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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我国妇女参政的历程及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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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安徽 蚌埠２３３７１９）

摘　要：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十分重视提高妇女的法律地位，先后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对妇女的

各种权利、义务、利益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妇女获 得 了 参 与 国 家 事 务 管 理 的 权 利，并 分 阶 段 地 参 与 到 国

家事务管理当中，这是我国妇女参政上的一个突破。介绍了建国后我国妇女参政的历程，分析了当前我国妇女

参政的现状及原因。应完善目前相关体制，提高我国女性参政比例及参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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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建国前我 国 妇 女 的 政 治 参 与 程 度 是 偏 低 的，
在建国以后 一 度 出 现 了 良 好 的 开 端，我 们 的 党 和

政府领导人 十 分 重 视 提 高 妇 女 的 法 律 地 位，先 后

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婚姻

法》、《选举法》、《宪法》等法律法规，对妇女的各种

权利、义务和 利 益（如 选 举 权、被 选 举 权、就 业 权、
受教育权、婚 姻 自 主 权、财 产 继 承 权 等）都 做 出 了

明确规定，从 而 使 得 西 方 妇 女 经 过 几 百 年 时 间 取

得的成果，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短 短 几 年 里 就 得 以 实

现，我国妇女 获 得 了 与 男 子 平 等 的 参 与 国 家 事 务

管理的权利。以法律的权威性推进妇女参政的进

程，党和政府 自 上 而 下 的 干 预 手 段 是 我 国 妇 女 参

政的一个突 出 特 色，也 是 当 前 我 国 女 性 参 政 相 对

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建国后我国妇女参政的历程

（一）第一阶段：启动并全面展开（１９４９—

１９６５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实行了社会主

义生产资料 公 有 制，铲 除 了 私 有 制。在 农 村 的 土

地改革运动中，妇女同男子一样分到了土地，这就

改变了男女 经 济 不 平 等 的 状 态，极 大 地 调 动 了 农

村妇女参加 生 产 劳 动 的 积 极 性。在 城 市，没 收 了

官僚资本、开办国营企业，妇女同男子一样进入国

有单位，成 为 国 营 企 业 的 主 人。党 和 政 府 领 导 人

还颁布了一 系 列 法 律 确 立 了 妇 女 同 男 子 在 政 治、
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生活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比

如，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１日，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委 员 会 第 二

十二次会议 通 过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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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和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选 举 法》赋 予 了

妇女同男子一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１］。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的获得是我国妇女进入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基础，也是我国妇女参政的前提条件。

１９４９年９月，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一 次

全体委员会产生了当时新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和

行政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有女委员１２人，占委员总数

的６．６％，女 常 委 有４人，占 常 委 总 数 的８％。而

在中央人民政 府 委 员 会 中 有 女 委 员２人，占 委 员

总数的３．１％。在 我 国 第 一 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６
位副主席中，有ｌ位女性。在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各

机构中副部级 以 上 领 导 干 部 中 有２名 女 性，分 别

担任２６个职务，约占总数的４％［２］。建国初妇女

就已经在我国最高层次权力机构中任职并占有一

定的比例。这 一 阶 段 由 于 得 到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我国女性参政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

的根源，那么新中国的建立取消了私有制，也就是

消除了我国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的实

施使得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

中，在经济上不再依附于男子；而根据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 这 一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基 本 原 理，我 国 妇

女参与 政 治 活 动 在 建 国 初 期 就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发

展，突出地表 现 为 妇 女 在 国 家 高 层 权 力 机 构 中 担

任重要的领 导 职 务。但 是，这 个 时 候 我 国 的 社 会

生产力水平 还 很 低 下，由 于 我 们 的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没有得到充 分 发 展，我 国 实 际 上 是 从 半 殖 民 地 半

