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章梅芳

几乎人人都处于数字信息技术的包裹之
中，上班、学习、交友、购物、娱乐，一切都可以借
助网络得以进行。在似乎没有边界且无限丰富
的数字空间中，人们可以以一种数据化的方式
存在。数字时代不但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
方式，亦在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重塑社会价值
观和社会文化。

对于性别平等而言，数字时代的到来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如同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一再
表明的，科技变革与社会发展总是同步进行，科
技与性别也总是相互建构、共同前行的关系。
2023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人人享有数字化：
创新和技术促进性别平等”。这一主题表明，人
们已敏锐地意识到数字时代性别平等面临的新
困境和新挑战，同时也对技术变革给性别平等
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充满了希望。可以说，如何
把握住数字时代的科技脉搏，利用数字技术发
展助推性别平等，是当下社会亟须探讨和解决
的一个重要性别议题。

数字时代性别平等的机遇

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女性主义科技史
和科技哲学家唐娜·哈拉维就发表了一份“赛博
格宣言”，倡导打破人机边界、性别边界、主客体
边界等一系列二元划分，发出“宁愿做赛博格，
而不做女神”的呼声。进入21世纪，生物、信
息、材料、AI等技术的突飞猛进，逐渐让赛博格
从神话、科幻走进了现实。从实践的角度看，数
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更多脑力劳动岗位，体力
和生理的差异不再构成女性参与工作的障碍，
机械化、自动化、人机协作等使得女性获得更多
的工作机会；同时，网络赋予女性更多发声的机
会，一定程度上帮助她们自由表达性别平等的
诉求，参与对平等性别话语的构建与传播，营造
性别友好的网络环境等。从理论的角度看，“赛
博格”隐喻及其背后隐含的对一系列二元划分
的消解，意味着本质主义的、结构性的、确定性
的理论框架被深度解构，这为批判和颠覆科技
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进而寻找数字时代的异质
性多元要素的连接和平等互动，提供了深层的
哲学依据。

可见，数字时代的到来为性别平等提供了

新的机遇。也为此，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对数字
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持热烈欢迎的态度，抱
持一种积极的技术乐观主义立场，期待数字技
术的发展能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在此空
间中，性别不再是障碍因素，性别壁垒也将不复
存在。

数字时代性别平等的挑战

然而，无论是赛博空间还是元宇宙，从概念
提出到实际的构建，都无法完全摆脱既有社会的
性别文化、关系和结构，后者将会不可避免地延
伸到数字世界。甚至，数字工具还可能将现实世
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放大和固化，性别平等所面
临的障碍，在数字时代将会变得更加严峻。

首先，数字科技相关行业在社会生产和消
费领域的占比越来越大，这个行业要求其从业
者具有科技与工程相关的专业基础。对于性别
而言，这形成了一个新的挑战。如同第77届联
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在今年国际妇女节庆祝活
动上指出，到2050年，75%的工作岗位将与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然而，当今全球最
大的20家科技公司当中，女性仅占员工总数的
三分之一。应该说，科技领域的性别分层，主要
表现为女性在科技领域占比较低、高层次女性
科技人才较为缺乏等现象，是科技史、科学技术
与社会、科技政策研究等领域学者讨论较多的
话题。显然，这一现象在数字时代将会变得更
为突出。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信息技
术领域的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状况，并聚焦探讨
女工程师、女程序员的职业困境，注意到AI产
业领域在劳动分工、工资报酬等方面的性别差
异及其扩大化的趋势。

其次，数字时代的性别挑战还表现在数字
技术使用和消费方面的性别不均衡。有的学者
甚至提出数字鸿沟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性别不平
等标志。这里的数字鸿沟主要指两性因对信
息、技术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和创新能力的差异
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其实质是信息时代的社
会公正问题。为此，政府必须加快和扩大数字
技术培训和扫盲、普及，提升女性的数字素养，
同时为她们提供获得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便
利条件，充分保障妇女和女童的数字权利。

另外，数字算法在辅助或替代人类决策时
不断出现性别歧视现象。在信息资源、物质资

源和机会分配中不恰当地偏向男性，强化了既
有的性别刻板印象。为此，女性的数字化生存
实际上面临着广泛而系统的歧视风险。更麻烦
的是，针对女性的性别话语暴力和网络色情等
现象，在数字时代被更快速地传播和产生恶劣
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从宣传、制度、法律
等各种角度规避网络对女性的伤害和物化等，
建设数字时代开放、平等、安全的保障体系，成
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几点思考

