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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鼓声 衷心的祝愿

■ 杨承澍 杨慧

近日，由中国妇女研究会人口与发展专业小组和《妇女研究论丛》
联合举办的“性别视角下‘一老一小’政策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京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600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参加了该学术会议。会议由开幕式与主旨发言、会
议发言、评议和会议总结四个部分组成。研讨会分别由中央民族大学
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
研究室副主任杨慧、《妇女研究论丛》副主编宓瑞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
所国际妇女研究室主任杨玉静、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吴菁
主持，由杨菊华、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吴帆教授、上海
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进行专家点评。

研讨成果包括在性别视角下探讨了当下人口转型中急需思考且必
须面对的问题，以实证研究体现了对养老、托育服务的人文关怀与政策
探讨，专家评议为发言人进一步修改完善论文、提高研究水平指明了努
力方向，并对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提升性别意识达成了共识。

开启性别视角下的“一老一小”探讨

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健
康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王培安在主旨发言中指出，
要充分认识儿童早期发展在人口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我国
儿童早期均衡发展面临的子女养育教育投入不均衡、服务阵地依然不
足等问题，建议加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经济支持、服务支持，优化时间
支持、扩大服务阵地等支持。

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杜洁在开幕式
上阐明了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研讨会议题设置紧紧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精神，
紧扣党中央的最新政策和部署，以促进妇女儿童发展、提升老年妇女福
祉为目标展开。研讨不但选题新颖、视角独特、问题明确，具有较高理
论价值，而且与会人员来源广泛、阵容强大、学科多元，既有重要领导和
资深专家，又有很多年轻学者，对进一步壮大性别研究队伍、培养青年
学者具有促进作用。

会议发言涵盖了城乡老龄妇女养老现状和实践、托育服务实践与
挑战、照料经济及数智技术等对女性的影响。

聚焦养老实践中老年妇女的群体差异和异质性

与会学者聚焦不同老年群体，对城市、农村、山区和民族地区老年
妇女的养老现状、面临问题、政策建议进行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吴莹围绕新疆老年女性“茶宴”探讨了积极老龄化问题，发现新疆老年
女性通过“茶宴”获得经济、社会和心理支持，并在自我—家庭—茶宴互
动中提升自主性。

丽水学院讲师陈建华对山区老年妇女家庭养老满意度研究发现，
个人收入、自身健康、家庭功能对提升山区老年妇女家庭养老满意度具
有正向影响。

上海大学博士生高有融对城市丧偶老年人孤独感的产生与缓解机
制探讨发现，老年妇女在童年时的教育弱势和成年后的家属工劣势职
业身份经历，使其在退休与丧偶后更易积极参与社会交往并以此缓解
孤独感。

河南师范大学讲师翁堂梅通过对照顾孙辈的老年妇女和独自留守
的老年男性代际关系性别差异进行分析，发现老年妇女比老年男性获
得更多的子代经济反哺和子代情感互动。

研讨媒介、互联网与养老机构对养老观念与实践的双重影响

厦门大学硕士生何欣璐探讨了媒介使用对老年人养老责任观的
影响，发现增加报纸及互联网的使用频次，对增强政府和三方共责养
老观念（政府养老、自己养老、子女养老）的影响。

济南大学硕士生张珍珍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及中介变量对城乡老
年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使用互联网可通过改善健康状况而降低
抑郁水平。

清华大学博士生卓唯佳研究了养老机构通过服务提供、反馈机
制、监督机制及社会空间机制等日常运作，改变老年人亲子互动频率
的策略。

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生敖颖探讨该省安义县农村“一老一小幸福院”
的发展动力及提升路径，剖析了发挥“村社自主性”优势，培育内生力量并
持续推动政府和多方社会力量的参与并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启示意义。

