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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4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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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服务公会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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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印度服务公会在向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交的呈件中提

出了有关寡妇及其女儿平等接受和参与教育及就业的重要趋势和模式，以便进

行讨论并纳入商定结论： 

 寡妇及其子女的人数有十亿之众，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生活在赤贫中

（占世界人口的九分之一（11%）），导致寡妇在抚养子女时面临绝望

的“选择”，特别是让子女，尤其是女儿退学，包办他们早早结婚，

以及陷入其他被剥削的境况（行乞、童工，甚至贩运）。 

 近期，寡妇人数出现史无前例地巨大增长，原因在于武装冲突增多、

族裔清洗、艾滋病毒/艾滋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的其他负面影

响和长期存在的有害传统习俗，如早婚和强迫婚姻。 

 寡妇人数增多，使更多家庭的生活陷入赤贫，由于歧视性习俗和法

律，包括缺少继承、土地和财产权利，以及被驱逐出婚后住所，迫使

许多寡妇身陷贫穷。 

 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农村地区的寡妇面临歧视、边缘化、服

丧仪式等有害传统习俗，这限制了寡妇的个人自主权以及进入经济和

社会主流。立法反对歧视寡妇的国家往往不执行这些法律。 

 社会排斥对寡妇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超过对其他妇女造成的后果： 

 在某些国家，尽管所有妇女都无法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土地或

财产，致使无成年男性的家庭中妇女经济状况恶化，此外，寡

妇还要担心被视为“丧门星”、“女巫”，或者因为克死她们

的丈夫，还要担心被驱逐离家，使她们更难找到养家糊口的方

式。依照传统和习俗制定的财产继承法歧视寡妇。 

 尽管与男性相比，所有妇女都有可能处在失业状态，获得的收

入不够丰厚，使得无成年男性的家庭中妇女经济状况恶化，此

外，寡妇在谋求教育、工作培训或者就业方面，还要受到服丧

仪式的额外限制，即要求寡妇一年或更长时间闭门不出，或遵

守不成文的行为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 
* 未经正式编辑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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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寡妇及其子女驱逐出婚后住所，导致许多人无家可归，成为

移民、难民，或寄宿在流离失所者的安置营，加大了人身的不

安全性，原因在于寡妇通常不受出生家庭的欢迎。 
 在某些农村地区，寡妇被迫嫁给已故丈夫的男性亲属（“转房

婚”或“娶寡嫂式的婚姻”）。 

 社会孤立和回避寡妇往往造成寡妇错失培训、就业、保健、教

育和其他方面的信息和机会。 

 在受冲突影响地区，由于妇女缺少男性的保护，寡妇及其子女

面临更多基于性别的暴力。 

 让女儿退学，早早结婚，使女儿成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寡妇，重蹈母亲

为她们子女做出的“选择”，从而造成循环。 

2. 教育是摆脱贫穷的一个主要机制，各国政府必须应对丧偶妇女的社会和经

济状况，利用一切措施给予寡妇接受教育、培训和就业的权利，并保护寡妇子

女上学的权利。特别是，我们力图： 

 执行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达成的协定，按婚姻状况以及性

别和年龄分列数据，不仅用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工作，还要用于监督寡

妇及其子女工作的进展情况：对守寡问题进行研究，将其视为导致女

童失学和辍学的一个根本原因；并且纳入在童养媳、少女妈妈、儿童

户主和小寡妇、生活在大家庭的丧偶家庭，以及有子女处于危险境况

的父母的婚姻状况（包括女童和男童）方面的数据，以确定寡妇子女

过多问题。 

 与遗产法、财产权和使用权中的法律、习俗和传统歧视作斗争。 

 落实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取得的成果，挑战污名化和歧视

态度，并且包括丧偶的人，发展关于婚姻行为和态度的新标准、女童

教育的价值、妇女工作权、继承权和拥有土地权及其他人权方面的运

动。 

 资助寡妇团体，以确保寡妇及其子女知晓教育和就业方案拟订，包括

那些不具备阅读能力的人。 

 为包括寡妇及其子女在内的难以接触的群体设计教育和培训，特别是

那些四处躲藏、无家可归和在途中的人、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或寄

宿在人道主义救援营地的人和残疾人，以及其他生活在太偏远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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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战略涉及手机或电脑，计划应急款项，以备电力中断时使

