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阿尔及利亚女性社会地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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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当代的阿尔及利亚先后爆发了两次全国性战争， 一次是

１９５４ 年爆发的反法战争， 即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一次是 １９９１ 年发生的内

战， 即政府军与 “伊斯兰拯救阵线” 之间的武装冲突。 这两场战争对阿尔

及利亚的国家建设、 社会环境、 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尔及利亚女性既是战争的参与者， 又是战争的受害者， 她们致力于改善

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努力也贯穿其中。 内战结束以来， 阿尔及利亚女性

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分别表现在家庭地位、 受教育程度、 就业范围

和参政议政四个方面， 成为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成功典范。 然而， 作为非

洲和阿拉伯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要实现男女平等， 还面

临诸多制约因素， 如 《家庭法典》、 社会风俗、 伊斯兰教义、 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等， 阿尔及利亚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仍有很长

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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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 有关女性社会地位的话题备受关注。 早在 １９４８ 年联

合国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 就特别强调了基本人权、 人格尊严和价值，
即人人有资格享受该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 肤色、 性

别、 语言、 宗教、 政治或其他见解、 国籍或社会出身、 财产、 出生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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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等任何区别”。① 而到了 ２０１５ 年， 经各国首脑磋商， 联合国通过了

《人类可持续发展议程》 ， 设定了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的 １７ 个目标， 社会性别

和女性赋权再度作为一个单列目标 （目标 ５： 实现性别平等， 增强所有

妇女和女童的赋权） 。②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平等、 女性社会地

位的重视。
目前， 学界关于中东女性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罗以·贝克 （ Ｌｏｉｓ

ｂｅｃｋ） 和尼基·凯迪 （Ｎｉｋｋｉ Ｋｅｄｄｉｅ） 主编的 《穆斯林世界的女性》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③ 是一本关于穆斯林女性问题的论文集， 从法律、 社

会、 经济、 宗教等诸多方面对穆斯林女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法蒂玛·穆格

戈·西克 （Ｆａｔｍａ Ｍüｇｅ Ｇöçｅｋ） 和希瓦·巴拉吉 （Ｓｈｉｖａ Ｂａｌａｇｈｉ） 主编的论

文集 《重塑中东社会性别： 传统、 身份与权力》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④， 集中探讨了中东社会性别问

题的重构， 主要围绕社会传统、 女性社会身份和权力的重构； 哈吉凯特·
索多里尼 （Ｅｌｈｕｍ Ｈａｇｈｉｇｈａｔ⁃Ｓｏｒｄｅｌｌｉｎｉ） 所著的 《中东北非地区女性： 改变

与延续》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
ｔｙ）⑤ 一书中， 以现代化理论作为理论框架， 从中东女性的生育模式、 教育、
就业、 务工等方面进行探讨， 认为现代化理论逻辑下对于女性地位的判断

与中东女性地位的事实并不相符， 存在着与西方现代化理论预判脱节和相

反的现象。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在探索男女

平等和社会进步方面， 一直在积极尝试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８ 日， 布特弗利卡发出呼吁， 希望能够重新修订 ２００５ 年的 《家庭法典》，
彻底废除这个并不支持两性平等的法典， 其不平等性主要体现在当下女性

３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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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ｚｈ ／ ｇｅｎｄｅ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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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Ｅｌｈｕｍ Ｈａｇｈｉｇｈａｔ⁃Ｓｏｒｄｅｌｌｉｎｉ，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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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领域日趋活跃， 而 ２００５ 年的 《家庭法典》 对女性仍有不少歧视。 两

性不平等在 《家庭法典》 中的体现并得以合法化， 主要源于法典制定者和

社会舆论认为， 阿尔及利亚女性并没有在国民收入提升中起到积极主动的

作用。 然而到了 ２０１４ 年， 阿尔及利亚高等教育毕业生中， 女性人数占到

７９％ ①， 并且女性在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参与比男性更活跃。 在其他领

域， 如司法机构， 女性所占比例也在逐步增多， ２０１５ 年女性律师的人数占

到了律师总人数的 ３８％ 。②

随着社会的发展、 女性权益运动的推动、 女性参与市场劳工份额的增

多， 以及法律对女性权利诉求的合法保护，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社会地位得

到了提升。 但是这一变化仍显缓慢和不足，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斗争和对于

女性权益的探索还需继续。

一　 阿尔及利亚女性社会地位历史概述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 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战争的参与度也

很高， 经常投入危急和致命的任务。 独立战争并非是阿尔及利亚女性首次

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的战争， 然而这次战争却开启了非洲女性解放斗争的

先河。 在此期间， 阿尔及利亚女性和男性一起， 共同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奋战。 经历了八年的抗战和数百万计的人员伤亡后， 阿尔及利亚于 １９６２ 年

独立。 战后， 政府在法律上承认和强调了阿尔及利亚女性公民身份， 同时

阿尔及利亚女性享有男女同校、 社会医疗保健服务、 从事专业性行业的平

等权利。 至此，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 阿尔及利亚女性整体社会地位

相较以往得到了提高。
然而好景不长， 在随后的社会发展中，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社会地位形

势却变得严峻起来。 在劳工就业方面女性所占比例极小， 这个现象和当时

阿尔及利亚以石油出口为经济支柱的发展模式相关， 这一经济结构使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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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Ｆａｔｉｍａ Ｓａｄｉｑｉ ｅｄ ，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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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ＧＤＰ 上升， 对于大多数向中层阶级发展的家庭来说， 其经济实力不需

