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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 年 3 月 14 -24 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0

届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举行了一般性辩论、审议主题部

长级会议、部长级圆桌会、专家小组讨论等，重点审查《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领》及妇女问题特别联大成果文件的执行情况，并通过商

定结论和妇地会多年工作计划等决议。此系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的首次妇地会，各国高度重视。120 国部长、副

部长率团与会，8000 余名非政府组织代表注册参会。本期简报简要介

绍会议及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主要内容，摘编联合国相关领导人致辞，

供参考。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0 届会议及非政府组织论坛 

概况 

 
一、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0 届会议概况 

二、联合国妇地会第 60 届非政府组织论坛概况 

三、联合国秘书长开幕式致辞 

四、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开幕式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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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0 届会议概况 

2016 年 3 月 14 日-24 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0 届会议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

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在执行为期 15 年的新“全球发展路线图”的过程

中，如何确保妇女处于各国国家计划优先领域问题。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0 届会议的优先主题为“妇女赋权及其

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审议主题是《第 57 届妇地会商定结论》“消除

一切形式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来自世界各地

的非政府组织提交了近 200 份声明。会议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针对会议的优先主题，《增强妇女权能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联

系的秘书长报告》系统分析了赋权妇女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性别维度直接体现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目标 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贯穿于

其他各项目标中，要求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承诺是实现性别平等，在此基础上，

把性别平等纳入了整个框架的主流。报告强调，随着国际社会开始执

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加强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妇女权

能和人权的有利条件，创造能够以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方式来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整体环境和能够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规定的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筹资的经济环境。 

报告强调妇女领导人和妇女民间社会组织的关键作用，并着重讨

论了后续行动及审查、数据和问责制的重要意义。报告最后指出，妇

女地位委员会将推动贯彻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加快实

现性别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发挥促进性别平等主流化的

作用，以确保整个审查进程使妇女和女童受益，并有助于到 2030 年充

分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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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针对大会的审查主题，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审查妇女地

位委员会第 57 届会议商定结论的执行情况的秘书长报告》 

本次妇地会首次审议《第 57 届妇地会商定结论》的执行情况。《第

57 届妇地会商定结论》涵盖所有背景和环境下的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

女和女童行为，强调“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指任何对妇女和女童造

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

为，包括威胁施行这类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其发生在公

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这种暴力也造成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伤害。委

员会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敦促各国政府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加强相关法律、政策框架以及预防、回

应和循证的基础。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务必执行商定结论中载

列的各项行动，以使所有妇女和女童能够行使其权利，享受没有暴力

和暴力恐惧的生活。 

《审查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57 届会议商定结论的执行情况的秘书

长报告》指出，《第 57 届妇地会商定结论》进一步加强了关于消除和

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规范性框架，并为其他政府间进程提

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动力。尽管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的发生率仍高得让人难以接受，而各国对现有相关法律和政策框架

的执行情况则进展缓慢，效果参差，仍面临巨大挑战。联合国会员国

应继续将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现象作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根源加以消

除，并为此目的加强国家性别平等机制的作用。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大

幅度增加财政投资，加强司法部门的应对工作，以及增强各项措施以

确保起诉犯罪者、保护受害者/幸存者，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

为，等等。 

第三，通过了《关于妇女地位委员会今后会议优先主题的提议的

秘书长报告》，确定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多年工作计划，特别是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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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之后几年的工作主题 

第 61 届会议（2017 年）的优先主题为“在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

中的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审议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5(实

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执行进展”。 

第 62 届会议（2018 年）的优先主题为“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

护制度，以实现妇女和女童的实质平等”；审议主题是“为妇女和女童

执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 

第 63 届会议（2019 年）的优先主题为“可持续基础设施促进性

别平等与妇女和女童赋权”；审议主题是“增强妇女权能与可持续发展

的联系(第 60 届会议以来的商定结论)”。 

在妇女地位委员会未来几年的工作中，重点是 2020 年。报告建议

委员会考虑如何能够最好地利用 2020 年来加快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

和女童赋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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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童权能。 

第四，由妇女地位委员会执行局（CSW Bureau）起草的《妇女地

位委员会第 60 届会议商定结论》对各国执行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全面

要求 

《第 60 届妇地会商定结论》覆盖贫穷、教育、健康、经济赋权、

人道主义、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不平等/歧视、筹资、水和卫生设

备、气候变化等问题。它强调要加强规范的、法律的和政策的框架；

推动营造有利于资助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环境；强化妇女领导，支

持妇女公民社会组织；加强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数据搜集、后续、审议、

监督和问责过程。《第 60 届妇地会商定结论》强烈要求各方通过全面

综合的途径来执行全部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负责任的态度，将社

会性别视角全面纳入所有政府政策与计划。 

二、联合国妇地会第 60 届非政府组织论坛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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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以下简称“妇地会”）第 60 届非政府组

