)

Abstract: To pursue gender equa lity, Ch inese women exp lore a develop ing road in c lass liberation and national lib

e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grow s up from a ghost in thoughts to rules peop le obey by socialmovemen.t However,

w e st ill lack enough realization tow ards the diff iculty and complex ity of gender equality. M eanwhile, in the study o f

scient ific development v iew s, som ebody still ho lds that equa lity can be ach ieved on the basis of econom ic develop

men.t Hundred years of wom en s movement show that the inertness in ideo logy no t on ly preven ts the prog ress o f

gender equality, bu t a lso affects the ach ievement of soc ia l justice and harmon ious developmen.t Further reformation

of tradit ion is essentia l to rea lize constant deve lopment in econom ic and socia l developmen.t

Key words: equa lity betw een men and w omen; hundred years exp loration; new opportunity; new challenge

一、男女平等的起源与社会启蒙

考查历史发现, 仅从自然属性上谈论性别及其

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性别研究的主流

方法。人们认为,男性是生物链条上的优势性别,并

将这种假设演绎到社会生活之中而形成了男强女

弱、男尊女卑、男人统治女人,甚至女人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等一整套思想和制度体系。现在, 我们

把这种扭曲的观点称之为生物决定论。其要旨是生

为男人,就可以至高无上,生为女人就只能沦为劣等

性别、劣等人或者等外人, 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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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上的一些女性反抗者或遭遇死亡或被传统

政治送上绞首架,这无疑更强化了女性宿命论的观

点,使生物决定论与男性优等的传统观念渗透在整

个社会的细胞之中,阻碍人们探索真理的历程。当

然,这些露骨的歧视妇女的思想,在工业化早期便遭

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反抗。法国女权主义者克莱门

斯 罗耶就反唇相讥,指出男子正在逐渐退化,这是

自然界的报复; 而妇女则无论在智力, 还是体力方

面,都在日益进化。将来妇女迟早要取代男子,掌握

统治的权力,并支配整个世界。还有的女权主义者

甚至提出,男性迟早要灭绝, 没有男人, 女人也能生

出自己的子女。她们的这种思想也表现在早期的妇

女运动中,一些妇女组织就据此提出 打倒男人 和

小心男人 的口号。在经历了工业化社会初期男

女孰更优劣的论战和推翻封建巴士底狱的合作后,

女性终于开始了真正的觉醒,将斗争的矛头转移到

争取男女平权的轨道上来。

1791年法国妇女奥普兰 古日在 人权宣言

的基础上, 推演出著名的 女权宣言 之后, 世界妇

女运动便开始了风起云涌的求索。正是在各种流派

的女权思想不断交锋和妇女运动不断发展的基础

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首先提出了男女平等和

解放妇女的思想。傅立叶关于历史发展可以由妇女

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

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思想, 曾经被马克思恩格斯作

为理论经典反复引用。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男

女平等的基本思想, 而且还科学地指明了妇女解放

必须走与阶级解放相结合的光辉道路。但马克思对

男女平等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更杰出的创新是马克

思科学地指明了性别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关

系。可以说从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关系入手来分析

妇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性别理论对性别分析方法的

一个巨大贡献。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种分析视角,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为主流社会所采纳。一直

到 20世纪 70~ 80年代,西方社会才完成了从自然

属性到从社会属性看性别的社会革命, 提出了自然

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新概念, 并将世界妇女运动推向

了崭新的阶段。

二、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平等求索

1860年,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

户,同时西学东渐也给中国吹来了自由平等之风,在

企图振兴封建帝国的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中, 康有

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了禁缠足、兴女学的思想,

广大劳动妇女则与其父兄一起, 积极投身反抗帝国

主义列强入侵中华的斗争, 并开始加盟产业工人队

伍, 从家庭走向社会; 其中一些先进的知识女性, 也

开始创办女学、女报和建立妇女组织。

辛亥革命更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也更

响亮地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 一大批先进妇女挺

身而出,为自身解放与中国富强奔走呼号,要求女子

接受教育, 婚姻自主,社交自由、经济独立。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中国妇女界首次提出了男女政治权利

