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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约》第十八条提出的报告

1Î
这份《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报告》系由澳大利亚根据《公约》 

第十八条提交给根据《公约》第十七条成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它是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与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 

亚州、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及北部地区政府通力合作的产物。

澳大利亚已收到并审议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第二届会议上通过的指导原 

则，并据此编写了本报告。澳大利亚期望有机会就这份报告及与此有关的冋题同 

委员会进行讨论。

本报告第一部分说明了在澳大利亚实施《公约》的基本结构、批准生效和澳大 

利亚力求保证实现男女平等的手段。第二部分提供了实施《公约》各项实质性规 

定的具体资料，其中包括确保享有各项权利的手段以及可能限制行使这方面权利的 

因素。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83年8月27日在澳大利亚生效

澳大利亚政府对交付给秘书长保存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批准书 

作了以下保留：

澳大利亚政府谨此申明，受雇于联邦政府及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大部分妇女均享有照付薪资的产假，而向受雇于新南威尔士州的所有其他妇女及其 

他地方按照联邦和一些州的工业裁决书受雇的妇女提供不带薪资的产假。向身为 

单身冢长的妇女提供经收入验证核准的社会保险福利金。

澳大利亚政府谨此宣告，它目前尚不能采取第十一条第2款（b)项所要求采 

取的措施，即在全澳大利亚实行照付薪资的产假或类似的社会福利金。

澳大利亚政府谨此宣告，它不能同意实施《公约》的这一规定，即国防部队必 

须修改其不允许妇女参与作战和担任与作战有关职务的政策。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审 

查此项政策，以便为“参与作战”和“担任作战有关的职务”下一更准确的定义。

澳大利亚在交存其批准书时曾作如下声明：

澳大利亚有其联邦宪法体制，联邦与各州共享或分享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 

条约在全澳大利亚的实施将由联邦、州和地区当局根据各自的宪法权力和有关行使 

这些权力的安排批准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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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__背景

政治结构

正如批准时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有一联邦制政府。《澳大利亚宪法》 

授与联邦议会以制订特定领域法律的权力。州议会行使其余权力，在某些情况下 

亦可同联邦政府同时行使按照宪法专门授与联邦政府的某些权力。一旦州与联邦在 

二者都有权进行有效立法的某一领域其立法不一致时，将以联邦立法为准。

澳大利亚联邦有六个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 

州、南澳大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按照《北部地区（自治政府）法》及有关的 

立法，成立了北部地区自治政府，它有单独的政治、代议制和行政机构，有权自行 

征税，并设有自己的法院系统。因此，出于实施《公约》和编写本报告的目的， 

北部领地将作为独立实体对待，类似一个州。

澳大利亚还有许多联邦地区，《澳大利亚宪法》授权联邦议会为其制订法律。 

这些地区包括位于涣大利亚大陆的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和大陆以外四个有人居住的地 

区，即澳大利亚南极洲地区、诺福克岛、圣诞岛和科科斯群岛。

按照涣大利亚的政府体制，联邦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分别由议会、行政 

机构和司法机构行使。州一级政治单位的结构也以厥斯敏斯特政府体制为基础。

每一单位都有一个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一个由议会多数党或数党联合组成的对议会 

负责的执行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

《公约》第二十四条要求各缔约国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求完 

全实现本《公约》所承认的各项权利。按照澳大利亚联邦制，每一辖区都有其立 

法、行政、司法权和职责，可以并且已按不同的方式予以行使〇 本报告将在不同 

的地方一一论述。

批准条约虽然是一项由联邦政府作出决定的问题，但联邦政府的政策是，条约 

中的规定凡涉及州政府关心的事项，在决定批准之前先与州政府进行磋商。这一 

程序是在本公约批准之前进行的。在磋商过程中，各州政府有机会详细审议条约 

的各项要求，估价其对各州司法权限范围内的法律和实践将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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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和历史背景

澳大利亚大陆上的五个州一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南澳大 

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以及这个由岛屿构成的大陆两个地区_ —远离大陆西南角的 

塔斯马尼亚岛州和近海诸小岛屿，加在一起陆地总面积约7 70万平方公里。澳 

大利亚大部分为干旱地区，居民大多集中在气候温和的西南、东南和东部沿海地区 

那里雨量充足《澳大利亚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在1，5 〇 0多万居民中，近70% 

