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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四 川 省 统 计 局
文件

川妇儿工委办字〔2017〕10 号

★

关于印发修订《四川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监测指标体系》和

《四川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监测指标体系》的通知

省级各成员单位，市（州）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统计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第六次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精神，结

合国家、省“十三五”规划要求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做

好“十三五”期间两纲监测统计工作，不断推动的我省妇女

儿童工作新发展，向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更加详实有力

的依据。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在充分征求相关成员单位意

见基础上对《四川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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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两纲）监测

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并报省统计局批准备案。现将重新修

订后的两纲监测指标体系印发给你们执行。

附件: 1.四川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监测指标体系

（2017年修订）

2.四川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监测指标体系

（2017年修订）

四川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四川省统计局

二 O 一七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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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监测指标体系

（2017 年修订）

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一、

妇女与

健康

1.平均预期寿命

岁 省统计局其中：女性 延长

男性

2.孕产妇死亡率（市州统计孕产妇死亡人数）

＜25/10 万 1/10 万 省卫生计生委其中：城市

农村

3.妇女常见病筛查率 ＞80% % 省卫生计生委

4.宫颈癌死亡率 降低 1/10 万 省卫生计生委

5.乳腺癌死亡率 降低 1/10 万 省卫生计生委

6.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率 控制 % 省卫生计生委

7.妇女梅毒年报告发病率 控制 1/10 万 省卫生计生委

8.孕产妇贫血患病率 降低 % 省卫生计生委

9.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率

保障妇女享有

避孕节育知情

选择权

% 省卫生计生委

10.妇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提高 万人 省体育局

11.住院分娩率
＞97%

% 省卫生计生委其中：城市

农村 ＞95%

12.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0% % 省卫生计生委其中：城市

农村

13.孕产妇艾滋病检测率
≥80% % 省卫生计生委

孕产妇梅毒检测率

14.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抗病毒药物应用比例

≥90% % 省卫生计生委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抗病毒药物应用比例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 6月龄人工喂养率

二、

妇女与

教育

1.在园儿童中女童所占比例
女性平等

接受教育

% 省教育厅

2.小学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 % 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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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二、

妇女与

教育

初中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

3.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 % 省教育厅

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0% % 省教育厅

5.普通高校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市州不填报）
男女比例保持均

衡
% 省教育厅

6.职业学校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 提高 % 省教育厅

7.由就业培训中心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举办的职业

技能培训中女性所占比例
提高 % 省人社厅

8.青壮年文盲率（15—50 岁）

% 省统计局其中：女性 ＜2%

男性

9.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省统计局其中：女性 11.2 年

男性

三、

妇女与

经济

1.妇女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 ＞40% %

省统计局
就业人员

万人其中：女性

男性

2.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万人 省统计局其中： 女性 增加

男性

3.女性非农就业人数占全部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
与男性差距

缩小
% 省统计局

4.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所

占比例
≥35% % 省人社厅

5.执行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企业比重
保障女职工

劳动安全
% 省总工会

6.城乡低保对象中女性人数

妇女贫困程

度明显降低

万人 省民政厅
农村五保对象中女性人数

7.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 元/人·月 省民政厅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 元/人·月 省民政厅

8.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逐年增加 万元 省扶贫移民局

9.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万人 省统计局
其中：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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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四、

妇女参

与决策

和管理

1.省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 %

省人大
省人大代表人数

提高 人其中：女性

男性

2.省人大常委中女性比例

提高

%

省人大
省人大常委人数

人其中：女性

男性

3.市（州）政府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的班子比例

县（市、区）政府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的班子比例

4.省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的班子比例 提高

% 省委组织部

市（州）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的班

子比例
提高

5.市（州）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女干部比例 提高

县（市、区）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女干部比例 提高

6.省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配有正职女干部的班子比例 提高

% 省委组织部

市（州）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配有正职女干部

的班子比例
提高

县（市、区）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配有正职女

干部的班子比例
提高

7.企业董事会成员中女职工董事比例 提高 % 省总工会

8.企业监事会成员中女职工监事比例 提高 % 省总工会

9.职工代表大会中女性比例 提高 % 省总工会

10.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 ＞30% % 省民政厅

11.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 ＞10% % 省民政厅

12.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 ≈50% % 省民政厅

13.省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 提高 %

省政协
省政协委员人数

人其中：女性 提高

男性

14.省政协常委中女性比例 提高 %

省政协
省政协常委人数

人其中：女性 提高

男性

15.省政府领导班子中女干部人数 增加 人 省委组织部

16.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人数 增加 人 省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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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四、

妇女参

与决策

和管理

17.省部级女干部的比例 提高 % 省委组织部

18.地厅级女干部的比例 提高 % 省委组织部

19.县处级女干部的比例 提高 % 省委组织部

20.公务员的女性比例 提高 % 省委组织部

五、

妇女

与

社会

保障

1.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省人社厅其中：女性 增加

男性

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省人社厅

其中：女性 增加

男性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其中：女性 增加

男性

3.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省人社厅

其中：女性 增加

男性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其中：女性 增加

男性

4.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省人社厅其中：女性 增加

男性

5.城镇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

万人 省人社厅其中：女性 增加

男性

6.城镇职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万人 省人社厅其中：女性
有劳动关系

的全部参保

男性

7.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应保尽保 万人 省民政厅其中：女性

男性

8.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应保尽保 万人 省民政厅

其中：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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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五、妇