织论坛同期在纽约举行 450 多场平行会议，共有 4000 余名代表参会。

会议有两个主题，分别为“妇女赋权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和“预

防和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在论坛首日的非政府组织磋商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妇女署执

行主任 PhumzileMlambo-Ngcuka 在开幕式发言中指出，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是继《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及 2015 年全球妇

女峰会领导人政治宣言之后，又一妇女赋权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依

据。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政府妇女组织应充分发挥作用，推动政府共

同解决妇女赋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一，妇女赋权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由于“妇女赋权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议题能够兼容、涵盖

非常多的妇女权益保护和妇女发展议题，引起了第 60 届妇地会非政

府妇女组织参会者的极大热情，并引发了广泛、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在这一主题下，论坛分享和讨论的主要领域涵盖了’95 北京世妇会的

关切领域、千年发展目标和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的重要领域内

容。 

第一类议题是对妇女赋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问题的探讨。如，可

持续发展对女童和妇女的意义；女童和妇女从赋权及可持续发展中的

收获；妇女需要的赋权和可持续发展的类型和形式；妇女人权与可持

续性发展及消歧公约的关联；妇女赋权的新工具及策略；妇女作为增

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妇女赋权与妇女议题的多样性；机会窗口与

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等。 

第二类议题是分领域探讨’95 世妇会《北京行动纲领》12 个关

切领域及其与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如，促进妇女健康

与妇女赋权及可持续性发展；教育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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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妇女经济赋权作为 2015 后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心；妇女参政、妇女

赋权与可持续发展；妇女在文化、政治、经济市场中的活动与可持续

性发展；赋权妇女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中的领袖；妇女和平与安全与

可持续发展；家庭、社会变迁与可持续发展；女童与可持续发展等。 

第三类议题是关于妇女中的不同群体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如，

农村妇女如何参与到可持续发展中，妇女赋权与可持续发展；移民妇

女的赋权与可持续发展；难民、地区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女童成

为改变世界的力量；青年、和平建设与可持续性发展;残疾妇女与可持

续发展等。 

第四类议题聚焦妇女组织和妇女研究及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如，

可持续发展与妇女组织；妇女组织在实现 2030 目标中的作用；推动

政府实施后千年发展目标的策略措施；女性/ 性别研究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女性社会学研究对妇女赋权、反暴力与可持续发

展的贡献；妇女研究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重新连结草根运动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合作等。 

今年的论坛也对女童和年轻女性的赋权、参与和代际传承尤其是

男性的参与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普遍认为’95 世妇会后 20 余年，国

际妇女运动和妇女发展需要年轻一代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担当，将北京

世妇会精神世代传承下去。 

第二，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议题是本届妇地会非政府组织论

坛的次主题，也是非政府组织论坛在配合妇地会政府会议同时在对第

57 届妇地会商定结论执行情况进行回顾审查的一项活动。因此，很多

非政府妇女组织主办方的议题设置也与反暴力主题密切相关，并突出

和强调了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是对妇女和女童人权的严重侵害。 

一些论坛依据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重申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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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发生率依然居高不下的事实。世界卫生组织

2013 年发布的全球最新估计数据表明，35%的妇女遭受过亲密伴侣的

暴力和非伴侣的性暴力。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5 年的数据表

明，1/3 的妇女遭受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的侵害。即使在欧盟的一些

发达国家，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数据状况也令人堪忧。与会者充分意识

到，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议题是今后需要持续关注的议题。来

自全球不同区域的非政府妇女组织主办的论坛，也呈现出针对妇女和

女童的暴力行为在全球不同地域、环境中均有发生，无论在和平环境

下还是在冲突中、冲突后和人道主义背景脆弱等环境下，无论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暴力都是一个跨越国家、

民族、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全球性问题。而武装冲突、移民和难民、

早婚等情境，更增加了妇女和女童遭受暴力的可能性。 

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的议题主要涉及如何推动各国实施反对针对

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法律和政策，如何消除暴力的潜在根源和风险因

素以及如何加强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多部门服务等。来自

各大洲的论坛发言者分享了各自国家和非政府妇女组织在这方面的经

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非政府妇女组织在推动相关立法和政策出台、

为受害者提供咨询、庇护、生活资助等服务，以及提供分性别统计和

研究数据所做的各种努力。参会者普遍认识到，一切伤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的根源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基于性别的歧视。

