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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秦汉时期女性的法律地位是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尽管秦汉时期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身处男权社

会，女性法律地位的提高举步维艰。从秦汉时期女性法律地位透析到新时代女性权益保护，随着新《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保障法》的颁布，女性权益保护的呼声不断提高。新时代拓展女性保护手段，加强女

性权益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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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al status of wome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as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environ-
ment. Although the status of women improv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legal status was difficult due to their patriarchal society. From the analysis of women’s 
legal statu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the voi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
proved. In the new era, expanding women’s protection means and strengthening women’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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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ests should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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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中国尊崇儒家思想、三纲五常，奉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的思想。这导致中国古代女子的地位始终处于第二性的状态。从西汉《礼记》中的“未嫁从父、既嫁从

夫、夫死从子”[1]，到一千年以后的宋朝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2]，都体现出来古代社会男尊女卑、

男主女从。同时一些对女子的称呼如“拙荆”、“贱内”，都体现了在礼学思想影响下，社会中女性地

位低下。通过现如今的一些出土文献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秦汉时期的法律对于女性地位的保护有着

重要的影响意义，并能够在新修订的《妇女保障法》中得到一定的体现。 
本文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出土简牍资料，并结合《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和其他相关

文献，对秦汉女子法律地位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索[3]。 

2. 秦汉时期女性的法律地位 

2.1. 女性在婚姻中的法律地位 

在封建社会，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一般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所以民间一直以来流传着“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的说法。虽说在秦汉时期的婚姻大多数是由家长辈做主，但是根据一些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女

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婚姻上具有自主选择权。如《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同县孟氏有女，状肥

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

[4]从文中可以得知，孟氏父母顺从女儿的意愿，会考虑选择认同子女的婚姻意见。同时《汉书·张耳传》

记载：“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为请决，

嫁之。女家厚奉给耳。”[5]这些案例更是说明了秦汉时期的女子具有一定的结婚自主权。 
秦汉时期不仅在结婚方面给予女性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在离婚方面也给予女性很大程度的保护。这

类保护一方面来自于政府，据《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载：“弃妻不书，赀二甲。其弃妻亦当论不

当？赀二甲。”[6]根据该简牍可得知，婚姻需要进行政府登记，男子不能随意的抛妻弃子。虽然该规定

主要是保障国家的税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女子婚姻家庭的稳定和谐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

传统的“三不去”也为婚姻稳定提供了保障。这些规定在道德层面否定了男子随意抛弃妻子的做法，保

障婚姻稳定，维护女性权益。同时在秦汉时期，女性可以根据某些特殊的原因主动提出离婚，具有一定

的自主权[7]。如东汉时期，一女子丈夫嗜好赌博，其便提出“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秦汉时期的

女子提出离婚的理由大体上可归为以下三种：丈夫品德操行不良的；丈夫患有恶疾的；丈夫家中贫苦无

法生活的。而以上女子与丈夫离婚后，可以选择再嫁或独自生活，社会并没有对其进行批判，而是采取

了自由、包容的态度[8]。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女性在婚姻方面的地位不能与男性相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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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秦汉时期的女性在婚姻方面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女子享有追求自己爱情的

权利。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被礼教思想影响太多，社会对女子的婚姻方面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2.2. 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在家庭方面，女性同样享受着较高的法律地位。《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是西汉高祖五年到

吕后二年施行的法律，反映西汉初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最原始最真实的史料。从《二年律令》的

内容来看，汉代存在着女子可以为户主，女子可以继承父亲、丈夫、儿子的爵位和财产的法律规定，这

直接体现在《户律》和《置后律》中[9]。根据有关叙事出土文献和秦汉时期的法律法规记载，秦汉时期

女子在家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二年律令·置后律》中就做出如下要求：“死毋子男代户，

