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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06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10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c)㈡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 

议的后续行动：各项重大关切领域的战略目标和行 

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妇女和男 

子平等参与各级决策过程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提

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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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想要就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妇女和男子平等

参与各级决策过程”的专题发表意见。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创立于 1950 年，把

饱受战祸的人——既是战士，也是受战争损害的平民——聚集起来，他们不仅致

力改善其福利，而且支持《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二十多年

来，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大力倡导人权，为此在妇女地位委员会及其他联合国机

构作证，并与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重视受武装冲突

影响的人。 

 妇女地位委员会适时和迫切评估使更多妇女担任决策职位的努力、阻碍她们

任职的因素和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多年来遵循各种途经来克服障碍，有些缓慢取

得成果，有些则无济于事。联合国、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审查现状

和探讨其他战略，以实现该目标。 

 成绩单——研究报告（见背景文件）表明当规定或自愿把议会或立法机构特

定比例的席位留待妇女担任时，历年来缓慢地，但逐渐地有更多妇女参加议会和

地方政府。30％算是妇女参政真正有效的足够数量。目前，在有超过 30％的妇女

参政的国家中四分之一的是冲突后国家。其中卢旺达、南非和莫桑比克有大量妇

女在冲突后第一次选举中当选本国议员。这些国家被称为快轨国家，因为在很短

的时间内妇女成为国家施政的重要参与者。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探究为何和如

何出现这个现象以及该进程是否能够在别处适用。 

 相反的，在因战争或政治大动荡而更换政府的局势中，对妇女的发展就较不

利。在摩尔多瓦的经历（背景文件）显示灰暗的局面“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发

生最坏的社会状况”。该国提交的报告指出，经济每况愈下导致两性不平等。在

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动荡后出现的这种妇女权利不进反退的情况并不罕见，

不管是苏维埃东欧集团解体，或是前殖民地帝国变更都是如此。 

 需要更加注意如何在过渡期社会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在这些社会，不仅民

主机构荡然无存，而且民间社会还没有滋长，这些问题都应及早加以处理。 

 最近报纸报道一件有关私营部门决策职位配额的有趣事例。挪威政府规定未

来两年内，股票在本国市场公开交易的大型私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妇女应占

40％。考虑到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往往象政府那样是个

强大的政治行动者，这就意义重大。据报该法引起商界的男子哗然大躁。鉴于挪

威是世界上妇女议员的百分率最高的国家，这个事态发展令人惊异。 

 一项重大挑战是说服男子，他们从公私部门妇女决策人数的增加得益。权力

分享从未轻而易举，且少有自愿接受的事例。当指定由妇女担任职位，特别是男

子把职位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时，就会被视为有失，而非有得。然而，妇女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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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的其他观点、利益和经验可充实混合的内容，是新意见和新想法的来源。另一

个好处是让“他人”参与，还将责任和重负分担。男女都从决策的广泛参与得益。 

 第 1325 号决议 一个促使决策改变的强有力工具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10 月通过的第 1325 号决议，其中重申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和战后重建方面

的作用。通过妇女参与和平进程的规定，包括参与撰写和平条约和战后重建努力

可提供机会，迅速制定新法律和建立新机构来促进男女平等。战争本身也会促进

改变。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重建可朝不同方向前进——可看到增加妇女参政的快

轨国家，也可看到减少妇女权利的过渡期社会。冲突动摇社会和文化体制，包括

部族和宗教习俗，导致改变情况的机会。妇女参加和平谈判和拟订条约可保证其

利益得到考虑。 

 最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草拟宪法的经验突出显示，需要妇女积极参加该进

程；否则她们在冲突后社会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限制。第 1325 号决议的执行可

导致新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赋予妇女权力和保证其人权。我们也深信“和

平协定是促进两性平等和保证妇女参与的手段。”我们促请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在

讨论和平进程和战后重建战略时全面支持第 1325 号决议。民间社会还需要运用

其影响力使第 1325 号决议成为一股促进改革的巨大力量。随着社会重建及其体

制的重整，妇女需要在各级参与决策。 

 建立有利环境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和促进人权和男女平等的其他联合

国公约及议定书、主要的联合国会议、联合国机构的有力行动，例如妇女地位委

员会、妇发基金和国家倡议都有助于创造可有效实现妇女平等和使之制度化的

“有利环境”。为妇女做准备参与决策和其他政治进程的其他途径应予探讨。需

要更多指导和培训方案(由男女提供)，以便妇女能够随时发挥这些作用。应有更

多妇女参加社区、国家和国际组织。需要推广和充实妇女和少女所受的教育，使

她们对日常生活中必须处理的法律法规加深了解。 

 伙伴关系 男子的支持和积极行动必须是与妇女共享政治权力运动的一部

分。有许多男子已参与；必须寻求更多男子以扩大支持的基础。建立“伙伴关系

文化”着力动员男女支持在所有领域实现妇女平等权利将会大有帮助。当男女在

处理专项问题、联谊、交谊或专业组织内聚集一堂，就是他们建立这种伙伴关系

的自然机会。特别有用的是，在组织内有男子和女子共同参加。一名评论员建议，

如男子真正“在改革社会的道路上成为妇女的平等伙伴，”就需要这些交流。“除

非把这些价值纳入社会结构，我们只能在法律上，不能在事实上获得两性平等。” 

 案例研究  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作为一个男女共同参与的国际组织的经验

特别适切。尽管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从 1950 年创立之初就有女会员，但要经过

三十多年它才专注于妇女问题。1984 年设立了妇女常设委员会，促进男女伙伴关

系，以支持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的目标。即使没有“足够数量”，妇女在世界退

伍军人联合会活动的每个方面，包括最高级领导都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强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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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的男女伙伴关系以促进其目标，还促进组织所在的国家与国际社会其他成

员的伙伴关系。 

 虽然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对妇女问题的兴趣是由其妇女成员的关切所引起

的，这演变成对在其讨论中有关人权的普遍性和纳入主流的性别问题的主要支持

者。在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上，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决议“欢迎北京会议五周年

的最后文件重申需要建立男女间伙伴关系，以实现两性平等的共同目标……”作

为对平等权利作出广泛承诺的例子，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在另一项决议中赞扬它

曾多年来所敦促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还“促请会员协会大力倡导社会性别公正，

以便对侵犯妇女的罪行与其他罪行等同看待，提起公诉，并不以宗教或文化理由

为由予以豁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