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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女性发展：全球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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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联合国发布了国际上首个关于全球妇女状况的综合数据《1970-1990年世界
妇女状况：趋势和统计数字》，自此推动了反映妇女状况的指标及其体系的发展。国际
上最早的与性别有关的指标体系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5年开发的性别
发展指数（Gender Development Index，GDI）、性别赋权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GEM），开启了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先河。

• 随后，为了综合测评国别之间的性别平等状况，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国际组织和一些
发达国家先后形成了性别平等指数体系。除上述GDI和GEM外，全球性别差距指数
（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GI）、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ocial Institution 
and Gender Index，SIGI）、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GII）、
和性别社会规范指数（ Gender Social Norms Index，GSNI）等指数体系影响较大。
虽然它们名称不同、重点各异，但都是不同时点国际组织测量和评估国别间性别平等事
业及妇女发展状况的有效工具，是国家/地区性别平等事业发展状况排名的主要依据。



指数名称 出台主体 时间 出台背景 主要维度
性别发展指数 
(GDI)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1995年 人类发展指数HDI难以反映性别差异，在HDI基
础上增加了性别因素构建出GDI，着重测量男女
两性基本能力的不平等。

• 健康
• 受教育程度
• 对经济资源的掌控

性别赋权指数 
(GEM)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1995年 同时构建出GEM，着重测量男女两性平等参与
政治、经济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状况。

• 政治参与及决策权
• 经济参与及决策权
• 经济资源支配权

全球性别差距
指数 (GGGI)

世界经济论
坛

2006年 已有的侧重于反映女性地位的测量指标并未准确
捕捉两性差距。

• 经济地位
• 教育机会
• 卫生福利
• 政治参与

社会制度和性
别指数 (SIGI)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2009年 该指标的特点是从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观察性别
平等。

• 歧视性的家庭规范
• 受限的身体自主权
• 男孩偏好
• 资源和资产的有限性
• 受限的民权

性别不平等指
数 (GII)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2010年 GDI、GEM在概念和方法上存在缺陷，2010年
《人类发展报告》创立了新的综合性别指数GII。

• 生殖健康
• 女性赋权
• 劳动力市场

性别社会规范
指数 (GSNI)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2019年 多年来全球妇女发展及性别平等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性别偏见依然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
其通过规范行为和设定女性应该做什么和成为什
么样来限制女性的选择和机会，进而低估了女性
在社会中的能力和权利。GSNI量化了人们（包
括男性和女性）在影响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领
域中存在的社会偏见。

• 政治
• 教育
• 经济
• 身体完整性

1.1 女性发展：全球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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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女性发展：全球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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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全球性别平等状况已经恢复至
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但随着多重危机阻碍了前进的步伐，全球性别平等进程已经停滞。

• 自2006年第一版报告发布以来，性别平等状况仅改善了4.1个百分点，且总体进步的速
度正在大幅放缓。要想消除总体性别差距，还需要131年的时间。按照目前的进步速度，
实现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分别需要169年和162年。

https://mp.weixin.qq.com/s/bR5KwR3X_MkmMinSTgWhdA


1.2 女性发展：中国目标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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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5年，我国开始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持续推动妇女全面发展和男女平等。
• 1995-2000，2001-2010，2011-2020，2021-2030

• 进展数据
•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

https://www.gov.cn/zhengce/2015-09/22/content_2936783.htm
• 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9/19/content_5431327.htm
• 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4年至今）

https://www.yearbookchina.com/navibooklist-n3023050501-1.html
• 中国社会中的男人与女人—— 事实与数据（国家统计局，1995、1999、2004、

2007、2012、2019）
•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

https://www.gov.cn/xinwen/2021-
12/21/content_5663667.htm?eqid=834f1609000b2d5d00000003645cb4f7

