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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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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生殖权利中心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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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在回顾千年发展目标取得的成功与面临的挑战时，国际人权框架在提高妇女

地位以及保护妇女和女孩权利方面的效力必须为今后的发展议程提供指南。国际

人权规范承认了妇女权利与生殖权之间的联系，明确表示侵犯生殖权利行为是歧

视、贫穷和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没有实现妇女的平等权和不歧视的地方，妇女获得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对生

育做出重要选择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反之，在妇女不能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地

方，妇女面临的不平等和歧视会因为分娩对妇女健康和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进一步加剧。妇女在实现其权利时面临特殊性别障碍，这些障碍是由歧视、对

妇女作为母亲、照管者和生育者的陈规定型观念，以及传统角色导致的。虽然千

年发展目标寻求既要改善妇女获得特殊生殖健康服务的途径，又要促进性别平

等，但这些被看作是两个单独的目标，并未充分说明这些问题的相互联系和不断

加强的性质。只有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解决，才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妇

女才能有效地行使其生殖权利。 

 此外，由于妇女的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地位、残疾状况或感染艾滋病毒情

况，或者因为她们居住的地方等，妇女还可能面临其他的不平等，这进一步限制

了她们的发展机会。只要这些特殊的障碍不解决，它们就会阻碍实现妇女的权利，

并抑制妇女实现其发展潜能的能力。 

 在解决这些问题相互联系的性质方面，条约监察机构已经明确表示，保障妇

女的实质性平等对于确保妇女的全面权利非常重要。在其第 25 号一般性建议中，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男女起点

平等，并通过创造有利于实现结果平等的环境增强妇女权能”，“除非有效解决歧

视妇女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才能有效提高妇女的地位”。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也都赞同

这个方针。 

 为了与国际人权标准相一致，实质平等应当成为所有发展框架的核心部分，

以确保妇女享有的机会和结果平等。同样地，发展框架应当探讨： 

• 权力结构：各国应当审查和探讨目前的社会权力结构，并分析性别在其

中扮演的角色； 

• 可能的不同待遇：各国应当认识到平等待遇对于克服不平等也许是不够

的，特别是平等待遇对妇女不利的时候； 

• 结构性变化：各国应当改革机构，以解决妇女遭遇的不平等问题，而不

是要求妇女做出改变以遵从男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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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结果：各国应当关注有关妇女的平等结果，包括有关不同妇女群体

的平等结果，这可能需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例如，平等权利行动和男

女不同待遇等，以克服历史歧视和确保各机构维护妇女的权利。 

 作为妇女平等权的一部分，各国还必须保证妇女获得各种生殖健康服务，包

括全面的性教育、孕产妇卫生保健、避孕和堕胎。条约监察机构明确表示，各国

必须消除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阻碍，包括不必要地限制只有妇女才需要的服务、

费用高、强制性等待时间和第三方授权等要求。各国还必须采取政策和做法，包

括为专门解决妇女在获得生殖健康服务方面面临的障碍而制定的政策和做法，并

为积极推动获得这些服务提供便利，认识到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对妇女平等权的

侵犯。这些政策和做法应当认识到妇女被边缘化的现状，并寻求超越历史歧视、

性别定型观念和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传统角色。 

 最后，新的发展框架必须确保可获得的有效问责机制。人权框架已经建立，

并证明其在透明的国际论坛中监督和评估国家遵守情况方面是有效的。国际发展

承诺也可能受益于与人权监察和评估机制联系在一起，包括法院、诸如监察员等

独立机构、地方和国家一级的政治监督机构，以及联合国条约监察机构、联合国

特别程序和立足人权的政府间程序等。认识到妇女生殖权利及其平等权和不歧视

彼此相辅相成的性质，通过人权框架与国际发展议程之间的联系加大问责力度，

将大大提高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各项国际努力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