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为她”是联合国妇女署于 2014 年 9 月发起的一项全球团结运动，

呼吁全球男性参加到消除社会和文化壁垒、实现全社会性别平等的运动

中来。在中国，它有一个更易懂的口号——性别平等，为她我能。

马雷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项运动目前已经获得联合国前秘

书长潘基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等全球各

地数以百万计男性的支持。在中国，马云、黄晓明、佟大为等人也是“他

为她”的支持者。

“佟大为听了我讲的课之后，在他主演的电视剧里面加入了一个桥段，

宣扬性别平等。”马雷军说。在《人间至味是清欢》中，佟大为饰演的程

序员丁人间有一大段台词，提出女性和男性应该享有同样的职业选择权

利，“女人可以当救火队员，男人也可以当保姆、护士、造型师，男女都

可以有产假”。

“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妇女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按照联合国的评判标准，

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马雷军说，在很多人印象中，似乎中国女性

在家里的地位越来越高，“管钱”、家里的大小事可以“说了算”，地位已

经高出男性，其实，这是人们对性别平等的一种普遍性误解。

“联合国关于‘社会性别平等指数’中有很多硬指标，比如部级以上

领导的女性比例、女性和男性的平均工资比、拥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与男

性数量比。”在马雷军看来，男女不平等，给男性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

压力，“女性没有平等的就业参政的机会，所以社会把这些责任全部强

加在男的身上。作为男人，就应该买房、买车，不然你算什么男的？而

这对男性本身也是不公平的”。

“从 2007 年开始，我就在湖南做联合国的项目了。”多次来到

湖南的马雷军，对湖南的社会性别平等工作评价很高。在他看来，

湖南的男女平等、妇女参政、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成绩都可圈可点。

马雷军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09 年出台的《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司法保护的指导意见》印

象很深，“湖南（省高院）是全国省级法院中率先对涉及家庭暴力

的案件制定规范性文件的”。

关于家庭暴力，马雷军做过不少调研，他所负责的联合国项

目中，其中就有一项是“将反家暴纳入到警察教育培训的倡导与

实践”。项目试图解决公安民警处理家庭暴力的立场态度和干预技

巧等方面的问题，提高公安民警处理家庭暴力的能力和水平。

马雷军还曾经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做过关于《反家庭暴力法》立

法的专题陈述，在陈述中，他援引了发生在湖南省和西南某省的两

件均为家暴导致的刑事案件迥异的判决结果，认为“是时候为反家

庭暴力立法了”。

除了对相关部门提出建议，在讲座、培训、会议上，马雷军不

放过一切宣传社会性别平等的机会，甚至在微信朋友圈里也“怼天

怼地”。

2011 年 8 月底，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被曝

光。2013 年，法院认定李阳家庭暴力行为成立。

但马雷军认为，李阳并没有认识到错误：“他还在辩解：这是中

美两国的文化冲突，跟家庭暴力无关。”

2017 年 12 月 5 日，参加网易教育金翼奖论坛的马雷军赫然发

现，李阳就坐在他后面。上台发言时，马雷军毫不客气“开怼”：“教

育的国际化也应包括价值观。在国际上，性别歧视是教育工作者的

大忌。哈佛大学校长就因为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被迫辞职，而在

中国，这样的言论比比皆是，有的教育机构的校长，竟然对妻子使

用家庭暴力。”

马雷军说，当时坐在台下的李阳，脸色铁青。

去年，纺织工业联合会开会，在联合会就职的朋友发了一条微

信朋友圈，照片是联合会的三十多名领导在一起合影，马雷军在底

下留言：三十多个领导，全是男性，连纺织这样的行业，都没有女

性一席之地吗？

底下不少人赞他敏感的性别意识。朋友只能讪讪地回：马老师，

以前是有女性领导的，有一位女性副会长，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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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分享你的观点

他奔走全国，一心为“她”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联合国妇女署高级官员马雷军——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
席记者 李立  供图：受访者

与他在大会、论坛、
讲堂上一贯的西装革
履 形 象 不 同，6 月 6
日早上，刚刚跑步回
来的马雷军见到今日
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的 时
候，穿着一件极其简
单 的 白 色 T 恤，T 恤
胸前，印着“他为她”
三个醒目大字和代表
着这项性别平等运动
的标识。 

