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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爱尔兰母亲学校校友会 
(特别咨商地位；2001 年) 
 

 一. 导言 
 

 校友会的目标和宗旨：(a) 促进妇女权利和独立，重点是实现普及初级教育

目标；(b)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确保男女享有同等权利；(c) 消除极端贫穷和饥

饿；(d) 促进宗教和信仰自由及宗教间对话；(e) 确保环境可持续性。我们的主

要行动方针是以本组织的创始人 Mary·Ward 为榜样，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建立和支持中小学校，让儿童不受歧视地在校学习。此外，我们还积极参与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推动两性平等的目标。我们的座右铭是“自由、公正、真

诚和幸福。” 

 二. 校友会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 
 

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和/或主要会议及其他联合国会议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a) 北京会议十周年大会：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校友会参加了会议并为最有效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进行游说，尤其将重点放在西班牙、南美和摩洛哥；(b)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校友会代表出席并参与组织非政府组织并行会议。此外，校友会

还积极参与起草拉丁美洲核心小组的口头声明；(c)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一届

会议。校友会代表出席并参与组织非政府组织并行会议；(d)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五十二届会议。校友会参加了会议并为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进行游说。 

在外地和(或)总部与联合国各机构和(或)专门机构合作 

 我校友会多次组办有关联合国作用，特别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目标和宗旨的

讲习班。这些讲习班是 2006 至 2008 年期间在毕尔巴鄂(西班牙)、马德里、塞维

利亚(西班牙)、亚斯拉(摩洛哥)和瓜亚基尔(厄瓜多尔)举办的。 

 按照千年发展目标开展的活动：本校友会在南欧、北非和南美三个地理区域

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目标 1：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指标 2：让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年轻人，都

有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行动：(a) 1200 名妇女接受了创业培训；(b)

向穷人提供了 1350 笔建立就业小额信贷。目标 2：实现普及初级教育目标。指标

1：确保到 2015 年年底各地儿童不论男童女童都能完成初等教育全部课程。行动：

(a) 发放了 500 套教材；(b) 发放了 1 000 份奖学金；(c) 60 名教师得到培训；

(d) 10 000 名儿童在我们的九所学校注册。目标 3：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

力。指标 1：最好到 2005 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两性差距，并至迟于

2015 年消除各级教育中的这种差距。行动：(a) 向农村妇女和贫穷妇女发放 1 000

份奖学金，使她们能够继续学业；(b) 我们在学校中教授不歧视专题课；(c) 在



 E/C.2/2010/2/Add.4

 

309-49980 (C) 

 

50 个个案中向遭受性别暴力的妇女提供法律咨询；(d)1200 名农村地区妇女接受

了扫盲培训。目标 4：降低儿童死亡率。指标 1：在 1990 至 2015 年期间，将五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行动：向 750 名贫穷儿童支付医疗费(例如：

医药费和手术费)。目标 5：改善产妇保健。指标 1：将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

行动：向 250 名贫穷孕妇支付医疗费。指标 2：实现普遍获得生殖保健服务。行

动：举办 20 次有关生殖保健的讲习班和会议。 

 支持全球原则的行动：本协会印发了 3500 份载有千年发展目标相关信息的

传单。此外，自 2006 年以来，我们与荣福圣母玛利亚学院合作举办“精神寄托

的重要性”讲习班，以宗教间对话观点对各项目标进行分析。 

 2.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特别咨商地位; 2001 年) 
 

 一. 导言和主要活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致力于促进同其他国家在贸易、经济、教育、社会发

展、可持续发展、青年、姐妹城市、科学和技术及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目

标符合联合国框架和千年发展目标。 

 新的附属组织：(a)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伊朗分会(2008 年)；(b) 中国和

非洲协会中国-南非友好委员会(2008 年)；中国-中亚友好协会(2007 年)；(c) 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阿曼分会(2007 年)；(d) 成为拉丁美洲中级政府组织准会员

(2006 年)；(e)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友好协会(2005 年)；(f) 萨尔瓦多-

中国友好协会(2005 年)；(g) 危地马拉-中国友好协会(2005 年)；海地-中国友

好协会(2005 年)；(i)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文莱达鲁萨兰分会(2005 年)。 