建言托育服务发展人才与支持体系的完善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中心副研究员李红娟探讨了我国托育人
才培养的现实困境及发展策略，认为托育发展面临人才需求与流失“双
高”、供给缺口较大，培训欠规范、资质标准不一以及培养模式系统化不
足等困境，在发展策略上建议做好托育人才供给、培训质量评估、发挥
多元主体共同探索长效育人机制。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杨津津研究了上海托育师资供需关系，发现
上海市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在2024—2050年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况，其
中，2025年的缺口将为1.65万~2.57万人。

陕西师范大学讲师陈玉佩通过对西北农村婴幼儿照护从业者的考察，发现价值感和职业认
同，实现家庭－工作平衡，获得稳定的收入与社会保障，是婴幼儿照护从业者在地化的重要原因。

上海大学博士生张思涵对单位制变迁进程中的单位－社区共育托育支持体系探讨发现，单
位提供的公共托育支持具有双重路径，社区宝妈提供了行动主体性支持。

分析照料经济与数智技术对女性婚恋的影响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朱迎波分析了北京市养老护理员的从业意愿及影响因素，发现性别、
学历、个人价值、工作经验、喜欢和老人相处、不易被解雇对北京市养老护理员的从业意愿具有
重要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生袁满迪研究了祖辈照料和机构照料对职业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发
现虽然二者均能显著提升职业女性就业质量，但祖辈照料会因代际冲突显著降低职业女性的
主观就业质量。

南昌大学副教授谢永飞基于对中部县域农村的调查，探讨了剥夺型、均衡型、增益型彩礼类
型对个体、家庭、社会的差异化影响，提出了分类治理的建议。

中华女子学院讲师杜声红研究了数智技术对青年婚恋的影响，发现使用数智技术既有利于
拓宽青年男女的择偶范围、提高匹配度等正面影响，也存在增加经济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负面影
响，探讨了建设数智平台婚恋支持体系的思路和方法。

评议对发言人深化研究的反馈及指导

评议专家在充分肯定各位发言人的基础上，分别从题目拟定、研究方法及理论对话等方面，
对每一位发言人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题目要准确恰当地聚焦研究主题；在质性研究方法上，
需明确田野点的典型性及信息饱和情况，并做好对调研材料的挖掘、提升和学理上的归纳总结；
在定量研究方面，要考虑样本量的代表性，关注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假设的有效提出及影
响机制，将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对话，结合社会变迁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此
外，要明确质性或定量研究的推广价值与政策含义，时期划分标准、研究视角、对祖辈照料者身
心健康的关注也需要进一步考虑。

计迎春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概括了本次研讨会两个特点：一是议题多元丰富，研讨深入，具
有明显的性别视角。二是老中青几代学人关注研究对象的异质性，跨越了学科的藩篱，将论文
从汉族聚居区写到民族聚居区，从城市写到乡村，从婴幼儿托育写到养老实践，不但真正把论文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而且将论文写在生命的历程中，写在社会的舞台上。她建议具有社会性别
意识的与会科研工作者，要在研究道路和思考征程中，不忘初心，一路前行。

（杨承澍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研究实习员；杨慧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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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并行的当下，关注“一老一小”问题，不

仅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

日，“性别视角下‘一老一小’政策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这

一议题的深入探讨搭建了高端交流平台。此次会议集结了来自全国的

近600名专家学者，他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养老、托育服

务的政策与实践，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推动性别平等视角下的

“一老一小”政策创新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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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窗视窗

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妇女学概念，并在1984年作为一个重要专题首次在全国妇女理论研讨

会上展开讨论，中国女性学建设与妇女事业发展、妇女研究繁荣结伴而行，到今天已经整整拉开了40

多年的学科发展历史。时至今日，中国女性学学科也面临着教材体系建设滞后、研究成果支撑缺乏

等新的挑战，在认真应对挑战中谋求高质量发展是女性学要倾力聚焦的一个时代主题。为了回应这

些挑战，促进女性学学科的深入发展，《新女学》周刊特推出“女性学学科建设再思考”专题，邀请专家

学者回望过往总结经验，探讨未来发展方向，以期推动女性学学科高质量发展。

■ 叶文振

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妇女学概念，并在
1984年作为一个重要专题首次在全国妇女理论
研讨会上展开讨论，中国女性学建设与妇女事业
发展、妇女研究繁荣结伴而行，到今天已经整整拉
开了40多年的学科发展历史。在新时代新征程
中，回望过往总结经验，进一步凝聚力量再创女性
学学科辉煌，是每一位女性学学人都要认真思考
和实践的时代话题。

