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平台正在对社会

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重要议题。数字平台的

运行与影响逻辑是什么？平台的发展及研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依

托平台展开的媒介实践是否带来了新的性别问题？2021年10月9

日，“智能传播与数字平台”青年论坛在上海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数字平台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性别与劳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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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热点热点

焦点透视透视

数字平台下的治理、性别与劳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进程的加
快，数字平台正在对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影
响。数字技术通过革新互联方式，为社会治
理赋予了新的思路。与此同时，平台生成的
权力关系及其对个体的精准控制也触发了
诸多隐忧。因此，平台的技术原理与相关社
会现象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关注热点。
2021年10月9日，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苏州大学
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智能
传播与数字平台”青年论坛，与会学者与业
界人士围绕数字平台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性
别与劳动等主题进行了观点分享与交流。

平台的理论路径与社会治理实践

社会生活对互联网平台日渐加深的依
赖程度使平台成为人文社科理论亟待解释
的对象。与会学者对平台的理论研究现状
进行了深入审视，以寻求更具现实穿透力的
理论路径。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孙萍从平台作为媒介、技术和资本的三
种路径，阐明平台经济的本质是对全球范围
内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传播关系的重构。
基于对中国平台经济特殊性的观察，孙萍认
为将地方情境与全球视野进行结合与对比，
将是拓展平台研究路径的有益尝试。

鉴于当前媒介研究多限于前台应用软
件和人的能动性两端，苏州大学新媒介与
青年文化研究中心马中红教授从平台中

“隐藏的技术物”——“数据中台”（数据基
础设施）入手，对技术与人、自平台应用、跨
平台应用以及人与技术融合四方面的可供
力进行研究。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易前良认
为，国内新媒体研究理论建设贫弱的关键原
因在于重符号、轻物质的研究范式，他梳理
了21世纪以来“软件研究”“平台研究”“算
法批判研究”等三大跨学科领域的现实背景
及相互关联，力求探索关于媒介技术研究的
物质性进路。

理论研讨之外，与会学者将目光投向我
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考察平台在

其中的影响与前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
化学院研究员孙宇将健康码平台视为一种社
会基础设施，考察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治理的
平台化。研究发现，健康码运行背后的宏观
结构性权力根植于由多方主体，多级行政部
门和跨层级的治理体系构成的动态网络中。
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算法运行标准，健康码
实现了对疫情治理数据网络的中心化。

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
究专员赵宇超则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
化转型，通过在浙江省的实地调研，解释基
层政府逐渐青睐平台化治理的原因，并总结
出当下平台化治理需求带来的三种变化:一
是呈现出“平台产业综合体”的特质，二是数
字化创新成果显现出“自上而下的创变”和

“自下而上的呼声”间的矛盾，三是带来了基
层社工大量“不可见”的“平台化数字劳动”。

身份再造与隐蔽歧视：性别化的
数字平台

在数字化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警
惕算法对性别偏见的固化一直是性别研究
关注的重点。此次青年论坛特设“数字化性
别”分论坛，与会学者围绕人们依托数字平
台展开的丰富媒介实践，透视智能传播催生
或固化的性别权力网络。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潘莹以细致的
经验研究，考察作为“算法系统”的平台与女
性主播之间的多维、持续性关联，揭示媒介
技术如何在商业化语境下对网络内容生产
者进行支配。潘莹发现，这种支配方式往往
是渐进、隐蔽和游戏化的，主播在自我调适
的过程中对平台商业逻辑进行内化，逐渐主
动嵌入平台算法而“成为系统人”。

身份再造是网络媒介实践中突破传统
性别秩序的一类尝试。西安交通大学新闻
与新媒体学院讲师许婧聚焦粉丝圈层中“妈
粉”这一粉丝身份称谓，通过网络民族志的
方法，寻找这一群体操演“母职”身份的动机
与过程。研究发现，“妈粉”是一种流动中的
身份共识。这类粉丝在与偶像的互动中投
注了近似“母子”的亲密情感，借用“母职”指
称来摆脱异性恋框架下常见的“偶像-粉丝”
关系，实际上却难以拒绝现实“母职”中暗含
的性别秩序、权力和意识形态。

