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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视阈下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述评

刘维芳，王静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01)

摘 要: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人权保障事业是我国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妇

女权益保障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视角对妇女的政治权利、经济

与文化教育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的保障展开研究，形成诸多学术热点。未来，妇女权益保障问

题的研究内容、议题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还需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加强资料建设与整理的力度; 并期待广大学

者更加关注妇女权益保障的现实状况，并以现实为导向深入对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为促进当代中国妇女权益

保障事业和构建中国性别平等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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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益，广义上可被称为妇女人权，即“妇女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不容侵犯的尊严及其权利和利

益”，就其内容来看，既包括“保障妇女作为个人所应享有的尊重、权利和利益”，也包含“保障妇女与男性平

等的权利和利益”。①狭义上的妇女权益则是指妇女依照法律应该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和利益。1992 年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权益保障的内容包括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

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这一规定其实是从广义上对妇女权益的概括，它既涵盖

了妇女作为个人应享有的权利，也包括了其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利益。本文所采用的妇女权益的概念即是

广义上的。
随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和贯彻，以及妇女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学界有关妇女权益保障的相关研究

也日益丰富。就现有成果而言，学者们多侧重妇女权益保障的某一方面展开研究，但对此问题研究的整体状

况尚缺乏一个完整的学术史梳理。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我国首部

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 年，在该法实施 30 周年之际迎来了

对它的第三次修订。②当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保障妇女权益的高度重视。目前，人权保障事

业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保障妇女权益也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系统梳理国史领域妇女权益

保障相关研究，对进一步推进该方面研究提出相关建议，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全面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史领域有关妇女保障问题的相关成果，勾勒出学界有关此方面研究的大致轮廓，剖析

其学术脉络，总结其学术热点，思考其学术走向，以期为妇女生存与发展、妇女权益保障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

一些有价值、多视角的理论和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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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国史视阈下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概览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保障妇女权益、实现妇女解放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新中国的成立，也同

时开启了全面保障妇女各方面权益的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妇女保障事业进一步

向纵深发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以及国际妇女运动的推动，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妇女的权益保障事业，

也助推了此方面研究的日益兴盛。
从已有研究来看，相关成果中期刊、学位论文居多，著作相对较少。就内容而言，从单一视角或就妇女权

益某一方面保障展开研究的较多，宏观性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宏观梳理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运动的历程，书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等方面妇女权益保障的历史状

况。①《当代中国妇女》一书主要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运动的历史，同时论述了不同时期、各族各界妇

女权益保障的概况和现实问题。② 此外，《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 1949—2000) 》《中国妇女运动史》都在长

时段审视中国妇女运动史的基础上，针对妇女权益保障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探讨。③④ 《中国的妇女人权》
《妇女与人权》部分章节通过考察中国妇女人权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论述了中国妇女人权的基本内容和保

障现状。⑤⑥《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工作政策和方针的历

史演变，考察了中共开展的推动妇女平等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和维护妇女权益的主要活动。⑦ 《新中国

妇女参政的足迹》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层妇女参政的发展历程。⑧《妇女参政: 新中国 60 年的制度演

进( 1949—2009) 》以社会性别为视角，对照新中国 60 年妇女参政的历史与现实，对比其他国家与中国妇女

参政的概况，以专题研究形式阐述了以《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核心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对妇女参政权

益的保障。⑨《多学科视野下的女性社会保障研究》引入社会性别方法，概述了中国女性社会保障制度，包括

生育保险制度、女工劳动保护制度、女性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变革，针对妇女社会保障现实问题作了进

一步的思考与探究。�10《中国女子教育通史》部分章节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党和政府发展

女子教育、保护女性受教育权的政策和措施，简要介绍了女子教育的发展阶段和概况，对中国女子教育史进

行了长时段、较为全面的回顾。�11

相较于专著，期刊、学位论文关于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更胜一筹。在相关热点问题上，

期刊、学位论文多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政治权利、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

等某一方面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时段选择上，相当数量的研究选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研究重点，议题涉

及妇女参政、娼妓改造、婚姻法等。这些成果研究内容呈现多样化，研究方法日益多元、逐渐科学化，研究范

围不断拓展、由大到小，研究视角渐趋丰富、区域化、呈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选题突破原本妇女史的选题范

围，涉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
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注重多视角研究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在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之外，逐

渐引入口述法、田野调查法等方法。孙桂燕以社会性别研究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妇女权利的发展历程，总结妇

女权利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和取得的显著成就。�12 王瀛培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产婆改造，并对

—6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顾秀莲主编:《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上卷)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 年; 顾秀莲主编:《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