要家庭中的女性参与付薪工作。 同年政府又通过了一项规定： 禁止女性在

没有男性陪同的情况下出国 （在阿尔及利亚女性游行示威之后宣布取

消）。 而到了 １９８１ 年， 阿尔及利亚政府试图通过一部 《个人法典》， 即规

范和限定个人及家庭行为的法典。 该法典充斥着男女不平等的规定， 为此

阿尔及利亚的年轻女性聚集在一起， 向当时的总统沙德利·本贾迪德提交

了对该法典的六项诉求： 要求男女相同的法定成年年龄； 拥有不受干涉的

就业权； 在结婚和离婚事宜上男女平等； 废除一夫多妻制； 享有平等的继

承权； 给予未婚母亲合法地位以及对孤残儿童的保护。 上述要求可以清晰

地反映出当时阿尔及利亚女性的社会地位状况， 在就业方面没有自主权

利， 无法自由选择工作； 在家庭方面， 一夫多妻制严重影响女性在家庭生

活中的平等地位， 同时无法拥有婚姻的自主权， 也使得女性在家庭生活中

处于弱势； 在政治参与方面， 不能保障女性的基本政治权利， 忽视了女性

的合法权益。①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 ９ 日， 阿尔及利亚立法机关通过了饱受女性反对的 《家庭

法典》。 这一法典对于阿尔及利亚女性社会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 它使得阿

尔及利亚所有女性在教育、 工作、 婚姻和继承权方面沦为边缘地位。 此外，
该法典仍然保留了一夫多妻制度， 阿尔及利亚的男性可以单方面宣布离婚，
并且将其前妻 （们） 从家里驱逐出去。 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法也对遗产

进行了定义： 男性有权继承相较于女性两倍的遗产。 在 《家庭法典》 的原

始草案中， 阿尔及利亚女性已成功地去除了其中几条最为恶劣的条款②， 然

而最后的结果标志着阿尔及利亚女性社会地位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可以

说， １９８４ 年出台的 《家庭法典》 是阿尔及利亚女性遭遇黑暗历史的最好

证明。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 数以万计的青年人加入 “面包暴动” （Ｂｒｅａｄ Ｒｉｏｔｓ） 中

去。 物价上涨、 青年高失业率以及政府实行经济紧缩政策， 是导致这次暴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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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Ｔｕｒｓｈｅ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ｓ ｔｏ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６９， Ｎｏ ３， ２００２， ｐ ８９４
Ｌｉｐｐｅｒｔ Ａｎｎ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ｒｖｉｎｇ Ｌ Ｍａｒｋｏｖｉｔｚ ｅｄ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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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直接原因。① 暴动遭到了政府的武力镇压， 死伤人数超过 １５００ 人。 然

而工人、 学生以及失业青年的示威游行仍然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政治改革进

程： 言论自由、 自由结社、 组建政党是此次斗争的主要内容。
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政党和政治组织中， “伊斯兰拯救阵线”

（ＦＩＳ） 是其中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的第一轮立法选举

中， 它大获全胜。 阿尔及利亚政府担心下台， 于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取消了第二轮

选举， 并且军队还免除了总统沙德利的权力，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议会宣布解散

“伊斯兰拯救阵线”。 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止尽的暴力冲突， 将近 ２０ 万人死

亡。② 这被阿尔及利亚人称作 “迷失的时期”， 然而没有人比阿尔及利亚的

女性感受更强烈。 从一开始， 女性就是伊斯兰主义者和政府权力争夺战中

的目标和牺牲品。 １９９４ 年， “伊斯兰拯救阵线” 的伊斯兰教令 （法特瓦，
ｆａｔｗａ） 将 “处决没有穿着希贾布 （ｈｉｊａｂ） 的女性” 这一行为合法化； 另一

条法特瓦更是将诱拐女性和临时结婚合法化。
在那个时期， 阿尔及利亚女性社会地位倒退， 整个国家越发保守。 “伊

斯兰拯救阵线” 将没有穿戴伊斯兰服饰， 以及穿戴与阿尔及利亚习俗不相

容的女性视作 “已西方化的” 女性， 并针对此类女性进行大量惩罚性袭击，
使得阿尔及利亚女性时刻处于恐慌之中。③ 更有甚者， 一些市镇的激进伊斯

兰主义者对学校里的男生和女生进行隔离， 并且不允许女孩进行体育活

动。④ 所有的职业女性在阿尔及利亚内战时期都成为攻击对象： 清洁工、 学

生、 医生、 记者、 老师， 甚至安保部队的母亲和妻子。 被视为伊斯兰教

“背叛者” 和持不同政见的女性遭到了恐吓和妖魔化， 一时间阿尔及利亚的

女性陷入了一场激烈而恐怖的 “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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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荡使得伊斯兰拯救阵线很快就集合了一大批支持者， 这些支持