的居民住在各州的首府和其他大城市。丨:人口最稠密的州是新南威尔士风.(53603 00 

人）和维多利亚（4 j 0 3 7，6 〇 0人）。联邦政府设在首都堪培拉市，位于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介于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与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之间的内 

陆地带。

澳大利亚这一大片陆地给交通运输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许多边远地区生活艰 

难。对边远地区，已通过特殊安排在提供教育、交通、医疗和其他服务事业上给 

予补偿。这些地区妇女的特殊情况将在本报告第二部分第十四条中加以讨论。

澳大利亚于1788年1月26日宣布为英国殖民地，当年的总督亚瑟。菲 

利浦同一批罪犯、水手和士兵一起在这里登陆。早年的殖民地被说成是由海军或 

陆军军官管理的“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监狱”。在早期到来的人中，也有少数自 

由殖民者；自1 8 4 0年起，殖民政府和帝国政府开始鼓励自由移民，而到1868 

年，运送罪犯的做法已完全停止。尽管在各个时期的移民中出生了大批的希腊人 

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然而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澳大利亚的白人社会仍以盎格 

鲁一凯尔特人为主。

土著澳大利亚人

居住在澳大利亚大陆至少达4万年之久的本地各族人民，现在叫做土著居民。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岁月里，这个由岛屿构成的大陆因冰川期结束后海水上涨而成 

为一座孤岛，各居民群体发展了一种物质上虽简单但高度复杂的文化。据估计， 

在殖民时期之初（1 8世纪），这里至少有3 0万居民，广泛地分属于5 0 0余种 

语言和地区。18世记末英国殖民者对传统土著社会的冲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 

果。一个世纪以后，许多土著语言已永远消失，土著居民亦减至约6万人。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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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殖民者的官方政策是与殖民地的土著居民建立和平关系，但许多土著居民逐渐 

成为同殖民者发生暴力冲突、，外来疾病的;传染以及由于饮酒而引起的各种疾病的牺 

牲品。

殖民者到来的那个时代，其社会价值观念和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今无 

除少数人外，他们视土著人为同这块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原始居民，因为他们没有 

按照欧洲人的观点在这里定居。

到19世纪末，人们在这里建立了特别保留地，其中有些是由传教组织管理的， 

旨在既保护又隔离土著居民。在1 9 2 0至1 9 3 0年间，由于土著居民的人数 

继续下降，人们敦促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基于对澳大利亚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的认识，人们采取了实行同化的政策。这项政策主要是为那些 

在土著社会中已逐渐成为一大集团的混血后裔制订的。

20世纪60年代，保护时代的限制性法律逐渐废除。人们开始改革立法，以 

保证土著居民享有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同样的权利。同化政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 

批评，因为它无视土著居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自7 0年代初以来，政府 

的政策一直是建立在土著居民有权决定自己未来的基础之上。联邦政府有权制订 

关于土著居民的法律，而这原来是由州政府负全责的，但1 9 6 7年举行的公民投 

票修改了《澳:大利亚宪法》。

到50年代，土著居民社会的人口下降趋势已发生逆转。1981年的统计 

表明，土著居民已有约16万，而托里斯海峡岛上的居民则占总人口的近1%。

土著妇女的作用和地位

男人和妇女在传统土著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既界限分明，又互为补充的，他 

们都有明确的作用和职责，尽管是按照性别确定的，但都很重要。

对于土著妇女的作用和地位的错误看法，看来不仅是认为可以把西方的,男女关 

系模式应用到土著妇女的身上，而且还认为唯有男子才能在社会结构中掌握大权。 

让土著居民适应西欧的模式，这种做法无论是有意识i也还是无意识地，均导致土著 

妇女的地位大为下降，这是她们今天在许多情况下都能屘受到的。政府实行的各 

项自我管理政策和计划，则进一步把妇女排斥于决策之外。管理计划需要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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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磋商和联系，而官员又大多为男性〇 由于土著妇女历来不同男人讨论有关妇 