史》( 中卷) ( 下卷)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 年。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 1949—2000)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 年。
计荣主编:《中国妇女运动史》，长沙: 湖南出版社，1992 年。
董云虎、张世平主编:《中国的妇女人权》，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张晓玲:《妇女与人权》，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8 年。
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 1949 ～ 1978》，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编写组编:《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周长鲜:《妇女参政: 新中国 60 年的制度演进( 1949—2009)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金一虹、保剑:《多学科视野下的女性社会保障研究》，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孙桂燕:《社会性别视角下中国妇女权利》，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



当时的医师、妇女等群体进行了深入访谈。①

总之，当代中国史研究视阈下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考察历史，观照现实，一方面体现了学术的人文

关怀，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试图寻求解决时代更迭中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良方。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视角出

发，对妇女权益保障问题进行历史回溯与现实分析，并试图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构建中国性别平

等的社会、促进中国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发展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

二、当代中国史视阈下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主要研究热点

妇女权益保障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侧重点会有所不同，纵观已有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热点:

( 一) 妇女政治权利的保障研究

妇女政治参与状况是衡量妇女政治地位的主要指标，妇女政治权利的保障是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的重要

途径。目前学界关于妇女政治权利保障研究主要围绕妇女参政权保障问题展开，在研究时段上多集中于新

中国成立初期，近年来也有向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参政权方向延伸的趋向。
就中国共产党保障妇女参政权的政策与经验，有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妇女参政起到了强有力的政策

优势、可靠的组织保障②，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担任领导成员，不断提高妇女参政的比例，保障妇女的监督

权，从理论和实践上保障妇女真正享有同男子平等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③ 有研究从纵向、横向比

较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外妇女参政的实践，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参政权得以保障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体

系，提出中国妇女参政已基本迈入正轨的观点。④ 也有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妇女参政权益保护方

面的立法制度、妇女权益的机构、组织建设都取得长足进步，以《宪法》为依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干

的妇女立法体系在妇女权益保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⑤

还有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对新中国妇女

参政状况的变化阶段进行了划分，董妙玲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参政的历史进程分为第一次高潮、曲折发

展、巨大挫折、恢复与波动、良好发展五个阶段，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广大妇女参政能力和意识不断得到

增强。⑥ 师凤莲将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划分为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妇女参政多为动员型、信念型参与，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男性化”倾

向明显且参与规模较大，后一阶段女性政治认知水平、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等程度都有所提高，在这一阶段

保障女性参政的法律与政策进一步得到完善。⑦ 段蕾以’95 世妇会召开为标志，将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参政划

分为反思改进阶段和深化改革阶段，提出党、政府领导下的妇女参政虽经历了短暂的增减反复，但妇女参政

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较有了较大的提升。⑧

此外，许多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运动探讨妇女参政权保障状况，从

妇女参政概况、妇女参政权的实现途径、中共保障妇女参政权的措施等角度予以探究。马慧芳、张新民以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在梳理这一时期部分省份农村妇女参政基本状况、参政渠道的基础

上，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参政议政权益受保障主要在于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的颁布实施、党
和政府实行带有倾斜性的保护政策，以及基层妇联解决妇女参政的实际困难。⑨ 张致森针对第一次全国普

选运动中多地妇女消极参选，妇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的问题，回顾了党和政府发动妇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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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具体措施，认为在此进程中妇女参加选举，为后期妇女政治权利的提升奠定基础。① 就妇女参政权的实

现途径，刘维芳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参政议政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广大妇

女关注到自身特殊权益的保护，人大和政协是妇女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一些基层妇女、女劳模走上领导岗

位成为妇女参政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新生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为妇女参政提供政策性的保障。②

一些研究还通过梳理妇女政治权利保障的历史实践，从多个层面提出关于妇女政治权利保障的相关建

议。张永英强调应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扬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传统，采取比例保障对女干部的倾斜政

策、重视公共政策对妇女参政的保障，扩大基层妇女的政治参与，关注和研究女干部的特殊需求。③ 妇女政

策的制定者要将性别观点纳入参政政策之中，促进妇女政策逐渐法制化、制度化，妇联应积极发挥监督作用，

人大和政府部门应健全选举制度、规定性别比例。④

( 二) 妇女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权益的保障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亿万妇女在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半边天作用，在不同历史阶段彰显出高

涨的生产热情、高度的主人翁意识，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重要建设者。伴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妇女经

济社会权益保障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时期展现差异性的历史概况和发展态势。学界关于妇女经济社会权益保

障研究集中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等方面，研究时段上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主，长时段、区
域性研究成果近年来较为丰富。

