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芳平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具有鲜明的制度
特色，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选择、确立、建
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
过程，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实践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
中国的实践。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妇女解
放理论的初步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前三年努力完成民
主革命时期的遗留任务，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稳定的
政治经济秩序是中国共产党系统实践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的有效保障，坚实有力的政府成为妇女解放的强
有力推动者。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
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生活的一系列变化逐步为
中国妇女所接受，并转化为解放妇女的政治思想资
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业生产、民主政治建设
和思想文化建设中，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理念和原则
开始融入具体工作。1952年至1956年，随着手工业、
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
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推翻了以私有制为基础剥削和
压迫妇女的物质力量。妇女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男
性和女性，作为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占有层面实现平
等。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
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不
断增长，妇女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空间。这一时期既
是中国共产党彻底完成妇女阶级解放的一个阶段，也
是中国妇女逐步认同社会主义并接触新的制度文化
规范的过程。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妇女解放的全面探索

1956年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围绕如何动员和组
织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推
进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展开探索。这种探索是在坚持
科学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
际、妇女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中不断推进的。这一时
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社会主
义建设和妇女解放的相关论述，为社会主义制度下解
放妇女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1956年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贯彻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原则，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经
济、政治、文化创设妇女解放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
实践中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性别平等机制。在意识形态
建设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
一部分，一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理念，另一

方面蕴含着社会主义平等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和彻底
性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党和政府强调劳
动妇女解放对国家工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开始探索
并形成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解放妇女劳动力机制、男
女同工同酬机制，探索建立内含性别平等意识的工农
业生产体系，通过计划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女性回
归社会、回归公共领域创造相应物质基础。在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政治生活的
主流意识形态之一，党和政府在政治生活探索中初步
形成保障妇女平等参政的基本机制。在社会主义公共
服务和集体福利事业中，党和政府探索形成通过集体
化合作化保护妇女权益、解决妇女问题的体制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既通过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推进妇女解放，广大妇女迅速获得了平
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机会，又在妇女参与和认
同中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民主进程、经济发展
和文化建设。妇女解放释放出的劳动潜能推动经济快
速发展，夯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占人口一半
的妇女的支持和认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巩固了党
的执政根基。

妇女解放的出现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
就有先进的性别意识，其内含的妇女解放基因和男女
平等机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之一，内嵌于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在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是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实践的重要特征，也是当时
妇女解放的重要优势。在探索中虽然发生一些失误，
但探索中形成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妇女工作方法和在实
践中形成的解放妇女的机制，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
妇女解放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
会主义制度解放妇女的优越性不断丰富

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
义的正确道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领导中国人民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
的实践关注的是如何在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中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为妇女进步发展提供了
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探索了如何在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新环境下推动妇女解放和发展，阐释了
改革对妇女解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明确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妇女解放的任务和妇女工作的方针，强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调动妇女积极性、破除束缚妇
女发展的体制机制、创造妇女参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上
的优势；从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角度关注市场经济和

商品逻辑下妇女发展面临的挑战，解决妇女由于性别
在一些领域遭遇的隔离、歧视和排斥，倡导鼓励妇女发
展的社会文化。这些努力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在尊重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就业、培养选拔女干部、
依法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等方面的优越性。这一时期
形成的党和政府与妇联组织、妇女团体、妇女群众之间
的良性协调机制使妇女运动与社会主流政治文化之间
更能融合互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妇女事业
迎来发展新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
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使中国妇女
事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一，更加重视党对妇女事业的全面领导，引领妇
女群众自觉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奋斗与为
美好生活的奋斗统一起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从全球男女平等事业和人类和平发展的战略高度，
对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推进了
妇女事业发展。在新时代的奋斗道路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第二，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把妇女事业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党和政府统筹推进影响
妇女发展的体制革新，强调促进妇女发展要与各领域、
各层次、各环节改革措施相协调，既调动妇女进一步改
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促进妇女共享改革成
果。妇联组织主动参与涉及妇女的改革议程，把全面
深化改革的进程不断与妇女解放结合起来，积极维护
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升妇女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第三，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制度在维护男女平等和
实现妇女全面发展中的优越性，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
妇女平等参与和发展的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在社会发展规划中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意识不断
增强，在制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
依法保护妇女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通过不断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妇女提供公平可及和系统连续的
公共服务成为共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中把社会主
义制度解放和发展妇女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促进
了妇女问题的有效解决，为妇女全面发展营造环境、扫
清障碍、创造条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史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史
和妇女解放史的统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一直是社
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制度实践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原则之
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把
中国妇女解放不断推进到新高度，不断深化人们对社
会主义制度解放妇女的优越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解放妇女的探索是世界共运史和
世界妇女史上的一个重要经历，为妇女在新制度下参
与人类社会发展、实现自身解放奠定了基础。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随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妇女事
业发展必将迎来新的机遇。

（作者为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公共领域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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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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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崔莉 陈力

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项
重要全球倡议。“三大倡议”相互呼应、相辅相成，具有
鲜明的系统性、开放性、时代性、创新性，同时进一步阐
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治理观”“全人类共
同价值”，其影响力、感召力愈发凸显。“三大倡议”为共
同应对全球挑战、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中国方案，为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为推动妇女全面发展创
造了历史性机遇。

“三大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
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
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三大倡
议”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具有紧密的内在逻
辑，展现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指明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根
本路径，并向世界彰显中国构建平等的国际合作模式的
天下担当。