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

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10]我们从上文的规定发现，妻子、女儿等女性群

体都是可以继承户主身份的。女性在秦汉时期除了享有继承户主的权利，还享有财产继承的权利[11]。虽

然在封建时期其他朝代女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进行财产继承，如宋朝时期在室女可以享受兄弟继承财

产权的一半。但是秦汉时期没有像其他朝代一样限制女性继承财产的诸多前置条件，由于没有三纲五常

的禁制，甚至存在着女儿比儿子继承的财产更多的例子，例如窦太后死时，将“东宫金钱财物尽归公主

嫖。”除了家族这些普通财产继承外，秦汉时期针对寡妇和女奴等特殊女性也规定了相关条文，让该群

体具有特定的继承法则。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女性在家庭方面的法律地位比封建时期其他朝代的女性地位都要高许

多。其他时期所不认可的身份继承，在秦汉时期可以被认可。不仅仅是身份继承，在财产继承方面，秦

汉时期女性也没有过于复杂的条框，继承方式对女性来说更有利。同时对特殊的女性群体也制定了相关

的规定来帮助女性生存，且维护女性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2.3. 女性在社会中的法律地位 

封建时期由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思想观念的存在，女性在社会方面的地位一直处

于弱势地位。例如女性一般不可以随便出门，如果是未出嫁的女子，更不能抛头露面。古代社会受封建

思想的影响和礼教道德的束缚，女性遵从“三从四德”，遵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社会地位普遍低下。

但是根据一些出土文献和历史纪要，我们可以发现秦汉时期女性在社会活动方面的地位与其他朝代大相

径庭。文献简牍中记载，秦汉时期有大量女子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同时还参与手工业、农业等生产活动。 
据《后汉书·王良传》记载：“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

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文中表示，在官宦人家，女性要进下

田务农。官宦女子如此，更别说普通的老百姓了。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在刘邦去开疆拓土闯荡事业的时

候，一个人挑起了家里面的农务重担，照顾一家老小的同时，还要为一家人的生计而劳作。可以看出秦

汉时期大部分女性要务农，因此女性为家庭创造了生产力，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封建时期推崇男耕女织，女性在手工业的社会生产力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但是与其他朝代不同，

秦汉时期更加重视女子参与家庭纺织业。汉初时，汉景帝就颁布诏令：“朕亲耕，后亲桑，……欲天下

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文书中记载“朕亲耕，后亲桑”，反映当时时期皇后以身作则，而影

响劳动群众，充分发挥力量，创造财富价值。同时，汉朝女性的织布时间比其他朝代长。因为秦汉时期，

女性织布的地点不局限于官方所办的纺织厂，还包括百姓自己运营的小作坊。因此，汉朝手工业发达。

秦汉时期的纺织品，在家人取用的同时，还能创造不少的财富价值。手工业的繁荣对于提升女性在家庭

以及社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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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秦汉时期，女性还可以活跃在商业贸易中，这一景象与宋朝时期相类似。但是两者的原因不

一样，宋朝女性从商是因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社会的商业氛围比较浓厚，对于商业的发展比较

宽容，因此宋朝女性才能在商业中崭露头角。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的画篇中，我们可以发现北宋

都城汴梁繁荣的商业景象，其中不乏存在女子所开店铺，这是当时社会景象的最真实写照。而秦汉时期

女性活跃在商业中的原因，一是因为当时儒家礼教还没有过分影响社会生活。二是由于当时社会流行贵

族养士的风气，许多文人为了学识和官途，去游历和赶考，形成了“仕宦之游”的风气。为了负担男子

求学识求官的开销，女性不得不负担起养家的重任，因此秦汉时期女性积极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并且

当时的国家政策也鼓励女性积极经商。据甘肃汉墓挖掘出的《王杖诏书令》记载：“年六十以上毋子男，

为鲲(鳏)；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夫妻俱毋子男为孤寡，田毋租，市毋

赋，与归义。”[12]可以从记载中了解到，特殊女性群体在市场从事商业活动，不需要收取租税。在国家

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女性在商业活动中的法律地位逐渐提高。其中有几位典型的女性代表，一个