平等的要求,旗帜鲜明地亮出了 妇女要求参政权

的口号,甚至为争取妇女参政权而冲击议会。

辛亥革命后, 一批先进妇女深刻地意识到妇女

参政议政的重要性,先后成立了女子军事团、女子参

政同盟会等组织。她们在 女子参政同志会宣言

书 中表达了中国妇女要求参政的坚强决心: 本会

以天赋人权为职志,以储养政治知识为中坚,以坚忍

决心必达目的为后盾。然而,国民党为了协调各方

势力,竟拒绝支持 1912临时宪法中的妇女投票权,

令当时的女革命党人深感被出卖。为此,中国同盟

会的唐群英于 1912年组织游行集会及冲击议会, 争

取在宪法中确立男女平等。她们提出, 使其女界

黑暗,则虽男界开明, 亦只得谓为半开化国。这是

中国女界首次开展的要求参政议政权运动。斗争虽

然失败了,但却开启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先河。唐群

英和她领导的妇女参政同盟,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她们的要求也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领袖

孙中山的重视。

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 妇女更加热烈

地参与了反帝反封建及争取博爱、平等、自由的民主

运动。许多妇女以行动反抗封建家庭及拒绝买卖式

的旧婚姻,妇女组织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早期的妇

女联合会。广大妇女还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旗

帜, 要求享有与男性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发起要求大

学开放女禁, 实现男女同校, 同受教育。 1920年 2

月,经考核北大招收邓春兰等 9名女生入学, 她们成

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的第一批女大学生。这为年

轻女性摆脱家庭的控制, 接受新思潮奠定了基础。

这些女性成为了五四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中坚力

量。

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另一个亮点, 是进步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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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者纷纷著文谈论妇女解放。其中李大钊著述颇

丰,他一方面介绍欧洲女权运动的成果,另一方面则

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妇女解放和民主发展的关

系, 提出 只有实现妇女解放, 真正的民主才能实

现,没有妇女解放的民主, 绝不是真正的民主。陈

独秀也通过 新青年 杂志,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婚姻

制度, 认为妇女解放与政治、经济、宗教的解放同等

重要。毛泽东也在 民众的大联合 一文中指出:

要进行革命的活动,改造社会, 不是少数人所能做

到的, 非有多数人的联合不可 妇女也要联合起

来,齐向封建思想斗争。另外, 这一时期的妇女争

取平等享有参政权的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1921

年,妇女进一步提出了与男子享有同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的参政要求。广东和北京的妇女都为实现宪

法上的男女平等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争。但在军

阀混战的社会格局下, 男女平等并未得到实质性进

展,直到 1924年, 国民党才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中确立了在法律上、教育上和社会上男女平等的原

则, 而作为国家宪法精神的男女平等原则, 直到

1935年才被国民党把持的立法院所认可。

三、与阶级解放和民族事业共成长的男女平等

事业

与国民党的暧昧态度所不同, 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伊始,就十分关注男女平等问题。 1922年通过的

民权运动大同盟宣言 , 提出了包括男女平等内容

的四大人权,即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权、以及

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等权。从党的二大开

始,还设立了专门的妇女部, 后来发展为中央妇委,

领导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

1924年,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 进行北伐战争。

此间, 中国男女平等运动曾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

高峰。国共两党都成立了妇女部, 国民党的妇女部

长是著名妇女运动和社会活动家何香凝。 1924年 3

月 8日,何香凝在广州组织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的活动,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组织活动纪念国

