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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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的2022年，女学界一面守正理论之“种”，探寻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中国化时代化；一面绽放创新之“花”，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理论和实践。迈入全新的2023
年，《新女学》周刊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建言保障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不断推动新征程上的妇女事业阔步前行。

撰稿：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蔡双喜 见习记者 白晨 崔安琪

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这一年，女学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理论和实践，为世界妇女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创新层出不穷，性别研究硕果累累。《新
女学》周刊聚学界智慧新结晶，解女性发展真问题，用思想之光照亮广大妇女和亿万家庭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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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女学”热点回眸

■《新女学》周刊编辑部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新女学》和
学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学思践悟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探讨新时代如何更好
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并梳理了
党领导妇女运动百年的重大成就，向包括妇
女在内的广大群众提供迈向新征程的奋进
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思践悟

作为引领党和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旗帜，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
标志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引领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为喜
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新女学》推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思践悟专
题，《家庭建设：秉承中华传统 高扬时代价
值》《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促进妇女全面发
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当好儿童引路人守
护人筑梦人》《立德树人：扎实推进女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全球安全倡议：当前安全形势
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大力宣传阐释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

202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寄语广大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时隔一年，
《新女学》推出《矢志伟大事业 倡扬时代新
风 逐梦出彩人生》专题，重温了这一号召的
时代内涵与重要意义，引领广大妇女自觉做
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
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的报告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是中国
共产党新的政治宣言、新的历史答卷、新的行
动纲领，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思想之旗领航向，人间正道开新篇。
《新女学》推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专题系列，邀请专家阐释报告提出的重要思
想、重要观点，作出的重大判断、重大部署。

《深刻认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的丰厚内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征程上推进
妇女权益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立足实践推
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优化人
口发展战略，夯实中国式现代化人口支撑》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推动妇女研究走
稳走深走实》《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的基本特质与创新之路》《加强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 助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深化基
层妇联组织改革和建设 有效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等文章，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
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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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半边天作用。

——思考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世界妇女解放提供
了理论引领和行动指南。一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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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学》推
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笔
谈，以期以理论研究服务新时代中国妇女事
业创新发展。

《中国实践与时代前瞻：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论证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什么要从“性
别分工”视角谈女性解放》探讨了马克思恩格
斯所强调的消灭分工核心意义，使女性和男

性一样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恩格
斯关于家庭的科学论述及其当代启示》剖析
了马克思恩格斯惯有家庭的起源、演变过程
及未来家庭的发展的科学论述对当代的影
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当代价值与拓
展》认为新时代妇女理论研究需要重新阐发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当代价值。

——梳理党领导妇女运动的百年重大成
就

妇女运动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我国妇
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新女学》推出党领导妇女运动百年重
大成就专题，全面呈现党领导妇女运动百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形
成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让党领
导妇女运动的历史为人民群众深切感知。

《党全面加强对新时代妇女事业的领导》
提出，党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妇女事业和妇
女工作，引领妇女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妇
女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为党的百年历史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华
章。《新时代家庭观：家庭建设的科学指南与
根本遵循》认为，新时代家庭观应时代而生，
又引领新时代家庭建设，赋予家庭建设新的
时代内涵，成为新时代家庭建设的根本遵循。

推动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理
论创新至关重要。2022年，女学界
多学科融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妇女理论发展，并将前沿理论与社
会现实紧密结合，寻求妇女与性别
研究在内容、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

——研学共同富裕与妇女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实现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践行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的题中之义。女学界探究
共同富裕对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
重要意义，共话促进妇女走向共同
富裕的路径与前景。《实现包容性发
展，促进妇女走向共同富裕》从共同
富裕的科学内涵出发，提出妇女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者和受益者，
实现妇女包容性发展是促进妇女走
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全面落实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妇女走向共同
富裕的重要途径》从共同富裕的概
念、社会意义与实践思路出发，思考
如何提升妇女发展向共同富裕的转
化水平。《新时代中国妇女脱贫的关
键要素与启示》认为执政党对男女
平等的信守程度，是妇女脱贫的最
核心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发展道路保障妇女走向共同富裕》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是实现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呈现性别研究前沿理论
2022年，女学界举办了一系列

学术活动。《新女学》持续跟踪性别
研究的前沿理论。《性别研究的前沿
理论与现实关切》关注女性/性别前
沿理论问题师生对谈沙龙上，与会
嘉宾从妇女与社会、妇女与历史、妇
女与法律等多维视角，探讨的妇女
事业与妇女发展的新前景与新空
间。《跨界·对话·包容·新生：性别社
会学的现实关切与未来面向》聚焦
中国社会学年会性别社会学的时代
任务与挑战论坛上，围绕经济与情
感、职业与家庭等一系列社会议题
的理论成果。《理论·方法·史料：妇
女/性别史研究在创新中发展》呈现
了第六届中国妇女/性别史学术论
坛上，学者围绕性别与传统政治、性
别与现代政治、性别与历史解读等
议题在研究理论等方面取得的新进
展。《世界大变局视野下的妇女与性
别史研究》呈现了国内中国史学者
与世界史学者在妇女与性别史研究
内容、视角和方法上的进展。

