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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
终期统计监测报告

（一）
妇女与健康

1.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继2000年我国进
入长寿国家行列之后，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其中，
女性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7.37岁提高到2015年
的79.43岁，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80.88岁。据联合国
《世界人口展望》测算结果，2020年，我国女性的人均预期
寿命水平在184个国家中位列第62位，比世界女性平均
水平高4岁。

2.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超四成。《纲要》实施以来，我国
在全力保障母婴安全基础上，积极推进妇幼健康全程服
务，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下降，妇幼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2020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6.9/10万，比2010年降低
43.7%，指标水平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城市与农村
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14.1/10 万和 18.5/10 万，分别比
2010年降低52.5%和38.5%。

3.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纲要》实施以来，我
国妇幼健康服务内涵不断拓展，妇幼健康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2020年，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52家；妇产医院
807家，是2010年的2倍；妇产科医师28.5万，比2010年
增长55.7%。2012年以来全国住院分娩率持续保持在
99%以上，2020年为99.9%，比2010年提高2.1个百分
点；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92.7%，比2010年提高8.7个百
分点，明显高于《纲要》“达到85%”的目标。2020年，孕产
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分别为97.4%和95.5%，分别
比2010年提高3.3个和4.7个百分点。

4.妇女生殖健康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纲要》实施以
来，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全面实施，孕前风险
防范意识不断增强；生殖健康知识大力普及，妇女自我保
健意识和能力大幅提高。2020年，全国共为867万名计
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平均达
96.4%，筛查出的风险人群全部获得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
治疗转诊等服务。2020 年，妇女常见病筛查率达到
86.6%，比2010年提高25.4个百分点，实现《纲要》“达到
80%以上”的目标。

2010—2020年全国妇女常见病筛查率

（二）
妇女与教育

1.女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得到切实保障。《纲要》实施
以来，我国连续实施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多种形式增
加学前教育资源，切实保障女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
益。2020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包括幼儿园和附设幼儿
班）在园女童2272.1万人，比2010年增加919.5万人，增
长68%，增速比全部在园儿童高6.1个百分点；接受学前
教育的女童所占比重为47.2%，比2010年提高1.7个百分
点。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5.2%，远高于
《纲要》“达到70%”的目标。

2010—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在园女童人数及所占比重

2.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纲要》实施以
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的不断完善，以
及“春蕾计划”等女童专项扶助政策的实施，女童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小学学龄女童基本实
现应上尽上，净入学率自2015年开始连续6年保持在
99.9%以上，与男童基本持平，在义务教育阶段已基本消
除性别差距。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2%，比
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如期实现《纲要》“达到95%”的
目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为7285.2万人，比
2010年增加197.5万人，增长2.8%，占在校生的比重为
46.6%。

3.女生平等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得到巩固加强。《纲要》
实施以来，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升，女生平
等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巩固加强。2020年，全国高
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2%，比2010年提高8.7个百分
点，实现《纲要》“达到90%”的目标。2020年，高中阶段教
育共有在校女生1950.4万人，占比46.9%；其中，普通高

中在校生中的女生为1257.5万人，占比50.4%，连续6年
保持在半数以上。

4.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纲要》实施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机
会不断增加；多渠道、多形式为贫困和残疾女大学生提供
资助，女性平等接受高等教育得到有力保障。2020年，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比2010年提高27.9个百分
点。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59.9万人，占全
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9%，比2010年提高3.1个百分
点；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1674.2
万人和450.6万人，占比分别为51.0%和58.0%，分别比
2010年提高0.1个和4.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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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性别差距进一步缩小。根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其中男性10.22年，女性9.59年，
性别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性少0.8年缩小为少0.6
年。全国文盲率2.67%，其中女性为4.10%，比2010年下
降2.1个百分点，性别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性高4.1
个百分点缩小为高2.8个百分点。

（三）
妇女与经济

1.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四成以上。《纲
要》实施以来，就业政策和创业扶持政策逐步完善，妇女就
业渠道不断拓宽，女性就业人数稳步增长。2020年，城镇
单位女性就业人员为6779.4万人，比2010年增加1917.9
万人，增长39.5%。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
重为43.5%，实现《纲要》“保持在40%以上”的目标。

2.女职工劳动保护得到大力加强。2012年《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颁布实施，推动了女职工劳动条件
不断改善，有力维护了女性在劳动中的合法权益。2020
年，全国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企业比重达
71.3%，比2010年提高16.4个百分点。

3.农村贫困妇女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经过持续
奋斗，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脱贫人口
特别是脱贫妇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面解决。截至
2020年底，实现脱贫的近一亿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

4.对贫困妇女的保障力度持续加强。《纲要》实施以
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拓展女性就业渠道、提升技能
水平、加强健康保障的政策和措施，为贫困妇女脱贫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020年，全国城市、农村低保
人均保障标准分别为每月677.6元和 496.9元，分别是
2010年的2.7倍和4.2倍；全国城乡低保对象和农村特困
人员共 4872.1 万人，其中女性 2094.7 万人，占比为
43.0%，比2010年提高9.1个百分点。

（四）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1.全国女人大代表和女政协委员占比均达历史最
高。《纲要》实施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和支持妇女参政议政，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明显提高，妇女的政治权利得
到有力保障和加强。2018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共有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比第十
一届（2008年）提高3.6个百分点，是历届人大代表中女性
比重最高的一届。政协第十三届（2018年）全国委员会中
有女委员440人，占委员总数的20.4%，比第十一届（2008
年）提高2.7个百分点，也是历届政协委员中女性比重最
高的一届。