• 《数说两纲（2011-2020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
基金会，2022年）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 2021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
https://www.gov.cn/lianbo/2023-04/20/content_5752343.htm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887.htm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927200.htm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3262.htm
https://www.gov.cn/zhengce/2015-09/22/content_2936783.htm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9/19/content_5431327.htm
https://www.yearbookchina.com/navibooklist-n3023050501-1.html
https://www.unicef.cn/reports/women-and-men-china
https://bbs.pku.edu.cn/attach/63/6e/636e4ad11325ae70/%E5%9B%BD%E5%AE%B6%E7%BB%9F%E8%AE%A1%E5%B1%80-%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4%B8%AD%E7%9A%84%E7%94%B7%E4%BA%BA%E4%B8%8E%E5%A5%B3%E4%BA%BA%20%E4%BA%8B%E5%AE%9E%E4%B8%8E%E6%95%B0%E6%8D%AEWomen%20and%20M.pdf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21/content_5663667.htm?eqid=834f1609000b2d5d00000003645cb4f7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21/content_5663667.htm?eqid=834f1609000b2d5d00000003645cb4f7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https://www.gov.cn/lianbo/2023-04/20/content_5752343.htm


细分领域
目标与现状、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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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选择《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简称新《妇纲》）中四个发展领域，
通过对比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的目标，观察主要变化，呈现相关公益项目示例。

（一）妇女与健康
• 目标与现状
• 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1）从两癌筛查到主动健康
2）从母婴平安到健康养育
3）高度重视心理健康

（二）妇女与教育
• 目标与现状
• 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1）从性教育到性别平等教育
2）从义务教育到终身学习

（三）妇女与经济
• 目标与现状
• 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1）平等就业仍是主要目标
2）从扶贫救助到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

（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五）妇女与社会保障
• 目标与现状
• 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1）从重点人群救济向适度普
惠发展
2）重点关注老龄女性

（六）妇女与家庭建设

（七）妇女与环境

（八）妇女与法律



2.1 妇女与健康：目标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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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0年 2021-2030年
1. 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良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妇女的人均预期寿命延长。

1. 妇女全生命周期享有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妇女人均预期
寿命延长，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提高。

2. 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20/10万以下。逐步缩小城乡区
域差距，降低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

2.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2/10万以下，城乡、区域差距缩小。

3. 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率达到80%以上。提高宫颈癌和
乳腺癌的早诊早治率，降低死亡率。

3. 妇女的宫颈癌和乳腺癌防治意识明显提高。宫颈癌和乳腺
癌综合防治能力不断增强。适龄妇女宫颈癌人群筛查率达到
70%以上，乳腺癌人群筛查率逐步提高。

7. 保障妇女享有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权，减少非意愿妊娠，
降低人工流产率。

4. 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知识全面普及，促进健康孕育，减少
非意愿妊娠。

4. 妇女艾滋病感染率和性病感染率得到控制。 5. 减少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
降到2%以下。

6. 提高妇女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 6. 妇女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不断提升。妇女焦虑障碍、抑郁症
患病率上升趋势减缓。

7. 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妇女健康素养水平。
5. 降低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 8. 改善妇女营养状况。预防和减少孕产妇贫血。
8. 提高妇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9. 提高妇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提高妇女体质测

定标准合格比例。

10. 健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妇女
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2020目标 2010基线 2020实际 2030目标
妇女预期寿命 妇女的人均预期寿

命延长
女性：77.37岁
男性：72.38岁

女性：80.88岁
男性：74.95岁

妇女的人均健康预期寿
命提高

妇女常见病筛查率 80%以上 61.2% 86.6% 适龄妇女宫颈癌人群筛
查率达到70%以上
乳腺癌人群筛查率提高

孕产妇死亡率 20/10万以下 30/10万 16.9/10万 12/10万
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 城市14.1/10万；农村18.5/10万

• 区域差距
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85%以上 84.1% 92.7%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全国98%以上

农村96%以上
全国97.8%
农村96.7%

全国99.9%
农村99.9%

孕产妇中重度贫血
患病率

降低 1.8%（重度） 1.24%（2016年，重度）
18.5%（2019年，孕产妇贫血患病率）

预防和减少孕产妇贫血

2.1 妇女与健康：目标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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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特别注明外，数据均来自《数说两纲（2011-2020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2年）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2.2 妇女与健康：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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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两癌筛查到主动健康
• 两癌筛查仍是重要目标，特别是新《妇

纲》明确提出宫颈癌筛查率目标。
• 2020年，全国农村妇女宫颈癌、乳腺

癌“两癌”项目覆盖全国85%以上的
县市区，为实现世卫组织提出的“到
2030年35-45岁妇女宫颈癌筛查率应
≥70%”行动目标打下坚实基础。[1]

• 2021年国家卫健委在全国15个城市启
动“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
新模式”试点，探索消除宫颈癌综合防
治措施，积极推动有条件地区将HPV
疫苗接种纳入当地惠民政策。[1]

