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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妇女参政的差异比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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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摘要 ]中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 ,拥有了欧美国家妇女

争取了上百年时间才获得的政治权利。近一、二十年来全球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就是女性参

政群体的崛起 ,但是中国妇女参政发展却显得相对缓慢 ,中国妇女参政中出现“职务性别化 ”、

“权力边缘化 ”倾向。究其根源 ,我们发现西方女性参政权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妇女自下而上的

漫长的女权运动 ,而在中国 ,妇女参政权的获得更多是源于政府鼓励和制度支持 ,通过政府自

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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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妇女广泛参政是时代的呼唤
妇女参政是指妇女群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

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行为 ,它包括两个彼此相关

的方面 ,妇女的权力参与和民主参与。权力参与意

味着妇女进入国家各级政权领域 ,直接参与国家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物的决策和管理。它具体

包括妇女参政的数量、妇女参政的结构、妇女参政

的质量等。民主参与意味着妇女作为法律所赋予

的主体的人行使民主选举、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

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建言献策等。

从人类社会演进的趋势看 ,妇女参政是近代以

来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继婚姻自

主、经济自立后妇女提出的更高目标 ,也是妇女地

位提高的必然产物和集中体现。

近一、二十年来从亚洲到非洲 ,从欧洲、美洲到

大洋洲 ,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就是女性参政群体

的崛起。北欧是妇女参政水平最高的地区 ,妇女有

很好的参政历史和参政意识。2002年 ,世界女性

议员的平均比例是 14. 3% ,北欧国家的比例数高

达 38. 8% ,其中 ,瑞典议会中女性代表占了 42% ,

丹麦为 38% ,挪威为 36% ,是女性比例世界排名最

高的 3个国家。[ 1 ]发展中国家妇女参政人数的增多

更是令人瞩目。在莫桑比克政府中 , 2005年女部

长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30% ,女性议员占到了 36% ,

执政党的女党员占到了 49% ,
[ 2 ]特别是 2004年和

2005年 ,黑人女性在政坛上的成功令世人关注 ,不

断有黑人女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崭露头角 ,有的甚

至登上了权力的顶端。2004年 2月 ,路易莎 ·迪

奥戈当选莫桑比克总理 ; 2004年 10月 ,因在“可持

续发展、民主与和平 ”项目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肯

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马塔伊荣获 2004年

诺贝尔和平奖 ,成为这一奖项自 1901年设立以来

首位获奖的非洲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政

治活动中来 ,在国家和政府管理部门发挥着重要作

用 ,以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赢得了社会对女性的尊

重 ,使人们对女性参政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

成就有目共睹 , 妇女群体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女企

业家的崛起、女市长的逐渐普遍 ⋯⋯表明中国妇女

的社会贡献和自身素质在不断提高。从全球的发

展趋势看 ,历史已成熟了让妇女担当更重大责任 ,

让妇女群体发展更加辉煌的条件 ,中国妇女也将在

这一大背景下提出更高目标 ———更充分更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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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地参与政治 ,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二、中国妇女参政的特征与现状
1. 中国妇女参政的模式与特征