女的事f，其结果是，土著男子取得了同官员磋商和谈判的经验和技能，土著妇女 

则没有牝机会。这样，在制订政策和计划时，妇女的意见无法得到充分的考虑。

缺乏同妇女磋商的后果之一是，妇女作为土地和圣地的传统所有者和管理人的 

作用，在按照各州的土地权利法提出土地要求时经常不考虑她们的意见。通常的 

作法是，土地要求由男子加以研究并提出，从而忽视了妇女的作用。

这样的行动贬低了妇女作为传统所有者的作用。现在，妇女已开始就对土地所 

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发表她们的意见。因此，土堆委员会已聘请女人类学家来同妇 

女共同为提出其土地要求做准备。然而除一、二人外，妇女仍未能在取得土地委 

员会成员资格上获得成功。渙大利亚中部妇女近来成立了一个妇女委员会，以弥 

补中部土地委员会缺乏女代表之不足。

今天，土著妇女目前的经济处境是殖民地化直接造成的，它使妇女不能在经济 

方面发挥作用，不能经济独立，也没有机会进入新的经济秩序。土著妇女的经济 

地位远远低于澳大利亚居民中的许多人。1 98 1年的人口调查资料表明，土著居 

民和托里斯海峡岛上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中值仅为所有澳大利亚人家庭年收入的55%î 
而土著妇女的年收入中值又大大低于土著男人。

移民问题

自1 7 8 8年欧洲人来此定居开始，移民源源而来一向是澳大利亚历史的一大 

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又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移民计划。自 

1 9 4 6到1 9 8 3年，约4 0 %的人口增长是由于净移民所致。7 0年代移民 

人数出现波动，由1971年的155, 52 5人降至1 9 7 5年的5 4 , 1 1 7 

人，此后又回升至高峰，1 9 8 1 — 1 9 8 2年达1 1 8，0 0 0人；1 9 8 3 — 

1 9 8 4财政年度的最新数字为6 9，8 0 5人。在此期间，移民来源发生了变 

化；尽管来自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的移民同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一起，向来是 

移民运动的主体，但自7 0年代初起，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所占的总比例已经下降， 

而来自中东地区及东南亚和大洋洲国家的移民，其比例则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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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妇女

在1 98 1年的人口调查中，约有2 1 %的澳大利亚妇女登记为在国外出生， 

其中1 2 %出生在不讲英语的国家。此外，全部澳大利亚妇女的3 4 %其母亲系 

在国外出生，其中有2 0 %的母亲出生在不讲英语的国家。

许多妇女，特别是那些来自南欧、中东、东南亚和南美的妇女，他们的处境特 

别不利。她们身为移民，经常受到接受国社会的歧视。她们作为妇女，在许多 

情况下还蒙受对妇女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使问题复杂化的是，她们作为妇女在 

自己社会中的地位，同期望她们在新的社会中所应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大相径庭，这 

使她们更难在澳大利亚定居。

不会讲英语的妇女处境特别不利，而妇女较之来自同一民族的男人更不易学会 

讲英语。这是因为，她们不易有机会象男人一样受更多的教育；她们极少有机会 

走出去，进入广阔的社会，学会讲英语；如果她们成为领取工资的劳动力，那么工 

作和家务双重负担也使她们无暇或无精力去上英语课。 呆在家里的妇女由于有只 

能让妇女发挥适当作用的文化传统和侨居国的社会结构，常使她们脱离广阔的社会。 

其结果是，既不会讲流利的英语，又无力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处理日常事务，这使 

许多移民妇女感到非常难以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同移民妇女进行的谈话表明， 

不会讲英语的后果包括：个人感到寂寞t孤独；就业机会很少；在工作场所受剥削； 

难以使家庭生活适应澳大利亚的条件；子女深感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母亲无力帮 

助子女学习；利用诸如医疗服务等社会资源的机会很少；无力自行应付困境，一旦 

与配偶和子女分离，特别是在中年和守寡时，妇女很难渡过困境P 这些问题对于 

农村的移女妇女尤为严重，因为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很少，接触基本服务事业的机 

会受到限制，孤立无援。

如果妇女在澳大利亚生活开始几年不学英语，以后就更不可能去学。现在有 

相当多的老年妇女，她们是三、四十年前来到澳大利亚的，•从来没有学过英语。许 

多人嫁给了年记比她们大得多的丈夫。她们守寡后，日常生活不免要严重依赖自 

己的亲属帮助。

尽管政府非常愿意提供特别的服务，以满足来自不讲英语国家人们的需要（如 

对1 9 7 8年《关于移民到达后的安置计划和服务的加尔波利检查报告》所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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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行动表明的那样），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只有极少数计划是为了满足移民妇 

