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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盟一直致力于扩大国家、区域、地方各级决策中的女性政治参
与，以满足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要求。 针对女性政治参与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机会、资源不平衡的问
题，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来改善女性政治参与环境和条件，如广泛推行性别配额制度、推动
提高女性参政能力的培训、增加女性政治参与的资金支持等，这些措施使欧盟女性在政治决策领域
的话语权和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由于选举制度的差异、政党对女性参政的支持程度以及欧盟政
策实施相关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通过梳理和分析相关政策的实施案例可看到欧
盟政策在不同欧盟国家的实施情况，对欧盟推动女性政治参与政策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也为其
他国家女性政治参与提供了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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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是欧盟追求的基本
目标，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欧盟通过一系列的政
治实践来推动女性政治参与，其中包括，不断根据
女性政治参与的实际情况和变化，积极采取政策
行动来保障女性政治参与。通过梳理欧盟推动女
性政治参与的相关政策，能够发现欧盟推动女性
政治参与政策的基本特征，就是切实保障女性政
治权利的事实平等的实现，同时重视提升女性行
使政治权利的实际能力，增强女性的权利意识与
政治话语权。
针对欧盟女性参政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

但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欧盟女性参政问题的并不
多。随着近几年欧盟政策影响力的扩大，欧盟推动
女性政治参与的政策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

注，其中关注较多的是争议较大的女性参政配额制
度。研究表明，配额制是目前提高女性政治代表数
量最为有效的举措，尽管在某些方面违背了自由竞
争的原则，但不可否认其实施背后的积极意义。因
为配额制只是暂时性的措施，它所起到的更多的是
社会导向作用，女性要真正获得政治领域上的自信
和尊重，仅靠人为的条件是不能达到的。[1] [2] [3]其次
受关注的是，欧盟针对女性参政存在的机会不平等
所采取的一些直接和间接的措施，如参政能力培
训、参政资金支持、设立女性部门等。这方面的研
究指出，致力于实现机会平等的相关措施，由于缺
乏强制力以及实施难度较大，最终导致措施难以落
实，政策效果并不明显。[4] [5] [6] [7]通过回顾相关文献
可以发现，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举措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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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欧盟推动女性政治参与的政策缺乏全面的把
握，并且大多为介绍性的研究，对于实际案例和相
关数据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同时对于影响政策实
施效果的反思也并不多。因此，这也为接下来的研
究提供了较大的探索空间。
欧盟女性参政政策较之前单纯的政策介绍阶

段，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施行，欧盟及其成员国
的政策实施案例与数据也较之前更为丰富和充分，
有利于对欧盟推动成员国女性政治参与政策进行
一个全面综合的分析，从而把握欧盟政策实施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欧盟女性参政面临的障碍，进
而对欧盟推动女性参政政策情况有一个更为准确
的认识。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价目前欧盟
推动女性政治参与的政策过程和取得的成效，通
过比较成员国对政策不同的反应，找出影响欧盟
政策推动和落实的主要因素。

一、欧盟推动女性政治参与政策的背景

2019年，欧盟委员会首个女主席以及欧洲央
行女行长的产生，无论是性别平等的短暂胜利还是
政治博弈的偶然，都是一次正面的女性权利重塑和
政治能力崛起的证明，对实现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
有着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标志着欧盟在实现性别
平等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鼓舞了女性的政治参
与热情。从欧盟整体政治层面来说，尽管女性占据
着人口比例的 50%以上，但在政治代表的比例上
远远低于实际代表人数，男性在政治代表比例上
远超女性。在各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议会中，男性
多于女性的情况十分普遍。虽然西班牙、瑞典和法
国在坚持性别平等原则方面走在了前面，2018年，
其男女平等水平分别为 52.4%、52.2%和 48.6%，但
从女性人数在政府中的比例来看，还有许多欧盟国
家并未达到 30%的临界标准，如波兰（17.0%）、塞
浦路斯（16.7%）、意大利（16.7%）、马耳他（12.0%）、
匈牙利（7.1%）。并且只有三个成员国有女性担任
总理：德国、罗马尼亚和英国。[8]

