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劳动者是我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重要力量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

2023年
中国男女两性之间的劳动参与率

差距为14.43个百分点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63.73%

高居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

远超47.29%的国际平均水平

新时代妇女事业成就综述之妇女与经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妇
女在内的全体人民。”2015年9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发展，推动妇女
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
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指引中国妇
女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阔步前
行。妇女参与经济的形式形态丰富，妇女参
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稳步提升。

在经济领域发展获得有力保障
曾是“打工妹”的甘肃省陇南市徽县的梁倩

娟，通过开设淘宝店铺，创新直播带货，让更多山
货“搭网”出深山。不仅如此，她还以“电商+农户”
模式，教授农户电商带货技巧，累计带动600多户
农户成为“新农人”。

2022年发布的《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
业研究报告》显示，在数字贸易、电商、直播等领
域，已创造5700万个女性就业机会，提升了女性
就业创业质量，并通过共享信息与资源，降低了农
村地区、偏远地区女性劳动者的就业创业壁垒。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
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发
展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也为妇联组织准确把握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引领妇女参与数字经
济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近五年来，全国妇联积极引领妇女参与数字
经济发展，促进妇女就业创业。从2015年起，全
国妇联连续出台指导意见、工作方案，促进妇女
发展，保障妇女权利。同时，持续安排专项资
金，与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及电商平台，
对妇女开展电商培训、网络直播带货技能培
训。各级妇联还组织开展直播大赛，带动了一
批巾帼电商达人、推广了一批特色农产品、培养
了一批妇女带货能手。此外，培育了“吉林网
姐”“龙女电商”“楚凤优品”等一批电商品牌，帮
助 50多万妇女通过新经济新业态实现就业增
收。

无论是在新业态经济开拓，还是在传统经济
领域的深耕，妇女取得的卓越成绩，离不开党和国家方
针政策的支持与护航，离不开全国妇联作用的积极发
挥。

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相
继制定并不断完善；从国家层面到31个省（区、市），均
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多地建立女性公平
就业约谈机制；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倡导、监督工作中的
性别平等，在营造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中发挥积
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
要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平等参与经济活动。

2015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对“母亲创业循环
金”项目不断深化内涵、拓展外延，融入互联网思维，
开展跨界合作和管理创新，启动“@她创业计划”。
截至2022年底，“@她创业计划”项目已累计实施循
环金近 4.086 亿元，覆盖 20 余个省（区、市），助力
52.5万名女性创业和就业，辐射带动373万多人致富
增收。

“近几年明显感觉加入这个行业的女性变多了，我
们课题组里一半都是女性。”曾参与第一届全球铸造行
业科技青年论坛的中国科技青年代表之一的王墅表
示，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女性能够参与的领域拓展得
更宽了。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显示，中国女性以63.73%的劳动参与率高居世界主
要经济体首位，远超47.29%的国际平均水平。2023
年中国男女两性之间的劳动参与率差距缩小为
14.43个百分点。女性劳动者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
“参与经济活动是妇女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参与

经济活动最主要的方式是‘就业创业’。”中国劳动和
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张丽宾，曾
在全国妇联召开的“十四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专家
座谈会上表示。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妇女参与经济发

展程度更加深入。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
成，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占55%。2021年全国科
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约45.8%。

近年来，优秀女性工作者不断涌现，为各行业各领
域带来了新风向、新动能、新血液。

2023年，随着经济回暖，职场“她力量”更加彰
显。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
告》显示，2023年，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月，与男
性的9942元/月相差1253元，男女薪酬差距呈逐年缩
窄趋势。2019年，女性比男性月薪低23.5%，2023年
相差约12%。多项数据显示，女性的职场价值日益得
到更多认可。

妇女成为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
力量

济南荷小妹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莹莹的生意越
来越火，销售的农产品达20多种，实现了年收入从500
万元到800万元的提升，她用双手在农村开辟了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地。下一步，她将做好野菜项目产业链，
打造优质野菜项目示范园，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

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农村有了广阔的发展舞
台，像韩莹莹这样的“新农人”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把
乡村振兴和自己的“新”农业事业结合在一起，利用所
长创业，增收致富，并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带来新面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妇联坚持推动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扶持特色产业，带贫增收成效明显。投入
3930万元创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786个，打造
打响“锦绣计划”“巧媳妇”“徽姑娘”“陇原巧手”等妇女
特色产业品牌，推动建立妇女手工协会和合作社3011
个、“妇字号”基地2万多个。配合扶贫部门发放扶贫

小额信贷678亿元，扶持122万建档立卡贫困妇女创业
脱贫。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切实保护
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2018年，民政部、中央组织
部、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村规民约
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纠正与法律政策
规定、性别平等原则相冲突的村规民约。农村妇女
的土地权益和经济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她们踊跃投
入乡村振兴，积极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为了维护广大农村妇女的权益，国家始终重视从法
律制度层面保障妇女土地权益。从2014年起，开展农
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明确要求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
经营权记载到权属证书上，广大农村妇女实现了“证上
有名、名下有权”。2018年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
规定，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
益，确保农村妇女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国家政策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各级妇联组
织的团结引领下，广大妇女以“巾帼不
让须眉”的豪情壮志投身伟大事
业，实现人生出彩。

2023年7月26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洛香镇百香果基地，女主播在直播销售百香果。近年来，从江县积极组织当地网红深入一线，开展为民办
实事系列活动，构建“党建＋产业＋电商”工作机制，借助网络直播平台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增收致富。 石宏辉/摄

2023年 3月
7日，在湖南省汨
罗市神鼎山镇丰
仓村的“巾帼车
间”，工作人员在
生产数据线。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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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