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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E导

1. 本报告是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题为有效地动员妇女

参与发展过程的第 31/175号决议编制的。 大会在决议第 4 段请秘书长编制一份

综合报告.内容是关于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发展、参与经济领域的决策，参与商业、

贸易和工业，参与政党、工会、训练，特别是参与农业和合作社、信用和贷款制度，

以及与男子平等地参与一切发展工作. 大会回顾了第 3505(XXX)号决议，并注

意到要求秘书长向其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的初步报告 ( A/31/205 和 Corζ1 ), 

这份初步报告扼要地叙述了根据大会要求而进行的关于妇女在农业、

工业、贸易和科技方面的参与的一项综合研究。 因此，本报告是为了响应上述两

项决议所载要求而编写的。

2 由于上述要求所涉的问题范固广泛，因此决定本报告应比较详细地论述农

业、贸易、资金筹措和技术等问'题，以及动员妇女参与农村地区而不是城市地区的

基层组织和决策等问题，而只略为谈谈工业问题 1.

1 正安畸是书长报告(午'3I"乞05和 Co吨1)第22-2ß段特剔指出的，如果大会愿意的话，

预料在第二个阶段将对从事工业的妇女进行较全面的分析，由于目前在妇女劳

动力参与工业方面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资料和统计资料，因此有人认为这个问题

最好在侧重行动的研究范围内来探讨.同时应多为注意跨国公司的雇用办法和技术

转让政策对妇女的工作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在这方面，可能会同劳工组

织、跨国公司中心、工发组织、贸发会议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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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报告 (A/31/205 )中的研究枕要已详细说明集中注意这些问题的理

由，这也是与各会员国政府的其他主要决定 E 相符合的。 这些决定优先考虑促进农

业生产、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和农村综合发展方案.同时鼓励政府和私人更加努力

把现在金融和信贷机构大多只给予男子的方便.也提供给农村人口最贫穷的阶层，

特别是农村妇女。

4. 为了汇报的目的，本报告主要分成两节，每节都是完整的，而彼此又是相

辅相成的. 由于通常向大会提出的文件都很冗长，国此决定这份报告的第二节应

予简短，只向读者介绍最关键的问题以及供作决策之用的结论和建议 o 报告第三

节载有详尽的数据和分析，证实第二节所作的数据分析。

5. 第二节集中注意从事农业的妇女的状况.并对此进行分析，这是与国家和

国际目前影响到工资和贸易型式的政策以及与发展中国家达成适当的科技发展有密

切关系的。 第二节是根据诸如劳工组织、贸发会议、粮农组织和发展规划委员会

等联合国有关专门组织所提供的数据、特别是根据这些组织对最近世界经济趋

向所作的研究而编写的，在适当之处，也使用了其他研究和学术机构的数据。

6. 第三节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下列三个方面: (a) 妇女由于地区不同在农业方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题为"行政协询委员会关于农村发

展进展情况报告"的第 175(LX工)号决定 (E/5809 );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五

月十二日题为"通过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增加国内粮食生产并在全国人民中公

平分配"的第 2073(LXII) 号决议;大会题为"世界粮食理事会马尼拉公

报: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行动纲领"的第 32/52 号决议;粮农组织题为"妇

女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的第 10/'7 5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

八年五月五日题为"妇女参与发展和国际会议"的第 1978/34 号决议.



A/33/23B 
Chinese 
Page 5 

面所起的各种不同的经济作用; (b) 妇女在工业方面的作用; (c) 妇女就有平等机

会取得土地、贷款、信用制度和基建技术等特别条件和资产的程度;但)妇女在工

会和合作社等基层组织的参与。

1 研究报告第三节主要是以各会员国政府提供的数据为根据。 各会员国政

府为响应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505(XXX)号决议的规定所提出的一项普通照会，以

及答复《世捎于动计划》执行情况问题单(其中载有大会第 31/175号决议所载的

要求) ，而提供了这些数据。由于大会第3505(XXX)号决议没有规定问题单的予定?它

式， 同时也没有按照其所载具体要求拟出予定形式， 而且许多国家政府并

没有回答问题单的所有有关问题，因此第三节的研究也采用了联合国有关

组织和其他研究机构所提供的其他数据和实质性资料.

从事农业和国际贸易的农村妇女

A. 简要说明

a 这份文件分析了农村妇女在发展中国家出口经济方面的劳动力投入(直接
和间接)。 它指出，在执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方面应予特别考虑农

村妇女的工作条件，因为这种条件不但影响农业生产力，同时其本身也受到新的价

格结构和贸易型式的影响。 至于后者，它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现有

的不等价的国际市场交换，对就业的不稳定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工，都有直接的

影响。 它特别说明市场的推动力量如何会进一步引起另一种不等价交换，这就是

农村妇女的劳动力的投入与其所获经济利润之间的不等价交换。 它还谈到了传统

经济分析如何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了错误的选择，不提高劳工价格 特别是不提高农

村妇女(她们不是薪酬比男子低，就是没有薪酬)的劳工价格，因为它们以为为了

竞争起见，农业工资必须保持低廉。 这份文件对这种假设提出了异议，并指出恰

恰是提高工资和采取其他保护性的经济措施，农村地区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才可能



A/33/23B 
Chinese 
Page 6 

打破，发展过程才可能开始。 它以美国独立时的情况为历史例证，指出一个不发

达国家采取特别关税政策和高工资水平(工资相当于英国的两倍)作为取得迅速发

展的一种方法。

B. 农村妇女劳动力投入的范国

且 亚太经社会和非洲经委会估计.在亚洲和非洲，妇女占农业劳动力的百分

六十至八十;据拉美经委会估计，在拉丁美洲，这个数目是百分之四十二 从事

农业的这种妇女劳动力很大部分是生产出口产品和经济作物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外汇收入的增加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包括农产品和矿物(除石

油)在内的原料出口，占了发展中国家外汇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但是，

我们在衡量妇女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所作的贡献时，不应只看到她们在面向出口的种

植园上直接提供的劳动力，还应看到她们在家庭生产单位内免费提供的间接的劳动

力投入。 后者包括提供家庭生活所必需的基建服务(如赖以为生的粮食、挑水、

拾柴等等)和生育劳动力。 因此就家庭单位内部而言.农村妇女投进主要经济的

劳动力演变得同男子的劳动力有许多方面的不同，妇女的劳动力多属外国和传统经

' 乌马·勒莱. <<农村发展的设计:非洲的经验>>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新

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25 至 27页;并参看φ3女在非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 

(E/CON~ 66/BP. 8 ~妇女在拉丁美洲发展中的参与>>( ESA/CSDHA/AC. 10/ 

4/Re飞1，一九七六年二月) D 

4 例如马来西亚根据《第三个马来西亚计划，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 (一九

七五年，吉隆坡)的资料，一九七五年农业部门的产品占外汇总收入的百分之

四十五点五;并参看《发展论坛》内题为第四届贸发会议的特别补编，第四卷，

第 3 号，一九七六年四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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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而且几乎是不计酬的气 虽然几乎全无经济利润，但是这些传统的而且变

化了的经济作用，就其经济价值来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经济却绝不是微不足道

的.从妇女广泛参与农业生产可以看出其重要性，这种参与实际上已使妇女成为粮

食的主要生产者。 事实上，发展方案在增加农业生产力、就业和消费需求等方面

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它们在整个粮食生产过程中也能提高妇女的工资并使她们的工

作趋于现代化的程度。

10. 分析一下过去十年来的缺点，就发现农业产量的不足严重阻碍了许多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展。这项分才汗还指出，一九1\0年俯瞄际发展战略将着重于迅速

扩大农业以保证粮食供应、提供足够工业使用的农业原料、吸收失业者从事有收益

的工作、改善收入分配和增加出口 6 的国家和国际政策。 这份文件所论述的是:

需要从促进妇女各种经济作用的现代化，来提高她们的工资、就业机会和生产力，

作为新的国家和国际政策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在造

成农村妇女劳动力遭受极度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缓步不前的国际和国家因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方面。 这方面为数不多的研究工作中最早的一项是国际劳工办事处 7 所

首先进行的，该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大部分都在这里加以报告。

F 关于妇女在家庭单位内生育劳动力的经济作用.更详尽的论述参看海伦·萨法

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妇女、生产和生育 h稀手西州拉特格斯大学人类学系，这

是准备向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际研究协会一九七八年会议发表的论文。 又

参看克洛德·梅拉索的《妇女:谷仓和资本))(弗朗索尔·马斯佩罗.一九七五

年巴黎L

《一九六0年以来的发展趋势和它们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影响>> (卫/AC.54/

主 98，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三日) • 

7 国际劳工局，"种植国妇女和青年工人的工作条件"，种植园工作委员会第六

届会议第三号披告，一九七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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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妇女的工作条件一不等价交换的一个极端例子

11. 虽然这里不用"不等价交换"这个概念来全面鉴定所有决定不公平的工资

和产品价格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但是想指出这些不公平基本源自人们所说的"残酷

现实"，生产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在这个现实里起看作用，并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中

的不公平Q (例如劳力对资本人 这篇文草本着这个概念，认为农村妇女的工作

条件是"残酷现实"的一部分，国为这些因素在国家和国际上起着作用，造成了妇

女劳力投入和所得经济报酬之间的极端不公平. 因此，本文也用了"不等价交

换"这个名词，用以指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售用比较大量的劳力时间生产出的产品

来交换发达国家用比较少量的劳力时间生产出的产品.a 这样，国际上不等价交

换的程度就由付给这些劳力的相对数量的不等价经济报酬所决定了。 就其各别劳

力投入的价格而言，虽然不易衡量，可以说是同所费的劳力时间成反比，

14 本节所载的数据分析同这个意义较为广泛的不等价交换概念有所出入，这

种概念试图找出影响农村妇女工作条件的国家因素和国际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对于这种相互影响的分析表明，除非消除农村妇女的劳力投入同她们所获

经济报酬之间存在的不等价交换，否则国际一级的不等价交换也仍将不断增长@

13. 妇女在种植业方面的就业情况虽然因地区、国家和所种作物雨异，但却显

示了某种趋势，明显取决于极度波动的世界价格、某种作物的市场展望.以及所引

进的技术革新等。 只要种植业采用了技术改革，就有趋势要裁减妇女劳工。 此

外，关系妇女的保护劳工法律由于帝薪产?躁和实嫩丑女"同工同酬"权利所涉的成本

可观，而逐步作废和/或不存在了。 这些歧视妇女的作法获得了最大的利润，而

维持了一批缺乏技术的廉价妇女劳动大军. 在一些地区，由于种植工作有季节性

就把妇女从其它地区调来作短工，例如在台湾的甘威国和茶园的情形. 不管在什

么情况下，是季节性劳工或永久性劳工，妇女一直被当作是最廉价的成人劳动力来

8 查尔斯·贝特尔海姆"坦论评论"，见问尔几垦的《不等价交换:贸易方面的

常国主义研究>> J 每月评论社，纽约，一九七二年，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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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一些象咖啡园、茶园和橡胶园等种植业比其它象椰子和棕榈油种植园需要更

集约的劳力，妇女劳动力虽然最受欢迎，但所得报酬要比男工少得多. 在大多数

种植园国家，包括那些把国际劳工组织第 100 号公约作为公法的国家在内，男女工

资差距很大，妇女平均工资比男子低五分之囚，即使同男子做一样的工作 7. 一

般而言，农村另女之间工资的茬蜒惊人.树查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

发达国家，妇女所得的收入为身子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 ESA/C S DH A/AC. 

10/4/Re飞 1，一九七六年二月) 0 

14. 随着这种所获经济报酬不公平的现象还经常产生这种现象:根据使用特剃

技术而定的生产任务的不公平分工，农业现代化计划总是有意地传授男子使用新的

农具，而让妇女继续使用手用工具. 这么做就扩大了男女在生产力和工资方面的

差距。 9 这个过程的根源出自殖民地农业政策，至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延用

9 参看约翰 0 克利夫， ~非洲农民:小农农业发展中的劳力运用>>， (普雷格

出，吸社，一九七四年). 并参看马马·莱利~ <<同前>> ; 和《妇女在

拉丁美洲发展 中的参与>> 0 ( ESA/CSDHA/AC. 10/也/R e 飞 1) 。

克利夫分析了另子和妇女的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活动影响到东'

非和西非小农的农业生产力，并指出，缺乏远当技术减轻妇女的家务重担，直

接影响了总的农业生产力. 他认为，情形特别是这样，因为对另子向言，增

加了农业生产活动便需减少农田以外的各种活动，而对妇女而言，却需刷、用在

关键性的家庭责任，如磨粉、挑水、打柴等万面的时间. 关于对农村的技术

转让缺乏效率，影响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产力的详细分析资料，参看

《水，妇女和发展)， (E/CON卫 70/也 1 9 ，一九七七年二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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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 殖民地政策更为鼓励把男子而不是妇女纳入当前的经济秩序将主流.