性别问题从来都是多重社会因素的交
叠地带。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李海
力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陈旭
将目光投向跨文化的平台交往行为，探究澳
洲某一同性交友软件语境中的种族排斥、偏
见和歧视。研究表明，种族主义以隐蔽的方
式内嵌于西方数字平台的技术设计中，华人
女性在澳洲社会的疏离感和受排斥感在软
件使用中进一步加强。

算法规训与应对：数字劳动的微
观图景

在互联网催生的诸多社会变革中，就业
形态变化对人民生活产生着基础性的影
响。与会学者或做历时性的理论抽绎，或聚
焦特定群体进行经验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
呈现了数字劳动的微观图景。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马克思·普
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在主旨发言
《平台经济中的“逆向劳动过程”》中提出
“逆向劳动过程”这一概念，以点明平台经
济与传统产业的一个本质区别：传统产业
中资本面临的问题是把购买的“劳动力”转
化为实际“劳动”；而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
直接出卖劳动本身，资本面临的挑战则是
维持劳动的稳定性供给。项飙进一步用人
类学的概念“关联性”去解释平台经济的主
要动力来源，以关联性为核心的平台经济
具有很强的实验性与反思能力，或许可为
平台研究的未来提供启示。

创意劳动者是近年来平台催生出的重
要职业群体。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
叶韦明与硕士赵鹿鸣的研究看到了劳动者
在与算法系统互动中复杂的情感关系，分析
他们如何感知、理解和修改平台推荐的算法
系统，从而概括出创意劳动者与算法系统互
动的民间理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牛天则用“数字灵工”来指
代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文化内容创作、提供
线上文化服务的青年群体。她的研究发现，
知识性的劳动能够通过创意提高工作激情
和成就感，但也会导致“数字灵工”进入高度
内卷化的工作状态，陷入“自我锁定”“失活
创意”“路径依赖”等困境。

在互联网平台的普及、特别是新冠疫情
的催化下，直播带货成为个体参与经济生活
的新形式。复旦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
合培养博士生曹钺的发言聚焦弱势群体的
直播带货行为，认为其构成了一种基于“生
存伦理”的小众经济活动，他们在能动调用
平台可供性以维持社会临场感、本真性印象
的同时，也深陷诸如二次伤害、言语欺凌等
风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讲师姬广绪则根据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
田野调查结果，解释年轻彝族主播们如何借
助数字平台将日常生活媒介化，并剖析其建
构“贫困景观”的动机。

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推动妇女事业发展
■ 冮树革

今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
议题之一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10月16
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指出，“现在，已经到了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
的过程中，推动妇女事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实现妇
女发展与共同富裕互进共进、互促共促，成为新时
代妇女事业发展的全新命题。本文将从共同富裕
与妇女发展的关系视角出发，阐释实现共同富裕对
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实现妇女事
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妇女共同富裕的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对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

实现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
同富裕，是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题中之义，事
关妇女事业发展和妇女权益保障，反映了在实现共
同富裕中坚持包容发展、共建发展、共享发展、平等
发展的政策要求和发展取向。

一是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了新时代妇女事业前
行的根本要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
发展要求及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不仅反映了当前社
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发展目标、原则和要求，从社
会政策的性别视角出发，也鲜明指出了在新发展阶
段推进妇女事业的要义关键。聚焦发展，紧扣发
展，推动发展，回应了当前妇女事业发展的现实需
要，也为在实现共同富裕中进一步促进妇女事业提
质升级指明了方向。

二是实现共同富裕彰显了新时代妇女事业发
展的应有之义。实现共同富裕直接关乎广大妇女
的民生状况和发展权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显示，在全国总人口中，女性人口为68844万
人，占48.76%，占据“半边天”。实现包括广大妇