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数字时代，全力推
进性别平等的实现，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将性别
平等考量融入数字科技决策、科技教育、科技创
新及科技应用的全过程，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方
面全面反思和消除女性可能面临的数字障碍和
困境，同时挖掘和系统化推进利用新技术给女
性带来的契机和有利条件，为女性全面参与数
字科技、全面享有数字权利提供保障。

首先，应在数字科技发展相关政策制度中，
全面纳入性别平等的基本主张。具体如提升相
关女性科技决策和管理者的占比，促进女童数
字科技教育的基本举措，以及针对数字领域女
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倾斜性政策等。这一方面有
助于提升女性在数字科技领域的地位和决策
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尽可能地减少数字科技
领域性别的管道泄漏效应，推进更多女性参与
数字科技创新实践。目前，女性已经构成数字
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保障性、促进性
政策措施应及时跟上。

其次，应高度重视思考如何将性别平等的
理念与措施贯彻到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之中。
近年来，性别创新原则在科技创新实践中的积
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将性
别平等考量纳入数字科技的发明、设计、研发、
生产和运用的整个过程，既有助于避免既有的
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偏见与歧视、性别暴力等在
新技术及其产品中被延续甚至是强化，也有助
于避免数字科技本身因缺乏对性别差异的考虑
而面临的发展不充分。换言之，需要全面将性
别平等代码有机嵌入数字科技从研发到应用的
全过程。

最后，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科技教育者、科
技决策者、科技从业者等具体落实。如何促成
他们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有赖于更广泛范
围良好社会性别环境的支持。而性别平等环境
的营造和性别平等观念的传递，既是一个潜移
默化的长期过程，同时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充满
挑战。这一方面要求持续推进媒介技术领域本
身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进而构建良好的媒介性
别环境；另一方面也要求持续加强对性别与科
技议题的学术研究，科技的发展不断带来性别
与科技的新问题，学术研究应先行。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
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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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国际文明观的最新成果

全球文明倡议集中

反映了新时代的中国国

际文明观，一经提出就

迅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

热烈讨论与强烈共鸣。

全球文明倡议将与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形成合力，共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伟业，

推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文明实践。妇女是

全球文明倡议落实与人

类文明发展的积极参与

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全球文明倡议将惠泽并

赋能女性，而女性在推

进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中

必将顶起“半边天”并大

放光彩。

■ 陈须隆 李湘琳

2023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正式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
了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向
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提出我们要共同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
作”。全球文明倡议集中反映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
文明观，一经提出就迅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热烈讨
论与强烈共鸣，受到了多国政要与专家的高度赞
赏，称该倡议将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明动因和伟力。

全球文明倡议的应运而生

文明是人类精神成就和物质活动的积极成果
和历史发展塑造的生存体系。更进一步地讲，文明
是人类社会的高级状态与愿景，为人类生存发展提
供了永恒而根本的依托。文明是以内在精神的光
辉而非暴力的胁迫来感化世人，通过显示人类内心
本有的柔性，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问
题，使得天下达到和洽的美好状态，从而促进人类
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明问题，多次在国内
外重要场合阐释中国的国际文明观。基于对文明
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思考，站在共同促进人类文
明发展进步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
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这些论述从世界文明的横向共处和纵向发展
两个维度反映了中国对于文明本身与国际文明关
系的看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明智慧。在此基
础上，中国积极地开展了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核心的文明实践，通过对话与合作切实地为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文明进步与繁荣做出贡献，让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更加深入人心，不断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磅礴力量。

在当今世界，各国文明与整个人类文明既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空前严峻的
挑战。一方面，在十分有利的现代文明条件和正
确文明观指导下，各国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都在
传承与创新、交流与互鉴中不断发展进步，展现广
阔的文明前景。另一方面，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
相互激荡，世界加速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多
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
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
不散，国际舆论场上“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

“制度对抗论”等杂音不绝于耳，人类文明进程又
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有鉴于此，当今世界
对于一个真正合乎时代进步潮流和全人类共同利
益的国际文明观的需求愈发迫切。而随着中国国
际文明观的日臻成熟，随着中国更有能力、信心和
意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前两
年分别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之
后，择机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便是顺理成章、水到
渠成之事。全球文明倡议的应运而生，既合乎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也是国际社会的众
望所归。

