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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热点热点

专家视点视点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编者按·

——从性别视角解读《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

艺术史每天都在被改写。这种“改写”
有时是隐形的，因为尽管每天都在产生新
的艺术，但有些艺术在其问世之初却并不
一定为同时代的人所重视和接受，随着时
间上的“距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曾
被忽视或低估的作品方显现出其越来越重

要的价值。奥地利视觉艺术家雷纳特·贝
特尔曼（Renate Bertlmann，生于1943年）
的艺术便属于这一类。

贝特尔曼通常被视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艺
术家，但她的前卫艺术创作却是在学院里孕
育的。她1964年考入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

绘画与传统手工艺，在校期间接触到维也纳
行动主义、激浪派艺术以及伍尔夫和波伏娃
等人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毕业后留校任职
12年（1970—1982），负责教授构图和各种绘
画技巧。与此同时，她还为《独立妇女行动》
杂志提供文字和图像。1969年，她以自己的
身体为媒介，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自拍，创作
出《变身》系列，通过对性别与社会性别、身份
与社会身份进行分析，探索个人和集体记忆
的空间，向女性身份的传统界定提出质疑。
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美
国艺术家辛迪·舍曼在1980年代却凭借几乎
相同的自拍摄影而享誉全球。

自1970年代初以来，贝特尔曼就始终
围绕着性、爱、性别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
等主题进行创作，她利用智慧和黑色幽默，
通过绘画、雕塑、素描、拼贴画、文字、摄影、
电影、装置、表演和其他方式探讨这些问题，
并不断进行非艺术性媒介和材料的多元化
实验，以扩展艺术的外延与内涵。1973年，
贝特尔曼在维也纳艺术家之家举办了首次
个展，她通过在展览之际写下的文字“为什
么不画花？”，呼吁女性艺术家将女性味带入
艺术世界。这也表明了她与1970年代其他
女性主义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她从一开始就
不刻意回避温柔的女性特质，并常以与众不

同的幽默感描述女性的欲望；她也不局限于
对特定的女性美学的追求，甚至有时会滑入
男性角色，经常用带来感官享受的物品，例
如避孕套和安抚奶嘴等将性与童趣相联系
的现成品来模糊性的界限。她不避讳禁忌
与尴尬，也不惧怕媚俗，她几乎是以一种愉
悦的姿态拆除父权制社会男性力量和荣耀
的烙印。当时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呼吁专注
于纯女性主义，因而对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
多有批评，但如今，女性艺术家却有意识地
拒绝强调其性别身份，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
看，这种基于平等观念的带有讽刺性的浪漫
主义女性主义艺术已彰显出特殊的价值。

1976年，贝特尔曼与琳达·克里斯塔
内尔共同创立了“BC-共同体”,尝试利用超
8摄像机相互拍摄。1978年，她开始将“我
爱故我在”作为其艺术创作的座右铭，她从
女性的明确角度出发，以“爱”替代“普遍怀
疑”，不仅挑战了仅基于逻辑的哲学，也挑战
了试图通过道德规范将灵魂与肉体隔离开
的神学，以及重视力比多而排斥精神的心理
学理论。此外，她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分为

“色情”“反讽”和“乌托邦”三个主题，它们相
互渗透且相互依存，意味着灵与肉在不可分
割的整体中的等同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贝特尔曼的

作品变得更加直接，更具讽刺意味和侵略
性，例如在1982年创作的摄影作品《奶嘴
刀手》中，艺术家双手的十个指尖套上了奶
嘴，手术刀由内向外从奶嘴上面刺出，艺术
家利用这种安抚与威胁并存的矛盾强化了
作品的视觉魅力；再如作于1985年的《奉
献物》, 尖锐的刀从心形躯干上的两个乳
房之一中刺出，意想不到的伤害成为针对
男性淫荡目光的脆弱的威胁。贝尔特曼本
人在描述自己的作品时经常使用“风险美
学”一词，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的确看到了
审美与观念在刀尖上的融合。

2019年，贝特尔曼代表奥地利参加第
58届威尼斯双年展，以“我持异议故我在”
命名的国家馆展览由三个部分组成：位于
展馆正面几乎与展馆外墙等宽的雕塑“我
爱故我在”、展馆内贝特尔曼几十年来进行
艺术实践的图像陈列以及后院用312支被
尖刀刺穿的玫瑰构成的装置（红色玫瑰花
均以威尼斯穆拉诺岛特有的手工玻璃工艺
制成）。艺术家试图通过对哲学命题的重
复修改，消除理性的至高无上，讲述自己和
世界之间相互尊重和温柔以待的关系。

爱是贝特尔曼反叛的世界观中最内在、
最温柔、最坚韧和最富有诗意的领域，通过
它，人类的荒谬和矛盾得以最深刻的揭示。

■ 李英桃 张瀚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致力
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
多样。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顺应时
代要求，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呈现新气象、
实现新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于近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
作》白皮书。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在推动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部分，首设“促进性
别平等”专节，肯定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重要力量，中国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妇女事
业，为妇女成长创造机会，支持和帮助妇女享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并从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和支持妇
女能力建设两方面介绍了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
促进性别平等的理念与举措。

