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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认为，贯彻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具有重大意义，该公约已于 

1980年7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联合国国际会议上隆重签署。苏联和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一起倡议制定了这一重要文件并且是最先批准的国家之一。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于1980年12月19日批准了该公约。这在苏联不会引起制定和通 

过新的立法行为的必要性，因为公约的全部要求在苏联均已实现或者正在实现，有 

关这些问题的法令已有多年运用的历史。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一切领 

域中男女平等的原则已以立法形式载入苏联宪法第35条。

在苏联，关心不断改善妇女地位、提高她们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作用已被 

提到国策的高度，并由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立法的专门措施加以保障》

对进展的总估价

苏联坚持不懈地贯彻保障妇女个性全面发展的政策，实施包括立法手段在内的 

综合性措施，以保证妇女实现并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与自.由。

在苏联，妇女同男子一样充分享有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各项权利与自 

由。

保障妇女的平等与进步是国家规定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改善妇女劳动和日 

常生活条件、保护母丨生和儿童、完善给家庭的社会帮助诸方面的措施被定期纳入苏 

联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实际上，在苏联，妇女与男子平等原则的实现是通过由宪法专门规定的措施来 

达到的。这些措施构成了一个保障与优惠制度，使劳动与母!• 生得以顺利结合。 

措施规定：

——禁止劳工关系方面的任何歧视》保障在自由选择职业或任何其他工种、工作晋 

升、同i同酬和享有带薪假方面的平等权利；

——保障在受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在提高技能方面的机会均等；

——国家保护妇女的劳动与健康，保障的措施是，禁止妇女在繁重和有害工作条件 

下劳动，国家卫生系统的专门机构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发展学龄前儿童设施以 

及其他形式的儿童社会教育和抚养î

——给母性与儿童以物质和精神支持，包括妊振和分娩补助，婴儿出生补助，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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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多子女家庭、单身母亲补助，在婴儿满周岁前提供支付部分工资的假期， 

在社会保障方面给予优惠，等等；

——法律保护妇女权利以反对来自任何个人、企业或组织的任何歧视》

随着苏联国家经济的发展，妇女平等的物质和法律保证也在增长〇 

1976 - 1980%正值联合国妇女十年的前半期，在此期间，在改善妇女 

和家庭的社会地位方面推行了 一系列措施。例如*制定了护理病儿事假工资优惠 

补充办法》增加了国家对自幼残废者的帮助，开始实行对普通学校学生免费供应教 

科书，挺高了国家预算中拨给产科医院、儿童医院的经费标准。在轻纺工业、化 

学生产部门，以及妇女占其工作人员总数70 %的非生产性部门工作的妇女得到了 

新的工资优惠。采取了措施以完善职业培训并提高她们的技能。

在保护妇女•-母亲利益的同时，国家给予孕妇及其家庭巨大的物质帮助，以抚 

养和教育子女。1980年国家在妇女-母亲的社会帮助和儿童的社会服务方面支 

出的款项超出1970年用于同样目的的经费的1.5倍。

国家仅在中学教育以及在幼儿园、托儿所、少先队夏令营和儿童校外辅导设施 

的儿童服务方面支出的经费，就占了国家预算中全部教育经费的60 %左右。

苏联家庭，首先是有子女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条件正在有计划地得到改善。在 

1976-1980年间，国内建成了 1000多万套住宅。在住宅建设中正在采用新的 

标准设计方案s规定要使住宅设计更臻完善9使其十分舒适。仅在1981年就有 

1000万左右人莸得了新住宅。房租自1928年起始终没有变动，目前，包括公 

用事业费在内，平均占工人家庭收入的3 %。

自1982年起开始实施给有子女的年轻家庭发放无息贷款，用以改善居住条件 

或购置家具什物，偿还期为8年。在生养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时，部分贷款则由 

企业偿还s偿还的总数额为贷款数额的三分之一。

最近几年采取的社会措施保障了苏联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巩固了妇女的平等 

地位。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以及苏联198 1 - 1985年国家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规定，要进一步发展人民福利，改善妇女的劳动条件，完善国家帮助家庭 

的制度。为此目的，就改善有子女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及其日常起居条件、安排 

休息、增加职业妇女-母亲的自由时间4为教育子女和履行家庭及劳动职能创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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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条件，制定了广泛的综合性措施。在1981 - 1982年，采取了下列措施：

—-规定给予有两个和两个以上子女的职业妇女以额外的假期；

——增加给单身母亲的物质帮助i

——规定在婴儿周岁前给予支付部分工资的育儿假，同时，把不带薪的额外假期延 

长至婴」li涛一周.岁半，还规定对婴儿出生的一次性补助。

1983年规定普遍实行支付部分工资的育儿假和婴儿出生的一次性补助；扩大 

国家东部和北部地区人均收入较少的家庭的子女获得补助的可能性5增加与子女去 

少先队夏令营有关的优惠。

1984-1985年将继续采取其他措施，以保障把儿童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合 

理地结合起来》改进职业母亲的境况，缩小因有子女而造成的家庭生活水平的差别9 

并为年轻家庭的日常生活创造良好条件。

苏联妇女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苏联妇女同心同德地支持苏联政府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

