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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06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0 日 

临时议程项目 3(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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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倡导者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并按照经济及社会委员会1996年7月25日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予以分发。 

 

* * *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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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1. 妇女地位委员会将于今年的第五十届会议审议两项专门问题: 促进妇女对

发展的参与和妇女平等参与制订决策过程。 

2. 这份书面声明强调必须促进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继续努力减少贩运人口，

以及贩运中的军事需要。它又强调，必须增进妇女参与政治，以期达到两性平等

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最终目的。 

  增进妇女参与发展，打击贩运人口 

3． 贩运人口是现代一种奴隶形式，是对被贩运的受害人的人类尊严的公然侵

犯。估计每年跨越国际边界的被贩运人口在 600，000 至 800，000 人之间，其中

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4． 跨国贩运人口犯罪的增长和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快速增长，并且由来源

国和目的国的供求力量而决定。这种力量促使贩运者在来源国的人口中找寻受害

者，并且在目的国找到廉价劳力市场。来源国贩运人口的根本因素包括发展进程

在内，其原因为妇女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边缘化、性别文化上的陋习、性别歧视

以及家庭和社会上的性别暴力等因素。这就使妇女在贩运者应允给予就业和机会

的时候遭遇危险。 

5． 发展战略以现存的两性分工形式为基础，阻碍妇女在传统上属于男子的就业

范围找寻工作机会，因而使妇女就业边缘化。这样就使妇女的就业机会出现局限，

并且产生了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子的现象，如果经济支持一经撤销，就很容易成

为贩运者的受害品。 

6． 剥夺教育机会也使妇女被边缘化。贫穷和性别文化陋习是造成妇女和女孩缺

少教育机会的许多因素之一。很多女孩很早就停学，在家庭内外工作，来增加家

庭的收入，这阻碍了这些女孩取得成人较佳职业所需的必要工作技能。 

7． 教育又是一种防止贩运的有效办法。尽管不是完全的解决办法，但是，它会

提高人们注意贩运的危险，包括注意贩运者所用的手段以及成为牺牲品的后果。

如果发展战略与教育互相配合，就可以促进来源国妇女的真正就业机会选择。 

8． 贩运也会妨碍发展，因为促进贩运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破坏当地透明市场的成

长。贩运人口引致经济下滑，并且在受害者毫无办法追求其他经济和教育机会的

情况下，就妨碍了经济发展。 

9． 贩运人口是严重的跨国罪行，并且公然违反被贩运受害者的人权，应当列为

国际社会予以消灭的最优先目标。防止贩运人口的方案，应当确认妇女边缘化是

贩运的根源。在来源国打击贩运的方案，必须认识到增进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是重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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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上需要的贩运和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的作用 

10. 尽管国际人权大家庭一直展开积极的努力，但是，仍然无法制止全球的贩运

人口问题。最初由于达成“贩运”的一致定义发生困难，因而使防止贩运的共同

努力慢下来。同时，由于在发生武装冲突区域的政府和机构又一直不稳定，造成

贩运行为蔓延，使安排贩运妇女和女孩和刺激贩运需要的人，其中包括军事存在

都不受惩处。 

11. 联合国在全球的复杂贩运网络中扮演一个角色。最近的报告证明，联合国的

维持和平部队是引致全球贩运需要的军事存在之一。这就使贩运问题很难消灭，

因为驻在军事冲突区域的各种军事存在助长了需求。派往不稳定区域维持和平的

部队如今反而增加了附近地区的贩运性工作者的需要。 

12. 驻扎军队区域的贩运行为使这个区域不稳定，因为造成了罪恶增加，妇女和

女孩一般由有组织犯罪集团带进该区域。这就破坏了联合国在脆弱地区执行维持

和平活动的合法性和效能，而这些地区极端需要联合国的保护。 

13. 此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敦促会员国继续积极确认，

必须使社会性别观点成为维持和平行动的主流，更具体地说，就是在武装冲突状

态下提供体制安排，以期保护妇女和女孩。推而广之，就是必须遵守第 1325 号

决议，并且予以推广，保护妇女和女孩免受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侵犯，维和部

队扩大了武装冲突局势下的贩运需求。 

14. 敦促安全理事会、会员国和联合国实体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期执行安

理会第 1325 号决议中的建议，对发生武装冲突的各方施加更大压力，务求停止

侵犯妇女和女孩人权的所有行为，包括性方面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并且就军

事人员在增加贩运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调查，系统

地向安理会报告调查结果。 

  妇女平等参与制订决策进程 

15. 妇女平等参与制订各级决策进程是民主运作的必要条件。各国民主政府应当

继续确保妇女平等而充分地参与制订决策进程，以期加强其体制和予以合法化。 

16. 尽管自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来取得重大进展，

但是，妇女仍然未能充分参与制订决策进程。2005 年各国议会联盟举行了对 187

国的调查，表明世界各国的议会中妇女所占的比例是 16.1％。只有 18 个国家达

到最少 30％的重要标准，人们认为这是对制定决策发生影响所需的最低限度。 

17. 许多国家采取了“积极区别待遇”政策，以求消除所有政治进程中传统上对

妇女施加的歧视。其中包括制订限额制度，和/或在地方或全国选举中保留席位，

这是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4条第 1 款的范围内设置“临时特别

措施”的最有效办法之一。这种办法在于促进男女之间的实际上平等。目前有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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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在它们的宪法、选举法或政党中列入这种条款，这些条款在于促进妇女在

地方或全国选举中的政治参与。 

18. 乌干达在全国选举中制定了限额制度，使妇女在议会的席位比例从 1987 年

的 1％增加到 2000 年的 18％。南非在其政党中也设置了限额，使同一时期的席

位从 2％增加到 30％。反之，取消了限额制度国家的妇女在全国议会的席位却急

剧下降，这包括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19. 关于候选人的限额在宗法价值观仍然牢固的社会特别重要。宗法价值观念不

但危及争取政治席位的妇女，而且危及这些社会一般妇女的民事和政治权利。允

许妇女有较大的代表性不但对争取政治席位的妇女有利，而且对更广大的妇女有

利，使她们在妇女政治代表席位获益。 

20. 追求平等参与制定决策进程不是单独增加妇女选任的数字就算的。妇女在公

私部门的人数，包括高级政府职位和执行领导职位也需要增加。象社会和政治生

活中提高妇女地位一样，广泛的社会变化需要时间。但是，各国政府应当起带头

作用，同国内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及新闻界一道展开努力，以期加速这种变化和

促进全球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 

  建议 

21. 为了实现两性平等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最终目标，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

进妇女参与发展，并增进她们在制订决策进程中的作用。为了打击人口贩运和军

事上对贩运的需要，必须增进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并且作出努力，防止侵犯

妇女的人权，尤其要特别重视发生武装冲突的区域。此外，各国一定要采取步骤，

包括在培训和问责制度方面，以期确认和打消其本国的军事部队所产生的人口贩

运需要。为求促进妇女的政治参与，必须设立各种制度，以求确保妇女在地方和

全国选举中的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