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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关于性别研究的立项呈现一个向上的态势。研究地域主要集中于北京、湖北、江苏、陕
西、河南、浙江等省市。学科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人口学、社会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科出现

越来越大的跨学科性、研究的热度越来越热烈、高校的研究发展较快成为绝对的主力。立项选题主要集中于出生性别比问题、
妇女就业问题、妇女的流动、农村妇女发展问题、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宗教信仰和性别学科建设等。但妇女 /性别研

究立项的数目占本学科总数的比例不高，重点项目很少，没有重大项目。建议国家社科基金应紧紧围绕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

中的“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立项，加大为妇女 /性别研究资助力度，注意立项地域平衡，扩大跨学科研究，给予妇女 /性别研究学术

地位和肯定，推进社会性妇女 /性别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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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妇女 /性别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杜芳琴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妇女 /性别问题研究在中国大

陆迅猛发展起来。新方法的使用和新材料的发展，以及学术研

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使妇女 /性别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1］［2］。谭琳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现代

化进程中，妇女发展既获得了难得的机遇，也面临诸多的问题

和障碍，有些问题则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政
策、文化的深层问题。强化妇女 /性别问题研究，有助于中国政

府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两性平等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3］畅引婷［4］［5］、杜芳琴、周颜玲［6］、杨玉静［7］等也论述了妇

女 /性别研究对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由于妇女 /
性别学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复杂特性，所以在传统的学术科

层体制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因此，就女性学本身进行学科

性质、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分析范畴、理论框架等的梳理和探

讨显得更为必要。”［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指南和立项资助的项目从宏

观上反映了各学科研究的轨迹、现状及发展趋势。经过我国妇

女 /性别研究方面的专家的共同努力，妇女 /性别研究取得了飞

跃的发展。18 年来的妇女 /性别研究的状况如何，妇女 /性别研

究的未来趋势是什么，这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一、基本情况分析

( 一)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时间统计)

分析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的时间分布，可以了解不同

年份的立项的基本情况，揭示不同年份科研创新能力的大小，

为国家协调妇女 /性别研究项目研究的年份资助提供参考，具

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妇女 /性别研究项目按时间立项资助统计

立项时间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数目 2 1 0 2 1 2 1 1 0

立项时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数目 1 4 7 4 18 26 16 14 16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整体呈现一个

向上的态势，从 1993 年的 2 项上升到 2010 年的 16 项。这与我

国不断加强对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力度，全国各学科立项数量逐

年增加的趋势是一致的。妇女 /性别研究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

的立项项数出现一定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明显。在这 18
年中，妇女 /性别研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最少的为 1995 年和

2001 年的 0 项，立项数最多的为 2007 年 26 项，相对于其他学

科来说，增长速度并不高，这说明妇女 /性别研究在整个国家社

科基金立项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还存在较大差距。
( 二)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空间统计)

分析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的空间( 以省、直辖市和自治

区为单位) 分布，可以了解我国各个地区妇女 /性别研究的基本

情况，揭示各地区科研创新能力的大小，为国家统一协调妇女 /
性别研究项目研究的力量分布和项目分布提供参考，具体结果

见表 2:

表 2 妇女 /性别研究项目按空间地域立项资助统计

地域 数目 所占比例 地域 数目 所占比例

北京 27 23． 27 天津 3 2． 59

湖北 9 7． 75 安徽 2 1． 72

江苏 9 7． 75 甘肃 2 1． 72

陕西 9 7． 75 河北 2 1． 72

河南 8 6． 9 吉林 2 1． 72

浙江 8 6． 9 江西 2 1． 72

上海 4 3． 45 山西 2 1． 72

辽宁 4 3． 45 四川 2 1． 72

广东 4 3． 45 云南 2 1． 72

湖南 4 3． 45 贵州 1 0． 9

山东 4 3． 45 河北 1 0． 9

福建 3 2． 59 宁夏 1 0． 9

表 2 显示，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的地域分布具有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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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又集中的特征。其分散性表现在，18 年来获得过基金资助项

目的有 24 个省市，覆盖面比较广; 集中性体现在，位居第一的

北京占总项目的 23． 27%，连同北京在内的湖北、江苏、陕西、河
南、浙江等 6 个省市，其基金项目占全部项目总数的 60． 34%。
这个统计结果说明，北京是我国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