际妇女节。此间国共两党妇女部通力合作, 依靠大

批共产党员,共同发动妇女, 举办农工妇女学校,开

办妇女运动讲习所, 大力培养妇女干部和妇女运动

骨干, 并成立女界国民促进会, 积极开展妇女解放运

动,还为北伐开办护士学校、战前动员、战场救护等,

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何香凝依靠大

批的共产党员,如蔡畅、邓颖超、向警予等,大力开展

妇女解放运动。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 何香凝与宋

庆龄冒着炮火赶到前线, 慰问违命抗战的第十九路

军, 还组织上海妇女建立医疗队。新中国成立后,年

近古稀的何香凝依然精力充沛地活跃在中国的政治

舞台上。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妇女运

动转入地下。广大妇女与其父兄一起积极投身武装

起义,在北伐革命的摇篮里诞生的黄埔女生队,很多

人成为党的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并参加了南昌起

义、广州起义和井冈山的武装斗争。正是基于党的

纲领的先进性,也基于妇女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中

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后,逐渐就开始

了男女平等国策的探索, 这些探索集中表现在苏维

埃共和国颁布的一系列国家法律和政策中, 如苏区

的土地法、婚姻法等。党在 苏区选举工作训令 中

明确提出:在苏维埃各级政府中,至少要有 25%的

劳动妇女当选。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参军参政、

支援前线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抗战胜利后, 国民

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各界妇女积

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与求和平求民主的运

动。根据地的妇女甚至节衣缩食,纺线做鞋,甚至用

自己的奶水抢救伤员,女民兵则活跃在青纱帐里,或

者冒着炮火抬担架救伤员、推独轮车支前

对于妇女在男女平等和拯救国难运动中的贡

献, 毛泽东曾经豪情满怀地指出:妇女同胞结团体,

为的是什么? 是为了争取妇女们的自由与平等。世

界上的任何事情, 要是没有女子参加, 就做不成气。

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 就打不成; 生产运动,没

有女子参加, 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 都

绝不能成功。中国最大的妇女组织, 今天的全国妇

女联合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推

动男女平等事业的社会团体。

四、在新中国怀抱中高歌猛进的男女平等实践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女平等事业,

就是在与中国革命密切结合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

到实现的。基于妇女的追求和对革命的贡献, 1949

年 9月 27日的新政协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

纲领 ,明确规定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

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

子平等的权力。这项规定同样体现在 1954年的第

一部宪法之中。至此,中国男女平等基本获得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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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颁布了新的婚姻法、选举

法、教育法、劳动法等, 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

参政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婚姻自主权, 人民政府

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妇女就业、男女同工同酬

并赋予女职工享有带薪产假的权利。中国的男女平

等水平在 20世纪 50~ 60年代曾经享誉全球。毛泽

东曾豪情满怀地说, 时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样, 男同

志能办到的, 女同志也能办到。 1956年,毛泽东在

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还指出, 将来妇女参政

至少和男同志一样, 各占 50%, 如果女同志的比例

超过了男同志,也没坏处。

在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参政权的同时, 妇女在

社会各界各行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涌现了第

一个女飞行员、女船长、女火车司机、女部长、女省

长、女书记 , 无数的第一、无数的奇迹都在新中

国的母体中被创造出来。

五、改革开放为男女平等事业开辟了崭新境界

改革开放后,我国妇女运动一度面临诸多新的

挑战。但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的推动下,妇女运动及时调整了工作方位,

1987年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 明确提

出,妇联的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

等。这是男女平等思路的重大调整。在新中国建立

初期, 基于妇女地位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一度产生

错觉, 认为革命包括妇女解放都会一蹴而就,道路平

坦地走向彻底胜利、彻底解放。但事实并不尽然。

改革开放后,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又一次摆在

了我们的面前,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启发我们认真思考, 重新认定中国男女平等事业的

阶段性与实际情况;也是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使中国

的男女平等事业真正地融入到了国际社会发展程

序,与各国各个民族男女平等事业开始了既互相比

较、互相借鉴,又分析思考,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

女解放道路的历程。在党的 三个代表 理论和科

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更加关注

到了基层妇女与弱势群体中的妇女的发展, 提出了

构建先进性别文化、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开展妇女

健康促进、提倡妇女全面参与、保障妇女就业权不受

限制等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妇女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具

体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个有国际社会支持、国

家立法保障、人民政府护航、妇女组织推动的社会化

和全球化妇女运动的新格局正在悄然成长。

目前,我们对性别和男女平等的认识,已经完成

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革命, 男女应该平等的原则也

被纳入了宪法和公共政策, 并在人们的理念中不断

地被确立起来,但是,我们还必须对男女平等事业的

艰难性、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以妇女就业权平等

为例,中国的女工与男工相比, 就业权被限制了 10

年, 而女公务员与男公务员相比, 就业权也被限制了

5年。关于变更男 60岁、女 50和 55岁退休政策的

问题,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被提出后, 社会至今依

然缺乏一种普遍的人权和平等权的理念。所以, 尽

管我国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但在妇女就业

权问题上,我们依然缺乏公正,致使这项与宪法相悖

和冲突的政策依然得不到修正。在 2010年召开的

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会议上, 就又有专家提出让妇

女休长假来缓解就业问题。其实, 这种无视妇女权

利是人权或者企图误导妇女发展进程的言论也是一

种违宪的言论,却在政协或人大的会议上被提出,这

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希望人大和政协也设立平等

审查机制,不让违宪的言论有公开发言的平台和空

间。再比如,我们研究了很多年马克思主义,学习了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关系后,还是有人

对这些关系认识模糊,在男女平等问题上总有人认

为经济发展了平等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这种认识

论上的惯性,不仅阻碍男女平等的进程,也影响了社

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的实现。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 我们的同胞,

不分男女、不分职务高低, 都应自觉梳理自己的思

维, 批判传统的思维陋习, 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科学

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切实解决问题,推动男女平等

与社会正义事业的发展,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妇女解放事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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