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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格局中推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国务院印

发《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2021-2030年）》

和《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2021-2030年）》。

新“两纲”的制定实施

对于准确把握新发展

阶段、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在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同步推

进妇女儿童事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通过对比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年）》和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年）》，概

括与解读了新“两纲”

在新时代新要求新期

待之下的变与不变。

■ 赵媛 鄢继尧 施斌

近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
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以下简称“新‘两纲’”）。新“两纲”的制定实施对于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同步推进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比《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新“两纲”在五大方面继续坚持，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没有变，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的奋斗目标没有变，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工作重
点没有变，妇女儿童发展的基本原则没有变，主要目
标、策略实施、组织实施和监督评估的实施框架没有
变；同时，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新期待，新“两纲”进一步
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突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妇女儿童工作
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取得
显著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对妇女儿童事业的全面领导得到
全面加强。新“两纲”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妇女儿童工作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要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穿落实党中央关于妇女儿
童事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纲要
组织实施、贯穿于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
面。

新“两纲”还注重对广大妇女儿童的思想政治引
领，首次将“充分发挥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中的‘半边天’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列入指导思想，提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进妇
女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引领妇女做伟大事业的建设
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提供更
多有益于儿童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等新

目标新任务，为团结动员妇女积极投身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有力支撑。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妇女儿
童发展各领域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两纲”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将高质量发展贯
穿妇女儿童发展各方面各领域，对今后十年我国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一方面，新“两纲”在更高水平上促进妇女儿童事
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孕产妇死亡率、0-5岁儿童贫
血率和生长延迟率等指标要求继续下降，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妇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就业人员中的女性
比例等指标要求持续提升，“完善”“不断”等作为高频
词反复出现，体现出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是一以贯之
和持续推进的；“小学生近视率降至38%以下，初中生
近视率降至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降至70%
以下”、“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
达到60%以上”、“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2%以下”
等一个个对原有目标的具体量化，凸显出“民生无小
事，枝叶总关情”；“大力培养女性科技人才”、“促进法
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规范化建设和有效运行”、

“重视发展中国共产党女党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
通并有效运行全国统一的儿童保护热线”、“儿童事务
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等一个个新目标，注重引导
支持妇女儿童发扬主人翁精神，反映了新时代妇女儿
童事业发展的创新特征和时代特征。

另一方面，新“两纲”以更有力的举措推动解决妇
女儿童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基本公
共服务方面增加了“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儿童的公
共服务需求得到公平满足”的表述，在义务教育方面
增加了“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表述，体现
出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路上一个地区都不能少；

“困难妇女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重点向老年妇女、
残疾妇女等群体倾斜”等新表述，体现出妇女儿童事

业高质量发展路上一个群体都不能少。

健全和完善各类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的重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
乡的民生保障制度”，要求“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新“两纲”结
合统筹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健全和完善近20
个体系，由点到面、稳步推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让基
本公共服务的阳光覆盖到每一名妇女和儿童。

一方面，新“两纲”提出要完善医疗保障、养老保
险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让广大妇女受
惠其中，对妇女社会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
面，新“两纲”提出要健全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促
进妇女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以及保障儿童权利
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为今后十年多层次多渠道全方
位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提供了指南；同时，为进一步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新

“两纲”提出要构建普惠托育服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支持、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健全完善儿童
健康服务、出生缺陷防治、教育评价、留守儿童关爱服
务体系，以覆盖面更广、支持体系更完善、服务和效率
更优、政策着眼点更准、延伸度更深的方式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家庭建设成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新领域

为更好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
作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新“两纲”分别增设了

“妇女与家庭建设”“儿童与家庭”两大领域，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两大领域与新“两纲”其他
部分相关内容互相补充，为加强家庭文明建设，广泛
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提供了坚实保障。

首先，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新

“两纲”指出要用好家风培养熏陶儿童，树立新时代家
庭观，弘扬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
的家庭文明新风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
落地生根。其次，强化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保障。新

