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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三十届会议 

2004 年 1 月 12 日至 30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6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第 21 条的执行情况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就《公约》在其活动范围领域内的执行 

情况提交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1． 2003 年 9 月 19 日，秘书处代表委员会，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介绍各国向粮农组织提交的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在其活动范围领域内的执行情况的资料，以补充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

将要审议的《公约》缔约国报告所载资料。 

2． 委员会所要的其他资料涉及粮农组织为促进《公约》的执行而开展的活动、

实施的方案和作出的政策决定。 

3. 随后所附的报告是按委员会的要求提交的。 

 

 
 

 
*
 CEDAW/C/2004/I/1。 

 
** 
本文件迟交是因未能及时收到粮农组织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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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三十届会议提交的报告 
 
 

  不丹 
 
 

 2001 年，不丹的总人口估计为 190 万人，其中妇女占 49.4％。居住在农村

地区的人口占 93％。这一年估计有 48％的人口从事经济活动，其中 94％在农业

部门工作。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占 40％，其中 98％从事农业工作。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促进赋予农村妇女权力和性别平等的活动 
 

 为了按任务规定提供农村妇女情况的资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

织）编写了一份不丹概况介绍，其中强调了农村妇女应参与农业活动、环境保护

和农村生产。这份概况介绍回顾了两性参与农业、环境和农村经济活动的情况，

并说明了农村妇女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概况介绍还列入了关于在不

丹开展注重性别的政策和方案规划工作的建议。 

 粮农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合作，实施了一个题为“在不

丹推广使用火炉和替代能源国家战略”的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向不丹政府

提供一份综合评估报告，评估薪柴的消费情况和能源生产的替代备选办法，并说

明农村妇女广泛使用替代能源所涉及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丹全国妇女协会

发挥的重要作用，突出了性别问题，因为妇女在不丹是最主要的薪柴消费者。 

 不丹参加了粮农组织主办的所有区域会议，这些会议确定了有关远程教育和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战略议程，其中考虑到了农村妇女的作用和利益。 

 

  埃塞俄比亚 
 

 2002 年，埃塞俄比亚的总人口估计为 6 910 万人，其中妇女约占 50％。居

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占 84％。这一年估计在女性人口中有 24％的妇女从事经济

活动，其中约 80％在农业部门工作。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促进赋予妇女权力和性别平等的活动 
 

 在该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本地知识因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正在丧失。

最近，粮农组织发起了有关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本地知识的试行项目，目地是制订

一些实地办法，协助各社区内部及其间记录、储存和共享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本地

知识；这有助于改善社区居民的营养状况，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并向他们提供

医疗救助和更加持久可靠的生计手段，从而能抵御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染病的侵

袭。该项目将特别注意男女的不同角色、权利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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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粮农组织正在实施一项技术能力建设项目，以改善绍阿省北部和提格

雷省南部地区居民的营养状况和家庭粮食安全。该项目设想通过社区行动计划、

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支助组织的能力建设，解决所有层面的性别和社会经济问

题。参与监测和评估进程的设计十分灵活，在准入、控制和获益方面，都允许性

别和社会经济差异的存在。 

 2003 年的调查显示，项目实施区的女户主总人数不超过 28 至 36％（取决于

所选定的县），女性文盲率占全部调查人口的约 90％以上。文盲率偏高实际上限

制了妇女的能力，使她们无法采用现有的新技术，吸收有助于小企业发展的信息，

并改善家庭的营养状况，而最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研究结论认为，以妇女为户

主的家庭在该国是最贫困的。另外，粮农组织实施了“加强地方一级种子供应系

统”的项目，其目的是使妇女更多地参与种子生产、质量控制和市场销售，从而

让她们在收获后的处理和市场销售/小规模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该项目还在此

基础上致力于加强妇女群体利用基本技术进行种子的收获后处理和储存的能力。

此外，该项目还协助妇女生产蔬菜和果树秧苗以及提供在自家庭院内养蜂用的蜂

箱。 

 粮农组织正通过其Telefood募捐运动活动支助埃塞俄比亚开展的一些项目，

其中包括指导妇女进行蔬菜生产和协助妇女养羊的项目，以及在干旱期为以妇女

为户主的家庭添加羊只等。 

 1994 至 1996 年，粮农组织还在埃塞俄比亚实施了一个试行项目，以便在采

用参与式方法和进行性别分析的基础上，着手制订以服务对象为主的农业扩展计

划。该项目作为个案研究，列入了一个较为普及的出版物，从农民到规划者，从
规划者到农民：最佳做法的成果，1

 其中阐明了注重性别的参与式发展规则。 

  吉尔吉斯斯坦 
 

 2001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口近 500 万人，其中 65.8％居住在农村地区。