结果，在以往妇女享有相当的决策权力并具有农业生产技术的方面，她们的社会经

济地位反而下降了. 在这个过程中，男子和妇女都脱离了他们过去的任务为的是

满足面向输出的政策所提出的要求和期望. 另子远离自已的田地为赚取工资而工

作，妇女则留守担负起额外的传统工作重担.

15. 这种情况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结果把妇女劳动力推向所谓的边际或边缘经

济. 这个过程还迫使妇女在生产生活所需的粮食和提供维持家庭生活所需的基本

服务方面付出额外的劳力.

1 6. 如下表一所示，妇女在粮食生产战线上，进行有关根倒性户开口分配活动，担
负燃料和水的供应的额外任务，这些方面所付出的劳动力比男子多. 例如在肯尼

亚，估计百分之九十五的村庄粮食供应为妇女所生产，在南非，百分之八十的生活

所需的粮食也是为妇女所生产 1;

责任

A. 生产、供应、分配

粮食生产

每户粮食贮存

粮食加工

饲养牲口

市场买卖

表一

参与单元

O. 70 

O. 50 

L 00 

O. 50 

O. 60 

10 参看克利奥·普勒斯维罗"无形的妇女"，载于《谷物>> t 粮农组织，一九七

五年三月至四月. 以及巴兰迪尔 《祟色非洲社会学)> d 普窗格出版社，

纽约，一九七0年人

11 参看‘妇女在非洲发展中的任务" (E/C ON卫 66/BP/8 );费格利"农村妇女，

粮食的生产者"，教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纽约，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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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续)

任
一

阜
页
一

.
酒
水
料

酿
供
燃

参与单元

Q 90 

O_ 90 

O. 80 

参与单元责任

B. 家务、社区

子女的生养和早期教育

为丈夫、子女和老年人作饭

清扫、洗涤等

建房

修房

L 00 

L 00 

1. 00 

O. 30 

O. 50 

?问

社区自助项目 O. 70 

资料来源:"非洲发展中妇女改变中的和当代的任务"，非洲经济委员会，一九七

四年;"各国关于少女和妇女的职业和技术训练的报告"，非洲经济委员会，一九

七二一一九七四年;调查研究、视察团报告、讨论资料等. 如文中指出，参与单

元应首先按国家内的地区来定出，再按国家一级，然后为全非洲定出。 国际妇女

年世界会议所引述，一九七五年( E/CONF. 66/BP/8 )，第 12 页.

17. 这些数字还需作进一步解释，表示出发展政策对妇女并未产生充分的刺激

作用，使她们能够从参与传统工作改变为参与现代化的、经济利益更高的工作.

事实上，关于非洲农村发展的调查研究显示，只要提出充分的刺椒，利用使农作更

为有利可图的适当技术，增加新经济作物万面的农业和非农业就业机会，那么，表

一所列的按性别的劳力分工的传统型式就会被打破. 12 但是，实际上，农才才的大部

位克利夫， <<非洲农民:小农式农业发展中的劳力运用>> (普雷格出版社，一九

七四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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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情形是，只要男子被新的现代化工作所吸收，妇女对传统的劳力集约的工作部门

的参与就会增加，因而工作量增加. 例如，儿童基金会关于一九七二年在洛美举

行的妇女、青年和儿童会议的报告"指出，在中非和西非进行的技术和经济发展

计划实际上使妇女的处境恶化，原因有二: (a) 这些计划对妇女工作量很大的粮食

生产和传统生产部门所提供的援助很少; (b) 这些计划很少用新的生产万法减轻主

要由妇女从事的传统工作. 报告显示，实际上，这些计划相反地增加了这类工作

的数量(例如吸水调配农药以及收成作物的运输学) 0 

18. 仔细审查便会发现这些生产性任务方面的不公平现象更致使另子工资低廉

因为认为妇女在这些基本服务和家庭生活的其它万面所做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例如，按照传统的经济分析来看，这种假定造成了忽视妇女在这些方面所做工作的

经济价值的政策，鼓吹农业工资应保持在糊口水平以下，因为妇女提供了男子的低

工资所无法承担的那些工作. 虽然这些政策增加了利润，但是并不一定增加农村

人口的胸买力，事实上反而减低了购买力，进一步造成经济的停滞不前. 这个事

实通常还造成农产品外销而产生的国民收入的不平衡，因为大部分利润视投资的来

源而从农村流向城市地区或流向其它国家. 因此，由此而创造的剩余利润通常

流向已经能够吸收它的地方，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工业地区. 这种情

况更加强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而有利于那些已经富有的地万.

1 9. 此外，这些政策还阻碍了农业工资的增加，错误地假设产品的成本如果提

高，就元法应付市场竞争. 这种以成本提高和市坊竞争为藉口而维持一个廉价劳

动力的论点与美国的/力史经验正好柑反。 美国在蚀立时，虽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工资水平已是英国的两倍. " 受剑外国竞争的工业部门由于有高额夫税加

"儿童、青年、妇女和发展计划:洛美会议"，儿童基金会西非和中非凰

城办事处出版， 问比让，夹文本第 54 孟 56 页.

14 参看FýAC.54/与 98; 并参看阿尔几里《同前》第 132页;以及刘易斯 J <<国

际经济秩序的演近>>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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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加上由于高工资水平带来了扩大的市场容量，导致了资金的流入，开始了

发展的进程. 市场容量的扩大.又带来了农村地区由于机械化、进一步投资以及

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多样化而得到的发展。 此外，各级学校、大学、运输公路和能

源业务的遍地开花一直是早期发展阶段以来美国政策的主要特征。 面向市场的发

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都出现了"农村化"政策. 例如，古巴已

经能够透过执行一种主要的"农村化"和收入的重新分配政策而获得发展. 国此

使发展遍及农村地区，并且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把收入和投资作较好的分配，已经由

美国和古巴两个例子得证对国家较快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就美国早期经

济发展阶段的例子而言还特别真切)。 这些因素和政策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的正确性需要更加谨慎地考虑，或可把它们作为是这些国家获得较快、

较公平发展进程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对世界经济趋势的估计以及对联合国第二

个发展十年万案的评价往往都指出了执行这种政策以便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差距的重要性。

20. 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设法以同样的解决办法(例如提高工资和关税)结合它

们目前为制订一套合理的国际万粟，提高价格，建立一个按指数调整价格的制度

(例如稳定价格，包括建立主要商品国际缓冲储备和综合筹资办法)所做的努力，那

么就能够较好地控制国际迪货膨胀过程和失业问题，同时还能够改善消费方式和世

界粮食保障 He 这些相辅相成政策的互相配合可以保证为实施新的国际经济秩

著名的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搭多最近在讨论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时(一九七七年十月)建议采驭类似的措施. 富尔塔多

争论说，把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作某种植度的提局会加强它们的交易力量，因

为这样会造成卖给发达国家的某些同品的生产价格有所旋禹，而可以赚现较

多的外汇，同时改善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 他的建议是向农业部门和

制造业部门两方面提出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资金积呆集中在某

些地区(中央国家) ，各国实际的工资有很大的不同，而跟劳动力产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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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而作出的努力将会减少国际"不等价交换"以及国内在劳力和经济报酬之间的

"不等价交换"。 否则，不适当的技术转让、某些商品的价格低廉和不稳定、竞

争不断增长以致市场停滞不前、出口设眼以及肥料和机棒成本不断增加等等，会继

续造成目前长期受雇用获酬妇女劳动力遭受裁减，开导攻妇女工资的减少以及临时

雇用情况的增加。 国此，妇女工作条件的恶化，连带使农业生产力受损. 事实

上，发展中国家一九七一一一九七六年之间总的农业生产只增加了百分之二点四

\ 5 (绥) 形特性没有关系。 因此，一个第二世界国家电子工厂的工人所赚的工

资可能是一个在中央国家做同样工作的工人所赚的工资的十分之一，即

使双方受雇于同一家工厂，利用相同的技术，为同一市场而生产. 按

照当前的国际贸易理论，来自边缘国家的产品应当以较低价格出售，这

样可以把竞争者赶出市场. 但是实际上绝少这种情形发生，因为跨国

公司发现'控制?所指产品的价格很简便，因而可免局工资国家产生问

题j 而盗用了由低工资边缘国家所创造出的利余价值"; <<跨国公司中

心报告>> ，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英文本第 1 7 页.并

参看联合国贸发组织商品综合方案共同基金( TD/184 , 第二章和 TD/

B/662 )0 并参看贝尔曼·杰尔《国际陶品协议;对联合国1i

发会议商品综合万案的评价儿海外发展理事会I:jJ行，一九七七年十月

其中作者确证了一个事实，即"生产者和瑞费者双万有可能透过价格稳

定而获得某些经济利益，但是诺曼运用任何有我制:通货膨胀"效益"的

方案，以便可以增加生产而不导致失业，并且可以增加生产国及消费国

的消费. 贝尔曼的计算指出，"单是美国，十年闹剧单纯的价格稳定

方某减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所得的利益保守地估计也有 150 亿美元之多".

因此，消费国所得的利益与成本相较，是相当的大，甚至比生产国的利

益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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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平均增长率) ，远不及联合国第二个十年所订定的百分之囚的指标之后. (参

看卫VAC.5 4./礼 98 ). 这种低度增长并未带来发展中国家按人口计算的粮食产量

增长，也未带来维持生计的粮食和营养水平的增长.

21. 几乎所有关于农业生产力的调查研究都假设小农和农业劳动力大部分都

是另子.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妇

女不单单协助她们的丈夫悔顾经济作物此外还生产维持生计的粮食作物，并且还收

成这些作物，运到市场上去. 事实上，她们是主要的粮食生产者，由于男子日渐

转入非农工作，越来越多的妇女担任了繁重的农活. 例如在肯尼亚，二分之一以

上的农村家庭实际上是由妇女当家." 在哥伦比亚，妇女和儿童占咖啡庄园总

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七. 在巴函、咖啡园广泛雇用妇女协助她们的丈夫，也

却通常不对她们单蚀计酬. 在肯尼亚，咖啡庄园约正规工人中有百分之三十七为

妇女 18. 总的来说，受雇摘收咖啡的季节性劳动力中妇女的比例更高(百分之八

十至九十 ).18 在亚洲种茶和神植保胶的地区，一九六0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茶

园女工的百分比从百分之四十六点四六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九点三三，橡胶园女工的

百分比从百分之四十点四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二二. 在印度，从数据资料可以

看出曹咖啡庄园和橡胶庄国雇用的妇女有逐年增加的类似趋势，而易于受雇人数或

接近原数，或有所下降.18 在稻米、西沙尔城、 水呆、棉花和蔬菜种植

16 参看 E/AC. 54./.1. 98 • 

17 参看"非洲妇女、人口和农村发展"，妇女方案小组/粮农组织 (MI/HO 440/

JVI. 76/1/3850 )，英文本第 3 页;并参看《一九六九年肯尼亚人口统计》

(财政和经济规划部，一九七一年，内罗毕) ;以及"非洲发展中妇女改变中

的;如当代的任务"，联合国/非洲经委会，亚的新亚贝巴，一九七四年-

18 劳工组织"种植园妇女和青年的工作条件 t科枝国工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第三号

报告，一九七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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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面，大量使用妇女劳动从手科牧工信 即使在旧传统难于打破的国家里，贫穷也使

得妇女同另子并肩劳动(例如在埃及、农衍，妇女不只是不带戴面纱，而且在南方还大规
模地从手伸花种也工作) • 

22. 人们设法寻求办法增加粮食生产，却不把妇女这一剖分考虑在内. 最初

人们对绿色革命抱乐观态度，认为是解决农村贫困的一个万法，但是不久就发现造

成一批农村和贵的应运而生，更加添了劳动的不乎等.虽然不一定有利于男女双万

的充分就业，但结果却是使得妇女劳动力比另子的劳动力更加变得可有可无了.

比林斯和辛格在印度劳遮普邦的调查听究清楚地畔释了这神情形，在那豆，机械化

的引进大大减少了妇女劳动力." 这种变成可有可无的情形也是由于技术对妇

女的受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需要特别技巧和训练，而造成的，而这种技

巧和训练则主要传授给男子. 因此妇女就更加被驱入技术性不高、低下并且甚豆

元酬的工作. 这些错误的主要后呆造成了在主要经济领域受雇的男子比妇女为多

这是由于鼓励减低了整个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不可能是由于其它的原因. 最后，

这种在妇女适当就业政策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农业现代化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

的流出，由于￥实上最好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剩下较差的土地用来生产维

持生计的粮食，而更形严重.ZO

23. 绿色革命的失败还反映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各个过渡阶段期间当特别

看重在城市区域增加生产时所面临的一些其他问题. 这种看重点通常导致资金密

马丁·比林斯和阿尔建·辛格，"机械化和小麦革命:对劳遮普妇女劳动力

的影响"， <<经济和政治周刊>> ，第五卷第 5 0 期，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第 A169…A172 页.