国家级的科研机构以及重点高校较多，学术资源丰富，北京在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具有整体的研究实力和人才优势。妇

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较少的地区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海南

省、青海省和 5 个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西藏

等民族自治区，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立项。
( 三)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隶属系统、单位性质统

计)

分析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的隶属系统、单位性质分布，

可以了解我国不同隶属系统以及单位性质妇女 /性别研究的基

本情况，揭示隶属系统、单位性质科研创新能力的大小，为国家

统一协调妇女 /性别研究项目的力量分布提供参考，具体结果

见表 3:

表 3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立项单位归属统计)

隶属系统 教育部 党校 中国科学院 各省、自治区、市( 直)

立项数目 92 11 10 3

所占比例 79． 3 9． 5 8． 6 2． 59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 其他

立项数 103 10 3

所占比例 88． 79 8． 6 2． 59

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单位性质来看，不同系统的社

科基金申报立项工作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高

校。高等院校占了绝对比例，有 103 项，达到 88． 79%，科研单

位 10 项，占 8． 6%，而其他机构只占 2 项，仅占 2． 59%。这一方

面说明在我国妇女 /性别研究中，高校是主体，妇女 /性别研究

的推动与发展离不开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另一方面，在国

家社科基金立项中，作为我国其他机关所立项目很少，只有 2
项，分别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立项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

题对策研究”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立项的“社会性别视角下当

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实证研究”，这也说明有些部门从事妇女 /
性别研究的能力刚有起步。

( 四)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项目类别统计)

分析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的项目类别情况，可以了解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的基本情况，为国家今后资助妇女 /性别研

究项目的力度提供参考，具体结果见表 4:

表 4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项目类别统计)

项目类别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立项数 2 72 42

所占比例 1． 72 62． 07 36． 2

通过上表的统计显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1993—2010 年

共立项 116 项，其中重点项目 2 项，所占比例为 1． 72% ; 一般项

目为 72 项，所占比例为 62． 07% ; 青年项目 42 项，所占比例为

36． 2%。从基金类别可以看出: 重点项目立项时间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8 年，这期间，我国社会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为把握和推动这个时期的社会

发展和进步，国家必须对一些重大问题妇女 /性别研究开展深

入研究和预测。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将对一个国家现代

化建设进程、发展方向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特

别注重社会进程中发展方向等重大研究课题的讨论与研究。
从 62． 07%的一般项目和 19． 6%的青年项目中可以看出，在积

极支持国家发展的重点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国家社科基金更

重视代表性较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同时把人才培养

也同样摆到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但重大项目只有 2 项立项，同

时也说明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在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重视程度还

不是很高。
( 五)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研究单位统计)

分析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的研究单位分布情况，可以

了解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的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为国家今后

资助妇女 /性别研究项目机构提供参考，具体结果见表 5:

表 5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立项单位
立
项
数

立项单位
立
项
数

立项单位
立
项
数

立项单位
立
项
数

中国人民大学 7 安徽农业大学 1 暨南大学 1 武汉大学 1

西安交通大学 4 安徽师范大学 1 井冈山大学 1 武汉科技大学 1

浙江大学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兰州大学 1 西安财经学院 1

北京大学 3 北京经济学院 1 丽水学院 1 西北工业大学 1

南京师范大学 3 北京外国语大学 1 辽宁大学 1 西南民族大学 1

首都师范大学 3 北京语言大学 1 南京人口管理
干部学院

1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1

苏州大学 3 成都理工大学 1 宁夏大学 1 浙江师范大学 1

郑州大学 3 大连理工大学 1 清华大学 1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1

东北财经大学 2 复旦大学 1 三峡大学 1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1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2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1 山东大学 1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1

华南师范大学 2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1 山东经济学院 1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1

华中科技大学 2 河北省妇联
《女子世界》编辑部

1 山西财经大学 1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1

华中师范大学 2 河北师范大学 1 陕西社会科学院 1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1

济南大学法学院 2 河南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1 中共中央党校 1

南开大学 2 河南师范大学 1 上海大学 1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1

厦门大学 2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1 上海社会科学院 1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1

云南民族大学 2 湖南城市学院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1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1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2 华中农业大学 1 深圳大学 1 中国政法大学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 吉林大学法学院 1 沈阳师范大学 1 中华女子学院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吉林师范大学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 中原工学院 1