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虽然

实现了公有 制，但 这 个 私 有 制 的 取 消 和 马 克 思 所

描绘的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私有制

的自然消亡 是 有 区 别 的，它 的 取 消 并 不 能 从 本 质

上使广大妇女拥有平等的参政权。正如毛泽东在

１９５６年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到的：“只有

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

业也都 机 械 化 了 的 时 候，才 能 真 正 实 现 男 女 平

等。”［３］所以说，社 会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是 妇 女 争 取 平

等参政权的 基 础，妇 女 的 解 放 离 不 开 生 产 力 的 发

展，只有当社 会 生 产 力 发 展 到 一 定 的 阶 段 社 会 财

富才可能极大丰富，才能最终消灭私有制，人们劳

动的目的不 是 为 了 生 存 的 需 要，而 是 处 于 一 种 个

人自身完善的需要，到那个时候，妇女才可能和男

子享有平等的参政权。当然这样美好局面的出现

并非一朝一 夕 之 事，还 需 要 靠 历 史 的 前 进 和 社 会

的不断进步，现阶段我们也只有在大力发展社会生

产力的基础上才可以设想这样美好时代的到来。

（二）第 二 阶 段：遭 受 挫 折 曲 折 发 展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末 到７０年 代 初，中 国 处 在 文

化大革命这 一 特 殊 的 历 史 时 期，这 个 时 期 我 国 妇

女参政也受 到 了“左 倾”思 潮 的 影 响，遭 受 了 重 大

挫折。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插手妇联工作，

使得我国一大批在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优秀妇女

干部惨遭迫 害，致 使 妇 女 参 政 的 主 体 力 量 受 到 了

损害，严重阻 碍 了 年 轻 后 备 妇 女 干 部 的 选 拔 和 培

养，我国妇 女 参 政 的 历 史 进 程 出 现 了 断 裂。不 仅

妇女参政的历程出现断裂，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历程都出现了断裂。
光从数字 上 看，这 个 时 期 妇 女 参 政 比 例 达 到

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水平。国家规定各级革命委员

会中都必须 有 一 名 女 干 部，当 时 我 国 妇 女 干 部 的

人数、比例达到建国 以 来 的 最 高 点。１９７５年 第 四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女 代 表 占 代 表 总 数 的

２２．６３％，远远高于第一届全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

（第一届全国人大女代表的 比 例 是１２％），而 且 此

后历届的全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都没有再达到这

个水平，但从质量上看，这个时期参政的女干部大

多数是“红 卫 兵 小 将”和“革 命 造 反 派”，她 们 并 非

广大妇女群 众 利 益 的 真 正 代 表，也 没 有 管 理 好 国

家和社会公 共 事 务 的 能 力。“文 革”之 后，她 们 大

多数都调出 了 各 级 领 导 班 子，所 以 说 她 们 不 能 代

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参政。
从马克思 主 义 妇 女 观 的 视 角 来 看，这 一 时 期

我国的社会 生 产 力 遭 到 了 破 坏，生 产 关 系 也 出 现

了前所未有 的 混 乱，妇 女 虽 然 大 量 参 加 到 社 会 生

产活动中，但 是 由 于 整 个 国 家 都 处 于 一 种 无 序 状

态中，妇女的参政格局也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
虽然妇女的 参 政 比 例 有 所 提 高，但 这 种 提 高 并 非

是实质上的 提 高，是 一 种 虚 假 的 妇 女 参 政“繁 荣”
现象。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这一时期人们对毛泽东所说的“时代不

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

能办得到”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片面地追求形式

上的平等而 实 际 忽 视 了 两 性 的 生 理 差 异，很 多 妇

女不顾两性生理的差异，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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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损害了自身的健康。参政的女干部也没有从

妇女自身的特点出发，没有真正代表妇女的利益。

这样非理性时代下的妇女参政是特定国际国内环

境下的产物，它的存在时刻警告后人：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是解 决 社 会 一 切 无 序 状 况 的 根 本，落 后 的

生产力决定 落 后 的 生 产 关 系，而 生 产 关 系 中 妇 女

参与政治活动也是重要的一项。

（三）第三阶 段：恢 复 并 良 性 发 展（１９７７
年—至今）

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
我国社会发 生 了 重 大 的 变 化。这 个 时 期，我 国 党