者多是来自贫民区的游民， 没有固定的工作， 被整个市场经济排斥在外。
他们极具不稳定性且易被洗脑， “女性就应该待在家中， 回归家庭” 的观点

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 无论受教育程度有多高， 哪怕已经是大学毕业， 女

性也被认为不应该参与社会工作而是更应该依附男性， 尤其是那些需要女

性照顾家庭的失业男性。 一开始， 这些对女性不平等的意识和观点还仅停

留在言语攻击和恐吓之上， 然而随着对女性的敌对情绪日益高涨， 这些言

语威胁很快就变本加厉， 演变成一场极端暴力的浪潮。
１９９４ 年， 被杀害的阿尔及利亚女性人数达到了 ２１１ 人。① 阿尔及利亚女

性的诉求从要求男女平等转变为保障人身安全。 １９９４ 年， 接受小学教育的

女性占 ４６％ ， 接受中学教育的女性占 ５０％ ， 大学毕业生中女性占 ５０％ ； 职

业为医生的女性占 ５０％ ， 职业为护士的占 ４８％ ， 职业为法官的女性占 １ ／ ３，
职业为律师的女性占 ３０％ 。② 然而到了 １９９５ 年， 受雇佣的女性仅占阿总体

劳工人数的 ４ ７４％ 。 此外，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 阿尔及利亚女性失业率剧增，
１９９２ 年女性失业率为 ２０ ４％ ， 到了 １９９５ 年已达到 ３８ ４％ 。 女性如此高的失

业率已影响了劳工市场当时的整体走向。 尤其是对于 ２０ ～ ２４ 岁的女性来说，
其失业率高达 ４４ ２６％ ， 其中学生占 ６２ ４％ 。③ 女性的经济地位岌岌可危，
而受教育程度高也无法为女性就业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在当时的环境下，
女性社会地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２０００ 年， 以伊斯兰拯救阵线为首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遭到了阿尔及

利亚政府的军事重创。 至此， 该武装组织不再是阿尔及利亚人和国家安全

的威胁， 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政治迫害也大大减少。 在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环境下， 阿尔及利亚社会氛围更有利于制定世俗的民法和相关法律。
２００５ 年， 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 － 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对 《家庭法

典》 进行了修订。 修订条款授予女性在离婚和住房供给方面更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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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ＤＡ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ｇｅｒｉ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１９９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ｗｏｍｅｎｗａｔｃｈ ／ ｄａｗ ／ ｃｅｄａｗ ／ ｃｅｄａｗ２０ ／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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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女性的男性监护人身份 （父亲、 丈夫等） 弱化至象征意义， 同时还保

证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公民身份 （国籍） 拥有传给子女的权利。 然而除此之

外， 布特弗利卡对于 《家庭法典》 的文本只进行了小幅度改动， 并没有从

根本上维护和改善阿尔及利亚女性的社会地位。

二　 当代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家庭地位的提高

在独立战争爆发前， 阿尔及利亚的家庭构成比较复杂， 一般包括祖父

母、 已婚的儿子及其家庭、 未婚的儿子、 未婚或离异或丧偶的女儿。 这样

的家庭结构有着浓厚而明显的男权和父系烙印： 由较年长的男性进行各大

小事宜的决策， 包括家庭福利、 划分土地、 家庭成员工作分配以及代表整

个家庭对外交往等。 在这样传统的父权家庭结构中， 女性的生活一直处于

男性的权威之下———未婚之前受到父亲的管控， 结婚之后受到丈夫的约

束———并且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认知极为保守， 认为女性应当将全部的生

活和重心都放在家庭事务当中。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家庭地位在这样的父权

体系下无法达到与男性平等的位置， 两者始终处于不对等的状态当中， 男

性一直凌驾于女性之上。
而独立战争结束之后， 家庭结构模式发生了变化， 向着更小一些的家

庭单元发展， 一般包括夫妻二人以及未婚的孩子。 这种小家庭的变化趋势

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中先发展起来， 随后逐渐扩展到周围的乡村地区。 这

一现象的出现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出现的城市化现

象以及雇佣劳动的兴起。 这种家庭结构的新形式仍然未能改变女性的家庭

地位， 尤其是婚姻方面， 女性依旧受到诸多限制和不平等待遇。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 阿尔及利亚仍在推行伊斯兰婚姻要求的苛刻的法律条款， 这

是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对婚姻规定最为保守的条款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核心家庭模式在阿尔及利亚固定下来， 逐渐形成了以

新家庭模式为基础的 “新父权” 结构———现代化的劳动分工与实质上不变的

父权社会关系认知。 ９０ 年代末至今的阿尔及利亚女性家庭地位， 可以从婚姻

与财产分配、 家庭暴力、 生育与子女抚养等若干方面反映出其变化和现状。
（１） 婚姻与财产分配

２００５ 年， 阿尔及利亚重新修订了 １９８４ 年的 《家庭法典》， 去除了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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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明显歧视女性的条款。① 修订后的法典中规定阿尔及利亚的最低合法婚

龄是 １９ 岁， 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 然而法官可以因某些 “必要情况” 而准

许未满 １９ 岁结婚的现象———法典并没有对这一 “必要情况” 所允许的最低

婚龄作出规定。② 不过与全球平均早婚数量相比③， 阿尔及利亚的早婚率较

低， 在 １５ ～ １９ 岁的女孩中， 大约只有 ０ ０２％ 处于已婚状态。④ 这些早婚现

象的出现也与法典的条款相关， 根据修订后的法典， 女性不能在其监护人

（通常为男性， 如父亲） 未许可的情况下与他人结婚。⑤ 基于此， 女性的婚

姻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仍然受到了限制， 在没有监护人许可的情况下， 女性

单方面与他人的婚姻行为在阿尔及利亚并不视为合法有效。 阿尔及利亚女

性在婚姻自主权上并不享有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利， 而女性身后的男性监

护人更是时刻禁锢着女性自主的选择权利。
伊斯兰教法 （Ｓｈａｒｉａ） 还对遗产继承问题进行了规定， 《家庭法典》 基

于伊斯兰教法也保留了相关条款。⑥ 一般情况下， 女性可继承的遗产份额为

她的兄弟 （或者是相关的男性亲属） 所享有的一半。 然而在一些情况下，
女性还会迫于相关男性亲属的压力而主动放弃遗产继承权。 但对于有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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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０， ｐ ３７
ＣＥＤＡＷ，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８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ｄ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ＥＤＡＷ， ２０１０，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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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而言， 为了防止家中的女性亲属受到不公平的遗产继承待遇， 遗产所有