是汉代的卓文君当垆卖酒，据《史记》记载：“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

君当炉。”[13]另一个是寡妇清，《汉书·货殖传·巴寡妇清》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

利数世。”寡妇清凭借炼丹砂积累了万世家财，还曾出资修筑万里长城，死后秦始皇下令葬于地筑“女

怀清台”，以资表彰。 
可以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看出，秦汉时期的女性社会地位并不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法律层面也给予某些特殊女性群体优待。如

此前谈到的涉及到女性继承的内容。 

3. 秦汉律法对女性的特殊规定 

3.1. 女性在特殊罪中的地位 

在秦汉时期，由于女子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法律制定了某些特别措施。在犯罪方面，针对女性“擅

杀子”和“通奸罪”等罪名做出了具体规定。“擅杀子”是指擅自杀害新生儿的一项罪名。秦汉时期百

姓由于生活贫穷，同时还要承担大量的徭役和军役，导致家庭无法负担人口增长的费用。因此这段时期

杀害新生儿的事件频繁发生[14]。如果是女性触犯“擅杀子”，那么处罚往往会更重。据《后汉书·党锢

列传》记载：“(贾彪)初仕州郡，举孝廉，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

该文书表示“擅杀子”在秦汉时期是严令禁止的，会影响社会发展和进步。为什么对于女性触犯“擅杀

子”处罚会更严厉，是因为女性在社会中是属于慈爱的象征，如果连母亲都狠心杀害自己的子女，这将

会给整个社会的风气带来不良影响。 
对于违反传统礼仪和道德伦常的“通奸罪”在封建时期各个朝代都是严厉打击的。秦汉时期的“通

奸罪”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与亲属奸和与非亲属奸，两类罪行影响不同，所以处罚不同[15]。县衙对亲

属相奸的处罚会更重，体现出来秦汉时期对血亲关系和纲常伦理的坚决维护。因此在犯罪层面，我们可

以看出女性在处罚力度上往往会受到各样限制导致处罚较重。总结得出秦汉时期还是以男性权益为先，

重视社会中的纲常伦理。 

3.2. 律法对女性的特殊保护 

秦汉时期由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增强了对女性权益的特殊保护，是律法对于女性权益的维护，

这是封建时期的一大重要进步。特殊保护内容包括：一是对孕妇的保护。据《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

中记载：元和二年，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

勿算一岁，着以为令。”我们可以从记载了解，如果家里面有孕妇可以免除 3 年的赋税[16]。同时根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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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容反应，如果孕妇作为罪犯，是可以得到缓刑处理的。并且汉朝刑法还在特定时期规定不可以对孕

妇实施刑罚。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保护了孕妇这类女性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还进一步提升孕妇甚至女

性的法律地位。二是对女性罪犯采取宽松刑罚的处理方式。刑法在女性罪犯的处理方式上规定优待条款，

根据《汉书》记载，役卒在处理女性囚犯时会采取优待政策。相对于犯同样罪的男性来说，在处罚女性

时，所受的刑罚会相对较轻，但一些特殊罪除外。简牍中记载，男子女子如果同样犯罪戍守边疆的话，

女子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官府劳役代替或者戍守边疆。秦汉时期的“恤刑”政策使得女性法

律地位在法律和刑罚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维护。三是对“强奸罪”的严厉惩治。强奸罪是严重侵害

女性基本权益的犯罪。秦汉时期条文记载“强与人奸者，府(腐)以为宫隶臣”。条文表示当时如果犯强奸

罪，会被判处宫刑，是秦汉时期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并且国家鼓励社会积极举报强奸罪，呼吁百姓防止