20 剩余价值的流出问题以及所造成的农柯贫困的后呆由奥本在"讼非洲的财赏、

发展不足和农村发展问题"中作了探入的探讨， <<非洲公共行政杂志们第

17 剔，一九七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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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而非广泛就业的政策，其目的只在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这种作法是假

定，若对财富聚集采取某种程度的"放任主义"，最后会为农村贫民、特别是妇女

带来"逐步改善"的效果. 21 但是，几乎所有对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年间所获

进展的评价的研究调查都指出， 虽然有这种，发展中国家农业、制造业和国民生产

总值万面的平均增长率并未达到指标。 此外，出口数量的增长率也没有达到指

标 Z2. 这些缺点与以下两点有关;发达国家并放有能执行第二个发展战略关于

贸易政策、技术和资金来源所订定的措施;关于收入分配和就业的政策，特剔是在

农村地区不够完备(参看 E/AC. 54/主 98 ). 

2 4.. 这些最近的趋势很使人注慧，需晏进行仔细的审查，以便找出任何发展型

式，可以促进对以较快的远度增加生产力，消除易女之肉、城乡之问以及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而言所必需的国家结构和国际结构的变革.事实

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草以及新的国际经

21 这个饭定是:社会或经济制度中一个部门的现代化会让所有各阶层都受益;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很明显，从发展中地区内地偏远地区所呈现的极端贫困

可以看出.

参看《世界经济概览 Þ E/5995/Re飞 1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

马 7 7. II. C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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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秩序)臼. 经济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含社会一经济结构的更为基本

的变革， "不只牵涉到生产结构和需求的改革，还牵涉到在就业情况、收入的分配

以及各国维持发展的能力等方面作出的重大改进.

正如一九七四年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行动纲领》和同年大会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所显示，犬多数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缺点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心。 此外，在两次会议上也有

一致的努力，来审查两个主要生产部门即农业和工业的问题: 一个是一

九七四年十一月举行的粮农组织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增加发展中国家农

业生产力的经济、财政、制度和商业障碍的决议;另一个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发表

《政策宣言》的工发会议. 最后，在一九七五年的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上，国

际经济合作上的各项问题受到了集中注意，尤其关于按地理分配劳力，以达成更

公平的收入分配。 劳工组织更于一九七六年， <<关于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进

步和国际分工问题三方世界会议》上通过了强有力的行动纲领，把必须达成的政

策犬纲提了出来。 一项必须指出的重点是，这一切努力都在强调急需改进收入

分配和充分就业.

H 参看《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草》第七条，该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利和，

责任选择其发展的目标和途径，充分动员和利用其资源，逐步实施经济和社

会改革，并保证其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和分享发展利益"所有国家有义务

个别地和集体地进行合作，以消除妨碍这种动员和利用的种种障碍 o " (大

会主吕 3281(XX主主)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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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结论

25。 上抹计论和资料分析指出，最紧要的是增加农村的工资和把妇女纳入

农村现代化过程当中，而不是期待国民收入的增加为农村的贫民带来"涓滴"的

效果，尤其对妇女们。 导致这个结论的分析，如本报告第一节和第二节所阐明，

是模据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农村妇女极端穷困的工作条件促成农业生产力

低下，并增加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制度里社会经济生产队伍中的不平等现象。 这

些因素被指为阻碍发展中国家更迅速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26。 这个研究进一步显示，把以性别为准的家庭分工移到整个社会上时，

生产力和工资在男女间的差距便会扩大。 这样一来，以性别为准的不公平的分

工对发展中国家是很不利的。 它减低了广大农付妇女劳动力的生产力和

经济收益，因此，增加了所交换的劳力的相对价格上的不公平 同时也就增加了

在国际一级上劳力交换的不公平。 这个结论一贯指出，即当财政和技术能力的

加强可以使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她们家庭，内外的每一项区分了的劳动的经济收益也

随而增加时，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的力量也会增加。 对这个事实的严密分析会

导致另一个结论，即妇女工作现代化并提高妇女的工资，正好也使男子的农村工

资附而获得提高，因为这样一来男子不得不设法购买妇女不肯免费提供的服升。

因此，各国之间关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悬殊，是与达到自给自足的的发展能力直

按相关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发展能切改善农村妇女的工作条件。也就是说，充足

提供中间基础结构报务以应家庭帚星告(例如托儿所、供水、能源、住墨等) ，这

也是促进妇女参与发展主流、增进其专门技能、工作机会和工资所必需的气应

当与旨在消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悬殊的自给自足的发展办法联合着手

进行.

25 关于急需最高度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的更彻底的讨论，参看约瑟夫。

奥德、i若一乔维所写题为"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的报告， (DP/229/γ。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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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政策的影响

27。 从这个研究而得的主要政策建议，不仅对做为处在不利地位的农村妇

女，对国家发展和国济经济合作也有深刻影响。 这些建议都是针对着大会所定

的主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例如粮食、安全、贸易、就业、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发展

自给自足的技术。 这些建议强调，改善农村妇女的社会经济条件s 是发展中国

家更快地发展并公平分配收入和投资的先决条件。 为了这个目的，这些建议强

调下列需要: (a) 使农业方面商品价格和工资政策互相联系的以政策为主的研

究， (b) 把妇女纳入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取得更快发展的能力的国内和国际努

力的政策; (c) 确保农村妇女取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专门技能、和更高的生产

力的政策。

28。 这些建议的实施，需要特别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以便利对发展中国家

和农村给予适当的财政和技术上援助(例如托儿所、基础结构技术、特别训练方

案 )。 这样，把给予农村妇女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机会包括在国家和国际政策

注 Z ，" (绥)

一九七六年.这个报告强调，发展中国家问技术合作的主要目的应该在于人力资源

发展上引发发展的剌激。 报告说，"人力资源的发展是开发自然资源、累积资

本、以及建立规划、管理和推动发展过程的机构的关键:' (英文本第4页)..同时请

参看"水、妇女和发展，. (E/CONF. 70/A. 19)，又参看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

至二十二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议的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发展咨询委员会适当技术特设

工作组编制的报告: ~发展中国家所需的适当技术和农村妇女的需要>>， (ESA/ 

ST/AC. 7/CRP. 3/ Ad d. 3 人 会上莲议，发展中国家为了大规模而廉价的工

业生产:应该拟订出多种目的托儿所的实用设计. 这种托儿所应该真正涡足那些

能源较少或几乎没有的农村和都市贫民区的需要。 这种托儿所还应该包括能够

利用创新的技术以便最高度地利用人力和原料资源的空间和设备(例如利用老人

照顾小孩、小型工业、专门技能和正式纳育的学校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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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虽然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也应有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国内

及国与国问达成劳力和资本更公平分配的努力上讨价还价的地位。

298 发展中国家在寻找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时，应该获得联合国各有

关专门机构的充足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关于这一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

基金)、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基金和贷款机构都强调，需要把资源用在

订立生计农业的方案上，作为增加最贫穷国家的粮食生产，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的

方法。 因为妇女在粮食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担任着重要的任务，尤其在最穷困

地区，因此在执行这些目标的时候，她们在粮食生产每一环节上工作的现代化，

实在应该受到更大的注意。

30。 关于这一点，大会也许要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机构问方案的范

围内，向联合国各有关组织明白说明，以便取得特别经费来执行农村妇女行动纲

领。 此外，大会为了汽个目的，可能觉得在第一次审查按照第 32/52 号决议

要提交给女会本届会议!审议的《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行动纳锁》执行情况后，

把一项特别规定包括在它的建议里，是很适当的。 窍，样做的目的在保证把

农村妇女工作条件的改善也包括在行动纲领里当作重要建议，以便更快达成已建

立的主要目标和优先处理事项，特别是粮食保障这个优先处理事项。 这对发展

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妇女已经证明是"对抗"破坏生计农业的主要劳

动力. 此外，关于这些目标，发展中国家也许要建议一些项目，以帮助加强它

们的财政和技术的能力，同时使它们真正把妇女动员起来，纳入其发展过程。

31 。 关于在农业方面增加工资，做为改善农村贫尸的收入分配的一种方法

是否可行性和在经济上有什么影响，大会可能和贸发会议等有关机构一

起，发动一次更明确针对这个问题的初步努力.例如，可以协商

联合国各组织是否可以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进行有关政策的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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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与在一些主要商品的生产者当中进行农业方面可能的工资增加有关a

此外，还可以进行一些相辅相成的研究，目的在援助发展中国家设计新的支持性

经济措兢，例如关于更适当的关税制度，统一价格协定，以及其他以促进实行提

高农业工资为目的的辅助政策的措施。

3 2. 最后，关于挝加农村妇女获得更好的工作和工资的机会，大会也许也

要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机构问方案的范国内，向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如劳工组织和

教科文组织说明. 关于这方面，报告指出有必要: (a) 在一九七0年劳工组织

的研究之后，对种植国妇女工作条件作鼓新的研究; (b) 加紧联合国各组织和各

非政府组织的一致努力，把为农村妇女举办的技术和教育训练方案包括进去，并

低证农村妇女获得更好的工作的机会.

33。 最后，犬会可能要向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更具体地说明~ (a ) 

与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各区域委员会以及有关的联合国其他机构合作，

订出更精确的方法，以便为规划提供适当的数据基础，并促进关于妇女参加农村

发展讲度的评价; (b ) 编制关于妇女参加农村发展的更有系统的投入，以便列

入包括机构问综合方案在内的联合国系统更广泛的计划和技术方案，特别是在技

术训炼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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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妇女社会经济作用的区域型式"

A 。 简要说明

340 尽管现代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起了广泛的变化，结果也带夹了改善，

而由此而得的果实，不但是在各国间和社会各阶层间分配不均，而且在男女之间

的分配也不公平。 最近的研究且向经济成长和发展是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充足

条件这个假设挑战，指出现代化对妇女在经济方面的任务有相反的效果，并在这

方面，审查了工业上使用妇女劳力方面的歧视问题，农业和工艺现代化对妇女就

业的影响，以及不支薪酬的妇女劳力在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功用等.

26 应该提醒读者注意，如总导言所说，、 本节是根据联合国各会员国应秘书长

按照大会第 3505(XXX) 号决议所发的普通照会而提供的正式资料编写的。

这个照会要求有关妇女参加发展，尤其是农业、工业、贸易、科学和技术领

域的发展方面的资料。 这一节所依据的还有寄给各国政府的关于"世界行

动计划的审查和评价"的问题单所得的资料，以及从联合国各组织和其他研

究机构提供的资料。 总共收到 38 国政府的答复: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
奥地利、比利时、巴函、缅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

中非帝国、智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洪都拉斯、

印度、伊朗、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科威特、卢森堡、马来西亚、毛里求

劫、摩洛哥、新西兰、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利

昂、新加坡、西班攻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太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另外还只有一些资料是对"世

界行动计划的审查和评价"问起等作答而提出与本研究有关的资料的国家所

提供的a 使作出答复的国家总数成为 4 3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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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要对发展过程中有效地动员妇女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条件作一个评价，应

该包括: 对最近的经济趋势在不同经济部门对男女分工的影响作综合性评价;

对可供妇女利用， 更有效地发挥她们的生产能力，并改进她们福利的潜在资

源的评价。

36. 第二节和第三节都是针对这两个目标而写的。 第二节按照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执行情况，集中注意对国家和国际政策有深切关系的一些优先处理事项。

第三节代表着以更透彻的资料分析，来证实在第二节已经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的一

种努力。 此外，第三节也讨论了和这个研究有关的决议里所要求的一些问题。

37. 因此，第三节 B 详细地讨论了妇女在农业方面的工作条件和所担负的经

济任务。 这一节包括妇女在生计农业和商业性方面所担负的任务，以及技术上

的变革对妇女的工作和就业条件的影响。 第三节 C 讨论妇女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参加工业就业的各种模式。 第三节 D 讨论妇女对可以促进她们参加经济发展

的剌激到底能得到多少。 这一节根据各国政府和各国际机构的报告，具体地检查

了土地改革对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和农村妇女所能得到的适当的技术和教育

方面的训11 练。 最后第三和对妇女参加农村合作社一类民间组织的资料，作了摘要.

