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儿童保护新征程,相关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4

■ 策划 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
■ 执笔 特邀舆情观察员 南储鑫

2021年，党中央聚焦群众关切，
开展“净网”集中行动，网络上的有害
信息和不良内容明显减少，主旋律和
正能量在网络空间得到进一步弘扬，
显著的治理成效赢得广大网民“点
赞”，也为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应对和
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021 年，性别平等议题被广泛
纳入决策主流，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
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各地纷纷出台
促进性别平等的新举措，“她力量”在
各行业中持续展现新作为，妇女儿童
事业的新进展新成绩有目共睹。与
此同时，也应该看到，针对妇女的暴
力问题仍需持续关注，歧视妇女的性
别观念继续在新媒体平台延续，舆论
呼吁要进一步提升政策性别敏感，建
构性别平等的共识，推动性别平等再
上新台阶。

舆情观察员认为，做好性别平等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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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
节，正确认识网络舆情在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是
新发展阶段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点任务和客观要求。2021年，保障妇女权益
被广泛纳入决策主流，为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
合法权益、促进性别平等提供了制度化支持。

规划纲要擘画妇女发展美好愿景。2021
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专
节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明确要持续
改善妇女发展环境，促进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权
利、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描绘未来10年
妇女发展美好愿景，提出保障妇女平等享有接
受教育、就业创业、参与决策和管理等权利，全
面落实男女同工同酬，拓展支持家庭与妇女全
面发展的公共服务。《“十四五”时期妇联事业发
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以深化妇联改革为动力，
切实履行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
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基本职能，坚持和完善促进
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扎实做好
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和家庭工作，为推动我
国妇女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体系持续健全。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

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时隔16年后再次对妇
女权益立法进行全面修订，是消除性别歧视、维护
妇女权益的重要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乡村振兴促进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法律援
助法，多领域为保障妇女权益夯实法治根基。最
高法印发意见，明确健全家暴受害人人身保护令
实施机制。全国妇联推出《防治职场性骚扰指导
手册》《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全国总工
会推动将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纳入集体合同和女职
工专项集体合同条款。相关法律政策体系合力维
护妇女合法权益，推进性别平等。

舆论积极建言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舆论反
响热烈、网民积极建言。总的来看，舆论呼吁要强
化妇女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如部分专家建议法
律修订将“考虑妇女特殊利益”修改为“考虑妇女
需求”，进一步正视妇女需求，去掉特殊性；为避免
以男子为参照物，防止进一步固化传统的性别刻
板印象和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观念，一些专家建议
将“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的表述修改为“男女
享有平等的权利”；从性别权力结构出发，有建议
提出将针对“女学生”的性骚扰、性侵害教育进一
步扩展为全体“学生”，重视男性参与性别平等。

科技创新等女性支持政策体系取得新突
破。2021年，全国妇联、科技部等7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的意见》，联合
启动“科技创新巾帼行动”。科技部、全国妇联
等13个部门印发的《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
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明确在

“十四五”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要坚持性别平
等、机会平等，为女性科技人才成长进步、施展
才华、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环境，努力造就一批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女性科技人才。为建设科
技强国贡献巾帼力量。

三孩配套政策要注重对女性的关爱。2021
年5月，我国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舆论认为这是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举措，
最终是要解决我国人口结构问题。基于国际经
验，提高生育率不是短期内解决的。为此，舆论
呼吁政府要完善公共服务，建立生育友好型社
会，防止生育责任窄化为妇女责任、造成职场对
妇女的歧视问题，要通过增强公共政策的性别敏
感，对母职惩罚和父职缺席的协同治理，化解低
生育风险，加强和创新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促进
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从而助力提升生育率、
促进社会经济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协调发展。

各地纷纷出台推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
2021年，20余省份完成人口计生条例修改，增设

育儿假、延长产假等维护妇女权益的举措。北
京、福建、四川等地公布支持女性科技人员创新
的行动方案。深圳市率先出台广告性别平等审
视指南，首次明确涉嫌广告性别歧视的情形，增
设广告性别平等审视的标准，创建广告性别平等
审视机制，加强对性别歧视广告的审视处置。

婚俗变革进展获得舆论积极支持。针对近
年来农村地区的一些高彩礼、婚闹等陋习，倡导婚
俗改革成为网络舆论上的重要共识。2021年，民
政部推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河北省河间市等15
个单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等17个单位分两批
被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区围绕婚俗
改革试点主题，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遏制婚俗不正
之风，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一些地方
出台政策深入挖掘选树“抵制高价彩礼，摒弃婚嫁
陋习”的婚恋新风尚好青年典型，大力倡导“不要
彩礼”“少些攀比多些理智”等具有性别平等内涵
的婚恋新观念，相关举措获得网民点赞支持。