她们热烈欢迎在我国通过的宣布战争宣传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的保卫和平法 

(1952年X她们以极为满意的心情于1977年通过了苏联新宪法，该宪法庄严宣 

布，巩固各族人民安全和实行广泛国际合作的和平政策是苏联国家处交政策的最 

高目标（第28条）。

苏联妇女同心同德地支持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80年代和平纲领。 

这一文件的意义与威力由于苏共和苏联政府为实现新的和平倡议积极进行活动而更 

加与日俱1增，该倡议已在苏联《避免日益增长的核威胁，控制军备竞赛》的备忘录 

中，在苏联向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和 

《努力消除核战争威胁，保障安全发展核动力》的建议中作了阐明。

对苏联妇女来说5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始终不渝和每日每时进行的活动。对 

她们，就象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一样，为争取和平而斗争与为巩固社会主义 

而斗争是不可分割的。苏联妇女懂得9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儿童的未来都与国家 

的命运、国家的成就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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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平基金给世界各地区的爱好和平力量、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巨大援助。 

在各地区、各城市、各劳动集体，成立了联合500万人左右的35万个和平基金促 

进委员会。基金的积极分子在给劳动者和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而多数共和国和州一级的基金委员会均由妇女担任领导。几乎三 

分之二的地方基金j的积极分子也都是妇女。

目前，苏联和平基金约有8,000万参加者，就是说我国几乎每三个人当中就有 

一个给予争取和平这一高尚、人道的斗争事业以物质的支持。

苏联妇女认为，用和平与各族人民友谊的精神教育成长中的一代是自己为和平 

利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教育我国青年一代有关的一切——家庭、学前设施、

学校、职业学校、中等专科学校和高等学校、大众交流工具、文学、戏剧、电影----

全被吸收来参加这一工作。

在学校——女教师人数占其中72 %——教学过程使儿童逐渐懂得战争的社会 

本质9懂得达到和平的现实而非虚妄的途径。教科书有机地包含着旨在培养和平问题 

上积极的人生立场的思想。 例如*十年级的《社会学》教科书强调指出：“今天 

的和平共处是和平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当代国际关系整个体系稳定的基础。可以 

深信不疑地说，除了和平共处，别无其他选择。”

在国际合作、和平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教育是从讲授这些权利和自 

由开始的，以使学生莸得他们在整个人生历程中将赖以建设各自品行的坚实基础。

这一专门名称为《苏维埃国家与法学基础》的课程在八年级（从14岁起）开始学 

习。

和平精神的教育与给儿童以文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相结合。国际 

友谊俱乐部致力于架设桥梁5与外国同龄人友好往来〇 这种工作的形式是最为多 

种多样的。

布拉格世界妇女代表大会（1981年10月）是国际民主妇女运动中的一个重 

大事件。

19 8 2年2月，在例行的苏联妇女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苏联妇女在实 

现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关于为反对核战争威贩争取和平而努力斗争的决议方面所面 

临的任务。全会与会者声明毫无保留地支持并一致赞同苏共内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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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指出布拉格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是发展国际妇女运动的重要路标。苏联妇女委 

员会全会的与会妇女表示支持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

全会一致通过了告世界妇女书9书中表达了苏联妇女对世界命运的担忧》并表示 

愿意与一切积极主张和平、裁:军、控制军备竞赛的人士进行合作。

苏联妇女已不止一次地向世界妇女发出呼吁。去年，1981年，苏联妇女委 

员会曾就伟大卫国战争40周年和联合国裁军曰与裁军周而发出呼吁。

苏联妇女努力巩固与国际妇女社会的友好联系。她们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的和 

国内的活魂以推动各国人民接近、加强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的事业。在联合国大 

会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前夕，在大不列颠举行了苏联妇女委员 

会、“母亲争取和平”（大不列颠）和“妇女争取制止世界战争”（美国）全国性 

组织代表的三方会议〇 这次会议的与会妇女向联合国大会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发出了呼吁。

苏联妇女委员会支持布拉格代表大会关于把1982年3月8日定为世界妇女j反 

对核灾难危险斗争日的倡议。全国各地举行了群众集会、大会、座谈会，会上通过 

了号召为保卫和平、争取给儿童以和平的未来而加倍努力的决议。

苏联妇女积极参加了 1982年夏举行的斯德哥尔摩-莫斯科-明斯克和莫斯科 

-维也纳向和平进军的活动，以及其他反战活动。苏联妇女在这些场所发表了演. 