 通过人员和文化交流促进和平和友谊：对外友协为包括青年、官员、专家、

学者、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在内的各界人士组织互访。根据不完全统计，对外友协

在 2005 至 2008 年期间共接待了 89 个国家的 1 230 个代表团，接待人数为 14 412

人，向 80 个国家派出由 6 867 人组成的 519 个友好访问团，并举办了 325 次大

型活动。例如，它主办了“2008 年巴黎-北京自行车梦幻之旅”；2006 年天津国

际儿童艺术节；在欧洲联盟委员会访华团的支持下，在北京、上海、长春和广州

举办了“欧洲联盟 50 周年”巡回展；第一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国民间友

好组织大会；第二届东盟-中国民间友好组织大会；反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胜利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述活动大多增强了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促进社会发展和消除贫穷：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对外友协为其消除贫穷、

教育、环境保护和医疗援助等方案在海内外积极筹得近 100 万美元的资金，这些

方案包括(a) 培训贫穷地区的英文教师(资金由花旗银行提供，方案在 2005 至

2007 年期间共举办了四期课程，对来自包括贵州、广西、云南和四川在内的中国

西部贫穷省份和自治区学校的英文教师进行了培训。对外友协和花旗银行还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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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的教师开展了三年期创新英文教学竞赛)；(b) 向学校捐赠财物(向中国西

部欠发达地区日文专业的大学生捐赠价值共计 1 800 美元的日文书籍和杂志)；

(c) 为中国大学生到海外进修提供财政帮助(通过日本松下公司奖学金项目，选

送大学生去日本读硕士学位)；(d) 向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山区儿童，

特别是女童完成学业，与日本芬理希梦国际有限公司一起设立一个基金，支助四

川灾区学生，并与花旗银行共同发起格平绿色援助四年期项目)；(e) 向中国和

其他国家受灾地区捐赠财物，并向受害者表示同情(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后，对

外友协筹集和转交的援助金额共计 518 358 美元；在 2008 年初的严重冰雪暴中，

对外友协共筹得捐款 51 240 美元；2005 年，对外友协向印度洋受海啸袭击地区

捐款 20 000 美元)；(f) 培训下岗女工学校有用的职业技能(此培训方案资金来

自联合技术公司，该方案在 2005 至 2006 年共培训了 968 名妇女)；(g) 组织医

疗队前往欠发达地区进行志愿医学会诊。 

 促进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近四年来，对外友协在财政、经济、投资、区域

发展和高技术领域赞助的国内和国际研讨会和会议不下 50 次，大大增强了中国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此外，对外友协还积极参加国际和区域会议。我

们的代表发言介绍中国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推动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并在国际会

议上与世界各国代表讨论相关问题和项目。例如，(a) 2008 年，对外友协出席了

第八届世界公民参与联盟世界大会，介绍了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援助四川地

震灾区和受害者作出的巨大努力；(b) 2006 年，对外友协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办

的第六次亚洲-欧洲人民论坛；(c) 2006 年，对外友协在中国杭州主办了中国-

西班牙论坛，以深化中国与欧洲联盟、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d) 2005 年，对外友协参加了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洲-太平洋区域会

议和执行局会议。此外，2008 年 7 月，对外友协也参加了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

合组织亚洲-太平洋区域会议，对外友协会长当选为亚洲-太平洋创始负责人。 

 二. 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2005 至 2008 年期间，对外友协参加了由联合国和与联合国有关组织发起的

下列会议：(a) 新闻部非政府组织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和第六十一届年

会。对外友协代表发了言、回答了相关的问题并发表文章刊登在年会的专著中；

(b) “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奥林匹克运动会”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网络会议(北

京)。对外友协代表提供了友协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奥运会所做工作的照片；

(c) 第二十三届具有联合国大会咨商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会议 (非政府组织会

议)。对外友协代表在午餐期间的会外会议上就友协的工作发言，并介绍中国和

北京奥运会情况；(d) 第七届“政府创新”全球论坛(维也纳)；(e) 联合国公共

服务日会议和周年纪念活动(2006 年，纽约)；(f) 由中国非政府组织国际交流网

成员和组织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主办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亚洲和太平洋区

域非正式区域网络启用会议(北京)；(g) 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世界城市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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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联合组织举行的会议(2005 年，西班牙)；对外友协代表参加了世界城市和地

方政府联合组织的纽约联合国总部访问团；(h) 举办敲响和平钟仪式-纪念联合

国成立六十周年。 

 3.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特别咨商地位; 1949 年) 
 

