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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22 日 

议程项目 3(a)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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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妇女权能和与 

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增强妇女权能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主席摘要 

1. 2019 年 3 月 13 日和 14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一系列互动对话评价了关

于第六十届会议优先主题“增强妇女权能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的商定结论的

执行进展情况(见 E/CN.6/2019/4)。委员会副主席科基·穆利·格里尼翁(肯尼亚)

和雷纳·塔苏亚(爱沙尼亚)主持了互动对话。 

2. 作为审查的一部分，以下 12 个会员国自愿提供资料，介绍了在以促进性别

平等的方式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趋势和挑战以及采取的行动和

举措，其合作伙伴随后提出了问题并发表了评论：1 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墨西哥)、

卡塔尔(伊拉克和加纳)、西班牙(阿根廷和葡萄牙)、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埃

及(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欧洲联盟)、保加利亚(意大

利、奥地利和新加坡)、佛得角(西班牙和乌拉圭)、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

拿马)、巴拿马(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洪都拉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和马尔代夫)、斯洛伐克(纳米比亚和卢森堡)和阿尔及利亚(古巴)。 

3. 妇女署增强经济权能负责人 Seemin Qayum 介绍了秘书长关于审查主题的报

告(E/CN.6/2019/4)，其依据是 49 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和其他信息。报告确定了力

求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措施，包括加强规

范、法律和政策框架，营造有利于性别平等筹资的环境，加强妇女领导作用和决
__________________ 

 1 在发言国后面的括号内注明。 

https://undocs.org/ch/E/CN.6/2019/4
https://undocs.org/ch/E/CN.6/2019/4


E/CN.6/2019/15  

 

19-04526 2/3 

 

策参与，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数据收集、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以及加强国家体制

安排。 

  加强规范、法律和政策框架 

4. 所有作了国家自愿情况介绍的国家都报告了在加强规范、法律和政策框架方

面取得的进展。它们重申国家发展战略与《2030 年议程》保持一致，并支持执行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与会者重点指出了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新的和现有法律、政策和行动计划，包括规定为家庭暴

力、贩运和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援助、保护以及妇女收容所和危机中心；采取更严

厉的惩罚措施和犯罪人改造；将性骚扰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定罪。此外，一些法

律和政策措施重视了女性问题。 

5. 会员国颁布了法律和政策，促进妇女参与工作领域、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

为在职母亲和有子女家庭提供公共服务。采取的措施包括鼓励公共和私营部门征

聘和留用妇女以及更灵活地利用带薪产假和陪产假。例如，保加利亚允许最多 59

周的带薪产假和 15 天的带薪陪产假；婴儿满 6 个月后，母亲可将带薪假期转给

父亲。一些与会者报告说，为父母和儿童提供了免费保健以及性保健和生殖保健，

并在公共机构提供了儿童保育服务。与会者重点指出了确保创业和教育机会平等

以及同工同酬的法律。佛得角消除了阻碍怀孕女童上学的障碍。与会者还报告说，

对继承法进行了有利于妇女平等的修正并通过了反歧视法，从而推动增强包括土

著妇女和少数群体妇女在内的所有妇女经济权能。 

  营造有利于性别平等筹资的环境 

6. 与会者注意到筹资对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影响，强调需要根据《第三次发展

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增加性别平等筹资。若干国家重点指

出了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政策的执行情况。洪都拉斯和沙特阿拉伯在国家规

划和预算编制中为促进性别平等和性别平等主流化提供了具体拨款。菲律宾妇女

委员会监督公共计划和预算以确保支持性别与发展问题并进行年度审计。许多发

言讨论了各国政府和伙伴如何推动妇女拥有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获得信贷以

及为儿童保育服务及早期和继续教育提供现金转移方案或补贴。阿尔及利亚对从

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提供补贴，使贫困家庭女童能够继续学习。西班牙、意大利、

卡塔尔和其他国家强调了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的作用，认为有助于加强性别

平等主流化以及采取增强妇女经济权能和体面工作机会的行动。 

  加强妇女领导作用和决策参与 

7. 会员国重点指出了在妇女参政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许多国家着重指出支持

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包括为支持妇女参政提供补贴以及为遭受政治暴力侵害的妇

女提供保护和服务。现在，由于采取配额或其他相关措施，更多的妇女通过任命

或选举的方式担任了政治职务。沙特阿拉伯最近任命了该国首位女大使。会员国

同样强调指出对妇女发挥领导作用和参与经济的支持。一些与会者报告了促进妇

女在私营部门担任高级职位的情况，另一些与会者则介绍了为支持妇女的经济权

利和决策以及消除妇女创业障碍所作的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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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会者强调了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财政和其他支助，包括保护人权维护者的承

诺。斯洛伐克向促进性别平等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财政支助。若干会员国邀请了民

间社会代表为互动对话期间的自愿发言作出贡献，突出表明各国政府与妇女民间

社会组织之间的富有成效和成功的伙伴关系。 

  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数据收集、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 

9. 与会者报告了关于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改进国家发展框架中按性别分列数

据的定期收集、分析和传播战略的进展情况，包括加强国家统计局能力的情况。

埃及于 2017 年设立了专门的国家性别平等观察站，以提供关于性别平等指标、

元数据和信息图的全面数据。与会者报告说，他们与国际机制协作，支持编制关

于妇女权利和赋权的数据和统计，并利用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为收集和分析

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提供资金。各国还强调了地方政府与伙伴参与协助收集和监测

促进性别平等的数据。 

  加强国家体制安排 

10. 各国报告了为加强国家性别平等机制以及旨在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其他

体制安排而采取的具体步骤。一些国家设立或加强了性别平等部门以及跨政府机

构和部门的性别平等主流化工作，尤其是在公共教育和公职人员性别暴力培训领

域。特别注意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概念，其中包括设立国家残疾妇女和男子

委员会以及巴拿马等国推动建立惠及农村和土著妇女的国家机制。 

  挑战和差距 

11. 会员国确定了在实现《2030 年议程》方面取得进展应解决的挑战和差距： 

 (a) 虽然颁布或改革了关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法律和政策，但需要

加强执法努力，以推动实地变革； 

 (b) 需要克服在帮助边缘化和服务不足地区妇女方面的困难，特别关注农村

和偏远地区的妇女； 

 (c) 需要采取更具参与性的办法来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可持续发展

目标，例如创新地提高公众认识以及推动男子和男童参与； 

 (d) 需要通过地方和国家来源以及国际双边和多边筹资机制增加对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供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