女在内的社会主义人口大国的共同富裕，是伟大
而光荣的事业，不仅对中国妇女的民生福祉意义
重大，对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影
响。特别是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的平等、包容
与发展的要求，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
过的《北京宣言》在理念和目标上高度契合，彰显
了促进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中国特色，体现了
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的中国主张，展现了在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妇女事业发展的中
国实践。

三是实现共同富裕回应了新时代妇女民生建
设的现实需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断加
强和改善妇女民生建设，成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妇女
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实践逻辑。在实现全社会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在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中，中国妇女事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妇女权益在
法治化进程中得到保障和践行，妇女民生状况不断
改善。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尚不
均衡，区域发展还不平衡的国情下，社会收入分配
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和社会安全感有待进一步增
强，妇女民生发展还面临着现实的挑战，诸如低收
入妇女和低收入家庭的民生建设问题，贫困女童、
残疾妇女、失业妇女、重病妇女、老年妇女的权益保
障问题，特定女性群体的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医疗
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等。解决好这些问
题，将极大地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提升全社
会的文明程度，提升全民族的精神面貌，需要针对
妇女民生建设的弱项和短板，努力解决好中国特色
共同富裕中的重大妇女民生关切。

实现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妇女
共同富裕的路径

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及妇女事业
的进步奠定了在实现共同富裕中促进妇女事业发

展的必要基础。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消除了妇女的
绝对贫困，改善了妇女民生状况。但是，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筑牢妇女民生状况持续改善的根基，实
现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艰巨任务。现阶
段妇女事业发展和妇女民生状况改善还存在着较
为明显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突出地
表现为妇女事业和妇女民生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
的问题，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定反映。

共同富裕与妇女发展的实践逻辑为正确处理
实现共同富裕中诸多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维度和视角，必须坚持统筹发展的思想，立足于新
发展阶段的特征，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
性、协同性和全面性，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民生
建设的需求、期待和向往，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的社会建设，推动社会政策创新，加强社会政策的
性别分析，不断优化妇女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一是在优化女性发展环境中促进妇女共同富
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凸显了优
化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应当为包括广大妇女在内
的社会成员向上流动创造空间和机遇，促进社会公
平公正，在实现共同富裕中不断增强社会活力和发
展动力。要在社会政策创新中加强政策的性别分
析，破除影响和制约妇女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要通
过政策创新促进女性就业创业和家庭建设之间的
双平衡，以及妇女生育权益和发展权益的双优化。

二是在助推女性创业中促进妇女共同富裕。
要加强中国特色女性创业的引领和规划，着力培养
女性创业人才，完善女性创业的服务和扶持，加强女
性就业创业培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中国女性
的经济影响力和贡献力。要针对疫情对女性创业
的影响，加强政策设计与创新，不断补齐女性创业的
短板，提升女性创业质量，以创业带动就业，推动妇
女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平等和更加稳定的就业。

三是在健全社会保障中促进妇女共同富裕。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安
排。当前，在妇女社会保障权益不断得到加强的同
时，基于性别视角的社会保障在结构、需求、政策等
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目前，女性低保救助对象还
占有较大比例，青年女性在子女生育、养育、托育和
教育等方面面临的现实负担严重影响和制约生育
愿望。因此，需进一步完善三孩政策的配套措施，
科学推进女性退休制度改革，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中不断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性和可持续
性。特别是要按照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的目标要求，切实保障妇女享有卫生健康服务，完
善妇女大病防治和救助政策，着力避免因病致贫和
因病返贫。

四是在统筹效率与公平中促进妇女共同富
裕。在改革发展中，要统筹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
好“蛋糕”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进一步释放女性
发展潜能，在推动创新创业和实施增收项目中促进
更多妇女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同时，要进一步完善

“三次分配”，推动慈善事业、社会捐赠和社会救助
的法治化发展，以女性特有的爱心和善行展现新时
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中的“她力量”，发挥第三次分
配在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团结、增进社会和谐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建设文明友爱、团结互助的社
会生态，对需要帮助的困难妇女、残疾妇女、困境儿
童等社会群体和贫困家庭提供社会支持、社会帮扶
和社会关爱。