“两纲”明确提出“建立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
发展的家庭政策体系，增强家庭功能，提升家庭发展
能力”，并提出要基本形成“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法律
法规政策体系”，同时在家庭关系、家务劳动、老人赡
养、未成年子女扶养等方面设定了目标。第三，解决
家庭教育面临的困惑与问题。新“两纲”明确指出要

“发挥家庭立德树人第一所学校作用”，“尊重儿童主
体地位”、“树立科学育儿理念”、“增强亲子互动”，同
时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升
家庭领域理论和实践研究水平”，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科学指导。

新增多措并举保障少年儿童安全

新“两纲”还增设了“儿童与安全”这一新领域，并
将其放在儿童发展领域的第二位，充分体现了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统计显示，伤害是导致我国少
年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新“两纲”提出要减少儿
童伤害所致死亡和残疾，逐步降低儿童伤害死亡率、
溺水死亡率，减少儿童跌倒、跌落等伤害的发生、致残
和死亡，儿童安全座椅、头盔等普遍推广应用；另一方
面，近年来兴起的针对婴幼儿用品的“海淘”“代购”
等，表明群众对食品、用品安全状况仍然抱有疑虑，新

“两纲”指出要保障和提升儿童食品、用品安全，让少
年儿童的衣食住行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此
外，新“两纲”还强调要预防和制止对儿童一切形式的
暴力，包括“提高对学生欺凌的综合治理能力”、“预防
和干预儿童沉迷网络，有效治理不良信息、泄露隐私
等问题”、“儿童遭受意外和暴力伤害的监测报告系统
进一步完善”等，全面呵护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赵媛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妇女
性别研究/培训基地主任，鄢继尧为南京师范大学博
士生，施斌为江苏省妇联干部学院院长）

在当今艺术界，对图像的“挪用”已成为
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挪用”作为一种艺术
策略，可以追溯到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并
一直延续到 1940 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和
1950、1960 年代的波普艺术，以及始于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图片一代”，
1990年代以来更是遍及所有文化领域。从
最初将日常物品拼贴进作品中，到在名画印
刷品上进行再创作、将现成品稍加改造或直
接当作艺术品展出，再到从流行文化中“借
用”形象，直至直接翻拍、复制他人的作品，

“挪用”的概念变得日渐宽泛，与“抄袭”的界
限也越来越模糊不清，各类版权纠纷随之而
来。新一代“抄袭”者认为自己是“当代考古
学家”，怀疑论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投机
取巧的寄生性文化。美国观念艺术家雪莉·
莱文（Sherrie Levine，生于1947年）便是一
位将“挪用”自身作为艺术主题的理直气壮
的“抄袭”者。

莱文的大部分作品都明确取材于杜尚、
蒙德里安、布朗库西、德加和罗德琴科等已
故著名白人男性艺术家的现代主义作品，以
挑战原创性和真实性等艺术批评概念，颠覆
权威与性别权力，探讨消费主义和商品价
值，以及艺术的社会来源和用途之间的关
系。莱文早年接受过画家和版画家的培训，

并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了学士
和硕士学位。她最初从事拼贴画创作，挪用
美国历任总统的肖像及时尚杂志中的图像，
其中《儿子与情人》（1976-1977年）系列被
策展人兼评论家道格拉斯·克林普选中，参
加了1977年在纽约艺术家空间举办的著名

“图片”展。
1980年代初期，莱文扩展了她的挪用

策略，开始通过“再摄影”创作“观念昂贵的
廉价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系列照片
《仿沃克·埃文斯》（有人译为《沃克·埃文斯
之后》），于1981年在她纽约地铁图片画廊举
办的首次个展中展出。莱文直接从埃文斯的
摄影展图录中翻拍了22张黑白照片，那是埃
文斯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受美国农场安
全管理局委托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一张阿拉

巴马州佃农妻子的肖像，被认为是那个时代
美国农村穷人的典型摄影记录。莱文未对图
像进行任何处理便将翻拍照片作为自己的作
品展出，从而颠覆了摄影的记录性特征。这
场展览既是一个“丑闻”同时又极为成功，作
为女性主义对父权权威的劫持、对原创性与
真实性的挑衅、对艺术商品化的批判以及为
现代主义死亡奏响的挽歌，这些作品被赋予
了深刻的“内涵”，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里
程碑。埃文斯遗产管理机构认为该系列侵犯
了版权，收购了莱文的作品以禁止其销售。
莱文后将整个系列捐赠给了该机构，并于
1994年随该机构的所有资产一起被移交给
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尽管莱文的创作被女性主义评论家解
释为对艺术史经典的僵化建构的颠覆性干
预，但她却更喜欢将之视为一种可再生的