B. 从事农业的妇女的经济作用和工作条件:概况

38. 由于世界各地区农业发展的社会经济趋势不同，妇女参加农业的方式不

一，参与的程度也不同。 有的是完全无产阶级化，有的是适应农业的季节性需要

的临时性劳动力，有的则是种植园、庄园和单独成块的土地的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39. 大体上讲，农村久已存在的以性别为准的分工，反映著面临全面性经济

限制的家庭求生存的战略。 举例而言，这些经济限制就是农业商品价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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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投资政策，这都不是农村人口所能控制的了 这样，例如

上面第二节 B 所强调的，各项研究已经一再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

面对着成本增加和市场不稳定，促成对男子维持低廉的工资，这个事实加强并导

致: 妇女在生计农业方面和大庄园季节性就业方面的工作加放; 及

(或)妇女为了补充家庭收入，更加卷入小贸易和其他待遇菲薄的服务性行业。

在许多发达国家里，这种妇女农业工作的加紧，也由于农业部门的现代化。 发

达国家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往往对小农的经济地位构成一种威胁，把(通常有较好

训练的)男子推到不属于农业的工作上，因而增加妇女在农场上的工作负荷。

40. 这一节明白说明和分析一些上述范围广泛的经济限制，把注意集中在

这些经济限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影响妇女在农业方面的经济任务和工作条

件的某些途径。

41. 这种分析将集中研究被认为较足以代表各地区，因而值得政策制定者

仔细研究的妇女在农业方面就业的主要趋势。 这种分析依照下列次序，按地区

编排:非洲、亚洲、中东、拉丁萎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21 卡门·黛安娜·迪尔:"资本主义经济国家里农村妇女的生计生产"， <<激进政

治经济评论>> ，第 8 卷，第 1 号，一九七六年，第 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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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洲

42. 传统的农业制度，劳动力是最重要的投入。 在非洲，大部分的劳动力是

由妇女提供的. 非洲妇女在她们的社会历史上，对农村经济一一农业、畜牧业和

渔业一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她们在贸易方面，尤其在各农村中心销售农产品方

面也很活跃。 除了一些例外，非洲妇女的传统工作只限于小规模的粮食生产和销

售，而男子大多在商业性农业和矿业方面的现代市场部门从事工作。 博瑟拉普

的分析指出，现时这种按照性别的分工制度起沉于殖民政策，就是利用从事生计农

业的妇女劳力补助出口经济。

43. 非洲的粮食生产方式是妇女几乎从事各种工作，不需要男子的协助。 因

此可以节省种植园和出口工业的劳工费用，它们雇用男工的工资不足以供养家庭，

工人的家属一一儿童和老年人一一只得留在家乡，由健壮的妇女供养。 28 这种生

计农业和现代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在今日莱索托仍可以找到显著的例子。

4 4. 莱索托赚取的现金，百分之九十五来自南非共和国。 居住在南非共和国

的莱索托工作年令男性不论何时都接近百分之四十，因此在乡村里妇女占很大的数

目. 由于男子的收入不足，妇女提供的粮食产量对于维持家庭生计是必要的。研

究报告指出， EF男子工资的大部分都用在主要的采购方面(住房的改善、学费、牲

畜) ，而每日的家用主要由作为农民和小商人的妇女供给。 农业是莱索托的主要

经济活动，妇女构成农业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五。 非洲经委会"估计，一九六七

" 埃斯特·博瑟拉普《妇女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圣马丁出版社，纽约，一九

七O年;第 77一78 页。并参看国际劳工组织"非洲劳工调查"研究和报告，

新丛书，第 40 期，第 138页。

2' 马撤·米勒，"妇女和男子:莱索托的权力和真空"载于《妇女和国家发展:

变化的复杂性>> ，韦尔斯利编辑委员会， (伊利诺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

社，一九七七年人

非洲经济委员会，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妇女的任务)) (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

一日， E/CN. 1~ATRCW/77川VD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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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今日非洲的其他地区，男子迁离农村继续影响妇女的农业就业和社会经

济地位。 举例来说，阿尔及东皿政府报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妇女在农业方

面灼参与增加了一倍，主要是由于男子迁离农村，使妇女劳动在自耕田方面的重要

性提高了。 许多国家里，农场管理人中很大一部分由留在家乡的妇女担任，因此

在谷类种植和农业技术的决策方面就发生很大的影响。 ~1举例说，东部和南部

非洲二分之一以上的农场管理人是妇女。 在莫桑比克，百分之三十四的雇主和自

耕农是妇女。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加纳，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四和百分

之四十一

46. 非洲妇女除了参加农业管理外，也是传统的耕种者一一种植、除草、.收割、

加工和贸易。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道，非洲全部妇女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六用

于农业生产，而男子劳动力在农场工作的则为百分之六十九。 H 东非和中非以农为

业的劳动妇女各为百分之八十九和百分之九十四。 在许多主要农业国家里，

妇女占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凯恩林·斯托特，"行政资沉，政治保护人和压制性的男女不平等:肯尼亚西

部的情况"， <<发展中区域期刊))， (即将出版) 0 

n 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鉴~ ，第 5 4. 5 8. 170页。

" 劳工组织， <<一九五0-- 二000年劳动力估计和予测~ .第一卷，第 41

页@

纠 例如， 博茨瓦纳、布l险去迫、中剌斗非七悴帝国

加斯加经济作业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占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农业劳动力的百

分之五十一。 参看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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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妇女在农业方面的持续重要性。 中非帝国、尼日尔、

塞拉利昂和象牙海岸强调，虽然缺乏最近的统计数字，妇女几乎在所有农业生产阶

段一-从播种到收割一中都负责各种不同的活动。 中非帝国报道，妇女在渔业方

面占大多数，她们在农业方面是主要的粮食生产者。 尼日尔强调妇女在畜牧业

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她们在乳制品生产上的重要性。 塞拉利昂指出，妇女是大米、

棕榈油和甘薯等产品的主要销售者。

48. 在那些妇女具有耕种传统的区均内，妇女也控制着城市和非城市市场的粮食

贸易。 在西非的一些国家里，估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小商人都是妇女。 举例说，

在加纳约有百分之八十七的销售人-员是妇女，她们在雇主和家庭企业工人中占百分

之九十。 另 一般来说，刚果、达荷美和尼日利亚的妇女控制着大多数的当地市场，

占商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49. 在非洲国家中，妇女的全部时间都用在耕种家中小块田地即:是食作物，很少

是受雇于种植园的长工，只有肯尼亚和毛里求斯是两个显著的例外。 毛里求斯报

告它的劳动妇女中的大多数受雇于甘廉、茶叶和烟草种植园，这些是该国的主要农

产品。 一九七二年，妇女约占农业雇佣劳动者的四分之一。 ~6 但是非洲妇女有

许多是不定期的或临时的工人，特别是在咖啡、茶叶和棉花种植园内。 举例说，

在中非帝国，妇女和青年工人占咖啡种植园季节性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至一百，在

扎伊尔，妇女和青年工人占茶叶和咖啡种植园的季节性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五至一

百。

仍 博瑟拉普， <<妇女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一九七。

年) ，第 9 1 页;及"妇女在农业发展方面的任务" ( UNE/CONF. 66/'B P/ 

8, 一九七五年四月，第 8 页) ;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鉴>> ，第

170页。

关于肯尼亚的资我参看上面第 2 1 段。

~7 劳工组织， <<种植园妇女和青年工人的工作条件>>}种植园工作委员会第六届会

议第三号报告，一九七0年，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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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尽管这些关于妇女在非洲农村经济上的重要作用的概括结论现在已很普通，

但发展计划常常忽视或不利于妇女的就业和工作条件。 约 近来在经济和技术上的

变动趋势，时常不利于同妇女最有关的经济活动，很少注重减轻她们的工作量和提

高她们的生产力。 因此，妇女在生计农业和传统贸易上的地位降低，这是由于大

规模商业农场的扩张、工业加工食物的进口、粮食生产区域的人口压力、男子的大

量外迁和现代超级市场的发展。 ~9 在现代化的种植园里，节省劳力的技术终于取

代了女工。 先进的技术大大改变了某些传统上由妇女在种植园从事的工作如种植、

除草、 施肥、喷射杀虫剂和杀真菌剂等。 举例说，在乌干达和肯尼亚，由于使

用化学除莽剂和背包喷射方法，某些咖啡园和茶园在除草方面每英亩所需的工作日

减少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而在某些种植园里，由于采用化学剂除萃， 将这项传

统由妇女担任的工作所需的劳动力几乎削减了百分之七十五。 ω 因此，这种技术

使用方式对非洲的农村妇女具有不利和矛盾的后果:一方面，现代农业部门的技术

变革剥夺了妇女的就业机会及一方面:在粮食加工、能沉和水的供应方面又没有简易

的技术改进，使得农村妇女的日常工作负担很重。

~8 参看上文第二节 E 。

59 博瑟拉普《妇女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一九七O年) ; 

埃米·西蒙斯，"尼日利亚北部妇女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的经济研究9J，(哥伦比

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教育协会，海外联系委员会)第 1 0 号文件，一九七六

年句第 21-22页关于生计农业的分析可参看 G .威廉斯，"莱索托，移民工

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南非经济杂志们第 3 9 卷(一九七一年六月)。

M 劳工组织，"种植园妇女和青年工人的工作条件"，种植园工作委员会第六届

会议第三号报告，一九七0年，第 2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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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洲

51. 在亚洲，正如在其他发展中区域一样，妇女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方面:一

九七0年，从事经济活动的亚洲妇女中，百分之七十三点一是务农的。 在西亚和

中南亚这个百分率分别高达百分之七十九和百分之八十一。

52. 但是，在提出报告的国家中，妇女参加农业的比重有很大的不同:巴基斯

坦、马来西亚、太国和印度等国的农业参与率很高，而新加坡所报告的妇女参加农

业劳动力的比率则相当低。 42 在妇女参与率高的国家里，务农的劳动妇女的比IÍ~从

超过百分之五点一(印度)到百分之八十三(大国人

53. 在非洲，妇女主要是生计农业方面的自耕农和从事家庭企业的工人，而在

亚洲从事农业的妇女有许多是商业农场和种植园的工人。 因此，斯里兰卡在农业

方面的妇女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二为有薪给的工人，约占有薪给工人总数的百分之

四十。在茶园，女工超过男工。 在橡胶园，她们约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三。印

度的茶园劳动力大约占企笔写书主因劳号切的三jJ:;之二而妇女则占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在咖啡和橡胶园，妇女所占的比重较低，但仍旧相当重要一一在咖啡园占百分之四

十四，在橡胶园则占百分之三十。 在马来西亚，各类农作物所雇用的工人中，妇

女占百分之四十五。

54. 在农业方面:利用妇女劳动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中，有三个因素时常被提出:

即某一国家内所盛行的特殊耕种制度，土地使用制度以及农村人口之间的社会经济

41 劳工组织《一九五0-二000年劳动力估计和予测>> ，第二卷，第 45-46

页。

M 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鉴>> ，第 246-247 页; {种植园妇女和青

年工人的工作条件礼种植园工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第三号报告，第 14-16 页。

M 劳工组织，"种植园妇女和青年工人的工作条件"，种植园工作委员会第六届

会议第三号报告，一九七0年: :L 17-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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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程度，后一项因素可决定能被雇充当农工的非土地拥有者的数目。 在大多数

情况下，亚洲农业的特殊性质可以从这些因素的既定结合方式加以说明。

55. 因此，博瑟拉普曾指出，在亚;il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南亚，由于人口密度

高，必须使用劳力集约的技术以及种植劳力集约的作物，以便从很小的土地面积中

取得足够的收入。 在缺乏雇工的情况下，妇女在农业工作方面就变得很活跃。举

例说，在具有广大灌溉系统的地区，妇女从事除草和稻田插秧等较重工作，而男人

则从事挖掘田里的灌溉渠道，从井里或运河汲水和修筑梯田等工作。

56. 亚洲的种植园和大型的商业性种植园必须适应一种情况，即粮食生产部门

的主要耕作必须由整个家庭参与。 在非洲，生计农业主要是妇女的工作，可是在

亚洲:如不也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工作的话，是招募不到男工的.

57. 因此，将实际工资率维持在低水平上的最好办法就是雇用整个家庭。

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印度，种植园的大部分劳动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远

地招募的家庭，他们现在就住在种植园内.