妇女参政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政府作为

公众的代理人、有责任解决妇女参政问题 ,而且

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看 ,政府在妇女参政中起巨大

作用也是积极响应联合国提倡的“社会性别意识

主流 ”理念。从我国特定背景看 ,我国妇女参政

由政府主导具有更充分的理由。由于我国建国

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没有经历一个完

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建国后通过短暂的新民

主主义社会 ,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说中国

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 ,也直接带来中国妇女参政

状况的跨越式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男女

平等 ,不仅在政治参与方面给予女性很大的机会 ,

而且也使妇女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依

法受到保障。因此中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在新中国

成立后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 ,拥有了欧美国家妇女

争取了上百年时间才获得的政治权利。如果从妇

女参政模式上划分 ,中国的妇女参政可归为“政府

主导型妇女参政模式 ”。

西方女性参政权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妇女自下

而上的漫长的女权运动 ,因此她们倍加珍惜她们来

之不易的权力 ,妇女的参与意识也普遍较强。而在

中国 ,妇女参政权的获得是由于政府的鼓励、支持

而获得 ,妇女参政更多的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

动员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 ,国家政府作

为满足妇女需要的一种机制所起的作用积极而巨

大 ,中国妇女群体依靠这一外力的支持和推动 ,顺

利而迅速地获得了参政权 ,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产

生了质的飞跃。

由于我国的妇女运动带有“后发展外生型 ”特

点 ,作为成熟妇女运动所需的妇女主体意识的觉

醒、素质的提高、非政府妇女组织的强大等因素尚

未具备 ,妇女群体内在的对社会参政权利抗争活力

相对较弱 ,因此在妇女参政的道路上尤其需要政府

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这是中西方妇女参政的不同

历程所注定的。不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

体别是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妇女参政的实践历程和

社会效果 ,却提出了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参

政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 目前中国妇女参政中出现“职务性别化 ”、

“权力边缘化 ”倾向

从社会变迁常态来看 ,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变

迁较之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总是更为滞

后 ,无疑新中国建立后 ,传统社会中男权至上的习

惯势力不能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立即消失 ,相反还

将存在于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中西方妇女参政

的不同历程 ,使得中国妇女群体对于实实在在的、

全面的政治参与比较缺乏积极抗争的内在活力 ,加

之政府主导型妇女参政模式的历史惯性 ,使得建国

60年来中国女性参政发展显得有些步履蹒跚。集

中体现在社会管理的权力结构中 ,始终是以男性为

本位的价值观居主导地位 ,女性始终没能从男女平

等的层面 ,为代表占总人口一半的女性获得充分的

社会职位 ,掌握应有的社会公共权利 ,管理两性共

有的公共事务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而表

现出一系列令人不甚乐观的状态 ,突出地表现为妇

女参政具有鲜明的“分配性 ”、“服从性 ”等特征 ,从

社会角度看 ,女性参政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制度的分

配 ,而从参政主体的角度来看 ,女性参政更多地体

现为一种对社会角色的接受和服从。呈现出通常

所说的 :

———女性参政的“职务性别化 ”,即在权力结

构中 ,一些位置被认为是男性的 ,一些职务被认为

是女性的 ,职务被贴上性别的标签。女性在职务安

排上大多被置于文教、卫生、科学及妇女工作等领

域。根据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 ,全国 317位女市长

分管文教卫生的占 50%以上 ,而分管经济的只

有 15%。

———女性参政的“权力边缘化 ”,即在政治权

力结构中女干部在整个国家干部群体中的配备呈

现出 “三多 ”“三少的 ”特点 ,如从 2003年重庆女

干部的结构状况看 ,一是基层女干部多 ,高层女领

导少 ,女干部配备呈宝塔形 ,愈到塔尖人愈少 ;二是

女领导干部副职多 ,正职少 ,在重庆市 2003年“第

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中 ,当问到你现在单位一

把手是男性还是女性时 , 93. 2%回答是男性 ,女性

只有 5. 9% ,回答“不知道 ”的有 0. 9%。重庆市所

辖 40个区县 (含自治县、市 )党政班子中没有一名

正职女领导 ,市级部门的正职女领导人数也屈指可

数。三是女领导干部在一般岗位的多 ,重要岗位的

少 ,在市级部门 ,尤其在区县的党政部门中 ,女性领

导大多集中在科教文卫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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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的综合部门的少。[ 3 ]女性参