导言： 

 宗旨、地理范围、优先事项：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的宗旨是胸怀全社会的利益，

促进所有国家的国内及国际道路运输的发展与繁荣，并维护道路运输的就业作

用、创收作用及自身功能。自 2004 年以来，路运联盟已经吸纳了来自埃及、印

度、意大利、科索沃、黑山、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新成员。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陆运联盟共有 178 个成员，分布 74 个国家。陆运联盟的优先事项是促进道

路运输、贸易及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 

 与联合国的合作：便利道路运输、贸易及旅游业。陆运联盟积极参加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内陆运输委员会、其道路运输工作队和影响运输的海关问题工作

队(第 30 工作队)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是专门和具体处理便利国际道路运输的

问题。陆运联盟通过文字和口头说明处理的主要问题包括： 

 便利国际道路运输：(a) 提出中东欧过境便利化建议，目的是缩短边境等侯

时间、加强道路运输安全、降低国际司机遭受袭击及车辆和货物被盗的数目；(b) 

提出各种关于减少国际道路运输专业司机的签证问题的建议；(c) 请各国政府尽

快执行由路运联盟倡导的《协调统一货物边境管制国际公约》(1982 年)关于陆路

过境便利化问题的新附件 8；(d) 支持关于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五条加

强道路运输车辆、司机和货物过境自由的建议；(e) 积极参与关于提高供应链安

全的辩论，特别是利用《关于国际公路货运通行证制度下国际货运海关公约》执

行世界海关组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包括特许经济业主地位；(f) 

提出道路运输业对影响道路运输的财政措施的看法；(g) 提出一项国际长途汽车

和公共汽车定期客运全球多边协定草案。 

 联合国各项协定及公约：(a) 在南美、中东欧、中亚和东亚，包括中国促进

通过和切实执行联合国道路运输多边法律文书；(b) 参与联合通过《国际货物道

路运输合同公约议定书》并推动其切实执行；(c) 支持在联合国正式活动期间提

议并组织特别专家并行会议，同欧洲联盟立法机构的特别专家一起，协调统一《欧

洲国际道路运输车辆从业人员工作协定》的各项规定。提出并与国际道路运输联

盟成员合作确定按照已定时限在《欧洲协定》所有签署国采用数码记速器的方式。 

 协助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a) 组织若干支从亚洲到欧洲的卡车队(最近

一次是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合作筹组的)，推出新欧亚陆运倡

议这一企业项目，规范沿丝绸之路的地方、区域和横贯大陆的道路货物运输(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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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文的“道路安全”)；(b) 路运联盟设在莫斯科的常驻独立国家联合体代表

团和联络委员会为进一步发展国际道路运输作出贡献；(c) 在伊斯坦布尔新设一

个常驻中东地区代表团；(d) 支持黑海经济合作联盟道路运输协会；(e) 与联合

国各区域委员会密切合作，组织了许多次关于道路运输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及世

界财富的创造和分配问题研讨会、会议和大会；(f) 作为在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主持下拟定并获得大会核准的《阿拉木图行动

纲领》执行伙伴机构之一，继续同联合国西亚区域委员会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委

员会秘书处进行建设性合作。 

 《关于国际公路货运通行证制度下国际货运海关公约》(《国际公路货运公

约》)：(a) 组织《国际公路货运公约》规定设立的公路货运国际保障链并确保

其有效运作；(b) 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影响运输的海关问题工作队、《国际公路货

运公约》行政管理委员会和国际公路货运执行局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通过意

见、报告和建议，改善国际公路货运系统的功能并确保其可持续性；(c) 发展并

参与执行根据《国际公路货运公约》附件 10 建立并于 2006 年 8 月 12 日生效的

国际公路货运通行证国际风险管理系统，以取代 1995 年 10 月 20 日通过的建议。

该风险管理系统由 56 个海关部门、各国运输协会及路运联盟之间的国际电脑网

络组成。尽管无论对海关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来说该系统的好处都十分明显，但是

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只有 50%的终端数据是在 24 小时之内传送的；(d) 努力推动

国际公路货运程序的电脑化，以有利于海关行政管理、运输和贸易。陆运联盟开

发了网上申请方式，使国际公路货运通行证持有者能够向海关部门递交其国际公

路货运电子预先申报单。欧洲联盟强制规定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必须进行电子

预先申报，从这一天起陆运联盟在五个缔约国开始采用电子预先申报。希望欧洲

经济委员会将鼓励在《国际公路货运公约》所有缔约国执行电子预先申报；(e)

