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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我国妇女地位的变化和权益保护研究进

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与分类，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保护研究的相关文献

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立足于时代大背景的历史性回望梳理。这些研究以时间为轴

线，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现状的研究总

结，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权益变化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论述。

不仅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实践过程，更明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地

位的变化与发展历程，对于继续推动妇女地位的提升有着重要的贡

献和参考价值。如《新中国 70 年妇女人权保障之回顾与展望》（陈

爱武，《法律科学》2019 年第 5 期）一文，通过对新中国 70 年来妇

女人权状况的梳理与总结，探寻妇女人权保障的发展历程、进步得

失，为妇女人权保障的换挡升级提供现实基础和制度逻辑；谷丽君

在她的硕士论文中论述了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当代中国妇女地位

提升的理论和实践，从政治、经济、性别认知、妇女组织、婚姻家

庭五个方面探寻毛泽东到习近平对提升妇女地位在理论和实践层

面的发展历程。研究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实践过程，更明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

地位的变化与发展历程，对于继续推动妇女地位的提升有着重要的

贡献和参考价值；刘钰钦在其硕士论文《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与实践研究》，在梳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新

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特征与意义。 

2.立足于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政策理论、法律法规层面的综合论

述。这类文献或立足于落实男女平等宪法原则和基本国策，或立足

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妇女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以妇女与法

律作为重要领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妇女权益保障方面

取得的成就、面临的重点问题，旨在承前启后，对未来的妇女权益

保障工作提供方向和思路。如《筑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制度

根基和精神》（党日红、李明舜，《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 年 8 月

第 4 期）一文就如何筑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制度根基和精神

支撑提出认识；《2021 妇女权益年度新闻报告》（李源，《中国妇女

报》2022 年第 06 版）通过撷取 2021 年妇女保障权益十大新闻事件，

总结了这一年党和国家以及各职能部门为妇女权益保障做出的成

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视野下妇女权益保障机制研究》（黄晶，

2021 年 9 月第 5 期）一文从妇女权益保障机制的内涵入手，总结我

国妇女权益机制的现状，从机制构成要素角度分析我国妇女权益保

障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建议；《中国妇女儿童权益法律

保障情况实证调查研究》（陈苇主编，北京：群众出版社 2017 年版），

一书以抽样调查法，阐述了我国妇女儿童权益法律保障的实际情

况；《中国婚姻家庭法理论与实践研究》（陈苇著，北京：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该书从婚姻法角度切入，以中国婚姻

家庭制度的立法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并着重研究了妇女的法律保护

与防治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变迁——

妇女权益保护视角》（冯银沛，《法治论坛》2019 年 12 月）以“婚

姻家庭生活”“离婚制度”“家庭暴力”为主线，研究制度背后对妇

女权益的倾斜保护，为进一步保障弱势群体妇女的权益提出建议。 

3.着眼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综述。这类文献立足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区域，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

民族妇女社会地位变化、权益保护领域的现状、业已取得的成就以

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维护妇女权益的基本思路与现实路径。

如《新疆地区各族妇女儿童权利的保护：成就、经验与展望》（祖

力亚提·司马义、张雅茜著，《民族研究》2020 年第 1 期），文章阐

述了新疆各级部门在维护和促进新疆各族妇女儿童权利权益过程

中的角色和作用，结合实践经验，深入探讨了保证新疆各族妇女和

儿童首要的基本人权，以期能够对新疆各族妇女权利的保护提供现

实途径；如《高举旗帜 抢抓机遇 再创新疆妇女儿童事业辉煌》（《新

疆日报》（汉），2008 年 7 月 17 日），用详实数据，介绍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维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制度和物质保障，以及自治区妇联协

助政府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健全维权服务网络的实践活动，例举了

在保护新疆妇女儿童权益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朱晓敏在其博士

博士论文《新疆农村劳动妇女素质与发展问题研究》通过数据分析

了新疆农村妇女的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和科技素质状况。再如

《为西藏妇女儿童撑开“维权之伞”》（西藏自治区妇联权益部著，

《中国妇运》2011 年第 12 期），文章从法律维权角度切入，论述了

西藏自治区妇联如何通过创新源头维权机制、构建维权网络机制、

创新实事化维权机制等途径，切实维护西藏地区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广西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探析——基于民生视阈下》

（衣仁翠，《法律研究》2015 年 8 月）指出，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

民生事业今天，在立足于探讨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权益受损原因，要

致力于寻找切实可行的维护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权益的办法。王承权

在其文章《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家庭及其地位变化》中通过对比新

中国成立前后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家庭及其地位变化，以及存在的

问题和加强妇女工作的措施等进行探析，希冀能引起各级政府和社

会各界人士的，以便共同为提高妇女的地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而

努力。 

二、国外研究 

相比于国内，有不少国外学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起步更早，也

更深入。这些研究立足宏观的国际视角，以世界上诸多国家地区的



理论探讨 

 230 

妇女儿童权益情况为研究对象，从法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视角进

行深入研究，对探究国内保护妇女权益的现实途径提供了参考和借

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立法研究》（Legislating 

Women's and Childr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PRC），罗纳德·基

思（Ronald C. Keith）著，文章指出，中国对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视程

度与日俱增，阐述了中国如何以立法、宣教、社会活动等方式积极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着力构建完善的社会保护体系；《中国人权的

进步：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The progress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nd 

children.），文章从法学角度切入，辅以详实的材料数据，着重阐述

了中国如何制定和颁布各类法律法规，有力维护了中国妇女在政

治、文化、教育、财产、劳动、人身、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权利。

如《对妇女儿童的犯罪性虐待：一种国际视角》（Criminal Abuse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欧比·埃贝（Obi N.I. 

Ebbe）、迪利普·达斯（Dilip K. Das）编著，博卡拉顿：（CRC Press）

2009 年版，记录了妇女儿童权益遭受各类不法侵害的大量案例，剖

析了其中的前因后果、剖析了相关预防机制的局限性，继而呼吁世

界各个国家地区共同致力于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干预和消除各类剥

削压迫妇女儿童的不良现象。《贫穷的面孔：依靠福利救济的妇女

儿童肖像》（Faces of Poverty: Portrai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on 

Welfare），吉尔·杜尔·贝里克（Jill Duerr Berrick）著，牛津大学

出版社 1995 年版，该书以美国妇女儿童权益情况为研究对象，从

经济学视角切入，以观察员身份对多个美国贫困家庭进行深入细致

的调查研究，勾勒出贫困家庭的妇女儿童的悲惨生活的同时，也剖

析了贫穷对妇女儿童权益所产生的一系列巨大影响，并在最后提出

了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对策。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关于我国妇女儿童权益的论文与专著已有

一定数量，但大部分论文与专著发表于 2020 年以前，关于新疆地

区，尤其是针对南疆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保护的研究则寥寥无几。因

此显而易见，对于建国以来南疆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的变化的相关研

究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学术空白，有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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