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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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大学妇

女联合会和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提交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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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段的规定予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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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加拿大大学妇女联合会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二十周年审查之际加入全

世界不断高涨的声音，以凸显当前有碍其全面执行的障碍，特别是在暴力侵害妇

女和女童行为以及贫穷等重要领域，以及这些障碍对教育和培训工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妇女和女童的教育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教育是一项人权……

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必不可少的工具”，“如要更多的妇女成为变革的推

动者，就必须要有平等的机会取得教育资格”（《北京行动纲要》B.69 条）。 

 我们知道，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一直存在，它直接影响妇女和女童的健

康、教育、经济保障和总体福利。 

 今天，歧视和暴力的事例仍然不胜枚举，给妇女和女童教育带来不利影响，

包括女童教育经费不足、早婚和强迫婚姻、童工、贫穷、缺乏适当卫生、校内外

性暴力和性骚扰、利用强奸作为战争武器以及恐怖集团实施的绑架和暗杀。 

 如《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中深刻表示的那样，要解决这些问题，会员国必

须朝着在教育过程和整个社会中为妇女和女童建立尊重、公平、平等和包容的文

化而努力。 

 自上次审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来，国际社会目睹了明确以破坏女童

教育为目的的可耻暴力行为，包括刺杀马拉拉·尤萨夫扎伊未遂事件和尼日利亚

大规模绑架女学生事件。针对尼日利亚在校女童、巴基斯坦的马拉拉·尤萨夫扎

伊以及阿富汗妇女和女童发泄的仇恨和暴力只会在一个助长暴力的环境里存在，

那里的人惧怕采取行动、对威胁毫无觉察，或者把不可接受的行动方针作为规范

接受。归根结底，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表现，必须予以解决。 

 暴力对妇女和女童的潜力的影响未必都是这样剧烈或极端，暴力行为在全球

各地的学校和教室处处可见，恐吓、包括性恩惠（特别是在学校收费的国家）要

求在内的性骚扰、胁迫和露骨的歧视等现象比比皆是。 

 私人领域存在的亲密伴侣和家庭暴力也会间接影响妇女和女童的教育。例

如，研究人员发现，十几岁的年轻夫妻之间发生的暴力会影响自尊、教育成绩以

及后来的收入。因经历或目睹暴力行为导致儿童的身心受到影响，会对儿童的学

习产生巨大影响。家庭暴力环境下的儿童更有可能在语言、运动和认知技能评定

方面得分较低。 

 贫穷也影响着妇女和女童的学习和教育成就，要么是因为没有钱交学费买校

服，要么是需要在家出力或外出务工。根据有关千年发展目标的最新信息，虽然

全世界已接近实现初级教育平等，但贫穷仍然是中等教育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对

年龄较大的女童，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依旧在削弱为实现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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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所作的努力。青年妇女如果不能完成中等教育，其更有可能继续陷入贫

困不得脱身。 

 与此同时，与贫穷有关的健康不良问题也会导致认知能力降低并影响在校成

绩，增加年龄较大的儿童和青年出现学习障碍、留级和辍学的比例，导致智商低、

语言能力和成绩差。 

 在加拿大这样的富国，贫穷、缺乏资源以及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也会影

响到教育成就。例如，土著妇女和女童承受极为严重的贫穷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同时教育程度和识字率都较低。2006 年，加拿大有 37%的土著妇女未完成中等教

育。此后这一统计数字几乎毫无变化；根据加拿大最新的人口普查，因纽特妇女

受教育程度最低，25 到 64 岁之间的妇女有 47%没有证书、文凭或学位，其次是

第一民族妇女，无证书、文凭或学位的占 30.1%。总体上梅提斯妇女的教育成就

较高，但仍然落后于加拿大一般人群。 

 为确保妇女和女童接受所有程度的教育，并减少暴力和贫穷对教育的影响，

所有会员国必须： 

 持续地让人们认识到妇女的权利属于人权，占世界人口 50%的妇女应当

受到尊重，应当享有发挥最大能力的机会； 

 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都拥有安全的学习环境和家庭，免遭暴力、歧视和

系统性的贫穷； 

 保证一致承认、记录、预防并最终结束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包括亲密伴侣暴力、性暴力、非法酷刑、早婚和强迫婚姻、残割

女性生殖器以及作为战争武器的强奸和性别暴力； 

 促进妇女和女童有意义地参与制定影响其生活，特别是影响其在教育机

构中的体验的政策、方案和决定； 

 确保提供各级优质公共教育，包括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以

及负担得起、灵活和优质的儿童保育服务，使妇女能够获得教育机会、

培训和就业； 

 全面执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包括为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教育

分配公平的资金； 

 分配公平教育资金，以便在科技领域和技能型贸易中吸引和留住妇女和

女童； 

 促进持续针对识字和识数能力低下的父母开展教育和就业培训。他们相

应地将提高与子女一起终身学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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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父母参与其子女入学的教育机构； 

 为基层和国家级的妇女组织提供直接、长期的核心资金，加快各级妇女

权利议程和运动建设的进展。 

 加拿大大学妇女联合会认为，故意否认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是一种暴力侵害妇

女和女童的行为，阻碍了妇女增强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能。在 1995 年妇

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0 年之后，持续关注安全获得优质

教育和免遭暴力的问题，以及会员国承诺为此提供资源，都将有助于在全球确保

性别平等。 

 鉴于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对《北京行动纲要》的核心关切领域开

展了审查，我们呼吁各代表团确保这些问题引起决策机构的关注并在国家层面得

到执行。 

 加拿大大学妇女联合会是一个无党派、自筹资金的志愿组织，拥有 100 多个

加拿大大学妇女联合会俱乐部，遍及加拿大每一个省。自 1919 年成立以来，加

拿大大学妇女联合会一直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和促进人权、公共教育、社会正义

与和平。联合会具有联合国专门咨商地位，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小组

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加拿大大学妇女联合会是代表全世界妇女的大学妇女国际联

合会最大的附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