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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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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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全国妇女

组织理事会提交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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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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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2015 年，国际社会将庆祝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北京行动纲要》20

周年纪念，《北京行动纲要》作为妇女和女童基本人权文书于 1995 年通过。2015

年的周年纪念是一个评估《北京行动纲要》实施情况、盘点发展进程、审视现有

挑战、突出实现妇女赋权和平等途径所面临机遇的绝佳机会。 

通过评估《北京行动纲要》的实施情况，德国全国妇女组织理事会指出，在

过去的 20 年里，由于世界各地妇女为其权利及两性平等所做的不懈努力，妇女

赋权和两性平等的实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虽然如此，1995 年在北京所做关于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的承诺仍然还未能实

现：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实现两性平等、摆脱性别定型观念和歧视、摆脱针对妇女

和女童的暴力行为、为其提供获得有报酬和护理工作的平等机会与进入劳动力市

场和利用生产性资源的平等机会等方面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两性平等应

该是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但是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还未能真正实现。 

在履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所做承诺以及实施 12 个重大关切领域的拟

议行动建议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全国妇女组织理事会想要就对实

施和实现《行动纲要》以下战略目标中的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产生影响的当前挑

战发表一些评论，这些目标是“妇女与经济”、“妇女与贫穷”以及“掌权妇女与

决策”。 

妇女的经济独立性至关重要，其能够使妇女在生活中以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做

出真正的选择，进而实现法律上和事实上真正的两性平等。实现妇女经济独立是

避免贫困和社会排斥的一个基本前提。当妇女受到多种交叉形式的歧视（例如，

基于其迁移状态、民族起源、残疾、年龄、宗教或信仰以及性取向的歧视）时，

她们就极易受到伤害。 

为了打破妇女对其配偶和/或国家的依赖，社会保障的个体化和税务权利必须

得到保证。然而，在德国，妇女真正和完全的经济独立还未实现，法律上与实际

上的情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德国宪法在法律上为妇女和男性提供了平等的

权利。从理论上讲，她们的确享有平等的机会，但是，在进入劳动力市场、雇佣

薪酬、贫困风险、养老金以及无薪酬工作方面仍然存在着性别差距。 

在德国，妇女和男性的生命历程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与男性相比，妇女中断

有报酬工作的频率更高，时间更长。她们的工资较低，因此工作时间也较少，并

且常常从事不稳定的工作（例如，短工）。短工大多为妇女所接受，并且其依据

的法律条例认为应该有一类工作者应享有较低的工资待遇（低于每月 450 欧元），

在此种情况下，其获得独立社会保障的途径受阻。设立短工框架的另外的法律条

例即为现有的税收类别。 



 E/CN.6/2015/NGO/122 

 

3/4 14-65448 (C) 

 

近日，德国经济研究院就收入和税收统计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妇女的收入

和资产比男性的收入和资产低 50%，并且妇女甚至还必须支付更高的可比收入税

收，这与不平等的税收尺度和家庭收入税收分割（夫妻纳税分割法，一种基于夫

妻双方综合收入的一半而向夫妻双方征税的体系）相关。 

获得足够的收入才能够保证独立的生活，而与男性相比，妇女获得资产却更

为困难。目前 22%的性别工资差异（为进行比较：欧盟范围内的平均性别工资差

异为 16%）明确说明了这一情况，在此基础上，鉴于企业和公司中妇女的年龄和

所处等级位置，收入差距甚至还会增加。尤其是主要由妇女从事的社会保健系统

内的工作（例如，照顾儿童和其它需要监护的人员），其收入远远低于由男性主

导的工作。 

在德国，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从 60%（2005 年）增长到 71.5%（2012

年），参与度的不断增长通常被视为是妇女经济实力的积极发展。但是，这些数

据并未考虑德国许多妇女所从事的大都是兼职、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这一情

况。据此，由于这些数据并未转换为全职人力工时以显示妇女工作时间的绝对量，

所以总体就业率的提高就是成功的体现这一看法就具有误导性。 

从事行政职位的妇女比例并不能反映出她们在职场中的存在情况和较高的

受教育程度。妇女在“高层管理者”（管理和监督委员会）中的代表性尤为不足。

在德国五大公司中，仍然仅有一家公司拥有女性董事会成员。在德国，行政层面

的工作仍然还是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在 200 家大型企业中，管理委员会成员仅

有 4%为女性，监督委员会成员仅有 15%为女性。此外，在管理和科学领域从事

行政职位的妇女仍然处于代表性不足的状态。 

生活和收入方面性别差异导致出现了 59.6%的性别养老金差距，这一差距意

味着：在老年时，与男性相比，妇女所得收入比男性少 59.6%（与欧盟范围内 39%

的性别养老金差距相比）。这一差距比性别工资差异高出近三倍！性别养老金差

距表明妇女在其生活中会不断地经历种种性别不平等。老年贫困是许多妇女的痛

苦经历，这些妇女多数从事照料儿童和其它需要监护的人员这类无薪酬工作。母

亲在老年时的收入甚至会因其所育子女数量少而减少，子女数量少是因为母亲在

照料子女期间获得有偿工作的机会不足或有限，少养一个孩子意味着减少 50 欧

元养老金。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总结，由于妇女经济独立远未实现，并且很多妇女仍然

处于经济依赖状态，所以关于上述重大关切领域的《北京行动纲要》可被解读成

对德国目前经济和就业政策的最为普遍的要求。相反，基于“男性养家者”的法

律框架妨碍了妇女获得经济独立，并提供了有限的获得体面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

的机会。这还导致出现性别隔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过多妇女从事无薪酬看护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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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此次国家、地区及国际层面的《北京行动纲要》“北京+20 回顾过程”

和即将到来的“2015 年后发展议程”将在保护和维护妇女权利、妇女赋权和实现

两性平等这几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当考虑到会对过去 20 年间所制定的性别政策、

宣言和文书的成功实施造成威胁的反女权主义运动日益发展时，就尤其需要实行

两性平等政策。必须保证为旨在实现各阶层男女平等的性别政策和结构提供充足

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推进并完成实质性且可持续的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要求两性平等

应成为理所当然的权利时，由于妇女们的意见并未得到严肃认真的考虑，所以，

很多妇女越来越感到失望和沮丧。我们不想再等 20 年才能够真正消除性别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