“她力量”在各行业中持续展现新作为。
2021年，.8位女性获颁“七一勋章”。她们分别是

“渡江英雄”马毛姐，群众心中的“活雷锋”王兰
花，“燃灯校长”张桂梅，“小巷总理”林丹，爱国守
边精神的传承者卓嘎，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
业的黄文秀，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黄宝
妹，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瞿独伊。东京
奥运会中，中国奥运健儿共获得38枚金牌，其中
女运动员获得22枚，占中国总金牌数的近三分
之二。女运动员的奥运佳绩彰显了中国男女平
等事业的巨大进步，为中国女性的独立和发展起
到了榜样作用。石家庄藁城、南京禄口机场、扬
州、西北旅行团、西安疫情阻击战很快控制了局
面，一批批甘于奉献的医务人员成了最美逆行
者，女性持续成为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这一
年，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十三号顺利进入太空，王
亚平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迈
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孟晚舟在
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网民
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云接机”活动，据统计，当
晚有 465家媒体和机构账号视频直播，超过
6200万人观看。微博话题#孟晚舟回到深圳#阅
读13.6亿次，#欢迎孟晚舟回家#阅读6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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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环境中的性别平等进展与女性力量释放

2021年，网络空间的大力治理使妇女儿童网络舆情应对的环境进一步优化，性别平等议题被广泛纳入决策主流，促进性别

平等的新举措纷纷出台，“她力量”在各行业中持续展现新作为。与此同时，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仍需持续关注，歧视妇女的性别

观念继续在新媒体平台延续，舆论呼吁要进一步提升政策性别敏感，建构性别平等的共识。通过梳理年度妇女儿童网络舆情，我

们期待进一步发掘、研究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规律性问题，为做好妇女儿童工作、完善网络治理提供参考。

2021年，保护儿童的法规体系
和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十四五”规
划纲要倡导建立儿童友好型城市，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开启儿童保护新征程，相关的体
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但是针对儿童
的暴力也并不鲜见，惩治拐卖儿童犯
罪行为在网络上掀起新波澜。

保护儿童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健
全。202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年）》提出70项主要目
标和89项策略措施，纲要坚持儿童
优先原则，更加注重家庭、学校、社会
和网络对儿童的全方位保护，把义务
教育作为教育投入重中之重，促进儿
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完善儿童健
康服务体系；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
套支持措施重大决策出台，《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推动建立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国务院办公厅成立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保障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强调对父母
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保护，文旅
部发文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
这一系列政策新举措，都从更深层面
保障儿童权益，创设更加有利于儿童
全面发展的美好环境。

舆论高度支持严惩针对儿童的
暴力犯罪。2021年，重庆一男子为
讨新女友欢心将一儿一女推下楼摔
死被依法严惩，黑龙江哈尔滨强奸4
岁女童的罪犯刘某被执行死刑，广西
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百香果女孩被害案”凶手杨某执行
死刑……这一系列针对儿童的犯罪
行为获得严惩，向全社会彰显法治的
力量，表明国家依法严惩侵犯未成年
人犯罪的坚定立场，宣扬对未成年人
特殊保护的司法理念。

拐卖儿童犯罪持续获得网络关
注。2021年12月6日，电影《亲爱
的》原型孙海洋失散多年的儿子孙
卓被找到。2007年10月9日，四岁
的孙卓被人用玩具车拐走，其父孙
海洋历经千辛万苦寻子14年，警方
终于破获这起拐卖案件。孙海洋寻
子成功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接
连寻亲成功的消息也登上社交平台
热搜榜，儿童拐卖犯罪行为对于寻
亲家庭造成的伤害、买卖同罪的热
议成为舆论场中较为敏感的话题。
而由寻亲、打拐、对于买家的定义等
引发的情感共鸣也引发网民群体效
应，由此在全网引发了新一波寻亲
行动，舆论呼吁严惩收买孩子的违
法犯罪行为，让拐卖儿童犯罪分子
付出沉重代价，同时也要完善现行
收养制度，关爱和救济那些有特殊
需要的家庭。

——2021年度妇女儿童热点舆情观察与分析

家庭暴力不是私事，而
是社会公害，是违法犯罪。
预防和制止包括家庭暴力在
内的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事关消除歧视、促进性别平
等，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各
界持续努力，舆论结合具体
性别暴力事件，呼吁有效防
治性别暴力问题。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问
题任重道远。2021年 3月，
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全国公安机关反家暴工作、
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做出
通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
各地公安机关共参与调处化
解家庭矛盾纠纷825万余起，
有效预防制止家庭暴力行为
617万余起。但是家庭暴力
依然不时见诸网络，一些恶性
家暴案件引发网民愤慨。
2021年 2月，嫁给青海蜂农
的女记者金瑜撰文自述长期
被家暴、带子出逃。3月，福
建一女子遭家暴头骨开裂昏
迷63天,警方已立案。应该
看到，反家庭暴力是一项综合
性社会工程，需要多部门多机
构间的有效合作。为此，有专
家呼吁要在政府部门设立专
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机构，设立
统一的报案热线、网络终端求