为了预防和应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加强信息收集和

分性别数据统计工作；非政府妇女组织可以通过该调查研究为政府提

供更多的数据和事实资料，同时，也要鉴别哪些数据是可靠的和对政

策有实际意义和作用的；在立法、司法和执法方面进一步加强预防和

保护工作；为受害者提供各种服务；倡导性别平等的文化观念；促进

男性和男童的参与。一些论坛发言者也指出，在制订和实施消除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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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战略方面，非政府妇女组织积累了很多经验，

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会者也意识到，非政府妇女组织特别要加强与政

府的对话、沟通、合作、监督，履行关于终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

为的国际义务和国际承诺。 

三、联合国秘书长开幕式致辞 

欢迎你们来到联合国，在此非常感谢你们在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

赋权进程中所展现出的领导能力。 

今天能够和来自世界各国众多的卓越女性领导人一起开会，我非

常高兴。 

同时，我也倍受鼓舞，因为是你们赋予了我力量，是你们让我精

神焕发。我再次向你们表示感谢。 

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改变世界。来自不同国家的你们，具有丰富

的经验和坚定的承诺。当我看到你们，我更加确信我们可以在世界范

围内帮助所有女性实现性别平等。 

在2006年10月，我第一次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向联合国大会致

辞时，我郑重承诺将在全世界和联合国机构内部推动性别平等。正如

前美国第一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所说，保护人权应从家里开始。 

在过去的九年间，我先后任命了150名优秀女性出任联合国副秘书

长。 

在我上任伊始，没有一名女性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今

天，近四分之一的联合国使命是由女性领导。尽管这还不够，但这是

落实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号决议的一个重大进

展。 

我们正在努力打破困扰女性发展的天花板效应，这一行动将会延

续下去。那些认为女性没有能力处理安全事务的偏见在人们心中根深

蒂固，但这些看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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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竭尽全力来帮助女性在联合国机构内部获得发展，并呼吁政府、

商界和其他人一起推动性别平等。要实现这一伟大进程就是要充分尊

重所有女性和女童的人权。 

每到一处，我都努力地去了解当地女性关心的问题。对于女性被

排斥在政界之外，我十分愤怒。当看到在推动孕产妇健康进程中行动

弛缓时，我十分沮丧。我也知道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彻底

消除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 

2010年7月，联合国大会决定将4个不同的联合国实体合并成立妇

女署。我非常感谢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在担任妇女署第

一任执行主任期间所显示出的杰出领导才能，也非常感激妇女署现任

执行主任普姆齐莱·姆兰博-恩格库卡。 

作为推动女性事业发展的全球力量，妇女署已经显露出它的重大

作用。 

为改善全球女性与儿童的健康福祉，我们发起了“每个妇女，每

个儿童”倡议，因为没有一位女性在生育时应该死去，也没有一位婴

幼儿在没有得到我们救助之前就该过早夭折。 

我们还发起了“联合起来制止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运动 (UNiTE 

Campaign)。 

我很骄傲成为第一位在致力于动员男人和男孩的 “HeForShe(他

为她)”活动倡议书上签字的男士。该倡议建立在“男性领导人网络”

(Network of Men Leaders)之上，动员所有男性争取全面的性别平等。 

为抗衡联合国所倡导的价值观，极端暴力分子正在向妇女及女孩

发起身体攻击。 

在新制定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包含了一些在全

球事务应对中赋予女性更大影响力的具体建议。该行动计划呼吁国际

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时不应违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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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坚守原则时，我们保持历史上正确的一方并在具体问题上

胜利的一方。 

我非常感谢大家（至少各位）所作出的共同努力，并呼吁大家做

出更大的贡献。 

在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九年间，我曾到过女性生存环境最为恶

劣的地方。 

是的，这些地方有受害者。但是在这些最恶劣的地方，你仍然可

以发现最坚强的女英雄。 

在那些儿童被迫失踪的国家，祖母们挺身而出，要求正义得到伸

张；在那些被艾滋病困扰的地区，被艾滋病毒感染的母亲们用希望去

抵消污名化造成的影响；在排外的社会当中，被强奸的女性受害者幸

存下来并组织起来进行抗争；在尊崇女性生殖器官割礼的社会当中，

活动家们告诉人们要将重点放在女童的心智的培养，以使人们最终认

同女性也具有同样价值；在那些暴力极端主义者对女学生发出威胁的

地方，女童们勇敢地到学校上课；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我们的女性

警官树立了平等的榜样；在议会大厦里，女性议员显示出领导力的体

现没有性别的界限；无论在诊所还是在议会大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

在法庭之上、无论是在农场还是在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女性领导

人在坚持实现平等，强调它的价值所在。面对威胁和袭击，女性人权

捍卫者为了自由大声疾呼，女性新闻工作者也在捍卫真相。 

在向成千上万的女英雄表达敬意的同时，我也对那些支持妇女权

益的男同胞表示感谢，因为这些男同胞知道：妇女的权利也是人权，

将使所有人受益。 

哪怕只有一个妇女的权利受到侵犯，保护妇女权益的斗争就没有

终止。 

对于妇女和女童来说，世界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但是担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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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我深知，人们立志创造完全平等的未来的决

