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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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姆谢德布尔

克里迪纳恩达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提交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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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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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赋予妇女权能——赋予人类权能：试想一下!”  
 

 

 克里迪纳恩达教科文组织俱乐部开始特别关注性别平等问题，但我们在 1995

年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之后便明显增强了对这个问题的强调。《行动纲

要》作为推动变革的明确框架，对 12 个重大关切领域作出了全面承诺。即使历

经 20 年之久，它依然是引导和激励人心的强有力源泉。《行动纲要》设想的世界

是每名妇女和女童都能享有她们的自由，自行选择，并实现她们的所有权利，例

如有权过着没有暴力的生活、有权上学、有权参与决策和享有同工同酬。如今，

尽管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但《纲要》所设想的男女在各方面生活中平等仍是一项

尚未完成的任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工酬比男子低，并且大都从事不理想

的工作。三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中受过肢体暴力或性暴力的蹂躏。生殖权利和保健

上的欠缺每日导致 800 名妇女死于分娩。  

 《北京行动纲要》通过二十周年纪念日为重建联系、复兴承诺、振奋政治意

愿和动员公众开辟了新机会。为了我们的共同的利益，人人都有可发挥的作用。  

 我们都有责任推动《北京行动纲要》的全面实施，因为每当妇女或女童因歧

视或暴力而不能实现自我时，受损失的是人类。 

 《行动纲要》设想的世界是每名妇女和女童都能享有她们的自由，自行选择，

并实现她们的权利，例如有权过着没有暴力的生活、有权上学、有权参与决策和

享有同工同酬。北京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意愿，使全世界为之瞩目。它汇合并

强化了全球妇女运动的势头。  

 与会人员回国时满怀希望，对如何实现平等和赋权有着明确的一致看法。自

那时以来，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公众已将《行动纲要》的各项承诺转变为国内

的具体变革，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妇女的生活。担任公职、受到法律保护免遭性别

暴力和在保障性别平等的宪法下生活的妇女和女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迫切需要采取行动落实《北京行动纲要》 

 新的发展框架必须建立在普遍人权框架之上。任何有关目标、具体目标和指

标的新框架都必须充分反映基本人权原则的原则：普世性、不可分割性、平等性、

不歧视、参与、透明和问责，而且还必须明确说明现有的国际法和人权规范、标

准和承诺是妇女发展新议程和每一关注领域的基准，确认尊重、保护和落实所有

人权应该既是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宗旨，也是检验它是否成功的最终试金石。  

改善妇女获得资源的机会 

 妇女得到一系列生产资源的机会依然比男子少，包括教育、保健、土地、体

面工作、信息和财政资源。  



 E/CN.6/2015/NGO/161 

 

3/4 14-65910 (C) 

 

协助各国减少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 

 不发达社区迫切需要减少教育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的教育项目和活动；迫切需

要向家庭提供津贴，支付女童上学所需的教育费用；培训和雇用更多女性教师；

建造和改善学校的卫生设施；为放学后需要取水回家的女童供应清洁用水。  

使妇女易于获得生产资源 

 使妇女获得生产资源对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有着直接和积极的影响，同时能

增加妇女的经济机会和权能。许多社会具有限制妇女获得生产资产和资源的制度

和做法，例如土地所有权、金融服务和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水和卫生、运输、

城乡发展、能源和私有部门发展工作设法在多方面改善妇女获得生产资源的机

会。  

水和卫生部门 

 在水和卫生活动中，妇女和男子通常有着非常不同的作用——妇女通常是农

村家庭用水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并且是家庭卫生的监管者——我们需要采用创新

办法，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工作。  

加强妇女的声音和影响力度 

 妇女影响社区和国家决策的能力时常因发声不足和缺乏决策力量而受到限

制。尽管几乎所有国家的妇女都已获得投票权，但在从地方议会到国家议会的各

级政府中，政治参与和代表性方面的性别不均衡现象仍显著存在。  

妇女获得法律服务 

 政府需要加强法律和司法体系，提供妇女发展所需的善治。此外还需要有一

个有力的法律框架，其中体现各项承诺和两性平等的执法机制，以大力推动和保

障妇女的福利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  

在冲突后局势中协助妇女 

 自《北京行动纲要》通过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

和战争对妇女和男子产生的影响不同。对妇女而言，其后果包括强奸和酷刑、流

离失所、缺乏保健服务、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和性传染疾病、精神健康障碍、寡

居及遭到性虐待。妇女和男子在缔造和平和重建方面的利益和效能也不相同。

2000 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呼吁所有参与谈判和落实和平协定的

行为体采用性别平等的观点，考虑到妇女和女童在返回和重新安置、复原、重返

社会和冲突后重建期间的特殊需要。  

 我们需要大力致力于推动男女的平等权利和人类的固有尊严以及《联合国宪

章》崇尚的其他宗旨和原则，致力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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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利宣言》； 

 必须在妇女的全面参与下，设计、执行和监测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有效、

高效和相辅相成的各级政策和方案，包括发展政策和方案，促进妇女权能和提高

妇女地位。行动纲要的实施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诺。政府和国际社会采

取国家和国际行动的承诺，包括在会上作出的承诺，表明它们认识到需要根据各

国自身和社区的情况，优先采取增强妇女权能和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  

 民间社会所有行为体、特别是妇女团体和网络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及社区组

织在充分尊重其自主性的情况下与政府合作、参与其中和作出贡献对有效执行

《行动纲要》并采取后续行动至为重要。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全面政策方案，将妇女人权纳入联合国全系统的主流，包

括咨询服务、技术援助、报告方法、性别影响评估、协调、宣传和人权教育方面

的活动，并在执行方案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有效的机制调查公职人员侵

害妇女人权的行为，并依照国家法律采取必要的法律惩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