助以及面对面的接案人员，给不同需求
的求助者选择，确保反家暴取得实打实
的成效。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问题仍需持续
关注。“江歌妈妈遭遇网络暴力5年起诉
十名网友”，“清华大学跳舞女孩遭遇网
络暴力”，检察院依法对“网络诽谤女子
出轨自诉转公诉案”嫌疑人以诽谤罪提
起公诉……这一系列事件都在互联网上
引发轩然大波，舆论呼吁要进一步加强
宣传和教育，让消除性别暴力、维护妇女
权益的理念和规则更加深入人心，要通
过数据监测找出法律与实践之间的差
距，识别并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充分发
挥法律的效力，才能有效预防和制止性
别暴力问题。

防止“饭圈文化”中的暴力伤害。“饭
圈文化”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已从最
初的为艺人作品应援渗透到各个方面，
乃至滥用举报、控制评论、互撕谩骂、人
肉搜索、网络暴力。2021年，曾经的“顶
流”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北京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其粉丝却坚信“凡凡是清白
的”，叫嚣要组团探监、劫狱救人，对受害
者都某进行各种污蔑和网络暴力，不仅
造成二次伤害，也严重破坏网络生态。
针对“饭圈”狂热到频繁“出圈”的问题，
中央网信办开展了“清朗·‘饭圈’乱象整
治”专项行动，14家平台还发起《构建清
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如何进一步
加强网络监督和正确的网络舆论引导，
消除网络暴力，探索形成规范“饭圈”管
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亟待关注。

新媒体的发展进程中，短视频
因为较低的门槛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而深受大众喜爱，不少网民沉浸在
短视频带来的互动感、价值感和成
就感中。据统计，截至2021年6月，
中国短视频用户已达8.8亿，并仍有
增长趋势。有将近42.8%的用户开
始自制并上传短视频，其中有
68.5%的内容是在记录“个人生活”，
女性成为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重要
力量，在正视“她时代”到来的同时，
也需要保持性别敏感的审慎。

女性经济和文化持续定义“她”
时代。应该看到，如今网络对女性话
语的包容度更高，网络直播带货、短
视频中的女性以庞大的粉丝群体和
强大的共情心理，加之与消费主义形
成完美结合，获得资本市场青睐。舆
论呼吁要正视女性在网络表达中彰
显的女性欲望、价值、诉求、情感与理
想。有学者因此指出，以女性文化为
主导的消费时代重新定义了女性存
在的意义，“她”文化和“她”经济的

发展标志着“她”时代的到来。
避免“她经济”落入物化女性的

窠臼。要看到网络直播带货、短视频
中的女性，依然未能摆脱物化女性的
标签，不自觉流露出被控制的、集体
无意识的男性立场，满足男性审美的
需要。有观点认为，消费景观制造了
诸如饭圈文化、网络红人、直播带货、
耽美、网络IP等消费符号，女性沉浸
在信息技术建构的消费文化机制中，
通过物质消费来证明女性存在的意
义和价值，其中裹挟着消费主义的陷
阱。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逐步建
构性别二元对立，遮蔽了更深层次的
性别权力结构问题。

继续警惕将性别平等极端化的
思维。2021年，陈露控诉霍尊对她
使用冷暴力、PUA的文章在网络上
获得疯传。随着后续陈露因涉嫌敲
诈勒索被刑拘，此前极力为陈露辩
护的观点开始受到攻击。舆情观察
员认为，一方面，要继续警惕少数人
将维护妇女权益和推进性别平等的

诉求极端化和误读；另一方面，也要
防止部分网络大V煽动反对性别平
等、固守性别刻板印象的力量，将反
对极端男女平等的诉求扭曲为对消
除性别歧视、实现性别平等目标的
质疑和攻击。

“暖被窝”不能演变为对女性的
道德强制。2021年，某县政府网站
公布了当地民政局就政协委员《关于
重视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的建议》的
回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问
题正在逐步由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
问题”，并明确“鼓励女青年留在家
乡”。随后，该题目在网络上被人为
修改为《“解决农村大龄男娶媳妇难”
很有必要》，并被进一步加工演绎为

“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从而引发
了极大的网络争议。有网民表示，择
偶难从根本上是性别不平等和城乡
差距相交织形成的复杂问题，要依法
坚持婚恋自由，而不是对女性进行道
德强制，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去为农
村大龄男“暖被窝”。

舆情观察员认为，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发展新形势要求政
府、妇联组织、网络平台和社会各界履行好推动男女平等的职责，要正视
妇女需求，消除对妇女的歧视，进一步提升政策、新媒体平台和公众的性
别敏感，持续建构性别平等的社会共识，切实保护好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促进妇女儿童事业持续发展进步。

性别平等议题被广泛纳入决策主流，她力量展现新作为

新媒体中的性别敏感需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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