• 2023年十部门联合印发《加速消除宫
颈癌行动计划（2022—2030年）》。

• 新《妇纲》强调提高女性人均健康预期
寿命，关注全生命周期健康，重视主动
健康。

• 协和医学院教育基金会与盖茨基金会探索
共建式慈善推动消除宫颈癌目标的实现。

•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妇幼保健中心联合开展“健康中国—
—妇幼健康促进行动中西部宫颈癌筛查公
益项目”探索应用人工智能辅助宫颈癌筛
查技术的工作路径，提升筛查服务能力和
质量，扩大人群覆盖面。

• 雅诗兰黛集团支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乳腺健康关爱”公益项目。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母亲健康快车”
项目20周年之际进行战略升级，启动乡村
健康员项目。以“提升妇女及家庭综合健
康水平”为总目标，以“改善妇女及家庭
成员健康能力”为切入点，整合捐赠资源、
专业力量、志愿队伍“三重力量”，开展
健康建档、健康随访、健康互助等“五项
服务”，以务实的措施和长效机制助力健
康中国建设。

[1] 《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报告》（2022），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妇女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张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21/content_5738364.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21/content_5738364.htm
https://mp.weixin.qq.com/s/d_ExOrt_ustHPP9NwOZ9Kg
https://mp.weixin.qq.com/s/ev4vypfEDYh7Ad9qxwKUXQ
https://mp.weixin.qq.com/s/ev4vypfEDYh7Ad9qxwKUXQ
https://mp.weixin.qq.com/s/ev4vypfEDYh7Ad9qxwKUXQ
https://mp.weixin.qq.com/s/TzOMjgE_Lq1uuAP3i75KvA
https://mp.weixin.qq.com/s/2PZNACXLzM1sV8hWdq7nlw
https://mp.weixin.qq.com/s/2PZNACXLzM1sV8hWdq7n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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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母婴平安到健康养育
• 我国于2014年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中孕产妇死亡率指标，目前
我国孕产妇死亡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也低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
水平。孕产期保健服务是减少孕产妇
死亡、保障母婴健康的重要措施。我
国已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包括产前检查、
住院分娩、产后访视在内的系统保健
服务模式。[1]

• 孕产妇的充足营养、身心健康对于女
性自身、以及对于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都至关重要。

• 大地新芽母婴健康关爱行动（爱德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

• 宝贝箱-幸福母婴计划（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 阳光起点大礼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慧育中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养育未来（湖畔魔豆基金会、国家卫健委人
口家庭司、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县级人民
政府）

• 千天计划（雅安女娲儿童友好公益服务中心）

• 慧育希望（陈江和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

• 健康童乐园（安利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
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

• 爱育未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童萌亲子园（童萌）

• 活力亲子园（活力未来）

2.2 妇女与健康：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1] 《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报告》（2022），妇女健康
状况报告，周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ttp://www.amity.org.cn/project/detail/PRO20220414113821986642
https://www.cpwf.org.cn/category/1113/pid/1108
https://mp.weixin.qq.com/s/_SO-fnpKu-ZQOp0TSvFFbg
https://www.cdrf.org.cn/hyzg/index.htm
http://www.hupanmodou.org/sy
https://mp.weixin.qq.com/s/pk-B1jGydXglXQWVyQ7G-A
https://www.tanotofoundation.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11
https://www.amwayfoundation.org.cn/zh/project/health-children/home-edition.html
https://www.cwdf.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9&id=335
https://mp.weixin.qq.com/s/eWb7etmMg3qxiV96m0JlQA
http://www.huolishequ.org/huolisq/bk_196269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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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度重视心理健康
• 世界上大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抑

郁症在女性中的发病率比男性高50%左
右。在世界范围内，超过10%的孕妇和
刚分娩的妇女患有抑郁症。[1] 研究显
示，抑郁障碍在中国的分布特征为女性
患病率高于男性。[2]

• 新《妇纲》明确提出妇女焦虑障碍、抑
郁症患病率上升趋势减缓的目标要求。

•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红枫以
热线为基点，深入研究女性就业、职场性
骚扰、家庭暴力、女性维权等关系女性生
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率先将心理咨询与
社会工作相结合，形成了受暴妇女综合服
务、低收入单亲母亲增权赋能、地震灾后
心理援助、失独家庭心理关爱、流动儿童
家庭教育等八大公益品牌。红枫热线30年
纪念） 