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特征与意义

全球文明倡议既涵盖了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
流互鉴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提供了处理不同文
明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指出了不同文明发展的动力
源泉和对话合作的现实路径，提供了各文明守正创
新与和谐共生的指导方针与路线图。因而，全球文
明倡议极具建设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是中国
国际文明观的最新表达与集中反映，向世界阐释了
中国对于“文明”的理解、对于文明体相互关系的认
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美好愿景以及其

中的中国担当。
其中，“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中国对外交往

一贯秉持的态度与基础，也是不同文明交往共进的
前提条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根本的价
值追求与取向；而“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和“加强
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一则表达了对于一个文明其
内部发展延续的诉求，二则体现了整个人类文明发
展演进的需要，这既可以理解为从时间和空间两方
面提出的现实路径，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多样文明的
合理性与文明交流的必要性的肯定。因此，全球文
明倡议不仅是中国国际文明观的最新成果，也表现
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追
求与诚意，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提升以及党
和国家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开展。

全球文明倡议虽由中国提出，反映了中国的国
际文明观，但同时也极具全球性和世界意义。全
球文明倡议本身就是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全球
治理理念与方案；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中国以
及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
国际责任的又一成果；全球文明倡议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热烈反响与积极支持，本身也证明了其价
值理念的全球性。

全球文明倡议是在众多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
并进一步发展了相关理论，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性。
从历史层面来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古就对
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对外
交往中一贯重视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一贯重视民
心相通和人民相知相亲，人文交流愈发成为对外关
系的重要支柱。从现实的理论发展层面来讲，全球
文明倡议意味着习近平外交思想及其国际文明观
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的新发展，是我国文化自信的高度表现，是中华文
明复兴的必然反映，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理论的又一创新成果，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
提供的又一优质公共产品。

全球文明倡议是在中国参与国际国内具体事

务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新时代
以来，中国积极践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国际
文明观，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与各国的文明对话、文
化交流，搭建了诸多交流与合作平台，推动构建文
明伙伴关系和文化共兴的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
上，最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将与先前提出的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形成合力，共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伟业，推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文明实践。

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增强了中国国际文明观
对全球文明关系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力和塑造
力，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方向。结合此前提
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这三大倡议的
提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具体内涵和实践路径，更好地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呼唤女性的智慧与力量

全球文明倡议导向的是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
人类文明，而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包括性别的平
等。一方面，时代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个人的作
用，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与落实离不开女性劳动者
的参与和贡献；另一方面，时代影响个人，全球文明
倡议的理念与实践必将改善更多女性的生存环境，
推动更多女性的觉醒与发展，引导与帮助更多的女
性投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中去，有利于性别平等
的实现。

妇女是全球文明倡议落实与人类文明发展的
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妇女将同世界
妇女一道，在推动人类文明现代化与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促进各国人民互相
了解、彼此亲近、共同进步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文
明的存续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全球文明倡议将
惠泽并赋能女性，而女性在推进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中必将顶起“半边天”并大放光彩！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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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全球文明倡
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要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全球治理“中
国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积极倡导和践行性别平等这一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提供了新契机。《新女学》周刊特推出聚焦全球文明倡议专题，邀请专家学者阐释全球文明
倡议的内涵、特征与意义，倡导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具体实践中切实将性别平等纳入其中，充分发挥广大妇女的主体性，推动建构性别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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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球文明倡议 ①特别策划策划

·女摄影家影像录艺苑映像映像

■ 马春霞 文/摄

菏泽牡丹盛世开，倾城好景邀君
来。每年4月，如期而至的不只是春天，
还有和春天一样无法拒绝的牡丹。作
为生长在牡丹之都的摄影人，我拍摄的
作品《走过花季》表现了中华民族孝文

化与百岁老人的幸福
生活；作品《花季》展现
了花开时节，美女们打
着牡丹花伞在牡丹花
丛中走过时的瞬间；作
品《农民保龄球》是锄
花地的农民在农闲时，
用玉米和苹果当保龄
球来打，那专业的姿势
与围观者的专注遥相
呼应，体现了农民的智
慧与幸福安康的生活
场景。

作为女摄影人，我将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反映新
时代新发展和新农村祥和盛世的好作
品，以表达我对牡丹的热爱、对家乡的
热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作者为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理事，
山东省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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