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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
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
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
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
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
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
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本文作
者认为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
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
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
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
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
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来源：《理论月刊》
（白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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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妇女：全球农业粮食系统转型的核心问题
研究视窗视窗

《马克思是性别盲
吗?——马克思性别观的
再认识》

《男女有别:中国人
名字中的性别倾向及其
变迁》

《性别分工对婚姻稳
定性的影响研究》

作者：杨华磊 王嘉昊 刘雅静

面对当前逐年攀升的离婚率，一些
学者认为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工作，接
触到更多异性和有更高的自我实现所
致，那相比权力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传
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下婚姻就
会更稳定吗？为回答这一问题，文章基
于 2017 年与 2018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
现：相比“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权
力夫妻有着更高的婚姻稳定性。其中的
机制是，两方都工作会改善家庭的经济
状况。贫贱夫妻百事哀，贫穷会引起紧
张，损害婚姻；在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
下，不工作的女性将承担更多的家务，更
多的家务将引致女性更容易焦虑；女性
参与工作意味着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
会参与，不会把过多注意力集中在男性
身上，健康的情绪和更多的社会支持有
利于婚姻稳定；婚姻是一种匹配，双方都
有工作意味着势均力敌相互依赖，有更
相似的适配价值，相似通常使得婚姻更
稳定。进一步对比分析还发现，“男主外
女主内”比“女主外男主内”的婚姻稳定
性要高；与夫妻双方都无工作的家庭对
比，“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与“男主外女主
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更稳定，而“女主外
男主内”的离婚风险最高。

来源：《西北人口》

作者：许琪 陈默闻 曹云鹤

名字既是传递性别信息的重要载
体，又蕴含着所属时代的性别文化特
征。本文作者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
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人的名字表现
出明显的性别分化，但这种分化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有所减弱。随着
时间的推移，女性名字同时出现了中性
化和男性化的趋势，而男性名字只是出
现了中性化趋势，且在中性化的速度上
慢于女性。一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包容
性的增强和性别观念的进步是推动名
字性别倾向变迁的重要因素。但另一
方面,名字的性别倾向也深受男孩偏好
和儿女双全等传统生育偏好的影响。
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家庭的实际生
育状况与生育偏好不符是推动名字性
别倾向变迁的重要原因。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作者：吴华眉 张英荟

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中一直
存在着关于马克思是否“性别盲”的争
论。分析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知，马克
思并不是“性别盲”,其性别观深刻隐藏
于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辩证思考
中，突出体现在对劳动分工与家庭分工
的深入批判中，直接呈现在对社会变革
主体的积极思考中。以马克思的性别
观为理论工具，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
性别平等事业处于最好的发展机遇中，
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由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因而也存在着发展
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现象。基于此，本文
作者认为应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上，认识到女性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
性，从社会关系中构筑女性全面发展的
社会土壤，并激发广大女性的历史使命
感，推进女性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
担当和新作为。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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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参与基层
治理的路径探讨——基
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
区建设的研究》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白晨

2023年5月20日至21日，第二届
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学术研讨会在
上海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的指导单位是
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上海大学，由上海新
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和长宁区
委统战部共同主办。

第二届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学
术研讨会以“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
代化”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的社会
阶层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统战工作职能部门的领导、新的
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等130余人参加了本
次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
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华
主持开幕式和主旨演讲。

研讨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
现代化相关理论、实践和政策问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一支蓬勃发展充满创新活力的积
极力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
支生力军。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研究
中心成立两年多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广泛总结实践经验，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积极支持和
帮助。

中央统战部六局负责同志在致辞中
指出，此次会议的举办将为统战干部、专
家学者、代表人士研讨交流新的社会阶
层课题搭建重要平台，有助于深化对新
的社会阶层发展规律的理解，对推动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海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上海
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主任李霞在致辞
中表示，本次会议是上海新的社会阶层
研究中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
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的务实举措，是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生动实
践，也是研究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优
势作用，助力全国和上海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具体探索。

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级岗特聘教
授、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顾问李
友梅在致辞中表示，加强对新的社会阶
层的研究，可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实
践经验认识的理念和总结，可以深化中
国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也能
够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入探究。

为了深入研究新的社会阶层发展，
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本次学术研讨
会设置了“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
化的理论研究”“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重要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
索”“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
验研究”三个分论坛。

与会专家学者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
人士一致认为本次大会对于深入学习领
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深入探讨新时代新的社会阶
层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理论、实践和
政策问题，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提供理论借鉴具有积极意义。

发布《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研
究报告No.1——结构化、组织化
与实践创新》

大会举行了《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
研究报告No.1——结构化、组织化与实
践创新》的发布仪式，仪式由中国社会
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
寿光主持。在新书揭幕仪式之后，上海
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新的社会阶层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海东对新书内容
进行了具体介绍。该书是上海新的社
会阶层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
作为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研究系列报
告的第一本，该书以新社会阶层的结构
化、组织化与实践创新为主题，综合运
用理论研究、量化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
法全面呈现了新时代我国新社会阶层
的新发展、新变化和新经验。未来，上
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将继续扎实
推进新的社会阶层的理论研究、政策研
究和实践研究。