58. 妇女在亚洲种植园的就业机会和条件势必受到在生产出口商品方面出现的

价格一成本压榨的强烈影响。 因此，价格的不稳定、新生产领域的竞争、需求和

市场的订滞，对出口的各种限制都趋向于压低收入，而在农业设备和机械方面需要

更大的资本支出，以及肥料、农药、石油等经常资本的增加又迫使成本提高。

59. 亚洲的种植园处在收入减少和成本不断提高这种两面压力的情况下，企图

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增加生产力、将长期劳动力削减到最低程度等办法，以节

省劳工费用。 同时，由于男工同女工的工资差别，女工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在农田

工作方面取代成年男工。

u 在非洲和亚洲，种植园都避免付给男工"家庭工资"，因为在非洲，妇女作为

生计农业部门的粮食生产者，在亚洲，妇女作为农村的雇工，都可积极从事农

业工作。

" 劳工组织，"种植园妇女和青年工人的工作条件"，种植园工作委员会第六届

会议第三号报告，一九七0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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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举例说，在一九六O一一九六六年期间，在斯里兰卡的茶园和橡胶Ed宅专

的平均最低工资只为男子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尽管妇女在某些工作方面工作时

间长而且生产量多。

61. 在同一期间，橡胶和茶叶的出口价格不断下降。 妇女参加橡胶园和茶园

工作的比重分别从百分之四十六增至百分之四十九，和从百分之四十增至百分之四

十三。

62. 上面已经提到，亚洲各地区妇女参加农业工作的比率有很大的差别。 在

某些国家，如新加坡，农业工作只占全部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只有百分之二点一的

男工和百分之二点四的女工在农业部门工作。

" 参看《种植园妇女和青年工人的工作条件>> ，种植园工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第

三号报告，第 40 页。 报告指出:"虽然妇女的每日最低工资率低于男子，

但是这种歧视性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对割胶工和采茶工采用的奖金制而减

轻了。 奖金率通常是男女一样的。 根据劳工组织特派团一九六九年访问的

一个橡胶园的管理人说，由于上述事实以及割胶女工的产量较高，她们能够弥

补由于法定最低工资所造成的差距。 目前在茶园，采茶工人(都是按月雇用

的女工)的收入显然高于另工，尽管她们的基本最低工资率较低。 这是由于

两个尿因:妇女在采茶方面较为勤快以及采茶工人比其他农田工作人员的受雇

日子长。" 第 40 页。

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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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东

63. 中东的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妇女从手农业的不多。 举例来说，在

以色列， Jd女从亭农j己的比率都很低-州u为百分之七和百分之四点三一.

64. 在穆斯林国家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朗，对于妇女从事农业工作有

不同的(虽然不一定是有抵触的)说法。 例如，机们注惹到，宗教和文化价值观

对男女;昆在一起的看法可以说明彦斯林妇女的就业之所以低的原因。实际上，封

女隔离的准则在减少非她部门中妇女劳动刀的人敛方面起了极其安耍的作用;但是，

这种准则的影响力是否很大，特刻是对农业工作来说，似乎没有做过有系统的检

堂。门无论如何，文化标准的压力将部分地说明劳动妇女在农业部门中人数低的

现象，国为农民一般都不愿软告位们的爱女在从早有报圳的职业。 4 8 

65. 又二白人说，伊斯兰社会的妇女没有从事耕作的传统习惯，对农业也没有

任何特殊技能，与非洲有些地方的情况截然不同。 1且是，考虑到目前农业发展的

水平低，可以假定妇女缺乏技能不会妨碍件。们参与工作的过程。 对她们参与工作

过程的主妥障碍似乎是农业方面另子的音地失业和就业乎足的情况。 对这一点，

如优萦福

设有特定的任乡分争和技能，她们就须适应囱季节闸出抄#兆IG 闲 1任云何就业布机L会，同时兵车帘

妥易性劳动力的强度而定。" 实际上，例如在埃及南详，棉花是当地和国家经济

的基础，妇女相当大规摸地与另子并肩工作。 在这种 1宵况下，传统价值观似乎并不

是一个难以克版的阵碍，同时她们对这望就业礼会的运应似乎也比较容易。

川纳迪亚·优示福 ， <<比较国际发反的研究软告人"穆斯林社会的妇女和农业

生产"，第十二卷，为 1 别:一九七七年:兔 5 1 页。

川同上:第 52 页 e

川 f~j 上:第 5 6 页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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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拉丁美洲

66. 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妇女从手农业时参与其他经济甜门比较，比率是

相当低的， 一九七0年，百分之六十七的妇女穷动力从导服务t应行业、百分之十

七从手工业，百分之十六从手农业。 门， 7;乏近几年，农业部门在在个地区间的比

重不昕下降，而农业甜门的劳动吸收率也一直在降低。 但是，对男性的劳动吸收

率则比对妇女的吸收率高得多。 们对妇女参加劳动，恃别是在农村地区参加劳动

的计数是相当低的，这就使对农村妇女就业，将知是在拉丁美洲攻不工业化的土也区

的农村妇女就业的主妥趋势的特J隘的表明受到严茧的影响。 例如，在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巴西北询和东北剖，以及其你类似地区，妇女从事农业

的比率估计高出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参看 ESA/CSDHA/A~ 10/4/Re 飞 1 ，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

67. 过去几十年以来，农业生产的方式变动彼大使农业劳动力内的不同职业

类别受到影响，从这一点可以了悦限制妇女从亭农业的困素。 虽然，各区域的农

业组织的种类和劳动力的就业方式有重大的变化，证是，在泣:个地区内是可以找出

某些主要的型式的。

5 0 劳工组织， ~一九五。一二000年劳动力估计和予测>> ，第一卷，一力，七七

年，第 4 2 页-

H 民L第2 ---42页.→L丑3年孟一九士0年间，拉丁美洲的总劳动力增加了百分运五十五，而

农业劳动力则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妇女的总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分别唱加

了百分之八十五和百分之六，而易位的总劳动力和农业穷动力则分刘括加了

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二十，这法示在农业方面，另伍的劳动吸收率高于妇

女的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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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举例来说，生产率饰的大庄园雇有长期的}j女劳动力，为地主作工，饱

们挨得小块土地豆叶作生产以/民私人消费之用。 妇女边帘是在个人的自己土地

上工作，作为夫庄园的临时工人;同时，她们也从早各种谷样的工作，例如为地

主邦佣以及生产主二种哨裂'品，及木薯粉和乳制品。 这种"大庄画"在较不发

达地区继续存在，在那里妇女参与农业的百分比普高。

69. 在种植园上栽种象咖啡和非且耕户经济作物的地区，妇女很少有机会作长工。

中南美洲的种植凶，家非洲的种植园一样，妇女主要是从孚季节性的工作。 据劳

于组织报告，在各中美洲国家内，大量的妇女和年青工人却被雇从平收摘咖啡的工作，

他们若不是在垄个季节里工作就是作短期的临时工。 在哥伦比亚，可能持到的有

限资料似乎指出，从邻近村庄招募季节性劳动力的咖啡种植园，妇女工人和宣工占

总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等。 在话国的海外领土，受雇在种植园工作的妇女和

年青工人人数百分比，从圭亚刻的百分之十到马提尼克的香蕉和风梨种植园的百分

五十之

, 2 关于对拉丁美洲经济发乓、生产方式和妇女穷动力参与农业关系的分析，参看

帕特里夏·加功特，"智利庄岳i 内妇女农立活切问一些结刊上的阪制国絮，

地叹制度中心，威斯康辛州支迪逊:一九七六年， (油印刷;制、丁·黛划卜迪尔， "秘鲁

山地生产和妇女农民工作的变动中制土会关系，"一九七六年波兰祀伦多夕四次世

界社会学大会上提出论文;格劳拉·瓦劫克茹·德米兰达，"发展中社会妇女

参加工作的情况:巴西的情况，载于《妇女和国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 ，韦

尔斯利编辑委员会， (伊利诺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八

日 劳工组织， <<种植国妇女和青年工人的工作条件>> ，种植国工作委员会第六届

会议第三号报告第 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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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各中南美洲国家的妇女不论是作长工或临时工，她们的收入似乎都比男子

l'戚。例如，在哥伦比亚，长期成年女工的基本工资比另工低百分之回十， 临时女工

的基本工资则比男工低百分之三十二。 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秘鲁和尼加拉瓜

的甘黑园和咖啡园，以及各国的棉花种植园的习使作法都有同样的性剔工资级差。"

71. 在小庄园、极普遍的地区另女工人前常都耍到外面寻找工作以弥补他们小

块土地上所得的不够的收入。 ìj此，自给经济的剩余劳力就形成邻近地区经济作

物的劳动力后备队。 例如在秘鲁，大量的农民每逢收割季节都要自山区移往海岸

或豆豆尔瓦。 在巴西东北部，甘嗖园附近的粮食生产地区也在收割时为甘建园提供

穷动力。门 由于这种临时农业季节工人移动都是以男性为主，妇女在小庄园的

工作也就大为增加，将剔是她们的工作强度，因为农场缺乏另工。 川

72. 一个更多投资和商业化的农业的在进，使劳动力大大地无产阶级化，长

期工人则为靠工资为生的人所驭代，这些人已不再得到土地从亭私人耕作，而且他

们多半是做临时工人。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日渐专攻商业生产的大田地上名额不

多的长期而且常常是资格较高的位置往往由身子占去. 分一方面，虽然

机械化减少了所有工人的就业机会;但是，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另工人数的指加，就

削弱了妇女的竞争地位，国而妇女被大爱排除，怪至临时性的工作也是如此。 门

此外，在该地区的许多封:方，小压函已受纠人口的压刀和日益扩大的大庄园的侵犯。

由于这些 [âJ紊，持有的土地不论大小却有喝加一一前者曰:桥禾周节省劳力的耕作技

术，后者则无法吸收谷小块土地上日益增加的人口。

川同上:第 4 4 页.

门参看弗制字，"农民无产阶级化及生产方式的按合:秘鲁北部甘震收割工人的情

况，一九四0年一一一九六九年';载于《农民研究杂志》知三卷第 3 期，一九

七六年;安德·拉德， <<土地和东北的人>>， (巴西利恩西出版社，巴西圣保罗，

一九六三年)。

M 卡门·黛安娜·迪尔，"秘誓山地，生产和妇女农民工作的变动中的社会关系"

一九七六年波兰托伦多吕四次世界社会竿大会上提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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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因此，一般来说，过去几十年来，在大庄函被雇为长工的人数不论是在

相对和(或)绝对数字上都在减少，农业方面临时靠工资为生的人增加了，而只在小

农场里当业主和无报酬的家庭邦手的人效也增加了。 在同一期间，男女劳动力的

职业分配越来越不一样。 大庄园的长期女工已被驭代，而她们也不被雇为临时的

工资工人. 她们反而越来越在小庄园内做无报酬的家庭邦手。 表 2 说明在巴西、

厄瓜多尔、税、智和委内瑞拉，从早农业的妇女劳动力过去几十年更加集中于雇主、

自营企业和家庭企业工人类，而工资工的人数则有所减少。 虽然在巴西和秘鲁，

另性职业类刻的变动与妇女的相同，包是在所有四个国家内，靠工资为生的男子的

就业人数比妇女多。

, 7 参看格劳拉，巴斯克斯·德米兰达，同上，巴特里夏·加功特，同上;贝雷娜·马蒂努斯·

阿列尔"卡车队上的妇女， " <<辩论和评讼>> ，第 5 期(一九七五年三月) ; 

马迪拉和辛格，"巴西妇女的参与和工作的结构，一九二0年一一九七0年f

《美洲研究和国际事务杂志>> ，第 17卷，第 4 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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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厄瓜多尔

秘 鲁

委内瑞拉

表 2 巴西、厄尔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的

易女农业劳切力的就业状况

雇主、家庭企业和自营企业工人类革工资为生的人

百分比 百分比

Jj 女 另 女

1950 65 75 35 25 
1970 7ι 83 26 17 

1950 65 14 35 86 
197也 63 65 37 35 

1950 66 69 3比 31 
1972 77 82 23 18 

1950 65 56 35 μk 

1975 59 75 41 25 

共计

(以千计)

男 女

9 , 609 161 
11 , 833 工， 258

552 89 
857 l品。

1.061 486 
1 ，比 32 149 

668 36 
639 49 

资料来况: 劳工组织， (一穴‘五七年和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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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古巴，妇女从事农业和在农业方面所负责任的变动，据放导与地权制

度和农村地区生产方式的主要改革有关。 自从早命以后，土地改革已废除了大庄

园，并且在大部分的农业方面采取桑体所有制. 在主要包括小农场的私人部门，

政府已特别作出努力，通过增加农村贷款、提供技术顾问和在农村建筑道路来组织

合作社、使粮食生产多样化和改善粮食分配。 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是古巴革命方

案的优先考虑事项。 据报导，作为这项方荣的一部分，现在农村和城市工人的工

资差剔几乎已予消除。 而且，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据报导妇女和男子向等积极地参

加工作. 关于这方面，政府的我告辑询最近通过的《家庭法规》的需要性y 其

中依法规定另女在平等基础上负起家庭责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据报导有两个大

组织一一全国农村工人工会和全国小农民协会-一积极地雇用极多的妇女工作人员。

据说，妇女参与后一个组织尤其室主要，因为她们在最近的全国会议的代表中占很大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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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75. 由于不发达社会需要妇女从事农业的手工操何因此可能认为当农业现代

化以后，妇女劳动力的使用会急剧减少吃 事实上，当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的

相对雷要性减低时，妇女参与劳动的数额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少。

76. 因此，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妇女对农业的参与率相当低:参与的比

率，最低为北萎的百分之一点二，最高为日本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F:

77. 然而，农业现代化并非必然要全部取代妇女的农业就业:在大多数发达

地区，与农业劳动力缩减的同时，妇安在农业中的比率却增加了(见下列袭 3 )气.

