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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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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妇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及其决策创造有利

环境”的部长级圆桌会议 

  主席摘要 

1. 2021 年 3 月 15 日和 16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在优先主题“妇女充分和有效

地参与公共生活及其决策，消除暴力，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权

能”的框架内，举行了关于主题为“为妇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及其决策

创造有利环境”的部长级圆桌会议。与会者交流了与该专题有关的经验教训和良

好做法，重点是采取措施为妇女平等参与公共生活及其决策创造有利环境。 

2. 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米海尔·马尔加良(亚美尼亚)主持了第一次圆桌会议并

作了介绍性发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总结了主要信息。来自

18 个会员国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以及 1 名观察员参加了第一次圆桌会议。大韩民

国性别平等和家庭部长郑英爱主持第二次圆桌会议并致开幕词。来自 15 个会员

国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参加了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总

结了主要信息，并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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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创造有利环境促进妇女充分和有效参与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这一大流行病

背景下 

3. 部长们强调，为妇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及其决策创造有利环境至关

重要，以加快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有效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4. 发言者强调，这一全球大流行病表明，创造男女分担责任的有利环境非常重

要。这次疫情导致过去数十年中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受挫，加剧了不平等，

而妇女承担了过多的照护责任。部长们阐述了过去一年中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案

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与会者还提请注意，从事一线工作的妇女人数众多，同时受

到脆弱工作环境的威胁，而且在决策职位上的代表性不足。 

5. 部长们强调，需要采取特别措施创造没有一切形式暴力的有利环境，支持妇

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及其决策，以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

权能。 

6. 与会者讨论了在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内以及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中妇女代表

性更加均衡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他们承认进展还不够，所有部门、机构和公共

生活组织必须重新采取行动并作出财政承诺，以创造必要的有利环境。  

  采取措施对抗消极社会规范、陈规定型观念和歧视态度，以创造有利环境  

7. 部长们着重指出，必须解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即持续存在的消极社会规范、

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歧视态度，这些因素形成了公众关于妇女不应在公共生活中

发挥平等作用的观念。他们强调，消极社会规范也影响妇女在许多部门的就业和

决策。  

8. 部长们列举若干正面实例，说明如何通过教育、提高认识以及与媒体和民间

社会合作开展的运动，消除陈规定型观念和偏见，从而改变社会规范。与会者还

强调，教育、媒体和娱乐部门需要提高认识和采取行动，对抗对妇女和女童的消

极社会规范和态度。 

9. 发言者认识到，贫穷程度较高、经济独立机会有限、持续存在的工资差距、

更大的照护责任以及获得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机会有限也妨碍妇女充分和

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 

10. 发言者强调，更公平地分担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对创造有利于妇

女参与和决策的环境至关重要。他们突出强调了促使分担照护责任的措施，如增

加育儿假、增加对负担得起的儿童和老年人长期照护的投资、改善获得社会保障

的机会，以及兼顾家庭和工作的灵活和关爱家庭的工作条件，从而促进更健康的

工作与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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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和消除公共生活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最佳做法 

11. 部长们强调了暴力如何对妇女充分和有效参与公共生活构成重大障碍。他们

提请注意公共生活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持续存在的方式——通过暗示、攻击个人

或家庭安全、损害名誉、骚扰和其他形式，包括在数字背景下。 

12. 发言者强调，在全球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暴力事件不断增加。与会者突

出强调数字和信息通信技术助长暴力日益增多的现象，包括网络欺凌的兴起。他

们还指出，数字鸿沟扩大，尤其对边缘化妇女和女童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使更

多妇女和女童掉队。发言者还强调，必须增加妇女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代表性。 

13. 发言者详细介绍了最佳做法，如制定国家战略、开展提高认识运动、设立国

家求助热线、增加资源配置和提供收容所等。  

  持续和系统地努力促进妇女充分参与和主导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最佳做法 

14. 部长们分享了许多实例，说明如何通过执行和监测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

政策、计划和预算，设立目标，以及通过立法允许采取暂行特别措施，包括地方和

国家两级行政、立法、司法和公共行政机构中的配额，增加妇女在民选和任命职位

上的任职人数。发言者介绍了为在各决策机构中实现平等代表性所作的努力。与会

者呼吁在宪法、法律和政策中纳入更多平权行动，以期增加妇女的多元代表性。  

15. 发言者还介绍说，妇女在私营部门监督和执行委员会决策中的代表性有所增

加。他们还着重指出，有望与私营部门主要行为体协力增加各级劳动力中的妇女

人数，并加强性别平等工资条例，以消除持续存在的工资差距。  

16. 部长们承认，必须通过不歧视教育政策和课程进行能力建设，提高女青年和

女童、男子和男童的认识，使女青年有能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与长期存在的歧

视作斗争。发言者还讨论了通过辅导方案和政府赞助的课程和讲习班取得的进展，

为妇女在其传统上代表性不足的部门就业做好准备。  

17. 发言者强调了民间社会组织，包括青年主导的组织，在推动创造有利环境和

确保妇女充分和有效参与公共生活及其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与会者注意到越来

越多已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与国家当局的伙伴关系。部长和高级官员还强调，

必须倾听妇女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的意见并对其进行投资，帮助确保为妇女参与

公共生活及其决策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