围绕《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研究报
告No.1——结构化、组织化与实践创
新》，各位专家学者由此延伸思考，纷纷
进行了精彩的主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新
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顾问李培林研究员
以“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
研究”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提出加强新
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并在高
度概括“新就业群体”五大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
层研究的具体内容。

吉林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邴正教授在主旨演讲
中对推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历
史任务进行了深刻解读，并结合新社会
阶层的特点提出了参与推动东北实现城
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
究中心教授刘少杰以“信息技术革命推
动的新社会阶层地位变迁”为题发表了
主旨演讲，他认为应当根据信息技术的
使用权研判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新
社会阶层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构
成，而且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基础。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自由
职业三分团负责人、上海市政协常委陈
海波就新时代文化统战在调动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积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结
合具体实践活动阐释了如何以文化统战
调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积极性。

前沿视线视线

■ 胡玉坤

在农业粮食系统全球化的大趋势
之下，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成
为该系统善治与转型的一个核心。放
眼世界，在转型的“阵痛”期，农业粮食
问题与性别不平等等诸多全球挑战正
加速交汇。按当下的发展态势，距离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全
球愿景中的目标2（消除饥饿）和目标
5（实现性别平等）实现的希望愈发渺
茫。一个更高效、更具包容性与韧性
以及更可持续的全球农业粮食系统的
构建势在必行。

妇女在全球农业粮食劳动
场域中的作用与劣势的反差

妇女是全球农业粮食系统难以忽
视的一支主力军。须知，全球36%的
女性劳动者和38%的男性劳动者在农
业粮食体系中就业。2011年，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首次发布了《妇女参与
农业：缩小发展中的性别差距》的旗舰
报告，开创性地评估了全球妇女在农业
中的地位和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
距。202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又
推出了《妇女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地
位》，将研究视野延伸到了更宽泛的农
业粮食系统。这一拓展得以透视妇女

群体的更大参与范畴，也折射了与时俱
进跟进全球农业粮食系统的转型。

妇女在农业粮食系统扮演了至关重
要的角色，却滞留在农业产业链和价值
链的低端。在低收入国家，妇女更有可
能在农业粮食系统就业。以南亚为例，
71%的女性劳动力聚集在这个系统，而
男性为47%，两者相差24个百分点。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的占比（66%）也
高于男性（60%）。农业粮食系统既是这
些地方妇女就业的主渠道，也是其赖以
生存的一个主要生计来源。尽管如此，
妇女扮演的角色往往是边缘化的。被锁
定在小块地上种植庄稼和饲养家畜的

“小农”中的妇女约占40％~60%。
在农业粮食系统的非农部门，由于

劳动力市场的种种歧视，妇女通常承担
非固定、非正规、兼职、低技能或劳动密
集型的工作。例如，在全球水产养殖和
渔业部门，妇女持有的全职职位仅占
15%，而在加工的兼职工作中占71%。
不单妇女的工作条件比男性更糟糕，因
职业藩篱，在农业的工资就业中，男性
每赚一美元，妇女只能挣82美分。总体
而言，妇女难以突破或告别劣势处境。

全球性挑战为弥合性别鸿
沟的干预投下了阴影

近年来，缩小性别鸿沟的努力邂

逅了接踵而至且互为交叠的全球性挑
战。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及地区冲
突的连锁效应之下，各地妇女均遭受
了冲击。在新冠疫情第一年，全球农
业粮食系统的非农部门就业的妇女中，
22%丢掉了工作，而男性仅为 2%。
2021年，至少有9.39亿15岁及以上的
妇女经历了中度到重度的粮食不安全，
而男性为8.13亿。两性粮食不安全的
差距从2019年的1.7个百分点扩大为
2021年的4.3个百分点。而且，新冠
疫情肆虐的“长尾效应”并不能立刻消
失。气候变化同样增添并放大了农业
粮食系统妇女发展的障碍。贫弱妇女
常常别无选择地诉诸短期的应对策
略，比如粮食匮乏之际减少自己进餐
次数和数量。这势必牺牲其应对气候
冲击和压力源的长期韧性。

在全球性挑战的交互影响之下，
弥合性别鸿沟的一些干预几乎停滞，某
些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倒
退。由于缺乏替代性生计，农业劳动力
的女性化脸谱依旧十分凸显。但由于
许多妇女无缘获得必要的资源、技术、
土地所有权以及与市场对接的机会等，
管理同等规模农场，妇女和男性土地生
产率的性别差距达到了24%。农业粮
食系统性别不平等的系统性障碍仍然
难以撼动。歧视性的社会机制、根深蒂
固的性别规范及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
系等，都是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个举世瞩
目的全球战略，但实际成效却并不尽如
人意。基于对68个国家的研究揭示，
75%以上的农业政策承认妇女的作用

