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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2003年 3月 3日至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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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两性平 

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后续行动 

 

  安哥拉、
* 
贝宁、佛得角、

**
 加纳、

**
 以色列、

**
 马里

**
 和墨西哥： 

订正决议草案 
 
 

  妇女、女童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 

（艾滋病毒/艾滋病） 
 
 

 妇女地位委员会，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其中所载的各项发展目标，特别是会员国关于在

2015年年底前制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这一目标，
1
 

 重申2001年6月25日至27日在纽约举行的大会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于2001

年 6月 27日通过的题为“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的大会第 S-26/2

号决议， 

 欢迎题为“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

题的承诺宣言》的执行情况”的大会 2002年 12月 20日第 57/299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并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 

 
**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 

 
1
 见大会第 55/2号决议，第 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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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的题为“妇女、女童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

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商定结论，
2
 

 还回顾其 2002年 3月 15日题为“妇女、女童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

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第 46/2号决议， 

 深为关切全球流行的艾滋病毒/艾滋病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破坏性极大，

构成全球紧急状况，它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格外严重，强调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行为以及社会、文化、生理和经济因素会增加她们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可能

性， 

 1. 强调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孩能力是减少妇女和女童受艾滋病毒/艾

滋病伤害的基本要素，并着重指出提高妇女和女童地位是扭转这一流行病的关

键； 

 2. 重申各国政府必须在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有关行动者的支持下继续履

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3
 中所载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

题的承诺，并根据宣言规定的有时限的目标在其国家政策和战略中切实反映这种

流行病涉及的性别问题； 

 3. 促请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赋予妇女权力，加强妇女的经济独立，

并保护和促进妇女充分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使她们能够保护自己免遭艾滋

病毒感染； 

 4． 呼吁各国政府加紧努力，挑战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态度以及在艾滋病

毒/艾滋病方面的两性不平等现象，并鼓励男子和男童积极参与； 

 5. 鼓励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及其它联合国机构和方案及

其他国际组织继续协作，以处理和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特别是结合紧

急状况和作为人道主义努力的一部分，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与包括人道主义方

案在内的其他方案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的问题。 

 6. 呼吁所有国家按照《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3
 的要求，

采取措施确保提供必要的资源，特别是来自捐助国及本国预算的资源； 

 7. 欢迎到目前为止对全球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的财政捐助，并

促请向该基金作出更多捐助，使其得以维持，并呼吁所有国家鼓励私营部门为基

金提供捐助；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1 年，补编第 1号》(E/2001/99)，第 2001/5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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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第 S-26/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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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欢迎联合国系统在广泛传播关于这种流行病所涉性别问题的信息，并使

人们认识到两性不平等同艾滋病毒/艾滋病相互交叉的重要问题； 

 9． 呼吁所有有关的行动者在制定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和政策以及在对执

行这些方案的人员进行培训时将性别观点包括在内，包括重视男子和男童在处理

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的作用； 

 10. 敦促各国政府继续促进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年轻人和民间社

会行动者参与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各种问题，并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11. 请秘书长在其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报告中考虑到性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