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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

十字路口。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面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挑战，中国共产党郑重提

出全球文明倡议，再一次展现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提

出“四个共同倡导”，回答了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文明观，如何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时

代课题，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为指明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贡献了中国智慧。

“四个共同倡导”：系统回答
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之问

陆婉珍（1924—2015），分析化学
与石油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
三八红旗手。

1924年9月，陆婉珍出生于天津
塘沽。陆婉珍自幼与哥哥一起接受家
庭教师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培养了
对科学的兴趣。1937年，她随家人迁
往重庆，入重庆南开中学读初二。1939年，
她考入该校高中部。

1942年，陆婉珍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
系。1946年毕业后前往上海中国纺织建设
公司第一印染厂任技术员。1947年9月赴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1949年硕士毕业后，她赴俄亥俄州立大学化
学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知名化学家
希斯勒教授。1951年，陆婉珍顺利通过博士
论文答辩。随后，陆婉珍前往美国玉米产品
精制公司研发中心分析部任研究员，从事冷
水可溶性淀粉的分析工作。1955年，陆婉珍
踏上了归国之旅。

回国后，陆婉珍和丈夫闵恩泽在石油工
业部石油设计局工作。1956年，陆婉珍参与

了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负责组
建石油分析研究室。1958年，石油工业部石
油科学研究院成立，陆婉珍任油品分析室主
任。其间，她参与翻译出版了《石油烃化学》
一书，发表了关于重整原料油组成分析的论
文。1963年，石油科学研究院自行研制的催
化重整催化剂在试验时发生了严重的催化剂
失活，陆婉珍带领团队研究发现是砷中毒问
题，并研发出了可以测定ppb级砷含量的分
析方法。1964年，在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庆炼
油厂铂重整装置开工期间，她通过气相色谱
图发现生产装置中存在漏点，找到了二甲苯

干点不合格的原因，使“五朵金花”之一的铂
重整炼油装置顺利投产。1978年，她被聘任
为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首批博士生导师，在
科研的同时为研究院讲授近代物理分析技
术、石油化学等研究生课程。

1979年，陆婉珍继续关注色谱在石油化
工领域应用的动向。1985年，在总结多年工
作经验的基础上，陆婉珍组织完成了《中国原
油的评价》的编写工作，填补了我国在原油评
价领域的空白。1986年，陆婉珍领导并参与
的“新型毛细管色谱材料的研制”获中石化科
技进步三等奖；“原油及其产品砷含量和盐含
量分析方法和仪器”获1987年中石化总公司
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中国原油的评价”
和“WC-1型砷分析仪”两项成果被列入国家
科委成果公报。1991年，她参与指导的《石
油化工分析方法（RIPP试验方法）》一书荣获
1996年中石化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同
年，陆婉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
员。当选院士之后，她并没有放松科研和育
人工作，指导和参与研发的多个项目获得重
要科技奖励。

陆婉珍是我国近红外光谱学科的领路
人。1994年，陆婉珍决定组建一支近红外光
谱分析团队，她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这项技术
广阔的发展前景。1999年，她主持研制的
NIR-2000型实验室近红外光谱仪获北京分
析测试学术报告会及展览会金奖。2013年，
她在“第19届全国色谱学术报告会及仪器展
览会”上荣获首届“中国色谱贡献奖”。2014
年，陆婉珍捐出100万元在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设立“陆婉珍近红外光谱奖”，以促进和推
动近红外光谱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

陆婉珍长期主持我国原油评价工作，建
立了我国自主的原油评价体系，她还是我国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先驱。不仅如此，她
还特别关心妇女事业，发表多篇文章，倡导妇
女应在科技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年轻一
代的女科学家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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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慧 李海燕 綦郑潇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2022年卫健
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实际完善生育假期用工成本合理分担机
制，明确相关各方责任，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促进女性
公平就业和职业发展。各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制
定了本地具体实施方案。

为有效掌握各地生育假期的落实情况及由此带来的用工成
本，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课题组在2022年9—10月与问卷星公司合作，对除青海、西藏外
28个省（区、市）的1043个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以下简称

“HR”）进行了问卷调查。本研究中生育假期包括98天法定产假、
延长产假、陪产假、哺乳假、育儿假，生育成本包括生育假期津贴及
假期社会保险费，不包括间接成本。

对生育假期的政策执行情况

超过3/4的被访企业执行了哺乳假政策。在被访企业中，有
76.59%的企业执行了哺乳假规定。其中，广东、北京、上海被访企
业HR针对“您单位是否为有未满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安排每天1
小时的哺乳时间？”给出肯定回答的比例分别为81.00%、79.70%
和76.47%。