女性学发展的回顾与启示

在女性学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中，中华女子学
院在2006年创办了第一个女性学本科专业，随后
湖南女子学院、山女女子学院也相继开始招收和
培养女性学专业本科人才；北京大学最早招收女
性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于2007年率先
开始女性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一个完整的
女性学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成，不断推动女
性学学科发展。

与传统学科相比，中国女性学的发展得益于
几个比较独特的推动力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党
在新时代对妇女发展和妇女工作的高度重视，如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连续3次写入党代会报告，为学科发展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和实践需要，大大提升了女
性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政治站位；习近平关于
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重要论述、关于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等，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
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女性学学科建设提供
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引领，还向女性
学提出新时代理论建设和发展的更高要求：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中国妇女发展事业的重大成就，为女性学学科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形成双向奔赴的积极
互动；我国妇女与男性平等发展、妇女与经济社会
同步发展，以及妇女全面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为
女性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研究服务，搭建了作
为平台和开拓发展空间。

当然女性学学科发展还和我国女性学学界共
同努力推动息息相关，如中国妇女研究会每年举
办年会、举办妇女研究研习班加强会员研究能力
建设、推动女性学研究纳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范
围；全国妇联组织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
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百年》和在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基础上形成系列研

究成果等；中华女子学院每年召开女性学学科建
设与专业建设研讨会，通过专题研究和成果转化
助推女性学学科建设；《中国妇女报》连续开办12
年的《新女学周刊》、中国妇女研究会和全国妇联
妇女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妇女研究论丛》、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妇女研究》等，都为女性学学科发展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专业支持。

女性学发展的挑战与思考

时至今日，中国女性学学科也面临着一些新
的挑战，在认真应对挑战中谋求高质量发展是女
性学要倾力聚焦的一个时代主题。这些挑战主要
包括：

一是教材体系建设滞后，具体表现在，学科概
论通常是一个学科知识体系的核心体现，但从
2014年以来的10年间，除了骆晓戈在2018年推
出她主编的《女性学》第三版、叶文振在2020年主
编出版的《女性学概论》以外，再没有新的女性学
概论出现了。作为女性学概论重要支撑的女性学
理论、女性学方法论和女性学学科史论等三论至
今还有待配套完善，而以应用女性学理论和方法
论进入相关知识领域为标志的女性学学科延伸，
如经济女性学、人口女性学、婚姻家庭女性学、教
育女性学、健康女性学等女性学学科分支的建立，
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二是主要集中在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
院和湖南女子学院三大本科女子院校的女性学本
科专业每年招生规模有限，导致女性学专业人才
基数偏小，继而又严重制约了女性学研究生，特别
是博士生的招生和培养，使得女性学学科建设在
教学、研究和管理上都相对缺乏高层次的本学科
人才。

究其原因，最关键的还是没有站在女性学学
科建设的角度，结合我国妇女发展和妇女事业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结合妇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重要论述的系统学习，并把
学习收获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更强的女性学学科意
识和学科自信，转化为推动女性学学科高质量发
展的使命感和主动性，更好地用女性学学科建设
成果服务于妇女全面发展和妇女事业进步。加之
对现存的女性学学科资源的整合和配置还存在一
定程度上的校际封闭和碎片化，没能形成跨校院
所的全国性合作态势，以及对学科本身的发展规
律和建设机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重视不够，也使
得女性学学科建设缺乏应有的学术力量汇聚和研

