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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纽约召开的全球妇女峰会 ，充分肯定了北京第四次妇女大会的成果和对推动全球妇女发

展的作用。 20年来，中国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事业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更是全世界瞩目。 来自各行

各业的女性是见证人 ，更是参与者，让我们从她们的感言中聆听20年进步的足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

继续把社会性别
意识带入经济研究

★’95世妇会不但对

中国 经济学界予以社会性
别意识启蒙 ，而且激励经济
学人引进国际通行的性别

差异分析理论和方法 ，并将
其应 用 于中国 经济转型 中
的性别问题研究 。 没有妇
女的发展就没有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经济。 基于这样
的认识 ，我开始关注中国妇
女贫困问题 。 我把性别视
角引入了所有研究项目及
研究生培养，尤其是用统计
模型分析农地分配、基本医
疗和养老保险中的性别 不
平等 。 消除女性的发展障
碍依然是任 重道远的 事
业 。 我将继续把社会性别

意识带入经济研究 ，把性别
视角 传递给新的研究团队

和年轻一代学者。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赵霞：

不让性别成为进步的障碍

★我从事航空行业已经有33年了 ，我自
身体会女同 志从事工科有她的优势，比如认

真、细腻。 航空行业是男性主导行业 ，在这个
行业要取得成功女性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努力

要更多 ，但是这并不影响女性从事这个行业。
在选拔副总师的时候，所里也没有考虑是男是
女，完全看实力 。 凭借我的技术和成绩 ，我成
为 了我国航空飞行器总体气动布局设计专业
第一位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位女副总设计师 。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毅：

科学研究没有性别标签

★二十 多年里 ，面对挫折 ，我和
我的团队在科研的道路上高速运转，

执着追寻 ，最终 ，一个个难题被“攻
克”。 2015年 ，我获得了“世界杰出女

科学家成就奖”。 我认为 ，一个人的
成功除了个人努力外，还要有很多外
因，包括一个好的工作平台 ，一些好的

老师和同事 ，一个高效的合作团队、家
人的支持，当然还要有一点运气。 我
很幸运，拥有所有这些外因。 科学研
究没有性别的标签。 要保持创新 ，就
需要终身学习 、永保锐气和长时间的
投入。 这些和性别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佳：

100次摔倒，
可以101次站起来

★1978年 ，年仅

15岁的我考上大学 ，24
岁成为 中国科学院最
年轻讲师 。 29岁不 幸
失明 ，我凭借毅力 ，不

仅重返大学讲台 ，还在
失明 8年后 考取了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

院 。 2008年 10月 ，我
赴纽约竞选 ，成为我国
第 一位联合国 残疾人

权利委员会委员 ，并成
为 该委员 会首届副 主
席。 29岁之前 ，我是在
超越别人 ；29岁之后 ，
是在超越自我 。 我认
为 ，一个人可以看不见
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
进的 脚步 。 100次摔

倒 ，可以101次站起来！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

特别希望反家暴法早日出台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
动纲领》中 ，提出了对妇女暴力问题的行动
措施。 会后 ，NGO组织的反暴力论坛便十
分活跃。 国际社会反对向妇女施暴的行动 ，
越来越引起中国政府和妇女组织的重视。

2001年 ，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
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

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 2008年当选第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 ，我又连续4次就反
家暴立法提交议案与建议。 我特别希望中
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能够早日 出台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咏白：

艺术创造不受性别限制

★1995年世妇会前后出现了女艺术家

展览的热潮 ，女性自我关照、自我书写成为
了中国女性艺术走向自觉的一个标志 ，形成

了女艺术家从边缘走向文化主体的一个势
态。 世妇会后我和朋友们也成立了中国艺
术研究院“女性文化艺术学社”，关注女性艺
术的历史与现状。 1998年 ，我们策划 了 当代
女性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展览《世纪·女性艺
术大展》，组织了 “性别视角 ：文化变迁中的
女性艺术和艺术女性”学术研讨会，全面展
示并探讨了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创作成就。

20年来，中国的女性艺术从“小我”的女
性自觉正在走向“大我”的人的自由。 我认
为 ，性别不是决定艺术成败、优劣的原因 ，艺

术创造是不受性别限制的。

中央党校教授李慧英：

我愿为性别平等尽一点点力

★1995年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

年 ，我告别了多年从事的文学专业，跻身社会
学领域专心致力于妇女研究。’95世妇会后，妇
女研究悄悄向性别研究转变 ，将社会性别意识
纳入决策主流，成为北京行动纲领的主题词。