——探讨婚姻家庭和生育政策
婚姻家庭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

基础单位，也是性别研究领域的热
点。《从婆媳关系变化看党领导的妇
女解放运动》提出新型婆媳关系应
纳入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建设
中。《“做什么”与“怎么样”：疫情下
男性家务劳动参与》认为性别主体
是能动且差异化的，通过彼此地位
平等、角色开放而态度友好的合作
与协商，男女两性可以达致公平、自
由、更具创造性的美好愿景。《家庭
单位政府合力 推动父职转向》提倡
每个家庭、每个用人单位和相关社
会政策应共同推动父职转向。三孩
政策的出台也催生出学界对生育政
策研究的新热潮。《支持生育：社会

“再家庭化”和家务“再社会化”》提
出社会“再家庭化”和家务“再社会
化”是支持生育行之有效的手段。
《生育观的代际变迁与意义重塑》从
宏观结构性因素与生育主体心理互
动的关系框架入手，发掘生育观的
变迁逻辑。

——观照女性话语表达
2022年，女学界以“性别视阈”

观照“女性话语”表达。《百年来中国
大陆银幕上女性医务工作者形象嬗
变》认为女性医务工作者的生命历程
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痕迹以及自身解
放的痕迹。《战地玫瑰：新主流军事影
片中的女性之美》从审美角度挖掘新
主流军事影片中女性之美及这种女
性之美带给观众的审美体验。《大众
媒介如何建构我们眼中的“她”》围绕
女性网络文化安全、媒体中的性别隐
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关注女性赋能和发展
如何为女性赋能，也是女学界探

索的新方向。《数字乡村建设中留守
妇女的角色与价值》认为关注与激活
留守妇女的整体价值潜能，是实现数
字乡村建设、助力“数商兴农”工程实
施的重要途径。《教育赋能：助女性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从女性老
年人教育赋能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
值两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教育是“赋
权增能”的最佳方式。《用好政策红
利 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妇女就业能
力》认为数字经济的平台就业特点为
女性带来更多机会，有助于解决就业
性别歧视、优化就业性别结构。《从供
需两端发挥数字经济对妇女发展的
赋能价值》提出应从供给侧和需求侧
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妇女
发展的赋能价值。

2022年，“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
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第三次写入党代会报
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这为保障妇女儿
童权益提供了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女学界
纷纷建言献策，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

——呼吁打拐与反家庭暴力
2022年，女学界密切关注打拐与反家

庭暴力。《完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 强力打击
拐卖妇女犯罪》认为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犯
罪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健全相关法律
法规，推动各部门长期不懈努力合作，充分
利用现代科技防拐打拐，解救被拐妇女，为
女性生存和发展创造安全社会环境。《治理
拐卖妇女问题，妇女权益保障法应有所作
为》一文，借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契机，进一
步回应了治理拐卖妇女问题。《从法律完善、
机制建设与文化塑造多维度建言打拐》从两
会期间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成为焦点问
题入手，梳理了代表委员们在完善立法、被
拐卖妇女儿童解救、案件清查、反拐机制建
设及拐卖预防等各方面的建言。《反家庭暴
力法治体系建设的发展与进路》指出仍需在
全社会树立性别平等和对家暴“零容忍”的
观念，建立以受害人为中心的法律实施机
制，并加强对加害人的教育惩治。《新人身安
全保护令司法解释的七大亮点》则通过指出
保护令的七大亮点，分析了其对家暴受害人
的更深层次的保护。

——解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
2022年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继
2005年、2018年两次修改后，又一次对妇女
权益保障法的全面修订。《新女学》推出的
《新妇女法：践行和超越〈发展权利宣言〉主
张的范例》《新妇女法在更高水平上促进男
女平等与妇女全面发展》《防重于治：新妇女
法反性骚扰规定体现全球通用理念》《如何
精准理解和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妇女
人身与人格权益保障的新进展》《如何将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文
章，解读新法的亮点和难点，提高广大妇女
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
和能力，促进性别平等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
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推动妇女积极参与信息技术
在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的时代下，妇

女积极参与信息技术十分重要。《弥合性别
数字鸿沟 推进女性参与信息技术》强调需
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和社会企业机构等
各方力量的支持，推广妇女媒介素养教育，
构建性别平等的网络文化环境，推动女性参
与信息技术领域。《她们如何跑外卖：平台劳
动下的性别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未来
平台就业实践中愈加展现自我能动性和主
体性的可能。《数字乡村建设中留守妇女的
角色与价值》认为应关注与激活留守妇女的
整体价值潜能。《从供需两端发挥数字经济
对妇女发展的赋能价值》则认为应从供给侧
和需求侧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妇
女发展的赋能价值。