和政府领导人针对“文革”期间被破坏的社会经济

格局果断地 实 行 了 经 济 体 制 的 改 革，改 变 了 以 往

单一的经济体制，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大刺激了广大劳动人民的

生产积极性。在 农 村 以 小 岗 村 为 例，家 庭 生 产 承

包责任制的实行促使广大农民踊跃投入到农业劳

动生产中去，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农村妇女也

积极参加到 社 会 主 义 改 革 的 浪 潮 中。但 是，在 城

里，妇女的 情 况 就 不 那 么 乐 观 了。国 有 企 业 改 革

迫使大批女 职 工 纷 纷 下 岗，有 关“妇 女 回 家”的 提

法几起几落。因为大批知青返城给社会就业造成

压力，所以 有 人 主 张 让 已 经 就 业 的 妇 女 回 家。时

任妇联主席 的 康 克 清 在１９８３年９月 中 国 妇 女 五

大作的报告 中 讲 道：“广 大 妇 女 亲 身 感 受 到，只 有

越来越广泛 地 参 加 社 会 劳 动 和 社 会 工 作，才 能 不

断提高自己 的 政 治 经 济 地 位 和 社 会 地 位，才 能 进

一步实现 男 女 平 等 和 妇 女 的 彻 底 解 放。那 种 认

为‘现在 我 国 就 业 人 数 多，妇 女 家 务 负 担 重，应 该

回到家庭里 去，从 事 家 务 劳 动’的 说 法，既 不 符 合

社会主义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原则，又势必削弱

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力 量，因 而 是 错 误 的。在

目前条件下，许 多 家 庭 还 难 于 摆 脱 繁 重 的 家 务 劳

动，这种 劳 动 有 它 一 定 的 社 会 意 义，应 该 受 到 尊

重，但绝不能 因 此 把 妇 女 劳 动 的 领 域 限 制 在 家 庭

里，我们要继 续 提 倡 家 庭 男 女 成 员 合 理 分 担 家 务

劳动，并 采 取 有 效 措 施，努 力 减 轻 家 务 劳 动 的 负

担。”［４］这番 话 有 力 回 击 了“妇 女 回 家 论”的 倡 导

者，也得到了广大知识女性的认同，促使她们大批

走向社会的各个工作岗位。
作为中国妇女的先进代表和女性主体意识最

先觉醒的群 体，知 识 女 性 重 新 获 得 了 参 政 的 权 利

和机遇。大批女教授、女专家、女科技工作者们在

这个时期 纷 纷 走 向 了 中 高 层 领 导 岗 位。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初，全国一半以上的省、直 辖 市、自 治 区 都

选拔了女高 级 知 识 分 子 进 入 领 导 班 子，全 国 多 数

县、市都选配了一名女知识分子担任副县长、副市

长，妇女干 部 有 了 很 大 的 增 长。大 批 知 识 女 性 广

泛参与 社 会 生 活，这 是 社 会 的 进 步 和 历 史 的 必

然［５］。女知识 分 子 走 上 领 导 岗 位，不 仅 改 变 了 女

性领导干部 队 伍 的 知 识 结 构，而 且 促 进 了 女 性 群

体政治参与 意 识 的 觉 醒，唤 起 广 大 妇 女 自 觉 地 肩

负起历史的重任。
但是，１９８３年初 我 国 实 行 的 领 导 机 构 和 干 部

制度改革及后来实施的差额选举对妇女参政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国家党政机关女干部和大部分省、
市女干部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这一时期最明显的

表现就是女 性 在 权 力 尖 端 的 缺 失，也 就 是 说 妇 女

在权力高层领导人中所占的比例偏少。相对于建

国初我国妇 女 在 权 力 高 层 占 有 一 定 比 例，这 一 时

期的妇女参 政 处 于 建 国 以 来 的 最 低 水 平，这 样 的

参政局面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在１９８８
年到１９９０年两年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级地方

党组织多次 召 开 有 关 培 养、选 拔 女 干 部 的 工 作 会

议并认真分 析 了 女 性 参 政 存 在 的 问 题：一 是 女 领

导干部比例 偏 低，特 别 是 最 高 层 和 最 基 层 女 干 部

少；二是女领 导 干 部 中 副 职 多、正 职 少，关 键 岗 位

更少；三是女 干 部 分 布 不 均，使 用 面 狭 窄；四 是 女

干部后备 人 选 不 足［６］。针 对 这 样 的 现 实，我 国 政

府又在１９９２年４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为广大妇女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全新