• 一个母亲（为独抚母亲，因婚姻危机、离
异、未婚、丧偶及其他原因独自抚养未成
年孩子的女性，提供心理赋能和生活助力）

• 唯爱妈妈（为困境单亲家庭减负增能，提
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独抚养育、医疗
问诊、社群互助、成长课程等服务）

2.2 妇女与健康：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1] 抑郁障碍（抑郁症）-重要事实，世界卫生组织，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
sheets/detail/depression
[2]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
究，黄悦勤，
https://mp.weixin.qq.com/s/UMvmhUFPU4Ym2AQTl
6K75A

https://mp.weixin.qq.com/s/jKGSBjdHmyZGEi0W4CEqAw
https://mp.weixin.qq.com/s/SXCpLzYp8lTEtm3jOZLc8Q
https://mp.weixin.qq.com/s/SXCpLzYp8lTEtm3jOZLc8Q
https://mp.weixin.qq.com/s/trHWaC03bgc5lJxOnoRKIw
https://foundation.vip.com/vlovemother/vlovemother?columnId=1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pression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pression
https://mp.weixin.qq.com/s/UMvmhUFPU4Ym2AQTl6K75A
https://mp.weixin.qq.com/s/UMvmhUFPU4Ym2AQTl6K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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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0年 2021-2030年
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进妇女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引领妇女做
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1. 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平等原则。 2. 教育工作全面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10. 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在各级各类教育课程标准及教
学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3. 大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全面推进，教师和学生的男女平等
意识明显增强。

2.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0%，女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
3.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女童平等接受九年义
务教育，消除女童辍学现象。

4. 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高到96%
以上。

4.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女性平等接受高中
阶段教育。

5. 女性平等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并保持在92%以上。

7. 提高女性接受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比例。 6. 女性接受职业教育的水平逐步提高。
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女性平等接受高等教育，
高等学校在校生中男女比例保持均衡。

7. 高校在校生中男女比例保持均衡，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性
别结构逐步趋于平衡。

6. 高等学校女性学课程普及程度提高。
8. 大力培养女性科技人才。男女两性的科学素质水平差距不
断缩小。

8.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2年。9. 促进女性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女性接受终身教育水平不断
提高。

9. 女性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2%以下。 10. 女性青壮年文盲基本消除。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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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 2010 2020 2030目标
女童平等接受学前
教育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70% 

毛入园率56.6%
女童占比45.4%

毛入园率85.2%
女童占比47.2%

女童平等接受九年
义务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达到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1.1%
女生占比46.6%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2%
女生占比46.6%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6%以上

女性平等接受高中
阶段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90% 

毛入学率82.5%
女生占比48.6%

毛入学率91.2%
女生占比50.4%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2%以上

女性平等接受高等
教育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40% 

毛入学率26.5%
女生占比50.9%

毛入学率54.4%
女生占比51.0%

高校在校生中男女比例
保持均衡，高等教育学
科专业的性别结构逐步
趋于平衡

女性接受职业学校
教育的比例

提高 在校生人数2238万人
女生占比45.5%

在校生人数1663万人
女生占比41.5%

女性接受职业教育的水
平逐步提高

女性青壮年文盲率 2%以下 1.53% 0.89% 女性青壮年文盲基本消
除；平均受教育年限不
断提高

* 除特别注明外，数据均来自《数说两纲（2011-2020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2年）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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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性教育到性别平等教育，强调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落实在教育工作全过程

• 新《妇纲》策略措施中明确提出，将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落实到教育法规政策和规划制定、
修订、执行和评估中，落实到各级各类教育
内容、教学过程、学校管理中。推动各级各
类学校广泛开展性别平等教育。适时出台性
别平等教育工作指导意见。推动因地制宜开
发性别平等课程，加强专题师资培训。促进
性别平等教育融入学校教学内容、校园文化、
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探索构建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性别平等
教育模式。

• 国务院妇儿工委自2012年开始在中小学开展
性别平等教育，2016年将广东中山市确定为
全国性别平等教育试点市，出版《中小学性
别平等教育工作手册》。到2020年底，全国
有17个省（区、市）开展了中小学性别平等
教育，通过专题课、融合课、实践课贯穿于
各科教学内容。[1]

• 北京众一基金会：女童保护、拥抱青春期

• 你我伙伴（专门为6-18岁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优质
性教育服务的公益组织）

