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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关于妇女参政的讨论与研究简述

8 0年代后期
,

对妇女参政问题的讨论曾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引人 注 目 的 现

象
。

间题 的出现与干部制度改革中女干部比例下降有关
, 《中国妇女报 》 和 《中国妇女》 杂

志① 曾将这个问题推向社会
,

在妇女界和社会上引起 了一个时期的讨论和研究
。

讨论和研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

一
、

什么是
“ 妇女参政

” ?

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几种
: 一种认为参政不在于有没有职务

,

当不当千部
,

而在

于有没有参政意识
。

② 另一种认为妇女参政就是指女性进入各级权力机构
,

影响和掌握决策

权
。

⑧还有的研究者提出妇女参政的 7 种形式
:

第一
,

广大妇女通过行使普通公民的政治权

利参与社会管理
。

这是妇女参政最广泛
、

最基本 的形式
。

第二
,

劳动妇女直接行使职工的权

利
,

参与管理活动
。

第三
,

通过党派参与政治协商
、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

第四
,

妇女千部

依职从事某一方面的国家管理活动
。

第五
,

女代表直接行使决策
、

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

第

六
,

通过自己的群众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民主监督
。

第七
,

跻身于国家一级的党政权力机关
,

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和管理 国家的活动
。

这是妇女参政的高级形式
,

也是最重要的方式
。

④

二
、

妇女参政要不要规定比例 ?

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

1 9 8 8年 2 月中国妇女报以
“

是优胜劣汰
,

还是保证比例? ”

为题开展了 3个月的讨论
。

讨论中有三种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
,

应该规定比例
。

⑤ 鉴于女性整体参政能力较差的现实状况
,

作为一项临

时政策
,

为女性在机会和可能性上创造一定的条件是非常必要的
。

一种意见认为
,

规定比例

的做法是拔苗助长
,

政治
“ 恩赐 ” 。

⑥ 容易使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女性力不从心难以发挥作用
,

也使真正有能力的女性蒙受照顾之嫌
。

平等竞争中妇女可能一时失利
,

但长远看有利于妇女

素质 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
。

三
、

女千部的任用和培养

解放以来
,

我们党在选拔培养女千部问题上
,

一直采取了倾斜政策和必要的控制手段
,

和

女性享有同样倾斜政策的还有民主党派
、

港澳台三胞
、

少数民族等等
,

而一个领 导班子成员

有限
,

于是往往各类照顾集一人之身
。

这样选拔出来的女千部
,

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

可能
“
样

样俱全
” ,

却不一定具备从政的素质
,

因此
,

也只能象征性地安排一些非 重 要 岗 位
。

有人

说
,

女干部
“ 三多三少

” ,

在群团和企事业单位的多
,

党政部门少 ; 科级多
,

县处级以上的

少 ;
副手配角的多

,

重要岗位唱主角的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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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从政女千部的生理与心理

湖南省妇联对本省 200 名女领导干部的调查和访谈中发现
,

女领导干部提职的起初年龄

偏大
,

如提拔为副科级的平均年龄为 2 9
.

6岁
。
① 山西省沁源县调查的 22 。名女干部中

,

有相当

一部分 35 岁以上的奋斗十几年虽政绩突出也没有希望提拔
。

② 这与妇女的生命周期有一定关

系
。

2 5岁左右
,

是女性生理和事业高峰期
,

这时男女干部相比
,

差异不大
。

30 岁左右由于生

育
,

形成事业
“
低谷

” ,

而同年龄段的男干部则正处于提拔重用的上升时期
,

男女自此拉开

了差距
。

到 35 岁以后便难再受重用
。

③

北京市委组织部对男女各 37 名参加工作 1 4
、
5年 以上的大学生干部进行了调查

,

结果是文

化知识考评中应届毕业生男女分数几乎相等
,

而工作十四五年以后的大学生干部男女平均分

数相差 8 分
。

与前者分析相符
。

与生理的不利因素相应
,

女领导干部的从政心态也呈现消极被动的状况
。

上海市妇联对市经委系统 2 08 名科处局级女干部从政心态 的间卷调查表明
:
有 93 % 的人

对从政缺乏强烈的事业动机和职业兴趣 , 多数人 自我期望值不高
,

认为自己适宜高于现职岗

位 的仅占 6 %
,

自我评价上也趋于保守
,

在宏观决策
、

组织指挥
、

创新开拓等方面则总体评

价不高
。

④

李小江认为
,

这种
“ 不加掩饰的退却

”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

第一
,

一些妇女在个人没有

从政愿望和要求的情况下
,

由组织安排到领导岗位
,

由此进入男性中心社会 的核心— 权力

机构
,

管理社会也管理男人
,

在心理上形成较大的落差
。

第二
,

由于特定的生理
、

心理及历

史境遇的影响
,

女性的狭隘
、

依赖往往成为掣肘她们能力发展的潜敌
,

使她们难 以客观地面

对社会责任
,

也很难超越自身向社会生活广开思路
。

第三
,

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在职业妇女 已很

突 出
,

在从政妇女则更为难以协调
。

特别是领导者的责任要求女性具备一些传统上的
“
男性

气概
” ,

必然影响到从政妇女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
,

使其处于难堪的境地
。

这些矛盾冲突
,

不是女干部个人的问题
,

单凭女干部自身的努力也不可能解决
。

要解决这些问题
,

需要时间
,

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

更需要一些有效的组织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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