的法制环境，它 是 我 国 妇 女 权 益 保 护 的 一 项 有 利

武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大上明确

地提出 了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宏 伟 目

标，我国妇女 在 新 时 期 里 也 面 临 着 新 的 机 遇 与 挑

战。在十四大 的 指 引 下，第 七 次 全 国 妇 女 代 表 大

会于１９９３年９月在北京召开，为新时期里我国妇

女事业的发展制定了新的目标。１９９５年在北京召

开的第四次 联 合 国 世 界 妇 女 大 会 上，江 泽 民 首 次

提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

基本国策，我 国 也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把“男 女 平 等”
列为基本国 策 的 国 家。在 此 之 后，各 级 人 大 女 代

表的比例、各 级 政 府 部 门 中 女 干 部 的 人 数 都 有 了

显著增长，１９９８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代表

占２１．８％。但是，和当前世界女性参政相比，我国

妇女参政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第四次联合国

世界妇女大 会 之 后，各 国 妇 女 在 议 会 中 的 比 例 都

有所提升，目前已有３３个国家的议会女性议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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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达到３０％，在２０１１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中，妇女代表只占２１．３％，在我国各级人大

代表中，妇女的比例一般在２０％左右。
可见，我国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妇女参政

的环境发生 了 变 化，市 场 经 济 一 方 面 给 女 性 知 识

分子进入决 策 领 域 提 供 了 条 件，同 时 无 形 中 又 给

大批普通妇女参政设置了阻碍。因为此时我国已

不再像建国 初 那 样 实 行 单 一 的 公 有 制 经 济，而 市

场经济是充满竞争、优胜劣汰的，它必然造成多种

利益的分配格局。男性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多半

占有优势，而 妇 女 则 往 往 处 于 一 种 劣 势 的 地 位。
我国妇女能 否 在 市 场 经 济 中 发 挥 才 智，获 取 自 身

发展所需要的那部分经济资源决定了我国妇女能

否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因为毕竟“政治是经济的集

中体现”，也 只 有 政 治 上 得 到 了 足 够 的 保 障，经 济

上的利益才可以得到维护。

三、当前我国妇女参政的现状

（一）妇女参政比例偏低，参政人数少

我国妇女参政现状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比例

偏低，人数 偏 少。联 合 国 衡 量 一 个 国 家 女 性 政 治

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个国家女议员占议会

议员总数的比例。在第四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

之后，联合国 提 出 了 各 国 议 员 中 女 性 比 例 至 少 要

占３０％的目标。目前已 有３３个 国 家 的 女 议 员 比

例达到了３０％以上，而我国在第 十 一 届 全 国 人 大

代表中，女性代表只 占２１．３％。我 国 女 性 政 治 地

位在全球议会联盟的排名中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４位降

为２００９年 的５２位，这 是 我 国 全 国 女 性 人 大 代 表

的情况，而基 层 妇 女 进 入 村 级 领 导 机 构 占 总 数 比

例也是很低的。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妇女进入政

治决策领域 的 比 例 都 是 比 较 低 的，妇 女 总 体 参 与

的人数偏少。下面就针对乡村妇女进入村“两委”

的比例谈谈我国乡村妇女的参政情况。

２００８年是全国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一年。截止

２００８年底，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村民委员会

女性成员占２１．７％，这与农村妇 女 占 农 村 劳 动 力

总数约６０％的比例很不相称。在妇女参政议政总

体水平处于全国领先的北京，２０１０年 其 村 委 会 中

女委员只占２０．２％，村委会主任中女性占４％，村

党组织委员中女性占１９．９％，担 任 书 记 的 女 性 占

６％。相比之下，笔者所处的安徽省蚌埠市仍有三

分之一的村 委 会 没 有 女 委 员，女 主 任 的 比 例 只 占

６．９％。在２０１０年 所 做 的 一 份 调 查 报 告 中，蚌 埠

市怀远县女性进村“两委”的比例低于安徽省平均

水平的１８．７％，只 有７％。究 其 原 因 则 既 有 大 环

境的影响，也与地方经济落后、妇女的参政意识不

强烈有关［６］。

相比而言，国 外 女 性 参 政 以 北 欧 和 非 洲 国 家

女性的参 政 比 例 为 最 高。包 括 瑞 典、丹 麦、芬 兰、

挪威和冰岛五国在内的北欧地区最早赋予妇女投

票权，芬兰女性在１９０６年就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瑞典女议员的比例达４６．４％。而在非洲地区，