• 爱小丫基金：女生加油计划（小丫包+小丫课
堂）、女生未来赋能计划（女童职业启蒙教育）

• 有灵且美（国内首个致力于支持青春期女孩身心
成长的教育公益机构。以“用身体学习”为核心
理念，通过多元化的成长仪式助力乡镇地区10-
18岁的女孩身心健康成长）

• 月事骄傲（中国内地首个专注于“月经健康和卫
生”Menstruation Health and Hygiene的社会
创新组织）

• 友善校园（国内最早致力于预防和应对校园性别
欺凌的公益项目）

• “追风计划-乡村校园女足扶持”项目（蚂蚁公益
基金会）

• 撒开脚丫（耐克）

• STEM Girls·三星探知未来科技女性培养计划（中
国三星、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女童STEM教育项目（国际计划（美国）陕西代
表处）

[1] 《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报告》（2022），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妇女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张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ttps://mp.weixin.qq.com/s/Cbu-3ZdlCESDVkzND11uxQ
https://mp.weixin.qq.com/s/Cbu-3ZdlCESDVkzND11uxQ
https://www.all-in-one.org.cn/ntbh
https://www.all-in-one.org.cn/ybqcq
https://www.niwo.org.cn/
https://www.cswef.org/cswef/welfarepro/detail/id/7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m4g_SfGehjpi391sDgAvA
https://www.brightandbeautiful.org.cn/
https://mp.weixin.qq.com/s/QeeNEn6JeGSoATLiKy75HQ
https://mv.lingxi360.com/m/h8yg0w
https://www.antfoundation.org.cn/content/236
http://www.huolixiaoyuan.com/?_c=page&_a=project02
https://www.samsung.com/cn/business/sustainability/social-responsibility/area/
https://mp.weixin.qq.com/s/HLdINHbv5M8-nbWqcnHgdw


3.2 妇女与教育：主要变化及项目示例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16

2）从义务教育到终身学习
•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

性别差异不大，但仍存在教育发展不均
衡，尤其是农村、贫困、残障、区域等
多重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平。[1]

•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性别结构不均衡将成
为女性人才成长和参与实现共同富裕目
标的短板。2020年普通高校在校生女
生占比虽然达到51%，但在研究与实验
发展（R&D）人员中女性仅占26.3%，
职业发展层次越高女性占比逐渐减少。
[2]

• 2019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推出升级版
“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女童初衷，着
力实施以困难家庭女童助学为重点的求学
圆梦行动、以女童保护为重点的安全健康
行动、以女童研学为载体的社会实践行动、
以女童结对帮扶为形式的牵手成长行动。

• 春蕾陪伴（高中阶段女童，助学+陪
伴+赋能）

• 春蕾女孩科技和音乐素养提升项目
•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成美慈善基金）

• “成长不设限”赢创高职女生职业赋能计
划（特种化学品公司Evonik、益优青年）

• 欧莱雅中国：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科技
女生奖

• 西湖女性科学家发展支持计划（西湖教育
基金会）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由
中国政府资助，每年授予2个获奖者，各
奖励5万美元）

[1] 《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报告》（2022），妇女教育状况
报告，魏开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报告》（2022），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妇女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张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ttps://www.cctf.org.cn/news/info/2023/10/10/648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1lY8tgqV4x8xd0S-EHTrw
https://mp.weixin.qq.com/s/Sf95MaXhUzkNANULV-OwrQ
https://mp.weixin.qq.com/s/Sf95MaXhUzkNANULV-OwrQ
https://mp.weixin.qq.com/s/g3L_KPL8lJFC7C9csu4ehQ
https://mp.weixin.qq.com/s/I3X0KWgrh_L0jzj5-otjTQ
https://mp.weixin.qq.com/s/I3X0KWgrh_L0jzj5-otjTQ
https://mp.weixin.qq.com/s/1twhoDOkiKOdK657vzTp_A
https://www.unesco.org/zh/prizes/girls-womens-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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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0年 2021-2030年
1. 鼓励支持妇女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妇女平等
参与经济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得到保障。

1. 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2. 促进平等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
例保持在45%左右。促进女大学生充分就业。