说，针对反动势力企图破坏缓和进程招致的国际局势更加紧张表示了深切的焦虑， 

并强调指出，必须联合一切志士仁人，共同努力，维护行星上的和平*消除战争威 

胁。

苏联妇女维持和平的志向反映在报刊文章中------ 中央和共和国的杂志9其中包

括专门为妇女出版的杂志。

用14种外文出版的《苏联妇女》杂志有固定专栏——世界学者论坛“消除地球 

上生命灭绝的威胁，’。在杂志发表文章的有医生、法学家、生态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化 

学家等等。设立论坛的目的在于不断阐明使用核武器的凶险后杲，指出论述有限核战 

争是弥天大谎^中子战争必然会引起灾难，以及绝不允许发动核战争。

由于联合国大会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召开，1982年7 

月我国举行了争取和平、反对核威胁的群众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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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苏联妇女委员会主席捷列什科娃为首的厘际民主 

妇联代表团参加了联合面大会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工作。

她在发言中表达了行星上要求制止军备竞赛、预防核战争威胁的亿万妇女的心声。

苏联妇女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生活

社会主义民至是苏联生活方式_要特征。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正朝瞢公民日益广 

泛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管理工作、扩大公开性、更充分考虑社会舆论的方向发展。

人民代表制正日臻完善，社会各界人士的职权范围在不断扩大。

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日益充分民主化进程发生的同时，苏联妇女参加管理部门 

的工作范围也在扩大，她们的社会政治积极性也在提高。

苏联妇女与男子平等地广泛行使宪法赋予她们的选举权和被选入地方、共相国 

和联盟权力机构任职的权利。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总数的50 %左右是妇女。

妇女社会积极性在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她们在国家机构一人民代表苏维埃中 

有广泛的代表性。1982年s有114.6万名妇女（50.1%)被选入地方苏维埃，即 

达到了参加人数男女各半。

参加苏维埃工作的妇女人数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是所有加盟共和国的特点。

根据最近一次选举（1982年）的资料，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地方 

苏维埃代表中妇女占50.7%,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49.2 %，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9.6%,鸟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茵—— 

49.5%，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面——49.1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一50.2%,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一48.1%，立陶宛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9.8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0.1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9.2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50.1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9.6%，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加国——49.7%，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9.5%，爱沙尼亚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面——49.6%。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1979年的选举），有487名妇女，几乎占全体代表的三 

分之一，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中2，400名（36%),在各自治共和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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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苏维埃中——1400名（40%)。妇女代表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各加盟共和国 

相自治共加国最高苏维埃中的人数湘比例不在不断增长》

在最高苏维埃各委员会中，包括外交委员会、青年、卫生委员会中，都有妇女 

代表广泛参加。她们参与讨论法律草案，通过法律，批准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 

预算，决定最重大的国内外政治问题^

1976年成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妇女劳动与曰常生活、保护母性与儿童问题 

常设代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该委员会对党相政府就上述问题所作决议的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各部和各部门均必须听取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仔细研究有关改善妇 

女和儿童状况的法律草案。在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中，在各州、市和地 

区，都设有同样的委员会。

既有高度的社会积极性，解决实际问题的国家立场，又受过良好的职业培训*能 

熟练地解决经济和文化管理问题》掌握现代化的管理方法，这样的妇女人数正在撒口。 

她们对发展社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也促进了国家今后的进步。妇女参与生 

产的管理和组织，完成管理工作的各种职能。在国家和经济管理机构、集体和社会 

组织管理机构中，妇女约占这一领域职工总数的65 %。 她们参加了各级管理机关。

目前，有50多万妇女担任工业企业领导湘国营农场场长，建设工地和集体农庄、 

国家管理机构的领导。妇女在苏联部长会议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负责岗位上 

任职。有9位妇女担任加盟共和国命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副主席职务，有27位妇 

女领导着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部级工作，其中有工业部、高等和中等专科教育 

部、卫生部、教育部、文化部、外交部、社会保障部、日常生活服务部。

妇女在各级司法机构占有显著地位。 有3,763名妇女被选进人民法院（1982 

年）9占苏联人民法官总数的:36.5%。 在法庭人民陪审员中有405,726名妇 

女，或者说占人民陪审员总数的54.9 %。

社会组织和劳动者群众性联合会是苏联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环，是进一步开展 

社会主义民主、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管理、改善集体主义者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 

规模最大的群众性联合会在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和方面的管理上拥有广泛的权能，具 

有宪法所确认的立法动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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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组织参加苏联全民国家的活动已为苏联宪法所规定。例如，各级苏维埃进行选 

举要有它们积极参加。许多组织都派有代表参加各级选举委员会，有权推举候选人 

并积极行使这一权力。在制定新法令和其他引为准则时要考虑社会组织的意见。

在苏联共产党党员中妇女人数的增长证明了妇女社会积极性的提高。目前在苏共 

P人伍中有470多万妇女，即国内全部党员的27 %。 在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 

(1981年），女共产党员有1329名代表，或者说占代表总数的26.6 %。

女共产党员在党的各级机构中占据着领导岗位。她们当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苏共边区委和州委书记，大量妇女担任着党的 

市委和区委书记的职务。

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确认妇女在苏联社会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并指出进一 

