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6937

10位ISBN编号：7509736935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谭琳,姜秀花

页数：4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

内容概要

　　《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历史、现实、挑战》是2011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新时期中国
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理论、现状、挑战”研讨会的论文辑录。
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妇女运动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重点问题，社会管理与服务中的
女性参与，女性人才成长的政策推动，女性就业与社会保障，以及婚姻家庭、性别文化与大众传媒领
域的妇女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相
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推动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创新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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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琳，1990年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现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兼任南开大学人口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学、妇女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等。
自1995年以来，先后承担二十几项有关人口、性别与发展方面的研究项目，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和发表
论著和论文百余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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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土改运动中的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女党员群体的历史考察记忆缺失与文本呈现：
“三一八”惨案女烈士研究——以魏士毅个案为中心论民间外交对妇女组织发展的影响妇女、家庭与
民族国家——以“妇女回家”论争为例的考察试谈新中国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化历程中国共产党提升民
族地区妇女幸福指数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推动妇女事业科学发展妇女参政比
例政策形成的基本架构分析——基于“上下来去”政策过程模型的考量妇女组织倡导性别平等纳入村
民自治政策——公共政策议程的分析表达、协调与维权：社会管理中人民团体的重要职责——以上海
市妇联的探索与实践为例公共关系视角下的妇女组织形象塑造妇女在人大中的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分
析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村规民约公共讨论中的女性议题：如何命名？
——以网络论坛“邓玉娇案”讨论为观察角度妇女权利视角下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城市女性
家庭地位满意度：基于问卷调查的经验分析社会变革与农村婚居模式的新变化——以湖北J村为例男娶
女嫁、妇随夫居：“男尊女卑”性别等级建构的奠基石——谈传统婚嫁习俗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与变革
在押女性犯罪成因及人权保障初探——以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在押女性为例中国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研究税收政策中的社会性别因素分析：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城镇居民职业地位变迁的性别差异
——基于全国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从社会性别视角看育儿与妇女的职业发展——基于对一项幼儿父母
问卷调查的分析女大学生就业难：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的双重弱势女博士生职业决策相关因素辨析—
—基于共识性的质性研究女博士生职业可能自我：特征、驱动维度与形成机制社会制度、可行能力与
中国女性贫困高校贫困女大学生的救助机制研究国外老年妇女经济保障政策及其借鉴意义论社会性别
主流化的中国境遇与后现代境遇从意识形态维度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主要观点女性主义的“
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前瞻中国女性／性别学学科制度与建制探
析1978～2000年中国大陆地区妇女／性别研究进展探析中国大陆女性主义妇女健康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期刊出版与妇女学学科建设近五年《妇女研究论丛》论文主题与作者群分析——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
试析华语恐怖电影之中的男权意识形态话语——从新《画皮》说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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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新时期妇女群体幸福追求和权益保障趋于多样化，各级政府及妇联组织难以满足其不同需求　
　现阶段，各民族妇女发展和权益保障需求呈多样性，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也日益多元化。
比如，高收入高学历的精英女性群体希冀富有个性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寻求施展才华、实现自我的平
台，而相当规模的弱势贫困群体则期盼相对富足稳定的物质生活，寻求就业、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
的帮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民族地区受经济条件、医疗条件等因素制约，许多患有妇科等疾病的妇女得不到
及时检查和救治，期待健康福祉得到有效维护；随着打工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留守妇女”特殊群
体的生产生活负担越来越重，期待生存发展现状有所改善；一些地区买卖婚姻、重婚纳妾、家庭暴力
等现象蔓延，给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带来一定冲击，女性婚姻生活的幸福感大打折扣，期待政府和
妇联组织的有力支持。
总的来说，要全方位满足民族地区不同类型妇女多元的幸福追求和期盼，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需要作
出更加积极的应对和努力。
　　三 新时期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妇女幸福指数的政策建议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重
视妇女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视妇女幸福指数在幸福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效应，以
促进国民整体幸福水平的提升。
加之民族地区妇女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各族妇女对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如何进一步提升妇女幸福指数
，亟待社会各界的认真思考和研究。
　　（一）在提升妇女幸福指数工作中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2011～2020年，是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新一轮妇女发展纲要实施的重要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坚持把
妇女幸福程度作为政府民主治理和社会发展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注重妇女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
满意度，切实实施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对民族地区妇女的客观福利状况以及
幸福指数施加有效影响，进一步保障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
的各项权利。
同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构公平公正的有利于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从
而体现党和政府对妇女幸福应当承担的重要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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