女的具体需要的，而各种移民的差异又极大，使提供特别服务的工作变得十分复杂。 

来自不讲英语国家的妇女同来自讲英语国家的妇女之间，显然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 

问题，但同样也存有差异。澳大利亚的盎格鲁一凯尔特文化的核心是强烈的个人主 

义，而许多新近到达的各族移民则更多地注重家庭关系。因此，妇女的平等和自 

治对这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含义〇 的确，某些移民虽然是抱着反抗本国文化的情 

绪来到澳大利亚的，但仍有许多人深辣怀麥本民族的文化。此外，也有这种情:形： 

她们在澳大利亚所珍重的文化由于对不同于本国的条件自然而然地作出反应，因此 

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在澳大利亚，古老形式的文化是以一种“純洁的”甚至是“凝 

固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例如在澳大利亚，女儿出门可能仍要求有年长妇女陪伴， 

象她们的母亲年轻时那样，但留在国内的青年一代表娣妹，现在独自出门却不遛人 

议。许多年轻妇女正面临着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即自己的父母和亲属期望她们 

所应具有的价值观念同学校及:1作场所同代人和总的说来侨居国文化期望她们所应 

具有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由于任何一方都未能摆出足以证明自 

已观点的充分理由，因而1吏人粵到非常痛苦。

经济结构

按照联邦宪法，联邦政府享有猶1跌税和其他税的专有权，这在建国时期曾是国 

家的主要税收来源。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权开征各种形式的税，包括所得孤 

此外还享有借款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取得了征收所得税的独有权；反之，政府则给 

各州以现金赠款，以弥补其税收的减少。虽然这种独有权已于1 9 5 9年撤销， 

但各州并未恢复自行征收所得税〇 各州全年总收入约6 0 %仍来自联邦政府的赠 

牙欠。

有关社会行政管理的权力，诸如对卫生、教育、住房、教管事业和福利事业等 

的管理，均已按照联邦宪法分配给各州。联邦政府在广泛的社会福利领域原来只 

有两项权力，即检疫权和收入保障权发放残疾人和老年人抚恤金）。然而自那时 

起，_.联邦政府增加了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利用财政援助来实现各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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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1 9 4 6年的宪法修正案授与联邦政府的一项特别'权力包括提供“生育 

津贴、寡妇抚恤金、夺女补助金、失业救济金、医药补助、疾病补助和住院补助， 

提供医疗和牙科服务……给学生发放助学金以及提供家属津贴”。这样，I欠入保 

障事务基本上由联邦政府负责。联邦政府在提供财政补贴方面也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另一方面，提供服务则由各州政府承担。这种分工的效果将在谈到 

《公约》的有关条款时作详细的介绍。

政党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政治中有两大力量一I澳大利亚工党（al?)和由自由党与 

国家党（前国家乡村党）组成的联盟。这些联盟不仅在联邦一级有，在州一级也有。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小党派，它们有时是从大党分裂出来的，间或能左右上院的权力 

平衡，.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有争议立法的通过。支持男女平等和消除歧视的 

原则基本上是两党共同的政策。两大政党在执政时都支持《公约》。自由党与 

国家党的联合政府于1 9 8 0在十年中期会议上签署了这项《公约》，澳大利亚工 

党政府则于1 9 8 3年批准了这项《公约》。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自1 9 8 3年执政以来，已实施了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重 

大提案，其中包括提高妇女事务的重要性、制订消除性别歧视的立法和批准联合国 

的这一《公约》。

自由党讲坛于1 9 8 2年承认，“某些特别涉及妇女的问题……要求我们继续 

采取行动，其中包括机会均等、作出选择的自由以及消除其他领域存在的歧视妇女 

的问题。”