步把妇女推荐到领导岗位的机会很多。

青年组织是女青年进行社会活动的大学校。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女 

青年有2100多万，占共青团员总数的52.5 %。 与此相应的是，妇女在基层共青团 

组织书记中超过半数。在共青团区委和市委书记中，每三名就有一名是妇女，在共 

青团州委、边区委和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中，妇女约占30 %。

妇女在工会表现的特点是高度积极主动。

在总计13,100多万工会会员中，妇女超过半数。在工会最高机关——全苏 

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成员中，妇女超过三分之一（36 %)。

在各共和国、边区和州的工会理事会以及监察委员会中，妇女占47%强。妇 

女领导着许多行业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共和国和州工会委员会，担任这些委员会的书 

记职务，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下设妇女工作特别委员会|。其成员为女工、女职员、女学 

者湘女文化活动家。该委员会以及各企业、组织工会委员会下设的同类委员会的任务是 

解决劳动妇女关心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其中有劳动和工资、创造有益于健康相安全 

的劳动条件、社会保险、群众文化工作、帮助家庭等。

在联合会、企业、机关、组织的工会委员会及其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妇女占65.4%， 

其中，委员会主席有一半以上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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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之一是广大妇女参加人民监察机关的工作。妇女在L000 

多万人民监察员中占半数。

妇女参加合作社组织也有重大意义。妇女在消费合作社的入股者中超过半数。 

她们被选进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监察委员会。

普通教育的高水平、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不断提高决定了妇女在技术创道上的 

积极主动性。有250多万妇女;è各专业科技协会的成员。约18万妇女被选进它们 

的领导机构。

妇女积极参加各社会组织的工作：苏联妇女委员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联 

友好协会联合会等。

苏联妇女在巩固与外国社会人士的友谊和合作方面进行着广泛的社会政治活动。 

例如，苏联妇女委员会与120多个国家的250个妇女组织保持着国际联系，并参加 

国际间、区域性和各国就世界和平、妇女平等、反对种族隔离及其他形式的种族歧视 

问题召开的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委员会为保卫妇女和儿童权益，为争取民主、社会进步， 

为维护世界和平而积极发表意见，给正在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妇女和儿童 

以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

苏联妇女积极参加党、工会、合作社^青年和其他社会组织，在解决有关国家社 

会政治生活各方面任务，与此同时，她们还通过这些组织参加相应的国际组织的工作 

在各种国际集会上代表着本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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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教育领域的平等权利

10

根据下列原则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实现平等的基本宪法保 

证之一：

—全体苏联公民不分性别接受教育一律平等；

——对青年普及义务中等教育；

----------- ■切教学机构均为崮有与公有；

——自由选择学习用的语言；用母语或苏联其他民族语言学习；

—各类教育一律免费，部分学生的生活费完全由国家保障，免费供应教科书，给

予大中学生以奖学金保障、各种优惠规定和其他物质帮助；

—国民教育体制统一，各类学校相继延续，以保障由低往高升学的可能；

——学习与共产生义教育相结合；

——成长中一代的学习和教育，与生活、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相联系；

—男女合校教学，等等。

19 80年国家预算经费中用于社会文化设施和科学的费用共计988亿卢布，丨 

1981年则为1036亿卢布。

在苏联，对男女均实行普及义务中等教育。国家所有学校均实行男女合校， 

没有根据性别而区分的教学大纲:。1980年，妇女在高等院校大学生总数中的百 

分比为52.2%•在中等专科学校中为56.9%。

男女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一切领域，包括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这就保障了无 

论全国或各加盟共和国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妇女和男子在教育水平上的接近。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每1000名职业妇女中有840人受过高等和中等（完全和不 

完全）教育，男子一851人，而在受过高等和中等专科教育的专家中，妇女则占 

59 %。

这样，男女在教育领域的平等在苏联就成了现实。

在受教育与参加劳动方面的机会均等同样也保障了妇女广泛参加科学事业。在 

全国科学工作者总数中，妇女占40 %。 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妇女在工程 

师中所占比例的增长（在工业部门，每两名工程师中有一名妇女）具有重大意义。 

几乎有300万妇女是各专业科技协会的成员。在全苏发明家和合理化建议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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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250多万妇女。

11

就业平等

在苏联，为实现男女参加劳动的平等权利创造一切条件。苏联法律把妇女参 

加劳动的平等权利视为她们与男子在劳动权上是平等的，还规定妇女有权享受可以 

使劳动与母性相结合的特殊劳动条件。苏联妇女参加劳动的权利是由广泛的保证 

体系保障的。

吸引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受到整个社会生义经济制度的鼓励。由于国民经济的 

不断发展，生产数量的增长，受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无限可能性，法律禁止在性别上 

进行劳动歧视，妇女劳动优惠制以及专门措施的实施一妇女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 

比例由1965年的49 %上升到今天的51%。

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立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所促成的生 

