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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何苗 笪文秀

2013-07-01 14:07:00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2013-07-01 

   

  2013年6月28日，“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

地、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中华女子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三校基地联合主办，北大基地承办。全国妇联

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出席会议并发言。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厦门大学副校长詹心丽、中华女子

学院院长张李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妇女/性别

研究与培训基地主任岳素兰主持。 

 

开幕式现场 

  吴志攀代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以及校长王恩哥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北大是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源

地，在中国妇女觉醒、抗争、奋斗、自强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大妇女研究中心成立20多年来在妇女研究相关领域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今天的活动为北大、厦大和中华女子学院三家学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并大力肯定了女学者对

学术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厦门大学副校长詹心丽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同步发展的。

面对当前中国转型时期复杂的形势，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

妇女理论。厦门大学作为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的联合发起单位之一，在妇女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国妇联妇女研

究所所长谭琳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当代妇女问题研究多集中在现实问题、法律政策层面，理论层面的研究还不够，由北大、厦

大、中华女子学院三个具有理论研究实力的单位举办此次研讨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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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彭珮云讲话  

  

  彭珮云在大会中作了重要发言，她谦虚地表示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此次大会，并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感想，首先她表示此次会

议吸引了来自学术界各领域的学者、妇联系统以及党校的专家都广泛地参与，说明妇女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为

看到妇女理论研究能够取得如此丰富的成果感到高兴；其次，彭珮云作为一个妇女工作者呼吁党政领导、学术界、妇联和有关单

位加强对妇女理论研究的重视，并希望大家提高认识，完善工作，加大投入，做出更好的成绩来；最后她还介绍了2011年以来全

国妇联组织五个单位共同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题的相关情况，并十分希望有更多同志加入到妇女理论的研

究中来。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与会学者深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作为特约嘉宾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前副校长梁柱认为，妇女解放是

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经济独立是妇女人格独立的前提，我们要重视改革经济制度，还要致力于劳动妇女的解放。社科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张祖英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和发展事业的总依据，并认为妇女解放问题

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对抗性。美国德儒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柏棣教授提出，妇女研究有一个理论误区，即认为妇女解放

就是妇女的解放，妇女问题就是妇女的问题，她认为妇女解放是人类的解放，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张李玺教

授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构建中的六个关系。陈立文在总结发言中，从当代中国妇女运动中的问题、对西方女性主义

思潮的介绍和扬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表示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究要回归和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地位。 

  参加此次会议的50多位学者，主要来自北大、厦大和中华女子学院三校，以及中国社科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广东省委

党校、中国农业大学、广西大学、西南大学、山东女子学院、西安培华女子学院、澳门大学、美国德儒大学等单位。其中，28位

学者提交了研究论文，15位学者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深入探讨了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的发展，特

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代条件，理论依据，内涵与特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以及与

国外女性主义理论比较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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