在提出报告的国家中，加拿大4 丹麦、挪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典、意大利和

西班牙，过去十年来都是妇女参与农业工作的人数目增而男性参与农业工作的人数

则已下降( 1971一- 1976) ~I 

埃斯特·梅瑟拉普， <<妇女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一

九七0年)0 绢 8 0 页。

59 劳工组织， <<一九五O←二000年劳动力估计和予测》第 41-44 页.

" 本期的唯一例外是西欧。 在该区内，法国是农业中的妇女比率下降的主要国

家. 与法国相反的是奥地利、比利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三国，那三国的妇

女在农田操作的百分比都有增加。

" 参看劳工组织， <<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昼>> J 第 122一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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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

妇女占农业总劳动力的比率:一九五0-一-九七0年

一九五。 一九七。 百分比的改变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50 9 1 ßo ß +100 7 

日本 480 ß 520 8 + 40 2 

北美 80 3% 100 8% + 20 5 

北欧 180 3 200 1 十 10 8 

南政 250 0 310 1 十 ßo 1 

西欧 420 7 360 3 - ßo 4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一九五。一二000年劳动力估计和予测>> .第

43-47 页.

78。 工业化国家从事农业的妇女人数下降大半是由于赚取工资的妇女人数

减少的结果. 例如在许多西欧国家，农村工人越来越多地由移民工人倒E他们

多半是男性工人.

79。 由于妇女脱离受薪的农业工作，在劳力供应中可以看到的相应改变是

农业中另女工资差距的减小。" 从提出报告且附有数据的国家可以看出，女性

与男性工资相差的比率已经减小，尽管工资的差距仍然存在。 过去几年在丹麦

6Z 埃斯特·博瑟拉普，同前，第 8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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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西兰，妇女的农业工资与男性工人已经扯平，奥地利农业女工工资在一九七一

一一一九七六年间实际上已略高于男工工资. 在比利时、挪威、瑞典和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男女的工资差距仍旧存在，尽管过去十年来差距已经下降一一比利时的

女性农村工人工资是男性农业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三，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数是

百分之七十一，瑞典是百分之八十七，挪威是百分之九十六f

80. 和男性对比起来，妇女在农业方面的参与人数已告增加，这首先可能是

因为在家庭操作的农田中身女分工的改变所造成的结果。 在发达国家中，比数很

大(约百分八十或以上)的农业妇女工人都是家庭剑业工人.正如博寒鲁普指出的，

很多这些国家中，小农的妻子日渐担起农业工作，而她们的丈夫则从事非农业工作.

例如在日本，妇女构成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见上表) ，其中大多数都是

家庭企业工人(百分之八十-1 这样就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主妇农耕家庭" 64 

(四分之一的家庭企业工人都是女性)的. 在那里，妇女承担着大部分的耕种责任，

男子则从事求耕以外的工作。

J;;81· 在这一意义上，挪威的报告指出，小面积，低产量农田的盛行造成妇女

工作强度的增加:仅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一年内，妇女几乎工作了 3400 万工

作夭，而男性工人则仅仅工作了 2800 工作天。 这种差距的的原因是很多土地面

积大小无法维持家庭的适当生活水平。 由于农田f牟利困难，每年都有很多农田被

荒弃。 因此许多业主必须转而采取混合作业的方式，男子要离开农田出外谋生，

把犬部份农田工作交给妇女.

。 劳工组织， <<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鉴>> :第 768一774 页-

64 埃斯特·博瑟拉普，同前，第 8 1 页.

" 劳工组织， <<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鉴》第 768一7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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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82. 据报告指出，在东欧和苏联，妇女参与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要的. 过

去几十年来，当整个经济发展使农业工人的比率大幅度下降时，妇女在农业就业

中仍然保持了相对的优势. 因此，从一九五0到一九七0年间，苏联的妇女农

业劳动力虽然大量地减少，但仍占农业就业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 同一时期内，

东欧各国妇女工人从事农业的比率也略有增加，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五十三

(参看表 4 ) 0 

表 4 男女从事农业的比率:

苏联和东欧(一九五O→一一九七0)

另 女

以千人计 百分比 以千人计 百分比

东欧

一九五。 11 , 913 49. ß 1 2, 128 50. 4 

一九七。 8, 701 47. 0 9, 855 53. 0 

苏联

一九五。 21 , 559 41. 0 30, 759 59. 0 

一九七。 14, 526 48. 0 15, ß70 52. 0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 <<一九五。一二000年劳动力的估计和予测》第一

卷，第 46-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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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一九五0到一九七0年期间，在苏联和东欧，总的妇女劳动力中妇女

的职业分布发生了重要的变动. 从一九五0到一九七0年，百分之六十三有收

益的就业妇女是从事农业的，后来这个百分比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 在东欧地

区，农业劳动力中妇女的百分比从一九五0年的百分之六十三降到一九七0年的

百分之四十一。

84. 所有提出报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强调，改造生产形式和农业现代化对

.妇女的工作和就业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s 白俄罗斯的报告指出"从事

农业的妇女在集体和国营农场中也担任了领导的位置，理事会理事，大队领导人，

养牛场场长，集体农场场长和国营农场的主任。"在白俄罗斯，农学家有百分

之二十七是妇女，动物技术人员有百分之四十七是妇女，兽医有百分之三十一是

妇女.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据称妇女"担任谷物和牲畜生产的主管职位的人数

日渐增加.农业合作社的理事有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妇女，合作社中的会计主

任有百分之五十一是妇女."

85. 在波兰，农业部门中有大部份属于私人耕作. 在三百二十万农业妇

女工人中，有三百万人是在个体农田工作。 波兰的三百四十万个体农田中，约

有百分之四十四是妇女经营的，有时是由妇女独力经营的.

86. 大多数国家都强调，它们要执行把妇女从农村工作解放出来从事生产

性的非农业职业的政策. 尽管报告中说生产和农业产量有了相当的进展和增长，

但农村和城市妇女的工作和居住条件仍有差异. 因此，波兰报告中说3 在农业

就业的妇女比在城市地区的妇女工作年数更长:农村地区中从事农业的十八到二

十四岁的妇女占百分之七十二，雨同样年令的城市妇女只有百分之五十九是从事

有收入的工作的. 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所有年令类别的农村妇女都有较高的

工作率. 但是，波兰的农村妇女退休年令特别高:六十和六十岁以上的妇女仍

在从事农业工作的占百分之五十四，而在城市地区只占百分之十一的妇女仍在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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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于工业化对妇女就业的一些彩响的分析

1 .发达市功经济国家

8之 目前的研究已经指出了今日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化对于就业、

职业结构和按性别分工所产生的若干影响. 例如，总的来说，工业的扩展往往瓦

解了许多妇女从事的手工制造业，因而使她们失业. 但是，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期

间， 已具规模的工业，诸如服装、纺织、食品加工等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业，为至少

一部分的脱离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妇女提供了职业. 因此，在工业化初期，妇

女多半在逐渐兴起的城市部门从事工厂非技术性工作、帮佣工作、小生意和其他地

位低微的工作.

88. 在大多数先进经济国家中，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雇用男子，

这对妇女在工业界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例如，有资料显示，美国妇女从事工厂生

产的现今比例与一八九0年一样，虽然工业化程度自那时起已经大为增加. " 由

于本世纪另工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就不大需要妇女进入工厂作工.67 但是，在战

时或在经济成长持续时期，暂时动员妇女工业劳动力，然后当劳动力的需要减少时，

就予以解雇，一直就是工业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

89. 今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妇女就业或显著的特征是，妇女在经济

的第三部类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 一九五0年至一九七0年间，妇女在总的工

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二十五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九，妇女在第三部类中所

66 参看罗伯特·新马特《美国的妇女和工作)，(纽约，肖肯图书公司，一九七一

年)。

何海伦·萨费，"拉丁美洲妇女劳动力改变中的阶级组成"， ~拉丁美洲展望} , 

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七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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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比例则从百分之三十九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七. 68 超过一半以上的所有职业妇

女从事经济的第三部类的工作，在北美洲，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八. 在这个

部类就业的大多数妇女是办孚员、售货员等，很少人得到较高的职位. 例如，根

据各国政府对普通照会的答复， 在经理和管理职位的总人数中，妇女所占的百分

比从新西兰的百分之九到奥地利高达百分之二十不等. 69 这种让妇女占有工资较

低和技术性不强的职位以及按性别的工资差别的形式也存在于工业界.

90. 虽然原则上大家都承认同工同酬，但工资不乎等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即

令另女在各行各业的工资差别的统计资料很不充分，劳工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在

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妇女的工资只有男子同样工时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9 1. 另女工资的差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妇女集中在工资较低的职业. 例如，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报告显示，短期消费物品制造业，特别是服装、纺织品、食品和

饮料业中大都为妇女. 这些工业的工作条件往往比其他许多工业差，工时长，工

68 劳工组织《一九五。一一二000年劳动力估计和予测》第一卷。 妇女在工

业部门就业增加，大多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在工业芥就业的比例日增。

" 在新西兰，妇女占全部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奥地利则为百分之三十九-

70 劳工组织《改变中的世界的女工们初步报告，第六章，一九七0年.

劳工组织最近的树查(参看《劳工统计公报>> , 日内瓦，一九七七年第二

季)显示了 50 余国六种职业(纺纱工、缝纫礼工、布L主委书籍装订工、实验室

助理员、杂货主丢售员、出纳记怅员)各国工资差别的情况. 根据获得的资料

看来，许多国家还放有实现同工问酬. 在臭地利和得意志联邦共和国，妇女

机缝书籍装订工的工资比系工少百分之十到二十，在加拿大、爱尔兰和瑞士，

则少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诞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葡萄牙，纺纱女工的工资

比另工少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挪威实验室女助理员的工资比另助理员约
少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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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低，福利少. 因此，如表 5 所示，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的另女平均工资仍

有相当大的差距.

表 5

选定的发达国家的工业职业

另女工资的比例(一九七五年)

妇女工资/男子工资

澳大利亚
0.8/4 

比利时
0.69 

丹麦
。.8ι

法E
0.g5 

德意志联邦共和E 0.72 

卢森堡
o. 生1

荷兰
O.7F5 

瑞士
0.68 

联合王国
0.66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劳工统计年鉴》。

辽些国家一九六五-一一九七五年十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并未显示这个差距显著

逐渐下降.

2.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旨 2. j3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反中，虽然越来越多的妇女就业城务部门，但是

妓女从辛工业工作的更多Q 在创造业总穷动力中，妇女所占的比例从罗马尼亚的

百分之三十六到得志志民主共和国高达百分之四十凶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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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妇女并不是工业的次要劳动力，在邓练工人中她们往往占有重要比例.虽

然据报导说，妇女在各种工业中就业，有些国家报告说，妇女集中在某些工业部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强调妇女就业人数特别是在最机械化的工业部门、诸如电子工业

和电子技术工业已经增加了. 在苏联，妇女就业也集中在比较机械化的工业生产

方面 71，根据各国政府对普通照会的答复，在波兰，妇女大多数从事轻工业，诸如

纺织、服装和食品工业的生产. 但是，上述各国都没有报导它们国家妇女集中于

某些特别工业部门的形式对于她们的收入或工作机会有何影响.

3. 发展中国家

94. 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主要是农业国大部分人口仍然从事农作. 在这

些国家中，妇女从事手工业生产，她们是家庭企业劳动力的重要一部分. 在提出

报告的国家中，中非帝国、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尼日尔和塞拉利昂都强调妇女主

要从事手工业和食品加工业. 例如在洪都拉斯，妇女占工业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

八，她们之中大部分(百分之七十四)是从事家庭企业工作担任帮手.

95. 在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就工业化的速

度和范围以及对妇女劳动力的影响而言，与先进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是很不一样的.

9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制造进口替代品的一个

阶段，在这种制造业中，外资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工业往往翻版外国已经

发展并且加以应用的各种技术. 这种技术往往是资本密集的. 许多国家往往采

取各种措施为利用资本密集的技术的进口替代过程提供方便，这种措施包括通过加

速折旧和投资津贴、低利率和对进口的资本设备免税等，人为地降低了资本的成本

费用 .7Z

71 苏利罗特， <<妇女、社会和变革>>， (伦敦世界工业图书馆，一九七一年: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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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由于这种发展的结果，这些国家妇女就业的演变与今日发达国家工业化早

期阶段的经验不同. 因此，在西欧和北美工业化初期，大批妇女脱离农业、手工

业和帮佣工作进入工厂;在进口替代国家，由于使用了资本密集的技术，限制了男

女劳动力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 但是，城市地区存在的大量男子劳动力

使得妇女无法取得体力劳动工作，而只能从事帮佣工作和小生意等次要工作.

