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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时期广东妇女发展报告》

内容概要

“十五”时期是广东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五年，同时也是妇女发展取得突出成绩的五年。本书通
过对“十五”时期广东政治经济进程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全方位的理论探讨、研究及评
述，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广东省妇女发展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广东省妇女发展的特点，又总结了广东
省妇女发展的历史经验，是至今较全面系统反映广东“十五”时期妇女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男女并驾，如日东方”。妇女是创造人类文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伟大力量
。妇女的发展问题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解决的共同课
题。妇女的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尺度。没有妇女的发展进步
，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进步。
　　广东妇女发展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十五”时期，是广东实现历史性跨越的五年。广
东抓住经济周期上升期的大好机遇，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实现了经济实力上新台阶，改
革开放上新水平，区域协调与合作发展有新突破，社会事业有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新提高，精神
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有新进步。这一时期，广东广大妇女亲历了经济繁荣、社会和谐进步的伟大实践
，大力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和“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新
时期广东人精神，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为推动广东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半边天”作用。同时，也分享了这一伟大实践的成果。广大妇女
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就业人数稳步上升，生活状况日益改善，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参与国家
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不断提高。这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发展的关心与重视，为妇女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总结广东省“十五”时期妇女发展的经验，准确把握妇女工作的客观规律，了解广东省妇女发
展趋势，提升妇联工作水平，广东省妇联组织专家学者和妇女工作者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
吸收社会学、女性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观点，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了广东妇女发展状况，形成《“十五”时期广东妇女发展报告》一书。这
本书内容翔实、题材多样、视角新颖、见解独到，既反映了广东省妇女发展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广东
省妇女发展的特点，又总结了广东省妇女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广东省至今较全面系统反映广东“十五
”时期妇女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为增强妇女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妇女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支持。
　　当前，广东省已进入实施“十一五”规划，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要
实现省委提出的建设“富裕、公平、活力、安康”广东的目标，离不开占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的积极
参与。希望通过《“十五”时期广东妇女发展报告》一书的发行，引起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社
会各界共同关注，大力支持妇女工作，促进妇女事业发展。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联干部进一步增强
做好妇女群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做好妇女工作的本领，进一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更
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本书附光盘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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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发展状况篇广东妇女干部培养选拔和参政议政状况广东妇女的经济参与状况（一）——以广东女企
业主和高层女管理者为例广东妇女的经济参与状况（二）——广东女性职业状况和经济收入分析广东
妇女的就业状况广东妇女的受教育状况广东妇女的健康状况广东妇女的婚姻家庭状况广东流动人口中
妇女的基本状况广东妇女组织的发展状况二 社会关注篇广东女性就业的历史轨迹——从计划到市场广
东女性离婚人口现状考察广东欠发达地区妇幼卫生保健状况女工：一个重生的社会阶层妇女健康与艾
滋病控制——基于广东的调查广东社会性别观念调查与分析粤港澳台居民通婚现状分析广东高校女教
师工作状况调查广东农民生育观调查分析——以河源市龙川县车田镇为研究个案广东中老年妇女健康
状况透析——以围绝经期妇女为例广州市妇女就业再就业工作报告深圳市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佛
山市反家庭暴力报告三 专题研究篇广东妇女参政机制完善及评估体系构建广东与沿海四省妇女儿童发
展水平比较研究社会变迁与职业的性别不平等广东婚姻家庭关系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企业的社会资本
：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以珠江三角洲女性企业家为例广州地区女性公众教育观念的心理学比较研
究广东珠三角地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研究广东家庭户规模与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特点广东人口生育
意愿的现状分析四 流动人口篇广东流动妇女权益维护状况研究广东外来女性人口角色转换研究广东外
来工工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比较广东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的初步探讨深圳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调
查报告江门市外来民工子女教育状况调查⋯⋯五 政策分析篇六 妇女工作篇七 评估报告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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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等教育女性入学机会存在着阶层差异。由于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个阶层
女性的入学机会差异很大。总的来看其所属阶层的文化程度较高或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女性入学
机会明显高于条件差的家庭。也就是说，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来看，女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的获得更加依赖于其父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以及与此有关的职业（阶层）背景等因素。一些
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研究也表明，在农村地区，初中教育带来的回报最高；而在城市，则是高中或大
学带来的回报最高（Peng，1992）。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
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如果能够把握这一教育阶段的供求特点，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可使一部分有条件和有愿望接受教育的农村女生通过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而具有更强的就业竞争
能力。这是在制定规划和政策时需要优先考虑的。　　（2）“应试教育”模式，学校使用的教材、
教学内容脱离边远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实际，不适应当地生产、生活和女生的实际需要，学生无从学
到适应农村建设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是造成贫困地区高中巩固率低下的原因之一。不少学生升学无望
、就业无门、致富无术。以升学为目的的单一的受教育模式，使许多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信心大大降
低，挫伤了农民支持女孩上学的积极性。　　（3）由于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
家庭、社会对于男童与女童采取不同的教育目标和方式，造成女童缺乏自立、自强和信心，习惯于逃
避现状。这种现象，农村地区较城市突出。　　（4）性别差异也会影响女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女生进入青春期生理变化大，暂时的不适应性比男生明显，容易分散注意力。此外，学校教育、家庭
环境及传统习惯，使女孩子理解力和逻辑思维发展缓慢，学习精力不足，产生自卑感，高中以后就渐
渐比不上男生了。学校对性别差异提出的教育问题研究不够，教师很少针对男女生不同情况进行深入
的教育工作。在小学阶段只注意女生学习认真，成绩好，很少注意培养思维能力，使女生在发展前期
出现的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影响到后来的发展。　　（5）对于未来职业的不同考虑，使得两性对教
育所抱有的动机、期望也不同，从而使两性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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