我的研究重心也在发生着位移 ，社会性别与公
共政策渐渐成为我的专业方向。 在与同仁开
诚布公的交流中 ，我总是深受触动 ，我越是进
行性别平等政策倡导与推动，越是认同一位美
国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 ：“妇女，最漫长的革
命”，我愿意在这场漫长的革命中尽一点点力。

上影集团编剧王丽萍：

让更多优秀
女性作品走向世界

☆我踏入电视剧行业

正好20年。 1995年 ，我的第
一本电视剧剧本《婆婆媳妇
小姑》创作完成 ，从1996年
开始我年年推出一部新戏。
外界有评论，女性题材 、女性
形象、女性情怀是我创作的
一个主题 ，尤擅表现女性的

成长与 美好。 在编剧行业 ，
靠作品说话，只要有过硬的 、
扎实的作品，不管是男编剧
还是女编剧 ，都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这些年，女编剧 、女
作家的人数越来越 多 ，也越
来越年轻化 。 互联网的兴

起 ，让她们也进入发展的黄
金时代。 我希望荧屏上能出
现更多让人过目难忘的女性

形象 ，更多反映中国优秀女
性的作品 ，并且这些作品能

够走向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卫：

20年是个不断超越的过程

★我是在’95世妇会上偶然被卷入

性别研究领域的 ，但早在会前，我就迫切
地需要解释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社会
中所经历的一切。 1995年年初，我不情愿
地参加了论坛推进者培训。 没想到 ，这个
培训让我很触动，第一次让我从性别角度
来考虑生活中的问题。 它不只是一种看
问题的角度，而是另外一种人生。 现在我
等于参加了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由3万
多人组成的公共论坛，我们一起来探讨有
关性别的问题。 回顾20年，我最想说，这
真的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超越性

别研究，甚至超越研究本身。
武汉大学教授罗萍：

持续关注高校知识女性发展

☆1995年9月7日 ，我在’95世妇会国家教委论坛上发言，当晚央视
新闻联播报道 ：武汉大学 罗萍教授在“妇女与 高等教育论坛”上的“妇女
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发言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共鸣。 这是世妇
会期间唯一一个上新闻联播的非政府论坛发言。’95世妇会以后 ，我5次

主持“高校知识女性发展”大型实证研究课题。 我们提出的知识女性发
展的“四大障碍”与“几点建议”后来引起妇女学界同仁的广泛共鸣。 在’
95世妇会精神指引下 ，我们还将研究领域扩大到农村妇女权利保护。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

女性是一个基石

★我1981年进入北京大学

生物 系 ，1992年赴美国国家健康

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1年
成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 我的研究项目从熊猫扩展到
了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种群，如
雪豹 ，棕熊等，同时关注文化与自
然保护的关 系 ，并参与政策和立
法。 2007年创立山水自然保护中

心 ，专注于在中国西部乡村示范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实践。

我认为 ，女性在沟通、交流方面更
具有优势，同时表现出来的领导
力未必会比男性弱。 女性是一个

基石 ，在推动社会往良好的方向
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凡凡：

女性该撑起中国梦的半边天

★参加工作40多年 ，从部队卫生兵到 当选中科院院士 ，我将全部
热情与精力都奉献给了热爱的医学事业 ，努力在世界肾病研究领域取
得突破。 我认为 ，实现中国梦，不能光靠男人，还有女性半边天。 当然 ，
女性要成功 ，意味着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更不容易。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还想再守莫高窟50年

★代表我国佛教艺术杰

出成就的莫 高窟 ，令世人叹
服。 而我守护莫高窟长达半个
世纪。 1963年，我就来到敦煌，
伴着这里的土房土炕和咸水，
数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莫高
窟。 石窟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

的难题 ，人数、温度、湿度和二
氧化碳都会伤 害到石窟 。 今
年，77岁的我退休。 作为敦煌
研究院名誉院长 ，我还想再守
护莫高窟50年。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中国的女性很幸福
女 1995年，对“格力”及我本人

来说都是个特殊的年份，当年“格
力 ”空调的销售额劲增7倍。 此后，

“格力”空调产销量连续20年位居中

国 第一 ；从2005年开始 ，连续 10年
位居世界第一。 2015年5月 ，挺进全
球500强企业阵营。 20多年来，我从
销售 员 、经营部部长 、销售经理 ，到
副 总裁 、总裁 ，我一直都是全力以
赴，从来没有变过。 我感觉 ，中国的
女性很幸福 ，因为中国对女性的重
视程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
女性要尽可能地让自 己的能量释

