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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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产业研究中心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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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宣言》旨在提高妇女在生活各方面的地位： 

 性别平等 

 妇女担任公职 

 妇女在社会中的尊严等 

 现在的问题是，20 年后是否取得了进步，如果没有，需要应对哪些挑战，才

能实现这一理想。 

 在性别平等领域已取得了长足进步，许多国家设立了监测进展情况的机构，

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为此建立了一个名为“性别、家庭与儿童部”的独

立部门。 

 该部的工作由妇女主持，该部为面对现实情况而推动相关法律的通过。 

 本着这一精神，妇女担任公职变得轻而易举，由各区的文化差异而定，不同

国家妇女所占比例分别达到 50%、30%和 20%不等。 

 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妇女尊严问题，在过去 20 年里尤其是在非洲，不断加剧

的贫穷现象破坏了妇女的尊严，这阻碍了妇女发展和妇女获得权能。 

 除贫穷外，还有在全世界尤其是非洲横行肆虐的武装冲突现象。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十分典型，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打破了世界纪录。 

 事实上，1996 年前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通报发

生了 200 000 多起强奸案。这一数字大大低估了虐待行为的广泛程度及其造成的身

体、精神和经济上的后果，妇女和女童心存恐惧及其他一些因素阻止了她们报案。 

 联刚特派团指出，强奸现象在军队和政府安全部队中十分普遍，而且在刚果

男性平民中也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在刚刚结束冲突的省份。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性暴力现象有多种根深蒂固的原因和助长因素，主要与以

下方面有关： 

 1. 冲突地区妇女地位严重恶化； 

 2. 国家管理薄弱； 

 3. 社区保护机制丧失等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首先必须振兴国家，想方设法促进公民身份，并为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