女与社

会保障

男性

9.每千人口社会服务机构床位数 张/千人 省民政厅

10.老年收养性质机构数 个 省民政厅

六、

妇女

与

环境\

法律

1.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例 ≈85% % 省水利厅

2.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85% % 省卫生计生委

3.破获强奸案件数

严厉打击

件 省公安厅

4.破获拐卖妇女案件数 件 省公安厅

5.破获（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等）妇女卖

淫案件数
件 省公安厅

6.反家暴案件数 起 省公安厅

7.受暴妇女儿童救助（庇护）机构数 预防和制止针

对妇女的家庭

暴力

个 省妇联

8.受暴妇女儿童救助（庇护）人次数 人次 省妇联

9.家庭暴力伤情鉴定机构数 预防和制止针

对妇女的家庭

暴力

个 省妇联

10.为受暴妇女儿童提供的伤情鉴定数（法律援助

机构数）
人 省妇联

11.妇女获得法律援助人数
扩大法律援助

覆盖面
人 省司法厅

12.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站点数（法律援助机构数）
建立、完善法律

援助工作网络
个 省司法厅

13.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率 ＞92 % 省住建厅

14.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0 % 省住建厅

15.公共服务场所的男女厕位比例 1:1.5 配备 省住建厅

16.环境污染治理财政投入 逐年增加 万元 省环保厅

17.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总体向好 天 省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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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监测指标体系
（2017 年修订）

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一、

儿童与

健康

1.出生缺陷发生率 下降 1/万 省卫生计生委

2.婴儿死亡率

＜10‰ ‰ 省卫生计生委其中：城市

农村

3.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13‰ ‰ 省卫生计生委其中： 城市

农村

4.18 岁以下儿童伤害死亡率
以 2010 年为基

数下降 1／6
1/10 万 省卫生计生委

5.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率

＞95% % 省卫生计生委

卡介苗接种率

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

百白破三联制剂接种率

含麻疹类疫苗接种率

乙肝疫苗接种率

甲肝疫苗接种率

乙脑疫苗接种率

A 流脑疫苗接种率

A+C 群流脑疫苗第一剂

A+C 群流脑疫苗第二剂

6.低出生体重发生率 ＜4% % 省卫生计生委

7.0-6 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50% % 省卫生计生委

8.5 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 ＜12% % 省卫生计生委

9.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 ＜7% % 省卫生计生委

10.5 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 ＜5% % 省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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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一、

儿童与

健康

11.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80% % 省卫生计生委其中：城市

农村

12.7 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

＞80% % 省卫生计生委其中：城市

农村

13.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 ＞85% % 省卫生计生委

14.婚前医学检查率

提高 % 省卫生计生委其中：城市

农村

15.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60% % 省卫生计生委

二、

儿童与

教育

1.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75% % 省教育厅

2.城市公办幼儿园数 增加 个 省教育厅

3.农村公办幼儿园数

每个乡镇建立并

办好公办中心幼

儿园和村幼儿园

个
省教育厅

其中：在园学生数 万人

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 省教育厅其中：男生

女生

5.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在校学生数 保障 万人 省教育厅

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0% % 省教育厅其中：男生

女生

7.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
中等职业教育

规模扩大
万人 省教育厅

8.特殊教育在校学生数

加快发展特殊

教育
人 省教育厅

其中：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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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三、儿童与

福利

1.孤儿家庭收养人数 增加 人 省民政厅

2.0-6岁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和服务人数 增加 人 省残联

3.0-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增加 人 省残联

4.儿童福利机构个数
市州级城市均建

立 1个
个 省民政厅

5.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市州级城市、重

点县（市、区）

均建立 1 个

个 省民政厅

6.残疾人康复中心（站） 增加 个 省残联

7.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儿童人数

加强儿童福利

机构建设

人 省民政厅其中：男

女

8.儿童福利指导中心 个 省民政厅

四、儿童与

环境\

法律

1.家长学校数 提升家长素质,

提高家庭教育

水平

个 省妇联

2.家长学校培训人次 万人次 省妇联

3.儿童主要文化产品：

为儿童提供丰

富、健康向上

的文化产品

儿童图书/期刊出版数 万册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儿童音像制品数 万盘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公共图书馆少儿文献 万册 省文化厅

少儿阅览室坐席数 千位 省文化厅

少儿广播节目播出时间 时：分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少儿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时：分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动画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时：分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文化类博物馆未成年人参观人次 千人次 省文化厅

科技类博物馆未成年人参观人次 千人次 省科协

4.持有证书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人数
每个乡镇、街

道至少 1 人
人 省民政厅

5.社区服务中心（站）数 90%以上城乡

社区建立 1所

儿童之家

个 省民政厅

6.儿童中心（儿童之家）个数 个 省妇联

7.出生人口性别比 趋向合理 % 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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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主要指标 省级目标 单位 数据来源

四、

儿童与

环境\

法律

8.破获拐卖儿童案件数 打击和预防侵害

儿童人身权利的

违法犯罪行为

起 省公安厅

解救被拐卖儿童人数 人 省公安厅

9.得到法律机构援助的未成年人数
扩大法律援助

覆盖面
人 省司法厅

10.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

比例
降低 % 省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