和/或她们面临的挑战，但仅有19%将
性别平等或妇女权利作为明确的政策
目标。妇女的诉求和优先关切事项在
政策和决策中“缺席”就不足为奇了。

赋权妇女乃至缩小性别差
距的上策

盘点过去十多年的进展，《妇女在
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地位》报告一脉相
承地发出了促进性别平等的明确信
号，特别是重弹了妇女赋权的“主基
调”。经大量实践检验，更加精准而有
效地向妇女赋权倾向是一个货真价实
的“硬道理”。

在农业粮食系统，妇女赋权的行
动更为奏效。粮农组织连同其姊妹机
构——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等国际组织等，都不约而同倾力
于妇女赋权。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为
此专门开发了一个颇为实用的农业中
妇女赋权指数。数据表明，瞄准赋权妇
女的项目比那些只将社会性别纳入主
流的项目有望带来更多益处。

得益于妇女赋权的不懈努力，各地
妇女承担了愈来愈多非农经济角色。
拥抱数字技术的女农也越来越多。
2017至2021年，中低收入国家在使用
移动互联网方面的性别差距从25%缩
小为16%。开立银行账户方面的性别
差距从 9个百分点缩小为 6个百分
点。毋庸说，增强妇女自己做出决策之
能力和资源的赋权干预更接地气。

一些科学证据表明，在缩小农田
生产率和农业粮食系统就业工资上的
性别差距，有望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
效应。此举将使全球GDP提升1%，
即接近1万亿美元。换句话说，这将
使全球粮食不安全降低约2个百分
点。倘若半数的小规模生产者受益于
聚焦赋权妇女的发展干预，这将大幅
提升5800万人的收入并增加2.35亿
人的韧性。赋权妇女可观的社会经济

效益由此可略见一斑。
尽管半数以上农业和农村发展双

边援助项目已融入了性别视角，但遗
憾的是，在方案设计将社会性别视为
根本性问题的仅占微不足道的6%。
生活在夹缝中的一些贫弱妇女依旧十
分脆弱，境遇堪虞。很显然，性别主流
化也好，赋权也罢，都须加倍努力更上
一层楼，行之有效的妇女赋权规模的
扩大显得更为急迫。

推进妇女赋权的未来之路

有鉴于限制妇女平等参与农业粮
食系统并造成性别差距的驱动因素植
根于不易撼动的歧视性政策法律、制
度结构以及社会规范等。更为宽泛的
兼顾治本和治标的赋权方法必不可少。

第一，国际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必
不可少。唯有不断优化具有性别敏感
性的农业粮食政策，才有可能助力“性
别盲”的各种变革，特别是扭转妇女领
导权和决策权中的持续“缺席”，进而
充分发掘广大妇女的巨大潜力。

第二，明确针对刻板印象、性别偏
见及歧视性社会规范与规则等结构性
限制的性别变革方法被证明颇富成
效。我们不应忘记，社会性别与妇女的
社会经济地位、年龄、族裔或身处偏远
等其他社会不平等往往重叠交错。毋
庸说，这有待于从社区到国际层面所有
利益相关方坚定不移的共同发力。

第三，强化社会保护方案。在一
个更加不确定、不安全和不平等的世
界里，社会保护事关贫弱妇女在高风
险环境下的福祉和发展，亦有助于她
们从重大冲击中尽快恢复过来。

第四，强化以群体为本的方法。
当灾难压顶或已陷入灾害泥潭时，一
盘散沙的小农尤其是女农要是孤立无
援的话，仅靠单打独斗绝无可能扛住
压力。群体的力量有益于助推群体赋
权及抗击冲击的韧性。

第五，确保务农妇女获得改良种
子、土地、肥料和灌溉等农业资源以及
信贷、教育、培训、技术咨询和数字服务
的平等机会，有助于她们更好地管理农
场。加快补齐这些短板和弱项，整个农
业部门的产量都将会水涨船高。

第六，有效提高妇女的生产率还
有赖于减轻其无偿照料和家务劳动的
沉重负担。普惠型的儿童保育服务对
于母亲保住非农职业生涯并获得较高
报酬能起杠杆作用。

概言之，人类要“跑赢”减少贫困
和饥饿之战，改善饮食、营养和粮食安
全以及实现更公正、更有韧性和可持
续的农业粮食系统，投资于妇女赋权
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农
业粮食系统的转型反过来亦有助于促
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作者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
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气候适应与韧性的底层逻辑研究”
（批准号：22BSH041）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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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妇女在田地里工作。

巴基斯坦，一名妇女抱着女儿与
其他妇女一起在田间劳作。

吉尔吉斯斯坦巴吉什的农村家庭，
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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