澳大利亚民主党虽然人数较少，仅占7席，却掌握着联邦议会参议院里的权力 

平衡。众议院没有民主党人〇他们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议题文件》强调，需要改 

变立法、程序和态度，以创造机会均等，使男女均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民主 

党还主张，妇女应有机会参与各纟皮的决策过程。

法律/行政体制

在澳大利亚，国际条约并不是“自动执行”的。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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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已成为其缔约一方的条约所作出的规定，不只是因为澳大利亚已正式接受而:成为 

国内法的一部分。因此，《公约》的各项规定由于尚未成为澳大利亚法律的一^ 

分，因此在成为澳大利亚法律之前还需要进行立法。然而，《公约》的某些要求 

只要不与现行法律冲突，即可用行政手段予以实施。

《公约》涉及的许多问题有的是在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有的是在州政府 

的职责范围之内。因此在批准《公约》之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需要通过人权部 

长会议进行广泛的磋商。举行这种专题讨论是为了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主管人权 

的部长，通常还有司法部长，能坐在一起进行讨论。

在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方面，联邦议会通过了两项特别重要的法律《 198 1 

年，根据同年通过的《人权委员会法》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它有权审查联邦管辖范 

围内（包括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的法律和实施情况〇 该委员会的章程旨在调查可 

能违反人权的法律和实践。人权系指得到《关于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和 

《联合国关于儿童权利、智力迟钝者权利及残疾者权利宣言》承认的权利。该委 

员会还负责行使1 9 7 5年《反种族歧视法》规定的职能。联邦政府已宣布，它 

打算成立一个新的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以取代替现有的人权委员会。

1 9 8 4年3月，联邦议会通过了《反性别歧视法》。该法已于1 9 8 4年 

8月1曰在全澳大利亚生效。

《反性别歧视法》禁止在就业、受教育、住房、提供货物、设备和服务、处理 

土地、参加某些俱乐部的活动以及实施联邦法律和计划的方式等方面以性别、婚姻 

状况或怀孕为理由而加以歧视。

1 9 8 4年的《反性别歧视法》还规定有禁止在工作和学习时进行性骚扰。法 

律的重点是把调解作为处理申诉的手段，只有在调解失败后才可以采取更正式的行

动〇

《反性别歧视法》明确规定，其宗旨之一是使《公约》的某些规定付诸实施。 

它还规定了个人和团体要求依照法律纠正歧视行为的机构。该法遵照《公约》的 

要求，以“促进全社会承认和接受男女平等的原则”作为其宗旨之一。

有关歧视问题的申诉可向人权委员会提出。进行初步调查和调解的工作则由 

反性别歧视委员会的委员负责。一旦调解失败，委员会将对申诉作单独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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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诉长期得不到解块，人权委员会可以决定向申诉人赔偿金钱损失，或酌 

情采取其他补救办法。这样的决定是没有约束力的，但可由联邦法院执行。

在制订联邦《反性别歧视法》之前，许多州己实施了反歧视法。鉴于联邦政 

府意在同各州合作以消除歧视现象，新的联邦法明文规定，各州具有同一基本目的 

的法律均可同时实施。

己有四个州制订了类似的反歧视法。它们是：

南澳大利亚州——《反性别歧视法》，1 9 7 5;

新南威尔士州——《反歧视法》，1 9 77;

维多利亚州——(〈机会均等法》，1 9 8 4;

西澳大利亚州——(〈机会均等法》，1 9 8 4;

