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WOMEN’S NEWS新女学主编 蔡双喜 责编 刘天红 美编 张影 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 5

2020年，妇女儿童热点事件的网络舆论生态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我国妇女儿童保护法律政策进一步完善，舆论积极点赞性别

平等政策取得的新进步并致敬女性劳动者，赞美女性在援鄂抗疫和各行各业中展现新作为。但网络舆论场针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

也依然存在，一些妇女和儿童受伤害的事件持续引发舆论关注。通过对年度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梳理，我们期待发掘并研究妇女

儿童网络舆情带有一定规律性的问题，为加强舆情应对提供经验借鉴，为做好妇女儿童工作、完善网络治理提供参考。

特稿稿

观照网络舆论新生态 见证性别平等加速度

2020年，妇女权益保护与性别平等政策取得可
喜的新进展，网民纷纷点赞。女性不仅是援鄂战

“疫”的中坚力量，而且各行各业的女性持续展现新
作为、作出新贡献，舆论持续呼吁看见女性劳动者、
看见女性的牺牲和贡献。

——妇女和儿童保护法律政策进一步完善。
保障妇女权益的国家意志更加坚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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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保障妇女权益必
须上升为国家意志”“在解决性别数字鸿沟等新挑
战上有所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这些保护妇女权益的新举措，获
得网民点赞支持。

性别平等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民法典明确我
国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
平等，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和继承权、防
止性骚扰、禁止家庭暴力、夫妻共同债务等一系列涉
及妇女权益的条款都写入民法典，“刑法修正案（十
一）”加重了对强奸、强制猥亵幼女等行为的处罚，严
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最高检与全国妇联联合下发
《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
的通知》，要求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强化合作，加强侵
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的惩治打击，推动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促进妇女儿童保护法律体系
健全完善。这些法律新进展，更有效地使当事人乃至
广大网民在具体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女性持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女性是援鄂战“疫”的中坚力量。为了战胜新冠

肺炎疫情，一批批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的医
务人员成了最美逆行者。在这次战“疫”中，全国共有
4.26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女
性，向全世界展示了女性力量，也是战胜疫情的中坚
力量，一大批感人的网络视频记录她们的抗疫日常。
李兰娟院士、陈薇院士、乔杰院士等被称为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院士“天团”获得追捧。电商主播薇娅
因疫情期间捐助和公益直播助力包括湖北在内各省

复工复产，以电商直播参与扶贫年度成交额超6亿，
为脱贫攻坚注入新兴力量，也当选全国三八红旗手。

众多行业女性“乘风破浪”。一大批女性用实际
行动诠释女性力量，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用奉献照亮1804名山区女
孩的前程，中宣部授予张桂梅“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引发舆论热议。她果断拒绝一位做全职太太的毕业
生的捐款报道引发广泛讨论，她强调“女人要靠自己，
不能靠男人”也让舆论反思：女性（包括男性）选择全
职主妇（夫）的自由如何实现。在微博、微信、抖音、快
手等自媒体平台，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女性主
播、女性公众号博主、女性短视频博主，她们通过新媒
体的方式展现女性风采，获得了持续的关注度和影响
力，也展示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信和创造力。

——舆论呼吁看见女性劳动者。
关于性别议题的集体无意识。正如有学者指出

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中妇女与性别议题集体无意识，索菲·海尔曼在对
埃博拉疫情的国际响应的研究中也曾用过类似的概
念即“显而易见的不可见”。“显而易见”是在于每一
个人都知道妇女作为医护工作者和家庭照料者承担
了大量的健康照料工作，但在卫生政策和相关战略
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又是“不可见”的，她们的需求
被遗忘或被视为“次要问题”，2020年全球抗击疫情
之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类似的问题。