强奸罪的发生，进一步维护女性的基本权益。据《二年律令·捕律》规定：“亡人、略妻、略卖人、强

奸、伪写印者弃市罪一人，购金十两。刑城旦舂罪，购金四两。完城二两。”可以从条文看出，政府花

费重金悬赏，鼓励告发和帮助官府惩戒侵犯女性的嫌疑犯。这不仅是对女性权益基本保护，还给予了女

性在社会上自给自足的勇气。 
综上所述，在律法层面，女性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律的特殊保护，比如说对孕妇的宽刑政策、

对女性囚犯刑罚处罚相对较轻以及对强奸罪的严重打击等条文规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律法在总体

上维护更多的是男性权益，重视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纲常伦理。在律法方面，女性受到特殊保护，也受

到了更严苛的法律对待。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中，虽秦汉时期的女性法律地位已经是封建时期女性地

位很高的存在，但是依然无法得到“男女平等”的机会。因此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女性

权益的保护，一同建设平等和谐的美丽社会。 

4. 秦汉时期女性法律地位对当代社会启示 

步入到社会主义时期，如何正确看待女性权益和维护女性利益将是我们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域。

2023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后文简称新《妇保法》)开始施行，加强

对女性群体的保护，致力于保护女性基本权益。女性法律地位的提高是现代文明的进步，更是对女性人

权的肯定。本文通过对秦汉时期女性法律地位进行分析阐述，并以秦汉时期女性法律地位为基准，透视

分析封建社会女性整体法律地位。我们发现由于封建时期社会环境所限，不允许女性拥有太多个人权益，

但是女性对自己权益依然有着强烈的追求。可以看出女性对于自己的权益是十分渴望的，渴望得到尊重，

渴望得到保护。通过本文的论述，作者希望引发更多群众去了解历史，关注历史，引发对更深层次事物

的思考。因为历史不仅是我们人类精华沉淀之所在，还可以帮助我们总结问题经验，引领真正的文化进

步。本人通过上文论述的秦汉时期女性地位研究得到以下几个方面启示。 

4.1. 加强对女性在家庭的法律保障 

新时代社会，虽女性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但是依然免不了在一些偏远地区和某些农村地区还残存着

“生儿优于生女”的古板思想。正是受这些错误思想的毒害，使得女性在自己的家庭中被压迫被欺凌。

更是存在将家庭人员的残障女性进行买卖交易的情况发生。法律作为国家强制力的代表，应为此类事件

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引领时代进步。针对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保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加强。一是通过农村的普法宣传。各个高校之间积极组建普法宣传活动，开辟针对乡村重点问题的宣讲

赛道。通过“三下乡”、“乡村宣讲”等方式提高普法效果。针对不同群体宣传特定内容，加强宣讲普

及范围。例如，如果普法对象是女性，就要觉醒她们自己的维权意识；如果普法对象是已婚群体，就要

灌输“生儿生女都一样”的思想观念，用真实案例和法律法规交互阐述，情理法理双管齐下，才能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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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心坎当中，保证女性地位能够得到切实提高。二是健全政府管理机制。普法宣传是在思想上下功

夫，而在实施方面就要靠政府工作人员发挥作用。政府官员可以通过与社区人员合作，了解社区人员构

成。推动居委会村委会落实妇女保障政策，普及新《妇保法》的内容实施，提高女性家庭地位，遇到家

暴、虐待女性等现象要严厉打击，惩罚措施要准要严。政府还可以通过自媒体新媒体等方式，在电视台、

广播、视频软件中宣传新《妇保法》的亮点内容，鼓励广大女性群体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觉

醒女性意识，促进社会进步。三是加强法制建设。从立法出发，总结新《妇保法》实施中存在困境和相

关法律漏洞，在之后的修正中进行专门的补充。针对涉及女性的重大事件和高发事件，进行专门性改进

完善。以法律监督作为实践重心，监督相关政府政策和对应规章是否符合立法精神，防止一些部门打着

新《妇保法》的名号，实施有悖于立法精神的行政措施。 
家庭的影响对于人一辈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为了保障更多女性的生理健康，女性在家庭方面