女性参政比例也超过了亚洲和中东阿拉伯世界国

家女性的参 政 比 例。在 世 界 所 有 主 权 国 家 中，卢

旺达女议员的比例最高，达５６．３％。

当全世界 妇 女 的 政 治 地 位 都 在 上 升 的 时 候，

我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却在下降。在第十届全国人

大代表五次会议中规定我国妇女在下一届代表中

所占的比例不低于２２％，结果也只达到了２１．３％。

这样的比例 和 其 他 国 家 相 比 是 偏 低 的，其 中 的 原

因当然与西方妇女曾为获得参政权而进行的轰轰

烈烈的女权 运 动 有 关，她 们 更 加 珍 惜 获 得 的 选 举

权和被选举权。

（二）妇女文化素质偏低，后备力量不足

我国女性整体的文化素质相对偏低是我国当

前妇女参 政 不 足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有 关 资 料 统

计，全国１２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数有２．２３亿，其

中女 性１．５６亿，占７０％；５亿 妇 女 中，文 盲 占

３８％，非文盲 妇 女 的 文 化 程 度 也 大 多 很 低［７］。文

化素质 的 低 下 不 仅 束 缚 了 妇 女 思 想 和 才 能 的 发

展，而且由此 产 生 的 狭 隘 和 短 视 也 成 为 了 她 们 不

得不承认的 心 理 弱 点。正 如，美 国 学 者 凯 特·米

利特在她的《性 政 治》中 提 到 的 那 样：“一 方 面，女

性的天赋能 力 得 不 到 开 发，另 一 方 面 需 要 后 天 在

社会上发展的生产力、政治力、思想力、知识力、理

想力和信 念 力 更 是 得 不 到 发 展。相 对 于 男 性 而

言，女性缺乏先天和后天能力发展的机会和资源，

这种机 会 和 资 源 的 劣 势 又 抑 制 了 女 性 能 力 的 发

展；女性能力 发 展 的 不 足 反 过 来 又 影 响 机 会 和 资

源的获得，这样就形成了女性发展的劣势积累：群

体的自我憎恨，对自己和同伴的鄙视，对自身的卑

下信以为真。”［８］同性之间的嫉恨和不合作也是我

国妇女 没 有 很 好 地 进 行 政 治 参 与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本来女性作为和男性对立的一个群体应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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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起来，为了 妇 女 自 身 的 利 益 而 争 取 政 治 上 的 资

源，但是事与愿违，我国的大部分女性还是偏向家

庭的，以家庭 的 稳 定 和 谐 及 子 女 的 成 长 为 自 己 最

大的追求。她 们 往 往 忽 视 了 自 身 的 发 展 需 要，很

多妇女还存 有“夫 贵 妻 荣”的 封 建 思 想，认 为 只 要

自己丈夫获得了成功，自己也就成功了。显然，我

国妇女自身 的 主 体 意 识 尚 未 觉 醒，这 进 一 步 导 致

了她们对自身文化素质提高的忽视。

对于我国 已 经 参 与 政 治 的 女 性 来 说，她 们 也

没有完全做到让广大的普通女性相信她们可以真

正代表女性的权益，已经当选的参政女性，有时候

反而害怕别 人 说 她 们 向 着 女 性，这 是 我 国 参 政 女

性区别于外 国 参 政 女 性 的 一 个 显 著 特 点，这 也 反

映出我国妇女素质的不足。西方女性在经历了两

次女权运动 之 后，她 们 越 来 越 感 觉 到 女 性 在 国 家

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部分决定了她们在自己家里的

地位。受法国 大 革 命 中 平 等、自 由 和 权 利 意 识 的

影响，她们从１９世纪末就为争取获得选举权开始

进行了第一 次 女 权 运 动，而 我 国 妇 女 参 与 政 治 活

动要比西 方 女 权 运 动 晚 了 约 一 个 世 纪 之 久。当

然，这也和西方女性自身的素质和受的教育有关。

欧洲统计局２００３年３月５日 公 布 的 统 计 数 字 表

明，欧洲国 家 中 芬 兰 妇 女 受 教 育 的 程 度 最 高。在

芬兰２５岁至６４岁 的 妇 女 中，接 受 过 高 等 教 育 的

比例达到３６％。相比之 下，我 国 女 性 受 教 育 的 程

度远远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三）妇女参政能力欠缺，政治社会化水

平低

我国女性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男权文化的束

缚，走进权力机构的机会本来很少，即使进入了权

力机构的女性在参政、议政、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上

同男性相比也普遍偏低。我国参政女性有一个显

著特点是：“正职少，高层少，年轻人少”，这是我国

女性长期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结果。久而久

之，女性整体参政的水平远远低于男性，女性在政

治领域里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即使参 政 的 女 性 也 是 处 在 权 力 的 副 职 或 边