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现有研究一方面将视角下移，探讨土改时期湖北、江西等地推动妇女积

极参与运动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指出农村妇女在参与土地改革过程中获得平等地权，实现和保障了自身的

土地经济权益以及与此相关其他方面的社会权益。⑤⑥ 有研究宏观审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百年变迁历程，

将这一历程划分为土地革命时期与妇女地权的提出、集体经济的建立与土地性别分配制度确立、土地承包与

妇女地权博弈探索三个阶段，指出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探索的百年历程事实上触动了农村父权制的婚嫁组织

机构，改变着传统农村固化的男女性别文化与村规民约，这一历程中妇女土地权益逐渐得到保障。⑦

关于部分妇女劳动权益、就业权难以保障的现实问题，有研究从长时段探究中国共产党鼓励妇女全面就

业、保障妇女就业权的政策变迁过程，认为中国共产党鼓励妇女全面就业的政策冲击了传统落后的性别观

念，传播了先进的性别意识，使中国妇女获得自尊自立，经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同时由于受生产发展水平的

限制，一些妇女就业的现实问题仍然存在。⑧ 还有研究从妇女劳动保护这一视角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

市女工劳动保护的相关举措，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女工劳动权益总体上受到较好保护，既改善了女工的

身心健康状况，也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和谐。⑨

在保障妇女经济社会权益的同时，妇女的文化教育权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

运动，降低女性文盲率到新时期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水平实现新高，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教育实现个人的社会

价值，提高自身经济地位，保障了应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权益。妇女受教育水平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

尺度，妇女文化教育权益保障研究内容多见于教育史整体性研究中，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妇女教育工作方针

与政策研究。有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不仅保障了妇女受教育权，还将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通过法律制度确定下来。�10 有研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实践经验，认为教育是农村

妇女实现自身素质提高、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11 还有研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影响妇女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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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致森:《第一次全国普选运动中的妇女发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刘维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参政议政初探》，《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张永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关于妇女参政的理论认识与实践经验》，《妇女研究论丛》2001 年第 A1 期。
孙苹:《中国共产党妇女参政政策探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3 期。
孙浩:《湖北土改时期的农村妇女翻身研究( 1950—1952)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杨亚娟:《土改时期江西农村妇女工作研究( 1950—1952)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
李慧英:《我国农村妇女地权的百年变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
袁秀贞:《1949—1978 年中国共产党鼓励妇女全面就业的政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孟丽媛:《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女工的劳动保护》，《北京党史》2012 年第 2 期。
安树芬主编:《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杨方:《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 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



权遭到侵犯的现实问题，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保障妇女受教育权利的主要经验，强调

必须切实保障妇女的受教育权。①

( 三) 妇女人身权利的保障研究

人身权利是妇女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之一，具体包括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荣誉权、人格尊

严等，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妇女所享有的人身权利。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
学界针对妇女人身权利保障问题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以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

为主。部分研究议题同属于医疗卫生史研究的范围，如娼妓改造、妇女生育保健等。
旧社会大多数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只能选择依附于他人生活，一些妇女受胁迫、拐卖、欺骗与生活

所迫走上卖淫的道路，丧失本属于个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在身心的双重剥削下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

品。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相继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禁娼规定，许多城市掀起轰轰烈烈的禁娼运动，在该

运动中深受旧社会荼毒的妇女逐渐摆脱娼妓身份，第一次拥有完整独立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娼妓改造问题研究，区域性研究成为热点，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禁娼方式、改造妓

女的举措与经验等。较多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之初京、津、沪等大城市规模性的娼妓业改造作为区域性研究的

对象。针对禁娼方式的探讨，目前学界有“两种方式说”和“三种方式说”。部分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

城市禁娼工作大体按照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天津等大城市采取“寓禁于限”的方针，一种是以北京等地为代

表一举封闭全部妓院的方式。② 也有研究在前两种禁娼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第三种方式，即上海“规

范有序”的禁娼方式。③ 针对各地改造妓女的经验与举措，学界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是帮助妓女治疗性病，使

得她们免受性病的折磨; 二是党和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使妓女重新树立人生观、提高自身素质; 三

是通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四是妥善安置妓女，安排适当的工作。
生命健康权、生育权都属于妇女的人身权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为保障妇女的生育健康，逐渐

在全国开展旧产婆改造、生育保健相关的事业。李洪河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产婆和落后的接生方法存在

广泛的危害，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地旧产婆改造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旧产婆改造和新法接生工作的推广大

大降低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革除了生育陋俗。④ 李晨阳、王瀛培分别以山西、上海为例，考察新中国成立初