的法律保障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4.2. 保证女性在婚姻方面的选择自由 

秦汉时期，女性在婚姻选择上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当时大多数女性依然遵从的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新时代社会鼓励婚姻自由，更是在许多法律条文中加大了对女性婚姻的保护。《民法典》

规定“女方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并加强了女方离

婚时的救济程序，规定了经济补偿请求权、经济帮助请求权和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鼓励女性追求婚姻

自由的同时，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要因为一些顾虑而放弃了自己一生的幸福。但是在现实运用过程

中，女性权益维护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存在着事实的短板和不足。例如男方提前转移资产，或者将

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窝藏隐瞒，使得女方的婚姻利益受损，女方想要申诉却没有证据举例作证。因此我认

为完善这类问题时，要将不同法律之间的条文相衔接，让维护女性权益形成一套法律体系，解决问题中

心之所在，不能因为没有证据就做出不利于女方的判决。引导社区和妇联会加强对女性的帮助力度，并

要求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方负责举证责任。因为在婚姻家庭中一些女性为了家庭牺牲自己，从而没有掌握

家庭真实的财产状况，是家庭婚姻当中弱势的一方。加强男方举证责任的同时，女方还可以合理质疑男

方解释话语的真实性，如此实施才有助于此类事件得到真正解决。 

4.3. 保护女性在社会中的法律地位 

现如今，女性群体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岗位，用自己的劳动力赚取薪资。女性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达

到新的高度，例如代表大会或者是政府办公中，都要求必须有女性的参与并且比例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

大学生中女性的数量更是达到了一半以上，并在各个岗位百花齐放。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同时，也衍生

出女性在社会上的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职场性骚扰、工作岗位歧视女性工作者等现象的发生。因此新时

代社会的新《妇保法》应运而生，新《妇保法》对女性在社会上的主要问题都进行了论述，是新时代保

护女性权益的宣言书，是新时代中国对女性问题的高度重视，更标志女性权益保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新《妇保法》所推出的内容涵盖了大多数女性权益，但是在法律之间衔接制度和具体实施上面存在着一

些问题，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几方面分别处理和解决。我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的保障，不仅是要通过法律

手段，更是要从思想手段和社会部门手段出发。一是在思想手段方面，要加强社会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以普法宣传和政策制度的方式进行指导。通过普法宣传，树立社会群体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尊重女性

维护女性，加强思想深度，并以真实案例和法条规章加强宣传力度。在政策制度上，企业部门要制定相

关的规章制度来严厉打击诋毁女性侮辱女性的涉事人员。公司应以身作则，严惩顶风作案人员，不以“临

时工”、“外聘”等含糊词汇撇清责任，而是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得到社会群体更多尊重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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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歧视女性群体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做的。二是在社会部门手段方面，我认为相应政府部门可以联合

妇女联合会和社区，推出保护女性社会合法权益的条款制度。不仅要加强保护力度保护措施，更是要加

强社会的普及范围和宣传力度。针对女性工作地位要重点保护，督促各企业公司制定保护女性尊重女性

的规定规章，并在其中出列具体的惩罚措施惩罚力度。政府还可以联合妇联在互联网推出网上举报信等

服务平台，欢迎群众举报侵犯女性权益行为的发生，鼓励更多女性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通过不断

的实践措施才能使“促进男女平等”不成为一句空谈，贯彻女性权益保障成为新时代的法治责任。 

4.4. 深化保护女性权益的手段 

秦汉时期女性法律地位的提高，一是因为女性自身积极参与家庭社会活动决定的，二是因为国家政

策等保护手段维护女性权益决定的。因此新时代女性的保护手段应进一步深化，以适应新时期对女性法

律地位的保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深化对女性权益的保护。 

4.4.1. 法律保护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保护，法律保护作为我们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是我们国家最基本的保护力量，