人会在生前将部分财产以赠予的方式给女性继承人。① 虽然这样的行为对女

性的财产权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但这类需规避现行法律条款而重新分配

平等遗产的现象， 无疑说明了阿尔及利亚女性在遗产继承权上相较男性而

言仍然处于从属状态。
阿尔及利亚宪法和 《家庭法典》 都规定了女性有权享有和使用土地以

及其他非土地资产。 法典还规定当一名女性结婚后， 她仍然可以保持享有

其财产的所有权， 同时还享有自主处理私人财产的权利， 无须经过她丈夫

的允许。 然而事实上， 对于大多数的阿尔及利亚女性而言， 购买或租借土

地是无法独立负担的， 同时传统社会价值观和认知又抑制了女性对经济独

立做出的尝试。② 不仅如此， 土地的继承权也是受到传统伊斯兰教法的控

制， 通常对女性进行区别对待。 修订后的 《家庭法典》 改善了这一情况，
可是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和处于社会次级的女性而言， 阿尔及利亚的住房政

策依旧有很多欠缺。 大多数女性会将土地和财产的决策权委托给她们的丈

夫或是男性亲属③， 《家庭法典》 对于女性土地和财产所有权做出的保障在

实际情况中形同虚设。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１ 年的金融普惠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数据， 阿尔及利亚的成年女性中仅有 ２０％的人拥有银行账户， 而同等

条件下男性则有 ４６％ 。④ 在家庭中， 女性的经济实力显然处于弱势， 从而导

致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无法获得主导权。
（２） 家庭暴力

２００５ 年， 在 ９０３３ 起女性遭受的暴力虐待事件中， 有大约一半属于家

庭暴力， 这意味暴力在阿尔及利亚家庭广泛存在。 同时 ６４ ９％ 针对女性

的攻击都发生在家中， 其中将近 ５０％ 的暴力案件来自女性现有配偶或前

０８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ｚｏｕｋｉ Ｎａｄｉａ，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ｉｎ Ｓａｎｊａ Ｋｅｌｌｙ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Ｂｒｅｓｌｉｎ ｅｄ ，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 ４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ｒｉ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ａｗｒｏ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ｓｐｘ，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Ｍａｒｚｏｕｋｉ Ｎａｄｉａ，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ｉｎ Ｓａｎｊａ Ｋｅｌｌｙ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Ｂｒｅｓｌｉｎ ｅｄ ，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 ４３
“Ｄａｔａ：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ａｌｇｅｒｉａ，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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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①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阿尔及利亚 《国家报》 （Ｅｌ Ｗａｔａｎ） 刊登的一篇

文章指出， 阿尔及利亚警察局局长宣称女性所遭受的暴力案件数量依旧在

持续增长。② 阿尔及利亚女性饱受暴力伤害。 根据警方记录， 在 ２０１４ 年女

性遭受的身体虐待案件中， ５８％来自家庭暴力。 每年大约 １００ ～ ２００ 名女性

因家庭暴力死亡。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人身安全时至今日仍受到威胁， 而家

庭暴力是最主要的暴力来源。 对于如此恶劣和数量众多的家庭暴力案件，
阿尔及利亚政府一直未能出台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法规， 女性在家庭中的

身心健康存在着很大的保障问题。
直到 ２０１５ 年， 阿尔及利亚政府才起草并通过了一条法律， 旨在保护女

性免于暴力伤害同时保卫其经济利益。③ 这项法律将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判定

为 “非法事件”： 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伤害行为将可面临最高 ２０ 年的有期徒

刑； 丈夫将妻子暴力伤害致死将被处以无期徒刑。 同时该项法律还致力于

保护已婚妇女的经济利益： 丈夫擅自处理妻子的财产或金融资源的行为，
将至多获刑两年。 保护女性免于遭受家庭暴力法规的出台， 无疑是对女性

家庭地位的一种保障。 尽管姗姗来迟， 但是其反映出阿政府和社会对于女

性权益的逐步重视。
（３） 生育与子女抚养

２０１６ 年， 阿尔及利亚男女总体性别比是 １ ∶ １ ０３， 出生时的性别比是

１ ∶ １ ０５， 一直到 ２４ 岁这个年龄段性别比一直保持在 １ ∶ １ ０５。 ２４ 岁以后男

女性别比逐渐降低 （从 １ ∶ １ ０２ 降至 １ ∶ ０ ８６）。④ 这一性别比的变化显示出

女性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表明阿尔及利亚女性失踪、 移民的问题日益严重。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平均生育率达到 ２ ７４， 意味着平均一名妇