南澳大利亚州的法律经审查后己重新起草，以便把反对性骚扰包括在内，并补 

充联邦《反性别歧视法》之不足。新的《机会均等法》将取代1 9 7 5年的《反 

性别歧视法》、1 9 8 1年的《残疾人机会均等法》和1 9 7 6年的《反种族歧视 

法》，并按照统一的法规处理出于各种理由的歧视。该法由南澳大利亚州议会于 

1 9 8 4年1 2月通过，但尚未公布和付诸实施。

在新南威尔士州，1 9 77年的《反歧视法》于1 9 8 0年作了修正，以指导 

州政府各部通过为妇女和指定的少数人采取积极行动来促进就业机会的均等。

在维多利亚州，1 9 8 4年的《机会均等法》于同年8月1日生效。它取代 

了1 9 7 7年的《机会均等法》和1 9 8 2年（针对歧视残佚人的)《机会均等法》， 

并把那些法茱中指出的实行歧视的埋由扩大到把对种族和宗教，以及政治见解和政 

治活动的歧视也包括在内。

西澳大利亚州1 9 8 4年的《机会均等法》于1 9 8 5年7月8日开始生效。

各州和联邦的法律均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申诉。首先是书面向某一机构提出 

申诉，然后由该机构进行调查，并设法调解其纠纷。按照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 

的合作安排，州级机构也行使人权娈员会代理机构的职能。

实施《公约》的措施

1 9 8 3年中期《公约》批准后为实施《公约》而采取的主要行动，是制订了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上述《反性别歧视法》。《公约》的全文即为这项法律的实施计划。

对充分实现《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的机构，是妇女地位 

署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其他部门中同样的机构。现将为指导和监督有关妇女地位 

问题而建立的联邦和州政府一级的机构介绍如下。

如上與也按照澳大利亚政府的联邦制度，联邦和州政府均有权处理有关妇女地 

位的问题。以下分为两部分介绍，首先是联邦的职责和与此有关的机构；其次是 

州政府的各个机构。

1、联邦机构

在政治方面，1 9 8 3年4月新的联邦工党政府将处理妇女事务的职责归还给 

内阁总理〇 内阁的另一部长，教育部长，是位妇女，被任命为协助总理处理妇女 

事务部长。自1979至1983年，妇女事务一直是由内政相环境部长负责的， 

但他不是内阁成员。新的行政安排实现了澳大利亚工党论坛在大选前许下的诺言。

隨着责任部长的改变，妇女地位署重新归属总理和内阁事务部，这是在政府内 

部负责协调中央政策的一个部门。该署升格为部一级。人员编制亦有所增加。 

从行政的角度来看，这项新的安排大大提高了该署行使其职能的地位和权力。政 

府还建立了一个负责处理妇女地位问题的特别工作组其成员包括联邦政府各主要部 

门的秘书（各部首脑），由总埋和内阁秘书主持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妇女 

的利益和需要庇为制订和实施政府各项政策相由最高一级顾问提出的各项计划的一 

个组成部分。

妇女地位署是联邦政府制订政策和就妇女问题提出建议的主要机构。它有责任 

就政府有关妇女地位问题的各项政策和计划产生的影响向总埋和内阁提出建议，协 

调并拟订有关妇女的政策。

该署也有许多提供咨询和信息方面的工作。

在昆士兰州的首府布里斯班和塔斯马尼业州的首府霍巴特均设有店前信息服务。 

以上两州是仅有的两个未设州总理妇女顾问的州。信息服务提供范围广泛的信息， 

协助妇女处理其与联邦政府计划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此外，妇女地位署还吸收那 

些参与社会生活的妇女的意见和经验，成为颇有.价值的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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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还实施了一项试点计划，以检验有无必要为受雇于私营部门和高等教育部 

门的妇女建立一个采取积极行动的机构。这项计划得到妇女地位署资金处的支持。

1983年8月成立特别工作组，以便同土著妇女进行磋商，并将磋商过程中 

了解到的迫切需要向政府提出报告。

己向若干妇女组织提供援助，以满足其行政费用的需要。

1978年成立了全国妇女咨询委员会，以便（通过负责妇女事务的部长）就 

妇女关心的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并作为妇女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渠道〇个人成 