每年划拨资金，支付国际公路货运执行局以及国际公路货运秘书处的预算费用， 

这是自执行局和秘书处成立以来路运联盟一直坚持的做法。 

与联合国的合作：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陆运联盟参加欧洲经济委员会运输趋势和运输经济学问题工作队

的工作，多次强调运输外部成本的内部消化需要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确保经济

增长需要让收费做法适用所有运输方式，公路收费所得收入应专用于公路运输部

门。 

 道路安全：(a) 为进一步执行关于道路安全的大会决议，陆运联盟参加各次

联合国道路安全协作会议，表明了道路运输部门协助改善道路安全的承诺；(b) 

陆运联盟跟踪欧洲经委会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队的工作，着重强调欧洲联盟委员会

和陆运联盟联合委托进行的欧洲卡车事故原因科学调查结果和建议；(c) 陆运联

盟建议在 2009 年组织一支从阿布扎比到伊斯坦布尔的道路安全卡车队，出席

2008 年 10 月在多哈举办的关于建立阿拉伯马什雷克道路安全伙伴关系的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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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全球道路安全伙伴关系联合讲习班的国际组织和政府代表

对此建议表示欢迎。 

 国际道路运输危险货物：(a) 为欧洲经委会危险货物运输问题工作队以及

《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条例》、《欧洲国际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和《欧洲国

际内陆水道运输危险货物协定》联合会议作出贡献；(b) 组织由缔约国和运输业

代表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协调统一《欧洲国际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第 5.4.3

章。目的是简化各种书面指令，将其合并成一份单一的关于事故或紧急情况对应

措施的司机指南。截至 2008 年底，此项司机指南已翻译成 27 种语文；(c) 陆运

联盟与葡萄牙代表团合作，启动了一个协调统一《欧洲国际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协

定》证书-第 8.2 章-的项目；(d) 跟踪欧洲经济委员会非正式远程信息技术工作

组的工作，设立该工作组是为了审议利用智能运输系统的可能性，以严格对危险

货物运输的规定；(e) 支持采取举措便利隧道分级过境和更准确评估运输业就近

几年为统一所有重要国际文书所做的工作而提出的问题。 

 联运：陆运联盟继续参加联合运输和后勤工作队会议，并与海港腹地联运专

家组密切协作，建议利用组建概念及实际商业鼓励措施，使联运无论从环境和经

济上来说都实际可行。 

 车辆的制造：陆运联盟继续积极参加一般安全规定工作队、车灯及灯光信号

工作队和制动及传动装置工作队的会议以及参加制动及传动装置工作队设立的

一个非正式工作组，重点是制定自动紧急制动和車道偏離警示系統的技术规格。 

 4. 米拉黑人移民和难民妇女资源中心 
(特别咨商地位，2001 年) 
 

 一. 导言 
 

 米拉中心组织的目的是促进挪威黑人、移民和难民妇女的平等。米拉中心努

力提高对往往决定少数民族妇女生活质量的特定条件的认识。通过已有的良好的

法律和社会服务、信息和网络，米拉中心力图加强少数民族妇女在挪威社会中的

地位。通过少数民族妇女本身的积极参与，中心为人们勾画自己的现实生活、说

出自己的问题和优势创造空间。 

 米拉中心提供的活动：(a) 在各种危机局势中提供援助——米拉中心向移

民、难民妇女和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少女提供法律和社会事项方面的援助。这些

事项可能包括经济或婚姻问题；移徙、家庭团聚、递解出境和家庭内部冲突等问

题。米拉中心与挪威各危机中心和其他机构保持密切合作，以保护少数民族妇女

的人权；(b) 网络联系：米拉资源中心是本国和北欧两级唯一一个为少数民族妇

女服务的网络组织。中心经常为少数民族妇女和少女安排研讨会和会议，使她们

能够讨论与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相关的问题。网络成员定期收到有关

中心开展的各项活动的信息，为该网络服务的妇女积极参与拟定和组织这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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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该网络是推动米拉中心在公共辩论中作出所有决策和采取政治干预措施的驱

动力；(c) 青年活动：米拉中心是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少女的聚会场所。少女有