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为寡妇及其子女设计驻留支助，包括在学校中为带学童的母亲和放学

后的学生提供儿童保育。 

 确保为失学青年拟订的方案包括寡妇及其子女。 

 为包括寡妇在内的家长以及学生提供权利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训，并在

课程资料中载入寡妇和没有成年男子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妇女的权

利。 

3. 在将小寡妇和寡妇的女儿情况纳入政策、方案、外联、监督和数据收集之

前，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关于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侵害女童行

为的商定结论所取得的进展是不全面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重新定义打击早婚运动，以包括童养媳成为寡妇及娶寡嫂问题，因为

以继承方式迎娶的寡妇仍然可能是儿童。 

 执行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商定结论的第 13 段，该段呼吁各

国政府考虑到寡妇及其子女： 

 确保有害的法律包括继承、土地和财产法及对寡妇的其他歧

视，包括社会排斥（13f）。 

 建立全国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处（13j）。婚姻是妇女面临感

染艾滋病毒风险的最大根源，因此，针对已婚男性及其妻子、

前妻（寡妇、离异和被遗弃的妇女）和其他性伴侣实施这种登

记制度，要求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在登记期间参加涵盖艾

滋病毒/艾滋病传播和预防、生殖健康，计划生育、营养及助产

士的重要性及可用性方面的会议。 

 确保提交联合国的国家报告包括婚姻状况和无成年男子住户的

其他数据（13j）。 

 明确将守寡的妇女、寡妇的女儿、小寡妇、婚姻状况和无成年男子住

户的信息载入： 

 第 14 段的每一节 

 第 15 段：鼓励条约机构要求各国解决女童状况问题 

 在第 16 和 17 段做出财政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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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守寡作为第 18 段女童所面临问题的关键内容。 

4. 更一般地来讲，我们寻求支持： 

 联合国关于冲突中守寡问题的特别报告与根据马谢尔关于减轻武装冲

突对儿童影响的报告建立的寡妇问题组织合作。 

 联合国守寡问题特别报告员。 

 联合国、各国政府和为寡妇团体筹资的捐助方在决策、和平谈判及宪

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中集体代表寡妇；在没有设立寡妇团体的地区设

立寡妇团体。 

 提出有关寡妇问题的知识差距是两性平等、人权和千年发展目标的主

要障碍。 

 在联合国五年期调查表中载入婚姻状况问题，以编制成员国的概况统

计，按边缘化人口分列性别数据并按性别分列边缘化人口数据。 

 传统的人口普查方法不足以收集相关寡妇数据，因此要为备用数据收

集方法（例如，国家制图和概括项目）提供资金。 

 联合国通过各机构必须使缔约国有义务承认并记录各种歧视寡妇行

为。缔约国必须提供有关寡妇遭受各种社会和经济歧视的调查数据。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一般性建议”中敦促缔约国解决它们本国

的守寡问题并填写守寡情况调查表。 

 “寡妇”问题属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国家行动计划的实

施范畴。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发展机构（英联邦秘书处、世界银行）对守寡问题

的调查结果，2011-2013 年在非洲和亚洲举行联合国守寡、人权、贫穷

和公正问题会议。 

 将守寡问题纳入所有国际和区域政策会议的主流，包括关于人权、艾

滋病毒/艾滋病、贩运、和平与安全、暴力侵害妇女、消除贫穷以及最

不发达国家切实执行联合国系统目标问题的所有会议。 

5. 我们希望确认，我们的姐妹组织寡妇通过民主促进和平及其创始主任

Margaret Owen 对撰写本呈件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