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指出，发展是人

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中国将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支持开展全球发

展倡议合作。从“发展权”角度解读全球发展倡议，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

其世界意义。“倡议”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关切的新阐释，是中国引领全球

落实“发展权”的新实践，为落实“发展权”中性别平等目标带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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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的十年辉煌征程中，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使中国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实现平等发展的希望，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妇女事业的新

发展格局，持续推动妇女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妇女发展与国

家现代化建设齐头并进，在提升妇女社会参与层次中发挥在

家庭生活中的性别独特作用。这就是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新

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向前延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就是新时代妇女奋进的新方向。

理解全球发展倡议深远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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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英桃

2021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6届
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下简称

“倡议”）。一年来，“倡议”正在全球范围内稳
步推进、落地落实。2022年1月，“全球发展
倡议之友小组”（The Group of Friends
of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成立，
标志着倡议合作机制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
话会上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中
国将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支持
开展全球发展倡议合作。

全球发展倡议是以行动为导向的全球治
理中国方案，从“发展权”角度解读“倡议”，可
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其世界意义。

“倡议”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
关切的新阐释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
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一般
认为，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法国1789年
《人权宣言》，是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第一
代人权”的标志性文件。19世纪到20世纪
初，对人权的关注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等
各个领域，形成“第二代人权”，1919年成立的
国际联盟附属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及其制定的
国际劳动立法是其重要代表。二战后，随着
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发展中国家对于
集体人权的普遍要求在国际舞台上逐步得到
承认。法国法学家卡莱尔·瓦萨克（(Karel
Vasak）提出，集体人权即国家和民族的集体
权利。“集体人权”是“第三代人权”的核心内
容，包括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

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的报告《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中首次提出

“发展权”（The right to development）的
概念；197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要
求联合国将“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
1986年，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
利宣言》规定：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
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
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
治发展；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使
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各国有
义务单独地和集体地采取步骤，制订国际发
展政策，以期促成充分实现发展权利等。
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通过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
年议程”）的制定和实施，凸显了“发展权”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意义。

2021年9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多
重危机叠加、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受阻的严
峻的国际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主张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
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行动导
向的原则。这是对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对

“发展权”普遍关切的最新阐释，高屋建瓴地
提出积极保障“发展权”、加速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全球倡议。

“倡议”是中国引领全球落实“发展
权”的新实践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自
己的头等大事和最紧迫的任务。1991年，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
书，阐述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中国人权观中
的地位，强调中国政府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
民族和个人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权，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建立一个公正、
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实现联合国维护和
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宗旨做出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发展为中
心、以发展促人权，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安
康、和谐幸福。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
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已
从1990年的0.499增长到2019年的0.761，
中国成为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始
统计人类发展指数以来，唯一从低人类发展
水平组跨越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国家。
2021年2月，中国向世界宣布已完成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
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
2030年议程中的减贫目标。

同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与人类发展
紧密相连，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
进南南合作深化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帮助
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2021年，
在提出“倡议”之际，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
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
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
展。目前，“倡议”已获得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和100多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已经有50多
个国家加入中国在联合国平台成立的“全球
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在2022年6月举行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
会上，习近平主席又就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宣
布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包括创设“全球发展和
南南合作基金”、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
发展基金的投入、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
布《全球发展报告》、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
等。高层对话会还发布了一份包含32项举
措的成果清单，覆盖全球发展倡议涉及的减
贫脱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
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
时代互联互通等八个重点领域。

“倡议”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在

总结中国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它开启了
中国引领全球保障“发展权”、助力落实2030
年议程的新实践。

“倡议”为落实“发展权”中性别平
等目标带来新机遇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发
展都能带来人权状况的改善，有的甚至可能
带来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最终与
人权保障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发展权利宣
言》开宗明义地指出：铭记《联合国宪章》中有
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属于经济、社会、文
化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且不分种
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全体人
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的宗旨和原则，承
认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
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
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
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
所有个人的福利。性别平等是“发展权”的
基础和基本内容。

