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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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议程
*
 项目 3(c)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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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重大关切领域的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男子 

和男孩在实现性别平等中的作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雷丁家庭

保健教育和推广研究所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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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声明涉及在将两性平等的倡议成功地纳入生殖健康方案方面，男子和男孩

的作用是何等重要的问题。实现男女平等，需要在各级实现变革，包括个人一级

行为的改变，和社区一级法律框架和经济体制的改变。促进两性平等的全球战略

主要是在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北京行动纲要》中制订的。

然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人发会议)强调了男女两性充分交流和建立伙伴关

系，以及男女两性作为平等的伙伴分担责任，促进实现生殖健康。1994 年国际人

口与发展会议(人发会议)的《行动纲领》在谈到男性的责任和参与时，明确制定

了一项新议程：“目标是在生活，包括家庭和社区生活的所有方面促进两性平等，

并鼓励以及使男子能够承担他们的性和生殖行为的责任，负责发挥他们的社会和

家庭责任。” 

 尽管对在生殖健康方案方面促进两性平等作出了承诺，仍存在阻碍扩大男子

参与的障碍。 

 • 多数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方案是为成年妇女设计的。未将男子包括在方

案之内，意味着将男子排除在关于性、生育、解剖、避孕和预防性传染

病（性病）和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播的教育之外。 

 • 已培训生殖保健的提供者向妇女提供咨询，以及需要适应向男子提供咨

询，或向男女共同提供。提供者不能假定男子对避孕或生殖健康不感兴

趣，因为众多研究表明男子支持避孕，并相信避孕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决

定应由男女共同作出。 

 • 缺少最新信息，不了解男子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态度、知识和

实践，阻碍了增加男子参与的方案规划。 

 • 由于多数方案和服务是针对成年妇女设计的，青少年男子几乎没有获得

生殖保健服务的机会。缺少可向青年男子提供的适当信息和服务，更促

使有害的态度和属于陈规陋习的行为长期存在下去。 

 有关的问题包括传统的父亲角色对健康和营养的影响，以及父亲的行为与幼

儿早期发展的关系。其他问题涉及到家庭暴力和在作出性行为决定方面的两性关

系，以及这些决定对艾滋病传播的影响。据发现，阻碍男子参与的主要因素是贫

穷和失业，父亲缺少与子女的联系，以及性别角色社会化的模式。 

 为促进两性平等并支持家庭中男女的伙伴关系，我们认为有许多途径可以既

考虑到变革又忠于所珍惜的文化传统。 

 男子在家庭中的作用并不因他们在家就自动改善，子女也不一定就因此受

益。情况常常是父亲虽然在家，父母却并没有共同作出决定，因此产生了许多问

题。如果男子对妇女儿童施暴，将收入花在与家庭福利无关的商品上，如喝酒等，

以及男子成为负面的榜样，子女的福利只能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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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教育应以真实的家庭和真实的生活为基础。女孩掌握知识、技能和

手段，可以在经济上对自己和可能生育的子女负责，这一点特别重要。需要教育

男孩懂得，做父亲意味着在经济上供养自己的子女，并分担照顾子女的责任。 

 赋予妇女权力始于家庭中的平等、自主和尊重。在家庭中实现男女平等是在

其他领域赋予妇女权力的基础。通常用作母亲来形容妇女的生活，而用一家之长

或养家者来描述男子的生活。男子作为父亲的角色通常很模糊。但是，男子对子

女的承诺是家庭生活质量的关键。 

 子女、父母和社会都会从男子积极参与抚养子女中获益。由于这减少了对妇

女的依赖，所以体现出经济方面的好处，并使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子女的发展。

还存在社会方面的好处，因为如果父亲积极参与，子女的感情和社会福利及其自

尊都得到加强，出现行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到父亲与子女共同度过的时间。文化因素

可能是最重要的。在许多社会中，父亲很少参与子女的抚育，这大多与认为父亲

与子女的关系密切不适当有很强的联系。 

 一系列实际的政策和方案应包括下列： 

 • 为成功地促进男子参与家庭生活，有关领导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必须

努力教育男孩和男子，使他们准备承担作父亲的更广泛的角色。这种教

育，加之经验，可加强父亲与子女的关系。 

 • 可利用媒体来宣传父亲与子女关系的正面形象。男子陪产假的日益流行

作为一项重要发展，应在北方之外得到推广。 

 • 必须制定确认父母双方在家庭中重要角色的政策和方案。加强父母与子

女的联系对赋予妇女权力和促进两性平等至关重要。 

 • 就业、经济和儿童保育政策应对父母获得必要的谋生手段以及他们对子

女和伙伴的同等重要的承诺给予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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