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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博士在校女生比例分别达到 51.95% 和 43%；城镇从业

人员中女性比例基本保持在 40% 以上；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女

代表、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女

委员比例分别为 42.22%、34.12%、27.82%，均比上一届有明

显提高。2021 年居村换届后，居村委会中女性成员比例分别达

到 70.1%、42.1%，居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分别达到 67.3%、

26.5%，位居全国前列。

新征程，新挑战

可以说，75 年来，我国妇女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妇女权

益保障取得历史性成就——

保障妇女权益的顶层设计日益完善。“坚持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连续写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二十大报告，“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

从 8 个领域提出 75 项主要目标和 93 项策略措施，规划部署妇

女发展的目标任务。

妇女参与国家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管理水平提高。党的

二十大女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和全国政协女委员比

例分别比上届提高 2.8 个、1.64 个和 2 个百分点，妇女参与决

策和管理更加广泛深入。

妇女生存发展状况显著改善。我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

幼健康高绩效的 10 个国家之一，妇女人均预期寿命超过 80 岁。

妇女平等受教育权得到有效保障。现阶段，我国女童平等接

受学前教育得到更好保障；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

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女生占比连续 7 年保持半数以上；高等教育普

通、职业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会

副主任委员刘汶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女性的解放，

尤其是对女性教育和职业地位的保障，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重要表现。

“中国的妇女解放始终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

‘为国破家’取向中暗含‘国之本在家’的家、国共谋思路。”

刘汶蓉表示，从实践结果看，当初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

减少了妇女的生育负担，提高了妇女的健康水平，提升了女孩

受教育的机会，延长了女性受教育年限和寻求职业发展的机会，

促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始大力倡导家庭建设，倡导

妇女实现家庭贡献与社会贡献的统一。这不仅是对中国“家文化”

传统社会底蕴的回归，也是对当前妇女面临家庭与事业两难争

议、国家面临人口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一种顶层回应。

“但实际生活中，女性依然面临着生育与职业发展难以平衡

的问题，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据刘汶蓉观察，现在年轻人

的风险意识太强了，对结婚生子影响事业发展的担忧也很大，甚

至不愿投入到真正的婚恋关系中，“另外，人们对婚姻不稳定性

的感受更深了，婚姻满意度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女性”。

数据调查的结果亦是如此。据 2020 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

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业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约为男性的

2 倍。其中，不赞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

为主”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50.9%、58.3%，比 2010 年分别提高

14.0 和 14.7 个百分点，其中 35 岁以下女性中有八成表示不赞同。

“从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事业的长久发展来看，女性还是

不能轻易去做全职妈妈，支持女性工作家庭平衡是破局的最佳

出路。因此，想要改变女性对婚姻的感受，国家就要在托育、

养老方面投入更多，缓解女性的压力。”刘汶蓉表示，这方面

我们国家有很好的基础，也已经在不断推进了，但目前来说做

得还不够，“另外，从小开展家庭生活教育，增强大家对亲密

关系、家庭生活重要性的认识，增进人际安全感、信任感，在

个体化、家庭孤立化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踏上新征程，每一位妇女都是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领域的平等权利势必

得到更好实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巾帼力量。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图为小学生参观新中

国第一块手表海鸥表诞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