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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宜代表中国政府在审议会议上做介绍性发言。 男女就业机

会平等和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是我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就业

歧视领域的工作重点。 我国法律规定了就业平等和禁止歧视

的基本原则，与《公约》规定的各项原则一致。国家有关法

律，主要是《劳动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

、《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等规定：妇

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

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在晋职

、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不得歧视妇女。这些为维

护就业平等和同工同酬的有效制度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的

促进就业平等工作主要针对妇女等弱势群体，近年来，中央

和地方各级政府还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就业和职业歧视现象

采取了有力措施予以预防和纠正，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

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劳动力市场供大

于求情况比较严重，不同形式的就业和职业歧视情况时有发

生。目前，对女性在就业机会和待遇水平方面的差别待遇比

较普遍。这些歧视行为既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也不利

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虽然同工同酬的原则在中国已得到

法律保障，但总体上，男女职工的工资仍存在差距。这主要

是由工作的不同类型造成的，与在业状况和职业层次直接有

关。女性较多的集中在收入偏低的职业，在相同的职业中，

女性的职务级别又比男性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加强对女性的职业培训、提高竞争

意识和能力、在企业内部建立岗位工资制度、以岗定薪、按

劳分配、同工同酬。（管静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