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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 

2023 年 3 月 6 日至 17 日 

议程项目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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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新出现的 

问题、趋势、重点领域和处理影响妇女 

境况问题包括男女平等的新办法 

  关于重点领域和新出现的问题“回到正轨：在交叠出现的紧

急情况下实现性别平等”的互动对话 

  主席摘要 

1. 2023 年 3 月 16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就重点领域和新出现的问题“回到正

轨：在交叠出现的紧急情况下实现性别平等”举行了互动对话。委员会副主席马

里斯·布尔贝格斯(拉脱维亚)作介绍性发言，并主持对话。以下发言者致开幕词：

社会公平和包容中心执行主任、Wada Na Todo Abhiyan(不要违背承诺)运动全国召

集人 Annie Namala；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包容性农村转型和性别平等司副司长

Lauren Phillips；开放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 Jerome de Henau；SERVIR 亚马孙流域

分中心性别平等问题顾问 Marina Irigoyen；阿拉明和平与发展基金会创始人兼执

行主任 Hamsatu Allamin；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增强经

济权能科科长 Jemimah Njuki；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主席 Mary Wangui 

Mugwanja。16 个会员国的代表、一个观察员和一个联合国组织的代表在对话中

发表意见。5 个非政府组织代表也发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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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交叠出现的紧急情况 

2. 发言者对存在多种交叠出现的紧急情况以及由此对性别平等产生的不利影

响表示关切。他们指出，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气候变化和冲突的交

织影响逆转了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根据目前的进展速度，预计需要大

约 300 年才能实现性别平等。发言者强调，COVID-19、气候变化和冲突扩大了

男女在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良方面原已存在的不平等。一个突出的事实是，2021

年，全球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妇女比男子多 1.5 亿，当年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妇女

是 2018 年的 8.4 倍。此外，发言者还指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妇女和女童比

男子和男童多 2 500 万。有鉴于此，发言者认为，必须优先考虑促进性别平等的

气候适应型粮食方案，这些方案还应力求解决处境脆弱妇女、残疾妇女和女童以

及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的问题。 

3. 一些发言者还对武装团体利用性暴力作为实现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手段表示

关切。他们指出，绑架和强迫婚姻等罪行的犯罪人往往表现出激进化和思想灌输

的迹象，利用了妇女和女童的脆弱性。他们认为，这种脆弱性源于贫困、孤立和

性别不平等。他们补充说，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尤其容易遭到贩运，

更有可能经历与有限的经济机会相关的贫困和营养不良。发言者表示，要消除冲

突的影响，需要采取交叉办法，并注重社会公正和人权以及技术的使用。 

4. 数字平台和创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与会者强调

必须收集数据，开展基于社区的监测进程，从而确定关键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

政策，促进增强妇女权能。发言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制定地方举措，将重点放在

边缘化社区和农村地区人口上，正是这些群体往往无法获得信息。他们指出，地

理隔绝、语言障碍和文盲现象会导致公众代表性不足，因此强调有必要通过能力

建设、教育和技术克服性别差距。由于贫困和不平等导致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

脆弱性增加，因此，采取集体行动、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适应型教育方案，

对于确保人人享有平等机会至关重要。 

  战略和最佳做法 

5. 一些代表团举例说明了为应对大流行病的影响及其对妇女和女童的过度冲

击而采取的行动，如制定与性别有关的政策，解决封锁期间的性别暴力问题，以

及为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提供资金和实施改革。一些代表团指出，这场大流行病

推动了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妇女权能。他们着重介绍了各自如何提供培训，帮助妇

女掌握数字技能和找到灵活的就业安排。他们还强调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如何在冲

突期间帮助简化和加快了行政程序和服务，并强调必须提高数字素养，不让任何

人掉队。 

6. 与会者着重指出，妇女在家庭领域继续承担着过度负担，既要从事无酬工作，

又要承担育儿责任。他们呼吁建立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照护服务。各代表团介绍了

各自采取的通过实行关爱家庭的政策在男女之间平等地重新分配无酬照护工作

负担的各项步骤。关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发言者强调了促进性别平等的应急准

备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将妇女纳入人道主义行动所有方面的必要性，以便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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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能受益。各代表团还介绍了他们为促进妇女的领导力和有意义的参与而采取

的举措。 

  采取关键行动，加强政策和恢复工作 

7. 与会者提议采取若干行动，以加强政策和恢复工作，增强受交叠出现的紧急

情况影响的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一些发言者强调，需要收集更多按性别分列的最

新可靠数据，用于监测危机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并为政策、方案和投资计划提供

参考。他们还指出，公民生成数据和社区生成数据可成为填补数据收集空白、加

强交叉办法的重要工具。发言者还强调，需要优先建立覆盖全民、促进性别平等

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抵御经济和环境冲击和冲突，应对妇女和女童面临的具体风

险和挑战。具体而言，发言者强调需要投资于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照护服务，同时

指出，照护经济对于支持妇女进入或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对儿童和老年人的

福祉至关重要。 

8. 此外，与会者强调，有必要通过尊重、保护和促进妇女和女童的各种人权，

将交叉办法纳入政策和方案的主流——从设计技术和创新工具，到确保妇女和女

童平等获取数字化工具和服务。为了应对粮食不安全问题，发言者强调，需要优

先开展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适应型粮食体系为中心的转型，解决相互关联的粮

食、就业、照护和气候危机。他们还建议加强两个政策领域、即性别平等和增强

妇女权能同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联系，认为二者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往往脱节，

并指出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目标很少反映在与性别有关的政策中，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