9a 这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共同的模式. 例如，巴西在过去几十年来发生非

常迅速的工业化，但是从事工业工作的妇女百分比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七0年毫无

增加，仍然只有百分之十，而从事工业工作的男子百分比却从百分之十增加一倍，

达百分之二十. " 危地马拉最近建起的工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工业，改变或消灭了

原来的手工业，新的职业取代了旧的职业，但并没有大量增加全面的就业机会.

结果，从事农业和服务业的人数仍然很高，但是妇女从事制造业生产的人数自一九

五0年以来实际上却减少了，因为小手工业部分已被消灭，在有些传统工业，诸如服

装、食品和纺织工业，男子已取代了妇女，现代工业所创造的少数新工作也大部分

为男子所据有. " 

99. 在拉丁美洲，妇女常常被排除于缓慢增长中的体力劳动工作之外，因为她

们缺乏可以贩卖的技术，并且显然也没有方案可以给她们提供必要的训练. " 同

72 <<多国公司对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E/5500/斗Rev. h ( 联合国文件，

销售品编号， E. 74. 1I. A. 5 )英文本，第 69页.

" 格劳拉。巴斯克。德米兰达， "发展中社会妇女参加工作的情况:巴西的情况"，

载于《妇女和田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 ，韦尔斯利编辑委员会(伊利诺州芝

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 诺马。钦奇利亚， "危地马拉的工业化、垄断、资本主义和妇女就业，"载于

《妇女和国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韦尔斯利编辑委员会， (伊利诺州芝加

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u <<一九七四年，世界社会概况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 75. 

IV.6) 英文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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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原应帮助妇女在工业界就业的法律，实际上却对她们不利，因为雇主宁可雇另

工而免受保护性法律的种种代价可观的限制. ?6 特别是在墨西哥和波多黎各，有

人也认为工会为妇女在工业界就业情形的下降负责.77

10 0.。 由于农业就业增长几乎停滞不前或者甚至下降，并且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展

还不能吸收大量的妇女，因此拉丁美洲妇女劳动力的扩展大部分是由于妇女参加服

务业的人数的增加而致. 一九五0年至一九七0年间拉丁美洲妇女劳动力的增加，

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进入服务业部门. 服务业所提供的大多是工资低廉、地位低微

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帮佣工作是拉丁美洲城市地区许多妇女，特别是来自农村

地区的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妇女所从事的职业. 78 一九七0年，布宜诺斯艾

利斯大都会地区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有经济活力的妇女中，有百分之五十的内部移

民和百分之六十三的最近从邻国迁移过来的移民，受雇为女佣. 在(巴西)贝洛

奥里藏特，一九七二年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约有百分之七十三的有经济活力的移

民和百分之四十五的本地居民，从事个人劳务工作，他们大部分都集中于帮佣工作.在

秘鲁利马，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间，所有迁移到城市的妇女有百分之三十甫抵

城市就加入帮佣工作.

101。 但是，最近有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部门为妇女提供工作的情形越来越普

遍，这种现象是与上述的趋势相反的. 这种改变是我们通常称为"海外设厂"的

增长结果. 即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工厂，制造消费品和部件以供出口进口

76 查普林， <<秘鲁的工业劳动力~(普林到顿大学出版社，一九七0年. ) 

77 海伦。萨法，"拉丁美洲妇女劳动力改变中的阶级组成， "<<拉丁美洲展望~ , 

第四卷，第4 期，一九七七年，第 131页;参看琼·纳什，"妇女参与发展过程

的某些方面问题" ,( E/C ON卫 66/BF/5 )，第 74 段。

78 纳迪亚·约瑟夫， <<发展中社会的妇女和工作沁人口问题专题著作集第 1 5 

期，加利福尼亚洲，伯克利，加大国际研究所，一九七四年b

79 伊丽莎白。杰林， "拉丁美洲妇女的迁移情形和参加劳动队伍的情况:城市的
佣工"，载于《妇女和国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 ，韦尔斯利编辑委员会(伊
利诺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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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工业化型式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帮助创造受保护的市场，而面向出

口的工业所寻求的则是廉价的劳工.

102. 一般来说，这些工业，电子、纺织、服装和玩具，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业，

即劳力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占相当高的比例. 由于廉价工资非常重要，甚至当这

些工业是在它们的母国经营的时候也是雇用比较不够格、比较不可能组织工会、愿

意为非常低廉的工资工作的那部分劳动力. 例如在美国，直到今日，作这种工作

的人往往绝大多数仍然是妇女和非白人." 最近几年来，削减成本竞争市场的压

力，迫使许多国际公司主要在亚洲，但也在加勒比区和中美洲寻求工资低廉的

作坊. 81 这些国家的工资比发达国家的工资低很多. 新加坡'加工出口工业'

的工资是亚洲最高的，工人一天的工资比作同样工作的美国工人一小时的工资还低.

80 琳达·林《多国公司的女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电子工业的情况>> ，斯沃思

莫尔学院经济系，一九七八年(油印本 L

川 所在国政府对面向出口的公司采取了很多鼓励投资的措施，因为预期它们可以

赚外汇，并且可以提供大规模的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作(见琳达·林《同前》

和托马斯·阿利"亚洲画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东南亚发展顾问组文件，

亚洲:社会.， (一九七三年) • "海外工厂"的设立也很方便，因为它们所

使用的技术容许它们能够雇用比较没有技术的工人，而管理方面可以对他们进

行在职训练让他们得以够格.例如，在新加坡，在→旷C年代晚期一九士0年代初

期扩展的主要制造业如电子、纺织、成衣业·等，受雇的一般基本要求是小学华

业. 参看:"新加坡妇女加入劳动队伍及其所得工资概况"，亚洲社会发展

资料交换所，泰国，一九七六年) • 同时，工人的训练需时较短:例如，电

子工业的半技术装配工只需要很短的"学习时间"，工人工作六至九个月，就

可以达到某种技术的最高生产力(见琳达·林， <<同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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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工资比新加坡的一半还低，印度尼西亚的工资只有新加坡的四分之一.80

103. 一般说来，妇女劳力密集的工业最易倾向搬到海外设厂; 82 这些工业在

加勒比区和亚洲所设的工厂所雇的也多为女工. 在提出报告的两个国家，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面向出口的工业发展导致妇女在工业界就业的人数大为增加:一九五

七年至一九七0年间，马来西亚妇女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从百分之十七增加到百分之

二十九. 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四年间，新加坡经济和就业增长特别迅速，妇女在

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而同时期男子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只

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 一九七四年妇女在制造业所占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四十五，

而一九五七年只有百分之十八，这些增加大多数是在四个主要出口工业，成衣、鞋

类、纺织和电子工业.

104. 迅速工业化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多是低微和非技术性的工作. 一九七0年

至一九七四年间，新加坡从事专门和有关技术工作的男子从百分之六点九增加到百

分之十点七，而妇女在这种职位所占的比例却从百分之十四降低到百分之十一，同

时，男子生产线上的工人比例不变，而女工的比例却从百分之三十二增加到百分之

三十九.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三年期间，女工/男工每月平均工资的比率急剧下降

(从 O. 86 下降到 O. 62)，这种情况反映了青年男工加入了低薪职位的行列.

105. 有些人关心面向出口的工业的未来趋势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据

说，这种工业对国际市场的需要比对所在国市场的需要更加敏感. 虽然它们在制

造就业机会和赚取外汇方面非常重要，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对于国内经济的影

82 参看李·雷尼思， "一九六0年代中期到晚期美国公司在第三世界设厂的扩展:

引起美国公司在海外设厂争取市场的各种因素，历史和经验研究， "密执安大

学经济系博士论文，一九七六年.

《新加坡妇女加入劳工队伍及其所得工资概况~"大国、亚洲社会发展资料中心，一
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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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很小，因为实际上几乎它们所有的投入都是进口的，所有的产出都是出口的.所

在国政府似乎大多把这种企业看作是制造就业机会的短期解决办法，但是对长期发

展而言，各国政府宁可设立需雇用技术性高的工人的工业. 如果实现了这种长期

计划，妇女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可能只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

10 6. 但是，目前，在容许这些工业扩展的条件下，大家所关心的毋宁是这些工

业所创造的工作的素质. 特别是有人指出， " 大多数工人的工资仅是糊口，并

且很少有加薪的希望，有时候，为了防止组织工会，以免阻碍外人投资，政府还常

下达压力. 最后，这些工业传授给工人的技术多是不可转让的，因此在就业机会

要看世界市场的波动的情况下，使得工人更加没有保障.

" 琳达·林， <<同前>>，第 46 至 4 8 页.

8' 罗伯特·肖， <<依赖性的发展和新工业工人:菲律宾的加工出口区》哈佛大学
社会系，博士论文，一九七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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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妇女垠得上进的基本条件和妇女参与基层组织

107. 世界大部分的地区都在发生经济变化，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后呆，其影响

如非显然不利于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往往是引起争论的. 以上关于妇女就

业趋势和工作条件的调查，显示她们在劳工市场的命运，特别是农付妇女的地位，

是顾不合理的.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一万面只能在仅堪糊口的部门工作，被

迫使周原始技术和设备，她们是负担过重而不是就业不足，而从所得收益来看，

这种局势甚至更加令人惊心动魄.86 弟一万面，经济作物农场引用新技术促成

了有害的排除另女劳力，使利了将产生的利润集中于少数人之手. 此外，应用

这种技术改良也监碍了主要营养粮食的小型作物的多样化，并加强了妇女仅能从

事于最低生计的农业的限制. 在发达国家中，农村妇女在能分享现代经济发展

带来的利益方面，也比其他的社会经济人群或城市妇女远为落后. 因此，尽管

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已显著下降，而妇女担任农场管理员或家庭佣工的比例，特

别是在小型低收入的农场，不仅没有相应地减少，反而在许多情形下有所增加.

108. 农村的妇女是工作过重，而城市的妇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却大部

分就业不足或仅限于低收入和最起码的工作. 而且，如呆有了新的就业机会，

妇女往往是廉价劳工的对象，例如最近亚洲妇女在出口工业的现业大为增加，而

她们担任地位较高和资格较深的职位的人数仍然是非带不够的.

109. 因此，动员妇女加入发展过程的全盘战略，不仅妥针对由于失业或就业

不足而被全都或部分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的妇女，也鱼是计对弟[5些无能刀保驭局于

维持生计工资的妇女. 于是应该特别注惠农村妇女的地位，以使怵证她们可以

驭得上进的基本条件，例如土地、足够的技术和技术训练，这些使得她们能支好

地利用她们的生产能力和培加她们的经济利益. 此外， 1是使妇女参加国家发辰

的努力也应针对着加强她们参加那些轧夫和组织的决策机构，这时使待她们充分

86 博瑟拉普为《妇女和国家发展z 变化的复杂性》的"前言"韦尔斯利编辑委员

会篡写(伊利诺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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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为配合这两大国标，备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旋供了特别关于农村妇女的方采3

它们的目的是要提供技术训练，促进本地技术的创造和鼓励妇女参加合作社和农村

协会. 关于妇女加入工会的资料也已收到.

1. 技术和农村妇女

111. 最近，各国政府的、非政府的和国际的机构都日益豆视有关同等札会联待

和引用连当技术的问趣，以减轻妇女的沉重负担和提高其生产力，特别是在农衬地

区. 第一步行动是着重基本讲究和实施某些试验计划，国为仅足糊口部门的生产

者，绝大多数是妇女，而官方的调查和发展规划是非宵低估了她们的贡献的.87

11 2. 在提出报告的国家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强调说，其政府多年来在非政府

组织的合作下，对妇女的自助活动提供了组织的和专家的援助。 因此，它提出了

4 千万西德马克给非政府组织，作为特别有关妇女的 100个项目的补助费-供其

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合作. 其中一个分到 7 百万西德马克的项目是耍改进肯尼亚

坎达拉地区的水的供应，这个得到当地自助组织支持的项目，已对该处妇女的社会

经济地位作出了显著的改善.

113. 在评审世界各不同区域已建立的按性别穷力分工的，爸神方讼中，有人曾经

强调说，农产量最终有赖于每个家庭的全部劳动力. 因此，任何加速农村发展和

增进农村人民福利的努力，都有赖于提高垒个家庭的生产力水平.

87 例如，粮农组织正在西非进行一项关于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的忻究。

开发计划署正在资助一项着重行动的研究，研究的内容是妇女在孟加拉国、时皮、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农村发展中所起的作刑. 儿童基金会在卢旺达和马干达

协助关于保护和储存粮食的呗目，以灰引肩村庄一纹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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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从这个意义来说，在热带非洲的小土地持有者的最近农业发展，提供了有

关农村发展的重要教训11. 这种小农农场作为指长与就业来源的生存能力，有赖于

家庭的革应能力，在这个地区内，家庭生产的价值超过农产值的百分之九十.88

其他关于这些地区的研究报告显示，经由增加另女人数的参与农场工作来提高粮食

产童是很难的，国为男子多为非农场工作的工资所吸引，而妇女的时向则多用于家

事，可以利用的农业劳动力使因此减少. 国此，象碾谷、水运和劳柴的工作的单

新不仅可使妇女受益，且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力."

