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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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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 
 
 
 

  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二十周年政治宣言  
 

 

 妇女地位委员会， 

 通过本决议所附《政治宣言》。 

 

__________________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5 年 3 月 9 日重发。 

 ** E/CN.6/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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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二十周年政治宣言  
 

 

 我们，各国政府部长和代表， 

 在 1995 年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二十周年之际，汇聚在纽约妇女地

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审查和评价《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1
 及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文

件2
 的执行情况，包括当前影响以下方面的种种挑战：执行《行动纲要》，实现

妇女和女童充分平等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实现妇女和女童在其整个生命周

期的性别平等和赋权，以及确保加速执行《行动纲要》，并利用 2015 年后发展议

程的机会，将性别观点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致力于确保将

性别观点纳入筹备和统筹协调地执行和跟进联合国在发展、经济、社会、环境、

人道主义及有关领域的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使其有效促进实现性别平等和赋予

妇女和女童权能，  

因此，我们：  

 1. 重申《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1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

文件 2
 以及妇女地位委员会在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十周年和十五周年

时通过的宣言；3
  

 2. 认识到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与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4
 规定的义务在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及实现其人权方

面相辅相成，并呼吁尚未批准或加入该《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5
 的国家考

虑这样做；  

 3. 欢迎通过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充分执行《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要》方面取得的进展；又欢迎在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

二十周年之际各国政府开展的审查活动，注意到所有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2 大会 S-23/2 号决议，附件和 S-23/3 号决议，附件。 

 3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7 号》和更正(E/2005/27 和 Corr.1)，第一章，

A 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5/232 号决定；另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0 年，

补编第 7 号》和更正(E/2010/27 和 Corr.1)，第一章，A 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0/232 号决

定。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5 同上，第 2131 卷，第 203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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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查成果；并期待 2015 年 9 月 26 日召开关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全球

领导人会议；  

 4. 关切进展缓慢而不均衡，仍然存在重大差距，各种障碍，除其他外，包

括结构性障碍，在执行《行动纲要》12 个重大关切领域方面依然存在，并认识到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二十年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实现了妇女和女童

的平等和赋权，在全球范围内，妇女与男子、女童和男童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不

平等，许多妇女和女童在整个寿命周期经历着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脆弱和边

缘化； 

 5. 认识到新的挑战已经出现，并重申我们的政治意愿和坚定承诺，解决所

有 12 个关键关切领域执行方面的差距和剩下的挑战，这些领域是：妇女与贫穷、

妇女教育与培训、妇女与保健、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妇女和武装冲突、妇女与经

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提高妇女地位的体制机制、妇女人权、妇女与媒体、

妇女与环境、女童； 

 6. 承诺进一步采取具体行动，以确保全面、有效和加速执行《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包括采取以下办法：加

大为所有妇女和女童制定的法律、政策、战略和方案活动的执行力度；加强和更

多支持促进性别平等、在各个层面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的体制机制；改变歧视性

规范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弘扬各种承认妇女积极作用和贡献的社会规范和做

法，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大幅增加投资，弥合资源差距，包括通过调动所

有渠道的财政资源，调动和分配国内资源，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更加重视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权能，巩固业已取得的进展，确保官方发展援助有效用于促进执行《行

动纲要》；加强履行现有承诺的问责机制；加强能力建设、数据收集、监测和评

价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获取与利用； 

 7. 强调全面和有效地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对于实现千年6
 发

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以及通过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采纳全面变革办法应对各种

重大挑战至关重要；其手段包括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在其报告中提议

的关于实现性别平等及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应当成为将可

持续发展目标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主要依据，同时也认识到，在大会第六

十九届会议的政府间谈判进程中7
 还应考虑其他投入，包括通过将性别平等观点

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8. 重申妇女地位委员会对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

特别会议成果文件的后续行动负有首要责任，并回顾委员会在这方面开展的后续

__________________ 

 6 见 A/68/970 和 Corr.1。 

 7 见大会第 68/30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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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又重申，在充分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

会议成果基础上促进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以及在促进和监督将性

别平等观念纳入联合国系统主流方面，妇女地位委员会发挥着催化作用；  

 9. 认识到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在促进实现性别

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协助会员国、协调联合国系统以及

在各级动员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相关利益攸关方支持审查和评估《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的执行情况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呼吁妇女署和联合国系统继续

支持全面、有效和加速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其在国际、区域、国

家和地方各级的审查和评估，包括通过系统化的性别平等主流化，为取得成果调

动资源，利用数据和有力的问责手段监测进展情况； 

 10. 欢迎包括非政府组织、妇女组织和基于社区的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为执

行《行动纲要》作出的贡献，并承诺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继续支持民

间社会努力推动和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包括通过为她们营造安

全和有利的环境等措施； 

 11. 认识到在实现性别平等、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男子和男童的充分

参与十分重要，并承诺采取措施，让男子和男童充分参与实现全面、有效和加速

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努力； 

 12. 承诺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实现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进程，

并呼吁各方强化这方面的努力； 

 13. 又承诺利用 2015 年及以后的一切机会和进程，加速实现充分和有效实

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目标，以期在每一个审查周期都能取得切实成

果，努力争取到 2030 年全面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