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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性别与法律研究概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性别与法律比较研
究”课题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心第一部性别与法律研究教材；恐怕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专门论述
性别与法律关系，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和分析方法审视我国相关法律的教材。
在尚无性别与法律研究学科的情况下，撰写此教材是十分艰难而又深具挑战性的工作。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这就不得不回顾法学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的创立过程了。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世妇会”）前①，社会性别概念传人中国。
中国政府在“世妇会”上承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中。
当时在中国，妇女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已开始将社会性别纳入本领域，并推动其向主流化发展
。
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的创办者们在进行本专业研究的同时，一直进行妇女人权研究并参加了中国法学
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从事反对家庭暴力的实证研究和社会运动。
在工作中大家发现，家庭暴力之所以发生并难以制止，家庭暴力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济，施暴者得
不到应有的惩罚和矫治⋯⋯所有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两点：一是观念，二是法律。
中国没有相关的专门法律、法规、政策；人们将家庭暴力特别是基于性别的暴力视为私事，俗语说：
“老婆不打，三天上房揭瓦。
”法律管不着，公权力不宜介入。
即使有了法律规定（虽然过于抽象），在实践中，家庭暴力不达到“缺胳膊、少腿”的程度，现有法
律也难以干预⋯⋯这一切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法律中包括立法、实体法、程序法、执法及法律文化等
的不平等问题。
这促使我们下决心把推动将社会性别纳入法律领域并主流化作为自己的工作。
于是，我们于2002年9月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社会性别与法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机
构。
中心宗旨是：开展研究项目，搭建起多学科共同研究性别与法律的国内外交流平台，创建中国的性别
与法律研究基地，促进我国法学研究的多元化，推动法律领域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性别与法律研究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性别与法律比较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也
是中心第一部性别与法律研究教材；恐怕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专门论述性别与法律关系，运用社
会性别视角和分析方法审视我国相关法律的教材。
在尚无性别与法律研究学科的情况下，撰写此教材是十分艰难而又深具挑战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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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其他学者对社会性别概念的构成也有所论述，如美国女权主义学者桑德拉一哈丁将社会性
别概括为以下三层含义：一是个人性别，即个人对自己是男性或女性的性别身份的认同，也是个人将
某些现象与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性别认知。
这种性别认知始于幼年时期，并伴随一个人的终生。
二是结构性别，即作为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总体特征的性别。
如劳动的性别分工和职业的性别隔离都体现了这种制度性的性别。
三是符号或文化性别，即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
如公领域与私领域的二元划分为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提供了基础。
④美国历史学家斯科特认为，社会性别定义应具有两个前提：首先，社会性别是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社
会关系的组成内容；其次，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主要形式。
社会性别应由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一是符号，如夏娃和玛丽是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女性的象
征；二是规范化的概念，即对符号／象征的含义的解释，如对夏娃这一象征的解释是通过宗教概念进
行的；三是对社会体制和政治理念的参照，如教育制度、家庭、劳动力市场等；四是主体身份／认同
。
　　通过以上个人层面和社会体制层面包含的诸要素，以及相关研究，我们看到，社会性别角色分别
由女性和男性扮演，但它们并非绝对取决于生理因素，而是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和
支配。
一个人自其出生之时即受到社会性别的渗透，并且在伴随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通过社会性别的影响日益形成和确立符合传统社会规范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完成着被
社会性别化的意识、观念、角色和行为的发展过程。
另一方面，社会体制的作用尤为重要，它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从政治层面不断维护和强化不平等的权力
关系——男人处于主宰和支配地位，女人处于从属和服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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