6成以上的被访企业落实了陪产假政策。在调查前14个月内
有男职工家属生育的被访企业中，落实陪产假政策的占61.88%。
其中，广东、北京、上海被访企业落实陪产假政策的分别占
72.19%、66.13%和61.46%。

1/3以上被访企业落实了60天及以上的延长产假政策。除广
西外，参与此次调查的27个省的延长产假时间为60—90天，然
而，35.62%的被访企业仍然仅落实98天法定产假政策，落实30
天、60 天及以上延长产假政策的被访企业分别占 27.68%和
35.82%，各地延长产假的政策落实率普遍偏低。

近 3 成被访企业执行了育儿假政策。在被访企业中，有
28.95%的企业执行了育儿假规定。其中，上海、北京、广东被访企
业为有 3 岁以下孩子的男女职工提供育儿假的比例分别为
44.66%、32.85%和32.21%。

企业生育成本负担与减负呼声

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普遍较重。近九成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超
过工资总额的0.30%，其中，分别有42.38%、43.82%和14.29%的被
访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占工资总额的0.30%-0.5%、0.51%-0.80%
和0.80%以上。其中，上海、北京、广东被访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占
工资总额0.5%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1.46%、46.72%和45.19%。

企业对减轻生育成本呼声强烈。调查发现，82.36%的被访企
业呼吁国家对其承担的生育假期的社会保险费予以补贴，另有
74.40%和48.71%的被访企业呼吁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延长产假
期间的生育津贴、为当年有女职工生育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其
中，广东、北京、上海分别对社会保险费补贴、生育津贴来源和税收
减免的呼声最高，分别为85.10%、75.91%和64.37%。

总体而言，被访企业对哺乳假、陪产假政策落实率较高，对新
增设的育儿假和延长产假政策的落实率偏低，并普遍反映生育成
本负担较重。

完善生育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的政策建议

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进程中，针对各地被访企业的生育
假期政策落实、生育成本负担偏重、减负呼声强烈等问题，笔者
建议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及其对生育可能带
来的负面影响，结合国际经验与教训，及时建立并完善用工成本
分担机制。

一是建议通过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方式减轻企业承担的生育
成本。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回应被访企业对减轻生育成本
负担的强烈呼声，建议省级党委、政府责成省财政厅、人社厅、税务
局加大对有女职工生育的企业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力度、税费征
收系统的研究力度，借鉴国家关于托育服务业和家庭托育费用支
出、小型微利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政策等税费优惠规定，参考《江苏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中分别为企业在女职工生育二孩、三孩期间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用，给予50%和80%的财政补贴政策，依据省级财政税收情况，制定并实施企业
有关生育女职工社会保险费缴费补贴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等政策措施，解决生育假期政策
与社会经济政策之间的配套衔接问题。

二是建议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延长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被访企业HR向课题组反
映，企业已依法缴纳了生育保险费和各项纳税额，承担了带薪年休假工资，受新冠疫情等
多因素影响，目前企业经营难度加大，再额外承担延长产假、育儿假等津贴或工资，会让
企业更加步履维艰。因此，建议省一级党委、政府参考瑞典、德国、法国由社会保障或社
会保险支付生育假期津贴的做法。例如，瑞典和法国的生育假期津贴全部由社会保险支
付，德国的育儿假、儿童病假津贴由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支付，产假津贴支付来源类似于
我国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支付的98天生育津贴，生育津贴与产前工资的差额由用人单位
补齐。责成省人社厅组织社会保障、精算方面专家，准确测算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延长
产假、陪产假、哺乳假、育儿假的部分或全部津贴时，将带来多大程度的基金压力，以及通
过增加单位职工个人缴费比例等渠道，为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提供经费支持。

三是建议将延长产假在新生儿父母所在单位进行合理分配，减轻女职工所在企业承
担的生育成本。无论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相关研究发现，还是北欧、西欧国家提高生育
率的具体政策，均已证明促进性别平等对提高生育率的正向影响。目前多项国家政策明
确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营造性别平等的就业
市场环境，保障妇女平等就业。建议各地党委、政府在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过程中，借
鉴瑞典、德国父母育儿假做法，将目前正在推行的延长产假政策重新在新生儿父母间进
行分配，即对目前仅适用于生育女职工的60—90天延长产假，在新生儿父母间基于“非用
即失”原则进行重新分配，例如父母各半或父亲休假时间略长于母亲。以便在推进男性
切实承担育儿责任及男女职工所在企业共同分担延长产假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同时，促进
妇女平等就业及生育率的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注：本研究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2022年“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对女性就业的影响”项目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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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静 何瑜

