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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实质性会议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2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2(c)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落实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社会促进文化

基金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 
*  E/20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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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东发展议程中的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问题 

 

本基金会在促进中东和北非地区社会文化方面的经验表明，性别平等与妇女

赋权是一切旨在实现本区域发展的现实做法的核心。  

本基金会认为，如果妇女不能全面参与自己国家的经济生活，国际商定的各

项目标将无法实现。为此，必须采取一项初步措施（即在《世界人权宣言》和《1995
年北京宣言》框架下全面实现妇女权利）。促进性别平等既是发展手段，也是妇

女和男子行使人权的目的，这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和指导原则。  

本基金会认为，必须根据妇女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领域享有机会平等权利和非

歧视的原则，审视各国宪法和法律及传统和惯例。促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发

展以及妇女赋权是本组织为实现男女平等和对发展中国家妇女赋权做出的主要

贡献。 

正因为如此，本声明与经社理事会 2010 年度高级别实质性会议期间举行的

年度部长级审查会议的主题“实现国际商定的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目标和承诺”

完全一致。 

为了促使国际社会承认妇女赋权是实现发展目标的首要条件，本声明主张通

过现行法规和阿拉伯世界积极的做法，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全面实现妇女人权。 

2009 年 11 月，本基金会在马德里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欧洲-地中海地区最不

发达国家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教育、性别平等和法治”的研讨会，51 名来自中

东、欧洲和北非（西班牙、意大利、联合王国、摩洛哥、突尼斯、黎巴嫩、被占

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以色列、拉脱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捷

克共和国、匈牙利和俄罗斯）的代表以及 37 名政府组织、地区政府机构代表、

智囊团和发展合作组织的专家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举办本次研讨会的目的之一是向经社理事会 2010 年度实质性会议高级别会

议提出建议。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能够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全民教育

目标）的解决办法和替代方案。重点强调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在破坏中东和北

非国家的冲突背景下，教育与就业、性别平等、法治以及人权惠及每一个人的关

系。 

本基金会坚信，没有妇女全面参与经济生活，经济发展目标将无法实现，如

果不承认妇女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的地位，国际公认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本次研讨会特此向理事会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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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必须增强中东和北非国家对妇女参与经济生活与公共生活应当成为本

地区各项发展行动的先决条件的认识； 

(b) 在每一种文化背景下，实行的改革必须将不同宗教教义的法规与传统习

俗明确区分。传统习俗是可以解释、变更和发展的；  

(c) 应当鼓励妇女积极参与各层次、各阶段的决策、和平建设、冲突预防

与化解工作、需求评估以及相关政策、计划和方案的制定、预算编制、实施监督、

检查、报告与审计工作； 

(d) 同时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本地区注重人权措施的实施、人权普遍定期审查

以及所有相关报告； 

(e) 加强能力建设、教育培训，尤其是在注重人权措施、注重性别平等措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旨在解决妇女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持久和平

的综合手段、伦理道德、通信和网络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教育培训； 

(f) 同时应对中东和北非国家不同宪法和法律中的家庭法进行审查。审查过

程中应充分考虑《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世界人权宣言》是唯一尊重所

有宗教教义和文化传统的标准规范； 

(g) 为了增强社会对信教的阿拉伯妇女为全面参与自己国家的发展而必须

执行的新任务的认识，地方媒体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h)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成立相应机构督促人们在立法、行政和国家层面尊

重和实现妇女权利。这些机构必须得到各级政府和国际社会大力支持，政府必须

赋予它们对各种歧视妇女和侵犯妇女权利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力和职能。  

本基金会认识到，在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下，人类发展议程方面有两个交叉问

题亟待解决：性别平等(目标 3)和环境可持续能力(目标 7)。本基金会关于目标 3
的意见和建议已阐明，因此下面主要阐述本基金会关于实现目标 7 的建议。 

近期，本基金会已将这些建议提交联合国，用于 2010 年 6 月举行的“大会

与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组织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非正式互动听证会”。这些建议

是在马德里举行的一场主题为“中东地区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与承诺”的研

讨会上形成的，共有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的 23 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本

次研讨会。 

提出如下建议： 

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 

• 增强公众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意义的认识，明确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在支

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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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环保教育（尤其是对下一代的教育），使环保成为官方课程教学大

纲的基本内容。 

• 制定严厉的环境法规，保证地方政府具备一定的执法能力。 

• 开发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能源（比如燃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比如（由于燃料价格太高）许多极度贫困人口不得不从木材和煤炭中

获取能源，因此大量砍伐森林。 

• 鼓励国际捐赠机构将保护环境和抵御气候变化作为必要元素纳入其各

种捐赠项目。 

• 建立一系列可作为“最佳做法”的工具，供各类可持续发展伙伴借鉴

和使用，同时开发各种在捐赠机构和联合国资助的所有计划中强制使

用的环境指标。 

• 努力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确保当地居民有权支配被征用或被占领的

土地、有权控制国际社会确定的边界内的水资源和自然资源。 

地方当局： 

• 在当地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下，制定、促进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建立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构，并作为各种行为者在非集中背景下

开展互动的平台，促进创造性和多样性。 

• 在制定城镇规划时，充分尊重自然环境、给予最贫困人口更多的帮助，

以确保城市在遵守法律和尊重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扩张。 

• 对那些生活在保护区和缓冲地带的居民，实施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发展

方案，比如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 

民间团体和受益人： 

• 开发环境指标和工具，并将其纳入每一个项目中。 

• 建立非政府组织在地方、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交流经验和专业人才

的网络。 

• 加强受益人能力建设，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建立成功的

项目模型，鼓励受益人借鉴与模仿。让受益人充分认识到，从长远看，

只有保护环境才能保证长期经济利益的实现。 

• 参与各种宣传活动、倡导并促使公共政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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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部门： 

• 支持旨在促进贫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和投资项目。 

• 向那些与替代能源和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开发项目拨付资金。 

• 加强私人部门与专攻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构和专家之间沟通与协调。 

• 充分利用环保工作在市场营销方面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采取符

合伦理道德规范、负责任的市场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