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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15 年 4 月 13 日至 17 日 

各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经验的一般性辩论： 

实现我们希望享有的未来——将人口问题 

纳入可持续展，包括 2015年后发展议程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为生命而舞基金会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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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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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本陈述是代表承诺一起努力确保青年的健康、福祉和人权的 25 个青年组织——

民间机构合作协会而撰写的，*
 包括携带艾滋病毒的青年和来自重点人群的青年。 

 今天，年龄在 10 到 24 岁之间的青年有 18 亿。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形成时，

青年的声音、现实情况、需求和各项权利受到系统性忽视。 

 艾滋病毒是全世界青少年的第二大杀手。2013 年，在 15-24 岁所有新感染艾

滋病毒的青年中，约 60%为少女和青年妇女(艾滋病署，2014 年)。虽然已加大力

度减少因妊娠和分娩并发症所致的可预防性死亡，但它们仍然是导致 15-19 岁少

女死亡的罪魁祸首(人口基金，2014 年)。 

 秘书长《人发会议行动纲领索引报告》呼吁按比例增加、规范和加强青年友好

保健政策和方案，包括青年全面参与制定和执行此类方案。我们欢迎这一呼吁，并

促请各缔约国在人口与发展委员会期间采取切实措施，将这一呼吁转变为行动。 

 通过《2015 年气候变化协定》运动，从 2013 年末到 2014 年初，青年在每个

地区举办社区对话逾 187 场。这些社区对话使青年(包括最被边缘化和最弱势的

青年)得以设定其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倡议重点。 

 
 

 
*
 民间机构合作协会系指以下组织之间的协作： 

  平等权利行动协会 

  防治艾滋病协会 

  为生命而舞基金会 

  Espolea 

  “女童之声”基金会 

  全球青年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联盟 

  Haus of Khameleon 

  艾滋病毒青年领袖基金 

  国际医科学生协会联合会 

  妇女艾滋病感染者国际共同体 

  国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同性恋青年和学生组织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牙买加青年倡导网络 

  男同性性行为者全球论坛 

  MTV 生存基金会 

  纳米比亚妇女保健网络 

  “下一步”组织 

  乌干达青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 

  妇女分娩组织 

  Y+，全球青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 

  青年同伴教育网络 

  青年性权利和生殖权利联盟 

  青年领导组织 

  青年崛起组织 

  青少年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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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187 场社区对话的成果，我们呼吁人口与发展委员会把下列建议包括在

内，从而把人口问题和青年的声音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首先，关于到 2030 年终结艾滋病疫情的目标 3.3 必须列出具体指标，这些指

标通过保证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公平、普遍和能够负担得起地获取全民预防、治疗、

护理和支持，对在终结青少年中艾滋病疫情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 

 此外，通过《2015 年气候变化协议》社区对话，全世界青年明确发出终止污

名化和歧视的集体呼吁，尤其是对以下青年的污名化和歧视，即携带艾滋病毒和

来自重点人群的青年，包括注射毒品的青年、涉及卖淫的青年以及与男子性交的

青年男子和跨性别的青年。如果我们不对污名化和歧视赖以滋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发起挑战的方案进行投资，就不可能终结艾滋病疫情。必须把跟踪实现零污名化

和零歧视的进展作为具体目标 3.3 的一项指标包括在内。 

 第二，为了到 2030 年终结艾滋病疫情，青年呼吁对关于性别和性行为的社

会规范进行变革，以使千姿百态的所有青年免遭污名化和歧视。 

 第三，我们呼吁各成员国根据健康和教育目标制定具体指标，确保普及全面

的性教育。通过 2015 年后的各种磋商，青年在多个正式场合一再发出这一呼吁。

今天，我们再次坚持，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承认我们享有全面性教育的

权利并使之规范化。 

 第四，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少年往往未被当作权利的持有人、而是被当作待

遇方案的受益人对待。所有青年有权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与信息并对自己的

身体做出独立的决定。我们因此促请各成员国确保健康目标述及健康问题的政

治决定因素，如接受艾滋病毒检测和包括减少危害在内的其他服务的相关年龄

阻碍。 

 总之，为了保证对艾滋病毒做出更加公平、基于权利和有利青年的对策，我

们需要： 

1. 在健康目标中制定关于普及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具体目标； 

2. 在健康目标中制定关于普及减少危害服务的具体目标； 

3. 制定指标，评估全面性教育的普及情况并提高青年对艾滋病毒的认识； 

4. 制定一项指标，跟踪污名化和歧视问题进展情况，特别是年龄、性别、性取

向和性别认同以及艾滋病毒状况方面的情况； 

5. 一个述及健康的政治和社会决定因素问题的总体框架； 

6. 为确保公平，我们必须通过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对所有目标的进展情况

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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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们大声呼吁在所有地方保护所有人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的进步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我们不能允许 2015 年后议程中的青年仅承诺解决就业和教

育这样争议较少的议程。成员国只确定和推动青年的部分需求是不可接受的。我

们现在仅有一点点机会来保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尤其是青

少年以及由于不平等制度而被边缘化的其他人的权利。我们促请成员国听取我们

的行动呼吁：不要让我们的人权被视为“太富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