（一）性别平等成为共识并推动政策改革
自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

《行动纲要》提出女性赋权，消除性别歧视，实现性
别平等的目标以来，许多国家都积极响应，欧盟自
然也不例外。欧盟把男女平等地参与政治和公共
决策视为实现政治民主的一个基本目标，并且通过
各种举措和倡议来实现这一目标。在欧洲理事会

（Council of Europe）成员国中，男性仍然平均约占各
国政府和议会成员的四分之三。要实现女性和男
性在决策过程中的均衡参与，就需要在广泛领域采
取协调行动，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欧洲理事会议程
上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一议题，欧洲理事会也进行
了指导方案的制定，既包括实施现有标准，也包括
支持实现平等民主的政策。[9]近几年相关的政策文
件和决议有：2019年公布的《消除性别歧视和性骚
扰的议会》《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简报》《议会中的
性别平等》，2018年各国议会联盟和欧洲委员会议
会大会研究公布的《欧洲议会中的性别歧视、骚扰
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2017年欧洲理事会公布的
《妇女和男子均衡参与决策》《实现妇女和男子平
衡参与政治和公共决策：性别平等和民主的要
求》、“关于欧洲理事会成员国政治和公共决策中
男女参与情况的性别分类统计数据”（截至 2016年
7月 15日的情况）以及选举援助司 2017年 4月发
表的《东部伙伴关系国家妇女政治代表性区域研
究》；还有一些关于提高女性政治代表的决议，如关
于评估提高妇女政治代表性措施影响的第 2111
（2016）号决议、关于政党和妇女政治代表 1898
（2012）号决议、关于通过选举制度增加妇女参政人
数的建议 1899（2010）号决议等。从上述的这些法
律文件和政策文本中，都可以看出欧盟不断根据实
际情况推动政治领域实行性别平等的努力和决心，
也可以看出欧盟在推动女性政治参与上的制度化
发展。
（二）政治决策领域存在的性别鸿沟亟待缩小
根据欧洲议会在 2019 年国际妇女节公布的

《欧洲议会中的女性》的报告显示，欧盟女性政治
参与中存在着性别鸿沟，表现在各级议会中女性政
治代表不足，高层决策领域女性领导人数量不足，
难以形成推动整个政治环境重视女性利益诉求的
规模。从图 1可以看到自 2008年到 2018年的欧盟
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距缩小情况，在过去 10年里，
欧盟国家议会单一议院（下议院）的女性比例从
24%上升到 31%，但变化速度缓慢。因此如果不采
取进一步行动，在欧盟各国议会中实现性别平衡
（至少议会席位中有 40%的女性或男性）还需要 12
年时间。[10]缩小性别鸿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增加
政府机关中的女性数量，但由于受到社会传统观
念的影响，社会对女性在领导力上存在固有偏见，
认为女性带有感性、非理性的设定，因此被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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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担任需要具备理性能力的领导职位。女性承
受了更多因性别而附加的阻碍和压力。大众媒体
对女性传统形象特征的描述和传播，更进一步强化
了对女性领导人的刻板印象，这些都阻碍着女性在
各领域决策中的政治参与。[11]因此要实现女性政
治角色的重新定义，就要打破对领导力的性别偏
见。现代女性已经具备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能力，
对自身权益的理解和争取的愿望已经越来越清晰。
女性细致、灵活、富有同情心、亲和、善于沟通等特
点，似乎更符合现代的潮流。[12]

（三）女性政治参与需要克服种种阻碍
女性政治参与中存在的现实阻碍一般分为以

下几种：一是缺乏政治竞选的资源，如资金支持、
政党支持、媒体曝光度等。就现实情况来看，男性
候选人较女性候选人来说更有资本获得大量的政
治资源，这就导致女性在政治参与上丧失平等的机

