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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人力资源开发角度切入两性平等这个主题，研究了云南省贫困地区妇女人力资源开发问题
，内容包括云南妇女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养的性别差异分析、四周患病与就诊的性别差异、成人教
育差异的性别分析和外出就业的性别差异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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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云南妇女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了相
当的进步，但在世界范围内，性别歧视仍然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各国和各地区的性别歧视在性质和范围上虽然大相径庭，但其模式的相似性却令人触目惊心。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无法与男性平等地享有法律、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利。
在资源的享有和利用、经济机会、权利和政治言论等方面的性别鸿沟也十分普遍，女性承受着这种不
平等的最大和最直接的代价。
这种代价广泛波及全社会，并最终损害到每一个人。
　　鉴于上述原因，性别平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其本身也成为发展的一个目标，而非
单纯的手段。
促进性别平等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发展实力、缓解贫困。
因此，促进性别平等成为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全人类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
　　这对于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和最多女性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而言，尤其重要。
　　我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1995年制定和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　（以下简称“95《纲要》”）是我国妇
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5年多来，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在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下
，“95《纲要》”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为21世纪的妇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95《纲要》”的实施改善了我国妇女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加速了男女
平等的进程，促进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健康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全面进步。
　　2001-2010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
的重要时期。
我国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
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妇女发展必
须有更高的目标和更快的前边步伐。
　　为了更好地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整体素质，加快实现男女平等的进程，发挥广大妇女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制定并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
称《纲要》）。
《纲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总体要求，从我国基本
国情和妇女现状出发，兼顾妇女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确定了2001-2010年妇女发展的总目标
和主要目标。
同时，充分考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提出的妇女发展的12个重要领域，借鉴世界上其他
国家制定妇女发展规划的做法，以“95《纲要》”的实施成效为基础，根据我国妇女发展迫切需要解
决的实际问题和2001-2Ol0年的可持续发展，《纲要》确定了6个优先发展领域，即：妇女与经济、妇
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并以促进妇女发展为主题
贯穿始终。
　　《纲要》明确指出以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作为中国优先发展的领域。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从权利平等的角度看，妇女处于获得教育与健康资源方面的不利地位
，将会限制广大妇女的机会，束缚她们参与发展并享有发展成果的权力；第二、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
度来看，对于妇女教育、健康和劳动力转移的投资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在宏观层面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力资本投资：微观意义上，是个人与家庭摆脱贫困，获得长期福祉的有效手段；宏观意义上，则是一
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亦是人类发展终极目标--人本身的发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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