作为联合国妇女署
驻华办公室高级项目
官员，马雷军的主要
工作就是负责联合国

“中国性别研究与倡导
基金”项目，并与联
合国驻华代表处一起
与中国政府进行沟通，
协助政府出台对社会
性别平等有利的政策。
而他也有一个更为人
所熟知的身份，那就
是著名性别专家。一
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
马雷军都奔走在全国
各地，做关于社会性
别和性别平等的研究
与传播。

“一名为女性权益
鼓与呼的男性”？在
马雷军看来，如果刻
意注重并提出他的男
性身份，说明你的性
别思维本身就存在偏
见——“社会性别属
于公共政策范围，男
女平等，不光是女性
的事”。

众多名人支持“他为她”

在最基层的老百姓眼里，这个结实能干、走南闯北的小伙子，并不像

“联合国的大官儿”，倒更像一名朴实的村干部。

他可以在大凉山深处，和彝族老乡一起，围着火塘，吃土豆和烤包谷；

也能在内蒙古草原上，与牧民兄弟大碗喝酒，“几碗酒干下去，蒙语都会

说了”；在青藏高原调研，适应了高原反应后，他跑去帮藏族老乡收青稞

……在马雷军看来，只有融入你所面对的对象的生活环境和话语方式中，

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去了解并影响他们。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庙堂之高。

在一场名为“灾害管理与社会性别”的培训上，在马雷军刚说出开场白，

底下几名被硬拉过来听课的男性专家就开始嘀咕 ：“让我们来听这种课，

真是莫名其妙”！

这是联合国与国家救灾中心合作的一个培训项目。马雷军要求，在

第一次培训中，一定要保证 1/3 的男性出席率——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他

们弄过来。

马雷军讲着讲着，几名男性专家听入了神。

他谈到很专业的救灾数据和研究——联合国和伦敦经济学院就

2008 年前所有自然灾害做的调研中，发现灾害中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普

遍达到 1∶4，这意味着，灾害中每死亡 1 名男性，同时有 4 名女性死亡。

而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并非人们所设想的“女性在体力生理和求

生本领上不如男性”，而是 4 个社会因素。“许多男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爬树、

游泳；女孩则被教育要矜持。自然灾害中 75% 到 80% 的死亡都发生在

屋里，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中，女性呆在家里的时间本来就多，

又不像男性，一有风吹草动提个大裤衩就能往屋外跑。” 加上重男轻女

的思想，生活中优先得到父母舍命相救，救灾时获得更多物资的，几乎

都是男孩。即便在日常，男性也总是能比女性更多地获取一些灾害信息。

在后来的培训中，马雷军无需强调男性的参与度，男性专家会自觉

前来参加，“不要以为男性对争取女性权益的事就天然不关心，这同样是

一种对男性的刻板印象”。

“联合国的大官儿”更像村干部

“怼天怼地”的马老师 

马雷军的这种坚持并非没有作用。在他看来，性别平等还是需

要引导。

马雷军的老家在陕西。有一次，老家的大伯准备为马雷军已故

的爷爷奶奶重新立碑，拟好的碑文发给马雷军看，“我那些伯伯叔

叔堂弟等男性亲友都有名字，唯独家族里面的女性没有名字”。

马雷军问：为什么女性没有名字？大伯说，老家都是这样，女

的都没有名字。

“我就说这是陋习，在我这儿要改过来，不然我不出钱。”马雷

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他的坚持下，最终碑文补上了全体

女性亲人的名字。

后来，大伯到北京看马雷军，马雷军问起立碑的事儿，大伯说：

“现在村子里给逝去的老人立碑，都是按你讲的这么弄。”

中国社科院有一项中国青年科学基金，此基金面向的是 35 岁以下

的年轻人。经过调研，马雷军发现 2012 年前，基金的申请者 95% 的

都是男性，“因为在 30 岁—35 岁左右，女性正好处于生育、哺育子女时期，

很多女性正是因此错过了最佳申报时机”。

在联合国妇女署的推动下，该基金将项目的女性申报者年龄延

迟到了40 岁，如今，该基金的获得者中，有 30% 是女性。

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报告称，男女要达到经济上的性别平

等还需要 118 年，但马雷军仍然对中国的社会性别平等事业充满信

心。在他看来，中国有很好的前提条件，“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男女平等事业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探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一届

中国政府高瞻远瞩，提出了伟大中国梦的构想，中国梦肯定关乎每

个人的梦想，包括男性和女性的梦想。我相信，女性的梦想肯定不

仅仅是在家里炒菜、做饭、带孩子，她也有自己职业发展的梦想”。

性别平等需要引导
马雷军（左二）在青海玉树调研。

马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