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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在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各国代

表齐聚，讨论妇女、和平与安全议题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与会代表认

为疫情依然是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最大阻碍，提出要扭转军

事开支上升趋势，加大对性别平等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切实推动妇女参

与和平进程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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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投资妇女

■ 王天禹 李英桃

2021 年 10月 21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
“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举行。这是世界各国对以联合国安理
会第1325（2000）号决议为基石的“妇女、和平
与安全”议程落实情况的年度审视与推进会
议。本次辩论会的主题为“妇女、和平与安全：
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投资妇女”。

由于“在她们手中：妇女拥有和平的所有
权”摄影展正在美国纽约进行巡展，公开辩论
会以一段关于该展览的视频开始。联合国秘
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新任联合国妇女署
执行主任西玛·巴胡斯、非洲联盟妇女、和平与
安全问题特使席比内塔·迪奥普以及哥伦比亚
非政府组织原住民代表西莉亚·乌门扎·贝拉
斯科首先向大会做了情况通报。其后，约50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会议主题进行发言。
结合与会者的情况通报、各国代表发言及联合
国秘书长于2021年9月27日提交的《秘书长
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年度报告》（以下简称
《秘书长年度报告》），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讨论
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最新进展和与
会者的主要观点。

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和平安全和
性别平等状况的恶化趋势

研究数据显示，在冲突影响下，全球现有
1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明显高于一年前
的7700万人；到2020年底，由于冲突、人道主
义危机、迫害、暴力和侵犯人权而被迫流离失
所的人数已增至8240万，为有记录以来的最
高值，达10年前的2倍之多。2020年，在联合
国领导或共同领导的和平进程中，妇女只占代
表的23%。有与性别相关条款的和平协定占
和平协定总数的28.6%，远低于2015年达到
的37.1%这一最高水平。2018年至2020年达

成的停火协议中没有一项涉及性别规定。在
冲突中和冲突后国家，妇女只占议会席位的
18.9%，而全球平均值为25.5%；在脆弱和受冲
突影响的国家，妇女在公共行政部门中的比例
平均只有23%，不到所有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
一半。古特雷斯在情况通报中说，在每一次人
道主义紧急情况下，妇女权利的时钟并没有停
止，而是在倒转。而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
了冲突局势中妇女面临的困难。

扭转军事开支上升趋势 加大对性
别平等的政治和财政支持

限制军费开支是妇女争取和平运动的首要
战略目标，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核心承诺。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以下简
称《北京行动纲领》）中也包括了裁减过分的军
费开支和控制军备供应的承诺。《秘书长年度报
告》中指出，新冠疫情迫使许多国家采取非同寻
常的财政措施，用以应对卫生紧急情况，并提供
经济救济。2020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
是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军事开支超过了
与疫情有关的医疗卫生开支，大大削减了可用
于支持妇女和女孩特殊需要的资金。

来自非洲联盟和哥伦比亚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在情况通报中都指出，资金缺乏阻碍了基层
妇女的发展。爱尔兰代表在发言中提出，资金
对推动妇女从和平进程与和平谈判的边缘走向
中心起到决定性作用。多位代表均表示，军事
化是妇女权利与和平发展的障碍，强调必须扭
转军事开支上升的趋势，强化对性别平等及赋
权妇女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妇女署执行主任巴
胡斯在情况通报中着重提出，“需要增加对‘妇
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资金支持，扭转军事开
支的上升趋势。”这不仅是《北京行动纲领》对缔
约国的倡议与要求，更是有效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前提。同时，苏丹的实例表明，通

过讨论人权和基于性别的公共预算编制问题，
进而推动通过社会保障国家战略，受冲突影响
国家能够扭转军事开支上升的趋势，从源头上
保障妇女充分享有社会资源，将会有效解决妇
女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问题。

