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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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教会联合行动联盟提交

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予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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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教会联合行动联盟简介  
 

 

 教会联合行动联盟是由 70多个国家的 146 个教会及其相关组织组成的网络，

其中大多数组织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在全世界 140 个国家工作。本组织承诺尊重，

增强和保护所有妇女、男子、女童和男童的尊严、独特性和固有价值及人权。我

们不因国籍、种族、性别、性别认同、性取向、宗教信仰、阶级或政治见解而实

行区别对待，并坚决反对这种歧视。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信仰组织，我们再次承诺

促进所有人的人格尊严，缩小两性差别和积极解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论是社

会、经济还是政治关系。 

 本组织从需要和人权出发，同社区和个人合作，确保时时刻刻考虑到社区的

力量和能力，特别针对遭受歧视和处境最为不利的人。  

北京+20、贫困和 2015 年后议程 

 1975 年，大会会员国确定妇女权利的需要是联合国议程的核心。第一个国际

妇女年已经肯定了这一点。尽管过去 40 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妇女的很多权利

还没有充分实现。本组织敦促各会员国利用商定《北京行动纲要》20 年这一机会，

呼吁为了妇女和女童的福祉作出根本性的变革，强调需要继续关注的重要领域，

找出可以同 2015 年后发展以及妇女、和平和安全议程相互协同之处。  

 这些关键领域包括：  

– 平等获得经济资产的权利，包括独立拥有土地、财产和收入的权利，薪

酬平等、承认妇女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承认她们在承担无偿照

顾的责任；  

– 妇女进入和参加决策和领导；  

– 平等享有保健系统，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这方面的权利和服务；  

– 平等享有各级教育；  

– 保证享有无暴力、无剥削和无恐惧的生活；  

– 气候变化和灾害对男女两性造成的不同影响，并证明妇女开拓性地参与

减少灾害风险的效益。 

 性别不平等继续是导致贫困的最大驱动因素之一。只有各级决策者重视并处

理性别不平等及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歧视，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为此，本组织

继续呼吁将性别平等单独作为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一整套续订的变革指

标中的目标。作为一个信仰组织，我们承认，可以将宗教信仰作为根本性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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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积极力量，但当宗教信仰成为阻碍进步的一种障碍时(如《北京行动纲要》

第二章第 24 条明确指出的)，我们感到遗憾。本着这一精神，我们申明第二章第

9 条以及全面实现所有人权和自由的必要性。  

经济公正和粮食安全 

 世界各地的妇女仍在为获得收入、信贷和土地等经济资产的机会而奋斗。大

多数妇女从事朝不保夕的低薪酬工作，大多数无偿照顾的责任由她们承担，而且

继承权方面的歧视性法律和做法依然存在。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农业部门。在这一

部门，全世界 70%的从业农民是女性小农户，所耕作的土地不足两公顷。她们在

20%的土地上总共生产了供应消费者的 50%的粮食。妇女是促进和维持全世界

190 万种物种的种子和作物品种的关键行为者。现在是承认、支持和奖励妇女对

粮食安全作出的重要贡献的时候了。  

领导和参与 

 全世界仍然只有 22%的议员为女性，领导岗位上的妇女人数远远少于男性。

但是，仅仅增加数目还不能使妇女切实参与决策结构。需要逐步挑战各级包括家

庭内限制妇女有效参与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规范。配额制度可能是有帮助的临时

性措施，但同时必须配合进行更广泛的努力实现可持续的变革。这些变革包括培

养各年龄组妇女候选人的能力、加强青年妇女的权能、知识分享和建立联盟。  

性别暴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妇女和女童中估计有 35%受过性别暴力的侵

害。这一数字不仅高得可耻，而且对可持续发展带来有害影响。必须突出指出并

挑战家庭暴力、残割和切割女性生殖器等有害做法、早婚和逼婚以及继续把强奸

当作战争武器的行为。男童和男子也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特别是在冲突期间。

这一点常常被忽视，也没有报道，然而这种情况对整个社区却有着严重的影响。

为了解决性别暴力的问题和实现消除一切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目标，有必要

将之列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落实工作需要立法和有效使用法律框架，在预防

和应对两方面进行充分投资，并重视向永久延续暴力行为的各种有害的社会和文

化规范提出挑战。  

孕产妇保健以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 

 孕产妇保健必须继续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优先事项，但迄今进展过于缓

慢：2013 年，将近 300 000 名妇女死于同妊娠和分娩有关的原因。不全面实现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包括计划生育以及适合不同年龄和不同情况的性教育，就

不能降低孕产妇死亡的数量。围绕如何解决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方面的消极

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争议和嗣后的不作为，已经给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带

来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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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初等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缩小了，这一点值得庆贺。然而，男子和男童在中学

和大学以及职业教育方面的机会仍然多于女性。早婚和逼婚、强迫怀孕、害怕报

复、不平等的家务和抚养子女的责任、缺乏体面的卫生设施、男女儿童性教育与

生殖教育的无效和不适当以及性暴力等种种障碍继续阻碍女童和妇女平等参与

教育和学习。  

对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建议 

 本组织呼吁各会员国对《北京行动纲要》、变革性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以及

在国家一级全面落实各项承诺再次作出承诺，并调整承诺重点，包括：  

– 充分落实现有协定和承诺，不打退堂鼓，不破例，不食言；  

– 为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充足的资金，包

括为地方一级的妇女权利组织提供资金；  

– 国家财政政策和国内资源调动也应通过利用累进直接税、社会保护和性

别平等预算编制，促进性别平等；  

– 承认信仰可以在建立有复原力的社区、促进福祉和实现性别平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 

– 协同努力，包括通过男子和男童的参与，解决有害的社会规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