心不可动摇。 

你们坚定的承诺激励了我，你们的努力是我精神和活力的源泉，

对此我深表感谢。今年年底我的任期将满，但我绝不会放弃这一事业，

我将在争取妇女和女童平等权利的斗争中永远与你们同在，为所有人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不分男女、不分年

龄、不分贫贱，人人都享有尊严的美好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需

要依靠你们的领导才能和承诺。 

四、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开幕式致辞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0届会议是妇地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妇女赋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由于在座各位以及更多人的努力付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

心是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将其贯穿于其他各项

目标之中，将性别问题系统地纳入整个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过程 。 

妇地会是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跨政府论坛机构，容纳了不同女性

的声音，这对我们通向2030年之路产生重大影响。 

请允许我向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以及机构为筹备本次会议所付出

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妇女署同僚们为本次会议的召开所做出

的认真准备。 

本次会议是通往2030年我们所期望的未来之路倒计时的开始。在

未来之路，不会有人被落下。 

未来之路将实现实质性的性别平等。 

在此，我们无需重启和重新商讨已经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达成

的历史性共识。 

各位阁下，早前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促进转型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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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和雄心勃勃的重大议程。现在，我们需要为实现这一史无前例的

伟大行动寻找落实方案。 

尽管我们承认已经取得了进步，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间，但是我

们必须意识到这一变革还不够迅速，因为还有很多妇女和女孩处于危

险境地。比如说，有人预测至少还需要5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在政治参

与上的性别平等；依照现有发展速度还需要118年的时间来实现真正的

薪酬上的性别平等。我们只有采取重要举措才能打破这一假定的发展

路径和实现2030年行动中的“全球50/50目标”。 

得益于全世界女同胞们的共同付出和她们的经历以及各成员国们

的努力，我们才能够召开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还应感谢具有力量和激情的年轻一代，他们

对未来有着敏锐的眼光，对2030年议程产生影响。 

我很骄傲地宣布，第一届妇女地位委员会青年论坛召开，用了两

天时间商讨如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兴的是今天将会有一

位青年代表做简短发言。我们已经庄重地意识到让青年参与这一进程

的必要性。为此，我们刚刚发起了青年与性别平等战略行动。 

感谢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艾哈迈德·阿尔汉达维以及合作伙伴

们给予的大力支持。 

目前，全球10-24岁的年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18亿，这是迄今为

止人数最多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2030年议程是关乎和维护他们的

福祉。 

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青年代表呼吁将性别平等教育和妇女与女童权

利纳入正式和非正式的早期教育中。 

我们知道要实现这一可持续发展议程，必须接近社会上处于最劣

势地位的人群。单靠政府无法传递坚定的承诺。而民间团体和女性组

织的合作是关键。这也意味着为了能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和发挥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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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我们必须给予民间团体更大的支持和保护。为落实2030年议程，

来自私营领域的支持也十分重要。 

在上周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我们向之前不幸遇刺身

亡的洪都拉斯著名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原住民和人权保护者贝

尔塔·卡塞雷斯致敬。她于3月3日在家中枪身亡。她是近年来主张不

同价值观，反抗影响达成2030年议程的权利机构的遇害者之一。她付

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遭受困苦，出现大规模人口迁移，妇女和女

童遭受极端暴力，许多区域局势动荡。 我们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在发

生国、中转国以及目的国彻底消灭产生包括当前大规模难民和迁徙危

机在内的一系列极端挑战的根源。我们需要通力合作寻找全新的、可

持续的应对措施以应对这一新的挑战。 

尽管存在诸多挑战，本次会议一定是一个有利时机，因为去年我

们通过了2030年议程。当为了维护全人类和全世界所有妇女和女童的

权益而抛开异议时，对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时

机之一。 

2030年议程要求我们在生活方式、经商、农业生产、母亲的价值、

号召和保护女童和男童以及沟通等方面做出变革。议程也号召我们尊

重和认可不同于主流的具有其他性取向的人士的权益。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是取代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

