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0年6月18日  本版编辑／刘立稳   美编／熊晓丽  
E－mail：liulw@fengone.com

带你读懂女性

湖南这位教授为何专门针对领导干部做这项调查？

原来“跟妈姓发奖金”这些事背后大有学问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孩子随母姓，家里可
获得奖金 1000 元；独女户、
两女户家庭，政府帮办养老
保险；每个考上大学的女孩
县里给助学金；按照 1:1.5
的比例来设计男女公厕蹲位
……”

近日，一则来自偏远小
县城实践性别平等的报道刷
屏了，安徽长丰县的前计生
委副主任龚存兵，做了一整
套包括如上措施的性别平等
实验方案。类似“跟妈姓、
发奖金”这种在当时略有
些“惊世骇俗”的措施，给
当地带来了一次性别意识教
育，让性别平等的理念在当
地深入人心。

“领导干部决策行为的
性别意识，对实现男女平等
影响显著。”来自中共湖南
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的
陈飞强对此深有感触。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
陈飞强就曾对湖南 165 名
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做
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
前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
性别意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
的缺失。为此，他专门撰写
了题为《决策行为中的社会
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以领导干部为例》的学术论
文，希望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81.9%，女性占 18.1%，基
本符合当前湖南省厅级、处
级干部中的性别比例。” 陈
飞强发现，只有 24.2% 的
干部考虑过政策出台对男女
两性产生的不同影响。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
原因影响了领导干部们的
性别意识呢？该怎样改变
他们的性别意识滞后甚至缺
失呢？ 6 月 15 日，陈飞强
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再次
梳理了他多年来的思考与见
解。

“ 早 在 1995 年 第四 次 世

界妇女大会上，社会性别主

流化就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

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中国

也在大会上通过《北京宣言》

庄严承诺 ：‘确保在我们所有

的政策和方案中体现性别观

点’。”陈飞强说。

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所有的

公共政策领域，考虑政策对

男女造成的不同影响，而不

是只关注生育人口等几个特

殊领域。

“实际上，很多公共政策

都有男女两面，会对男女造成

不同影响。”陈飞强举例，比

如公务员退休政策，男 60 岁，

女 55 岁。这个政策原本是保

护女性的，因为过去妇女要

生育好几个孩子，还要承担很

多体力劳动，早一点退休是

从保护她们的身体出发。但

是到了今天，现代城市女性

生育压力并不大，公务员从事

的也不是体力劳动。女性 55

岁就退了，与男士相比，职业

生涯提前 5 年结束，这意味

着她们被提拔的机会就要少

得多，女性参政议政的可能

性被削弱。

“很多人本能地认为，女

性主业在家庭，不需要那么多

‘升职’的机会，甚至有人认为，

女性提前退休有利于减轻就

业压力，有利于给年轻人提

供发展机会，这都是缺少性

别意识的表现。”陈飞强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在 陈 飞 强 对 165 名领 导

干部的调查问卷中统计显示，

最近三年来，领导干部在制

定或参与制定政策时，仅有

24.2% 的干部基本考虑过某

项政策的出台会对男女两性

产生不同影响，而选 择“少

部 分 考 虑 过 ” 的 干 部 达 到

38.3%，有 19.5% 的干部在制

定或参与制定政策时完全没

有考虑到性别因素。

“这说明目前领导干部在

制定政策时，能事先了解男

女两性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状

况的比例不是很高。”陈飞强

说，“相较于男女平等，他们

更重视城乡差距、地区发展

等问题。”

“很多领导干部觉得，女性

问题是相关部门的事情，与我

的职责关系不大。”陈飞强说，

还有一些男性干部，觉得男女

已经很平等了，“为什么还要花

费资源和时间在这些事上？” 

