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广陵区成立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中心，聘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观察员，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中国妇女人权保障的新理念和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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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该法全面贯彻落实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针对
当 前 升 学 就 业 、财 产分
配、人身权利等领域侵害
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做出
积极回应。

本版从即日起开设“法
治前沿·贯彻落实新妇女权
益保障法”栏目，约请相关
领域专家撰文，解读新法、
明确含义、展望未来。

立体化保障体系为未成年人暖心护航

■ 刘小楠

199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
法）已施行 30 年，在妇女人权保障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应对不同社会发
展阶段妇女权益保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继 2005 年和 2018 年的两次修正
后，2022 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了第一
次系统性的修订，从九章共 61 条，增至
十章共86条。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坚持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
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
发展”。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妇女权
益的专门法，也是中国人权保障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
订，贯彻和践行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一方
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致力于解决实践
中的难点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了妇女人
权保障的新理念，开创了一系列强化妇
女权益保障的新机制，对国际妇女人权
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也与国际人权公
约的理念相吻合，丰富了妇女人权内涵，
与全球人权治理接轨。

1.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中国一贯主张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

基本人权。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目的在原
有的“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
等”的基础上增加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明晰了三者之间相辅相成、逐层递进的关系，
也扩展和深化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在保障妇女
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致力于促进男女平等和
妇女全面发展的目标。同时也补充了国务院
在制定和组织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要

“保障和促进妇女在各领域的全面发展”以及
妇联组织“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
工作”的职责，为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立法目
的的全面实现提供了保障。中国1980年批
准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以下简称“《消歧公约》”），公约第3条要求
缔约国在所有领域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障
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确保妇女的基
本人权和自由，以及保证妇女得到充分发展
与进步。可见妇女权益保障法与《消歧公约》
的精神一致，将妇女的充分发展和进步作为
其自身权利的一个目标，并将它与行使和享
有人权联系起来，意在为妇女生活的结构性
变革提供法律基础。在尊重、保护、促进和实
现妇女权益的基础上，实现法律上和事实上
的男女平等，促进妇女的全面发展也必然成
为妇女人权实现的核心内容。

2. 打破以男性为标准的形式平等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男女平等

的理念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比如要求
“各级人民政府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时，应
当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配备满足妇女需要
的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公共设施”，体现了
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
关注到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女性的需求，打破
了以隐含的男性标准来建造公共设施的形
式平等。这一规定也与联合国男女厕位要
达到1∶3的倡导相吻合，通过承认差异实现
真正的平等，所体现出的实质平等的性别平
等理念与国际接轨。

3. 明确歧视妇女的含义
我国现行法律缺乏歧视妇女的明确定

义，这一立法空白多次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
歧视委员会对中国政府履约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中被指出，成为敦促我国完善法律政策
措施的重点。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参
考《消歧公约》明确了“歧视妇女”内涵，即

“禁止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
权益”，不仅有助于法律的适用，而且有利于
表明我国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的国
家立场和决心，更好地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4. 加强对多重弱势身份的妇女的保
护，防止交叉歧视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要求各级人
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
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
的权益保障，按照有关规定为其提供生活帮
扶、就业创业支持等关爱服务。并新增了残

疾人联合会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
妇女权益的工作保障的要求。这些新规定
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体现
了国家对更脆弱的妇女群体的人文关怀，也
与《消歧公约》呼吁缔约国着力采取各种措
施，谋求消除少数群体妇女以及残疾妇女所
遭受的多重歧视和交叉歧视的倡导相一致。

5. 强化保障妇女人权的国家责任
国家是保障妇女人权的主要义务主体，

妇女权益保障法新增“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妇
女权益保障工作的领导，建立政府主导、各
方协同、社会参与的保障妇女权益工作机
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妇女权益保
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的规定，进一步
强化了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和国家在保障
妇女权益方面的积极义务，并为保障妇女权
益提供物质支持，以确保男女平等不仅是法
律上的平等和形式上的平等，也要实现事实
上的平等、结果上的平等。同时，保障妇女
人权的国家责任也体现在妇女权益的各个
领域，比如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益一章，新
增了“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就
业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
视，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为就
业困难的妇女提供必要的扶持和援助”的规
定，并且把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
察。为履行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妇女人权
的义务，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不断完
善保障妇女人权的机制。

本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总结和完善
了实践中的一些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在法律
中新增和创设了一系列保障妇女人权的新
机制。

1. 男女平等评估机制
在全国妇联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推动下，2011 年至今，全国 31 个省
（区、市）已经建立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
机制。2020年4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法规政策性别平等
评估机制的意见》，要求对有关法规、规章、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评估，有效避免或者
纠正涉嫌性别歧视的相关内容。修订后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将这一政策规定上升为国
家法律，要求有关机关制定或者修改涉及妇
女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充分考虑
妇女的特殊权益，必要时开展男女平等评
估。男女平等评估机制意味着将性别意识