政权力边缘化实质上反映出社会对女性参政仍然

处于较低的认同度。

目前国际上通常以女议员的数量和比例作为

衡量妇女参政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从世界范围

看 ,自上个世纪初有女性进人议会以来 ,绝大多数

国家女议员比例呈上升趋势。参加召开的 98届各

国议会联盟议员会议的女议员占议员总数的

1818% ,比 10年前增长近 12个百分点。各国议会

联盟 ( IPU) 1994年和 2000年 4月公布的两次统计

数据显示 :在 160个国家中 ,女议员比例有所增加

的国家有 106个 ,占总数的 66. 25% ,其中增幅最

大的波兰上升 24. 1个百分点 ,有 23个国家增加 10

个以上百分点。[ 4 ]而中国却从世界各国女议员所

占比例排名中 1994年的第 12位下降到 2002年的

第 29位。

三、中国妇女参政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

的原因分析
针对近一、二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妇女参政取得

长足的形势下 ,中国妇女参政发展显得相对缓慢的

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

1. 妇女群体的参政觉悟不高

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高级活动 ,除必要

的外部条件外 ,更要求参政个体具备相应的素养 ,

包括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现代民主意识、良好的

心理素质、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和坚定的政治

责任心等。北欧妇女参政的良好的氛围 ,也与其妇

女群体积极参政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如 ,丹麦妇

女在本党无女候选人的情况下 ,能够摒弃党派偏

见 ,选举他党女候选人 ,表现出很强的女权意识。

一个国家的妇女主体其参与热情和政治民主化程

度的主要指标是妇女投票率。北欧妇女投票率稍

低于男性 ,但绝对数值偏高 ,在妇女运动出现高潮

的年代 ,丹麦男性公民投票率达 87% ,女性低 5个

百分点。1968年瑞典大选中 ,男性投票率为 91.

6% ,女性为 90. 7%
[ 5 ]。

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兴起晚 ,持续

时间短 ,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失败而结束。因此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妇女

参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民主参与意识在我国广

大妇女中比较薄弱。如 ,从 2003年重庆的调查数

据统计看 ,重庆妇女参加各类组织或团体的比例不

高 ,参加工会、专业行业组织、民间互助组织、联谊

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比例分别为 13. 9%、4. 7%、

1%、2. 2%、0. 3% ,从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看 ,妇女

中的中共党员只有 4. 3% ,而男性中中共党员则有

16. 3%。而最近三年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

建议 ,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女性比例仅为

36. 1%明显低于男性的 63. 9%。

在北欧地区 , “从 70年代初开始 ,认为内阁成

员应是清一色男性的观念就已经落伍了 ”[ 6 ]。有

着“世界上最女性化的民主国家 ”之美誉的挪威 ,

妇女早已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

从全球妇女参政的发展经验看 ,要提高我国妇

女总体的参政水平 ,必须首先提高妇女的民主参与

意识 ,并通过各种形式实践民主参与 ,为提高妇女

整体参政水平奠定基础。

2. 缺乏相应的促进妇女参政的制度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说 ,女性参政应达到主体间的同

一性 ,即从政女性与一般女性之间应存在一份双方

自觉遵守认可的政治契约。也就是说 ,一般女性选

举支持从政女性 ,把自己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通过

法定程序移交给自己信任的从政女性 ,从政女性则

保证真正代表和反映一般女性的政治意愿和要求。

在挪威 ,从政妇女已越来越多地使用“妇女代表妇

女 ”的口号 ,自觉做到真正代表广大妇女的政治意

愿和要求。她们的参政得到了广大妇女的支持 ,她

们的当选反过来又有力促进了妇女运动的迅速发

展 ,并促使政府更多地关注和维护本国妇女权益。

并对更多普通妇女的参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者之

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具有某种“互动效应 ”。

然而这种政治与社会效应的产生需要相关的干部

选用机制作为基础 ,如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和

冰岛总统维 ·芬博阿多蒂尔都是在完备的民主竞

争机制下 ,借妇女运动之东风 ,通过自身努力而跻

身政坛的。

中国女性参政的基本制度是委任制 ,干部及女

性的任免是由上级组织决定的 ,这些权力的授予者

同时又是权力的拥有者。试想 ,在一个男性本位的

社会文化背景下 ,哪些女性可以参政、如何参政实

际上仍然以男性本位的意志为转移 ,即以什么方式

任命女性 ,将他们安排在什么位置 ,给与多大的权

利都是按男性本位格局来设置。随着社会制度的

确立 ,社会权力结构的日益稳定 ,女性解放的政治

意义渐渐淡化 ,“妇女参政 ”的履行则演变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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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分配的形式。始终没有将妇女群体要求与男