期为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推广新法接生、改造管理旧产婆和保障妇幼健康的历史过程。⑤⑥

除此之外，由于妇女生育健康保障不仅在于妇女个体，还涉及新生儿的健康保障，因此学界针对妇女生

育健康逐渐扩展到生育保健、妇幼保健等相关议题，其区域化的研究趋势较为明显。现有研究大多选择大城

市妇幼保健事业为研究对象，关于农村妇幼保健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邓红、王利娟指出，新中国成立

初期党和国家运用政治力量将妇幼保健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整体事业之中，建立从上至下的保健组织，宣传现

代妇幼卫生知识，保障妇女的生育安全，达到党和国家解放妇女和赢得妇女政治信任的双重目的。⑦ 虞洁文

通过考察南京地区开展妇幼保健工作两个阶段的主要举措，提出 20 世纪 50 年代南京地区开展妇幼保健工

作既是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也是国家降低妇婴死亡率现实需要的观点。⑧ 刘燕花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安

市坚持党和国家妇幼卫生工作方针为例，总结西安市妇幼健康工作的主要经验，认为党和国家根本上扭转了

新中国成立之前妇幼健康无法得到保障的现实。⑨

( 四) 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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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廉、沈波濒:《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对妇女教育的新推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
马维纲:《建国初期禁娼述略》，《公安研究》1994 年第 2 期。
于海洋:《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业改造述评———以京津沪为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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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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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便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新中国第一部重要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到当前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 100 多

部单行法律法规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确立，都将妇女婚姻家庭合法权益保障纳入其中，作为不可或缺

的重要内容。妇女在婚姻家庭中所涉及的权益事实上与其经济、人身等方面的权益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具

体表现婚姻家庭领域的个人财产权、继承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生命健康权等方面。
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基本涵盖上述内容，较为突出的是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题、研

究时段选择呈现明显的趋同性，研究大多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内容涉及对《婚姻法》的文本研究以及该法在各地的贯彻实施等，研究区域既包括华北、华东、华中等地，也

涉及西北、西南等偏远少数民族地区。
研究认为，《婚姻法》的颁布实施确立了“以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为主要

特征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向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婚姻

制度的挑战。① 该法为新中国的婚姻法制初步奠定法律框架，使女性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

推动了中国整体性的社会变迁。② 全国性的《婚姻法》贯彻运动主要分为初步宣传执行、婚姻法执法大检查、
大规模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三个阶段，这一运动涤荡封建婚姻观念，树立新的婚姻制度，同时推动建立男女

平等、和睦团结的新家庭。③

《婚姻法》的贯彻研究成果还集中体现在区域性研究上，有相当数量学者以多样化研究视角，考察了《婚

姻法》在华北、华东、华中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状况及贯彻成效。④ 这些研究表明不同地区在开展《婚姻

法》贯彻运动时间、方式方法等方面虽有所区别，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的颁布使广大妇女真正获得婚

姻自由，妇女婚姻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贯彻《婚姻法》运动日趋消灭封建婚姻行为和残害妇女行为，纠正了许

多干部和群众错误的婚姻观，传播男女权利平等的观念，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还有研究尝试探究《婚姻法》文本的制定与出台的过程。姚红梅认为，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以实行男女

婚姻自由、禁止重婚纳妾，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男尊女卑，实行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⑤ 韩志提出新中国第

一部婚姻法明确且具体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其中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男女平等原则的重

要补充，是特别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⑥ 秦燕、李亚娟认为，1980 年《婚姻法》的颁布是对新中国

第一部《婚姻法》的继承与发展，为 2001 年《婚姻法》的修订起到了铺垫作用。⑦ 吕伟俊、马荟从妇女地位和

心理变化的角度审视两部法律，强调 1950 年的《婚姻法》促进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起到对婚姻制度破旧立

新的作用; 1980 年第二部婚姻法的颁布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的变迁，以及党和国家在拨乱反正

中不断维护妇女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⑧ 刘维芳认为《婚姻法》的颁布以及此后的历次

修改与完善，反映了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关注婚姻家庭问题，并根据现实变化运用法律手段整合和

规范婚姻家庭关系，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制度安排，在此过程中，《婚姻法》逐渐走向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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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位的趋势日益明显。①

近年来，还有研究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贯彻落实过程中妇女婚姻自由权和财产权难以得到保

障等问题，尝试从婚姻司法实践角度探讨妇女权益保障问题，考察党和政府在婚姻司法实践上采取的系列措

施，认为党和政府通过采取广泛开展婚姻法宣传活动、提高司法工作者思想认识、注重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

