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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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北京后

协调行动提交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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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公布里程碑式的《北京宣言》及其《行动纲要》

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现在是评估所取得进展的时候了。 

 非政府组织瑞士北京后协调行动请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结论意见中写入以

下几点： 

 应对各国取得的进步表示认可，落实《北京行动纲要》的后续工作应建

立在这些进步的基础上。 

 没有国家做到了完全平等，《北京行动纲要》应在所有国家得到彻底落

实，无论该国的发展水平如何。关键在于承认所有人的人权，消除所有

形式的歧视。 

 落实《北京行动纲要》要求对社会进行改造，采取性别平等主流化等措

施从性别平等角度评估所有行动，挑战与地方传统密切相关的陈规定型

观念。性别主流化也有助于把消除男女不平等这一具体目标纳入即将于

2015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方案。 

 各国应为落实《北京行动纲要》投入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若国家寄希

望于民间社会的各个组织来完成某些任务或协助这些组织建立提高妇

女地位所必需的机构，那么国家应保障这些组织在结构和财政上能够

长久维持下去。仅为项目和福利提供补贴的制度无法保障民间社会组

织的独立工作，而这种工作对于进行关键而高效的合作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 

 现在应抛开发展和人权之间的争论向前看，不再无休止地纠结于《北京行动

纲要》的语言，不再通过纠缠某些段落的内容来质疑已被核准的措辞的合理性，

应立即落实《行动纲要》，采取必要措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妇女如今正遭受深重的挫折。伊拉克、叙利亚和尼日利亚各武装组织发表的

令人震惊的声明只是风波之上的冰山一角，哪怕最开放、最进步的社会也会受到

这些险恶风波的影响。 

 现在应行动起来，在 2015 年重申《北京行动纲要》的重要性。我们提出这

些请求是基于我们在瑞士的经历。瑞士在外人眼中似乎是真正的天堂，但是妇女

的权利和处境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水平。 

 诚然，我们在培训和教育方面确实做到了平等，几年来，获得大学文凭的女

性人数超过了男性。瑞士妇女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其他国家妇女。瑞士妇女的

基础医疗有保障。瑞士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诸多行动促进和实现性别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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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北京行动纲要》中所述的关键领域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瑞

士政府在妇女地位委员会本届会议筹备期间提交给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也承认

了这一点。 

 这些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与陈规定型观念有关，这些观念深深地植根于对女

性存在偏颇的集体评价中，并且通常是无意识的。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

时常鼓吹这种观念，例如社交网络。在试图增进妇女的作用，宣传有能力的妇女

形象时，总会遇到极度强调妇女和女童的性别的情形。瑞士女议员抱怨部分男议

员的不当言论，而其他议员却对此全然不理会。同时，瑞士社会自认为消灭了性

别不平等，所以在这种环境中很难分辨出性别暴力。陈规定型观念也影响了妇女

的专业选择、就业率、无偿护理工作的参与情况(在家庭或社区)以及获得与男子

相同的报酬问题(尽管自 1981 年以来瑞士《宪法》一直明确规定男女同酬，自 1996

年以来一项联邦法律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 

 这些不平等也与法律上的平等在现实中未能得到实现有关。妇女受到一系列

法律文书的保护，然而，这些文书并不总能得到落实。例如，在家庭暴力方面，

尽管当局有依职权起诉的义务，但仍有一些诉讼程序被禁止启动，在与贩运和剥

削人口的问题上，受害人有时只有在办事官员大发善心时才能得到确认。这一现

象在同工同酬问题方面尤为明显，妇女在提起诉讼时缺乏充分的比较标准，国家

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系统性的经济研究。联邦男女平等局每年只能审查少数此

类案件，而且审查的对象仅限于瑞士联邦的服务供应商。不过，2014 年 10 月，

联邦委员会决定采取新的措施保障在瑞士全境实现同工同酬。 

 妇女继续受到歧视，无法走上公共或者私营部门的决策岗位。需要决策人员

的企业通常会辩解说，妇女没有充分展示担任这类岗位的能力和意愿，而且妇女

们都很顽固。这些理由明确地显示人们非常希望妇女像男子一样行事，以胜任负

责人一职，却不考虑她们是女性，而且女性有着另外一套分析问题、回应请求或

与权威打交道的方法。这又重新涉及到了陈规定型观念的问题，也涉及到为既定

的性别角色。同样，如果一名男子希望从事主要由妇女从事的行业，那么他的男

子气概便会受到质疑。 

 瑞士在对外政策中倡导从性别角度，即性别主流化的角度评估公共活动，但

在本国，却仅在一些小镇和一个联邦部门得到落实。这种重要的结构上的进步来

自北京会议，但未能成功适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瑞士各州和市响应瑞士全国行

动计划，建立了性别平等办公室和性别平等部。然而，在多次削减预算之后，这

些机构被合并甚至被取消。不过联邦法院提到，建立这些机关是对适用关于男女

平等的宪法条款所做承诺的一部分，有时需要实行制度和组织方面的措施。 

 在实行了一些制度机制之后，许多政治家和行政部门表达了对民间社会的强

烈期许。瑞士社会有大量捍卫妇女权利的协会，但通常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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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女性的财力往往低于男性，因此无法为这些协会的活动提供大量的资金，导

致这些协会缺乏资金支持。妇女协会需要得到基本的资金支持来实现其成员和国

家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