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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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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协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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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总体背景 

 国际人权协会于 1998 年在法国成立，旨在加强公民，尤其是妇女儿童的人

权教育，提高其人权意识。2014 年 7 月起，该协会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咨商地位。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将于 2015 年 2 月在纽约召开，该会

议将着重探讨 1995 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上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

纲要》的落实情况。 

 在 1995 年的会议上，与性别问题相关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由 189

个国家在全体会议上投票通过，《宣言》旨在推动和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权利。这

是参会的各国政府为女性权利在生活各方面，包括个人、家庭、集体、经济、社

会、文化和传统等方面的发展作出的承诺。 

 尽管妇女及女童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制约《北京宣言》实施的

不利因素依然存在。 

 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性别问题的存在，但他们与大会所制定的目标仍然相距

甚远。男女不平等和对女性的歧视行为仍然存在于生活的各个层面。 

 尽管有很少一部分女性进入到企业的高层，但这对大多数女性来说仍然高不

可攀。 

 例如，法国从 2012 年起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支持女性进入高级管理层，到

2017 年女性在管理层中所占比例有望达到 40%。 

 在法国，2014 年女性的平均薪水要比男性低 19.4%，这是该数据近年来首次

低于 20%，而不久前这一数字为 27%。  

 此外，法国现届政府规定领导层中男女比例必须均等。 

 男女均等的原则还体现在选举名单的构成上。然而，法国议会却远未体现其

所追求的男女平等。 

 距离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已经 20 年了，但妇女完全融入

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女童的教育，以及对各类暴力行为的禁止仍然是

很棘手的问题。 

 卢旺达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好。去年九月进行的立法选举中，女性议员占全

部议员人数的将近 2/3。女性在国民议会中所占比例更高。女性占据国民议会全

部 80 个席位中的 51 席，即总席位的 63.75%，而上届任期，女性议员占全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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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 56.3%。这正是《北京宣言》第 12 条所鼓励的：“赋予妇女权力及能力和

提高妇女地位”。 

 一些国家至今仍不愿意推行男女平等原则，他们认为家庭和社会中某些角色

和领域是专属于男性的，妇女和女童作为弱势群体应该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 

 相反，科特迪瓦效仿塞内加尔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成就。从 1984 年

起，塞内加尔在武装力量上采取了很鲜明的性别政策。科特迪瓦政府在 2014 年 5

月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宪兵队招募女性的报告。在 2015-2016 年的招募中，军官

和士官的招募人数中女性预计会占到 10%。 

 国际人权协会积极参与到反对不平等的斗争中，并尖锐地揭露针对女性的不

平等行为。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30 日，国际人权协会按照惯例在社交网络开展了反对家

庭暴力的活动。2013 年 6 月该协会也曾组织过类似活动。 

 在全世界有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2013 年法国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人数与前

几年相比有小幅的下降。法国内政部和妇女权利部的研究指出，2013 年家庭暴力

共造成 146 人死亡，其中女性 121 人，男性 25 人。他们的死亡均是由他们的伴

侣或前伴侣造成的。 

 因此，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的，侵害了人权，违反了现

存国家、地区和国际法律文书中的规定。 

 国际人权协会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在法国国民议会召开研讨会，揭露并让

人们充分意识到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此外，国际人权协会还强调了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包含在《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中。 

 女性应该在男性未取得成功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领域发挥作用。 

 女性投入到社会经济发展中无疑会创造出一个比如今更好的社会模式。然

而，男性与女性应该相互合作，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经济独立并未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由于经济不能独立，女性缺少成立公司的

资本或在企业内发展的条件。有时她们甚至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不知道如何取

得主动权，开展事业。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由于缺乏用于保证归还银行贷款的担保，女性很少能拿

到银行贷款。 

 国际人权协会还就这一问题于 2013 年 11 月 23 日召开了圆桌会议，让人们

意识到女性创业所遭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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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的女性在经济独立方面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农村地区的女性是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巨变的支柱，而这些巨变都是社会

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而农村地区的女性往往是被政府公共政策和联合国机构所忽

视的群体。那么，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呢？ 

 解决温饱？医疗救护？让儿童，尤其是女童接受教育，使女童免于割礼、强

暴或强迫婚姻？让女性进入她们由于某些习俗无法进入的领域？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粮食危机、内战、人道主义灾难及气候变化，女性的地

位每况愈下。 

 国际人权协会 11 月 8 日[2014]在巴黎组织了慈善晚会来支持农村地区的妇

女。本次活动的目的就在于为喀麦隆洛博和中非共和国锡布-彼撒地区女性的小额

经济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女性在农村劳动力中占很大的比例，然而由于一些古老

的习俗，她们却被排斥在土地劳作之外。因此，经济独立不仅对于她们自身的生

存，她们的家庭及农村社区的发展很重要，这还关系到整体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自 1995 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被 189 个国家全票通过以来，

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阻力依旧存在，但取得的进步也不可否认。国际人

权协会将继续敦促各国更好地落实 1995 年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