会，只有少数获得支持的女性候选人能够最终成功
被提名并赢得选举。二是缺乏长期稳定的工作时
间。现代女性不仅要承担社会工作职责，而且需要
承担家庭责任，并且抚育子女的重担也一般多由女
性承担，导致女性为了承担家庭责任而放弃工作。
因此为了让女性在政治参与中减少家庭负担，需要
对现有的工作时间进行弹性安排。三是女性在政
治领域晋升中被无形的“玻璃天花板”以及“玻璃
悬崖”所阻碍。“玻璃天花板”指的是女性在职场中
只能取得一定的进步，而不能晋升到更高的职位。
社会结构、偏见和刻板印象是这些无形障碍中的一
部分。“玻璃悬崖”指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处
于不稳定的领导地位。[13]“玻璃悬崖效应”指的是
在遇到危机或是风险较大的情况时，女性往往更
有可能获得领导职位，成为风险的承担者，这些风
险对于女性领导者来说是其未来职业发展生涯的

潜在威胁。表现在选举过程中，当遇到需要承担风
险或是有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时，选民和政党
更青睐于选择女性候选人，这时女性获得席位或职
务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但在成功竞选后则会
面临比男性更大的职业压力和风险，这无疑对女性
政治生涯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影响了其政治生涯发
展。可见“玻璃悬崖”在给予女性机会的同时，也使
其处境变得恶劣。“玻璃天花板”和“玻璃悬崖”都
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女性选举成功或任职的机
会，抑制了女性的政治发展空间。这就需要通过对
社会制度的调试，为女性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一个性

别友好的环境，来发挥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能力，
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二、 欧盟推动女性政治参与政策及其
实施

针对欧盟女性政治参与的特征和需要，考虑到
各成员国女性政治参与存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基于实现政治决策领域性别平等目标，目前欧盟采
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欧
盟范围内推行配额制，保障女性政治代表的最低比
例；第二种方式是鼓励建立提高女性政治能力机

图 1 2018 年 11 月欧盟各国议会（单一议院/下议院）中的女性比例及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的变化

资料来源： EIGE Gender Statistics Database-National Parliament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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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增强女性政治参与能力；第三种方式是提倡成
员国为女性政治参与提供财政支持，为女性政治参
与解决后顾之忧。在这三个主要措施的推动下，欧
盟女性政治参与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在政策
实施过程中也能够发现一些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对
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这些也是将来欧盟政策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一）在欧盟范围内推广性别配额制度
配额制最早是基于政党自愿而自发采取的一

项措施，发展到后来成为由宪法、法律规定的法定
要求。配额制使得女性在议会、委员会或政府等机
构的候选人名单中都能够占有一定的比例。女性配
额一般规定为需要满足至少占 30%或 40%的“关键
少数”。[14]一些国家也把配额制度作为一种暂时性
的措施，从而在短时间内改善女性在公共权力部门
代表性不足的情况。欧盟也针对当前女性在政治
领域代表不足的问题，采取了性别配额制度，主要
目的是提升女性在议会、政府机构当中的比例，改
变男性主导国家政治的局面，实现权利的平等和政
治民主。现在配额制主要有两种形式：立法配额
（预留席位、法定候选人）和政党自愿配额。立法和
政党自愿配额均可针对候选人遴选过程中的任何
三个阶段：有意愿者阶段、候选人阶段和当选代表
阶段。配额还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加以补充，比如
“拉链系统”（Zipped System，强制要求男女名字在
政党名单上要交替出现）或完全女性候选人名单，
目的是确保该措施不是象征性的，并确保女性是在
“可赢得”的职位或席位上被选出来的。这两种形
式在欧盟成员国中分布不同。
妇女参政配额制作为世界各国推动妇女参与

政治决策的一种积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15]但基于不同国家对配额制的合理性
的不同考量，欧盟并没有采取硬性要求来规定成员
国的各级议会、政府、政党必须实行配额制度。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受访的
145 个国家和政党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和政
党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性别配额和一些针对少数族
群的配额。对于 2019年的欧洲选举，立法配额适用
于 11个国家（比利时、希腊、西班牙、法国、克罗地
亚、意大利、卢森堡、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和斯
洛文尼亚）。 [16] 以西班牙的强制配额立法为例，
2007年西班牙出台了强制性配额立法。配额的目
的是促进妇女和男子在所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