等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婚姻司法实践中妇女权益难以保障的诸多难题，取得了明显成效。②③

除了上述几种权益之外，一些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研究、妇女地位等的研究也试图从妇女权益保障角度创

新原有的研究视角。刘维芳通过对比旧社会，从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家庭、特殊权益五个方面阐释了新中

国成立后 60 年间妇女地位发生的历史性巨变。④ 张小宝探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男女平等的法律政策

和取得的成果，并考察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推行经验和不足之处。⑤ 王

为衡梳理了刘少奇在《婚姻法》颁布前后、制定起草等工作中做出的主要贡献。⑥ 李蓉论述了毛泽东在不同

历史时期维护妇女权利思想的主要内容。⑦

三、对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史领域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的几点建议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学界关于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进入兴旺发展时期，形成

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趋势。笔者通过梳理挖掘，在回顾评析基础上对未来妇女

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提供以下几点陋见:

其一，拓展研究时段，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尤其是新时代妇女权益保障取得的历

史性进步。在研究时段上，改革开放之前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历史考察成为热点，大部分研究选择新中国成

立初期作为研究重心，而针对其他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存在重视不够的问

题。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妇女权益保障的历程与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同属

于中国妇女权益保障从无到有的奋斗历程。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权益保障研究，既不能与改革开放之

前的历史相割裂，也不能仅局限于某一时段。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妇女权益保障的

历史经验为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妇女权益保障的现实探索为未来发展铺垫道路。如何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妇

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的瓶颈，创新改革开放以前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的范式、探究未来妇女权益保障研究

的方向应是学界必须关注的内容。
其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重，将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放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避免碎片化。当下区域化、微观、个案研究逐渐增多，许多研究视角下移，尝试以个案研究透视妇女权益保障

的相关问题，与此同时出现了对宏观研究的忽视、从上至下视角探讨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缺失。如何平衡妇

女权益保障的区域特色和整体特征，如何在对时间、地域界定的同时置于国家建构和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整体

历程之中，如何做到提供新的历史认识并对学科发展有所裨益，成为区域、微观、个案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不单是个人的解放，或是区域群体权益的保障，而是关系中国一半左右人口、全部家庭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程，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重才能避免碎片化。
其三，丰富妇女权益保障议题，以现实为导向深入对妇女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经济社会权益、婚姻家庭、

文化教育等权益研究。妇女权益保障涵盖与妇女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同时每一方面权益保障

都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体的互动与参与过程，缺乏任一方面的研究都是对妇女人权的漠视。学界针对妇女权

益保障问题研究目前仍有留白，缺少从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体系、妇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个体维权等多

重视角研究妇女权益保障问题; 对妇女经济社会权益、人身权益、受教育权、发展权等研究略有不足; 对残障

妇女、少数民族妇女等群体的权益保障研究存在欠缺。历史学者在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上应拓宽研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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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避免重复研究，以现实为导向，联系当下妇女问题的解决困境探究妇

女权益保障的可行方案。
其四，界定历史学学科中妇女权益、妇女人权、妇女解放等相关概念。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在法学领

域已有长足发展，与之相关的概念、内涵界定也具有丰富的学术成果。相较法学学科，历史学学科领域妇女

权益保障的内涵、定义等有待学者们界定商榷，妇女人权、妇女解放与妇女权益保障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值得

进一步挖掘定义。
其五，加大妇女权益保障资料建设与整理力度。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多以妇女史研究资料

为基础，资料更新整理上偏向妇女地位调查、妇女口述研究、妇女发展报告等的收集撰写。有关部门仍需深

入开展妇女权益保障基础性资料建设，尤其针对偏远地区妇女生存状况，有待收集更加翔实的调查数据和访

谈资料。除此之外，现有的中国妇女的生活状况统计、发展报告、妇女人权事业进展概况有待及时更新。全

国和地方妇联组织也应加大对民族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及一些省市偏远贫困地区妇女群体的调研力度，为我

国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提供更多扎实可靠且完善的资料。

( 责任编辑: 杨霞 责任校对: 杨霞)

A Ｒeview of the Ｒ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Ｒights
and Intere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LIU Wei-fang，WANG Jing-wen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s China's basic national policy，and the protection of“civil
rights”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a's national political lif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s political rights，economic，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ights，civil
rights，marriage and family rights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perspectives，forming many academic hotspots． In
the future，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topics of protect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need to be further expande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relevant concept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
tion and conduct in-depth historical research on relevant issues based on reality so as to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the cause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building a gender-e-
quality society in China．

Key words: women's history;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women's civi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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