2. 妇女占从业人员比例保持在40%以上，城镇单位女性
从业人数逐步增长。

3. 优化妇女就业结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40%左右。

4. 技能劳动者中的女性比例提高。

5.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35%。
4. 促进女性人才发展。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40%，促进女性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3. 男女非农就业率和男女收入差距缩小。 5. 保障妇女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男女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6. 保障女职工劳动安全，降低女职工职业病发病率。
6. 保障女性劳动者劳动安全和健康。女职工职业病发病率明
显降低。

7. 确保农村妇女平等获得和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7. 保障农村妇女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
权益，平等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征
用安置补偿权益。

8. 妇女贫困程度明显降低。
8.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农村低收入妇女群体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9. 妇女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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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 2010 2020 2030目标
妇女占从业人员
比例

40%以上 44.7% 43.5% 保持在45%左右

城镇单位女性从
业人数

增长 4862万人 6779万人 女性比例达到40%左右

女职工劳动安全 保障 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的企业的比
重54.9%

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的企业的比重71.3%

保障女性劳动者劳动安全和
健康

妇女贫困程度 明显降低 城乡低保和农村特困人
员中女性人数2738万人
（占比33.9%）

城乡低保和农村特困人员中女
性人数2095万人（占比43%）
2020年，全国城市、农村低保
人均保障标准分别为每月677.6
元和496.9元，分别是2010年的
2.7倍和4.2倍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
强农村低收入妇女群体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

* 除特别注明外，数据均来自《数说两纲（2011-2020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2年）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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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等就业仍是主要目标
• 麦肯锡2023年发布的《新时代的半边天：中国职场性别平等现状

与展望》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职场女性，女性就业率也
位居世界前列，当前中国女性在职场面临三大挑战：
• 女性面临晋升通道上的“中层管理瓶颈”和“高管职场天花板”。由

于较高的入学率（52%）和毕业率（53%），中国女性更易进入职场
并在初期阶段成为优秀的执行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女
性在入门级职位（女性占比51%）中较男性稍占优势。然而，从中层
管理阶段开始，男女性别比例开始失衡：中层管理岗位上的女性占比
锐减，仅为22%，缩减一半以上；而在高管和董事会的塔尖，仅有
10%~11%的成员为女性。

• 结构性差异在中国职场仍然明显。对比中国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国
有企业及民营企业的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低于外资企业2~5个百
分点；深入观察不同的行业，女性职工在卫生及社会工作行业和教育
行业占比超过六成，而在采矿业、建筑业中不到两成；此外，麦肯锡
调研显示，女性在人力资源、财务、法务等支持性职位上占比较高，
存在岗位性别比例差异。

• 职场环境的全方位平等有待改善。中国职场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仍
属普遍，女性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在撑起半边天后并未享受到匹配的
劳动果实。与此同时，女性的职业生涯表现出更显著的脆弱性。在经
济更具挑战的时期，女性更容易主动或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且更难
重返岗位：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男性高
4.3个百分点，失业后的复工周期比男性长48天。此外，职场在招聘、
晋升等环节存在显性性别歧视，性别、年龄方面的限制成为职场“心
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 女性联盟（Women 
Alliance Group）是在
中国率先由企业联合发
起的跨行业女性赋能&多
元、平等、包容文化
（DEI）发展的平台，我
们致力于支持女性潜能
释放，助推企业DEI文化
发展，共创社会积极变
化。（麦肯锡、谷歌、
英特尔、GE 中国、富美
实中国、上海迪士尼度
假区、GroupM 群邑、
滴滴、腾讯、亚马逊云
科技、FARFETCH 发发
奇、仲量联行、舍弗勒
等企业）

https://mp.weixin.qq.com/s/ERsAG-m3fp_EX51FlVzh8Q
https://mp.weixin.qq.com/s/ERsAG-m3fp_EX51FlVzh8Q
https://mp.weixin.qq.com/s/RvNt6gFnRIHUHnsdWYoLWA
https://mp.weixin.qq.com/s/RvNt6gFnRIHUHnsdWYoL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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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扶贫救助到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 新《妇纲》策略措施中提出：促进妇女就业创

业。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深化就业服务专
项活动，促进妇女就业的人岗对接。充分发挥
现代服务业和新业态吸纳妇女就业的功能，支
持妇女参与新业态新模式从业人员技能培训。
加大帮扶力度，多渠道帮助就业困难妇女实现
就业。扶持民族传统手工艺品产业发展，提高
组织化程度，促进各族妇女就地就近就业。支
持女性科技人才投身科技创业，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鼓励外出务工妇女返乡创业，支持有意
愿的妇女下乡创业。创新金融、保险产品和服
务模式，拓宽妇女创业融资渠道。