领域的均衡参与（女性在决策领域的比例最低为
40%)。对其有效性有至关重要的两个特点：首先，
该措施包含有效的制裁措施，即不符合要求的名
单是不允许的，违反规定则会受到经济制裁；其
次，它的结构是防止有系统地把妇女排在名单的
最后，因为 40%的配额不仅适用于整个名单，而且
也适用于每一组所包含的 5名候选人。这项措施
的优点包括：一是，它是实现性别平衡的有效制
度，能够确保一定数量的妇女进入选举机构；二
是，它也是考虑周全的执行机制，包括对违规行为
的制裁；三是，配额立法的引入不需要宪法改革；
四是，公民社会和公众舆论对此大力支持；五是，
女性在当选者中的比例稳步上升。
（二）欧盟推动对女性参政能力的培训
配额制并不能消除社会对女性参政的固有偏

见，只有女性在政治事务中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才
能使女性在政治领域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影响力
与认可。2019年 2月，对女性在欧洲议会以及欧盟
其他机构中任职情况的报告指出，欧洲议会女性代
表不足的情况虽较之前已经有较大的改善，但是离
理想的性别比例仍有差距，不仅在欧洲议会中女性
议员人数不足，而且在欧盟的其他机构中女性官员
数量也较少。配额制是提升女性参政比例的重要
手段，但是配额制无法解决女性参政能力不足的问
题，所以还需要增加对女性参政能力的培训、资金
以及对女性运动的支持。[17]通过对女性进行参政能
力培训，以达到满足参政需要的水平，才能使女性
的参政能力得到真正的认可。
在支持妇女发展政治技能、增加信心和雄心方

面，一些倡议取得了成功。例如，2013年，马耳他的
两大主要政党之一———工党的智囊团与欧洲议会
的 S&D小组共同启动了 LEAP项目。这项倡议的
目的是通过在布鲁塞尔举办培训活动，鼓励和支持
更多的妇女从政。这里面就包括一个题为“妇女参
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讨论会，该项目包括政治理
论教育、政治技能实践培训，并由知名政治家进行
政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指导。[18]现在该组织的很
多成员也积极参与到与政党和妇女相关的政治进
程中。该项目自 2014年重新启动以来，通过积极参
与政策制定以及采取各种媒介手段，在重新塑造女
性政治形象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爱尔兰，朗福德妇女宣言组织（Longford

Women’s Manifesto Group）的基层政治参与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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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推广，已经有一些组织成员通过基层政治参与
在选举中获得了成功。该组织认为，基层政治活动
的参与是获得候选资格的重要途径，因此致力于提
升妇女参与地方和国家两级政治的能力和兴趣，支
持妇女参与地方政府的工作，鼓励成员参加地方议
会的会议，直接与地方议员接触，并加入委员会。
在 2014年地方选举和 2016年大选之前，它还为女
性候选人举办了研讨会，帮助首次参选的候选人建
立关系网络，扩大女性政治影响力。在英国，费边
女性网络（Fabian Women’s Network）为女性提供了
一项“导师”计划（‘Mentoring’Scheme），它不仅提
供导师，还通过组织网络提供一系列能力发展活动
和持续的支持，包括政治教育，辩论、公开演讲和
媒体技能的培训，建立政治信任的活动以及组织
威斯敏斯特和斯特拉斯堡的议会访问等。这些活
动使得组织成员的政治参与能力得到了提升，其中
部分成员还被选为地方政府官员，随后被提升为内
阁成员，还有部分成员被选为议员候选人去参加伦
敦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选举。
（三）欧盟加强对女性参政的资金支持
除了为竞选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培训，还需

要增加平等获得竞选资金的机会，因为这对妇女
的成功当选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因为妇女相对来说
比男子更依赖政党的赞助和支持。欧盟将公共资
金与政党的性别平等水平挂钩的规定，提升了妇女
在政党内的政治地位。这是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
妇女人数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一些国家的政党能够获得部分国家资金的支