性同等参与政治纳入妇女参政的目标给予支持和

认同。就连妇联组织的干部也是作为一个准行政

单位来任命 ,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妇女的

“娘家 ”对弱势女性予以关注和关心 ,在推荐女干

部、争取妇女在政府中的职位方面的作为显得很有

限。于是出现了建国数十年 ,妇女参政没有大的进

展 ,有时还出现倒退的情况。

这种委任制使从政女性在实现其女领导的角

色规范时 ,也常常忘记了自身的性别角色 ,往往作

为中性人在行使权利 ,并没有将妇女的群体利益纳

入自己的从政使命 ,因此妇女的权利义务的保障并

不能通过她们的岗位实践得以落实。也就是说 ,身

居领导职位的女性如果不能自觉代表女性的整体

利益 ,反映女性正当的合法利益 ,并对政府的决策

产生影响 ,使广大女性的权益在政治领域中得到体

现。那么妇女参政的终极目标 ———维护女性自身

权益并扩大女性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依然难以

实现 ,整个社会的妇女参政水平也始终无法提高。

3. 保证妇女参政的制度约束和监察执法力度

不够

凡是妇女参政发展较好的国家都有具体执法

部门负责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 ,也有专门指定的

机构、人员办理有关事宜 ,因此 ,妇女权益保障法均

能落到实处。比如 ,挪威《男女平等地位法 》的实

施就由准司法机构“平等地位上诉委员会 ”和准司

法监督人员“平等事务专员 ”来执行 ,专员由国王

委任 ,机构由政府赞助。我国在促进妇女参政的立

法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并不落后 ,无论是在国家的

根本大法《宪法 》还是《妇女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简称《妇女法 》)中均有明确规

定。但我国在监察执法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 ,到目前我国还未专门设立执行妇女

法律的监察机构。同时 ,《妇女法 》中的有关条文

缺乏硬性指标和具体的实施细节 ,因而使法律本身

的力度以及可操作性都存在欠缺。

从世界范围看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

促进妇女参政的同时 ,还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以

保证法律条文中有关男女平等的原则和具体规定

能够真正得以落实。

如 , 1995年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

的《行动纲领 》要求各国在立法机构和决策职位中

实现女性至少应占 30%的目标。因为只有某一性

别达到一定比例才能形成一股力量 ,把相关的利益

和需求表达出来。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参与制定的

政策 ,其内容才能更符合女性的利益 ,更加合理和

切实可行 ,避免偏见与强制。为了提高妇女的参政

水平 ,各国都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从法律法规

和国家机制上确保妇女参政的比例。

为了确保妇女在议会中的参与权 ,欧洲各国采

用了各种形式的“最低比例制 ”。其中两种较为常

用 :一是通过宪法或国家法律来制定并实施“最低

比例制 ”;二是通过政党来制定和实施“最低比例

制 ”。欧洲有许多国家把“最低比例制 ”的条文明

确地写进宪法或其他国家法律。如 :法国于 1999

年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 ,政党提交的议员候选人名

单中 ,女性必须占 50% ,如果不执行 ,该名单将被

视为无效或政党将被课以罚款 ;比利时和意大利的

有关法律规定 ,国家议会中女性议员的最低比例为

20% ,地方议会为 25%。[ 7 ]通过政党来实行“最低

比例制 ”的典型国家是北欧诸国。2002年 ,世界女

性议员的平均比例是 14. 3% ,北欧国家的比例高

达 38. 8%。其中 ,瑞典议会中女性代表占了 42% ,

丹麦为 38% ,挪威为 36%。[ 8 ]是世界排名最高的三

个国家。北欧妇女参政比例的提高 ,政党所制定的

“最低比例制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截至 2004年 7月 ,已有 14个国家或地区在宪