具有最高权威性，这是其他手段所不具备的特性。新《妇保法》的出台让女性权益的法律保障达到了新

的历史高度。新《妇保法》针对社会热点问题，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进行解释规定，这是新《妇保法》所

具有的独特优势。因此学习关注热点问题和民生需求应成为我们法律进步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要做的

远不及这些，不断加强法律政策实施是我们的基本任务。现如今，法律保护方面仍存在不少困境，例如

实施不理想、相关法律部门的衔接机制不完善、惩罚制度太过于抽象等，都是法律保护所要完善的方向。

新时代社会我们着重通过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等方式完善法律保护，它们是对相关模糊条文或歧义条文

的改进和补充，是法治国家进步的必要手段。新时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工作正以非比寻常的速度发展，相

信法制建设措施将在以后更加完善，使得女性权益在新时代中国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4.4.2. 政策制度保护 
政府制度保护相比于其他保护手段，实施方式是最直接的。它是直接适用于女性群体身上，可以让

女性群体深切的感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因此在实践中，政府部门要将相关法律和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联

系起来，从而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深化对女性权益的保护，让保护力度落在实处，让老百姓们真真切切

地感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并且新《妇保法》的有些修改内容是从地方立法的优秀规章政策中总结得出

的，因此法律和政府政策制度之间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关系，而是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法律在

一定程度为政策制度提供主导性的方向，政策制度通过实际措施的检验可以帮助法律完善进步。我认为

各个地区政府政策制度可以学习一些其他地区优秀实践成果，然后根据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改善深

化。一些优秀制度还可以统一借鉴，联合各地区开展政策讨论，共同促进各地区女性权益保障的发展，

更好地贯彻实施新《妇保法》的内容。 

4.4.3. 社会组织保护 
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有效地达到特定目标按照一定宗旨建立起来的。在新时代社会的今天，社会组

织的保护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组织涉及范围广泛，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着社会组织的身影。因此涉及到

女性权益的保护，政府不仅要发挥自己积极的作用，还可以与社会组织合作，了解各个领域特性后，保

护女性权益[17]。我相信新时代生活，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多，保障社会层面的女性权益

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和水平。新时代女性权益保障工作可以从开拓社会组织的保护类型出发，从而保证新

《妇保法》实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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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社会舆论保护 
新时代女性地位不断提升，但也伴随着一些新的女性社会问题出现。近年来，一些对女性不友好的

声音在互联网中传播并发酵。更存在着不尊重女性的男性肆意传播黄色玩笑、造黄谣，诋毁女性声誉。

这一系列事件在近年来发生了不止一起，其中“唐山打人事件”更是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激烈讨论，但

一些网络用户还为“凶手”做辩解，称女性在夜晚就不该出门游玩，表示晚上出门的女性都不是什么良

家妇女。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还能看见这类封建思想言论的出现，说明社会舆论对女性权益造成的危

害已经不容忽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能使女性权益在社会中得到更多理解和保障。智能时代我们应

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宣传女性权益，并告知公众保障女性权益重要性意义。同时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多

多引导保障女性权益的正能量宣传，主导社会舆论方向，引导社会大众把尊重女性、保护女性的思想贯

彻在内心深处。 

5. 结语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意义的富强，实现“男女平等”是必然道路。秦汉时期女性地位的提

高，与女性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生产创造力是分不开的。通过对秦汉时期女性法律地位进行剖析，我们

可以透视得出古代女性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深化新时代女性权益保障方式。女性权益是新时代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随着新《妇保法》的颁布实施，女性权益保障问题得到广泛关注。新时期我们要

根据历史经验和实际情况，不断加强女性权益保护力度。新时代的建设需要女性的力量，人类的未来需

要女性群体一同构建。男女平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真正的实践，只有如此，国家未来才会更

加光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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