持是以提高妇女地位为条件的，例如，芬兰、希腊、
波兰和爱尔兰。事实上，爱尔兰（仅次于荷兰）是这
方面立法较有力的国家。根据 1997年爱尔兰《选
举法》第 18 条规定，受到公共资助的政党应将其
国家援助用于下列任何或所有目的：研究、教育和
培训，以促进妇女和青年参与政治活动。此外，根
据 2012年对 1997年选举法第 17条的修订，政党
被要求在政党候选人名单中至少有 30%的女性和
至少 30%的男性，否则国家将对违反规定的政党
减少一半的资金援助。同样在葡萄牙，如果政党的
女性候选人低于三分之一，可能会损失多达 80%
的公共补贴。1999年，法国第一部将公共资金与性
别均衡代表性联系起来的立法出台，规定每个政党
推出的候选人中必须至少有一半是女性，并对那些
未能实现提名比例平等的政党实施财政制裁。之

后阿尔巴尼亚也效仿法国对政党加强经济制裁，要
求政党在名单上要包括至少 30%的女性候选人。
在塞尔维亚，对在候选人名单中女性候选人配额
没有达到 30%的政党实行更严格的制裁制度，根
据该国选举法第 40A条，将拒绝接受整个政党的
选举候选人名单。[19]

三、 欧盟推动女性政治参与政策中存
在的问题

在观察欧盟女性政治参与政策的过程中可以
发现，欧盟的政策倡议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
反应，大多数政策都能够得到成员国的积极响应，
成员国能够在欧盟的政策引领下，进行关于女性政
治参与的政策改革和尝试。在实践中，各成员国通
过实施相关欧盟政策所取得的结果各不相同。
就配额制度的实施情况来说，由于配额制是在

选举制度和选区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在不同
的选举制度背景下，配额制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程
度也有不同。在一些国家，立法配额制提高了女性
参政比例，然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增
长。对于实施政党自愿配额的成员国来说，政党自
愿配额制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即支持并
接受一种更加平等的性别文化。此外，一些成员国
（例如丹麦）在国内政治领域中，并没有实施任何
一种类型的配额，但女性参政比例却很高。[20]同时
欧盟十分强调政党在推动女性政治参与过程中的
作用，因为在选举政治中，政党是候选人名单的提
供者，也是把关者，所以就需要从政党自身开始，
在候选人的选拔、录取、评估等各个过程贯彻性别
平等原则，并对党内的女性党员提供应有的帮助，
为女性党员提供一个良好的党内环境。妇女进入
领导职位的机会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控制
选择和录取过程的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守门
人”（gatekeepers），而政党和政党精英承担着“守门
人”的责任和权限。往往带有左倾倾向的政党或政
治精英更倾向追求政治的性别平等，对女性参与政
治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支持态度。[21]另外在
政策实施过程中，对政策的目标的监控是十分重
要的一环，因此还涉及欧盟相关机构的职责以及监
督问题。而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有些相关部门的
职责还不够明确，对政策的标准、评估以及监督存
在缺位现象，这同样会影响欧盟女性政治参与政策
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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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国不同的选举、选区制度影响配额制效
能发挥
配额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配

额的类型、惩罚措施的规定和执行、政策行为者的
意愿以及有关制度的制定。这些因素对配额制的
最终效果会产生影响。[20]从选举制度的视角看，选
区的划分方式、选举结果的计算、与选举制度相关
的某些具体制度和政党格局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着女性的现实政治参与。[22]虽然每个成员
国都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制
定欧洲议会选举所用的选举制度，但欧盟理事会第
2002/772/EC号决定第 1条规定：“选举必须以比例
代表制为基础，并采用名单制或单一可转让投票
制。”[23]例如，在提高妇女代表性方面，多元—多数
（Plurality- Majority）或多数制度（Majoritarian Sys-
tems）被认为是最不利的。在这些系统中实施配额
是困难的，并且取决于男性候选人是否愿意让出他
们的席位。[24]目前，只有法国和英国这两个欧盟成
员国的议会完全依赖于多数制度。相比之下，依赖
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简称 PR）
的国家往往有更多的妇女代表，因为它们不仅允许
采用配额，而且鼓励女性积极参与政治。[25]它们允
许采用“拉链系统”配额，要求政党对在候选人名
单上的女性和男性进行轮换。目前比例代表制是
欧盟国家中最为普遍的选举制度。在混合体系中，
女性更有可能通过政党名单获得席位，而不是赢得
单独的席位。[21]因此结合比例代表制度实施性别
配额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女性代表的数量得以
增加。
（二）在女性政治能力培养中政党的积极作用