法中规定妇女参政的比例 , 31个国家或地区在选

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妇女参政比例 , 17

个国家或地区在宪法或其他法律中规定地方议会

或政府中妇女的比例 , 61个国家的 129个政党在

使用配额制。

妇女政治权利的保障程度是一个国家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为进一步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 ,我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作出了新规定 :国家

采取措施 ,逐步提高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代

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 ;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

员中 ,妇女必须有适当的名额 ,村民委员会成员中

至少有一名女性 ;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成员中 ,应

当有一定数量的女性领导成员 ;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重视选拔女性领导成员 ;女性较集中的

部门、行业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应当与女职工比例

相适应。这类规定显得过于原则 ,而且没有相应的

法规制度监督执行。结果 ,有部分单位和部门在班

子配备时只注意配置女干部的最低指标而不重视

最高指标 ,把“至少有一名女干部 ”认为是“只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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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干部 ”就完成任务了 ,符合条件的女性再多也

不予考虑。

由于缺乏刚性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约束 ,导致

《纲要 》的落实不尽如人意 ,从 20世纪 80年代以

来 ,各级人大女代表、领导干部的比例增长缓慢 ,在

有些地区甚至有所下降。从全国人大来看 , 1978

年五届全国人大到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 ,女代表

的比例一直徘徊在 20%至 21%之间。全国人大女

常委委员比例在 1975年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

高值 25. 1% , 80年代以后长期在 14%以下徘徊 ,

目前这一比例在 13%左右。领导岗位女干部比例

也偏低 , 2002年 ,女性领导干部在省部级以上、地

厅级和县处级分别占 8. 3%、11. 7%和 16. 1%。在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 ,女性成员比例也较低。2003

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不足 20% ,村委会主

任中女性比例只有 1%。[ 9 ]

从制定妇女参政比例的结果看 ,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通过规定妇女参政比例能快速

地促进了妇女进入决策领域。在拉丁美洲的阿根

廷 ,比例制的实施对妇女参政的影响尤其突出 ,在

规定比例的法律实施之后 ,黑人女政治家的涌现已

成为近年来世界妇女参政的一大亮点。中国也可

借鉴这一做法 ,用立法形式确保妇女参政的人数比

例 ,用法律保证妇女参政的地位。

通过中外妇女参政比较分析 ,有助于改革完善

我国“政府主导型 ”的妇女参政形式 ,构建有中国

特色的妇女参政模式。几十年妇女参政的实践历

程告诉我们 , “政府主导 ”妇女参政 ,要求政府不仅

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要促进妇女参政的发展 ,而且

还要建立扶持、培养、促进妇女参政发展的完整体

系和长效机制。各级领导、组织人事部门和广大妇

女自身应放眼世界 ,了解全球妇女参政的发展趋势

和有效经验 ,清醒地认识中国妇女参政的有利条

件 ,同时要注意发现我们与妇女参政发达国家的差

距 ,在制定 21世纪中国妇女参政发展战略中 ,进一

步立足于深入贯彻“男女平等 ”的基本国策 ,消除

对妇女的文化歧视 ,促进妇女民主意识的提高 ,疏

通公开公平竞争择优选拔女干部的渠道 ,使妇女参

政最终完成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只有这样才能促

进中国妇女参政实现稳步前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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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par ison of wom en’s partic ipa tion in politics between Ch ina and fore ign coun tr ies

YU Ping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a l D evelopm 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Chines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leapfrogging p rogressive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and owns the

political rights which struggle for one hundred years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recent ten to twenty year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surg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but Chines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low. Chines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becomes duty sexism and right marginalization. Its reason lies in wester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has experienced a long women liberation movement from bottom to top, however, in China,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originates from governmental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op to bottom.

Keywords:Chinese women;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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