１８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ｕ⁃
ｇｅ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ｄｏｃｉｄ ／ ４７ｄ６５４８８２３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ｕ⁃
ｇｅ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ｄｏｃｉｄ ／ ４７ｄ６５４８８２３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Ｎｅｗ Ｌａｗ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ｌｆ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ａＩＧＯ）， Ｍａｒｃｈ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ｇｏｈｒ ｏｒｇ ／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ｅｗ⁃ｌａｗ⁃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ｉｏ⁃
ｌｅ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ｗｏｍｅｎ ／ ＃ｆｏｕｒ，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ａｇ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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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育有 ２ ７４ 个子女。① ２ ７４ 的生育率意味着家庭经济负担的增加， 同时也

意味着对女性照顾家庭的需求增多， 降低了女性参与就业劳工的机会， 从

而使其陷入经济依赖和家庭话语权缺失的恶性循环。
如果夫妻双方育有儿女的话， 那么根据法典规定， 父母二人都有保护

孩子身心健康和保障其接受学校教育的义务。 然而对于夫妻双方而言， 父

母的权威落在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仅可在父亲缺席时为处于 “紧急情况”
下的子女做出决策。② 然而法典中对于 “紧急情况” 的规定非常模糊， 同时

如何证明父亲处于缺席状态也是极其困难的， 女性对子女的主导权非常有

限且不受到法律保护。 在离婚且孩子判给母亲的情况下， 男方有义务为女方

和孩子提供住所， 但是这样的情况通常会因被男方无视而得不到有效执行。
新的 《家庭法典》 规定： 当夫妻双方离婚时， 根据孩子的最大利益保

障原则确定监护人。 然而这一规定实则是对 “母亲偏向” 原则的违背， 这

一原则是指在大多数案例中， 监护权一般是判给母亲的， 父亲主要是提供

经济支持。 在阿尔及利亚， 如果孩子判给了母亲， 那么母亲是享有对孩子

的主导权的。 然而如果女方再婚， 那么这一主导权将不复存在； 同样的情

况下， 男方再婚却并不影响对孩子的主导权。③

女性的高生育率反映出国家对于女性留守家庭的需求， 对于女性进入

社会和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 对将多数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

家庭的女性来说， 她们的家庭地位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在家庭生活的各

方面被男性权力压制。 部分社会观念变化和相关保护女性的法规出台说明，
阿尔及利亚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逐渐重视， 然而所做的改变仍没有实质性改

善女性的家庭地位。

２８１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ａｇ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ＣＥＤＡＷ，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８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ｄ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ＥＤＡＷ，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５， １６；”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４，” ＯＥＣＤ，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ｄｅ ＝ ＧＩＤ２ ＃，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 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Ｒａｓｈｉ⁃
ｄａ Ｍａｎｊｏｏ，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ｄｓ⁃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Ｇ０８ ／ １０６ ／ ８３ ／ ＰＤＦ ／ Ｇ０８１０６８３ 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访 问 时 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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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代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受教育地位

当代阿尔及利亚接受初等教育的性别数量差距并不大， 就 ２００４ 年而言，
初等教育入学率男生占 ９５％ 、 女生占 ９３％ 。 这个数据一直小幅上升， 男生

和女生之间的初等教育入学率也一直保持在几乎相等的状态。 在阿尔及利

亚， 对于孩子接受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早已达成了社会共识。
根据表 １ 可见， ２０１６ 年， 初等教育入学率女生占 ９５％ ， 男生占 ９７％ ；

中等教育入学率， 女生和男生各占 ５０％ ； 高等教育入学率则发生了变化，
女生占 ４２％ ， 而男生仅占 ２７％ ； 全国平均识字率男性为 ８６％ ， 女性为

７３％ 。①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识字率也逐年增加， 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６４％到 ２０１６ 年

的 ７３％ ， 说明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和选择增多。 表 １ 还表明， 接受高等教

育的女性入学率比男性多， 这反映出以下问题： （１） 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阿尔及利亚女性走向社会， 参与就业劳工和女权运动； （２） 阿尔

及利亚家庭对于子女接受教育问题已经大幅减少了性别差异对待 （如男孩

应该接受更多教育， 女孩只需照顾家庭）； （３） 在同等就业职位要求下， 阿

尔及利亚社会对于男性的学历要求比女性低。

表 １　 阿尔及利亚男性和女性受教育情况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识字率 ８１ ６４ ８１ ６４ ８１ ６４ ８７ ７３ ８６ ７３

初等教育

入学率 （％ ）
９７ ９５ ９７ ９５ ９７ ９５ ９７ ９５ ９７ ９５

中等教育

入学率 （％ ）
６５ ６９ ５５ ５２ ５２ ４９ ５２ ４９ ５０ ５０

高等教育

入学率 （％ ）
２５ ３７ ２６ ３８ ２５ ３８ ２７ ４０ ２７ ４２

　 　 数据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３８１

①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ｗｅｆｏ⁃
ｒｕｍ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ｇａ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６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ＤＺＡ，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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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代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就业地位改善

阿尔及利亚女性就业状况的改善可以从以下就业率提高、 就业领域和

待遇改善， 以及劳工法律保障更强这三个方面看出。

１ 就业率提高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就业地位一直处于社会边缘状态。 ２０１１ 年， 阿尔及

利亚男性的就业率达到 ６５ ３％ ， 而女性就业率仅为 １４ ２％ 。① ２０１０ 年最后

一个季度， 女性失业率达 １９ １％ ， 而男性失业率为 ８ １％ 。 在阿尔及利亚，
年轻女性失业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１６ ～ ２４ 岁的年轻女性失业率达 ３７ ４％ ，
而男性仅为 １８ ６％。 对于大学毕业的女性来说， 失业问题更为常见： ３３ ６％
的大学毕业女性处于失业状态， 男性则为 １１ １％ 。② 数据显示， 女性大学毕