历届全国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所占比重

2.女性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更加深入。《纲要》实施以
来，我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们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公
开、透明、择优的选拔任用机制持续完善，女性在企业管理

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20年，企业职工董事和
职工监事中女性比重分别为34.9%和38.2%，分别比2010
年提高2.2个和3.0个百分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性
代表比重为30.2%，比2010年提高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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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更加广泛。《纲要》实施以
来，妇女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居委会和村委会成员中
女性比例均有提高。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一直保持在
一半左右，2020年为52.1%，比2010年提高2.5个百分
点，实现《纲要》“保持在50%左右”的目标。村委会成员
中女性比例为24.2%，比2010年提高2.8个百分点。

（五）
妇女与社会保障

1.女性生育保险覆盖面明显扩大。《纲要》实施期间，
覆盖全体妇女的生育保障制度体系逐步建立，生育保险和
职工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全面推进，基金共济能力明显增
强；未就业妇女生育医疗费用通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解决
政策的实施，实现了生育医疗费用保障的全覆盖。2020
年末，女性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为1.03亿人，比2010年
增加4931万人，是2010年的1.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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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大幅增加。近年来，我国
在城乡妇女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制度全覆盖的基础上，通过
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和补充医疗保
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使更多女性享
有更公平的医疗保障。2020年末，全国女性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的人数为6.5亿人，是2011年末的3.4倍；其中，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6亿人，比2010年末增加
5801.8万人，增长55.1%；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人数为4.9亿人，比2011年末增加4.1亿人，是2011年末
的6.5倍。

3.女性养老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纲要》实施以
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建立了统一的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到适龄未参加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凸显了制度的普惠性和兜底性。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为
4.7亿人，比2016年末增加1.2亿人；其中，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1亿人，比2010年末增加
9655.5万人，增长86.2%；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的人数为2.6亿人，比2016年末增加9170.1万人，增长
53.8%。

4.女性参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人数增长约八成。
《纲要》实施以来，通过实行失业救济制度、国有企业待业
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
妇女就业相关权益得到切实保障。2020年末，女性参加
失业保险的人数为9207.2万人，比2010年末增加4058.2
万人，增长78.8%；女性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1.03亿人，
比2010年末增加4570.5万人，增长80.2%。

（六）
妇女与环境

1.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不断深入，我国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
明显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系统稳定
性增强。目前全国共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各级各类
保护地1.2万个，保护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18%。
据“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14—2018年）资料，全
国森林面积超过2.2亿公顷，比第八次清查（2009—2013
年）时增加了127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2.96%，提高
1.33个百分点。

2.城市环境质量不断优化。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
整治的力度加大，全国城市环境“颜值”明显提升，民众
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大为增强。2020年，全国城市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14.8平方米，比2010年增加3.6平方米。城
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分别为 42.1%、97.5%和 99.7%，分别比
2010年提高3.5个、15.2个和21.8个百分点。2020年，
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
度为33微克/立方米，首次低于国家二级标准（35微克/
立方米）。

3.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2018年，中央农办等18
个部门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
启动并实施村庄清洁行动，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全国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
清洁行动，村民的环境与健康意识进一步增强，村庄环境
趋于干净整洁。2020年，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重
达到88.0%，比2010年提高30个百分点，实现《纲要》“达
到85%左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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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社区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近年来，相关部门
大力推动社区服务建设，社区公共事业服务、便民利民商
业服务普遍开展。2020年末，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
构和设施80.2万个，比2015年末增加44.1万个。2020
年，全国城市和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
100%和65.7%，与2016年相比，分别提高20.7个和51.4
个百分点，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生存和发展环境不断
优化，生活更为便捷。

（七）
妇女与法律

1.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纲要》实施以来，
我国不断强化男女平等的法治保障，目前已形成以宪
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以国家各种单
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为补充的保障妇
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完整法律体系。民法典、劳
动合同法、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
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
律法规的颁布和修订，对女性财产权益、女性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以及女职工健康权益
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使维护妇女权益、男女平等
的法律法规体系更加完善。特别是2015年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标志着家暴行为正式进入了法律监管范畴，对我
国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具有里程
碑意义。

2.打击拐卖妇女犯罪取得显著成效。为有效打
击拐卖妇女犯罪，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我国发
布了第二个反拐行动计划《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
计划（2013—2020 年）》，依法坚决打击拐卖妇女犯
罪，加大拐卖人口犯罪“买方市场”的整治力度，从源
头减少拐卖妇女案件的发生，拐卖妇女现象得到有
力遏制。

3.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得到大力加强。截至2020
年底，全国共有法律援助机构2651个，法律援助工作站
点 7.5 万个。2020年，获得法律援助的女性 34.1 万人
次，比 2010年增长 73.7%。2011—2020年，全国共有
330.7万人次的女性获得了法律援助。2020年，县级以
上妇联组织受理妇女儿童投诉件次数超过 18.8 万件
次。

为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推动男女平等，我国于2011年颁布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近期，国
家统计局根据《纲要》监测指标数据和相关资料，对《纲要》在健康、教育、经济、决策和管理、社会保障、环境、法律等七个领域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终
期统计监测。结果显示：十年间，《纲要》主要目标如期实现，妇女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妇女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但妇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相关领域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

《纲要》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女性健康发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虽然我国妇女健康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城乡间差距依然存在。2020年，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为18.5/10万，比
2010年降低38.5%，但仍高于城市14.1/10万的水平。

2.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仍待加强

《纲要》实施以来，妇女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妇女参与水平有待提高。2020年，村委会
成员中女性比例为24.2%，距“达到30%以上”的《纲要》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

来源：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