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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向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当代发展理论已
经把性别主题放在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位置。
发展干预中的性别意识、发展过程的性别公平机会、发展目标的性别平等等一系列的理念正在逐步为
发展工作者和其他人所认识和理解。
从女权主义、妇女与发展理论到性别与发展理论的演变与发展，使性别与发展理论越来越为社会和发
展理论所接受。
发展计划中的性别计划、发展项目中的性别规划与性别分析、大学中性别与发展的专业教育等体现了
性别主题在发展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发展专业仍然是一个新兴的专业，而性别与发展作为其重要的专业课程也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在大量农村发展实践的经验及性别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为发展专业
编写了这本《性别与发展教程》。
作为一本性别与发展课程的参考教材，这里力求将性别与发展理论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思想做一个简捷
的阐述；同时探讨了女权主义是如何认识妇女所处的被压迫的地位以及如何使妇女能摆脱这种地位。
当代的发展实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女权主义理论通过制度化的条件
而得以付诸实践，这就是妇女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在妇女与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国际发展实践的政策框架：福利政策框架、公平政策框架、反贫
困政策框架和效率政策框架等。
性别与发展理论把妇女问题的视角从妇女角度扩张到社会中的两性及影响两性关系的各种社会属性，
并将解决妇女问题的途径从政治、法律等角度引入到发展计划的过程。
本书进而描述性别主题与发展中其他主题的联系与互动，诸如性别概念在教育、健康、就业、法律、
环境、统计、大众传媒、贫困、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中的意义及性别分析在其中的作用及效果等。
发展中的性别公平机会体现在接受教育、享受医疗保健服务、获取信息、参与沟通、获取就业的机会
权与选择权等方面的公平机会。
而要促进妇女全面享有人权，即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由于妇女的生理特征所产
生的权利，还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予以保障。
性别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的关系也成为性别与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妇女贫困状况的特殊性成为提出性别敏感的参与式扶贫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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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性别与发展教程》进而描述性别主题与发展中其他主题的联系与互动，诸如性别概念在教育、健康
、就业、法律、环境、统计、大众传媒、贫困、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中的意义及性别分析在其中的作
用及效果等。
发展中的性别公平机会体现在接受教育、享受医疗保健服务、获取信息、参与沟通、获取就业的机会
权与选择权等方面的公平机会。
而要促进妇女全面享有人权，即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由于妇女的生理特征所产
生的权利，还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予以保障。
性别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的关系也成为性别与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妇女贫困状况的特殊性成为提出性别敏感的参与式扶贫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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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城镇地区不同性别的就业情况二、高学历人员不同性别的就业情况三、城镇地区职工退休年龄
的性别荠异四、农村地区不同性别的就业情况第五节 中国改革过程中不同性别的失业、下岗及再就业
情况一、概念的界定二、不同性别失业、下岗及再就业的现状思考题参考文献第七章 性别、法律与权
利第一节 性别与人权概述一、人权理论在性别领域的应用——妇女人权的产生和发展二、妇女人权的
主要内容第二节 政治权利的性别差异及法律保护一、妇女的政治权利的含义二、妇女政治权利的发展
史三、妇女参与政治的问题和障碍四、消除政治权利性别差异的活动第三节 经济权利的性别差异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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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的各种讨论四、国际和国内立法在防止对妇女的暴力方面的规定第五节 性别、法律与婚姻家庭权利
思考题参考文献第八章 性别、环境与资源第一节 性别、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一、环境与发展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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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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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文化女权主义女权问题是各种女权主义思潮的理论核心。
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理论观点都是建立在男权主导下的社会价值、文化结构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之
上。
就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与对妇女的压迫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一样，男权社会结构赋予了社会中男性为中
心的价值体系。
这种男性价值准则界定了性别的社会行为的规范。
因此，无论是古典女权主义还是现代女权主义均在某种程度上寻求单一标准的女性的权力，如男女平
等权的形式庸俗化。
这种女权主义研究的文化盲点，虽不能影响女权主义理论的创造意义，但却也使许多理论留下了许多
缺陷。
文化女权主义正是从重新审视女性的性质与本质出发而思考并探索性别差异的文化的结构因素。
文化女权主义抛弃了用男性价值准则及行为标准衡量女性存在意义的传统框架，建立了积极的挖掘妇
女自身意义的理论模式，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女权主义。
玛丽·戴利（Mary Daly）和艾德里安娜·理查（AdrienneRich）是该流派的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玛丽·戴利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性之所以要控制女性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具备生育的能力。
艾德里安娜的许多论著较玛利·戴利的观点更为深入和广泛。
她在崇尚女性意识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女性生物学对女性的重要意义。
她在阐述女性本质的时候并没有把生物学和精神要素相分离，而是将两者合二为一，从而摆脱了生物
还原主义思潮对性别生物学的影响。
杰西·伯纳德（Jessi Betnard）在1981年发表的《女性的世界》（TheFemale World）对妇女的存在进行
了界定：女性作为特殊的存在：①她们构成了家族的整合要素；②构成了博爱及社会的精神气质；③
构成与各种行为相关联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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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性别与发展教程》：高等院校区域农村发展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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