这一年估计有 44.5％的人口从事经济活动，25％的人口在农业部门工作。从事经

济活动的妇女占 47.2％，其中 19.7％从事农业工作。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促进赋予农村妇女权力和性别平等的活动 
 

 2003 年 7 月，粮农组织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举办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性别分类数

据讲习班，这是该组织社会经济和性别分析方案的一部分。来自吉尔吉斯斯坦、

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 21 名学员参加了讲习班，举办这期讲习

班是为了加强有关人员编制、分析和解释性别分类数据的能力，以促进政策的分

析和制订工作。讲习班还使学员有机会检验和采用以俄文编写的性别分类数据培

训材料，这类材料是粮农组织为在讲俄语的国家推广使用性别分类数据而编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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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已译成俄文本的社会经济和性别分析方案培训材料包括实地手册和媒

介手册，以及灌溉、微额供资和项目周期指南。 

 

  尼泊尔 
 

 2001 年，尼泊尔的人口为 2 360 万人，其中 88％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一年

估计有 47％的人口从事经济活动，93％在农业部门工作。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占

39％，其中 98％从事农业工作。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促进赋予农村妇女权力和性别平等的活动 
 
 

 尼泊尔是粮农组织关于促进在灌溉和水资源管理方面赋予妇女权力，增强家

庭粮食安全和健康的区域项目的受益国之一。该项目的总体发展目标是为农村妇

女改善家庭粮食安全提供更多的机会，并通过推广低成本的节水灌溉作物生产技

术增加收入。该项目准备提供直接支助，以确保妇女参与主流活动并有机会获得

更多的生产资源与合适的低成本灌溉技术。项目干预措施的主要作用是加强社区

的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妇女团体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并为她们获得水资源及

营养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提供便利。 

 粮农组织还通过其 Telefood 募捐运动，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巴克塔普尔

区积极开展活动，帮助由 52 名妇女组成的创业妇女团体在历来种植香料的地区

中心建造了一个小加工厂。有了这项支助，该地区的妇女就可以碾磨和销售她们

自己种植的香料，而不必再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香料卖给外区的碾磨厂。

Telefood 募捐运动基金还为建造厂房及购置干燥机、碾磨机、秤盘和包装热封机

提供了资金，同时尼泊尔政府提供了培训和指导。 

 粮农组织还编辑了一份题为“妇女参与农业活动、环境保护和农村生产”的

概况介绍，其中回顾了两性参与农业、环境和农村经济活动的情况，并强调了农

村妇女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概况介绍还着重说明了在尼泊尔开展的

注重性别的政策和方案规划工作。 

 尼泊尔还派代表参加了粮农组织主办的所有区域会议，这些会议确定了有关

远程教育和向农村妇女转让技术的区域战略议程。 

 1996 至 1999 年，粮农组织实施了一个题为“大力宣传妇女对农业生产的贡

献，促进注重性别的规划工作”试行项目。该项目已作为个案研究，列入了一个

较为普及的出版物从农民到规划者，从规划者到农民：最佳做法的成果，
1 
其中

说明了注重性别的参与式发展规划工作。 

 2001 年，粮农组织驻尼泊尔代表率先制订了一套注重性别的人事政策（条

例），包括为哺乳的母亲提供便利和向在女性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各个项目

或使她们不能留在家中的其他活动期间为代管孩子的人提供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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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利亚 
 

 2001 年，尼日利亚的人口将近 1.17 亿人，其中 55％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一

年估计有 40％的人口从事经济活动，32％在农业部门工作。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

占 36％，其中 34％从事农业工作。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促进赋予妇女权力和性别平等的活动 
 

 粮农组织通过 Dimitra 项目，在欧洲、非洲和近东收集关于农村妇女、粮食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组织项目的详细资料。该项目的作用是通过传播这方面的

信息，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农村妇女利用传统的通信手段和新的信息技术对发

展作出的贡献。Dimitra 项目力求提高发展行动者对性别问题的认识，并促进

信息的交换和传播。尼日利亚有 24 个组织被输入了 Dimitra 项目数据库

（www.fao.org/sd/dimitra）。这些组织总共实施了 57 个项目。 

 
 

 注 

 
1
 http://www.fao.org/sd/2003/PE0103-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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