产过程的机械化与:自动化，I都要求提高工作人员的普通教育水平和文化技术水平。 

技术熟练的水平、专业知识的范围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开始具有决定性意 

义。

为了培训技术熟练的工人干部，苏联创立了职业技术教学制（日校与夜校）， 

姑娘们在学校里按照自愿选择的职业进行学习。学习期间，学生不分男女均享有 

奖学金，并由学校供应贈食和服装。

与集中制职业技术教育并行的是，各企业直接按不同职业培训工人，提高他们 

的技能。为此目的，各企业建立了广泛的短训班、学校、联合职业学校网。

为了给各企业创造条件，使工人不断完善技能，开设了培训和提高工人技能的 

—年制课程，自1979年起又增设了提高妇女技能的课程。

各种形式的生产性教育、提高技能或改学新技能都由企业负担费用。提高技 

能或改学新技能可由妇女或行政当局和工会组织考虑女工愿望后提议进行。改变 

女工职业结构的计划的拟订通常是结合熟练的工作的进一步要求进行的，而这首先 

是为了掌握新技术。

'现行法令规定，在职业学习期间，向妇女提供一般与特殊优愚。一般优惠包 

括：对在普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高等和中等专科夜校或函授学校不脱产学习的 

职工，实行缩短工作周或减少每日工作时间，保留50 %工资；给在指定学校学 

习的学生以带薪假。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12

1979年，对子女幼小的女工规定了特别优惠：这些女工在工作时间进修和提 

高技能，在此期间保留工资。

根据1981年的资料，妇女所占比例最高的部门是卫生、体育和社会保险（82%)， 

国民教育（74% )，文化（73% )。 在工业部门，妇女占职工总数中的491%，

在农业部门，占44 %。 妇女就业最少的部门是交通运输（24 % )和建筑（29 % )。

苏联始终不渝地采取措施，为实现妇女人人享有劳动权利创造牢固基础。所.

有受完职业教育的人都有工作保障。由于社会主义生产速度稳步增长，全体妇女与 

男子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充分就业的保证。技术的进步在我国不是导致失业，

相反，而是更充分地把妇女吸引到新的生产部门，吸收到技能要求更高的新的工种中 

来。

为了改善女工发挥技能的方式并给她们创造更:好的劳动条件，所有企业都在采 

取措施•使手工劳动机褲化，并进一步健全妇女的劳动条件。

苏联妇女不仅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而且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t包括各 

种不同的工资形式和工资制、奖金条例等等在内的工资组织法，没有性别的区分，因 

而清除了男女在同样技能水平和劳动条件下所得工资水平的差别。

苏联妇女实施劳动权的特点是，得到的工作有良好的劳动条件，不会危及妇女健 

康和有碍其履行母性职能。苏联宪法保障妇女的劳动保护与保健。

妇女的劳动保护规定有一整套经济的、法律的、医疗的和技术的措施，由苏联国 

家执行，以保障妇女获得能把社会生产劳动与母性相结合的劳动条件。

法律禁止因性别而无根据地拒绝录用、在录用时直接或间接地限制权利、或规定 

直接或间接的优先权。

在优先采用妇女劳动的某些工作中，对劳动制度与劳动定额实行区别对待。例 

如，在纺织工业企业中，降低接近退休年龄（4 5岁以上）的织布女工、细纱工、卷 

条工看管车床的定额。对女话务员、幼儿园保育员规定比较少的工作周时数一36 

小时（而不是按规定的4 1小时），女医生——30-39小时，等等。

根据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减轻各种家务劳动并代之以社会方式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的任务，大大扩展了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范围，使服务性行业直接靠近工作 

地点服务。在成千上万的企业中，女工享受着半成品商店、干洗衣店、理发店之类 

的服务。

职业妇女自由时间的增加，使她们在教育子女，尤其是教育幼小子女的情况下，

有可能采用更合理的工作制的保障。根据妇女一母亲的要求，可在妇女本人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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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期限内.，给她规定非全日工作制，期满后，她可恢复正常工作制。