业生的失业率在逐年增长， 且失业与其大学就读专业无关。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 ２４ 岁的年轻女性就业率在 １０％ ， 而男性为 ４７％ ； 同等条

件下女性失业率为 ３９％ ， 男性为 ２１％ 。③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 ２４ 岁的年轻女性失

业率达 ４１ ４％ ， 而男性则为 ２２ １％ 。④ 如表 ２ 所示， 女性劳动力占全国总劳

动力的比重一直在增加， 然而幅度微小。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女性劳动力比重

仅增长了 ３ ８９２％ ， ２０１４ 年所占劳动力比重仍不足 ２０％ 。 ２０１５ 年， 女性劳

动力比重占 １６％ ， 男性则占 ７６％ ； ２０１６ 年， 女性劳动力比重占 １８％ ， 男性

则占 ７５％ 。⑤

４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２０１１，”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６２６０７１４６８３１５３４１４４１ ／ ｐｄｆ ／ ６４４４３０ＰＵＢ０Ｌｉｔｔ０００ｐｕｂｌｉｃ００ＢＯＸ３６１５３７Ｂ ｐｄｆ， 访 问 时

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ＯＥＣＤ ／ ＣＡＷＴＡＲ，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４， ｐ １２４
“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２０１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２３４３６ ／ ９７８１４６４８０５５６１ ｐｄｆ，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Ａｌｇｅｒｉａ ”， Ｃ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
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ａｇ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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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阿尔及利亚女性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百分比

单位： ％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女性劳动力 １３ ４８４ １３ ９６６ １４ ５４４ １５ ３２７ １６ ３１７ １６ ８７８ １７ １１３ １７ ３７６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ｏｔａｌ⁃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 ／ ＳＬ ＴＬＦ ＴＯＴＬ ＩＮ？ ｅｎｄ ＝ ２０１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Ｚ＆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０＆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上述数据都反映了一个事实： 阿尔及利亚女性就业率和劳工参与率远

低于男性。 不仅如此， 女性的失业率也高于男性。 这意味着即使少数女性

能够成功就业， 并参与到市场劳工当中， 她们失业的概率也会高于男性，
女性被经济市场排斥在外。

２ 就业领域和待遇改善

２０１１ 年， ６３ １５％的女性工作领域集中在行政管理、 国防、 卫生和社会

部门， 男性则占 ３０ ３％ ， 同时还有很大一部分女性的工作领域集中在服务

业 （如清洁服务）。 就业女性中工作领域为制造业的占 ２１ ５％ ， 多过男性的

１０ ４％ ； 就业男性中工作领域为建筑业的占到 １９ ５％ ， 女性仅占 １ ６％ ；
１２ ３％的男性从事农业活动， 女性仅占 ３％ 。 同时数据还显示， ２０１１ 年男性

领导着 ８９ ８％的企业。① 到了 ２０１３ 年， 从事农业工作的男性占 １２％ ， 而女

性仍占 ３％ ； 从事工业制造业的女性占 ２４％ ， 男性占 ３２％ ； 从事服务业的

女性占 ７３％ ， 男性则占 ５６％ 。② ２０１５ 年， 从事非农业活动并带薪就业的女

性人数占总市场人数的 １９ ２％ 。③ ２０１６ 年， 职业为立法者、 高级官员和管

理人员的人员分布中， 女性占 １０％ ， 男性则高达 ９０％ ； 在职业化和技术领

域， 女性占 ４４％ ， 男性占 ５６％ 。④

尽管在阿尔及利亚， 并没有限制女性可以工作的领域， 但是大多数女

性的工作领域还是集中在卫生护理、 教育和司法机构， 这些是被社会认为

５８１

①

②

③

④

ＯＥＣＤ ／ ＣＡＷＴＡＲ，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２０１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２３４３６ ／ ９７８１４６４８０５５６１ ｐｄｆ，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ＵＮＤＰ， ｈｔｔｐ：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６＿ ｈｕ⁃
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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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性别倾向” （ｇｅｎｄｅｒ ｂｉａｓ） 的领域， 即更适合女性就业。
３ 劳工法律保障更强

阿尔及利亚劳工法规定了对女性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 并且法律还规

定男女薪资平等： 雇佣者必须确保员工在相同工作条件下， 具有平等的薪

资水平， 不能带有性别歧视。
对于女性员工的产假问题， 阿尔及利亚劳工法规定女性享有带全薪休

产假的权利， 产假期间的薪资偿付由政府完成， 产假为 １４ 周。① 根据阿尔

及利亚法律规定， 在女性分娩前后时期终止雇佣， 或是在分娩期间被解雇

属于违法行为。 同时法律还规定仍处于母乳哺育期的女性， 每天的工作期

间可以得到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此外， 法律还规定女性员工在分娩之前

的一个星期是禁止工作的， 雇佣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女性员工工作； 如

果女性员工工作环境较为危险或容易遭受辐射影响， 那么女性员工怀孕期

间需要调职至相对安全和辐射影响较小的工作环境。
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女性就业保障方面做出了很多改善和提高， 虽然无

