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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09 年 3 月 2 日至 13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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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 

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男女平等分担责任， 

包括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护理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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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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
 

 
 

 第五十三届会议关于男女平等分担责任的主题与 74.5 万名社会工作者息息

相关。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断努力，推动因地位下降而处于经济、社会和心理困境

的妇女和女童享有权利与自由。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代表世界 90 多个国家的

专业社会工作协会，旨在为所有人民，特别是那些在现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下处境最不利的人民促进社会公正和人权。我们特别关切所有社会中妇女的地位

和福祉，在这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动荡时代尤为如此。 

 1999 年，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制定了妇女问题政策，指导我们非政府组织

的立场，并指导我们代表妇女开展宣传工作。我们把妇女权利视作一项人权，并

特别支持今年的主题——男女平等分担责任，包括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护

理。这一主题涉及到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的千年发展目标 3。在这个政

治、社会、经济动荡，且由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而情况恶化的时代，我们强烈

敦促各国政府考虑影响全世界妇女的五个关键因素： 

 1. 贫穷 
 

 今天，超过 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世界上大多数赤贫人口是女性。

在世界范围内，妇女的年平均收入是男子的一半左右。贫穷是影响妇女健康，特别

是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首恶：妇女和女童往往最后用餐，女性健康问题被认为比家

庭其他问题次要。为了避免饥荒，父母可能把女儿卖入火坑，母亲有时也被迫卖身

来养活孩子。(http://www.unfpa.org/intercenter/beijing/poverty.htm) 

 在贫穷国家中，女童比男童更经常患营养不良；在较发达的国家中，没有男

性伴侣的女性更易生活在贫穷之中(1995 年北京会议；美国 2000 年人口普查)。

土著妇女以及患有各种身体、发育和情感残疾的妇女处境尤为不利，难以摆脱贫

穷(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2005 年)。 

 在过去十年中，生活贫困的妇女数量较男子有不成比例的增加，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除经济因素外，僵化的社会性别角色和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

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也有责任。虽然贫穷影响整个家庭，由于性别分工和家庭福

利责任，妇女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在日益匮乏的条件下竭力管理家庭的消费

和生产(《北京行动纲领》第 48 和 50 段)。妇女迫切需要更大的经济机会和经济

社会支持机制来避免贫穷。 

 2. 经济 
 

 虽然妇女承担了全球大部分的工作，但并未平等地分享收入、储蓄和财富。

妇女往往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被剥夺教育和社会责任竞争而受到歧视。养家糊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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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常常是妇女，因此经济上的歧视常常对其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产生不利影

响。消除就业歧视以及在私营企业、农业和正规就业场所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被视

为帮助妇女克服贫困的有利方法(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1999 年)。照料儿童通

常是妇女的主要责任，获得可负担的服务对于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至关重

要。我们坚决支持各种旨在促进妇女经济自给自足的主要经济方案，包括支持土

地和其他财产所有权和登记、为家庭经营的事业提供小额信贷以及致力于提高经

济地位的受教育机会。 

 尽管健康状况下降，女性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仍可受益于小额融资机会。

她们往往承担照顾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配偶和健康状况不良的亲戚的大部分责

任。两性不平等使妇女难以得到适当的护理、治疗和支持(http://www.icw.org/ 

FAQs-womengirlsHIV)。 

 3. 教育和培训 
 

 根据千年发展目标 2，初级教育是一项人权(联合国，2000 年)。然而，三分

之二的文盲是妇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 年)，这一因素继续妨碍妇女养活自

己和家人的能力。在非义务教育国家中，女童受教育的机会有限，她们往往成为

家庭和工作中的文盲。女童因为自然灾害和人为冲突被迫迁移，缺乏接受教育的

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在发展中国家，女童入学可使其通过教育免受艾滋病毒、贩卖人口和其他形

式的剥削。受过教育的妇女更有可能晚婚且少生孩子(其子女更可能上学)并为家

庭收入作出重要贡献。女童教育能减少贫穷和儿童死亡率、改善家庭营养和健康

并加强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预防(http://www.worlded.org/WEIInternet/gwe/ 

index.cfm)。 

 艾滋病流行也极大损害了女童接受教育的能力。潜伏期年龄的女童因父母一

方或双方死于艾滋病而被迫承担主要照料者的角色，使其无法继续自己的教育。由

于艾滋病毒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因缺乏健康的成人教师而被削弱。

医疗开支和其他机构支出使社区无法为教育提供基金(http://www.unicef.org/ 

lifeskills/index_8657.html)。 

 4. 健康 
 

 缺乏适当的卫生保健是世界各地妇女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暴力、营养不足以及缺乏预防保健服务，许多人身体和心理健康不佳。

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妇女人数和伴随这种疾病的耻辱侵犯了母亲经济自给

自足的能力，因此这些家庭中儿童培养问题极为引人关注。 

 世界各地妇女越来越多地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截至 2005 年年底占艾滋病

患者的 50%。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感染率，妇女将很快占全世界感染人群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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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社会中，妇女和女童被禁止与其性伴侣讨论禁欲、忠诚和使用避孕套等问

题，这一点令人沮丧。奇怪的是，她们常常被指责导致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

并在感染疾病时遭受污蔑。两性不平等和缺乏预防性、阶段性和紧急保健使妇女

易受到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伤害(http://www.4woman.gov/hiv/worldwide/)。 

 5. 暴力 
 

 对妇女的性暴力发生在世界各地所有社会中，不论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

治背景如何，包括情感、身体、性和/或口头攻击、虐待老人、性骚扰、强奸、

性剥削和贩卖、强迫怀孕、强迫堕胎和绝育(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1999 年)。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法往往未能充分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和其他形

式的侵害。 

 性暴力行为增加了妇女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风险。这种疾病对妇女也有

许多直接和间接影响，包括照顾家庭中生病成员的额外责任、成为寡妇和/或感

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财产损失以及在人们了解其艾滋病毒状况后遭受的暴力虐

待(http://www.4woman.gov/hiv/worldwide/)。 

 我们坚信，上述五个议题概述了世界各地妇女的主要关切。各国政府、企业

和民间社会组织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必须采取行动提高妇女和女童的地位和

权利，特别是那些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时代承担过多照料责任的妇女和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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