网络呼吁看见抗疫中的女性贡献。相比较女性
在抗疫中的卓越贡献，一些抗疫宣传、媒体报道中的
女性声音和女性力量却被遮蔽和忽略了，女性医护
人员的生理保护在抗击疫情初期也没有得到充分正
视。对此，舆论强烈呼吁要看见抗疫中的女性贡
献。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的“逆行者”中，有无数女
性的身影，许多网民自发向她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和最深切的祝福。举国上下，疫情“阻击战”争分夺
秒。一个个了不起的巾帼“战士”，卸下“红妆”、剪去
长发……逆向而行奔赴疫情防控一线。中国妇女报
微博#逆行中的她们#话题阅读量9.9亿，话题下的
讨论接近36万条，许多网民以此致敬奋斗在一线的
女性劳动者。

2020年，延续传统性别观念、针对女性的歧
视与偏见依然不时呈现，无论是打着“国学”幌子
的“女德班”，还是在教辅材料中美其名曰注重性
别差异的区别对待，实际上都是以男性作为主体
和标准来塑造女性角色、规范和审美，一些热点舆
情事件聚焦了相关讨论并引发舆论反思。

——“女德班”和相关讲座屡禁不止。
2020年，曾因开办“女德班”闻名的辽宁

抚顺传统文化研究会又在山东曲阜开办了一
个夏令营，课堂上各种雷人观点不断，诸如

“戴美瞳的女孩不正经”“我天天一副贱相，真
的是伤风败俗”“肾精大量流失，导致脊髓液
外流，导致脑子不好使”。还有某高校的“女
德”讲座称“相貌迷人穿着裸露易受性骚扰、
学得好才能挑到好男人”……“女德班”和相
关讲座在各地屡有出现，屡禁不止，反映了陈
腐的性别观念依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借助
各地“复兴国学”“传统文化教育”等旗帜持续
传播、固化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这也从
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消除性别歧视依然任务艰
巨，推进性别平等的努力一刻也不能停止。

——教辅图书中性别歧视问题需引起关注。
近几年我国推进的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进

课堂教育，希望从小抓起、从观念深处建构性别平
等的共识，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是一些地方
的教辅图书却“主动出击”，基于性别进行差别设
计，传递有误的性别认知。如2020年8月，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名为《男生女生学数
学》教辅书籍，因分性别设计教学内容、基于大数
据定制“男生用蓝版，女生用红版”，引发广泛争
议，被网友们批评是性别歧视。书籍虽然很快下
架，但留下的疑问仍有不少，分性别设计教辅书籍
是如何通过审查后出版的？如何在未来的教辅中

杜绝类似问题？几乎同一时间，某高校给新生的
《2020年新生安全知识手册》中，预防校园性侵害
的内容被认为“将性侵责任归咎于女性”，当地教
育部门随后接受采访时只是一句“一些表述确实
不够严谨，明年修订时会修改”，便草草了事，如何
在更深层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消除歧视需
要持续关注。

——服从男性中心的双重标准存在的性
别歧视问题。

10月31日晚，一位哺乳期妈妈从抖音逐渐
火至全网，只是因为她在视频中吐槽“高铁上，有
着冰箱放着饮料，放两袋母乳怎么都不行”。也
因为这个要求，她被众人指责“事多”“麻烦”“诋
毁高铁服务”。类似的事情还有中山大学学生在
网上爆料称，该校食堂饭菜有男女之分，同价不
同量，男生多，女生少，也招致网络批评。在这些
事件中，都延续了传统父权制性别双重标准，一
种需求是否可以成为标准，关键是男性的需求、
审美。虽然实际上就饭量而言个体间差异大于
男女间的差异，但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设想是男
性饭量大、女性饭量小，所以同样的价格给女性
减少分量。吊诡的是，高铁冰冻母乳因为被视为
女性而非男性需求，不仅没能成为服务标准，反
倒被认为是一种“多余”和“麻烦”。而基于男性
的审美需求也必然对女性的外表、身材建立一套

“标准”、提出相应的要求。从网民热议的“迪丽
热巴身材”“孟佳身材比例”到“程潇体脂”，都将
优美身材视为成功女性的标配，实际上这不过是
又一次落入父权社会对女性审美标准的圈套，如
何打破男性中心的性别双重标准，关注女性的主
体性和诉求的健康性、正当性，防止女性需求被
忽略乃至被嘲讽，依然需要进一步打破传统性别
认知的窠臼，建构性别平等的共识。