• 新《妇纲》策略措施中提出：改善妇女就业结
构。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升妇女职
业技能水平，大力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女性劳动者。不断提高妇女在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中的比
例。逐步消除职业性别隔离，提高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扩大农村妇女转移就业
规模，缩小男女转移就业差距。

• 数字木兰（蚂蚁公益基金会）

• 香橙妈妈（友成基金会）

• @她创业计划（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1996年启动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2015
年项目升级）

• 乡村妇女创业技能发展计划（绿芽基金会、
汇丰银行）

• “美丽事业，美好人生”美妆公益培训项
目（欧莱雅中国、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星绣未来”乡村女性经济赋能与非遗传
承项目（星巴克基金会）

• 童伴妈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 北京益创乡村女性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 天津市潮汐公益服务中心（看见非农劳动
机会中的农村女性——“潮汐计划”服务
对象调查）

• 乡创姐妹（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福建
海西青年创业基金会）

https://www.antfoundation.org.cn/content/232
https://shop93440173.m.youzan.com/v2/showcase/feature?alias=pYm97kzFhC&sf=qq_sm&shopAutoEnter=1&is_share=1&share_cmpt=native_wechat&from_uuid=4321b45d-0621-bb41-d6c7-b619f723ebb9
http://mqcy.cwdf.org.cn/
https://mp.weixin.qq.com/s/wSU1IgnIbpL7yQTeRmu6cQ
https://mp.weixin.qq.com/s/S05JCHyOeoO6QOErIaL54w
https://mp.weixin.qq.com/s/S05JCHyOeoO6QOErIaL54w
https://www.beijingstarbucksfoundation.org.cn/category/1602
https://www.beijingstarbucksfoundation.org.cn/category/1602
https://www.cfpa.org.cn/project/GNProjectDetail.aspx?id=46
https://mp.weixin.qq.com/s/jlpV7_yxn-KI7HrhVJyGcg
https://mp.weixin.qq.com/s/jlpV7_yxn-KI7HrhVJyGcg
https://mp.weixin.qq.com/s/jlpV7_yxn-KI7HrhVJyGcg
https://www.hs-foundation.com/public/list?hostId=25&typ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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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0年 2021-2030年
1. 妇女平等享有社会保障权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1. 城乡生育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覆盖所有
用人单位，妇女生育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2. 完善生育保障制度。提高生育保险参保率。

2.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妇女，医疗保障水平稳
步提高。

3.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妇女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
上，待遇保障公平适度。

3. 妇女养老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继续扩大城镇个体
工商户和灵活就业妇女的养老保险覆盖面，大幅提高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妇女参保率。

4.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妇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
95%，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4. 妇女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增加，失业保险待遇水平
逐步提高。

5. 完善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提高妇女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落实相关待遇保障。

5. 有劳动关系的女性劳动者全部参加工伤保险。
6. 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困难妇女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
7. 妇女福利待遇水平持续提高，重点向老年妇女、残疾妇女等
群体倾斜。

6. 妇女养老服务水平提高，以城乡社区为单位的养老
服务覆盖率达到90%以上。

8. 建立完善多层次养老服务和长期照护保障制度。保障老年妇
女享有均等可及的基本养老服务，对失能妇女的照护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
9. 加强对妇女的关爱服务，重点为有困难、有需求的妇女提供
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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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 2010 2020 2030目标
生育保险女性参保人数
及女性占比

生育保险覆盖所有
用人单位

女性参保人数5367万
人，女性参保人数占比
43.5%

女性参保人数1.03亿人，女性参保人数
占比43.7%（未就业妇女生育医疗费用
通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解决政策）

提高生育保险参保
率

医疗保险女性参保人数
及女性占比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覆盖城乡妇女

女性参保人数1.9亿人，
女性参保人数占比
40.0%（2011年）

女性参保人数6.5亿人，女性参保人数占
比47.7%（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
数为1.6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人数为4.9亿人）

妇女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率稳定在95%
以上，待遇保障公
平适度

基本养老保险女性参保
人数及女性占比

妇女养老保障覆盖
面逐步扩大

女性参保人数3.5亿人，
女性参保人数占比
39.1%（2016年）

女性参保人数4.7亿人，女性参保人数占
比47.1%（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人数为2.1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的人数为2.6亿人）

