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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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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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领域增强妇女权能和实现性别平等 

 教育对增强人的权能而言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从而让

国家变得更好。多项研究已清楚表明，教育对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有着

深刻的影响。从经济角度看，教育使人有学习的机会，从而使他们获得发展进程

所需的知识与技能。知识和技能都是一种经济资本形式，对促进增长发挥着重要

作用。教育生产出具有很强的能力和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力资本，而他们对经济发

展具有非常大的支持作用。由于教育对发展至关重要，所有国家都关注对人力资

本的投资，并且认为它大大有助于促进国家进步。 

 另外，受过教育的人知晓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高学历的人才能够最大程度

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实现生活的积极转变，并在促进社会和政治变革方面获得更大

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增强权能意味着人们能够保持他们发展自身才能的能力以

及实现更美好生活的能力。它同样也是丰富人们的知识、技能和信息的方式，而这

些知识、技能和信息对于帮助他们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事实上，教

育使人获得知识和技能，以便他们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 

 考虑到教育对于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致力于为全体公民

提供获得教育的机会，不论其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如何。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亚

人民应当享有上学学习的权利。因此，所有学龄段的儿童都有资格获得教育服务；

不得阻止他们注册入学。在这方面，教育应当是人人都可负担得起的，并且政府

应当承担责任，克服阻碍儿童上学的任何财政制约因素——或者生活在偏远封闭

地区的儿童的地理障碍。 

 在为所有学龄段的儿童——包括男童和女童——提供获得教育的平等机会方

面，印度尼西亚取得了巨大成就。平等获得教育服务反映了待遇的公平性，使得男

性和女性都能够毫无困难和不受阻碍地入学。印度尼西亚政府坚持，女童和男童一

样，享有相同的获得教育服务的机会。这意味着国家普遍实现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

因为在教育领域不存在任何基于性别分类的歧视。教育领域的性别歧视被视为是侵

犯人权，它还给社会带来了根深蒂固的差异，这违背了教育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实

际上，印度尼西亚考虑到了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并且将其融入了国家的教育

体系，这保证了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各级教育的男性和女性比例。 

 在性别平等的背景下，为女性提供优质教育特别有益，因为它能够打破贫困

的循环。高学历妇女将有广泛的机会，找到不错的工作，获得不错的收入，从而

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受过教育的妇女很可能结婚更晚，并拥有人数较少和更健康

的家庭。她们认识到保健的重要性，并且知道如何为子女和自己获得保健。受过

良好教育的妇女拥有知识和技能，因此有能力更好地养育子女和赡养父母，这会



 E/CN.6/2015/NGO/202 

 

3/3 14-65952 (C) 

 

使青年人口的素质得到提高。她们还更可能送子女上学，所有儿童享有在性别平

等的基础上获得高质量教育的相同机会，这为未来培养了高素质的年轻后代。 

 过去十年来，印度尼西亚在减少教育和识字率领域的性别差异方面取得了巨

大进步，并且还增加了公共部门的妇女参与，特别是在国家与立法机构相关的政

治领域。为审查性别比率，我们可以采取使用男童和女童净入学率和毛入学率这

两个指标的方式。这里，使用入学率反映了男童和女童入学的实际差异，并最大

限度地减小了性别结构对学龄人口的影响。 

 2012 年全国社会经济调查数据显示，小学女童和男童的净入学率分别达到

99%和 98%。初中出现类似的百分比，显示女童和男童的净入学率分别为 74.4%

和 74.5%。与此同时，这两类性别的高中毛入学率分别为 68.5%和 67.9%。该数

据表明，在获得教育方面，不存在任何对男性的偏向。同样地，在 15-24 岁人口

中，男性和女性的识字率完全相同，各为 98.8%。不过，说到高中和高等教育，学

龄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根据地区不同，在获得教育方面面临一些困难。存在

各种制约女童获得高中教育的因素，包括没有学校或距离问题。而且，年龄较大

的女童经常由于早婚而中断学业。但是，如世界银行以及教育和文化部的研究报

告（2013 年）所示，在高等教育层面，入学的女性和男性比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但是，存在着性别陈规定型化问题。从职业学校和大学里女学生和男学生选

择的专业看，在印度尼西亚，这一问题仍然很普遍。女学生传统上与社会学联系

在一起，如护理、儿童发展、公共卫生、牙科以及教育；而男学生则大多数集中

在技术科学领域，如土木工程、电子工程、农业和林业。这种与专业领域相关的

性别隔离是塑造印度尼西亚社会观点和态度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信仰所导致的。

家庭经济传统上被认为是男性的职责，妇女负责家务，这让她们可以待在家里或

者在家工作。就像在学校和大学选择专业领域时出现的性别陈规定型一样，男性

和女性在发展职业道路时也是如此。在这方面，面对传统上被认为是由男性领域

的职业，女性经常被建议放弃该领域的职业机会。 

 由于性别陈规定型化在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需要一些时间来改变这种文化

信仰。尽管性别陈规定型观念事实上仍然普遍存在，但通过教育增强妇女的权能

是一项务必执行的任务，印度尼西亚政府非常坚定地承诺改善男性和女性获得教

育的途径与质量。这种优质教育很明显对于为获得参与公共部门的大量机会铺平

道路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受过教育的妇女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能力

和才能，做出贡献，参与并受益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实际上，教育

是增强妇女权能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在决策进程中，必须考虑到教育领域的性

别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