作为推动“发展权”落实的纲领性文件，
2030年议程将实现性别平等、赋权妇女与女
童确定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并将性
别平等作为贯穿其他16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交叉性问题。

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
量，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庄严承
诺。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
要惠及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各国各地
区妇女发展水平仍然不平衡，男女权利、机
会、资源分配仍然不平等，社会对妇女潜能、
才干、贡献的认识仍然不充分；要继续开展妇
女领域国际发展合作，发达国家要加大对发
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缩小各国妇女
发展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内发
展中维护妇女权益，精准帮扶妇女脱贫，实行
就业优先战略，在国际发展合作中注重加强
妇女权益保障、支持妇女能力建设，加大对发
展中国家妇女培训力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为全球妇女事业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在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不景气、国际冲突
等的多重危机影响下，全球推动性别平等的
进展受到严重威胁，过去几十年性别平等领
域取得的成果正面临退步风险。根据联合国
妇女署的最新数据，目前有近30%的可持续
发展指标距离实现性别平等目标还有相当一
段距离。在此背景下，“倡议”为实现性别平
等带来新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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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帮助妇女摆
脱疫情影响，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推动妇女
走在时代前列，使妇女目标成为2030年议程
的早期收获。

总之，全球发展倡议体现出发展中国家
对“发展权”的基本关切，在不确定、不安全的
国际环境中，倡导和引领国际社会再次将落
实2030年议程放在全球治理的优先位置上，
变危机为转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助力实
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不让任
何一个国家和个人掉队，推动实现性别平等，
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 叶文振

在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历史路径上，进入新时代的这十年无疑是最
浓墨重彩的一个华章，无论是在各项性别发展指标的图表中，还是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各个主战场上，都令人振奋地展示出非常绚丽的
巾帼新风采，用实实在在的女性发展和性别贡献有力地证实，融入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时代
特征和制度优势。

妇女发展与党的领导

从党的十八大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报告，到中央党的群团工
作会议提出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再到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基本原则写进《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年）》，党对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领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加
强。从妇女发展的角度理解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实现党对妇女群众、妇女
工作和妇女组织领导的全覆盖，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妇女事业发展的全过程，
尤其是坚持党为妇女事业发展确立的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党中央关于妇女
事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团结广大妇女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
持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始终把广
大妇女作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把妇女工作放在重要
位置，领导我国妇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发展道路。”“要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
道路。”可见，坚持党对妇女事业发展的全面领导，既是源于百年以来党成功
领导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认识深化和经验总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
理论升华和思想结晶。

这十年全球瞩目的中国妇女事业蓬勃发展更加表明，不论是从历史逻
辑和政治逻辑上，还是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是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发展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实现平等发展的希望所在。

妇女发展与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历史得出的科学结论告诉
我们，中国妇女事业十年来的蓬勃发展归功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
女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指导。回望党的理论建设历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与中国妇女解放、妇女发展实践不断融合，相关理论发展不断推进，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
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而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的基本遵循。

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确立了全面领
导妇女工作的政治责任，提升了妇女发展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政
务地位，更紧密地贴近广大妇女群众的实际需要，来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
针；党和国家深化了对妇女历史贡献和社会作用的思想认识，既把广大妇女
作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战
场上全面发挥妇女的半边天作用，鼓励和支持她们建功立业，在共建共享中
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党和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政策，把保障妇女权益上升
为国家意志，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党和国家致力于建构婚姻家庭友好型社会，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
作用，用良好家风促进党风建设和社会风气改善，实现家庭健康发展和基层
社会治理有效推进的良性互动。

十八大以来妇女事业的发展，既让我们对“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
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充满信心，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强
化了共识，那就是只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才能
形成妇女事业的新发展格局，继续推动妇女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妇女发展与国家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开创美好生活离不开妇女事业
全面进步，也需要广大妇女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从妇女发展角度来看，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体现为妇女事
业的全面进步和妇女地位的全面提升，又意味着这是党赋予广大妇女群众
的光荣使命，需要我们积极投身其中并做出更大的性别贡献。新时代以来，
这十年的妇女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已形成积极的时代互动。