纳入法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有助于
消除制度层面的性别歧视。

2. 性别统计制度
虽然中国性别统计的内容和指标逐年

增多，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实际工作
中常常遭遇缺乏统计数据支撑的困境，给决
策和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修订后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妇女发展状况统
计调查制度，完善性别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定
期开展妇女发展状况和权益保障统计调查和
分析，发布有关信息”，呼应了《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2021~2030年）》中的监测评估制度体
系，有利于强化国家和相关部门在妇女权益
保障方面的责任，弥补目前统计制度和性别
统计数据的不足，提升妇女权益保障水平。

3.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教育制度
受历史文化影响，重男轻女、男尊女卑

的落后观念在我国社会尚未根除，歧视妇
女、漠视甚至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时

有发生。“国家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
男女平等意识，培育尊重和关爱妇女的社会
风尚”的新规定，有助于推动“男女平等”的
理念深入人心，也回应了《消歧公约》对缔约
国消除在各级和各种方式的教育中对男女
任务的任何定型观念的要求。

4. 妇女权益受到侵害后的救济机制
为了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

让法律长出牙齿，更好保护妇女权益，此次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增加了救济措施一章，
并创设了一些新的救济途径。比如，联合约
谈机制、公益诉讼制度、支持起诉制度等。
这些新的救济机制的建立不仅表明了国家
保护妇女权益的坚定态度，也有助于发挥法
律的威慑作用，使妇女权益切实受到保障、
得以实现。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
授、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在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曾经的“问题
少年”小潘，如今，已经成功回归校园。回望
那段懵懂无知的岁月，他无比感恩现在的境
遇：“身边竟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关心我，帮助
我们家。”

“组合拳”成功救助困境未成年人

小潘的父母早年离异，他跟着母亲生
活。但他的母亲忙于工作，也不懂得如何与
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小潘性格叛逆，初三还
未毕业便辍学，打零工。

2019年9月，年仅16周岁的小潘通过
学校QQ群结识了12周岁的被害人小田
（女），2020年9月，二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小潘在明知小田可能不满十四周岁的情况
下，两次与小田发生性关系。

事发后，广陵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在办案
过程中发现，小潘与他的母亲均存在一定程
度的心理隐疾，“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区妇
联并委托扬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组
织家庭教育指导团队，为小潘量身定制帮教
方案。”广陵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
专职委员余曦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通过心理测试，发现小潘有严重的抑郁情
绪，为他调整了心理咨询方案，“一方面，指
导小潘母亲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放下焦
虑，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另一方面通过法治
课、职业经历分享交流等团体辅导方式，同
步对小潘进行帮教矫治。”

一系列帮扶“组合拳”，让这个问题家庭
度过了艰难时光，也更加明确了广陵区在各
级党委领导下，政府主抓、多部门合作、全社
会参与的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作格局。

记者了解到，在广陵区委政法委牵头

下，区检察院、区司法局、区民政局、区妇联
等11个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构建未成年
人司法综合保护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实施
意见》，实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配合
衔接，构建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社会支持
体系。

目前，广陵区和下辖的10个镇（街道）
两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服务工作站全
部成立。

与此同时，广陵区妇联与区检察院、区
民政局、区教体局等多部门共同出台《关于
维护受家庭暴力侵害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实施办法》《校园性侵防控协作工作制度》
《关于加强全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

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区困境儿
童分类保障制度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
与各有关职能部门加强配合，为困境青少年
提供心理疏导、精神关爱、预防犯罪、自护教
育等服务。

以联动为核心 多点发力

近年来，广陵区妇联借力区检察院、区
司法局、区民政局等多家单位，共同探索联
动机制，共同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再
升级。

广陵区妇联副主席孙笑告诉记者：
“2020年，区妇联与区检察机构、民政、教

育、团委、关工委等11家具有保护未成年人
职能的部门和群团组织共同签订了《关于构
建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工作社会支持体
系的实施意见》，成立‘小雨伞’未成年人司
法综合保护中心，为未成年人暖心护航，撑
起一把‘平安伞’。”

为深入贯彻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
告制度，拓宽未成年人权益综合保护线索发
现渠道，2021年，广陵区检察院联合区妇
联、区民政局、区司法局等多家单位会签《关
于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观察员制度的实
施细则（试行）》，聘请区妇联干部在内的43
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观察员”。

为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今年，区检察院联合区妇联、区民
政局成立扬州市首个检察机关牵头的家庭
教育指导中心，会签《关于联合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的实施意见》，旨在通过各部门
联动，引入专业化的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帮助罪错未成年人重返校园，做好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2020年，一起非婚生子遭父母遗弃医
院的案件受到多方关注。正是因为前期
搭建的有效网络，多部门快速反应，联动
发挥作用，及时救助了险遭遗弃的孩子。
孙笑介绍：“当时，公安、民政、妇联、社会
福利等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公安部门
核实监护人监护能力、督促孩子生母在一
个月内将孩子接回抚养；与医院沟通协
调，确定医药费分期支付方案；向民政部
门申请发放6个月经济救助，帮助缓解孩
子生母经济压力；检察院还组织干警自愿
捐款7500余元。”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陵区检察院定期
组织开展区妇联及各单位工作人员法律、
心理、婚姻家庭等方面专业知识培训，护
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姚改改