还需进一步提升
政党作为选举政治的“守门人”，在使妇女具备

成功所需要的信心和技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近发表的一项针对英国国会议员、候选人和政治
抱负者的深入研究发现，对许多女性来说，平等的
言辞、平等的促进和平等的保障，都是明确支持妇
女参政的信号，表明她们受到了政党的欢迎，并塑
造了她们的政治抱负。[26]所以政党需要改变自己
的结构、流程、实践和文化，去为女性创造政治进
步的机会。这些以妇女为对象的能力建设方案，可
以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潜在女性政治参与者，并从
中挑选候选人，满足政党对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候
选人的需求。[27]同时，政党需要给予女性更多的能

够进入的政治空间，比如为承担照顾家庭责任的女
性提供便利。此外必须确保党内性别平衡倡议或
运动的相关工作实践和文化对女性友好，包括那些
负有照顾和养育责任的女性。众所周知，长时间的
工作和死板的工作做法为那些负有照顾和养育责
任的女性的政治发展制造了障碍。
总而言之，以提升妇女政治能力为目标的建

设，只有在政党结构调整和进程取得进展的情况
下，才能有效地纠正性别不平衡。同样，促进性别
平等的宣传活动也很重要，只要政党的行为选择
使妇女处于不利地位，宣传活动就会流于表面。所
以要实现性别平等目标还要从多方面考虑，不单是
加强妇女能力建设，还要促进政党结构、实践、文
化、信息沟通的包容性与平等。
（三）欧盟推动女性政治参与的相关机制仍需

完善
欧盟《性别行动计划 I（2010—2015）》(简称

GAP I）指出了当前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机构和制度
不完善的问题，比如，政策范围狭窄、缺乏对性别做
出反应的预算编制、欧盟代表团对性别平等框架理
解不足、欧盟领导层缺乏承诺、缺乏激励和充分支
持工作人员的体制结构和激励措施。基于上述问
题，欧洲议会在 2015年 10月 8日的决议中呼吁通
过若干改革纠正这些缺点，包括增加管理层促进性
别平等的责任。[28]

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简称 IDEA）2013
年编制的《选举性别配额地图集》（Atlas of Electoral
Gender Quota）定义了有效和有意义的配额执行的
三个特征。首先，配额需要定义一个“具体的（和）
可衡量的数字目标”。其次，它们必须“伴随着精心
设计的配额规则，例如与该国选举制度、选票结构
和名单类型相关的排名规则或分配任务”。最后，
为了激励政党和政治精英执行配额，对不遵守的行
为实施有效制裁是必不可少的。可能的制裁包括
拒绝政党名单、财政惩罚、财政奖励或这些的组
合。 [29]因此在政策的完善过程中需要更加准确全
面的设计，在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都要有相应的规
定与机制，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

四、 结语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都在法律层面
规定了男女平等参政的基本权利，保障女性公民
能够依法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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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s Promotion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ZENGYidan, YANGYousun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en committed to expand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with an aim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political field. A series of policy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view of the widespread imbalance of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ch as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quota system, political capacity training for
women, financial support for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tc. The measure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status of women in the arena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EU, and also provided a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olicies in the EU member states is impact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lectoral system, the degree of political parties' support for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relevan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EU policy.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lementation
cases of relevant policies, the EU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EU countries is revealed an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U's policy in promot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chieved.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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