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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妇女劳动权益保障发展

□ 黄桂霞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妇女实现自身解放

与发展的前提，也是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

途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制定了保障妇

女劳动权益的制度政策，中共十八大以来，建

立了保障妇女劳动就业权益的法规体系，不断

拓展妇女劳动保障内容和保障水平，为妇女充

分参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提高了妇女经济社会地位，促进了男女平等。

妇女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保障机制逐步完善

我国的 《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

等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

益，并且制定了专门保障妇女权益的《女职工

劳动保护规定》 和《妇女权益保障法》。2012

年，中共十八大第一次把“坚持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写进大会报

告。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

颁布相关制度文件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

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妇女的偏见和歧视。2018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修订的 《就业服务

与就业管理规定》明确指出，劳动者的平等就

业权不应因性别受到歧视。2019年，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

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对就业性别歧视作了更明确细化的规定。我

国生育政策调整后，越来越重视与妇女就业

保障相配套的制度政策的制定，2021年新修

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为因

生育影响就业妇女提供就业服务”。2022年

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专设“劳动和社会

保障权益”一章，保障妇女享有“平等的劳动

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目前，我国基本形成

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 《劳动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政策在内的保护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规政

策保障体系。

我国还建立了监督监察、联合约谈、公益

诉讼和起诉以及救济救助等保障机制，保障

妇女劳动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为劳动权益受

损的妇女提供救济，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妇女

劳动权益保护组织机构和保护机制。

妇女劳动权益保障内容不断拓展， 

保障水平大幅提高

我国妇女劳动权益保障范围广，覆盖从

求职就业到职业发展全过程，基本劳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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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妇女特殊权益维护以及妇女劳动权益受

损的维护和扶持救济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

定，不仅保障妇女享有平等的劳动就业生存

权，也可以更好保障妇女享有平等的发展权

利和社会地位。202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

计局开展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

果显示，18—64岁在业者中，女性占43.5%，

男性占56.5%；女性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比例比

2010年降低16.5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就业的

比例比2010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农村女性非

农就业比例大幅提高，达到39.5%，比2010年

提高15.4个百分点。实践证明，新时代以来，

妇女就业保持较高比例，就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就业质量不断提高。

一是明确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利，更加

重视防止和打破就业性别歧视。我国《宪法》

明确规定，妇女在经济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

的权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2013年11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

出，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

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2013年和

2014年，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明令禁止用人

单位以性别为由区别对待求职学生，禁止设

立岗位性别条件。2017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 指出，要规范招人

用人制度，打破性别歧视。2022年，中共二十

大报告强调，要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

限制和就业歧视。2022年修订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明确了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的国家

责任，并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

完善就业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纠正就业性

别歧视，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

还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 

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 （聘） 用

标准。

二是增强对妇女特殊劳动权益的保障，

重视调整与生育政策相关的就业保障。妇女

因生理特点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需要

受到特殊保护，又因承担着生育责任，所以在

劳动力市场与男性有着不同的需求。国家通

过建立健全生育保险制度、职工生育休假制

度、婴幼儿托育服务等与生育相关的保障制

度，保障孕产期女职工依法享有经济和休息

休假权益。2012年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不仅对女性“四期”期间的权益保

护规定得更为细致，还取消了违反国家计划

生育相关规定的女职工不适用保护的规定。

202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

调，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

性就业合法权益等配套措施。2022年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女职工在怀孕以及

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 （聘用）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期满的，合同或协议期限自动延续至

产假结束。

三是通过禁止性规定保障女职工劳动权

益不受侵害，为就业困难和劳动权益遭受损

害的妇女提供扶持和帮助。《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对禁止婚

育歧视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用人单位在招

录（聘）过程中，不得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

者的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

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

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劳动 （聘用）合

同或者服务协议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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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等内容；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

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

遇。2022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专门设

置“救济措施”一章，并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依

法对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单位提起公益

诉讼；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侵

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妇女

向人民法院起诉，为她们提供法律咨询、法律

援助以及司法救助等。

承认生育社会价值， 

增强妇女平等劳动权益保障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女性虽然保持着较

高的在业比例，但在劳动力市场依然处于相

对弱势的地位，部分女性在求职或职业发展

中仍遭受性别歧视；劳动收入性别差距依然

存在，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的城镇职工养

老保障待遇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距等。除了

受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主要

原因是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充分

的承认，女性就业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支持职业妇女发展

的生育保险、托幼服务等相关社会服务不到

位，生育责任分担失衡等。新时代，要将妇女

作为宝贵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保障，承认

妇女在劳动和生育两个领域两种生产中的作

用，将男女平等纳入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的各

个环节，这也是消除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充分

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目标。

首先，全面贯彻就业优先政策，制定专门

的反就业歧视法，创造性别平等的就业机制

和市场环境，消除就业和职业性别歧视，逐步

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距，促进妇女平

等就业和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国家分担

企业生育成本，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对于聘

用一定比例女性的企业，可以减半征收生育

保险费用；在个税扣除上给女性一定的税收

优惠，降低企业招用女性的用工成本，增强

女性就业竞争力；加强督察机制，规范单位

用工，禁止用人单位因女职工怀孕、生育、

哺乳而降低其工资、辞退员工等。其次，在保

障妇女获得合理报酬的基础上实现同工同

酬， 缩小男女劳动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

社会保障待遇差距。在社会保障制度政策制

定贯彻落实时，适度向承担生育责任的女性

倾斜，比如，将占比较高的灵活就业女性纳入

职工生育保险，保障她们可以享受较高的生

育保险待遇；因生育暂时中断劳动的妇女属

于非自愿中断职业，与失业无异，应由失业保

险基金按照职工生育保险的标准发放生育津

贴。最后，要认可生育的社会价值，更加重视

与生育政策调整相适应的就业保障措施，在

保障女性生育权益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她

们的劳动权益。国家承担主体责任，建立公共

托育服务，为所有生育女性发放生育津贴，

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

庭的措施，帮助女性协调生育和劳动就业冲

突，为女性生育后回归岗位或再就业提供支

持等。对于因生育中断职业或进入灵活就业

的妇女自动计入公共养老金待遇，体现女性

生育养育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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