员由政府任命，任期二年。咨询委员会最近己由全国妇女咨询委员会取代，其成 

员来自各大妇女组织和关心提高妇女地位的其他团体〇 咨询委员会有责任向政府 

报告其成员组织对与妇女有关的政策的意见。政府则在诸如夫妻共有财产和税制 

改革等对妇女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上征询委员会的意见。委员会得到了妇女地位署 

秘书处的支持。

联邦公共事业委员会负责掌握澳大利亚公共事业中就业的情况。其下属就业 

机会均等局负责制订并实施有关在公共部门被确定为处境不利的妇女和集团的政策 

并就此提出咨询。这些人包括土著居民、残疾人相移民。1 9 8 1年，该委员 

会实施了一项自愿参加的妇女就业机会均等计划，以设法克服公共事业内部各方面 

的歧视。这项计划有两个目标：⑴增加妇女在高级管理职务中的人数；⑵增加 

妇女在传统上不由妇女担任的工作中的人数，例如手工艺技术工人。鉴于这项计 

划是自愿参加的，因此各部门给予积极支持的程度差别很大。

按照1 9 8 4年的《公共事业改革法》，联邦政府部门现在有责任积极制订和 

检查这类计划，并就此提出报告。该委员会将继续发挥其咨询作用，但也有责任 

检查计划的实施效果，并把各部门执行其计划的进展情况报告给总理。

1 9 6 3年以来，在联邦政府就业和劳资关系部内又设立了一个妇女局。该 

局负责就有关妇女就业的问题向部长提供政策建议，并执行研究和情报信息计划。

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原来也设有对妇女政策表示关心的机构，但是除妇女局外， 

几乎所有这些机构在1 9 8 1年发表了《联邦职能审查报告》之后均已撤消。尽管 

如此卫生部仍保持其有关妇女健康和计划生育问题顾问的地位，溪大利亚开发援助 

局则保留了一名关于妇女参与开发问题的顾问。现政府己指示各部设立妇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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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类似的职相，以便更有效地实施政府有关妇女地位问题的各项政策。此外，还 

要求各部在其年度报告中写一节关于这些机构活动的情况。

关于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职责，近来有以下发展：

一在教育部内重建妇女机构，负责确保妇女和少女的特殊需要能够在由该部 

实施的各项政策和计划中得到承认；

一在联邦学校委员会内设立女子教育机构，负责在有关中小学女子教育需要 

方面向委员会提供政策咨询，协助实施全国重大计划项目中有关女子教育 

计划部分，并检查该委员会的各项计划对妇女的影响。

一在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内设立一机会均等机构，负责改善那些处境不利的 

人享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向他们提供支持，制订政策，并监督这一领域 

里的活动。

1 9 8 3年，移民和少数民族事务部任命了一位移民妇女协调人•，现为妇女处 

主任，主要是通过同各种各样的组织交流信息和磋商，促进在与移民妇女有关的问 

题上采取行动。在该部设在各州首府的地区办事处也确定有一名移民妇女协调人， 

负责向移民妇女提供情况，告诉他们社会和政府可以提供的服务项目，查明需要提 

供帮助的领域，支持当地移民妇女为维护其权益而提出的倡议。

土著事务部设有一土著妇女机构，其部分成员系以设在堪培拉的总办事处为主; 

其他成员为情报官员，她们同该部各区域和地区办事处的外勤人一道工作。该机 

构的主要职能是查明土著妇女的需要，协助制订为满足全澳大利亚土著妇女和儿童 

需要的计划；向与土著妇女和儿童事务有关的部门和组织提供建议；就与土著人社 

会有关的计划的实施效果向土著事务部提供建议。

澳大利亚还没有一个反对就业和职业歧视全国委员会，各州和北部地区均设有独 

立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对与就业歧视有关的申诉进行调解和教育。鉴于就业 

领域的某些职能现己建议改由新设立的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负责，上述委员会是 

否继续存在下去仍在审议之中。人权委员会的作用己如上述〇 除按照《反性别 

歧视法》处理申诉的职能及按照《人权委员会法》和《反种族歧视法》的规定行使 

的职能外，该委员会还按照《反性别歧视法》第4 8款的规定负责行使以下主要职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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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对本法的了解、接受和执行；