《北京宣言》，而是进一步推进该宣言的落实。在去年9月份联合国通

过该可持续发展议程时，各国政府重申了对《北京宣言》的支持。当

时，共有90多个国家响应了妇女署的呼吁，重新做出承诺并加入到“进

一步推动性别平等”行动中。我们以书面形式再次申明这些承诺，确

保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北京宣言》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重申《北京

宣言》也离不开民间团体和私人机构的支持，它们也为此做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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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 

这一刻，我们应该利用好所有这些积极的承诺。这一刻，我们要

加倍努力来落实这个可执行的、具有决定意义和变革性的2030年议程。

比如，我们新近发起了旨在消除影响女性经济赋权障碍的“联合国增

加妇女经济权能高级别小组”。这一高级别小组由国家领导人和商业领

袖共同领导。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各国工会、女性和社会团体、学

术界人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我们正在共同推进联合国主导的旗舰项目，这些项目

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地区层面和一个国家内部改变妇女、女童以及社

区的生活。我们的这些努力会延伸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边缘群体。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

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是凸显其在关爱被遗忘群体方面的普世性和关

联性的最佳例证。目标5就以下问题给出了框架：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一

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消除歧视性法规；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

的暴力行为，包括童婚、割礼以及“荣誉谋杀”；认可无偿护理和家务

劳动的价值；确保参与领导和决策过程中女性参与程度的实质性提高；

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行动纲领》等成果文件，

确保女性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育权利；通过改革来保证女性

在利用经济资源方面享有平等权利，比如缩小薪资上的性别差距，目

前全球范围内的性别差距是24%。本周，我们将发起一项旨在缩小薪酬

方面的性别差距的倡导活动。目标5也要求我们通过加强技术，特别是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增强妇女权能。青年代表对此做了强调，并

强调应进一步缩小在数字化方面的性别差距的重要性，加强对社交媒

体和传统媒体的积极利用和问责。 

青年代表们还强调女性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人口迁移以及落实

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1325号决议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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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在利用2030年议程中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实现性别平

等，每一项都是为了妇女及女童的利益。在每一项目标里，都体现了

帮助那些最需帮助的人的具体措施。 

除了积极推动目标5和确保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都能维护女性

的权益，我们认清了落实2030年议程的促进者：执行非歧视性法规和

政策、兼具有效性和包容性的国家机构；女性团体和民间组织的有效

参与，因为有证据表明倡导维护女性权益的女性团体在推动性别平等

政策的落实、监督和问责上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分性别

统计数据来监督2030年议程中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和问责

过程。年龄和分性别统计数据至关重要。在此，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

布妇女署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启动有关针对女性暴力的全球数据库。 

最后一点是国际社会需要加大金融投资来缩小财政上的性别差

距，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使命。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所看到的变革步伐都直接跟所做出的投资息

息相关。一旦我们投资于与妇女和女童相关的领域，我们将会在该领

域取得高回报，生活也将发生改变。在国内，一国政府首先要增加政

府预算，而国际社会上的资金支持和女性组织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都

意味着能够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并取得良好效果。 

如果在进一步减少资金上的性别差距上稍有迟疑，我们将误入歧

途，因为能否实现2030年议程目标将取决于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进程。 

为了做到不让一个人掉队，我们的投资不应仅局限于参与性，还

必须在这几方面取得胜利：农村发展及农业种植、公共卫生及教育、

计划生育服务、饮用水及卫生、社会保护、改善妇女及女童经济条件

的扩展性项目、消除对妇女和女童各种形式的暴力以及尊重她们有权

寻求公正的权利。 

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很容易被辨别出来，因为他们无法享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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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服务。 

这一群体包括身有残疾的人、来自土著部落和农村地区的人、迁

移者和难民、LGBTQI(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变性者、双性人)

人士、幼女及老年妇女，长期以来他们都处于跨界别的和积重难返的

不利境地。我们决定在2030年议程中帮助他们。我们今天召开的妇女

地位委员会第60届会议是对我们承诺的第一次考验，并为我们做出历

史性变革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 

各位阁下，我非常感谢你们为此所做出的付出，并请求你们恪守

那些激发我们实现2030年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原则。 

我们深知不能把行动仅局限于传统的合作伙伴，应该主动走出“舒

适区域”，让更多的男人和男童以及那些我们过去不曾有过共识或无法

理解的人们纳入我们的视野范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不同利益群体围

绕在妇女署周围。这明确表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正处于具有机遇

性和潜力性的重大时刻，而妇地会已经举行了450多项相关活动。 

各位阁下，你们手中正掌握着消除贫困、为下一代人改善两性关

系和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让我们抓住这一机遇!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2016年6月1日印发 

（共印220份）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None)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ENU ()
    /CHS ()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