推动妇女切实参与和平进程 力争
将妇女担任领导发展成国际规范

“参与”是安理会第1325（2000）号决议中
提出的实现“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四大支
柱之一。但是，在妇女参与政治领导、和平与安
全以及获得经济资源和决策方面，长期存在差
距且处于停滞状态。古特雷斯在情况通报中表
示，他刚参观了“在她们手中：妇女拥有和平的
所有权”摄影展，摄影师镜头下的妇女们正处在
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的最前沿。妇女是和平建设
者、人权捍卫者、决策者、领导者，她们是带来变
化的人；她们参与调停、谈判，落实和平协定，推
动和平过渡，为妇女权利与社会团结而奋斗。
同时，妇女往往是非正式的谈判者，很大程度上
被排除在正式谈判与决策之外。因此，秘书长
呼吁不能再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排除在国际和
平安全之外，“今天，提倡女性领导力是一项事
业；明天，这必须成为规范。”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妇女在维和
与建和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国政治与维
和特派团要同当事国充分沟通协调，根据具体
条件支持当地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和平进程，
保障妇女在和平谈判和政治安排中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促进两性平等，推动妇女切实参与
和平进程和政治过渡，对于将承诺转变为行
动，实现性别平等至关重要。古特雷斯呼吁会
员国采取措施，包括配额制等暂行特别措施，
以确保更多妇女平等参与和平进程、政治进程
和其他决策进程。

根据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统
计，截至2021年9月，共有98个国家通过了落
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国家行动计划。
国际社会一般认为，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是将落
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承诺转化为实际
行动的有力工具。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
程是一项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国际和平安
全议题。在当前国际社会多重危机的影响之
下，将妇女置于全球建设和平任务的中心和首
要地位，对有效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
实现可持续和平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

（李英桃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博导，王天禹为该院博士生）

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巾帼建功“十四五”
■ 魏国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我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新

“两纲”实施之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交汇点上，全
国妇联依据国家建设、民族复兴和妇女发展的现实
要求，印发了《“十四五”时期妇联事业发展规划》。
《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把
妇女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是“十四五”时期妇联工
作的重要政治任务。

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包括加强政治引
领、深化价值引领、创新典型引领、强化网上引领等
多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系统工
程。妇联组织要通过贴近妇女群众的系列活动，深
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宣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爱
国主义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深入宣传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运用先进妇女典型示范，打造全媒体大
宣传格局，引导妇女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激发广大妇女的历史责
任感和主人翁精神，自觉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发展蓝
图而努力奋斗。这其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妇女群众，增强广大妇女对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是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关键环节。

坚守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
了世界，深刻改变了中国，也为中国妇女解放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妇女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妇女参
加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民主富强的伟大斗争，

在阶级解放和国家发展中实现了自身跨越式的解
放和发展。

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率先
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提出妇女解放的中国方案，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历程。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的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妇女解
放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向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
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共产党人，提出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新论断，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成为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上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一系列问
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和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新形态。近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用妇女群众能理解、好掌握的中国
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引领广大妇女投
身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伟大实践。在这一伟大
实践中，妇女群众体悟了真理的力量，构筑了信仰
的根基，激发了奋进的豪情。这是中国妇女运动持
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法宝。

在新的百年征程中，妇联组织要用只有马克思
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妇女的铁一般的事实，引
导广大妇女继续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基，把稳社
会主义思想之舵，矢志不渝地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男
女平等，向着妇女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
不断迈进。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的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
习时的讲话中说：“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

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在探索
和实践中找到了、坚持了、拓展了一条完全符合中
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党和
国家才创造出辉煌的发展成就。当前，要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
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是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落实“十四五”规划的康庄大道，也是持
续推进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因
为，中国妇女的前途命运历来与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是妇女解
放与发展的根本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
是推动中国妇女不断发展的道路，就是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
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
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而奋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已经成为广大中国妇女的庄严选择。

妇联组织要用革命、建设、改革的大量成功事
例，引导妇女群众认清“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
确道路多么不容易”，它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要带领各族各界妇女厚植家
国情怀，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在推进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中推动
性别平等。这既是妇女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自觉行动，也是妇女实现自身解放与
发展的有效作为。

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
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可以说，“今天，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跃
进，都是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的每一项
成果，都会惠及中华全体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共同为之奋斗，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智慧和力
量不可或缺。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跑，既
是妇女应尽的义务，也为妇女增长才智、展示才华、
推进男女平等创造了空间和平台。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也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要牢牢把
握这一时代主题，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男
女平等发展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向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迈进中，妇联组织要引领
广大妇女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
心，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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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妇女与经济同步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与男性平
等发展，确保妇女平等分享发展成果。

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历程表明，“信仰、信
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妇女事业每前进
一步，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思想
保证。党和国家的“十四五”规划擘画了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蓝图。滋润着红色基因成
长起来的妇联组织，有责任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职
能，用更响亮的主旋律，更强劲的正能量，引领妇
女群众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奋进“十四五”，建功
新时代。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研
究员）

