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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8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山田润先生(日本) 

  增编 

  方案问题：2020 年拟议方案预算 

(项目 3(a)) 

  方案 14 

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1. 委员会 2019 年 6 月 12 日举行第 15 次会议，审议了 2020 年拟议方案计划的

方案 14(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和 2018年方案执行情况资料(A/74/6(Sect.17))。

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关于“按部门、职能和区域机构分列的拟议方案计划审查”

的说明(E/AC.51/2019/CRP.1/Rev.2)。 

2. 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方案，并回答了委员会在审议方案期间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各代表团对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的工作表示赞赏，

并指出该方案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认

为性别平等问题贯穿各领域，适用于联合国系统所有实体。 

4. 一个代表团对提及圣地亚哥的游行表示赞赏。妇女举行这次和平游行是为了

倡导妇女的生殖权利，并呼吁对性别暴力行为加大惩罚力度。 

https://undocs.org/ch/A/74/6(Sect.17)
https://undocs.org/ch/E/AC.51/2019/CRP.1/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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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些代表团着重提及妇女署在埃塞俄比亚和整个非洲等各地所作的各种贡

献，还提到妇女署为促进智利民间社会组织致力于全世界性别平等事业作出了贡

献。一个代表团提到，自妇女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办事处以来，该国与其建

立了良好工作关系，并强调“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聚光灯倡议”、“增强

妇女经济权能双赢方案”等方案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代表团对在政府级别提供的

支持表示感谢，并提到该国 2019 年 4 月通过了打击性虐待行为法案。另一个代

表团表扬了妇女署与私营部门开展的协作。 

6. 一个代表团着重指出 2020 年世界将庆祝《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发表

及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举行 25 周年。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没有任何

国家完全实现性别平等，因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人表示，尽管作出了巨大努

力，但实现成果的速度很慢。一个代表团回顾说非洲是在校女童人数最少的洲，

而且胸部熨烫和切割女性生殖器等做法继续影响着非洲。一些代表团强调联合国

必须加紧努力将其工作转化为实地的具体成果。 

7. 一个代表团强调支持该方案促进维护妇女尊严、增强妇女经济权能、防止对

妇女和女童实施暴力和加以歧视。该代表团认为妇女署应侧重于这些核心任务，

以支持会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一个代表团认为妇女署必须与多种机构和行为者携手解决基本社会规范无

力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问题，并强调学校、青年等社区力量的参与能带来较

可持续的变革。 

9. 有人强调指出妇女和女童的权利是根本性的权利，关系到所有人。一个代表

团认为必须充分调动妇女的潜力，以最大限度实现经济和社会增长。 

10. 有人要求澄清为何没有采取行动研究妇女所作巨大贡献的重要性。一个代表

团认为，要提高对性别平等重要性的认识，一个办法是强调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事

务中的作用和贡献。一个代表团对联合国在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比例上实现了性别

平等表示满意。 

11. 关于总方向，有人认为使该方案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具有误导

性，因为只有关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目标 5 是妇女署的

专属领域。还有人表示使方案与《联合国宪章》保持一致不免牵强。与会者就使

方案与千年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问题表达了不同意见。一个代表团认为，鉴于目

标 5 具有贯穿各领域的性质，它有助于推进所有其他目标。另一个代表团表示妇

女署也可以为目标 5 以外的其他目标作出贡献。同一代表团表示关切的是，“最

近情况”部分第 17.5 至 17.10 段具有误导性质，第 17.23 段所述宗旨也不合适，

因为这些段落与妇女署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 

12. 关于“2020 年战略和外部因素”部分第 17.17 段提到与其他实体的合作，有

人表示应就妇女署如何与其他实体协调工作进一步拟订准确的综合说明。此外，

有人还指出其他实体的拟议方案计划也同样缺乏有关协调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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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人重申妇女署开展的任何国别活动，包括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如第 17.13 和

17.29 段所述)，都只能应具体会员国的请求进行。 

14. 关于次级方案 1(政府间支助、协调和战略伙伴关系)，有人指出 2020 年计划

的重点成果包括《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行动计划》，但没有提

及政府间支助。有人要求澄清妇女署可否提及 2020 年的政府间一级支助工作。 

15. 一个代表团提到与妇女地位委员会审议农村妇女问题有关的 2018 年重点成

果，并表示在 2020 年的计划成果中应更加注重政府间支助。关于该重点结果，

另一个代表团提到存在许多特殊情况，例如一些地区偏辟且往往非常贫穷、一些

劳动得不到报酬且不为人知、存在重男轻女的陈规旧习，这些情况往往导致农村

妇女和女童遭受多种形式的歧视。该代表团就此强调，农村妇女发挥领导作用、

妇女加快参与政治和社会进程对于消除跨部门性别歧视现象是必不可少的。 

16. 一个代表团要求提供补充资料说明为何仅有两个次级方案。这两个次级方案

似乎不足以准确反映“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这样非常广泛而贯穿各领域的

方案。 

17. 关于次级方案 2(政策和方案活动)，一个代表团对 A/71/6/Rev.1 所载目标从

“加紧努力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并实现性别平等……”改为“……消除和防

止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该代表团就此请妇女署澄清这样

改的理由，特别是有没有任务规定要大幅度缩小该次级方案的范围。 

18. 有与会者就第 17.29 段所提及“服务提供机构”一词的含义提出问题。 

19. 几个代表团表示支持妇女署的拟议方案计划。一个代表团认为方案的编制方

式需要改进，报告的编写过于笼统，与财务部分的联系有限。另一个代表团表示

完全支持秘书长对列报方式提出的修改意见。 

20. 一个代表团注意到方案提到《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并回顾说

《全球契约》尚未得到普遍批准，因为多个会员国在大会对其投了反对票。 

21. 一个代表团提到第 17.39 段说明了将根据大会第 64/289 号决议和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一为执行局提供的资源，请求澄清秘书处对未用资源是如何处

理的。该代表团还请求说明拟议差旅资源的增加情况以及对人员配置结构所作的

变动。对此，几个代表团回顾讨论资源问题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https://undocs.org/ch/A/71/6/Rev.1
https://undocs.org/ch/A/RES/64/289
https://undocs.org/ch/A/RES/48/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