“合作”行为。几十年来，莱文把以男性为主
导的艺术史上的许多杰作转化成了“有机且
持续可再生的东西”。她不断推进艺术实
践，从拼贴和复制扩展到了绘画、金属和玻
璃铸造技术、印刷、造纸及装置等领域。在
始于1985年的《结画》系列中，她强调嵌在
每块木板上的人造“塞子”以隐藏其自然缺
陷，那些以金色漆、白色漆、铅，亚克力色的

“羊皮纸”等单色颜料“镶嵌”在胶合板上

的一个个孤立椭圆，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的媒
介的关注。而同期的条纹画、格子画和基于
棋盘的几何图案系列，不仅指涉极简主义的
泛滥，还揶揄了不断重复的现代主义主题。
在制作名为“泉”(又名《仿马塞尔·杜尚》，
1991）的抛光铸造青铜小便池时，莱文挪用
了曾被挪用的物品，在向杜尚那件著名现成
品致敬的同时，通过提升其物质性和完成
度，将之重新变成了“艺术品”。而在《仿埃
贡·席勒》（1982/2001)系列中，莱文先是于
1982年拍摄了这位表现主义画家疯狂、敏
锐的个人自画像，后又在2001年用水彩复
制了这些自画像。她还创作了费宁格、莫奈
和梵高作品的复制品，并绘制了她自己在
1980年、1982年和1983年的拼贴画。后
来，莱文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进行艺术实践，
将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品简化到了最基本的
像素色彩摘要。

莱文将“挪用艺术”作为解决理论或社
会问题的媒介，从而将有关这一概念的哲学
思考推至极致。其可以无限复制并以不同
形式展出的作品，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图
像、物体、文化和艺术的传统思维方式。当

“复制粘贴”“拖放”或“再混合”已成为当代
人习以为常的操作方式时，莱文的艺术又显
现出另一层深意。

2021年9月27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新“妇女纲要”设

置了“生殖健康和优生优

育知识全面普及，促进健

康孕育”的目标，就加强

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提出一系列策略措施。

本文从伦理学角度讨论

了相关策略措施涉及的

五个伦理问题：性教育与

女性的自我保护能力、两

性性道德和共担避孕责

任、女性避孕节育知情的

自主权、婚前孕前保健服

务的公平可及性，以及规

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应用。

提高女性生殖健康水平策略措施中的伦理问题
2021年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2021-2030年）》（简称新“妇女纲要”），在提
高女性生殖健康水平的策略措施中，新“妇女纲要”
主要提出五点要求：其一，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让男
女两性，尤其是女性掌握生殖健康知识，提高自我保
护能力。其二，增强男女两性性道德、性健康、性安
全意识，倡导共担避孕责任。其三，将生殖健康服务
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保障女性享有避孕节育
知情自主选择权。其四，要求婚前孕前保健服务更
加公平可及，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其五，规
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

从伦理学角度分析，这五方面的策略措施涉及
五个重要的伦理问题：性教育与女性的自我保护能
力、两性性道德和共担避孕责任、女性避孕节育知情
的自主权、婚前孕前保健服务的公平可及性，以及规
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

性教育与女性的自我保护能力

1983年9月2日，康克清同志在中国妇女第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女性要“自尊、自
爱、自重、自强”，这是全国妇联第一次提出“四自”精
神。1988年9月1日中国妇女六大报告将“四自”精
神表述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1992年“四自”
精神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自”精神依旧是指导
中国女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获得
独立解放的精神信念。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四
自”精神亦可转而化为一种女性维护自我尊严、自身
权利、坚持自己独立人格，恪守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责
任与自由自觉的能力。依据康德的理论，责任的外

