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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议程项目 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 

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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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内亚、

希腊、* 圭亚那、* 爱尔兰、* 意大利、* 肯尼亚、* 莱索托、
*
 马拉维、莫桑

比克、
*
 纳米比亚、

*

__________________ 

 秘鲁、葡萄牙、* 卢旺达、
*
 塞内加尔、* 索马里、

* 
南

非、西班牙、* 斯威士兰、* 瑞典、* 泰国、东帝汶、
*
 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赞比亚
*
 和津巴布韦：

*
 订正决议草案 

 

  妇女、女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 

 

 妇女地位委员会， 

 回顾 2001 年大会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承诺宣言》
1
 所订各项目标和指标，以及 2000 年《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有关艾

滋病毒/艾滋病的目标，特别是关于会员国在 2015 年年底前实现制止并开始扭转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这一目标，
2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 

 
1
 大会第 S-26/2 号决议，附件。 

 
2
 大会第 55/2 号决议，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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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其 2002 年 3月 15 日第 46/2 号决议和 2003 年 3月 10 日第 47/1 号决

议，题为“妇女、女童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毒/

艾滋病)”， 

 还回顾关于儿童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题为“适合儿童生长的世界”的最后文

件所载《宣言》和《行动计划》，
3
 并认识到执行《宣言》和《行动计划》是对

保护儿童权利和促进儿童福祉的重要贡献， 

 回顾大会2003年 12月 23日题为“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关

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的执行情况”的第 58/236 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29 日题为“获得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肺

结核和疟疾等流行病的药品”的第 203/29 号决议， 

 欢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及其合作伙伴于2004年 2月组建妇女

与艾滋病问题全球联盟，以推动人们更好地认识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妇女和女童

的影响，并推动采取更多行动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 

 认识到预防工作以及对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和感染者的照顾、支助和治

疗，这是有效应对措施中互为作用的组成部分，必须融入战胜这一流行病的全面

办法， 

 认识到受武装冲突、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影响而生活动荡不定的人

口，包括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受艾滋病毒感染的危险更

高， 

 深为关切全球流行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格外严重，新感

染艾滋病毒的大多数是青年人， 

 关切到妇女所处的不平等法律、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

力行为，还有其他文化和生理因素，这些都增加了她们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可能性， 

 又关切妇女和女童在获得和使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卫生资源方

面情况各不相同，处于不平等地位， 

 1. 深为关切地强调各个领域和各级都应采取紧急行动应对艾滋病毒/艾滋

病这一紧迫问题及其严重的范围和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 

 
3
 大会第 S-27/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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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又强调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能力是减少妇女和女童受艾滋病毒/

艾滋病伤害的基本要素，并着重指出提高妇女和女童地位是扭转这一流行病的关

键； 

 3. 重申各国政府必须在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有关行动者支持下更加努力

并开展国际合作，履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中所载有关艾

滋病毒/艾滋病的承诺，并根据宣言中有时限的目标，设法在国家政策和战略中

切实反映这种流行病的性别层面； 

 4. 促请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妇女能力，加强她们的经济独立

性，并保护和促进妇女全面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使她们能够保护自己免遭

艾滋病毒感染； 

 5. 又敦促各国政府加强提高妇女和少女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毒感染能力

的举措，主要是通过提供保健和医疗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并通过在文

化和性别敏感的框架内促进两性平等的预防教育； 

 6. 进一步促请各国政府以渐进和可持续的方式扩大治疗范围，包括机会性

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效利用抗逆病毒疗法，并推动利用低成本但却有效的药物

及相关药品； 

 7. 吁请各国政府更加努力地消除对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妇女和女童

的各种歧视，包括挑战性别定型观念、轻蔑和歧视态度以及两性不平等现象，并

鼓励男子和男童积极参与该领域工作； 

 8. 鼓励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卫生组织、其它联合国机构

以及全球防治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基金和其他国际组织继续协作，应对并减缓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尤其是紧急情况，以此作为人道主义工作的一项内容，

并鼓励将性别观点纳入他们工作的主流； 

 9. 又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承诺同国际

社会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在 2005 年年底前向 300 万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

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指标； 

 10. 鼓励联合国系统不断努力广泛传播有关这种流行病性别层面的信息，提

高人们对两性不平等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重要联系的认识； 

 11. 强调必须快速扩大预防艾滋病治疗方案以防母婴传播，并鼓励男子和妇

女一道参加旨在预防母婴传播的方案； 

 12. 鼓励拟订和实施相关方案，以推动包括男青年在内的男子采取安全和负

责任的性行为和生殖行为，并采用有效方法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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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认识到男女青年必须能获得所需的信息、教育（包括同龄相互教育和针

对青年人的艾滋病毒教育）和服务，在年轻人、父母、家属、教育工作者和保健

服务提供者的充分参与下，学会减少受艾滋病毒感染危险的必要生活知识； 

 14. 要求所有有关行动者加强努力，在制定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和政策以

及培训有关人员执行这些方案时纳入性别观点，包括在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问

题时注重男子和男童的作用； 

 15. 敦促各国政府继续推动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年轻人和民间社

会行动者参与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各种问题，并作出重要贡献，包括促进性

别观点，并推动他们全面参与和参加拟订、规划、实施和评估艾滋病毒/艾滋病

方案； 

 16 欢迎为全球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提供的财政支助，

促请为该基金提供更多捐助，使其得以维持，并呼吁所有国家鼓励私营部门向该

基金提供捐助； 

 17. 吁请所有政府按照《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的要求，

采取措施确保提供必要的资源，特别是来自捐助国及本国预算的资源； 

 18. 请秘书长在按大会第 58/236 号决议要求编写报告时考虑性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