妇女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率提高到95%，
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城镇女职工参加失业保
险人数

妇女参加失业保险
的人数增加

5149万人 9207万人 提高妇女失业保险
和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落实相关待遇
保障

城镇女职工参加工伤保
险人数

有劳动关系的女性
劳动者全部参加工
伤保险

5699万人 1.03亿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及女性占比[1]

4586.5万人，女性占
比38.7%

3620.8万人，女性占比46.2%

* 除特别注明外，数据均来自《数说两纲（2011-2020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2年）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1] 《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报告》（2022），妇女社会保障状况报告，高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ttps://www.unicef.cn/reports/npas-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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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重点人群救济向适度普惠发展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福利向

“适度普惠型”转变。社会福利的保障
对象从特殊困难群体逐步向全体社会成
员扩大；在保障内容上也由满足基本生
活向医疗保健、健康护理、技能培训、
就业创业等多样化服务扩展；在资源供
给上由政府单一主体向社会各方力量共
同参与转化。[1]

• 加油木兰（蚂蚁公益基金会、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

• 母亲邮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幸福工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 恒爱妈妈——顶梁柱式母亲支持行动（福
建恒申基金会）

• “他乡的妳”流动女性支持计划项目（招
商局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 青年残障人士职场增能（乐益融社会工作
事务所）

本文未单独呈现新《妇纲》中“妇女参与决
策和管理”领域，部分女性社会参与相关的
公益项目示例：

• 绿芽乡伴（广东绿芽基金会）
• 姐妹乡伴-乡村妇女自组织支持计划（福建
恒申基金会）

•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
[1] 《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报告》（2022），妇女社会保
障状况报告，高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ttps://www.antfoundation.org.cn/content/239
https://www.cwdf.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0&id=80
https://www.cpwf.org.cn/category/117/pid/1055
https://www.hs-foundation.com/public/list?hostId=5&type=Public
https://mp.weixin.qq.com/s/G0-T4xfsG66QZxd_UkRXEw
https://mp.weixin.qq.com/s/AjM9x_dootXn2TaIIUryDQ
http://www.ruralwomengd.org/xbjh
https://www.hs-foundation.com/public/list?hostId=4&type=Public
https://mp.weixin.qq.com/s/sMgxPB9q3FwCJIpaWqAG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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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关注老龄女性
• 因为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所以随着年

龄增加老年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逐渐升高，
因此女性老年人面临着比男性老年人更为
严峻的失能照护问题，老年照护制度的不
健全和照护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老年人口尤其是女性老年人口
的晚年生活质量。[1]

• 我国2016年起在部分城市和省份开展长
期护理保险试点，2020年9月，国家医保
局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当前，我国各
试点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不尽一致
（如参保对象、保险资金来源、护理费用
计算、护理内容等）。为了更好地保障老
年女性均等地享有照护权益，可以建立以
居民身份为基础的长期护理保险，消除城
乡、职业等因素引起的差异性。[2]

目前绝大多数老龄相关的公益项目不作性别区
分（可参考CDR老龄议题扫描），以下仅列出
明确以老龄女性为服务对象的公益项目：
• 外婆的礼物（旬阳市守望大山志愿者协会）

• “惠听助老”老年妇女听力健康关爱行动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浙江锦江公益基
金会、杭州仁爱耳聋康复研究院）

本文未单独呈现新《妇纲》中“妇女与环境”、
“妇女与法律”领域，部分相关公益项目示例：

• 母亲水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青海省农村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赋权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青海省乡村振
兴局）

• 媒介与女性教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
传媒大学、中华女子学院）

•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 万家无暴
• 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1] [2] 《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报告》（2022），妇女社

会保障状况报告，高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ttps://mp.weixin.qq.com/s/XsixIJSzWUix1WJNISJMqQ
https://mp.weixin.qq.com/s/HZwGs0ewH96kFG9MmRL5rg
https://www.mothercellar.cn/index.php
https://mp.weixin.qq.com/s/Ojvqgr6SrlZo2BOw-ujXjw
https://mp.weixin.qq.com/s/nF5ITlrT1NqsqlsrN3fuZA
http://www.woman-legalaid.org.cn/
http://cdr4impact.org.cn/product/3586.html
https://www.bjyuanzhong.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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