2020年，女性遭遇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性
骚扰的问题持续充斥网络，舆论呼吁要依法
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既要畅
通受害者权利救济渠道，防止对受害者的二
次伤害，也要警惕“新兴网络女权”等对性别
平等的误读。

——要注重防治家庭暴力的成效。
3月，四川广元一名女子在网络上曝光一段

长达59秒遭丈夫殴打的视频引发热议，随后她
称自己结婚16年以来多次承受家暴的痛苦。9
月30日，经历了离婚、复婚、再次离婚的家暴受
害者拉姆，被前夫唐某纵火烧伤后，不幸去世，唐
某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类似家暴
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引发网民愤慨。我国反家暴
法实施已四年，只有依靠反家暴法律及时有效的
处理家暴问题，真正防止暴力，有效维护女性生
命健康和合法权益，才能树立公众对法律和公权
力的权威性的信心，防止被家暴一方产生“警察
无法保护我”“反家暴法没有作用”等负面想法。

——要有效惩治性侵害和性骚扰。
2020年初，鲍某某涉嫌“性侵未成年人”这

一敏感话题，加之爆发初期“权势高管”与“柔弱
少女”人物形象的强烈对比冲击，公众朴素的
正义感被迅速点燃，舆论对鲍某某口诛笔伐的
同时，也对“女方多次报警却未果”展开“特权想
象”，政法机关因此承受了较大压力。最终，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调查
情况，才让沸腾的舆论得到平息。7月份，某高
校对犯强奸罪学生努某某“留校察看”的处理
决定引发网络热议，如何罪责刑相适应地惩治
性侵害、性骚扰问题，牵动众多网民的心。

——要重视性骚扰受害女性维权难问题。
在社交媒体中，很多女性打破沉默，勇敢

发声，积极维权，将自己经历的性骚扰和性侵
害事件揭示出来，通过自媒体的发声，推动了
公众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和支持。但是，性骚扰受害者维权
难、代价高的问题需引起重视。4月，西安一4S店女员工被
男同事骚扰，还被其暴力殴打的事情引发关注，女子将事件
曝光之后，引起热议，结果是包括受害女子在内的涉事二人
均已被解除劳动关系。我们也看到，性骚扰受害女性维权
时，经常面临一些网络上的外貌攻击或语言暴力。如“某航
空飞行员散发不雅照：用裸照威胁空姐陪睡”事件中，甚至
有言论认为“这位空姐不会保护好自己”等，好在民法典人
格权编明确将性骚扰问题纳入立法，为针对性骚扰可能造
成的危害提供了法律制度层面的保护。

——警惕“新兴网络女权”关于女性权益保护的误导。
面对针对女性的性骚扰、性侵害的多发频发，以及惩

治效果的一些质疑，一些网民打着“女性主义”的大旗，主
张“不婚不育保平安”等，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新兴网络女
权”，其文案结合女性被伤害的鲜活案例，可谓先天地适
应网络时代肤浅破碎的言论风格，能够煽动不少网友的
共情。相关研究指出：“新兴网络女权”用子女随父姓来
恶意攻击已婚女性，将婚姻制度下女性因生育遭受的自
我苦痛叙述成“自作自受”，将不能管理好“生育能力”使
自己遭受痛苦理解为一种自我-资本贬值运营的错误示
范。这不仅压制了原本应该产生共情、蕴蓄反抗能力的
自我叙说，而且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厌女模式。如何警惕
类似“新兴网络女权”的误导，防止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
的诉求被极端化，进而引发部分人对消除性别歧视、实现
性别平等目标的质疑，值得关注和警惕。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妇女儿童热点事件的网
络舆论生态也发生了一些新变
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互
联网行业的内卷化加剧，短视频
用户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开
始逼近零售、泛娱乐等内容，直播
带货等内容越来越多，直播带货
达人中女性力量发展势头强劲，
产生了一批网络红人。微博热
搜、短视频自媒体爆料和专业媒
体跟进报道，成为妇女儿童舆情
爆料的重要方式，也促使公权力
和各界关注、介入并最终推动问
题解决。

