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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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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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关切 

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主席摘要 

1. 2023 年 3 月 10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一系列互动对话，评价了第六十二

届会议优先主题“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的商定结论(E/2018/27-E/CN.6/2018/20)的执行工作进展。南非社会发展部长琳迪

韦·祖卢和委员会副主席马里斯·布尔贝格斯(拉脱维亚)主持了互动对话。 

2. 作为审查的一部分，以下 7 个会员国自愿提供了关于趋势和挑战的资料：巴

西、智利、科特迪瓦、约旦、蒙古、沙特阿拉伯和乌克兰。 

3.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政策、方案和政府间司司长

Sarah Hendriks 介绍了秘书长关于审查主题的报告(E/CN.6/2023/4)，报告借鉴了会

员国和其他来源提供的资料，审查了会员国对委员会在优先主题为“实现性别平

等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挑战和机遇”的第六十二届会议上所商定

结论的执行情况。该报告审议了会员国在下列领域采取的行动：加强规范、法律

和政策框架，以促进和保障充分享有人权，消除歧视和暴力，促进所有农村妇女

和女童获得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生产性资源；执行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的

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性别平等主流化、财政政策、粮食安全和营养、体面工作

https://undocs.org/ch/E/2018/27
https://undocs.org/ch/E/CN.6/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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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家精神、照护工作、教育、卫生和性别统计；加强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的

集体声音、领导力和决策力。 

  加强规范、法律和政策框架 

4. 所有提交国家自愿情况介绍的国家都报告了在加强规范、法律和政策框架方

面取得的进展，而一些国家强调了执行商定结论、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要》之间重要的协同增效。大多数国家都如其宪法所载明的，承

认妇女的平等地位、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一些国家认识到，实现性别平等和增

强妇女权能是应对气候变化集体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还强调，农村妇女和

女童，特别是土著农村妇女和女童，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格外严重。一些国家列

举了采取支持可持续农业政策的例子。 

5. 各国强调了在执行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在

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国家行动计划以打击性别暴力，包括工作场所的性

别暴力。多个国家指出，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暴力侵害妇女的祸

害加重。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面临的暴力风险过大也被认为是一个关键问题。 

6. 会员国颁布了法律和政策，促进农村妇女加入工作场所，并禁止劳动力市场

上的歧视。这些措施包括保障平等就业机会和同工同酬。此外，会员国报告说，

已启动方案和培训中心，以增加和促进农村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

在她们代表性严重不足的技术等领域。 

  实施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7. 会员国扩大了国家性别平等机制的范围和影响力，以加强性别平等主流化并

协调政策的执行工作。这些国家强调政府需执行涵盖所有妇女和女童的社会政策，

以保护、动员妇女和加强妇女的能力。 

  加强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的集体声音、领导力和决策力 

8. 会员国强调必须改进措施，以加强妇女在各级决策中的领导作用和参与，并

推进增强农村妇女政治权能的工作。会员国还强调了在妇女参政方面取得的进展，

提供了暂行特别措施的具体例子，例如修正宪法以确保提高妇女在决策中的代表

性、参与度和领导作用。 

9. 一些与会者强调，各国政府需要为当地妇女和女童，包括土著妇女，实施包

容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发言者呼吁加强规范法律和指令并承认必须增强妇女经

济权能的国家制度，特别是加强农村妇女的经济权能。 

10. 各国确认，增加妇女获得社会保护、教育、技术和贷款机会的政策是提高妇

女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同时维护其人权的进程。有一个国家强调，劳动力市场政

策需要解决妇女作为照料者所面临的社会规范和挑战。发言者强调了社会保护与

有利于妇女参与经济的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妇女的无偿照料和家务责任阻

碍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潜力。若干与会者指出，私营部门可以在为妇女

创造更好的工作场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会员国承认妇女需要平等获得教育、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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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技术。一些国家强调了以注重女性的办法实施发展援助，为确保处于最脆弱

境地的妇女不至于落在后面解决了结构性问题和物质需求。 

  挑战和差距 

11. 会员国列举了为在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取得进展

而应解决的挑战和差距，包括： 

 (a) 由于基于性别、种族、残疾状况、移民身份、性取向、性别认同等原因

的歧视，无法获得财政资源，这对在获得土地方面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构成了持续障碍； 

 (b) 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态度、歧视性的社会规范、妇女更高的贫困率以及

过多承担无偿照料和家务劳动，都继续阻碍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

取得更大进展。会员国强调，必须将妇女和青年作为包容性增长战略的一部分，

包括为妇女和女童增加职业培训、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案、开展创业能力

建设、提供获得资本和长期融资的渠道，并创造体面工作机会； 

 (c) 为确保妇女在体制机制、框架、法律和政策的各级决策中拥有代表性和

发言权，必须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办法以满足妇女的多样化需求； 

 (d)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需要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交叉性人权

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