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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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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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农村妇女权利以及农

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饥饿、发展和目前挑战方

面的作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天主教医疗传道会

提出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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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导言 

 值此当前经济和环境危机触发的社会危机期间，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

转变。妇女尤其感受到这场危机的直接影响。她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人。 

 在世界各地，妇女对经济的参与遍布各个层次——从为家庭提供基本必需品 

(粮食、水、燃料和保健)到建设社区和经营工商业。她们是森林管理员、农民、

土地管理者、社区领导人、研究人员、政治领导人、技术设计师和企业家。 

 妇女重新投入社区的收入部分高得多，而且还作出重要投资。但是，由于社

会文化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妇女的技能和贡献常常得不到承认。承认和加强妇女

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可以增强妇女权能。  

 秘书长在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 年 10 月 17 日)说，妇女是消除饥饿、营养不

良和贫穷以及为粮食保障和经济增长作贡献的重要力量，但她们缺乏获得机会和

资源的平等途径。除非我们不仅解决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问题，而且解决歧视

问题，否则无法增强妇女的权能。 

农村妇女和贫穷 

 人们越来越认识，贫穷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全世界 75%的在业穷人生活在农

村地区)，而且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发展目标的实质性进展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60%的在业穷人是妇女。

工作贫穷和极端贫穷有许多共同特点。农村穷人主要是小农(特别是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或务农的雇用劳工(特别是在南亚)。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妇女是农业的主力军。世界上一半的粮食由她们生

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她们生产的粮食高达 80%。在全球范围，妇女占农业劳

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妇女的农业劳动产出估计在发展中国家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至 45%。农村妇女有地的很少。  

小农和粮食保障 

 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指出，每年因环境退化、改为工业

用地或城市化而损失的农田多达 3 000 万公顷。这一趋势因粮食作物和能源作物

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及私人投资者对农田的投机而更为恶化。他还告诫说，

小农与加工或销售公司签订的耕作安排合同使小农面临受剥削的风险，建议建立

能够确保这种安排更为公平的机制。目前世界各地的局势是，土地和水承受的压

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对数百万农民、渔民和土著人民及其粮食权造成

严重后果(A/6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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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大的农企公司正在将数 10 亿美元投入“耐气候作物”，并在索求专

利权。这些作物非但不能帮助农民适应正在变暖的世界——农民已经知道如何应

付——而且会使工业化农业将贫穷农民目前耕种的土地都变成单一作物的庄园。

这种做法不是解决越来越严重的饥饿问题的办法，而只会助长公司的贪欲。 

 特别报告员认为，为了使小农能够提高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我们需要鼓

励他们发展合作社，从而可以加工、包装和推销他们所生产的粮食。为了做到这

一点，农民必须有当地市场的准入权，以确保他们不过分依赖一个能够进入全球

市场而且基本控制着高价值北方国家的准入权的商品买方。 

 过去几年来，牙买加农民在种植温室蔬菜方面已见成效。这意味着环境条件

不良而且以往大半粮食需要进口的国家如今也可以出口粮食。这一成功事例也可

在其他国家复制，使这些国家能够保障粮食供应。 

 每个国家都能可以通过用天然种子生产有机粮食，小本渔民的渔业生产，传

统水产养殖和在江河湖泊打鱼而做到自给自足。土地应该归小农所有，江河湖泊

应该归小本渔民所有，森林应该归部落和土著人民所有。 

经济全球化和农村妇女 

 必须对少数人获利而绝大多数人没有粮食、衣物、住所、教育和保健等基本

需要的资本自由流动重新加以考察，使所有的利益攸关者都能得到更为公正的待

遇。各国政府需要将粮食主权和环境保护作为一项优先事项。 

 目前，粮食供应由财大气粗的多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公司以利润为名，引进

高产杂交种子，转基因栽培物和农药，不仅毒化粮食，而且使农民负债。仅印度

一个国家就报告有数千农民自杀。 

 多国公司的工业化和高技术栽培不仅夺去了国家和社区的粮食主权，而且取

代和(或)摧毁了绝大多数小农和土著人民的种植物。  

地球工程学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在如今这一前所未有的技术研究与发展时期，地球工程学正在成为解决气候

危机的优先方案。地球工程学是为了改变气候而人为改变地球系统，包括采用高

风险技术，例如用爆炸方式将颗粒物送入平流层，模仿火山爆发的效果(挡住阳

光)以及“海洋肥化”，使其生长浮游生物，以此吸收碳。  

 如此操纵气候对农业造成的影响尤其殃及南部的农民。干预海洋可摧毁小规

模渔村数千人的生计。在地球工程学对地球及其居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造成不

可逆转的破坏之前，需对其社会和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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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农村妇女 

 向妇女提供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有助于增强妇女权能，并可以解决与全球人

口增长有关的一些关切问题。我们需确保进行包容各方的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深刻

变革。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认识到，女农民只得到全世界 5%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需要提高妇女认识，并推动其参加政府和工商业的领导阶层，以利用她们的直觉

和技能，为共同利益服务。应该使农村地区的妇女享有信息权。 

 妇女在许多国家都是最穷的穷人。如果社会支持方案能直接帮助妇女，则整

个家庭都将受益。我们坚决支持社会保护最低标准举措。该政策能够确保所有家

庭成员充分得到照顾，并最终造就一个男女老少都能有时间和机会学习和出力的

公正未来。 

向联合国和会员国提出的建议 

• 确保为每月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6.31亿最贫穷的人建立普遍的社会

保护最低标准。 

• 各国政府需鼓励小农，并鼓励使用传统种子和有机作物，籍此实现粮食

保障和可持续性。 

• 惩罚抢夺土地行为，对农企公司使用小农土地种植“耐气候作物”的行

为进行管理。 

• 保障妇女的财产权，掌控自然资源，推动农村女农民建立合作社，为她

们生产的粮食提供市场准入，以保障可持续的粮食供应。 

• 粮食主权和调控粮食价格应是所有国家的优先事项之一。 

结论 

 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的话说，“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我

们都对世界各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最贫穷的人负有集体责任——而且有道德义

务，确保今天不是明天的敌人”。 

 

 

 

 

说明：本声陈述得到以下具有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加尔默罗会非政

府组织、圣樊尚·德保罗慈善之女协会、圣母进殿派修女国际协会和维瓦特国际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