这些观念都使得一些法规

政策在制定前，没有考虑到两

性差异，在实施中也没有评估。

“因此，大到二孩政策后女性的

就业歧视，小到公共场所中男

女蹲位的比例、母婴室的设立

等等，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男女实

际不平等的情况。”这些问题都

迫在眉睫，且需要解决。

那么，问题来了。提高领导

干部的社会性别意识该从哪些

方面入手呢？陈飞强认为，首先

要抓住主要对象。目前，男性领

导干部占比较高，因此，尤其要

重视男性领导干部社会性别意

识的提升。其次，媒体、学者也

应该积极参与，多调查、多呈现，

使领导干部充分了解当前女性

社会地位现状，为他们做出对男

女发展都有利、能够更好地推进

男女平等事业的政策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 

不过在陈飞强看来，最重要

的工作是，在针对领导干部的培

训当中，要加强社会性别培训的

内容，强化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宣

传倡导，尤其是加强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的宣传倡导。只有进行具体普及

和学习，才能使领导干部真正了

解社会性别理论的相关知识，真

正把握“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科

学内涵、目标与趋势、战略措施，

并使他们认识到自身在落实“社

会性别主流化”要求中的重要责

任，以提高他们推进“社会性别

主流化”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

动性。

“由于这项调查是好几年前

实施的，且样本量相对较小，因

此，调查发现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陈飞强也补充道。事实上，

近年来，湖南省在贯彻落实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各级领导干部也更加重视

男女平等事业地推进。陈飞强表

示，近来正在开展相应主题的纵

贯调查，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反

映领导干部决策行为中的社会

性别意识的变化或进步。

女检察官办的这个案子
为什么会影响全国

根据陈飞强的调查结果，性别、对法律法规的了解

程度、对当前社会男女平等的认知以及地域等，都是影

响领导干部决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的重要因素。

“相对于男性领导，女性领导更有可能将社会性别

意识纳入到决策行为中去。而领导干部对《妇女权益保

障法》等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越高，也越有可能将社会性

别意识纳入到决策行为中去。”陈飞强举例道，2018 年，

湖南就曾出现过由女检察官办理的，影响全国的“外嫁

女获村集体征地补偿款”案件。

2011 年，湖南省宁乡市灰汤镇灰汤村一组部分土地

被政府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分得 9000 余元征

地补偿款，但有田土在娘家的出嫁女仅分配田土部分，

即每人补偿 4000 余元。外嫁女刘红梅（化名）不服，

向法院提起诉讼。两审均败诉。

后来，刘红梅又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查监督。

负责该案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姚红长

期关注妇女权益。通过依法提出抗诉，刘红梅获得了和

其他集体经济成员一样的补偿款。此案 2019 年还被全

国妇联评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虽然补偿款只有 4000 多元，但是这个案件对农村

出嫁女合法权益的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陈飞强认为，

这充分说明了“女性公职人员”具备性别意识对保护妇

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起到的作用。

陈飞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对于“执掌”一方的官

员来说，当地男女平等的大环境以及推进程度等则对其

政策制定中性别考量起到“反向激励”的作用。

“若一个地区的男女社会地位相差太大，如女干部、

女性人大代表的数量未能达到规定的数量或比例等，当

地负责人可能面临来自上级的压力和相邻地区的比较压

力。因此，为达到规定的女干部或女性人大代表数量，

就会出台一些在选拔干部时向女性倾斜的政策。”陈飞

强说，安徽长丰县的“冠母姓”奖励 1000 元政策，也

是由于当地男女出生比过大而采取的措施。

“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陈飞强说，“学习培训本

来是领导干部自我提升的主要渠道，却对提高干部的社

会性别意识几乎没有影响，这是由于培训内容中缺乏性

别意识的内容造成的。”

根据陈飞强和其他研究人员的的后续调查，他们发

现，当前领导干部所参加的由组织部门或本单位选派

/ 资助的培训或进修中，培训的主要内容为政治理论、

任职培训、业务培训，无一例外地都缺失了“性别意识

培训”。

这个保护女性的政策
却有看不见的弊端

提高领导干部性别意识
先抓重点

扫一扫，
说说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