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
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强调“保障妇
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我
国妇女和儿童保护法律政策进一
步完善，舆论积极点赞妇女政策
取得的新进步并致敬女性劳动
者，女性在援鄂抗疫和各行各业
中展现新作为。与此同时，也要
看到在一些事件中，网络舆论场
针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依然存
在，一些妇女和儿童受伤害的事
件持续引发舆论关注，部分网民
呼吁全社会要提升性别敏感，保
护妇女儿童权益免于侵害和“误
读”，为妇女儿童发展营造良好的
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

舆情观察员认为，做好网络
舆论工作离不开对舆情规律的把
握，通过对年度妇女网络舆情、儿
童网络舆情的梳理，我们期待发
掘并研究妇女儿童网络舆情带有
一定规律性的问题，为观察网络
舆情并加强舆情应对提供经验借
鉴，为做好妇女儿童工作、完善网
络治理提供参考。

2020年，哈尔滨“性侵4岁女童案”嫌
犯被判死刑、石家庄坠楼女婴、3岁女孩被
爸妈喂到70斤当“吃播”赚钱等，引发舆论
热议监护权如何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的问
题。此外，广州花都2名男童车内窒息死
亡、“女童误服降压药不幸身亡”等事件，都
持续引发舆论对儿童权益保护和儿童利益
最大化的关注。

——预防儿童性侵害的法律网络进一
步健全。

2020年，哈尔滨性侵4岁女童嫌犯被判
死刑，舆论直呼大快人心。但因受害女童还
在ICU治疗，如何建立有效防止犯罪的社会
安全网，呵护儿童健康成长，实现儿童利益的
最大化，依然需要各界共同努力。面对儿童
遭遇性侵害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加
重了对强奸、强制猥亵幼女等行为的处罚。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则明确国家建立性
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员
信息查询系统，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提供免费查询服务。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应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
犯罪记录进行查询，进一步健全儿童和未成

年人保护网络。
——儿童受伤害事故频发，舆论呼吁

培训
我国正式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被

监护人、被收养人等原则明确写入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标志这一原则在我国的正式
入法，这也是儿童权益保护由个案关注到
家事审判实务改革再到立法完善层面不断
进步的过程。但是，很多监护人将儿童视
为私有财产，忽略了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2020年7月，网曝一男子持木棍暴打一对
亲生儿女，还让儿女互拍被打视频，据调查
男子此举只为给妻子看。8月份，“小网红”
佩琪因为与其年龄不匹配的超额体重引发
舆论高度关注，众多网友质疑佩琪父母有

“让孩子当‘吃播’赚钱”之嫌疑。12月份，
石家庄一不满4个月女婴从5楼坠落，女婴
父亲说可能是患有精神病的妻子扔下去
的。当地成立专班救助女性，但两次带女
婴到医院检查治疗均被其父带回。2020年
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家长也要上
课，拿合格父母证书”的提案，一经公布迅
速冲上热搜。

■ 策划：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
■ 执笔：特邀舆情观察员 南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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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妇女儿童热点舆情观察与分析

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发展新态势要求政府、妇联组织、社会各界履行好维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推动男女平等的职责，消除针对妇女的歧视和有误的性别认知，通

过引导公众不断反思性别权力结构下的女性权益保护，在全媒体传播新平台上实现

多角度的思考与多方位的论证，助力全社会进一步建构男女平等的共识，为在权利、

责任和结果层面实现男女平等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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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儿童权益保护问题的复杂演进

微博话题致敬“逆行中的她
们”吸引众多网友转发、点赞。

南储鑫制图

#建议父母持合格父母证上岗#一

度以221W+的搜索量沸了热搜榜。

“建议父母持合格父母证上岗”网络热度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