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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列颠牛津救济会简介 
 
 

 牛津救济会的任务是与其他组织合作克服贫穷和痛苦。我们在全世界逾 75

个国家开展工作。我们的活动包括倡导、教育、宣传、以及发展和人道主义方案。

我们的重点放在以下五大目标：可持续生活；高素质教育和保健；保护免受灾害

和暴力；发表意见的权利；以及平等（两性和多样化）权利。
1
 

新出现的对男子在促进两性平等方面作用的重视 

 牛津救济会对两性平等的承诺植根于 20 年循着女权目标进行的分析和实际

行动。我们对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了解一直是侧重其直接受益者是妇女及其受扶

养者的方案，所根据的是，不断有证据显示，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妇女在经济上

最困难群体中占大多数，以及妇女的贫穷体验不仅包括经济困难，也包括社会和

政治上的排斥。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内，这种情况在文化上受到宽容。 

 我们的“两性平等政策”（2003 年）再坚持，绝大多数妇女比男子较少有机

会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较难取得公共知识和信息；家庭内外作为决策的权力都

很少；对生育、性和婚姻选择也无多少支配权力。不过，根据对性别观点纳入主

流所遇障碍的分析，牛津救济会（和其他组织）在过去二、三年间承认处理男子

问题是建立两性平等努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我们的政策强调，任何

与男子和男子团体的合作都将以此为目的。 

探讨与男子合作——牛津救济会的“两性平等与男子”项目 

 “两性平等与男子”项目于 2002 年开始，作为其联合王国减贫方案及其中

东、东欧和独联体区域提出的一项倡议，由牛津救济会和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出

资。该项目一直在协助牛津救济会探讨如何通过将男子和男孩更全面纳入本组织

的性别问题工作的方式，促进两性平等和减贫。该项目支助了以下活动： 

• 在联合王国、东亚和南非举办关于男子和男性问题的区域讲习班； 

• 在本组织内开设一门课程（“性别旅程”），培训了数名重要的关于两性

平等的男性倡导者； 

• 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和内盖夫沙漠（以色列）试行与男

子合作的新办法； 

• 在政府的不同级别上进行政策和做法改革（也门和联合王国
2
）。 

 “两性平等和男子”项目目前阶段的工作是于 2004 年 6 月出版一本牛津救

济会的书（两性平等与男子：从实践中学习）。这份经编辑的文集以在大不列颠

牛津救济会以前的出版物
3
 为基础，汇集了在世界各地设法促进男子间两性平等

的十四名发展实践者和研究人员编写的文章。在我们下面的评论中，我们会引用

该书的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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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男子纳入两性平等战略的增加值 