法切实改变女性就业率低下的现象， 但是良好完善法律保障逐渐为女性参

与就业提供了条件。

五　 当代阿尔及利亚女性的政治地位提高

１ 政治参与意识增强

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 （众议院） 与民族院 （参议院） 组成， 两

院共同行使立法权。 ２０１２ 年， 议会总席位为 ４６２， 其中女性席位有 １４６， 占

总席位的 ３１ ６％ 。②

根据阿尔及利亚 ２０１２ 年选举法规定， 议会候选人中女性比例需要根据

每个选举席位数量的不同， 保持在 ２０％ ～ ５０％ 。 选举法对具体选区数量比

例做出了规定： 拥有四个席位的选区， 女性比重占 ２０％ ； 拥有五个及以上

席位的选区， 女性比重占 ３０％ ； 拥有 １４ 个及以上席位的选区， 女性比重占

６８１

①

②

ＯＥＣＤ ／ ＣＡＷＴＡＲ，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Ｑｕｏｔａ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Ｑｕｏｔ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ｕｏｔａ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ａｌｇｅｒｉａ＃ｃｖｉｅｗ＿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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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 拥有 ３２ 个及以上席位的选区， 女性比重占 ４０％ ； 在国外的选区， 女

性比重应占 ５０％ 。① 同时选举法规定了选举席位数量根据投票数量而定， 且

女性候选人的席位比例需要严格按照上述比重规定执行。 除此以外， 政治

党派还可以根据其女性候选人在国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 （区县等） 选举中

的参与数量， 获得特殊的国家财政拨款。
阿尔及利亚政党组织数量众多， 但是国家规定这些政党中， 女性的参

与数量至少占总人数的 １ ／ ３。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标准， 该政党将自动不

合格。 ２０１２ 年选举法概述了提高和改善性别平衡在选举体系中的程序： 在

所有选举提名中， 为女性分配一定配额的席位， 无论这些女性是无党派候

选人， 抑或参与多个不同的政党。 国家议会对于女性席位的配额体系延伸

到了其他领域， 如外交使节团和司法部， 然而几乎没有女性参与国民议会

（众议院）。②

在行政机构， 女性很少能够参与高层决策层。 ２０１２ 年， ３１ 名内阁成员

中只有 ３ 名为女性， 其中一名文化部部长和两名委任部长。 在司法机构， 女

性的参与数量增多， ２０１０ 年全国超过 １ ／ ３ 的检察官为女性， 同时任职法官

的女性占 ３６％ 。③ 可以从数据中看到， 女性的政治参与逐年增多， 但是都无

法参与核心和高层的政治决策。
除了议会席位数量以外， 在对候选人进行投票的过程中也充满着性别

不平等的现象。 例如对于宣传候选人照片的海报中， 许多政党对女性候选

人仅用中心空白， 四周以希贾布的图片作为代替。④ 这一现象受到了阿尔及

利亚政府的关注并予以制止， 但是同时女性候选人本身也受到家庭的困扰

不便公开自己的照片。
２ 女性组织取得发展

阿尔及利亚一直是北非国家女权运动的先锋之一， 独立战争以后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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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Ｑｕｏｔａ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Ｑｕｏｔ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ｕｏｔａ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ａｌｇｅｒｉａ＃ｃｖｉｅｗ＿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ＯＥＣＤ ／ ＣＡＷＴＡＲ，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ｌｇｅｒｉａ，”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１６０４４６ ｐｄｆ，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ａｃｅｓ ｏｎ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ＢＢＣ， Ａｐｒｉｌ １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ｆｒｉｃａ⁃３９６３６５４８，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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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更是不断壮大， 为女性争取权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１９８４ 年， 《家庭法典》 在遭到众多女性反对之后仍旧实施生效， 自此大

量女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反对 《家庭法典》 的失利让阿尔及利亚女

性意识到争取政治权益以及获取话语权的重要性， 于是女权运动的框架结

构转化为更为官方的合法组织， 例如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成立的女性法律平等组

织———自由组织 （Ｅｇａｌｉｔé） ———正是基于此， 它是阿尔及利亚最著名的女性

组织之一。 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和落实男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 它于

１９８９ 年通过官方批准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 女性通过这个组织争取自身的

权益， 这一过程既是女性行使自身正当政治权利的体现， 也是女性对于政

治地位平等的诉求。 该组织已经取得了诸多实质性成果， 如废除 １９８４ 年

《家庭法典》； 通过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民法； 女性无条件就业的权利； 男女法

定成年年龄一致； 离婚处理方面男女平等； 废除一夫多妻制； 男女共同财产

平等配置。①

这些成果说明了女性在政治参与上越来越活跃并且得到重视， 女性对

平等权利的争取在政治层面有了更为有效的发声通道和解决途径。 尽管许

多问题仍亟待解决， 但是发展至今的女性组织已颇具规模并更加成熟规范，
这无疑对于阿尔及利亚女性的政治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助力。

六　 阿尔及利亚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

首先， 对于阿尔及利亚女性地位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是 《家庭法典》。 法

典作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个人行为、 婚姻、 财产继承等私人生活进行规

范的律令， 对女性家庭地位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 尤其是设置女性家庭地

位核心的问题， 如家庭主导权、 财产分配、 继承、 人身安全等， 都直接受

限于 《家庭法典》。 而在法典中， 对于男性家庭主导权具有偏向性， 女性婚

前受到父亲的管控， 婚后受到丈夫的限制； 女性私人财产分配在现实中的

实际处理人往往为其丈夫或相关男性亲属， 女性本身对财产的自主权徒有

虚名； 家庭暴力的现象也逐年增多。 女性的家庭地位陷入如此被动而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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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ｅｒｉｆａ Ｂｏｕａｔｔａ，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ＵＮＵ ／ 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２４， １９９７，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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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 与没有相应的法律后盾支持有关。
尽管 《家庭法典》 对女性地位形成一定压制， 但是阿尔及利亚女性家