88 约翰·克利夫， <<非洲农民z 小农式农业发展中运用的劳力>>， (纽约普雷格

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8' 举例和马韧的惟躁尼亚联合共和同妇女刷传统万例也水每年语花 312 小时劳

动力. 如用十美元一只装有轮子的水桶，盛水重大为增加，每年可节省

208 小时的劳动时间. 如呆节省的时间可转用于付工资的农亭工作，净

增加的 20 美元农产量就可抵哨有轮水硝的费用阳有余. (乌马·勒利，

《非洲农村发展保程的设计).~(马里兰州、厄尔的廓甘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一

九七五年):第27页。

关于适当技术对农村地区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彩响所具有的重要性的详尽分析，

参看: "水，妇女和发展"， (E/C ONF. 70/ A. 19，一九七七年二月，和

"发展中国家所需的适当技术和农村妇女的需要" (ESA/S 和 T/AC.7/

CRP. 3/Add. 3 ，一九七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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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育和技术训练

115. 让农村妇女有接受极育和训练的机会，不仅对经济有显者影响，还可影响

到后代的身体成长和性格培养，因为早期的养育儿童往往是由妇女负其全责.

而且，由于穷人放有日托托儿所，对于提局妇女生产力和经济报酬又多了一层障碍.

1 1 吨 按版法律规定，大多数国家男女接受就育的机会应该均等，但手实上少女

受教育啕机会却注往远落于另该之后. 小字被育国然如此，牧局纹的级育的另女

同差岖更加愈来:愈大. 文哥本米已说显看， ílÕ女性中文富的s 分数也元;到外地高

于另性. 一九六0年，世界男性文-胃'的比率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女性是百分之

四十四点九. 一九七0年的数字分剔为百分之二十八和百分之四十点三。 90

11 7.对于农村妇女，非正式的级育是非曾宣婆的. 可是，如同某些发展中国家所

被告，尽管她们的责任重大，她们在农业、畜牧业和合作社内经济须域中，获得非

正式训练的机会，是非常有|蜒的. 在非洲，妇女在农业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

现有资料却显示，很少妇女会有机会获得这种训练计划的消息，而男子也很少或根

本没有关于其家庭的营养或健康需要的知识(参看表 6 ) 0 

表 6

非正式教育的领域 妇女参加的百分数

农业 15 

畜牧业 20 

合作社 10 

技艺 50 

营养 90 

家政 1. 00 

，。 教科文组织《一九七二年统计年鉴>> ，关于妇女教育成果的更详尽的评价，参

看z "男女地位与任务的当前趋势和变边u及争以平等权丰IL书险和责任所帮克服的
主要障碍"， {E/CONF. 66/3 ，一九七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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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取自《非洲发展中妇女改变中的和当代的任务} ，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经

委会，一九七四年。

118. 据报告说，有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曾经致力于为在农村工作的妇女制定

援助、训练和技术建议的方案. 大多数的国际组织的万案强调了在农业的生产、

加工和销售，特剧是在粮食制备、保存和消费方面，协助妇女的重要性.91

119. 象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类的许多国

家都报告说，它们制定了关于农村妇女教育的具体项目;发展了以农村为对象的学

校方案和在健康、营养、家庭改进等方面的课程. 其他的国家则报告说，它们制

定了更多的综合方案. 因此，在印度和伊朗，农村妇女的方案是放在优先.以训

练中心和社会福利设施的形式建立了相当广泛的基础;印度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

例子，即以特别政府委员会的形式让妇女在农村妇女问题司参加国际一级的工作，

其任务是创办和协调关于农村妇女和儿童的国家发展活动. 而且，印度政府通过

其推广局，进行农村妇女训练的特别项目，包括散布全国的 100 所农民训练中心，

给与妇女在农业生产、资源管理和提高营养水平的训练. 伊朗不但正在规划专门

的方案，在农业生产方面协助和训练农村妇女，还报告说，该国正在努力提高农村

手工业的利润. 为此目的，该国举办了织地毡和缝纫业的妇女专门训练班，这些

91 
举例来说，粮农组织在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下，已在卢旺达进行了

一个应用营养的项目，包括训练营养推广员，促成全国性的社区营养中心间

和展开乡村一级的小农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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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班还扩大到训练为加工和保存呆实现菜的粮食工业所谓的新技能. 而且，为

了弥补农村居民缺少服务机构的现象，该国还设立了 1022 个特别"农村文化室"

提供使妇女受益的服务，例如托儿所等，好让妇女能替出时间争取.工作机会和参加
识字班和职业训练班.92

诸如法拉赫·巴列维福利和教育组织和伊朗妇女组织一类的其他组织已举

办了农村居民特别服务网，包括社会福利、健康和社区服务的综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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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改革、合作社和妇女

120. 目前对经济发展的分析着重指出，不应当把社会变化的过程看做是平稳顺

利的，以为社会一个部门的变化就会引起其余部门类似的变化。 为了提高生产力

而引入的新技术可能象各种没有考虑到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发展方案一样，无法

发挥作用，无法使妇女得到好处。 9 :5 因此，作为一个例子，可以说土地改革虽然

旨在改善农村地区男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但对妇女的地位却有不利的影响。 第一，

虽然多数的土地改革法规没有对受益人区别男性或女性，不过各种土地分配组织及

有关的各种服务不仅是传统地维护男子为主要的农场生产者的地位，同时保持妇女

为农场邦手或消费者的地位，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从事实际农耕的妇女却被剥夺了

土地财产的拥有权。

12 1. 此别，随着土地而来的就是农业现代化，一般说来农业现代化是要提高生

产以促进销售和出口以及提高现金收入，但却由于忽视妇女在生计农业方面的传统

作用而对妇女的地位有不利的影响。"

122..最后，还有一点是，妇女所以没有从农村发展得到适当的好处是因为她们

没有充分参与负责推动改进的地方组织，也没有充分参与农村发展计划的单位。例

如，农业生产者合作社运动把妇女视为合作社许多低阶层工作中的当然劳动力，妇

女的参与只局限于农产品销售的准备工作和运送，而作为会员的男子却有表决权并

" 卡罗林·埃利奥特，"评述各种发展学说"，载于《妇女和国家发展:变化的

复杂性>> ，韦尔斯利编辑委员会， (伊利诺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

九七七年)。

" 阿舒拉·帕拉，"农村发展研究中的非洲妇女:趋势和优先次序"，华盛顿美国教

育协会海外联系委员会，第 1 2 号文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 英格里德·帕尔默，"农村妇女和重视基本需要的办法"，载手《国际劳工评论势，

第 115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气二月份合刊，第 97 至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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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控制出售农产品的收入。 在这方面，使妇女无法充分参与发展的因素，如缺乏

教育、家庭和农田方面工作时间长、以及文化上的因素和传统上的态度，也同样妨

碍了她们充分参加合作社的活动。

123. 在有些情况下，限制性的立法往往拒绝或限制妇女享有会员的资格，特别

是土地拥有权法规的限制最为厉害。 丹麦报告说，多数情况下，虽然农人的妻子

是她们丈夫加入的社团的成员，"但是真正的成员还是丈夫，只有他有权投票。"

调查亚非七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有关加入合作社、获得信贷、出售经济作物等问题，

主要是由丈夫决定，虽然丈夫的决定可能直接或间接受妻子的影响，妻子通常是在

丈夫作出决定之后而参加工作的。例如，在秘鲁，丈夫和妻子是共同决定申请信贷的。

在南加纳，出售经济作物也是夫妇共同决定的。 在这些调查过的国家里，对于决

定加入合作社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夫妇一起平等地作决定的，而且，一旦丈夫决定了

加入合作社，在肯尼亚和南加纳，丈夫和妻子就一起积极地参加工作。 96

124. 不过，也有一些很有成效的合作企业，只允许妇女参加，不过她们要有自营

企业的或自立的劳动者身分。 哥伦比亚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说明政府政策

如何特地拉动妇女参与各种合作社活动。 哥伦比亚土地改革研究所设立了一个农

村信贷办法，协助妇女从事个人或集体企业，比如营业性的花园和果园、合作乳品企业、

手工业等等。 莱索托又是一种情况，妇女对合作社的参与间接受到一般社会和政

治环境的影响。 传统上，妻子的地位是不受她们的丈夫所左右的句虽然这种地位

是来自个人财富，个人财富通常是视丈夫的收入而定的，但这种地位是极重要的;

如果男子往国外工作，在维持生活的农业方面各种合作活动中，妇女就成为组织者

和参加者。

125. 印度也是提出报告的国家之一，印度设立了自营企业妇女协会，其目的是吸引

贷款和培训一些人员协助从事街边小卖、推车、修理旧货和做衣服谋生的妇女.使

96 详情见"七国调查报告:妇女在农村发展上的作用"国际开发署，专题著作

A工 D/CM/ta一萨73一41，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第 1 3 图，第 4 8 页。

97 马撤·米勒，"妇女和男子:载于《妇女和国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 ，韦尔

斯利编辑委员会(伊利诺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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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自立。 另外是巴基斯坦，利用穆斯林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为妇女组织

了小型合作社购买财产、饲养家禽、办理销售。 在波兰，妇女经营相当大比例的

私营农场，在各种合作社组织里发挥重大的作用 n 一九七三年，妇女占农村供销

合作社成员的百分之三十二章占乳品合作社成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占供销售的菜园

合作社成员的百分之二十一·占信用合作社成员的百分之二十六。

126. 在牙买加，该国政府报道逐渐改变种植园形式的甘蕉种植而成立工人的合

作农场。 妇女占甘蕉合作社成员的百分之二十，在管理人员方面占百分之十五。

他们也参加合作社原理方面的培训课程。 牙买加政府也报道有一项进步的土地改

革计划，各种土地租借方案使 21， 185人租到农耕地，其中 2， 466 名以自己的名

义出租土地，此外，有许多妇女是其余出租人的家庭成员。

E. 结论和政策的影响

127. 农村妇女有没有取得有助她们参与发展过程的上进的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必

须加以更为广泛地评价。 无法根据各国政府提出的资料对这个牵涉很广的问题进

行彻底的审查。 即将举行的一些国际会议98 是对促使妇女参与发展进程的问题有

直接关系的，特别是有关技术、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和

金融合作等问题。

128. 为这些会议准备的材料和在这些会议上能得到的结论，应当有助于对是否

有适当技术能减轻妇女工作负担的问题进行更全面的评价，以及有助于对土地改革

影响妇女的情况，妇女参与各种基层组织的重要性等等，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关

于这一点，妇女很少加入工会作为会员或领导人的这种现象无疑促使这种普遍对妇

女不利的工作条件继续存在，并使男女之间收入和训练机会不公平的现象仍然没有

纠正。 因此，各国政府，各种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系统都有必要更系统地促使妇

"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基础保健会议，土地

改革和农村发展世界会议，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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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正动员起来参加工会、合作社和其他有关的团体。 例如，工发组织和粮农组

织即将举行的国际会议，应当在妇女专题方面认真考虑到是否可能发动一个世界性

的原则和权利方案，调动城市妇女，特别是农村工作妇女参加工会和合作社。 希

望由此妇女真正有机会更积极地为争取更好的、公平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斗争。

129. 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妇女在工业友辰方面仍然还是被局限于那些很少有

机会接受技术训练和得到适当报酬的传统工业里。 因此，探讨妇女在工业领域的

工作和就业条件也是极重要的。 上面第三. c 节里曾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当前

工业化的趋势，不是避免妇女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就是只让她们成为无需特殊技

能的和低薪的劳动力。 同时，那一节里也指出:大体说来，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是

与跨国公司的扩展密切有关的，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对技术的选择有影响，而且也

对就业水平和工作条件的一些其他因素有所影响。 在这方面，值得着重指出工发

组织、贸发会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于协助发展中国家目前订立技术转移国际

行动守则和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上述的守则里应当列入具体

条款，以非白正给予妇女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

130.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料的分析，发现妇女

在农业方面的作用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性，即使这两类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和发展

的政治形式有很明显的差别。 这种共同特性就是，农村妇女的工作条件是各别国

家和区域发展水平和素质的明显标记。 甚至在发达国家里.这是确实的情况，虽

然发达国家象北欧等国可能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农业，妇女仍然是构成家庭经营的农

场的主要穷动力，这种工作条件也是比较差的。 这项事实明确证明，农村妇女从

事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 特别是农业面向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如日本的若干高

度工业化的国家，维持自给自足农业是极重要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