分析基金立项项目的单位分布，可以了解在妇女 /性别研

究基金项目研究中的队伍分布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妇

女 /性别研究机构的实力和水平。统计表明，18 年间，妇女 /性
别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单位有 80 个。其中排第一的

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 7 项，占妇女 /性别研究总立项数的 6%，

这说明中国人民大学的妇女 /性别研究的科研实力在全国是最

强的，这也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排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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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其次是西安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获得 4 项，北京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各获得 3
项。东北财经大学等 7 个机构各获得 2 项。这充分表明这 20
个机构具有较强大的科研实力、声望很高的学科带头人，是妇

女 /性别研究的主力军。同时单位与单位之间承担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项目存在的较大差距，说明不同单位之间在科研实力方

面还存在不平衡，中国人民大学在研究水平方面具有一定的研

究优势。
( 六)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学科统计)

分析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的学科分布情况，可以了解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的研究学科的分布情况，为国家今后资助

妇女 /性别研究项目学科分布提供参考，具体结果见表 6:

表 6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学科统计)

立项时间 立项妇女 /性别研究的学科
立项学

科数

总立项

学科数

占总学

科比例

%

1993 年 社会学、中国文学 2 22 9

1994 年 中国文学 1 22 4． 5

1995 年 无 0 22 0

1996 年 中国文学 1 22 4． 5

1997 年 人口学 1 22 4． 5

1998 年 社会学、中国文学 2 22 9

1999 年 中国文学 1 22 4． 5

2000 年 中国文学 1 22 4． 5

2001 年 无 0 22 0

2002 年 社会学 1 22 4． 5

2003 年 人口学、社会学、中国文学 3 22 13． 6

2004 年
社会学、法学、宗教学、中国文学、人口

学
5 22 22． 7

2005 年 哲学、社会学、中国文学、人口学、 4 22 18． 2

2006 年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应用经

济、社会学、法学、中国历史、中国文

学、人口学

7 22 31． 8

2007 年

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中国

历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人口学、体

育学

9 22 40． 9

2008 年

党史·党建、哲学、应用经济、政治学、

社会学、法学、中国历史、外国文学、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人口学

10 22 45． 5

2009 年

应用经济、社会学、法学、中国历史、宗

教、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人口

学、统计学

10 22 45． 5

2010 年

马克思主义、党史·党建、应用经济、

政治学、社会学、世界历史、中国文学、

人口学、体育学

9 23 39． 13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呈现出跨学科发展的趋势。妇女 /性
别研究立项最早是在社会学和中国文学两个学科中立项的，后

来慢慢发展到人口学、法学等学科中。从 1993 年的 2 个学科

立项到 2008 年和 2009 年的 10 个学科，立项的学科占总学科的

45． 5%，说明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中开展，很

多学科开始以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生存发展现象及其规

律，其研究对象本身已经跨越了原有的学科分界，在不同的平

台上开辟了学术探索的新领域，扩展人类的认识视野。
( 七)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研究人员统计)

分析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的研究人员分布情况，可以

了解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的研究人员的分布情况，为国家今后

资助妇女 /性别研究项目的研究队伍提供参考，具体结果见表

7:

表 7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情况( 按研究人员统计)

主持人 项数 立项项目 学科 时间 工作单位

樊洛平 2

两岸女性小说创作形态比

较研究
中国文学 2005

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史论 中国文学 1998

郑州大学

黄润龙 2

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因素

研究
人口学 2008

江苏女性流动人口婚姻现

状及婚恋观研究
社会学 1998

南 京 师 范 大

学、南 京 人 口

管理干部学院

靳小怡 2

农村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

再构建及其对婚育观念与

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性

别视角的研究

人口学 2005

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

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融合

研究

人口学 2009

西安交通大学

林丹娅 2
台湾女性文学史、 中国文学 2007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中国文学 1993
厦门大学