母性——妇女的社会功能。国家对家庭的帮助

苏联宪法规定以法律保护母性与儿童，并给予物质与精神支持。

国家对母性保护的保障是设有一系列专门机构一助产齓医院产科、妇科保健 

所等等，关怀妇女的健康。 今天，所有妇女在生育时都有免费莸得医疗帮助的保障。

为孕妇和产妇提供的医疗和产科救护网点在逐年扩大〇 仅在1980和1981年 

期间，就有1000多所妇科保健所、儿科门诊部和诊疗所开业接诊，今无这类设施 

总计已超过24900个。

1979年，全苏妇幼保健科学研究中心开始工作；1980年，.全苏新生儿救护中 

心开始工作。还创建了几所研究母性和儿童问题的科学机构，在国内各城市发挥作 

用。

有关劳动的立法禁止拒绝录用妇女，禁止以妊娠或哺乳为由，减发妇女工资、

不允许按行政当局建协，解雇孕妇和哺乳未满周岁子女的母亲。在孕妇无法胜任本 

职工作时，可根据医生诊断，在怀孕期间给她调换较轻的工作彳而保留！原工作的平均工 

资。

未满周岁子女的哺乳母亲和妇女，在无法完成原工作时，可另换其他工作，在整 

个哺乳期或在子女满周岁前I保留原工作的平均工备

必要时，孕妇在好振期间可带病假工资到专门医疗机构，或疗养院或孕妇休养所 

休养。 在这种情况下，由企业（组织）行政当局同工会委员会协商，发给免费或优 

惠条件的疗养许可证5也可给予额外的物质帮助。

职业妇女享有产前产后各8周的孕产假？在此期间按全工资额发给补助金。在 

非正常分娩或双胞胎和多胞胎的情况下，产后假期为10周。

除孕产假外> 在子女满一周岁偷妇女还额外享有领取部分工资的育儿假。同 

时，在子女满一周岁半前，还给予额外的不带薪假。

这些假期，象孕产假一样，计入总的连续工龄和专业工齡。在上述各种情况下， 

都给妇女保留工作职位。

除一般工间休息和进餐间隙》哺乳的职业妇女还享有每3小时30分钟的哺乳时 

间或减少工时一小时的额外休息，额外休息计入工时，按平均工资额发给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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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满12岁的子女并享受不超过28个日历日假 

期的职业妇女，额外规定每年有三天带薪假和两周不带薪假〇

为给妇女在职业活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方面创造更良好的条件，国家不断发展儿 

童学齡前设施网：托儿所和幼儿园。1981年，其总数已达13万。在1981- 

1985年期间，计划建设儿童设施290万处。此外》还要发展具有延长学习小组 

的学校的儿童教育形尤即学生放学以后仍留在学校，由教师和教导员照看，直至家 

长下班>

在苏璐家庭受国家保护，â家通过下列方式对家庭进行关怀：创立并发展广泛 

的儿童学齡前设施网，组织并完善日常生活和公共伙食服务，发放生育补助金》给予 

多子女家庭以补助和优惠，以及其他种种家庭补助和帮助。

食1981年起，对有子女家庭扩大了物质帮助，并规定了新的优惠。除给第四 

个和以后每个孩子发放补助金的现行制度以外，还对生养第一个以及第二个和第三个 

孩子实行一次性补助。

对单身每亲则增加给每个子女的补助金并把发放补助金期限延至子女年满16哕， 

而对不领取奖学金的学生一则延至18岁。

在确定养育5个和5个以上子女的妇女的养老金时，规定有额外优惠。

父亲和母亲对t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即.使在离婚后，父母对子女 

也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教育子女问题和家庭生活其他问题由夫妇共 

同决定。夫妇有义务在物质上互相支持。在妻子妊娠期间和子女出生后一年内s 

丈夫非经妻子同意无权提起离婚诉讼。

社会消费基金在国家给予家庭的帮助中起着重大作用。各种形式的家庭帮助由 

社会消费基金负担。1981年，职工从社会消费基金中领取的款项与优惠约为月平 

均工资的38 %。

与妇幼保健和子女学习教育有关的家庭最重要的基本需求将由社会消费基金负担 

费用作保障。在给有子女家庭以物质帮助的一系列措施中，拥有1500多万儿童入托 

的学龄前设.施中的儿童生活费占主要地位。

家庭可采用下列设施中对食己最方便的一种：日托的、整托的或疗养式的。在 

农村地区，除常年固定设施，还创办季节性儿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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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儿童在托儿所一年的生活费要580多卢布，而在幼儿园——约500卢布。

家长交纳的费用不超过儿童在幼儿园的生活费的20 %。其余费用由国家补贴， 

而岛上述支出不包括学齡前儿童设施的建设费用。

给各家庭学龄儿童的帮助则通过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系统实现。1981- 

1982学年，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有4430万人

我国一贯奉行减少家庭用于儿童教育与学习上的费用的方针。食1981年起增 

加了儿童保育院、寄宿学校和其他寄宿设施的膳食经费标准。食1983年起在中学 

各年级实行免费供应教科书。在职业技术学杨200多万学生把莸得中等教育跟 

获得职业结合了起来。

由于某种原因，例如，住处离学校处，在家无法教育子女，可安排到寄宿学校，

儿童在那里可得到膳食、衣着和教科书。

有助于发展儿童能力与志趣、社会积极性和对劳动、科学技术、艺术、体育的兴 

趣的校外儿童设施，以及儿童文化休息组织，在儿童教育方面给家长的帮助很大。

少年馆和少牟宫，少年技术人员和少年食然科学家活动站，音乐、美术和舞蹈学校、 

儿童铁路等4万多个这样的设施接待着几百万儿童。这些设施的使用与家庭预算支 

出无关。设施的一切开支由国家负担。

在假期组织儿童休息对家庭具有重大意义。为此目的，在别墅区组织少先队夏 

令营和体育运动营，1981年其总数达6万3千多个。参加少先队夏令营的许可证 

的10 %免费发放，其余的则减价付款〇 1983 - 1985年，规定免费发放一半许 

可证；另一半》付20 %的费用。1982 - 1985年，规定拨出额外款项，增加疗 

养院和休养所，供家长携带儿童休息与治疗。

在采取这些方式的同时，国家还直接用现金付款方式对家庭进行帮助。从社会 

消费基金直接付款正在提高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解决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的课题。属于现金付款方式的有妊振和分娩补助、婴儿出生及育儿补助、病儿补助、 