第一，全球发展是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实现全球共
同繁荣的基础。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推动国际发展合作
的重要遵循。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
突出位置。全球发展倡议成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
保障。2022年1月，“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正式成立。新时代，全球发展倡议迈向平衡协
调包容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加速构建。

第二，全球安全是各国谋求稳定繁荣的重要前提。
全球安全倡议是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实现世界和平安宁
的重要理念。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为构
建世界安全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
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
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命运共
同体。全球安全倡议蕴含标本兼治的中国智慧，彰显中
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和“协和万邦”的交往
观。这是对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超越，与某些
西方国家秉持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干涉主义有着本质
区别，展示了中国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的愿望。

第三，全球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明确了价值追
求。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揭示
了文明交流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早在公元前100多年，
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千年时光积淀了

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
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的重要动力。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我们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宽广
格局和“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即深刻把握世界之变，洞察人类
发展进步潮流，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三大倡议”引领妇女全面发展

目前，中国女性积极活跃在“一带一路”舞台之上，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她们广泛参与到众多贸易、投资、建设
项目、人文交流中，也在广阔舞台上为推动性别平等、实现妇女赋权、消除
妇女歧视、助力妇女全面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面向未来，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过程中，“三大倡议”进一步提升女性在全球更广泛领域中发挥
积极作用，推动全球妇女把握机遇，展现她风采。

第一，在引领全球发展中凝聚“她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高质量发展不仅为
自身持续增强创新动能，也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女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半边天”，是科技创新和科技事业的重
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应从大力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培养更多
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完善女性科技人才评价奖励机制等多方面着手，
凝聚“她力量”。

第二，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展现“她担当”。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而
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易成为暴力冲突和恐怖威胁的受害者，因此优化妇女
生存发展的安全环境，对消除不同国家和地区妇女的歧视和偏见至关重
要。不仅如此，随着女性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女性在预
防暴力冲突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全球多元协同治理中拥有更多的机
会。新时代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积极化解传统安全威胁与新时
代安全问题，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女性参与全球安全事务，展现“她担当”。

第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释放“她智慧”。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
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
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推动中国女性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践行者、世界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成
果的享有者和受益者，一方面要为女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更多的交
流平台；另一方面要为女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新形式，让女性借助发展
迅猛的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媒介以全新的方式参与文明交流互鉴，释放

“她智慧”。
[赵崔莉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力为中共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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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宁（1926-2019），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
学家，固体相变内耗专家，物理教育家，我国第一台“声
光调Q-YAG激光器”研制者。

1926年，王业宁出生于安徽安庆的一个官宦家
庭，自小就对数理化兴趣浓厚，她的理科考试成绩总是
名列前茅。1945年，王业宁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开
始在自己热爱的物理世界中追梦。1949年，大学四年
级的王业宁在面临跟随家人同去台湾的选择时，决定
继续学业。这次分别后，王业宁与家人海峡两岸分隔
近50年，与双亲再也未曾见过面。同年，王业宁以全
系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

1950年，王业宁开始在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进修时，得到著

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的悉心指导，确立了金属物理与内
耗的研究方向。1954年返校后，王业宁在南大物理系
创建了内耗实验室，从此投入固体相变与缺陷内耗的
研究，开启了自己几十年不平凡的科研生涯。

1959年，王业宁首次创造性地把葛氏摆应用到新
的领域，用它来研究相变机理。她观察到内耗峰值随
温度的升降速度和应力的增加而增高，随震动频率和

含碳量的增加而减低。瞬态内耗与一个震动周期内马
氏体的转变量成正比。在金属物理中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结论，在国内被称为“王氏定律”。她对马氏体相变
内耗规律及其机理的发现和揭示，比国外相同规律的
发现早了10年。

1963年，王业宁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压电组合
振子内耗仪，扩大了测量内耗的频率范围，该装置于
1964年荣获国家科委、计委、经委联合颁发的新产品
三等奖。1974年，王业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声光调
Q-YAG激光器，在国内激光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
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王业宁在科研道路上从不循规蹈矩，具有很强的
创新思维，尤其注重交叉研究。自1987年起，王业宁
将内耗方面的研究应用于高温超导体领域，首先发现
并确认高温超导体在Te以上的晶格不稳定性或类相
变与晶格参数的跳变有关。1989年，王业宁又创新性
地将耦合弛豫理论应用到金属材料内耗的研究中，发
现由于位错与点缺陷气团相互作用引起的内耗如冷加
工峰（S—K峰）与沉淀峰，并合理地解释了该峰反常大
的激活能的起因，为各派长期研究的冷加工峰的激活
能问题找到了合理答案，研究引起国内外同行的瞩目，
被誉为“王模型”或“王氏理论”。

王业宁迎难而上，勤奋刻苦，在相变内耗领域深耕几
十年，为我国物理学领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
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她被国家计委、科
委、教委等八个部委授予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个人
金牛奖。王业宁不仅科研成果突出，而且培养出近百位
硕士、博士，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

王业宁一生成果丰硕，获奖无数，她学术造诣极
高，蜚声中外。但是在无数荣光的背后，是数十年如
一日对学术的坚守。她始终践行自强品质，全部精
力用于科研。正如王业宁所说：“我没有留过洋，不
很聪明，但很勤奋。如果说我做一样成一样有什么
奥秘的话，那就是对待事业全身心投入和锲而不舍的
长期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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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业宁（站
立者）与博士生
讨论超声衰减实
验结果。

来源：中国
科学家博物馆

王业宁大学
毕业照。
（摄于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