庭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以往被男性权力的压制， 到现在拥有相对自

由的自主权利。 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来看，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家庭地位得到

了提高； 从两性平等的视角来看，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家庭地位仍然处于不

平等的状态。
其次， 阿尔及利亚女性在受教育地位上取得如此大的提高， 根本上得

益于经济的发展。 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受教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两

性平等， 教育因素已经不再是衡量男女平等与否的关键。 阿尔及利亚经济

发展的同时， 传统经济社会男性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一直以来

被制约于家庭中的女性得以参与社会劳动分工。 市场对于劳动力的要求并

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初级原材料加工层面， 男性劳动力无法完全补给到国家

机关、 服务业、 高科技行业、 人才培育等领域， 因此女性作为可观的劳动

力逐渐受到重视。
再次， 社会对就业者相关工作能力的需求， 成为女性接受教育的直接

因素。 女性接受教育的人数和比例在逐年增加， 与此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

女性也在逐日增加， 反之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比例却在慢慢减少。 这一趋

势也使得女性受教育的观念和意识随着社会发展越发浓厚。
从多方位的数据对比不难发现， 阿尔及利亚女性就业地位依然处于斗

争有余、 改善不足的状态。 无论是就业率还是失业率所呈现的状况来看，
女性都远远劣于男性。

女性就业步履维艰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社会阶级。 现如今的阿尔及利

亚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 长期以来进驻市场占据经济主导权的

男性， 已经在社会领域中形成了自己的阶级层次。 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

化的到来， 市场发展和自由经济为女性就业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 然而处

于高阶级层次的男性为了保持现有的阶级固化， 想尽办法限制女性的就业

发展。 在入职、 解雇过程中对女性进行性别歧视和区别对待， 并且女性虽

然可以自由选择工作领域， 但是社会对于女性的就业方向也贴满了 “性别

标签”， 这些标签直接影响了女性对于工作岗位的选择。 女性就职的岗位

中， 教师、 护士、 清洁工、 纺织厂工人等岗位占多数， 这符合社会对于女

性 “更适合从事服务业， 从事稳定和处理细节的工作” 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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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直接论据表明， 男性和女性之间有着明显的就业区别———例

如男性更适合从政经商， 女性更适合教育服务———然而社会的认知和阶级

固化将女性的就业身份限制在少量领域， 并将就业概率和失业概率也控制

在减少男性损害的范围内。
最后， 女性政治参与率低下的根本因素是男权社会意识的制约。 阿尔

及利亚女性对于政治运动的参与远远多过政治决策的参与。 选举法对于女

性席位比例专门做出的规定， 虽然对于女性参与政治起到了积极的律条作

用， 然而事实上这些条例的背后， 更多只是流于表面的形式。
政治决策是国家建设和发展规划的重要环节， 内容还包括国家未来方

向和法律法规出台等方面， 这些都会影响不同公民团体的利益和权利。 不

妨试想一下， 女性参与政治决策的人数增多， 就职高层领导人的概率就增

大， 那么相应的国家规划和律令法规势必会在某些程度上出于对女性权益

的考量进行调整和实施， 而这些能够帮助女性改善相应社会地位的手段和

方式， 也在另一方面影响男性长期以来占据的优势和获取资源的便利程度。
作为依旧处于 （新） 男权意识下的阿尔及利亚社会， 男性的利益应当优先

于女性， 男性对国家应当把握绝对的主导权。 因此女性即使享受法律意义

上的选举席位， 事实上能够担任高层领导人和进入核心决策层的人少之又

少。 女性的政治权利受到了法律概念上的保障， 然而在事实层面还是无法

触及男权社会的根基。

结　 论

阿尔及利亚长期处于战乱状态， 参与战争的女性既是国家积极的守卫

者， 又受到战争的伤害和国内各种势力的攻击， 沦为被动的受害者。 阿尔

及利亚女性的社会地位因此也经历诸多变化和坎坷， 在不断地斗争和平等

意识觉醒下， 取得了今天的成果和进步。
然而与过往的黑暗遭遇相比， 阿尔及利亚女性虽已为自己争取了不少

权利， 但与阿尔及利亚男性相比局面仍然不甚乐观。 就家庭地位而言， 阿

尔及利亚女性还没有完全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男性监护人享有许可权、
婚姻自主受到限制、 遗产继承并不能公平实施等问题， 都表明阿尔及利亚

女性家庭地位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就受教育程度而言，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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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已经逐渐缩小至趋同， 教育不再是两性平等问题上突出问题； 就就业

地位而言， 巨大的就业差异以及两性之间数据落差说明， 女性就业地位依

然处于一个尴尬阶段，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改善和解决； 就政治地位而言，
女性的政治参与更多是底层和表面的参与， 没有触及领导高层和核心决策

层， 女性始终游走在政治参与外围， 无法触及男权政治社会的根基。 对于

阿尔及利亚女性而言， 就业地位是最需要得到改善和提高的， 这一点的完

成既需要法律保障的完善， 也需要社会阶级固化的消融。
总之， 具有阿拉伯国家、 非洲国家、 地中海国家三重属性的阿尔及利

亚， 在未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 女性的社会地位将不断提高。 阿

尔及利亚能否成为阿拉伯国家和广大非洲国家性别平等的成功典范， 仍需

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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