第一，南南合作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
定位，对外援助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内容，
发展中国家妇女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受益者。

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妇女参与经
济发展所作的努力，在南南合作中注重对亚非拉发
展中国家妇女的技术培训和物资援助。20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共向50个国家的妇女儿
童组织提供了101批实物援助。根据某些发展中
国家的需要，中国分别派遣草麻编、玉米皮编和刺
绣技术小组赴莫桑比克、墨西哥等国传授技术，帮
助培训当地妇女。2014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
助》白皮书中提到，“卢旺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
菌草、稻谷等种类的适应性研究、试验和示范工作，
注意结合当地传统农业，并将技术培训推广至卢旺
达妇女协会、稻谷种植协会等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开展妇女发展援
助项目，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妇女减少贫
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为落实援助发展中国家
妇女的承诺，2015-2020年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
100个“快乐校园工程”和100个“妇幼健康工
程”，邀请3万名妇女来华培训，在当地培训10万
名女性职业技术人员，在13个国家建立中外妇女
培训（交流）中心。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14个国际组织，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实施82
个项目，其中妇幼健康领域所使用基金占6.82%。

第二，与国际组织合作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的重要形式，妇女组织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积
极推动者，中国妇女既是国际发展合作的受益者
又是贡献者。

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妇联陆续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等官方和民间
援助机构合作，开展合作项目700余个，培训30
多万人，执行合作项目范围遍及中国30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妇联等非政府组织还多方争取国
际资金及物资援助，积极实施扶贫项目，帮助贫困
地区妇女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在消除贫困、促进妇女发展方面取得瞩目
成就。在接受外来援助减少的同时，中国逐步扩
大了对外援助规模。中国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定
位，积极与有关各方探讨开展三方合作，丰富国际
发展合作的方式和途径，提升国际发展合作的水
平和能力。在2015年召开的全球妇女峰会上，习
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向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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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中着重强调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表示中国
将继续加大对全球妇女事业的支持力度，中国将

在未来5年内再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供1000万美
元捐款，继续设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
和妇女教育奖，支持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倡
议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第三，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中国国
际发展合作的主要内容，将保障妇女权益上升为
国家意志、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是中国政府实
现性别平等的重要主张。

中国政府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
白皮书未提及妇女与性别议题，2014年发布的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略有提及，而《新时代的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在第四章“推动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专门设有“促进
性别平等”内容。

性别平等不仅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第五个目标，而且贯穿在其他16个目标中。白皮
书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视为中国国际
发展合作的主要内容，展现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将性别平等置于中国国际发
展合作的重要位置，进一步凸显中国政府将保障
妇女权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
作的重要主张。

第四，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以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将性别平等纳入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新思想新倡议
至关重要。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强调，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
合作的崇高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
走向“共同繁荣”的伟大事业，不能让任何一个国
家在这一进程中掉队。性别平等则是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核心原则。构建性别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

要确保妇女既成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的平等参与者和贡献者，又成为与男子同等
的受益者，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绝不让任何一个
人掉队。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
重要平台。根据有关国家发展需要，中国积极开
展发展合作，在深化政策沟通、加快设施联通、推
动贸易畅通、促进资金融通、增进民心相通上发挥
作用，为各国发展培育空间、创造机遇，推动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提供小额物资援助，帮助当地妇女改善生产生活
条件，加强能力建设。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是
中国所秉持的促进本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
发展、始终关注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
的初心，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
义。在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的新
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必须认识到，广大发展
中国家仍没有消除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和不平
等状况，针对妇女的歧视仍然可见；在中国国内
的案例中亦可见到。《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
作》白皮书强调，“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
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任重道远。”为
早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人掉队，尤其需要切实提高妇女参与、
特别是参与权力与决策的水平，认真倾听妇女的
声音，充分发挥妇女和妇女组织的主体作用，真
正将性别平等纳入国际发展合作的主流，“让发
展之花在世界更多地方盛开，让发展果实造福更
多国家和人民。”

（李英桃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张瀚之为该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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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降
低生育、养育成本”的
思路。本文作者提
出，为构建有利于降
低生育成本和养育成
本的生育支持制度应
重视生育保险政策的
基础地位；警惕单位
负责制的苗头，推进
社会统筹彻底化；实
行“企业+个人+政
府”三方共担生育保
险费用的分担机制；
对生育保险政策进行
系统性评估，从传统
方案型评估向目标型
评估迈进。

积极构建“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的生育支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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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 庄渝霞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并存是当今中国人口问题
面临的两大挑战，如何提高生育率，是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环节。十九
届五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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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的思路。因
此，如何构建有利于降低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的生
育支持制度显得非常迫切。