在属性意味着一种承担，而内在属性便是一种自由
自觉的能力。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女性要学习性与
生殖健康方面的疾病防控知识，有意识地保护自
己。从科学认识、道德行为方面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与认知水平。生育不是私事、也非属于个体的小事，
它不仅关乎母婴的健康，更关系家庭、社会乃至国家
的未来。社区和各个单位工会组织也应当定期组织
讲座，把关心和促进女性的性与生殖健康工作常态
化和制度化。

两性的性道德和共担避孕责任

道德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两性
关系是一种人类基本的道德关系，性道德在人类文
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一些人看来，性、爱情
和婚姻是一个私人领域，人们仅仅需要用理性、知
识及情感来维系即可，不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然
而事实上，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便有道德约束存
在。婚姻是一种需要用法律和道德进行双重规约
的社会制度，如果说道德是一种自律要求，法律便
是他律和具有强制性的要求。当代社会的性道德
包括许多内容，例如要尊重女性的独立人格和意
愿，建立一种合乎伦理道德的、男女平等的和谐关
系。两性关系须建立在合乎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这
既是对于双方幸福与健康关系的保障，又能在相互
尊重平等关系中促进两性共同发展，保障所生育后
代的安全和健康。另外，两性应共担避孕责任。生
育是一个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大计，尽管女性承担着
生育行为，但生育责任却是两性、家庭和社会的共
同责任，因而两性共担避孕责任也是对婚姻的一种
基本道德要求。

女性避孕节育知情的自主权

尊重自主权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原则，要求
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作出关于自己生命
和身体的决定，例如在患病时应当采取何种治疗方案
等。自主性有两个要素：要求人们有能力思考行为计
划，并有能力把计划付诸现实。尊重人的自主性意味
着承认一个人的能力和观点，包括承认他/她持有某
些看法的权利，承认他/她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作出某些选择的权利。这一原则也要求医生要对患
者有适当的道德反应，认真听取和解答患者的问题，
尊重患者的选择，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情同
意。知情同意由五个因素构成：胜任、透露、理解、自
愿和同意。根据新“妇女纲要”要求，女性必须自己把
握避孕节育知情自主权，在帮助女性采取避孕节育措
施时，医生也必须做好知情同意工作，让女性充分地
理解相关信息，以便能够自主地决定和自愿地行为，
这便是保证女性避孕节育知情自主权的基本含义。

婚前孕前保健服务的可及性

婚前孕前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关乎生殖健康公共
卫生服务的公正分配问题。在当代伦理学中，公正
原则关系到社会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尽管学术界对
于公正概念有许多阐释，但一般说来，“公平”“平等”
等词语与公正是同义的，几乎所有公正理论都有一
个底线原则：平等应是被平等地对待，而不平等便是
被不平等地对待。也就是说，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
着种族、阶级、性别和年龄等差异，但是他们不应当
被不平等地对待。

而公共卫生伦理的核心任务是为公共卫生提供

伦理价值观、原则和标准方面的指导。2020年10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
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建立
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
法律体系。”正是由于这些努力，中国已被世界卫生
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2019
年，中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
到77.3岁，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到17.8/
10万和5.6‰。从上述成就中可见，婚前孕前保健
服务的可及性，目的是以公共卫生服务的公正分配
来保障母婴健康。

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

人类辅助生育技术指的是人类借助现代科学技
术进行生育的技术。在这一技术造福于人类之时，
也引发了许多伦理争论。例如人工授精主要是为了
解决男性不育而产生的生殖技术。它采用人工的方
法将精子注入女性体内，使之受孕和生育。人工授
精主要分两种情况，其一是伴侣中的男方或者丈夫
是精子的捐献者，其二是使用捐献者的精子，这便引
起了人们对于精子道德地位的争论。有一种观点认
为，辅助生殖技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为了“优
生”而四处寻求“超人”基因。

鉴于这些伦理争议和人类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所
面临的风险，各国都在以不同方式规范这一技术的
应用。同时，随着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不断进步，使
用人类辅助生育技术伦理已经成为当代伦理学研究
的重要课题，这一研究可以直接为规范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的应用提供价值指导。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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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两纲”的变与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