 牛津救济会承认，努力使男子参与两性平等战略可能有转移对支助妇女方案

的注意力和资助之虞。与男子合作可能被视为企图将现有的性别工作吸收过来，

从而支持而非挑战现有的不平等。同时，男子方面的抗拒也可能难以克服。不过，

如果不让男子参与其事，可能风险更多。仅与妇女合作可能使权力关系不受挑战、

增加妇女的工作量、以及加强男子（例如，作为赚钱者）和妇女（例如，作为照

顾者）的固定定义。把注意力放在男子和男孩上，有潜在的收益。如 Kaufman 建

议的，
4
 这类努力，除其他外，可能： 

• 使男子和妇女对以前认为只对妇女重要而不予重视的议题产生一种广

泛的社会共识； 

• 调集由男子控制的资源和机构，导致可供满足妇女和女孩需要的资源有

所增加； 

• 将那些设法保存男子的权力和特权并否定妇女和儿童权利的男子孤立

起来； 

• 在一个两性平等的框架内对养育下一代男孩和女孩作出贡献； 

• 改变男子和男孩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的态度和行为，并改善妇女和

女孩在其间的生活。 

使男子参与两性平等工作的有效做法 

 根据一系列国家在五个领域（生殖和性健康；父道；基于性别的暴力；生活；

以及与年轻男子合作）采取的措施的例子，
5
 我们即将印发的出版物指出了对有

效做法至关重要的以下因素： 

1. 制订一项考虑到男子、男性和两性关系的概念框架。根据诸如 Connell 等理

论家的工作，关键方面是：多数男子无视于两性议题及“父权制红利”（亦即所

有男子只因身为男性而拥有的特权）观念；男子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同异；特

别形式的男性（“霸道”
6
）占支配地位；如何积极营建男性；对男女双方而言，

与男性相连的代价；男性随时间推移而具有的能动性。 

2. 正面信息：一般而言，必须通过促进男子间认识和了解的正面信息让男子参

与两性平等工作。因此，必须使用能使他们产生共鸣的语言，避免归咎于他们，

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不过，这一办法必须不致损及妇女和女孩处境的改善，或

避免提及一些男子的消极或有害行为。 

3. 有效的信息传达者：由男孩或男子促使其他男孩或男子参与讨论性别议题

（例如，围绕着男子的暴力行为）和支助及协助这类群体是有利的。支持性女性

声音——包括特别是姐妹、母亲、祖母、妻子和女友——在鼓励男子改变态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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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可能是有帮助的。促使男子改变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亲眼见到性别歧

视对他们认识的妇女和女孩所产生的后果。 

4. 处理男子的感情和个人生活：如果男子必须遵照关于男性的限制性定义——

男子支配一切的形象，从而必须展现自己的强壮、坚强、控制、独立，这明显对

男子、妇女和儿童都有负面影响。设法鼓励男子较积极处理其感情和个人生活是

必要的，各组织也应创造一些空间让男子来探讨此问题。在男子认为他们不会遭

到审判式对待的情况下，他们便能也愿意敞开心胸讨论对其最重要的个人议题。

不过，改革速度可能缓慢，也须持续努力。 

5. 适当的环境和执行：男子有时会在某些场合聚集一起——诸如在运动会和宗

教庆典、工作场所、以及酒吧或小饭馆等社交地点等。这些场所可作为采取措施

的联络点。创设一些空间，让男子可在避开“公众瞪视”下聚会，也是有用的。

在一个公众环境中，男子不太可能坦率、诚实地发言，更极不可能显示其脆弱性。

在“私底下”里，则态度往往是相反的。
7
 

 保健和福利服务处内工作人员的视野和设想也高度相关。处理这些议题需要

努力使两性问题在福利服务处内明显可见，其方法是让工作人员有机会考虑工件

的性别性质及其做法。
8
 

6. 改变的进程：有时候生活中的重大改变可能造成男子本身改变，例如成为父

亲或祖父；关系破裂；生病；或亲人过世。有时候可能通过个人实现男性权力而

改变（见上文第 2 段）。性别问题讲习班如果安排合理并在一段时间内接连举办，

也可促使改变。 

 促进改变的机会可与特定社会内情况密切相连。社会“危机”（包括例如艾

滋病毒蔓延、大规模失业和贫穷、以及对男子的暴力感到惊恐）都可能造成性别

关系内的转变和危机，提供了采取措施的新机会。 

7. 建立联盟：尽管不普遍，仍有男子一起来争取性别公正的例子（例如，围绕

着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同性恋激进主义、白缎带宣传运动）。男子团体可从女性主

义团体学到许多东西；这类联系可减少男子有支持传统男性观念之虞，并实际阐

明男女所关注的事务是可以一致的（例如，在讨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方面）。 

8. 监测方案的效用：考虑到许多与男子合作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现只有少数关

于研究方案的效用的例子（例如，巴西的方案 A）。为显示这类工作是否产生影响

（如有影响，是哪一种），以及澄清把资源用于此方面是否有用，还需要进一步

加以监测。 

发展组织面对的挑战 

 许多发展组织内共同的父权制文化，即是男子高高在上，有阻碍进展之势。
9

牛津救济社的书中所载文章建议，发展组织应： 

4 
 



 

 5
 

 E/CN.6/2004/NGO/18

• 审查方案的方针和内容，以确保上述各点获得执行，并公开和分享积极的举措； 

• 维持现有水平的、用于与妇女合作促进两性平等的工作的经费，并为与男子

合作开展的工作提供额外经费； 

• 确保酌情同妇女、男子和男女混合的团体合作进行两性平等工作； 

• 在体制政策和项目级别上提倡两性平等模范行为，并协助工作人员——尤其

是男性工作人员——注意个人与专业领域之间的联系； 

• 创设供非正式、公开讨论性别议题的空间，并分享家庭生活及办公室内外两

性关系的经验； 

• 制订有关性别分析和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入门指导和培训课程； 

• 培训男性促进工作者建立能力；执行诸如陪产假和产假及灵活工作时间等工

作做法，并鼓励（男性）高级管理人员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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