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并发表讲话，提出确保妇女
平等分享发展成果，推动广大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妇女和经济社会
同步发展，同时还强调要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2020年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讲

话时又指出，要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正是这些重要论述，把过去比较单一的男女平等发
展概念，扩展为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妇女自身全面发展以及妇女走在时代前列的领先
发展，不仅丰富了妇女发展的时代内涵，加深了对妇女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而且提升了妇
女发展的社会层次、自身效应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性别地位与作用。

从各种相关的性别统计数据来看，特别是通过观察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青年女科学
家、驰援防疫一线的各地女性医护人员在内的巾帼英雄们的集体贡献和作用，妇联组织的

“四位一体”新模式正和男女共建共享、女性权益保护和性别平等落到实处积极地互动在
一起，有机地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中。这十年妇女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在这样的主动融入、彼此带动、一起发力、
齐头并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的。中国妇女的平等、同步、全面，甚至领先发展既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又是这些伟大目标得
以实现的关键标志。

妇女发展与家庭建设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三个注重”家庭论述，扎实推进家庭文明
建设以来，做好家庭工作，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已成为党中央在新时代交给妇
联组织的重要任务，也成为妇联组织服务广大妇女群众的新的着力点。如何在妇女发展和
家庭建设之间寻找彼此兼顾和相互促进的平衡点，也构成妇联工作和妇女自身必须成功应
对的新的挑战。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这短短的十年里，出现了以下三个变
化：一是用更好的社会参与和发展成果共享给妇女赋能，增强她们建设家庭的能力，更加有效
地发挥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二是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一方面制止对妇女与生育、
家庭相关联的社会歧视，彻底消除相关不合理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将家庭领域转给妇女的性
别负担由社会来承接，使妇女拥有良好的心情、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谋求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价
值实现；三是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引入家庭，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落到实处，推动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形成，实现家庭发展的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家庭成员的共责共建共享。

由此可见，妇女发展和家庭建设二者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潜在可能巨大，同时还存
在着把这种潜能转变为现实的机制和路径，这不仅使广大职业女性可以充分发挥在家庭生
活中的独特作用，还能够增加来自婚姻美满和家庭和谐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总之，妇女发展的十年辉煌足以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推进妇女事业发展，在提升妇女社
会参与层次中发挥在家庭生活中的性别独特作用，就是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新格局，在这样的
格局中向前延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就是新时代妇女奋进的新方向。

（作者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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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宝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
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各级党
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指
示精神，各级妇联组织把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妇
女脱贫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开展了创业脱
贫、巧手脱贫等脱贫帮扶措施，有力助推了脱
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几年来，河南省周口市委、市政府认真落

实党中央、省委关于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深挖各地特色资源、厚植产
业优势，通过“企业+基地+农户”模
式，带动留守妇女、贫困家庭就近
就业，实现增收致富。周口市妇联
坚持“政府主导、行业促进、妇联参
与、社会协同、市场导向”的原则，
打造了以渔网编织、服装加工、花
卉种植、畜牧养殖为主的“巧媳妇”

工程，并且以“巧媳妇”工程为切入点和重要
抓手，加强宣传、组织引导、搭建平台、注重培
训，形成了妇女有钱挣、村村无闲人、家家有
存款的生动局面。

周口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区，在粮食生产
的基础上，党委、政府为贫困户在种植业、养
殖业上寻找特色经济项目，各级妇联组织广
大妇女发展农业特色经济，在项目上做到一
村一品，使贫困户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实现了
脱贫致富。

脱贫致富后的村民们，正在致力于新农村
建设，村中建起了一排排新房、干净的街道和
宽敞的文化广场，村民们在新农村里健身跳舞
娱乐，享受着新生活，幸福洋溢在脸上。

（作者为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原理事，周口
市女摄影家协会主席，摄影组照“巧媳妇工程”
获中国图片大赛典藏铜奖，在第五届世界摄影
大会上被授予“优秀摄影师”称号）

·女摄影家影像录艺苑映像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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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的产业富乡邻》

《快乐的小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