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十字
路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
实现现代化？”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面对世界
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挑战，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再一次展现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
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
量。”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即“共同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
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回答了我们应该秉持
什么样的文明观，如何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
时代课题，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为
指明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贡献了中国智慧。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突出了文明
的平等性和差异性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
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和羹之美，在
于合异。”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
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
本民族历史、国情、习俗的土壤之中，闪烁着不同
民族的智慧，为各国现代化积蓄根基、赋予特色。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
也。”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要改造、同化，甚至想以自己
的文明取代其他文明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
世界文明带来灾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
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
画卷。”全球文明倡议倡导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
文明优越，从文明样态层面揭示了文明的平等、多
样的特性。这是文明发展的前提。“一花独放不是
春，万花齐放春满园。”失去了多样性，文明也就失
去了进步的动力。只有平等地看待和对待其他民
族、国家的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维护各国各
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
鉴，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
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揭示了文明
的统一性和共通性

文明不仅具有多样性，也具有共通性。因为
多样才需交流，因为共通才能交流。虽然世界各

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等都不尽相同，各国文明都
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秉持着特有的价值遵循，但每
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其相
通之处。文明发展既需要尊重各自差异，也需要弘
扬共同价值。弘扬共同价值不等于追求“普世价
值”。长期以来，西方凭借着先发优势将西方价值
包装为“普世价值”，到处推广，不仅没有带来进步
与发展，反而制造了动荡与混乱。究其根源就在
于“普世价值”并非“普世”，其实质奉行的是西方
中心主义的不平等价值观，以“唯我独尊”“文明优
越”来看待世界多元文明，否定价值多样性存在的
合理性。世界文明发展追求的是共同价值，而非

“普世价值”。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首次提出“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文明在漫长历史长河
中积淀而成的，凝聚着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
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
公约数，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理念
指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全
球文明倡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旨在
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尊重不同文明的价
值，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对自身实现现代化
路径的独立自主探索，以反对将民主、自由作为某
个或某些国家的独占专利的霸权做法，反对把仅
属于本民族、国家尊崇的独特价值和发展模式强
加于人的霸道做法。

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指明了文明
的传承性和发展性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
扎根的历史土壤，有其特有的习俗、传统和价值
观，它们经过历史风霜的洗礼顽强地留存了下来，
历史是它们的根和魂。割断历史的文明是没有生
命力、没有未来的。正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
其流者怀其源”。文明发展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
中实现的。只有不忘本来，才能面对未来。“文明
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
时应势、推陈出新。”全球文明倡议倡导重视文明
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
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世界各国文明共同发展
指明了方向。赋予各国文明以新的时代价值，推
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任何虚
无的做法，任何固守的做法都是在阉割文明的生
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历久弥新，成为唯一不断
流的源远流长的文明，就因为始终坚持兼容并蓄，

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形成了革故鼎新、与时俱
进的精神气质。这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欣欣向
荣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
进，需要推动各民族文明的传承保护和时代创新
相统一，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在传承中
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不断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
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
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阐明了文明
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
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
将走向衰落。不同文明只有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
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
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
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呼吁各国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举办亚洲文明大会、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为推进全
球文明交流互鉴凝聚更多共识。全球文明倡议倡
导加强国际人文合作交流，为文明的互鉴交流、融
合发展指明了路径方式。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文明
的交流，而文明的交流离不开文明的多样，但文明
的多样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之间应该
加强交流，在交流中消弭误解、遏制冲突，在交流
中借鉴融合、共同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
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有助于推
动各国携手共进，走出“文明冲突”的困境，共同绘
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总之，全球文明倡议的“四个共同倡导”各有
侧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系统回答了当今世界
文明发展的时代之问。前两个“共同倡导”回答
了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文明观，即坚持弘扬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的多样
性，积极寻求共同价值的认同；后两个“共同倡
导”回答了我们应该如何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要
重视文明传承与时代创新统一，加强文明交流交
融，携手推动世界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全球文明
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
又一次顺应时代要求，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胸怀天下的不凡胸襟
和责任担当为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贡献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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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集中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
略性问题。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
式现代化。我国人口发展随着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呈现出不同
时段的特征规律，深入研究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为此，《新女学》周刊自今日起开设专题，刊
发一组专家学者运用性别视角研究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文章。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各省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制定了本地具体实施方案。
为有效掌握各地生育假期的落实情况及由此带来的用工成
本，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对女性就业的
影响”课题组对除青海、西藏外28个省（区、市）的1043个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生育假期的落实
情况、企业生育成本负担与减负呼声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
完善生育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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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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