她们自己的活动团体，在因特网上有辩论和聊天室。米拉中心还在学校设立了更

广泛的网络，我们在学校开展的运动非常成功。米拉中心的顾问协助学校当局、

少女及其家长处理代沟引起的冲突和文化间交流等各种问题。中心向教师提供一

套专门课程，以增强他们进行文化间和多语文教育的能力；(d) 进修课程：米拉

中心为少数民族妇女安排各种课程，以便她们提高自身形象并赋予她们解决自身

问题的权力。妇女在这些课程中学习调动自身的内在资源，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

件；(e) 提供心理和精神压力咨询：移徙到一个新国家需要进行很多新的调整。

远离家人和朋友、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环境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当一个人

还没有学会与这个环境中的人进行交流的新语言，也会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这

些困难的生活状况滋生了很多心理和精神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寻求帮助是极为重

要的。米拉中心向陷入这种生活危机中的少数民族妇女提供专业咨询；(f) 信息、

出版物和音像产品：信息对于进行双向沟通和增进对文化和社会的相互了解是至

关重要的。信息对于领悟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真实含义和学习尊重现有

的或将产生的差异也极为重要。米拉资源中心为少数民族妇女和努力解决社会融

入和少数民族问题的挪威人提供很多活动并有一个大型信息网络。中心出版一份

杂志和各种独立刊物，着重说明少数民族妇女和少女状况。中心打算建造一个收

藏用于研究和提供参考资料的音像和书面材料文献图书馆。此外，米拉中心的妇

女还为有兴趣的机构、组织和其他人举行各种议题讲座和课程，所涉问题有包办

婚姻、强迫婚姻、切割女性生殖器、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法、媒体上的少数民族

妇女形象、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劳工市场上的少数民族妇女等。 

 二. 米拉中心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 
 

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和/或主要会议及其他联合国会议 

 2005 年：(a) 北京会议十周年会议：纽约联合国总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

九届会议；(b) 日内瓦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2006 年：(a) 纽约联合国总部国际移民与发展高级别对话；(b) 联合国总部

大会与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关于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的非正式互动

听询会。 

 2007 年：(a) 内罗毕妇女领导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国际妇女峰会——代表

们出席了与妇女健康和地位有关的会议；(b) 奥斯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 2007 年春季会议。 

 2008 年：纽约联合国总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米拉中心出席了

会议并就为两性平等筹资题目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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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苏西拉·达尔马国际协会 
(特别咨商地位；1989 年) 
 

 一. 协会的目标和宗旨 
 

 苏西拉·达尔马国际协会是一个自 1969 年以来不间断运作的非营利组织，

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注册的慈善机构。本协会是一个由 70 个国家的苏西拉·达尔

马组织和人道主义项目组成的全球性成员网络，这些国家除其他外有：阿根廷、

澳大利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柬埔寨、加拿大、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

和国、厄瓜多尔、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马达加斯加、墨西哥、

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拉圭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西班

牙、苏里南、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国、越南和赞比亚。该网络的目

标是缓解人民的痛苦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法是建立伙伴关系，支持基层民众、

参与性发展和人道主义倡议，增强个人和社区积极改变人生和从事社会和经济变

革的能力、提高对全球问题和相互依赖的认识。 

 协会在 2005 至 2008 年报告所述期间的活动：协会充当我们国际网络的秘书

处。协会办事处负责加强我们的成员、地方组织、发展问题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的

能力。协会促进成员组织和有关个人之间的相互学习，方法是维持协会网站；利

用协会驻联合国代表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定期发送的报道，出版每月电子新

闻；组织培训和联网活动；开展以良好做法为重点的研究；向我们的成员公布研

究结果。协会确定和协调人力、技术和财政资源，以帮助成员及其社区。 

 二. 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 
 

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实体的工作 

 2005 年：(a) 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日内瓦和纽约)；(b) 非政府组织

妇女地位委员会(纽约)；(c) 非政府组织裁军、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纽约)；(d) 精

神、价值和全球关切问题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纽约)； 

 2006 年：(a)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

乔杜里的工作简介(维也纳)；(b) 千年发展目标国际开发署联合会举办的会议

(日内瓦)；(c) 联合国艾滋病会议(纽约)； 

 2007 年：(a) 人权理事会第四届会议(日内瓦)；(b) 人权理事会第五届会议

(日内瓦)；(c) 非政府组织会议民间社会论坛(日内瓦)；(d) 非政府组织会议大

会(日内瓦)； 

 2008 年：(a) 人权理事会第七届会议(日内瓦)；(b) 新闻部非政府组织会议

(巴黎教科文组织)；(c) 人权理事会第九届会议(日内瓦)；(d) 为灾后儿童及其

家庭重建可持续社区会议(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大学)；(e) 国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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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署联合会举办的欧洲文化多样性权利平等会议；(f)定期参加非政府组织宗教