黄道婆，又名黄婆、黄
母，生于13世纪中叶，卒于
14世纪初，一般认为是松江
府乌泥泾（今上海市华泾镇）
人，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
家、技术改革家。

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经
济不断发展，棉纺织业逐渐
在全国普及。当时，海南岛
是我国主要的棉花种植区，
当地黎族人民在日常实践中
创造出轧、弹、纺、织、染等一
整套棉纺织生产工具和生产
技术，生产出来的“缦布”“黎

幕”产品十分精致，深受欢迎。据传，黄道
婆少时为童养媳，因不堪虐待流落崖州（今
海南崖县），在该地居住数十年，向黎族妇
女学习了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

元贞年间，黄道婆返回故乡，彼时的松
江乌泥泾棉纺织技术仍较为落后，轧棉、弹
棉、纺纱、织布的效率低，质量差。黄道婆
回乡后，把在崖州学到的轧棉车、弹棉椎
弓、纺车、织机的制作与使用方法结合当地
的纺织工艺加以改造。例如，她改造了崖
州轧棉车，使用运转方向相反的两轴手摇
式“搅车”轧棉籽，其中一轴为铁制以增加
碾压力，可将“籽落于内，棉出于外”，因而
实现了“功利百倍”。此外，黄道婆还发明
了四尺长的“绳弦大弓”，以代替原来一尺
左右的小竹弓弹棉，改进了弹棉工艺，提高
了弹棉效率和质量。同时，她还将松江一

带使用的“手摇单锭纺车”改造为“三锭脚
踏纺车”，省时省力，大大提高了纺纱效
率。据传，黄道婆还革新了脚踏织布机、包
括平纹织机和提花机。她结合自己的实践
经验，总结出了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挈花”
的工艺技术，并传授给乌泥泾妇女。

在黄道婆的推动下，松江棉纺织业由此
振兴。精美的松江布价格昂贵，各地商贾争
先贩运，不少成为贡品。其中，“乌泥泾被”
更是闻名全国。至元末，松江地区成为全国
棉纺织业中心，以棉纺织业为生者达千余
家，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美誉。

黄道婆推广棉花种植，革新棉纺织工
具，改进并传授纺织技艺，不仅改善了乌泥
泾和邻近地区人民的生活，对松江一带棉
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甚至促进了整个长江下游棉纺织业的
发展，对明清两代江南农村和城镇的经济
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道婆去世之后，为缅怀她的功绩，当
地人将其奉为纺织之神，为其建立祠院，香
火绵延不断。元明清以来，亦多有诗词和
碑文记载了黄道婆的贡献。科技史专家李
约瑟评价黄道婆为十三世纪杰出的棉纺织
技术革新家，对她在棉纺织史上的革命性
作用给予了高度认可。1980年，我国发行
了一枚纪念邮票，表彰了黄道婆对中国棉
纺织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至今，上海
地区与黄道婆有关的祠、庙、堂等有十多
处。可以说，黄道婆算得上是最广为人知
的中国古代女性科技人物。

·编者按·

全国妇联日前印

发《“十四五”时期妇

联事业发展规划》，明

确提出要加强妇女思

想政治引领工作，把

妇女群众紧紧凝聚在

党的周围。本文作者

认为，加强妇女思想

政治引领工作是“十

四五”时期妇联工作

的重要政治任务，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妇女群众，增强广大

妇女对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的信念，对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信心，是加强妇女

思想政治引领的关键

环节。

——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

开
栏
的
话

日前，全国妇联印发了《“十四五”时期妇联事业发展规划》。《规划》紧紧围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对促进妇女儿童发展和加强家庭建设的具体

部署，提出“十四五”时期妇联工作的21项目标任务、51项具体举措，并重点突出六大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妇女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引领

妇女建功新征程，充分发挥妇女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深入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

根；强化维权和服务，不断增进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化与港澳台妇女联络联谊，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坚持党对妇联的全面领导，进

一步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新女学》周刊特推出《“十四五”时期妇联事业发展规划》专家解读系列，邀请专家围绕上述六个方面，深入解读

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妇女儿童和家庭发展的系统设计与具体举措，展望新征程上巾帼建功的目标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