缘，没有实 质 上 的 决 策 权。当 决 策 权 都 掌 握 在 男

性手中时，女 性 的 权 益 就 会 被 忽 视，女 性 政 治、经

济生活中的利益无法得到表达。除非有像吴仪这

样可以叱咤 风 云 的 政 治 女 性 的 出 现，否 则 权 力 高

端女性的缺失必然导致参政的女性只有决策的执

行权，而没有 提 出 有 利 于 妇 女 切 身 利 益 条 文 的 决

策权。至于年轻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缺少也是我

国女性参政的一个特点。笔者曾经调查过身边的

一些女性同 学，大 多 数 女 大 学 生 或 研 究 生 对 于 自

身享有哪些政治权利或自身未来进入政治领域的

发展都不够 关 心。她 们 宁 愿 进 入 企 业 发 展，因 为

她们认为企 业 里 相 对 于 公 平 一 点，你 付 出 多 少 就

会得到多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改革开放几 十 年 来，我 国 企 业 界 里 出 现 了 一 批 又

一批的商界 女 精 英、女 强 人 而 女 性 参 政 比 例 却 在

逐年降低的原因，即使有妇联这样的组织存在，它

也常常 被 世 人 戏 谑 地 称 作 当 权 者 的“花 瓶”或 附

庸。可见，我国妇女的政治化水平偏低，大多数妇

女不关心政治，不想过问政治，这又导致了妇女参

政能力的欠缺和低下。

（四）妇女参政意识淡薄，参政诉求匮乏

我国女 性 由 于 没 有 经 历 过 西 方 女 权 主 义 运

动，对自身的政治利益表达不够积极，参政意识比

较淡薄，不知 道 政 治 的 表 达 关 系 到 自 身 的 切 身 利

益；广大女性也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政治上的权利，

不知道自己 享 有 选 举 权 和 被 选 举 权，所 以 她 们 不

会积极地 参 与 到 政 治 中 去。很 多 女 性 缺 乏 自 信，

认为政治是男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全国的调查

结果显示：老少边穷地区有６９％的女性‘未想过要

当干部’，原 因 是 相 当 多 的 女 性 缺 少 自 信，认 为 自

己没有 这 个 能 力。”［９］由 于 历 史 的 原 因，“男 尊 女

卑”、“女子 无 才 便 是 德”、“妇 不 干 政”等 社 会 意 识

观念是 女 性 突 破 自 身 限 制 的 一 个 巨 大 的 思 想 阻

碍。中国女性 的 权 利 意 识 向 来 是 不 够 的，这 和 我

国特有的封 建 传 统 有 关，我 国 妇 女 历 来 重 视 家 庭

的稳定，她们 对 家 庭 的 认 同 超 过 了 对 任 何 其 他 组

织的认同，甚 至 超 越 了 对 个 人 自 身 价 值 的 认 同。

久而久之，她 们 参 与 政 治 生 活 的 热 情 社 会 越 来 越

低，其参政意识淡薄，参政诉求也比较匮乏。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当代我国女性参政的情

况不容乐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变革中，市场

经济转变了 人 们 以 往 的 生 存 观 念，优 胜 劣 汰 的 法

则迫使个体不得不做出改变。我国女性应该转变

以往依赖型的生活观念并积极参与到政治、经济、

文化等社会劳动中，要求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认

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为个人的权利去争取、

去抗争。女性 要 有 序 参 政，一 要 提 高 女 性 自 身 素

·４１·



质，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二要奠定女性参政的

经济基础，大力发展服务业，保障女性就业机会均

等；三要提供一个良好的女性参政的政治环境；四

要优化女性 参 政 的 舆 论 环 境，全 社 会 打 造 女 性 参

政氛围。只有 这 样，才 能 改 变 我 国 妇 女 的 参 政 现

状，提高我国妇女的参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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