或信仰自由委员会工作。 

 三. 与联合国机构和/或专门机构的合作： 
 

 本协会参加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会议和

日内瓦非政府组织会议。协会成员与下列专门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a) 苏西

拉·达尔马协会 Lemba Imbu 综合学校(刚果民主共和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

员；(b) 国际儿童发展方案(挪威)：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乌克兰和中美洲同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c) 密特拉基金会

(印度)：在卡纳塔克邦当地学校推行人权教育；(d) 拯救地球(阿根廷)：在儿童

基金会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关押孕妇和抚育年幼子女的妇女的权利会议上发言；(e) 

Yayasan Tambuhak Sinta 基金会(印度尼西亚)：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开展全球汞试点项目；(f) 无暴力学校(塞尔维亚)：与儿

童基金会合作，减少儿童中的暴力行为；(g) 苏西拉·达尔马协会印度尼西亚分

会协同 Yayasan Tambuhak Sinta 基金会：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办事处协

作，在亚齐和爪哇开展海啸后恢复工作。Yayasan Tambuhak Sinta 基金会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印度尼西亚办事处注册，以便在今后进行合作。 

按照千年发展目标开展的活动 

 公共教育：(a) 2005 年 7 月在奥地利茵斯布鲁克举办人权教育讲习班，由密

特拉基金会项目领导人主讲(印度班加罗尔)；(b) 2006 年 3 月 30 日密特拉基金

会在印度班加罗尔举办印度南部地区千年发展目标协商会议；(c) 向协会成员分

发协会关于联合国议题和活动的报告并供公众索取。 

 目标 1：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协会成员项目利用各种方法同极端饥饿和贫

穷作斗争，包括对家庭无力供餐的儿童实施学校供餐方案、引进新的有机农业技

术，以减少农民对昂贵农业投入的依赖，提高贫穷农民的收入和粮食产量、推行

妇女小额贷款方案，以提高家庭收入。 

 协会成员项目：阿尼沙基金会(印度)、住房项目(哥伦比亚)、密特拉基金会

(印度)、苏西拉·达尔马协会印度尼西亚分会、SINTRAL 项目(厄瓜多尔)、促进

农村发展和民主人道主义行动协会(印度)和生命阳光项目(马达加斯加)。 

 目标 2：普及初级教育：在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和其他国家，

协会成员列入 18 所学校、辅导和阅读课程、奖学金方案，以改善在小学就读机

会、提高入学率和学业完成比率。积极成员：Albadi 学校和孤儿院(刚果民主共

和国)、阿尼沙基金会(印度)、Bina Cita Utama 学校(印度尼西亚)、文化和发展

中心(印度)、儿童视角(多民族玻利维亚国)、Inkisi 综合学校(刚果民主共和国)、

Nkembo 学校(刚果民主共和国)、Intrelazos(阿根廷)、黎明基金会(哥伦比亚)、

仁爱教育基金会(哥伦比亚)、觉醒基金会(阿根廷)、Lemba Imbu 学校团体(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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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国)、Inka Samana 学校(厄瓜多尔)、刘易斯新学校(联合王国)、密特拉

基金会(印度)、探索基金(美国/赞比亚)、Roda Viva 社区项目(葡萄牙)和充实人

生项目(巴拉圭)。 

 目标 3：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八个成员参与教育和提高认识、妇

女团体工作和小额信贷方案，以赋予妇女权力，使妇女有机会获得资源和参与决

策。积极成员：阿尼沙基金会(印度)、密特拉基金会(印度)、木偶艺术无国界团

体(法国)、tierraviva 组织(阿根廷)、苏西拉·达尔马协会印度尼西亚分会、促

进农村发展和民主人道主义行动协会(印度)、Yayasan Tambuhak Sinta(印度尼

西亚)和 Yayasan Usaha Mulia 学校(印度尼西亚)。 

 目标 4：降低儿童死亡率。目标 5：改善孕产妇保健。目标 6：防治艾滋病毒/

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七个成员提供产前、产后和孕产妇医疗保健、虐疾预

防和治疗、认识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和儿童疫苗。作为世界银行在刚果民主共

和国卫生改革项目的一部分，金沙萨 Yenge 诊所成为社区试点卫生中心。该诊所

在有 19063 居民的地区内负责所有儿童的疫苗接种和发送蚊帐工作。积极成员：

(a) Vivir 协会(厄瓜多尔)、(b) 明确道路国际、(c) 寻求综合卫生中心(美国)、

(d) 精准医疗中心和 Kimpemba 医学院、(e) Nandora-Vunguta 综合诊所、(f) 