五是在妇女组织引领服务中促进妇女共同富
裕。实现共同富裕为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
新的发展要求、发展指向和发展目标。在不断推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更加需
要包括妇联在内的妇女组织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团
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更好地发挥妇女“半
边天”作用，切实保障妇女权益，助推共同富裕。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员）

“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基本的劳
动性别分工方式，女红被认为是古代女性必须
掌握的基本技能。经由女红，女性的才能和德
性得以体现。也为此，自古女性中女红擅长者
众。朱克柔，生卒年不详，云间（今上海松江）人，
宋高宗时期以织造缂丝著称于世，亦善绘画。

缂丝是一项历史悠久、织法特殊的丝织工
艺，有“织中之圣”的盛名。缂丝原料为蚕丝、金
线，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织造。“缂”字之义，在
南梁顾野王所撰《玉篇》中称为“织纬”，画面的
构成依赖于纬线的变化，织出的图案正反两面
相同。由于不同颜色纬线所织成的图形彼此不
相关联，因此会在图案形状周围留下锯齿状的
空隙，故缂丝又称为“刻丝”。

宋代，缂丝最负盛名，无论包首、装裱，还是
缂丝艺术品山水、花鸟、人物等，均已达到相当
水平，并“以宣和时制作最盛”。南宋时期，江南
的缂丝生产也有一定规模。缂丝作品大都摹缂
名家书画，缂丝技艺在各地能工巧匠的创新中
灵活运用掼、构、结、搭棱、子母经、长短戗、包心
戗和参和戗等多种技法，纬丝色彩不断增加。
当时缂丝的生产中心“北有定州，南有松江”，朱
克柔便是松江地区的杰出代表。

朱克柔以缂丝女红闻名于世，同时也擅长
作画，绘画特长对她的缂丝创作有十分积极的
影响。朱克柔的缂丝作品题材广泛，有人物、树
石、花鸟等，风格清淡古雅，形象生动，运丝如
笔，为一时之绝技。朱克柔的代表作有《牡丹》

《山茶》《莲塘乳鸭图》《桃花画眉》等流传至今，
既富有画意，又具有深厚的装饰趣味。其中，
《莲塘乳鸭图》藏于上海博物馆，《牡丹》和《山
茶》藏于辽宁博物馆。

“朱缂”被誉为中国缂丝技术的高峰，其作
品成为当时官僚文人争相抢购之物。明代文徵
明的曾孙文从简曾在朱克柔的《山茶蛱蝶图册
页》上写下了一段题跋：“朱克柔，云间人，宋思
陵时以女红行世。人物、树石、花鸟，精巧疑鬼
工，品价高一时，流传至今，尤成罕购。此尺帧
古澹清雅，有胜国诸名家风韵，洗去脂粉，至其
运丝如运笔，是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宜宝
之。”清代朱启钤作《丝绣笔记》亦称其“精巧疑
鬼工，品价高一时。”可见，朱氏缂丝技法极为高
超。不仅民间文人雅士，就连擅长书法绘画的
宋徽宗赵佶亦对她的缂丝技艺十分推崇，曾在
她的作品《碧桃蝶雀图》上亲笔题诗：“雀踏花枝
出素纨，曾闻人说刻丝难。要知应是宣和物，莫
作寻常黹绣看。”

从朱克柔高超的缂丝技艺可见，古代女性
从事的女红并不限于惯常所理解的日常家务，
女性经由女红可以走出家庭，创造更高的技术
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编者按·

10 月 16 日出版

的《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

章《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文章指出，“现

在，已经到了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

段。”而实现包括广

大妇女在内的全体中

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是践行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的题中之义，反

映了在实现共同富裕

中坚持包容发展、共

建发展、共享发展、

平等发展的政策要求

和发展取向。本文从

共同富裕与妇女发展

的关系视角出发，阐

释了实现共同富裕对

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及促进妇

女共同富裕的路径。

▲

《山茶蛱蝶图》

——2021年“智能传播与数字平台”青年论坛新视点

▲《莲塘乳鸭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