放，充分地在这个平台上展现自己。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杜芳琴：

女性是推动乡村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

★从2008年开始 ，作为 中央党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团队
的一员 ，在实践中 ，我深刻感受到农村社区是女性主义学术、政策 、公
众教育，特别是推动积极变革的最重要的场所和用武之地。 我亲历亲
见基层妇女组织起来集体赋权改变社区性别不平等规则——修订与

落实性别平等村规民约试点村的变化过程。 她们带头改变陈规陋俗，
勇敢参与村庄换届选举，成为村庄事务有话语权的一群，她们的变化
也带动男性的改变 ，引领村庄的发展，并影响更多村庄的变革。

北京大学教授马忆南：推动中国性别平等法制建设

★’95世妇会让我 了解了妇女

权利和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

念。 此后 ，我有机会担任了妇女权益
保障法、婚姻法和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

的起草组专家，开始尝试从女性主义

角度观察法律。 我致力 于妇女与法
律关 系的研究 ，与 同行们一起探究法
律是否存在明显的和隐性的性别歧
视 ，性别因素如何影响立法和司法。
妇女与 法律研究也使我深深感受到
理论研究推动法律制度建设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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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71
岁时，我组织17名退
休护士成立江西省

红十字志愿护理服

务中心 。 2003年我
获得南丁格尔奖章。

到今天 ，我们的
团队已有近万名志愿
者，服务人数超过百
万人。 我们团队的成
员绝大部分是女性，
她们不计回报地致力

于社会公益事业。 而
所有这些 ，都体现了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内
涵的一个方面——妇
女在整个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地

位和作用 。 所以，真
正做到男女平等一定
要重视挖掘妇女人力

资源 ，使她们的聪明
才智和创造力最大限

度地发挥出来。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刘伯红：

用妇女的眼睛可以看世界

★20年前，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
最鲜明和重要的特征是 ：通过妇女的眼

睛看世界。 当时，这么新鲜的术语传入
中国社会，有人质疑，为什么“用妇女的
眼睛看世界”？妇女的经历 那么有限
（暗含“头发长见识短”的意思），看错了

怎么办？20年后的今天 ，很少再有人如
此质疑，世妇会传播的性别平等意识和
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在我们国 家得到
一定程度的传播。 而 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为人类社会发展所描绘的宏伟蓝

图 ，鼓舞了中国的妇女研究者 ，凝聚了
中国妇女研究的力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

性别平等无领

域亦无国界

☆亲历 ’95世妇会

召 开的 20年 ，作为 一名

女科研工作者 ，一路走
来 ，我更多 感受到的是：
知识女性在学术道路上

的平等与独立，同时也品
尝到 了一些别样的艰辛
与不 易 。 第四届世界妇

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我
正在德国科学院马普生
化所做博士后和研究组

长工作 。 世妇会提出的
一 系列重大观点和原则 ，

我在国外不 同媒介上看
到时 ，如雨露般滋润着心
田。 我认为 ，性别平等 ，
无领域亦无国界。 中国
女学者 ，即使置 身国外 ，
也要撑起科研的“一 片

天”。 而且 ，科学研究不
会怜悯女性，它只承认第
一。 此后 ，我克隆出了受
体 型 酪 氨 酸 磷 酸 酶

（PCP-2），并提出 MAM
型酪氨酸磷酸酶家族新

的概念。 这些研究成果

在世界上均属首次。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国才 ：

努力为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鼓与呼
☆1995年，我出席了 ’95世妇会NGO论坛，并作为“云南各民族和

睦相处共同发展”论坛的主旨发言人，介绍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
和发展状况，并呼吁全社会关注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与发展，引起了与会
中外女性的关注。’95世妇会后，在《北京宣言》、《行动纲领》的鼓舞下，我
开始尝试传播社会性别理论，使性别平等理念进高校。 世妇会精神也一
直鼓舞我通过学术活动向国内外展示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的发展。 以前
有人把女人大代表视为摆设的花瓶。 世妇会后经过性别意识的提升，我
认为女代表有机会也有责任发声。 因此，我在担任三届云南省人大代表、
三届常委期间，努力为民族地区和民族妇女的发展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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