Yenge 卫生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g) Usaha Mulia Abadi(墨西哥)。 

 目标 7：确保环境可持续性。协会九个成员力促降低农民成本、减轻化学品

对人体和环境不利影响的可持续农耕、创立绿色空间和提高儿童和社区对其重要

性的认识及减少对低效木材燃料和其他有害做法的依赖，以此保护环境。积极成

员：儿童和平乐园(巴西)、阿尔泰山保护项目(美国和俄罗斯联邦)、阿尼沙基金

会-农村地区(印度)、密特拉基金会(印度)、SINTRAL 项目(厄瓜多尔)、促进农村

发展和民主人道主义行动协会(印度)、生命阳光项目(马达加斯加)、Yayasan 

Tambuhak Sinta(印度尼西亚)和 Usaha Mulia Abadi(墨西哥)。 

 下列协会成员项目力求在其他领域保护国际公认的人权，特别是儿童权利：

国际儿童发展方案(挪威)、我的邻区国际组织(美国)、密特拉基金会(印度)、木

偶艺术无国界团体(法国)、Roda Viva 社区项目(葡萄牙)、禁止暴力学校(科索沃)

和 Trerraviva 组织(阿根廷)。 

 6. 家庭组织联合会 
(特别咨商地位；2005 年) 
 

 一. 导言 
 

 联合会的目标和宗旨：家庭组织联合会是 1989 年设立的西班牙语国家非宗

教非政府组织。联合会代表了 25 个国家组织，其首要任务是努力改善社会上各

种不同家庭的生活质量。联合会的具体目标是维护这些家庭的利益和权利，在国

家和地方机构以及论坛表达他们的主要关切，从而推动积极改变家庭政策。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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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特别关注最弱势家庭。联合会是世界家庭组织、欧洲外国人家庭生活权利协调

中心、欧洲家庭调解培训和研究论坛、全国家庭理事会(西班牙国家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作为该领域的先驱者，联合会自创始以来向各家庭、

学校和组织提供了多种服务和培训课程。联合会每年都组织或支助多种国家活

动，包括有关家庭问题的会议和讲习班，以便更好地增进对家庭多样性、活力和

发展的了解和知识。 

 联合会的重大变化：修改宪章——近四年来，联合会的决策和财政结构没有

改变；但是，尽管联合会的目标和宗旨没变，其宪章的若项条款已作修改。这些

条款得到 2005 年 5 月 5 日联合会大会和法律当局的批准。作出修改的主要原因

是扩大联合会活动的覆盖范围；经修改后，联合会可以在环境可持续性，移民家

庭，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兼顾以及有残疾人的家庭等领域开展工作和进行合作。

因此，联合会在家庭论坛和机构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这些年来，联合会成员

组织的数目从 21 个增加到 25 个，联合会期待未来几年将吸纳更多的成员组织。 

 二. 联合会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 
 

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 

 联合会在本报告期间没有直接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原因是联合会

主要与全国各地成员以及政府和地方机构合作，将活动重点放在拟定家庭调解和

其他家庭问题的教育方案和政策上。联合会代表出席了世界家庭组织的一些会

议。在调查期间，联合会还继续加强同该机构的合作，例如倡议在联合会成员的

参与和合作下组织国际和国家活动。 

按照千年发展目标开展的活动 

 目标 3：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联合会就家庭和移民(国际)、单亲

家庭(国家)、家庭多元化和平等方面的挑战等问题举行会议。联合会已经启动并

正在实施关于家庭调解服务及家长、子女和学校之间冲突解决方案。联合会出版

了一本关于促进家庭调解的西班牙文书籍。目标 5：改善孕产妇保健。联合会举

办了关于家庭作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媒介的会议(国际)和暴力对家庭健康造成的

后果的会议(国家)。联合会已经启动并正在实施关于性和健康问题方案。联合会

还公布了移民性取向指南。目标 7：确保环境可持续性。除了印发称为“气候监

护者”的指南和开设此一网站外，联合会还于 2008 年参加了在西班牙萨拉戈萨

举办的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全球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