单身母亲和多子女母亲补助。因失去抚养人而发给的养恤金以及拨给其丧失劳动能 

力的家庭成员的残废津贴和养老金附加费也属于直接现金付款p 对家庭人均收入水 

平较低的家庭按月发给儿童补助。1981年，提高了按年龄支付的退休金、残废津 

贴和因失去抚养人而发给的养恤金的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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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社会保障

由国家和社会设施提供经费的社会保障权，与参加劳动的权利一样》是妇女从物 

质上得到保障的经济保证^有助于劳工关系的稳定，提高她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一切领 

域内发挥的作用。

妇女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平等原则反映在男女同酬上> 与此同时，在男女同等享

受的多种社会保障方面，法律确认妇女享有特殊优惠。

年满55岁、工龄不少于20年的妇女有权领取养老金。而男子则要年满60 

岁、工龄不少于25年（苏联国家退休法，第8条）。，

对多子女母亲O规定了确定退休金的优惠条件。养育5个和5个以上子女的妇 

女在工齡不少于15年的情况下从50 .岁开始领取养老金。

1981年规忠对养育5个和5个以上子女或1个从小残废的孩子的妇女》在工 

齡不足的情况下，按年龄确定退休金的附加优惠。

领取退休金的人员，无论妇女，或是男子，均可同样享受为高龄老人和残废者设 

立的各种集体形式的社会保障与服务：养老院、完全由国家供给的疗养院。对于居 

住在家庭环境中的高齡老人，:直接在居住地区组织并发展社会服务形式。对这些高龄老 

人，送货上门，充分供应他们热的膳食，只将取少量费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日常公 

用的设备。

苏联国家对从小残废的人以生活补助金的形式按月资助。这些补助金的决定和 

支付不以其他收入的有无和多寡为转移。

农村地区妇女的地位

在苏龄对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妇女也侪守公约的一切规定。她们与男子的平等 

地位，有苏联宪法规定给予的一切权利作保障^ 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妇女也享有苏联 

法律规定的一切特权和优惠。

她们充分享受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权利、食由选择职业和工作的权利、同工同 

酬的权利。

农村职业技术学校从妇女中培训农业工作干部。在高等和中等农业专科学校推 

广夜校和函授教育，并规定给应试学生以带薪的额外假期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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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由选择职业、免费接受教育，决定了 70年代培养农业专家的高等院校内女生 

人数比例的增加。

在欢业工作人员中间•女农艺师、丨女畜牧学家、女兽医、女经济学家，受过高等 

教育的占38 %，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则占50 %。

所有愿意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妇女均有工作保障。 在集体农庄的职工总人数中 

妇女占49 %，在国营农场中则占45 %。

正在有计划地落实农业部门的机械化和食动化措.施？从事耕种和收莸棉花、甜菜、 

蔬菜、土互和其他农作物的农村妇女的劳动条件正因此而得到改善。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集中化和专门化为吸引妇女从事机器操作创造了条件。给 

女机务人员提供的农业机器具有最完善的坐位和座施

按规定，操作农业机器的女机务人员的生产定额比男机务人员低10 %，另外休 

假12天》根据优惠条件^年满50,.工龄15年^即可按规定给她们养老各

在农民生产合作化基础上创建的集体经济（集体农庄）实行的是有保障的现金劳 

动报酬制，以及因提高计划农作物产量、增加牧场产量和节约经费给予额外报酬的制 

度。

国营农场（国家企业）的工资和工资级别均由国家统一规定，此外，优质低耗的 

产品可得到物质奖励。

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应用、I水利事业、改配 

合饲料工业等一些规模庞大的专业化部门的建立^保证了农业劳动与工业农动在性质 

上的接沁大大扩大了农村妇女实现劳动权的可能性^从而完全改变了她们的技能结 

构。

农业生产的日益变化是农村各类农业工作人员，首先是妇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的坚实基础。

在农村地区也充分实行了保护妇女劳动的宪法原则。这涉及禁止妇女在沉重而 

有害的劳动条件下从事劳动。•洛守给予母性以特别劳动保护的要求〇 农村妇女享 

有苏联法律为职业妇女所规定的各种保障、优惠和社会服务并不以她们的居住地 

点和劳动场所为转移:子女补助、孕妇和哺乳母亲的特il]优惠，提供带薪和不带薪的好 

族假、]产假、育儿假或因子女生病的假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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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地区为全体妇女提供定期的以预防为目的的医疗检查。

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妇女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农村居民的退休金和补助金^教育 

和保健费均由国家预算和集体农庄庄员中央社会保障基金支付。19 8 0年集体农庄 

女庄员的最低标准退休金增加了 40 %。

为妇女制定了较为方便的工作制度以创造更好的劳动条件。改善妇女从事农业 

劳动的条件还包括提高女工作人员的日常卫生服务水平并为履行家庭职能和教育子女 

创造有利条件。

在农村，各种社会形式的儿童教育和日常服务设施也有了广泛的发展。在农村 

地区，常设性和季节性（夏季）的学龄前儿童设施正在发挥作用，1981年有450万 

儿童享受了这种服务。对那些其子女在农村幼儿园和托儿所的父母，也在推广与城 

市同样的优惠条件。

随着农村社会服务形式的发展和改善，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也在逐步筒化和改进。 

农村地区日常生活的服务范围1981年与1970年相比提高了 3。2倍。住宅建设的 

规模越来越大。仅1976 - 1980年间集体农庄就建设了 575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 

