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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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和国际

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 E/CN.6/2012/1。 



E/CN.6/2012/NGO/41  
 

11-61649 (C)2 
 

  陈述 
 
 

 “五组织项目”的组织成员：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在世界各地被称

为商专妇联)和国际妇女理事会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其全力支持赋

权农村妇女。农村妇女得不到赋权和平等，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克服日常生活

中的挑战，享有对其身心健康和整体福祉至关重要的各种根本权利，摆脱贫穷的

命运。这些权利包括： 

 (a) 财产所有权，包括土地所有权； 

 (b) 可随时获得家用清洁和新鲜饮用水以及用于农作物灌溉的优质水； 

 (c) 远离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的适当住房； 

 (d) 教育和培训； 

 (e) 健全的财务咨询和信贷； 

 (f) 没有各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的和平生活。 

 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机构应努力确保农村妇女享有这些权利，并参与制定影响

她们生计的政策。她们需要、事实上也有权参加各种委员会，制订农业、水产养

殖、林业和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政策并监督这些政策的执行。农村妇女在食物链

和确保粮食保障方面发挥很大作用。 

 农村妇女也面临许多她们无法控制的其他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对农作物和畜

牧业的影响；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自然灾害；内乱以及当前的全球

金融不确定性，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到粮食保障。这些挑战对妇女的不利影响

比对男子的更大，妇女陷入贫穷的可能性也比男子更高。 

 可持续发展项目，例如“五组织项目”开展的项目和国际妇女理事会执行的

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帮助确保妇女为她们的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做出的宝贵贡献

得到认可。这些项目促成很多妇女创建了以食品生产或传统工艺为基础的商业企

业。 

 国际妇女理事会通过其附属的理事会和在联合国的代表开展工作，帮助农村

妇女克服面临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理事会铭记联合国的有关公约、宣言和行动

计划，比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世界人权宣言》、“21 世纪议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各项宣言、《北京行动纲要》和千年发展目标。理事会敦促

各国政府不但签署这些文书，还要确保予以执行，使其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并特别提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所规定的报告义务。理事会还注意

到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出版物“2011 年农村贫穷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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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妇女的需求及所面临的挑战与城市女性的没有什么不同。理事会和商专

妇联不懈努力，以改善所有妇女和女孩的地位和普遍福祉，特别是被边缘化的妇

女和女孩，其中许多来自农村。理事会举办了以消除贫穷为基本主题的有关气候

变化、环境和粮食保障的讲习班和研讨会。最近，亚太区域委员会在 2011 年 11

月举办了一个侧重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探讨妇女在农业、粮食保障和卫生等领

域的作用。 

农村妇女与经济 

 妇女在推动世界各地以农业带动的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农业是发展

的强大引擎，在几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妇女几乎占农业

劳动力的一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都承担了过多的家庭责任，但在对

妇女的态度更为传统的国家，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在家务劳动和

农业劳作两方面，男女之间负担不平等的现象最为严重。 

 在旧金山举行的关于“妇女与经济”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女性农民的生产率比男性农民低 30%，但这并不是因为

她们的工作量少或者对工作不够投入，而是因为女性农民获得的资源更少。她们

得到的化肥和工具较少，种子质量较差，获得培训或土地的机会也更少。因为要

做大部分家务，她们用于干农活的时间也更少。如果消除这种资源差距，平等且

更高效地分配资源，则妇女和男子会有同样的农业生产率。这会带来积极效益。

例如，在尼泊尔，母亲享有继承权，她们可以拥有更大的土地所有权，因而体重

严重不足的儿童数量较少。”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如能平等获得土地、信贷和培训等重要经济资源和服务，

她们可以做出更大贡献。尤其重要的是要在法律上规定这些权利，因为据指出，

在全世界的私有土地中，女性仅拥有其中不到 2%；当她们的企业成功时，往往会

被男子接管。商专妇联认为，如果不在法律上规定妇女有权获得资源并保护资源，

经济改善就不可能持续。 

 在欧洲联盟国家，全职或兼职务农的人数在 2000 年为 1 370 万，其中 1 220

万是家庭劳动力，其中 38%是妇女。意大利在农业公司工作的妇女比率最高，达

34%。在西班牙和希腊，这个数字是 13%，葡萄牙和法国为 9%。有研究表明，在

亚洲和非洲，妇女每周比男子多工作 13 小时。在非洲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平

均而言，一年当中，妇女行进 1 公里距离运送 80 多吨燃料、水和农产品，而男

子 1 公里的平均运送量仅为 10 吨，是女子的八分之一。这一切都证明，需要承

认妇女对全球粮食保障的核心作用，并应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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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资源 

 “五组织项目”通过倡导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

全球契约题为“妇女赋权原则：性别平等与企业利益双赢”的联合倡议，支持该

倡议为拓展妇女在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机会发挥核心作用。 

 在中国重庆举行的国际贸易中心“从女性供应商采购全球行动平台”首次会

议旨在提高妇女供应商在企业、政府和机构采购中所占份额，最终目的是给妇女

和她们的社区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如能消除小规模或不发达企业中的妇女面临

的障碍，她们就能获得更大的供应合同。目前，该平台已为农业部门的妇女带来

显著好处。 

 “五组织项目”主张提供使妇女供应商和价值链中的妇女适应整个企业发展

过程的培训机会。尽管自 1975 年举行联合国妇女问题世界大会以来，在国家和

国际政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在农业知识及科学和技术政策

和实践中确保性别平等和社会公平。这些行动包括加强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

能力，使它们更加了解妇女对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参与形式不断变化。这需要

优先重视为妇女提供获得教育、信息、科学和技术及扩展服务的机会，使她们能

更好地获得、拥有和控制经济和自然资源。为确保这样的机会、所有权和控制权，

必须采取法律措施、制定适当的信贷计划、支持妇女开展创收活动，并加强妇女

组织和网络的力量。 

缩小性别差距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印证了上述证据。该报告发现，性别

差距与经济生产率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性别差距越小，生产率越高。世界经济论

坛执行主席 Klaus Schwab 总结说，“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和繁荣，就必须平等对待

妇女和女孩”。对妇女持有歧视态度(在传统农村社区尤甚)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

展。现在迫切需要消除仍阻碍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歧视态度。只有这样，发展中

国家才有机会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为我们的星球生产更多更便宜的食物。发挥妇

女的经济潜力将带来一个新的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称，如能消除明显阻碍发展中国家妇女参与经济活

动的资源差距，我们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就可多养活 1.5 亿人，此外还能增加家庭

收入，提高市场效率，扩大农产品贸易。为了发挥妇女作为工人、企业家和商界

领袖的潜力，需要为她们创造有利环境，以提高社区、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效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