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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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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主题：“增强农村妇女权能 

以及农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饥饿、谋求发展 

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妇女联

盟、国际妇女理事会和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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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导言 
 

 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将两性平等问题和农村妇女赋权问题纳入气候变化政策

和方案的主流。在加速行动和确保这些政策和方案的有效实施方面，没有更具战

略意义的行动了。能在这一努力中起到有力作用的国际文书是《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尽管仅第 14 条具体谈到了农村妇女，但其他条款都具有相关性。

这里介绍与两性平等和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公约》规定。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获得了 187 个国家的批准(2011 年)，它往

往被视为国际妇女权利法案。《公约》保护妇女免受歧视以及一切形式基于性别

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不平等。这是唯一申明妇女生殖权利的人权条约。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第四十四届会议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两性平等

对于成功实施、监测和评估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因此，应将妇女的人权纳入，

并视为气候变化条约的总括指导原则。《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影响条

约条款的法律解释，并且为条约条款的实际应用提供道德指南。它还是里约+20

进程中对性别和妇女赋权问题进行规划的重要工具。 

第 2 条 

 国家统计数据不包含妇女相关资料，这违反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的规定，因为资料不足影响政府防止歧视的能力。林业、能源、运输、建筑

和基础设施等部门体现了这一点，它们通常并未收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然而，

初步研究表明，如果这些部门继续实施无视性别的政策，则妇女的贡献将被低估，

而且技术创新将无法惠及妇女。 

 应监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机制，如适应基金、清洁发展机制、降低发展

中国家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产生的排放机制(降排)以及未来的绿色气候基金，并

且应将性别问题纳入其政策主流。这将符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2 条的规定，即责成缔约国列入男女平等的原则，以期确保公共当局和机构、组

织或企业采取行动，纠正对妇女的歧视。 

 《公约》进一步述及根源。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中的歧视根深蒂固，因

此缔约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打击基于角色定型观念形成的偏见和习惯做法。科

学家中间存在的一种典型的定型观念是，农村和土著妇女无法提供科学知识，尽

管在很多社区中她们往往能维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是药用植物的专家。其

他传统知识可包括森林管理、水源保护和粮食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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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和第 8 条 

 缔约国必须确保妇女在各级具备平等的决策权力，包括在气候变化条约谈判

等国际进程中(第 7 条和第 8 条)。但在出席在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2010 年)的代表团团长中，妇女仅占 14%。我们有理

由表示关切，因为在国家和地方一级执行条约的机构中，妇女的代表情况不理想，

尤其是在技术咨询机构、议会/国会、商业理事会和法院中。 

 一个乐观迹象是，若干国家适应行动纲领述及了性别问题。在这些计划中，

必须强调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平等决策权，其中包括编制国家适应行动纲领和中

长期国家适应计划。政策制定者还需挖掘国际妇女运动的潜力。“双赢”设想可

实现妇女赋权以及减缓和适应政策之间的协同增效。 

第 14 条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4 条进一步强化了针对从事多种行业

(如渔业、雇用劳动和轮垦农业)的农村妇女的规定，其中包括畜牧者、游牧者以

及猎人和采集者。认识到农村妇女的多样性对于正在经历粮食不安全和环境破坏

的农村社区至关重要。需要特别关切的是，由于男子向外移徙，农业呈现女性化

趋势，而且老年妇女和女户主的人数增加。在许多社区，妇女除需履行烹饪、收

集木材和水源的责任外，还必须增加在田地和畜牧业的工作。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0-2011 年粮食和农业状况；妇女在农业中的作

用；弥合性别差距》指出，由于农村地区的妇女获得生产性资源和机会的途径比

男子少，所以存在生产力差距，导致女性农民的产量低于男性农民。如果男女之

间的性别差距得以弥合，则妇女农场的生产产量将增长 20%至 30%，可能将全世

界饥饿人口的数量削减 12%至 17%。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指出，应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使其通过平

等获取生产性资源来管理环境。第 14 条保障农村妇女平等获取水源和卫生条件、

农业信贷和贷款，以及适当的技术。信贷的一种战略性用途是使用清洁能源焚烧

炉。但必须迅速并大规模实现这种方式，因为生物燃料炉产生的碳黑不仅对妇女

健康有害，还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如果贫困妇女要改变烹饪技术，必须

为她们提供更好的融资办法，如小额贷款、租赁和共同计划。 

 关于社会保护的安全网络和保险被视为减贫战略中国家适应计划的关键(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工作组的报告，2007 年)，并且提高妇女应对生态

压力的能力增强了整个家庭的适应复原力。但农村和土著妇女很少有机会获得充

分的保健设施和社会安全。而且尽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承认农村

妇女有权获得适足的生活水平、住房和通讯，但气候变化讨论很少考虑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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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条、第 13 条和第 15.1 条 

 气候变化危机可能为生活在城市以及农村的妇女提供新的融资、商业和就业

机会。气候变化条约将为碳交易市场和绿色技术企业设定新的方向。在发展中国

家，可再生能源技术承诺创造更多创收项目，如制造灯具和修理使用太阳能光伏

电池的设备。 

 收入来源多样化可帮助缓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生计造成的负面影响。问题是：

农村妇女是否同样可从这些创业机会中受惠？《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的第 11.1 条、第 13 条和第 15.1 条规定，缔约国有责任保障妇女将享有平等的

经济和就业权。各政府还应促进幼托设施，以使家长能兼顾家庭义务和工作职责。 

 第 15.1 条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可订立合同、管理财产和

抵押贷款以及所有其他经济生活领域的事务。必须为在传统上以男性为主导的部

门就业的妇女提供平等的薪酬，包括福利，而且在工作价值方面，必须给予妇女

平等待遇。她们还需要更好地参与工资就业计划的管理和社会审计。  

第 12.1 条 

 《公约》第 12 条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建议述及了妇女健

康权的问题，它们认识到两性平等对于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以及各政府有必

要完善健康统计，以及为妇女终身的保健安排充足的资源。委员会注意到，妇女

的健康状况和获得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保健服务的能力与有性别区分的角色密

切相关。 

 一些研究表明，妇女尤其受到干旱、洪涝和热浪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例如，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灾害对生殖造成了有害后果，包括早孕流产、早产、死胎、

分娩相关并发症和不孕症。1991 年孟加拉国发生飓风时，很多妇女同其子女一起

死在家中，因为她们需要等待丈夫回来做出撤离决定(Lorena Aguilar，“性别与

气候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气候变化通过使营养不良、洪涝、风暴和火灾、腹泻疾病增加以及一些传染

病载体分布发生变化，将进一步加重贫困妇女的负担。如果妇女死亡或不能发挥

照料他人的作用，则整个家庭将陷入窘境。 

第 10 条 

 农村妇女获得、使用和控制科学和技术，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培训，对

于社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第 10 条保障了教育方面的两性平等，它确认有必要使妇女获得技术和专业教育

方面的平等机会。《公约》还确认，有必要使妇女获得平等薪酬以及提供社会服

务，使她们能够兼顾家庭责任和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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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条重申，教育知识，包括关于计划生育的知识和辅导是妇女的一项权

利，可帮助保障家庭健康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