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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前言

　　中华女子学院是目前全国高校中开设女性学课程最早的一所院校。早在1984年，当时学院的妇女
运动系就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外妇女运动史”、“妇女心理学”、“妇女工作
管理”等课程，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教材。2001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女性学系，从此开始了女性学教
学的系统化、规范化建设。这个系统化、规范化建设过程主要涉及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两个方面
。2002年，中华女子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女性学研究生课
程班，开设了“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妇女史”、“女性与当代中国社会”等
六门课程。2004年，面对全校本科生，开办了女性学（辅修）专业，开设了“女性学导论”、“中外
妇女运动史”、“女性学理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性别发展与公共政策”、“性别与婚姻
家庭”等十几门女性学课程，出版了教材《女性学导论》、《女性学》和辅助教学片《熟视无睹的性
别偏差——媒体中的性别》及《耳濡目染的民俗文化——人生旅程中的性别》。2006年，教育部批准
学院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女性学本科专业。20多年来，学院一直在教学研究与实践活动方面，尝试和探
索建设中国的女性学。多年来，尽管我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学科建设上也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但仍感到女性学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及学生培养等方面与成熟学科之间
存在差距。2005年，在北京市教委的支持下，中华女子学院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再次启动了女性学
学科建设项目，目标是建立女性学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和加快教材建设，《中外妇女运动简明教程》、
《女性与民间组织的发展》、《全球化、性别与发展》这三本教材就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成果。几位
作者都是该研究领域的长期耕耘者，她们不仅有该领域扎实的理论功底，而且有该领域多年的教学经
验，呈现给读者的这几本教材，就是她们多年来的研究和教学心血的结晶。　　女性学学科建设任重
道远，作为全国妇联的一所高校，学院一直将推进女性学学科建设作为己任，同时也愿意为各位同人
搭建一个共同发展的平台，共同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有生命力和充满
活力的中国女性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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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内容概要

《全球化、性别与发展》探讨性别与发展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和方法。性别与发展
是交叉于妇女／性别研究与发展研究两个不同领域之间产生的新的知识。作者从三个不同层面梳理了
这门知识：其一，性别与发展产生的历史背景；其二，性别与发展经历了“妇女参与发展(WID)”和
“性别与发展(GAD)”两个阶段；其三，性别与发展有战略性和工具性两类方法。这两类方法广泛运
用于性别与发展项目中，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和推动妇女发展具有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全书除导言和附
录之外，共分为十一章。导言部分交代了著者的写作目的、逻辑思路、各章之间的关系和主要内容。 
《全球化、性别与发展》为从事与发展研究、女性／性别研究相关的理论研究者、相关研究机构的工
作人员、妇女工作者、大学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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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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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计划  第一节 性别计划概念及其理论假设  第二节 妇女的角色与两种性别需求  第三节 性别计划的原
则和过程  第四节 案例分析  参考文献第八章 妇女赋权  第一节 妇女赋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妇
女赋权与社会环境  第三节 妇女赋权指标和监测、评估  参考文献第九章 性别统计  第一节 性别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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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统计的生产过程  第六节 案例分析：中国的性别统计  参考文献第十章 性别预算  第一节 性别预算
的兴起、分类和目标  第二节 性别预算分析  第三节 性别预算的作用和进展  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性别与
发展项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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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类发展观及其变化　　第一节 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人类发展观经历了经济增长论与增长极限论两个阶段。　　一、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　　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创伤、恢复经济建设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一部分经济
学家和政治学家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他们所理解的发展是在经济方面的变化，而且指的是在经济
方面的正向的变化。如《大英百科全书》对发展的解释是：“虽然该术语有时被当成经济增长的同义
词，但一般来说发展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包括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改善。”在认识上将发展
等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又被称为经济增长论。这种发展观源于“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
论把发展等同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其基本观点是：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
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
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发展规划是实现工业化和实施追赶战略的重要手段，作为政府对国家
经济运行进行评价与诊断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
要的指标，从而形成了以GDP或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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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精彩短评

1、这本书。。。额。。。
2、很教材式的入门读物，加入若干案例，脉络清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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