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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妇女经济权利观分析 

杨云霞 

毛泽东十分重视妇女的经济权利，认为经济权利是妇女的基本权利，是其他权利

的基础，同时也是妇女解放不可缺少的经济制度保障。正因为如此，他提出应在

法律制度层面保护妇女的经济权利。毛泽东关于妇女经济权利的论述对于当今开

展妇女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价值。 

一一一一、、、、毛泽东对妇女经济权利重要性的论述毛泽东对妇女经济权利重要性的论述毛泽东对妇女经济权利重要性的论述毛泽东对妇女经济权利重要性的论述 

在论述妇女的经济权利时，毛泽东首先强调了妇女经济独立和经济自由的重

要性，早在“五四”时期就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女子无财产，女子要解决教育、

职业、参政、婚姻种种问题，都是说梦。1934 年他进一步指出，男女劳动群众

尤其是妇女，“第一有政治上的自由，第二也有了经济上的相当的自由，然后婚

姻自由才有最后的保障”。其次指出了妇女参与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性。

l940 年 2 月 8 日，毛泽东给中央妇委发出指示信，信中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

指出边区以往妇女运动工作成绩有限，原因在于忽略了妇女经济作用的发挥；二

是强调妇女运动必须以促进妇女经济独立为中心；三是指出促使妇女经济独立的

主要途径是开展妇女生产运动。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强调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必

须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经济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是实现妇女经济权利最有效

的保障。 

二二二二、、、、毛泽东关于妇女经济权毛泽东关于妇女经济权毛泽东关于妇女经济权毛泽东关于妇女经济权利内容的论述利内容的论述利内容的论述利内容的论述 

关于妇女的经济权利，毛泽东早在 1919 年就提出了三条使女子自由独立不

再受男子压迫的方法：“(1)女子在身体未长成的时候绝对不要结婚；(2)女子在

结婚以前需预备足够自己生活的知识和技能；(3)女子须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

费。”这一论述尽管尚未系统化，但由此已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实现女子自由

独立提出了应从家庭私领域拥有财产权以及具备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经济事务的

能力两方面着手。在其后的革命过程中，他关于妇女经济权利的思想体系不断完

善。 

(一)妇女在家庭私领域的经济权利 

在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中，将妇女拥有在家庭领域内的经济权利作为实现

其解放的首要权利，实现妇女的解放，首先是在家庭内的解放。究其权利体系来

看，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立了妇女的家庭财产管理权。如在冀鲁豫行署关于女子继承等问题的

决定中规定：“为提高女子在其夫家之地位及发扬家庭民主，女子出嫁及其夫家

之财产确定其与男子有共同管理之权利。” 

二是确立了妇女的家庭财产分割权。如在毛泽东主席 1934 年颁布的《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离婚时，结婚满一年男女共同经营所增加的

财产，男女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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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确立了妇女的被扶养权。针对妇女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毛泽东指出：

寡妇再嫁如果在男家及娘家均未取得继承财产者，得要求男方给予女方一部妆奁

费，抛弃继承权之已嫁女子，生活确系贫困者，得要求其弟兄接济一部生活费用，

离婚后男方必须给予女方一定的赡养费，若离婚后女方未再结婚，没有职业财产

或缺乏劳动力，无法维持生活，男方必须给予帮助，至女方再婚时为止，离婚后

女子如未再行结婚，并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因而不能维持生活者，男

子须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活。这些措施的提出对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

位的妇女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四是确立了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颁布的多部法

律中规定了“遗产继承女子与男子有平等之权利”、“配偶双方之遗产有相互继

承权”、“寡妇与子女均有代位继承权”等。 

五是确立了妇女的继承财产处置权。如寡妇再嫁，若无子女，其继承的夫家

财产，可全部带走，任何人不得阻碍。若有子女，应酌留部分财产作为子女生活

费，如其子女随嫁，财产可全部带走。 

通过上述对妇女在家庭领域内的经济权利的规定，使得妇女首先具备了在社

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内实现独立与自由的可能性。 

(二)妇女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经济权利 

仅仅确立妇女在家庭领域的经济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妇女作为社会的

人，其解放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解放，只有获取公共领域内的经济权利，才能彻

底实现妇女的全面解放。因此，在社会公共领域内赋予妇女以经济权利是必要的。 

1．土地权。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于 1928 年的《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

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1934 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

姻法》中明确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果移居到别的乡村，得依照新居乡村土地分配

分得土地，如新居乡村已无土地可分，则女子仍领有原有的土地。这些措施的出

台，确保妇女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具备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资料。 

2．劳动权。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毛泽东亲自参加起草的湖南省第一

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专门列有《关于劳动妇女之决议案》，其中规定要

特别保护劳动妇女的利益，保证她们与男工有平等的待遇。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苏

区政府，在其颁布的《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中，赋予了在劳动权方面的男女平等，

尤其强调了男女同工同酬问题；针对女性生理状况，对女性在“四期”方面给予

了特殊的劳动保护。 

不仅在立法中加以规定，对于法律权利的实现问题，毛泽东也给予了高度的

关注。他责成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和各级劳动部切实讨论妇女的劳动权问

题，要求“实现劳动法保护女工利益的全部条文的实施方法，尤其是对于产前产

后的保护，女工应与男工一样，实现社会保险。男女作同样的工作应领同等的工

资”。并批评了苏区个别地区歧视女工、违反劳动法的行为，“特别是男女工人

同工不同酬，如兴国合作社女工工资比学徒还少，福建南洋区，冲米工人男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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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工作，但是女工工资比男工少一半，这是蔑视无产阶级妇女最不可容许的