潘锦棠 2

社会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

场中的性别排斥与对策
社会学 2003

性别分层理论与男女公平

就业政策研究
社会学 2009

中国人民大学

张抗私 2

老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排斥

问题研究: 以性别歧视为例
应用经济 2005

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

因及相关政策研究
社会学 2010

东北财经大学

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一共有 110 人立项，其中获得基金资

助 2 项的有 6 人，分别是樊洛平、黄润龙、靳小怡、林丹娅、潘锦

棠、张抗私，占总立项人数的 5． 5%，他们是妇女 /性别研究的中

坚队伍，具有非常强的研究功底。立项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文

学、人口学、社会学这三个领域，同时他们的立项时间间隔的年

数从 4 年到 10 年，平均间隔数为 6． 5 年。立项 1 项的有 104
人，占总立项人数的 94． 5%。说明社科规划办公室，既考虑了

立项的可行性与研究水平，还兼顾了对妇女 /性别研究科研后

备力量的储蓄、支持以及人才培养等因素。重视妇女 /性别研

究科研队伍的培养。
( 八) 妇女 /性别研究主要议题

经过统计，我们发现妇女 /性别研究项目的主题主要集中

于下面几个方面:

人口学主要集中于人口出生性别比、流动人口研究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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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其中人口出生性别比 6 项、流动人口 5 项、关爱女孩 2
项。

社会学要集中于人口性别比、妇女流动、女性就业、非政府

组织、农家妇女、和谐社会建设等。其中女性就业 8 项、农村妇

女研究 5 项、性别和谐建设 3 项、人口性别比立项 2 项、妇女流

动人口 2 项、非政府组织 2 项。其他的有离婚、拐卖 /拐骗、女
性自杀、性别角色取向、社会性别关系变迁、女性社会学学科化

的知识建构等。
中国文学主要集中于台湾女性文学以及两岸的比较 4 项、

中国女性文学史研究有 3 项、女性文学各种题材的研究有 8
项，其他的有道教女性出家、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

学的发生等。
应用经济主要集中于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女大学生

就业等。其中农村妇女 4 项、人力资源开发 2 项、女大学生就

业 1 项。
历史学主要集中于各个时期的性别史研究 3 项、女性与战

争 2 项、女性变迁研究 2 项、女性犯罪研究 1 项、女性社会交往

1 项。
外国文学主要集中于不同的国家，有日本、俄罗斯、德国、

英国等多家的文学研究。涉及的领域有女性道德观、女性形

象、女性诗学、女性小说等。
哲学主要集中于性道德教育研究、性别与知识、女性主义

公民资格与社会正义、道学女性伦理思想研究等。
总之妇女 /性别研究记录了 18 年以来妇女 /性别研究发展

和变化的历程，在研究和推行妇女 /性别研究方面对于新的问

题新的突破以及汇聚学术力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其研究主要

呈现下面的几个特点和趋势: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科出现越

来越大的跨学科性、研究的热度越来越热烈、高校的研究发展

较快成为绝对的主力。
二、对策建议

妇女 /性别研究任重而道远。妇女 /性别研究学者的任务

和使命就是将不同领域的研究提炼、概括、抽象、总结，并尽量

使其系统化、理论化，然后作为相关的研究报告在上至决策层、
下至普通百姓中间传授或传播，以便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通过政

府决策、通过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以及对人们行动的指

导，改变不利于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文化与制度，推动妇女解放

的进程，加快社会前进的步伐。下面是关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方面的几点建议:

( 一) “十二五”研究的热点问题

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二 个 五 年

( 2011—2015 年) 规划纲要指出要“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具体

指出要“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妇女发展纲要，全面开发

妇女人力资源，切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就业创业，提

高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能力。加强妇女劳动保护、社
会福利、卫生保健、扶贫减贫及法律援助等工作，完善性别统计

制度，改善妇女发展环境。严厉打击暴力侵害妇女、拐卖妇女

等违法犯罪行为”。这些都是今后研究的热点问题。
( 二) 注意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地域平衡

第十二个五年( 2011—2015 年) 规划纲要同时指出“优化

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所以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在立项的时候“要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

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

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则进行立项，对推进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

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做出贡献。所以建议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于妇女 /性别研究基金项目较少的地区给

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 三) 要加大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的数量和力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仅是一个立项，实际上是一

个引领的作用，妇女 /性别研究立项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研究中的声音还比较弱，还需要加大立项的数目，加大重

点项目的立项，希望各方学者的互相促进互相支持下，能够促

进妇女 /性别研究有更好的发展。
( 四) 跨学科研究需要不断扩大

妇女 /性别研究具有明显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特征。重视

从性别视角开展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

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也会有所贡献。所以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要加大跨学科研究。目前是还没有立项的学科

如经济理论、国际问题研究、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新闻学与

传播学、管理学等，这些领域研究上的空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所以需要增加跨学科立项，从而为进

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发挥应

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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