生育保险政策是我国生育支持制度中最基础、
最长久和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是构建生育支持制度
的重要平台和根基所在，其他支持生育的制度安排
是围绕着生育保险政策的扩展和延伸。此外，生育
保险政策出台的宗旨和目标之一在于平衡企业用
工成本，推进在就业领域内的性别平等。针对“各
企业只对本企业女职工生育负责”这一做法所带来
的不公平性及社会化程度不够的不足，我国于
1988-1994 年进行生育保险改革试点，最终于
1994年出台《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确定
采取社会统筹的方式来替代单位负责制的做法，以
平衡企业用工成本，消除企业招工对女性的歧视。

完善政策衔接，推进社会统筹的全面化

在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各地相继修
订地方计生条例，对产假和父亲护理假进行了调
整，大部分省份的产假为最长的180天到最短的
128天不等，西藏甚至长达1年；护理假为7-30天，
15天最为常见，而且，产假和父亲护理假期间工资

照发。由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之间没
有做好相应政策衔接，导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出
台新的生育保险待遇时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生育
保险待遇分为两部分和两种方式领取：一部分是按
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要求，98天产假由
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这一做法是采取社会统筹方式
领取；另一部分是按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
定，增加的产假和护理假视为出勤，工资由用人单
位支付，这是延续单位负责制的做法。单位负责制
的做法是1994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实
施社会统筹管理方式至今的一次倒退，它将再次把
女性生育成本推给用人单位负担，毋庸置疑会加重
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对女性就业的歧视。这应该
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有效做法是进行政策衔接，
将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做法彻底化，建议增加的产
假工资待遇仍然由生育保险基金名下支出。

生育和养育成本的分散化最为关键

改革生育和养育成本由企业单独承担的固有
作法，实行“企业+个人+政府”三方共担生育保险
费用的分担机制，是生育保险能否真正服务于“推
进就业领域内性别平等”这一目标的关键处。生育
成本并不仅仅指产假和生育津贴等显性成本，还包
括实施劳动保护、招聘临时替工带来的不便及额外
支出，以及因养育需要带来的女性劳动率降低的影
响。社会保障是实现责权统一的制度安排，养老和
医疗保险享受的前提是个人必须缴纳费用，生育保
险也脱离不了这一性质，建议对个人缴纳生育保险

费用展开研究。此外，应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第3
号公约、1952年第83号公约、2020年第183号公
约《生育保护公约》的要求，政府承担着生育津贴的
主要财政责任。不少专家呼吁，除了通过税收优惠
政策支持生育保险之外，还应在财政收入中提取一
定金额用于支持生育保险，并起兜底作用。

生育保险政策评估是政策改革的前提

由于生育保险政策不同于养老和医疗保险等政
策，它还有平衡企业用工成本和推进就业领域性别平
等的社会目标。因此，需要对生育保险政策进行系统
性评估，从传统方案型评估向目标型评估迈进。包括
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生育保险政策内容评估。按照社
会保障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男性缴纳生育保险费用，
也有权利享受生育保险基金，护理假应该纳入生育保
险待遇范畴。同样，二险合并后统筹层次虽然提高到
省级层面，但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以及未婚生育等特殊
人群如何纳入享受，仍需要进行政策设计，确实拓展
覆盖面。二是基金可持续性评估。应按照缴费率、生
育人次、津贴期限、津贴水平等影响因素，对生育保险
基金进行科学测算预算。三是对生育效应、母婴健康
和女性就业的保障效用进行评估。政策有正效用，也
有负效用。对产假时长和生育津贴的设计都应进行
数据分析和科学论证。

生育支持制度建构可以分“四步走”同
时进行

在生育保险基础上构建生育支持制度，可以
分四步走：第一步，做好生育保险政策内容扩展，

在产假和生育津贴基础上，加入哺乳假、父育假、
父育津贴、父母假、父母津贴等。为了消除生育和
养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的做法是
出台父亲假和父母假，让男性参与养育。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生育保险是很关键的政策选择，产假
和生育津贴只是生育保险政策的基础内容，父亲
假（护理假）和父亲假（育儿假）可以在此基础不断
纳入。第二步，加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除完善生
育保险政策外，还应加强生育福利和生育救助建
设。生育福利是指向不被生育保险所覆盖的城乡
未就业女性提供生育补助，生育救助是生育保障
安全网的最后一道底线，是保障生育保险和生育
福利无法惠及的人群。第三步，建立生育保护体
系，做好生育保障、健康（劳动）保护、就业保护与
非歧视之间的政策连接。第四步，构建生育支持
制度，它是包括生育保护、0-3岁幼托服务、灵活
工作时间安排的一揽子政策。

构建以生育保险政策为基础的生育支持制度，
重视生育保险政策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是破解生育率持续低下的关键一步。家庭主义的
兴起，建立伴侣信任关系；推行性别平等方案，出台
妇女友好的家庭政策；提倡社会公正和重视个人价
值，都将有助于鼓励女性从想生到敢生迈出实质性
的一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
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202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两险合并后生育保险政策内容扩展和基金可持
续性研究”（20BSH05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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