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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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公民权、工

作权与家庭)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予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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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挑战 

20 年前《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获得通过，可时至今日，其执行仍然是一大

挑战。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其宏观经济愿景还有待在国际、地区、国家和

地方层面上与法律、财政和规划框架进行整合。虽然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已取得进

展，但在城市环境中，性别差异仍然十分突出。难以克服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

结构性调整措施（如贸易或债务修正）或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如能源或基础

设施）的考量大都忽略了性别观点。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仅有 2%的

可耕地和 10%的流通货币掌握在妇女手中。因此，亟需改变现有结构体系的明确

的政治意愿。 

宏观经济逻辑中应考虑的一个要素是，根除作为性别不平等主要致因的性别

分工。妇女通过无偿承担家务和照料工作为整个经济做出贡献。在墨西哥，2012

年办理的最新国家卫星账户显示，无偿家务与照料工作的贡献几乎相当于国内生

产总值的 22%。尽管存在这些数据，但是基于对男女歧视性陈旧观念制定的公共

政策延续了性别分工，从而增加了妇女无偿承担的家务和照料工作的份额。目前，

并未采取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办法应对包含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挑战，政府仍继

续将妇女视为复原链条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旨在缓解（目前是 80%或更多的旨在

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的接收者）而非促进采取措施将妇女纳入清洁能源政策（或

纳入能源过渡方案）的管理工作和享有所有权的努力，仅在提高能源获取途径的

措施中将妇女纳入考虑范围。提供清洁炉灶是最常见的措施，被称为“性别平等

解决方案”，它充分体现了公共政策延续性别分工的做法，即企图增加妇女从事

无报酬家务和照料工作的负担。因此，就这一方面而言，消除性别差异的关键在

于国家、私营部门、社区、家庭、妇女与男性共同分担家务和照料工作。 

此外，对于减少财富的集中度以及衡量其社会与环境影响，尚未采取系统性

办法。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全球 1%的人口拥有近一半（48.2%）的全球财

富，而底层 50%的人口只拥有不足 1%的全球资产。性别层面的问题仍然不明朗，

但是一些数据已经开始公开。举例来说，在美国，每八名亿万富翁中就有两名是

女性；而每三名女性亿万富翁中，有两名是通过继承获得这些财富的。除“贫穷

女性化”这一概念外，存在于第一经济部门和第二经济部门中的性别差异挑战似

乎难以克服。而在能源行业领域，问题不在于将女性融入不可持续的消费、生产

或积累模式；而在于，如何使世界朝着更加可持续、更加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个结构性议程，性别分工与性健康和性权利以及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

密切相关。性别分工和延续陈规的性别角色阻碍了对妇女的身体自由和自主权保

障。毫无疑问，家务和照料工作与性和生殖议程是相互联系的。有鉴于此，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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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性别平等方法在宏观经济层面产生有效的影响，就必须充分保证性健康、性

权利以及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 

根据上述所有内容，我们当前的状况是怎样的？开放工作小组已就新的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实施目标和方式提出了 17 项目标。其中，目标 5.4 涉及无偿家务和

照料工作，但它只是呼吁承认和重视无偿照料和家务工作的价值，而非通过要求

减少和在国家、私营部门、社区、家庭、妇女与男性之间重新分配家务和照料工

作来解决当前问题。这即意味着，如果继续维持该项目标的当前措辞，则在未来

十五年内，系统地促进性别平等议程的结构变革将不可能作为全球发展战略的一

部分。阻碍应对宏观经济挑战的另一个迹象是，政府已决定将各类措施的实施纳

入国家框架之下。这即意味着，如果相关措施受现行立法的约束，在将来就不可

能实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已制定了一项宏观经济议程，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把握这一时机。因此，必须秉持真正的北京精神，重新系统

地阐述目标 5.4。 

目标 5.6 规定：“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和《北京行动纲要》

以及相关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的规定，确保普及性健康、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

显然，目标 5.6 限制了对性健康、性权利和生殖健康、生殖权利的完全承认；而

且，通过与两大国际协定相连，阻碍了对其进行更深入的阐释。因此，必须修改

文本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所有人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因此，目标 5.6

应为：“确保性健康、性权利和生殖健康、生殖权的普及”。 

其他目标也应结合性别观点，进行宏观经济变革。同样，国家之间关于气候

变化、基础设施、能源、不平等的目标以及处于实施方式核心地位的目标，也应

如此。很明显，应采取宏观方法将性别视角融入每一项目标中；但是，在实现这

类整合以最终根除性别分工方面仍面临挑战。各国必须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其宏观经济层面对于实现性别平等议程至关重要。在未来几年，我们若切

实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北京和开罗就必须为 2015 年后工作议程铺平道路。 

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