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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6月，由复旦大学和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社会性别与发展”论坛在上海召开。
国内外的150多位嘉宾来到这里共襄盛举。
在两天的会期中，各位嘉宾畅所欲言，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报告，就妇女参与发展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讨论，内容包括妇女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种进步和机会，但也包含她们在现代化和全球
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社会性别平等，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完全地实现他（她）们人权的过程中享有同等的条件，同时
在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的过程中也享有同等的条件。
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对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有着平等的价值评判，对他（她）们所扮演的
角色也有着平等的价值评判。
 由复旦大学和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社会性别与发展”论坛在上海召开。
在两天的会期中，各位嘉宾畅所欲言，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报告，就妇女参与发展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讨论，内容包括妇女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种进步和机会，但也包含她们在现代化和全球
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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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一、弥散的低度不平等  　二、不平等的原因  　三、关于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的争论  　四、项目
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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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妇女在政治领域的进步　　妇女的政治权利一直位于以往两个世纪欧洲妇女运动的核心位置
．妇女解放运动最终迎来了妇女积极和消极的投票权。
可是，套用莎士比亚的说法，欧洲政治中还是罗密欧多于朱丽叶。
在一个人人都有参与权的民主社会，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违背常态的。
以往几十年中，欧盟内获得政治职位的平等性有了改善，所以，欧洲议会中现有31％的女议员，欧洲
委员会中有26％的女委员。
在成员国议会中，女议员比例平均达到23％，记录最好的瑞典则高达45％以上。
欧洲的政府部长中，女性占到23％，最好的国家是芬兰，女部长占到60％，西班牙和法国政府中，女
部长占到50％，也是记录良好的国家。
目前欧洲只有一位政府首脑，只有三位经民选产生的国家元首。
　　有些国家和政党采取具体的行动和措施来推动妇女的权益平等，它们往往最为成功地使女性平等
地获得了权力，这些行动和措施尤其包括额度制，即强制要求国家、机构或政党在宪法、选举法或其
他法律中保证女性和男性平等地参与选举和担任公职。
80多个国家了解并且采纳额度规则，男女在政治中的平等参与反映出一个社会中民主的程度，因为一
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不能也不会排斥妇女。
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要把更多的妇女选举到掌权的职位中，而是要让所有政策的性别后果都得到考
虑和调整，以便确立那些有助于加强妇女平等地位并增强其权益的政策和计划。
正因如此，在欧盟内部，人们大量地讨论了能够支持妇女的那些平权行动，涉及在选举时拿出性别更
加均衡的候选人名单、在党派机构中体现更好的性别代表性、将妇女举荐到领导岗位、监督媒体以便
保证妇女关注的问题能够体现在公共议程中、女性在公共职位中得到较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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