柢1981年则为1130万平方米〇

从事农业的妇女的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是与她们的高度社会政治积极性分不开的。 

从村苏维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 9在国家一切权力机关中，毫无例外都有农村妇女的代 

表。许多农村劳动妇女被选进党、团和工会组织的领导岗位，她们是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的领导人，集体农庄苏维埃成员，农村消费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委 

贝，寺寺。

刑法

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中没有歧视妇女的条例。相反，有一系列刑法准 

则是保护妇女权利和利益的。依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4条和其他加盟共和国 

刑法典的相应条款9因与妊娠或哺乳婴儿有关的理由而拒绝录用妇女、解雇或降低她 

们的工资是犯罪行为。苏联通过的大敖会首先规定赦免有未成年子女的妇女 《 同 

样，对以下情况规定了刑事责任：强好、在对妇女健康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非法堕胎、 

蓄意逃避偿付子女生活费、经营妓院和拉皮条以谋私利、买卖新娘、逼迫或阻拦妇女 

结婚、男子重婚或多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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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在有关婚姻与家庭关系问题上对妇女任何形式的歧视早在1917年12 

月就被苏维埃政权通过的最初几+法令完全废止了。 从那时起？ 一切有关婚姻与家 

庭的立法行为都毫不含糊和始终不渝地确•汰妇女与男子在家庭法律关系的一切方面完 

全平等。此夕N法律还规定了特别准则，以保障妇女-母亲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 

实际上的平等。所有这一切条例在现行法律中也都有反映。

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原则中，关于婚姻与家庭问题指出：

“依据苏联宪法所确认的在苏联男女权利平等的原则，他们在家庭关系中具有平 

等的个人权利与财产权。”（第3条）

根据苏联法律，只有结婚双方互相同意，以此表示他们是t由选择配偶，才能结 

婚。结婚无须莸得父母或其他任何人的同意，.这就保障了选择配偶的充分t由。

夫妇一妻子与丈夫一在婚姻中，包括在解除婚约时，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为维护妇女-母亲的利益，法律规定在妻子好娠期内以及子女出生后的第一年， 

丈夫有义务赡养妻子而不以后者的劳动能力为转移。

父亲和母亲对食己的子女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即使在父母亲婚约解除之后，这 

些权利也仍然平等。如果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父亲身分是通过父母亲共同向札格斯 

(民事登记处）机关递交有关申请确定的或是由法院判决确定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亲对子女的权利与义务也依然完全平等。

父母亲的权利若与子女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行使。在决定有关子女的任何问题。 

例如给子女选择名和姓，决定子女随分居的父母哪一方生活的问题，确定分居的父 

亲或母亲参与子女教育以及与其联系的方式等等，子女利益首先要加以考虑。

妇女有权食己决定子女的出生问题〇 如果她不想有孩子> 她有权流产，国家医 

疗机构免费施手术〇 妇女也可在专门的妇科保健所免费获得意见、指点和避孕药物 

器具。

与男子一格妇女也有权作儿童的监护人、照管人或收养人并在履行这些义务时 

时享有同等的权利。在苏联，只在有利于儿童的情况下才允许收养孩子。在确定 

监护和照管、挑选监护人和照管人时，首先要遵循儿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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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引起的个人和财产权利方面完全平等。结婚时，他们按照食 

己的意鳳选择一方的姓作为共同的姓^可以是丈夫的姓？也可以是妻子的姓。配 

偶双方还有权保留各t婚前的姓。

离婚时，采用丈夫姓的妻子有权按照t己的意愿保留该姓或申请改回她婚前的姓， 

丈夫无权反对妻子保留结婚时赋予她的姓。

结婚并不限制包括妻子在内的配偶双方t由选择职业、工作和居住地点。配偶 

一方住地的变更对另一方并不构成随后的义务。，

配偶双方对结婚期间积蓄的全部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一方都同样有权占有、 

使用和处置全部财产。即使在配偶一方忙于照料子女、操持家务或0其他原因没有 

独立工资收入时，•这些权利也仍然平等。

属于配偶婚前的财产仍然是他们个人单独的所有物。配偶一方，无论是丈夫，

或是妻子，均可独立处置属于个人的财产。

中央和各共和国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等等广泛报道了苏 

联批准该公约的情况。国家报刊在各食的版面上就我国通过公约一事发表了详细的 

述评。苏联妇女委员会机关刊物《苏联妇女》开辟了《平等.•发展。和平》专栏> 

经常发表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妇女状况的材料，报道国际妇女运动、妇 

女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而作的斗争。

以上所引材料证明，苏联政府完成了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所承担的全 

部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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