■ 丁景杨

“我来反映一下，我在做
工时摔下来受伤了，怎么拿
到补偿？”两个月前，一位

“90 后”彝族妇女阿布（化
名）踏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
区社会治理中心，情绪激动
地向“综合窗口”的工作人员
倾诉烦恼。

调解员登记后，由巾帼
代办员接访。让阿布没想到
的是，困扰了自己一年多的
难事，居然在第二天下午就
调解成功了！

近年来，椒江区坚持和
发展“枫桥经验”，实施“最多
跑一地”改革，吸引社会组织
力量参与，创新多元矛盾纠
纷化解机制，在信访矛盾化
解中融入“她力量”，保障了
妇女群众诉求的依法解决。

巾帼代办，推动“一
站解”

群众有问题找到社会治
理中心，一站式解决，在椒
江，已逐渐成为新老居民的
共识。阿布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5月，阿布在某建
筑工地刮腻子时从脚手架上
摔下，锁骨、肋骨等处骨折、
肺挫伤，认定工伤、劳动能力
九级伤残。

然而，补偿金问题协商
不下。日复一日的等待，使
得阿布只要谈及此事，情绪
就非常激动。信访局工作人
员耐心安抚劝导，阿布接受
了调解解决的建议。

阿布来访那天，正好轮
到陈招领值班，她是椒江区
信访代办十大专家服务团之
一，社区服务团的团长、浙江
省妇联执委、社会治理中心
调解专家库成员。

陈招领邀请劳动仲裁负
责人和金牌调解员参加调
解。大家从法理、情理、事理
多角度出发，苦口婆心地做
工作，最终双方就补助金达
成了协议。

自2019年3月起，椒江
区信访局分领域组建涉农、
社区、巾帼等10支信访代办
专家服务团队。其中陈招领社区服务团、陈凤娇
爱心帮帮团、戴云芳巾帼服务团等团队都是由巾
帼领衔的代办团队。

及时疏导，织密“一张网”

条块化管理、链条式走访、协同排查，当地多
维度织密排查疏导网络。

多街道条块化管理，实施重点人群红橙黄“三
色”管理；多主体全链式开展走访，发挥妇联干部、
执委、网格员、巾帼志愿者等力量，建立村（社）婚
姻家庭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台账；多部门协同排查，
区妇联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区法院、区司法
局等七大部门，发挥“警网融合”作用。今年1至9
月，已协同流转3153余起家庭婚恋纠纷案件。

发现萌芽，及时疏导。在及时回应群众的诉
求中，有一个个默默奉献的巾帼身影。

近年来，市民遇到困难经常拨打热线12345
来解决。在椒江区12345中心，有一位一干就是
20年的“老大姐”李瑾。她坚持“群众利益无小
事”的原则，努力将信访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今年5月初疫情期间，李瑾接到一名被隔离
在椒江某护理院的天台县妇女求助，称其在家中
的幼儿不喝奶粉，只吃母乳，已饿了一天一夜，作
为母亲焦虑不已，希望得到帮助。

李瑾马上联系妇联，椒江区妇联第一时间与
天台县妇联对接，在疫情防控政策下，商量解决办
法。为缓解和稳定孩子妈妈情绪，椒江区妇联还
为其安排专业心理团队进行服务。

精准化解，形成“一条链”

“我实在找不到解决家庭矛盾的方法，亲子关系
也不和睦，感到很无助……”市民林女士一个人住在
酒店，迷茫孤独之际，向街道家事调解工作站求助。

“零距离”社会组织的社工钟月红接到电话
后，立即联系专业心理咨询师。通过两个半小时
的交流，林女士慢慢打开了心结。

在椒江，已形成“一门受理、一支队伍、一站调
处”的多部门联动化解工作模式。面对家事矛盾
纠纷，引进律师团队，推进专业调解案件；引进社
会组织力量，推进心理疏导案件。“专案专班”化解
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工作。

椒江区还对各类信访妇女开展结对连心、关
爱暖心、疏导舒心“三心”服务，综合施策促进矛盾
化解。

区妇联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卫健局在线上开
设《府城倾听》栏目，讲解如何通过情绪管理进行
情感疏导；开通12338妇女维权公益热线和心理
帮扶公益热线；线下在“义家”（椒江当地社会化力
量参与社会治理平台）开设阳光·心晴心理咨询
室。今年以来，及时化解705件婚恋纠纷事件。

扬州市广陵区检察院联合广陵区妇联、扬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责令一起涉案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母亲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图源：扬州市广陵区妇联提供

维权档案档案

开栏语 一、妇女人权保障理念的新发展

二、妇女人权保障机制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