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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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争取权
利、发展与和平学习伙伴关系提交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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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声明旨在强调与黎巴嫩和至今停滞不前的主要关切地区的妇女权利有关

的关键问题和里程碑事件。 

从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视角回顾 2010 年 
  
2. 2010 年间，黎巴嫩没有取得什么值得注意的社会、经济或政治进展。政治

僵局和日益加重的安全忧虑笼罩全年。同样令人严重关切的是，各方政治势力

都不把这个国家视为负责任的义务承载者。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公民与国家的

关系依然由宗教机构来调解和裁决。 

3. “要求平等公民地位运动”和“毫无保留的平等地位运动”都呼吁政府在

其年初发布的部长级声明中对男女平等问题做出毫不含糊的明确承诺。要求政

府通过具体目标、政策、方案和里程碑事件等形式体现这一承诺，以便妇女和

民间社会组织督促政府对这些承诺负起责任。 

4. 政府没有以任何有形的方式审议此项建议。结果是，2010 年没有在妇女的

公民权利和社会应享福利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5. 2010 年的一个主要里程碑就是 2010 年 5 月颁布政令，以便于向黎巴嫩妇女

的非国民配偶及子女签发为期三年的居留许可证。 

6. 2010 年的另一里程碑事件是讨论了一项关于保护妇女免遭家庭暴力的立法

诉求，该法案由内阁讨论，随后提交国会。然而，可悲的是，许多部长随后让

宗教法庭介入实施此项新法案。 

关于妇女参政 
  
7. 我们对 2010 年黎巴嫩市政选举进行监测，结果表明，妇女选入地方议会的

百分比从 2004 年的 2%增至 2010 年的 4%，30 个地方议会有女代表。 

8. 尽管出现了上述积极迹象，但是还需要更大的进步才能缩小高级行政职位

上妇女任职人数的差距。 

9. 我们还注意到教派政治对话在稳步增多，这反映了宗教机构、信仰和宗法

机构的权力和影响力在日益增强，从而破坏了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的

任何重要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 
* 未经正式编辑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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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应享社会福利 
  
10. 黎巴嫩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应享社会福利依然直接受到现行教派政治制度的

破坏，这种制度根据宗教身份来分配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因而阻碍了妇女

享有权利和应享福利。缺乏积极的包容性公民权惯例、妇女长期边缘化及其作

为受扶养人沦为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使得妇女被剥夺权利境况进一步恶化。

此外，现行教派政治制度还阻碍着国家对权利持有者采取任何形式的问责制。 

关于积极的公民权和妇女传递国籍权利状况 
  
11. 黎巴嫩政府迄今依然不情愿对现行的歧视性国籍法实施改革，尽管“要求

平等公民地位运动”为此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动员和干预，并且得到“毫无

保留的平等地位运动”的支持。 

12. 虽然这两个运动欢迎 2010 年 5 月的政府政令为给黎巴嫩妇女的非国民配偶

和子女签发为期三年的居留许可证提供了便利，但我们还是发表一项声明，促

请政府对国籍法进行期待已久的完善改革，以确保男女平等。 

对黎巴嫩政府的紧急建议 
  
13. 关于妇女的政治权利： 

 通过一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国家战略，并研究消除对妇女歧

视委员会 2008 年 2 月 1 日分发的所有意见和建议。 

 巩固黎巴嫩妇女全国委员会的作用并出台与黎巴嫩妇女和民间社会组

织磋商及协作的机制。 

14. 关于妇女的应享社会待遇： 

 通过适当的政策和方案干预缩小妇女在经济权利和参与方面普遍的性

别差距，确保妇女的可持续经济机会，并促进其参与政治生活。 

 通过立法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争取实现保护妇女免遭暴力同盟的

目标。 

15. 关于妇女的公民权利和应享福利： 

 通过对现行的歧视性国籍法进行综合改革，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传递

国籍权利。2010 年 5 月旨在便利黎巴嫩妇女的非国民配偶和子女获得

居留许可证的 2010 年 5 月政令只是朝着国籍法改革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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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立法改革对积极而完全的公民权做出承诺，据此男女都能完全享

有应享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并且男女均可以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而

这种关系无需由宗教机构来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