网络女主播已成新职业，吸纳了广大妇
女群体充分就业。《“短视频直播”赋能女性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对平台上的农村
女性主播调研发现，数字经济为农村女性创
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提升农村女性参与
乡村振兴的数字技能与媒介素养，还需要全
社会共同的努力。《全方位保障女主播权益，
促进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认为需要支持和规
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切实维护女主播的合法
权益。

——提升女性就业创业能力
在妇女发展的人生轨迹上，就业是关

键点。《多措并举调动积极性，促女大学生
充分就业》从当前女大学生就业现状入手，
呼吁家庭学校社会应协同构建宽松的就业
环境，推进女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
教育、劳动教育相融合，引导女大学生转变
就业观念，提升就业积极性和主动性，引领
女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建构全方位支
持体系推动返乡女性创业就业》认为有必
要建构一套更科学更完备的支持体系：政
府层面应建构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妇联
层面应支持女性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社会
层面应扩大社会资本积累，织建支持网
络。《用好政策红利 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妇
女就业能力》指出数字经济的平台就业特
点为女性带来更多机会，有助于解决就业
性别歧视、优化就业性别结构。提升数字
经济时代妇女就业能力，要用好政策红利，
培养具有数字意识、计算思维、终身学习能
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女性劳动者，培育女性
高端数字人才。

2022年，人类要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对推动全球
性别平等事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女学》阐释全球
发展倡议新内涵，关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新进
展；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全球复苏中的
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聚焦全球发展倡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代表中国向全世界
发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如何从性别平等角度来理解全
球发展倡议，是需要及时反应的关键问题。《新女学》邀
请专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阐释了全球发展
倡议的意义、内容和对推动性别平等的影响。

《全球发展倡议：以行动为导向的全球治理中国方
案》《理解全球发展倡议深远的世界意义》对全球发展
倡议进行了整体性评价，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绘
制了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愿景”，承载着全人类的共
同价值，是以行动为导向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具有深
远的世界意义。《全球发展倡议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注入
新动力》《“2030议程”的全球推进与现实挑战》《中国
落实2030议程的最新进展与示范意义》指出全球发展
倡议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在不确定、不安全
的国际环境中，起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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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为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的性别平等目标带来新机遇。《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妇女全面参与环境治理》强调推动
妇女全面参与环境治理，进一步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进一步

明确了中国妇女发展的世界性，重申对国际相关公
约和文件宗旨的承诺，强调广泛参与妇女领域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

2022年是联合国安理会“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
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新女学》特邀专家观察并报
道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公
开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说，增强冲突地
区妇女韧性是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应有之意，中方

愿围绕这一主题分享四点看法：一是要把公平正义落
到实处，让女性对未来抱有希望。二是要把性别平等
落到实处，让女性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三是要把保
护妇女落到实处，让女性享受和平安定。四是要把发
展促和平落到实处，让女性拥有自力更生的力量。

7月，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妇女机构和组织领导
人举行视频对话会。《新女学》特邀专家撰文指出，会议
通过了《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妇女创新与发展倡议》，
标志着妇女创新与发展议题正式纳入澜湄合作。中国
妇女将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妇女一道，为
打造性别平等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9∶3的比例推
翻了1973年的判例“罗诉韦德案”。《新女学》特邀专家
撰写《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证实美国人权虚伪性》，
提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无疑是倒行逆施，是对
妇女权益极大的蔑视。

——推动全球复苏中的性别平等
3月，联合国妇地会第66届会议召开。《新女学》

解读了妇地会通过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关于性别平等
与气候变化、环境与减灾的《商定结论》，提出各国政
府、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各类机构需勠力同心，将这一历
史性承诺转变成实际行动，在气候变化、环境与减灾政
策和项目方面实现性别平等及妇女和女童赋权。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性别平等理念的重要实践平
台，其性别平等政策是联合国维和制度演进的集中反
映。《联合国维和行动性别平等政策的演进》从联合国
维和行动演进的三个阶段，深度挖掘了联合国维和行
动政策话语的演变趋势、核心关照及逻辑理路。

尽管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数字性别鸿沟在缩小，
但在最贫穷的国家中，女性仍然是数字化领域的边缘
群体。《让妇女不再“脱线”》提出，为弥合数字性别鸿
沟，各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重点保护和加强每
个女性的上网权利，推动教育领域性别平等。

《新女学》还大力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度与广
度，关注了第四届中国国际关系女学人论坛；还关注了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与实践论坛，为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更好地促进全球性别平等提供理论
支持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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