究成果支撑。

女性学发展的展望与路径

中国妇女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中所发挥出来的“半边天”重要作用，决定了中国
女性学的知识意义和学科地位。女性学学界要昂
扬奋起，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
联工作重要论述精神为基本遵循，以助力党的妇
女事业进步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光荣使命，全力以
赴推动中国女性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在迈向学科未来的征程中，首当其冲的是强
化女性学的学科意识，以形成对女性学的内在规
律、学科本质和价值的足够认识和强烈认同，激发
女性学学者投身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持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
己奋斗的旗帜上，始终把广大妇女作为推动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把妇女工作放在
重要位置，领导我国妇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习近平
总书记三次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谈话、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会
议上讲话，以及《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
论述摘编》为中国女性学学科奠定了非常重要的
历史地位、理论品质和实践基础。我们应该在系
统了解党领导妇女事业发展的辉煌历史、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论述
精神、积极投身广大妇女全面发展和走在时代前
列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提高中国女性学的学科政
治站位，全面更新对女性学学科的科学认知，进一
步增强作为女性学学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不辜
负总书记和新时代对我们的厚望和期待。

其次，要急起直追，加快女性学的学科建设步
伐。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推动学科建设，建议在中
国妇女研究会的统一领导下，用申请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资助的课题形式，组织最强的科研团队，对
女性学学科发展现状展开一次全面调查，发现存
在的关键问题，分析背后的主要成因，形成面向未
来的发展思路，进而科学制定中国女性学学科
2025年至2030年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强化全
国妇联、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一体的协
调引领，优化学科力量的内在结构和合理配置，建
立开放性的最优合作关系，提高学科发展的质量
和效率；有步骤地完善学科体系，包括澄清主要概
念、搭建理论架构、确立研究范式和明确应用规范
等；编写全国统一的女性学学科教材，尽快健全女
性学学科的新时代教材体系；在有条件的部属大
学和地方重点院校增设女性学专业，扩大培养女
性学学科人才和领军人物。

最后，要组织力量开展女性学学科建设研究，
在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论述精神的基础上，认识和把握
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色，了解和
借鉴国外的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先进理论、方法和
经验，尤其要突出学科建设研究的针对性和实践
性，有重点地研究解决女性学学科建设中碰到的
政策瓶颈和制度制约。

(作者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兼
职教授）

中国女性学的学科使命与高质量发展

■ 徐娜 文/摄

鼓文化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数千年，中国鼓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穿越古今，用天地之音启迪
世人。热情的鼓声融入衷心的祝愿，表达和平和睦、欣欣向荣的生活愿景，鼓舞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
时代精神。图为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的“盛世辉煌 鼓动湘东”中国鼓大赛的比赛现场，观众见证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鼓乐盛宴，不仅展示了湘东区鼓乐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也展现了中国鼓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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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女性学学科建设再思考①

回顾中国女性学4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女性学逐步发展的成长

轨迹。本文作者认为，女性学的发展得益于党对妇女工作的重视、理论指导

的提升以及学界的共同努力。然而，女性学也面临着教材体系建设滞后、专

业人才基数小等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作者提出强化女性学学科意识、

加快学科建设步伐和组织力量开展学科建设研究等发展路径。展望未来，中

国女性学需要肩负起助力妇女事业进步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推动学

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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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巍 陈珊

习近平关于妇女工作的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
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阐释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妇女篇”。系统研究习近平
关于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
辑、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有助于推
动新时代妇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
展，推动党的妇女工作理论时代性
发展。本文作者认为，习近平关于
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经
验借鉴和时代方位，从理论、历史和
现实三个维度构成其生成逻辑。习
近平总书记从坚定妇女工作政治属
性、改革妇联组织工作、保障妇女合
法权益和发挥妇女独特作用四个方
面构建起新时代妇女工作理论的精
髓要义。明确了坚持党管妇女、坚
持问题导向的新时代妇女工作的实
践要求。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

（白晨 整理）

《习近平关于妇女工作
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精髓要义与实践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