错误”。在合作化期间，毛泽东两次写下“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

同工同酬的原则”、“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

动战线上去”的批语。 

对于上述权利，“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宪法还只是

写在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同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毛泽东指出，法律上的

权利并不等于实质上的权利，所以应加强法律的实施，注重现实领域的男女平等。

基于此，他明确提出：歧视妇女、不重视妇女的事，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

掉。要同男子同工同酬，在合作社、工厂都要一样。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然有

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  

三三三三、、、、实现妇女经济权利的基础及途径实现妇女经济权利的基础及途径实现妇女经济权利的基础及途径实现妇女经济权利的基础及途径 

毛泽东指出，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离不开自身参与生产劳动，只有确立妇女

自身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才能实现其经济权利。而如何确立妇女的经济地

位，必然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以及妇女自身的解放。以此为基础，在法律制度

上确立妇女的经济权利。毛泽东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便已认识到法律是争取妇女

权利的必要武器。他在抨击湖南省军阀炮制的省宪法草案的文章中，揭露省宪法

不过是愚弄人民、巩固封建割据的遮羞布，它在人民的权利方面规定得不够，应

作“根本性质的”修改。其后，他又认识到符合妇女经济利益的法律制度的建立

必须依赖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这是实现妇女经济权利的社会制度基础。 

在具体的实现途径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动、组织和联合妇女，参加斗争，在

斗争中实现自我觉醒。在具体的做法上，需要培养妇女干部，发挥妇女组织的作

用，提高妇女自身的素质。 

四四四四、、、、对当今研究妇女问题的启示对当今研究妇女问题的启示对当今研究妇女问题的启示对当今研究妇女问题的启示 

毛泽东关于妇女经济权利的论述，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激发妇女创业

精神和生产热情、树立正确的择业择偶观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他的思想

对于当今在社会性别主流化中确立两性社会伙伴关系、对妇女问题进行分层研

究、实现生育社会化、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主体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具有一定的借

鉴价值。 

(一)建立两性社会伙伴关系 

在革命斗争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妇女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把妇女解放

作为社会解放的一部分，提出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民

族的解放是紧密相连的，而不能割裂开来，不能将妇女的经济权利特殊化，更不

能将其同男性的经济权利对立化，而是要获得男性的支持，否则无法实现妇女的

经济权利。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信中说：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

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边区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

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的同情的，这是与男子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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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相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

渐同意了。离开这一点就很勉强。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当前妇女运动中的一些采取男女对抗的错误做

法有一定的纠偏意义，对于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建立两性社会伙伴关系具有一

定的现实价值。 

(二)对妇女问题分层研究 

在研究中国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时，毛泽东将其进行了分层研究。l927 年在

分析了经济对农村妇女地位的影响后，认为“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

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

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

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

天地动摇起来”。这种对妇女的阶级分层的研究方法是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重

要内容之一。 

此外，他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不同现实需求，提出了不同的经济权利实

现战略。在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农村妇女丧失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现状，

提出应赋予农村妇女以土地所有权；针对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脱离生产劳动致使

其家庭经济地位低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妇女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去；在革命成功，

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建设时，针对家庭妇女的就业率低的问题，毛泽东号召家庭

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以行政手段和法律制度推动了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就业。 

这种分层研究方法对于今天从事妇女问题研究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所表现出的社会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规范多元

化的背景下，妇女内部的分层也是很复杂的，对其进行分层研究极其必要。 

(三)生育劳动的社会化问题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提出，要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惟一的途径就是“经济各

自独立”和“儿童公育”，并主张将女性两种劳动(生产和生育)社会化。在《关

于赵女士自杀事件》的一篇评论中，毛泽东就指出：“虽然两性的体力本来相当，

但女子不能在生育期间工作，于是男子便乘她这个弱点，蹈瑕抵隙，以服从为交

换条件，而以食物噢咻之……所以，应在社会方面有儿童公育的设施。”这尽管

只是青年毛泽东在生育劳动社会化方面对未来社会的一个设想，但在妇女解放刚

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提出这一未来社会的生育问题解决措施，具有很高的前

瞻性与预见性。 

(四)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主体问题 

在妇女解放的主体问题上，中国与西方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妇女主

要从外在方面求得解放，并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女性自身缺少为获取女

性权力所应当具有的主体意识、素质、要求以及奋斗过程。有学者甚至认为，中

国妇女从来都不是妇女解放的主体，因此称之为“父系的女性主义”，其核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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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始终缺乏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参与，始终是以男性

为中心的。所以，要实现妇女的经济权利，必须唤起妇女自身的主体意识。正如

毛泽东所讲：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

是不对的。朱德对此也有论述，他在谈到根据地的妇女解放问题时提出：“中国

妇女要真正能够独立地生活，就必须首先打破经济的束缚，积极参加社会各部门

的生产，妇女的解放不能依靠男子，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生产运动”、“妇

女在后方积极生产……也是为了解放自己”。所以说，妇女们只有自觉地积极投

身革命和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才能

够不断争取并逐步获得一系列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