一代表联邦实施各项研究和教育计划及其他计划，以促进实现本法提出的目

标Î
一审查各项法令条例，并（应部长之请求）提出各种法令条例建议，以确定 

这些法令条例或所提议的法令条例是否或可能不符合或背离本法之目的， 

并将审查的结果报告部长；

一有权停止本法某些具体规定的执行；

——根据自己的倡议或应部长之请求，就与以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或性骚扰 

为理由提出的歧视有关的问题，向部长报告是否需要由议会制订法律，或 

由联#政府采取行动。

2-、州政府机构

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北澳大利亚州政府均己成立妇女 

机构，附属于各州的总理部。它们在州政府的各项政策和计划方面均发挥咨询和 

协调的作用。

在北部地区，负责妇女和机会均等问题的部长助理及妇女事务司，其地位原属 

主要部长的部，1 9 8 4年1 2月改属社会开发部。

1 9 8 5年为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任命了一位妇女顾问。

州一级的妇女事务顾问和妇女地位署的高级官员每年举行四次会议，以交流情 

况，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协调联邦和州政府有关妇女的政策，找出现行政策的不 

足之处。未设妇女顾问的州派观察员列席会议。

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为妇女设立了电话咨询和信息服务处。新南威尔 

士州、维多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和北部地区则建立了妇女咨询委员会，以此作为 

与参与社会生活的妇女进行交流的渠道。

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还成立了专门的机 

构，以监督州的反歧视法的实施。这些机构的一般职能包括：对申诉进行调查， 

进行社会教育和研究。按照州与联邦当局的合作安排，州一级的反歧视机构现在行 

使人权委员会代理机构的职能，并代表当局执行《反性别歧视法》、《反种族歧视 

法》和《人权委员会法》。希望按照联邦法律就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问题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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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的个人，可向州一级机构提供。

进行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属于州的职责，各州均任命了进行技术和中等以 

上专业教育的妇女顾问。各州还派一名成员参加进行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妇 

女顾问工作团，每年举行二次会议，以促进各项计划的实施，使技术和中等以上专 

业教育更符合妇女和少女的需要。

各州的教育部（塔斯马尼亚州除外）都设有机会均等科。塔斯马尼亚州教育 

部制订了一项在学校中实行机会均等和消除性别歧视的政策，1 9 7 9年己在政府 

公报上发表。南澳大利亚州成立了妇女农业局，劳动部和州卫生委员会则任命了 

妇女顾问。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己发表一项政策声明，支持在政府部门实行就业机 

会均等；就业机会均等计划己开始在许多州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实施。北部地区 

住房委员会设有一妇女官员，专门处理妇女在寻找住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对歧视行为可采取的维护权利的手段

有关歧视行为的申诉，可向人权娈员会或各州（如果歧视行为是在这些州内发 

生的）反歧视部门提出。

按照联邦《反性别歧视法》的规定，某一歧视行为向“人权委员会”提出后，该 

法第5 2款要求娈员会需将此事提交给反性别歧视委员会专员，他有权对所控事实 

进行调查，并尽力通过调斛求得解决。然而如果调觯失败，需将此争提请人权姜 

员会调查。人权委员会亦可作出决定，通过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诉讼程:序予以执

行。

有关就业方面的申诉，亦可向全国或州一级的反对就业和职业歧视委员会提出。 

这些部门不是根据法规成立的，而是在澳大利亚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111 

号一歧视（就业和职业的）后设立的。该娈员会审议对就业中出于各种理由的歧 

视提出的申诉，其中包括那些法律尚未涉及的理由，力求通过调解来解决这些申诉。 

如果某项申诉未获解决，亦无强制性的行动来维护申诉人的权利；不过，该.委员会 

可将这类申诉报告部长，向联邦议会提交有关报告。自《反性别歧视法》实施以 

来，人权委员会不冉根据该法受理以性别球婚姻状况为.理由的申诉。

此外还有一些要求对各级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进行审查的机构，可供社会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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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利用。这些机构包括联邦和州一级的申诉问题调查官和联邦行政上诉法庭。 

法院的作用

如上所述，在澳大利亚，条约不是自动执行的。在实施这些规定的法律生效 

以前，《公约》的各项规定不能用以支持法庭诉讼中的任何一方。

《反性别歧视法》和州的《反种族歧视法》规定的法律程序己简要介绍如上。 

尽营这些法规使对歧视提出的申诉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通过法院或法庭采取最后 

的行动，但法律要求，对歧视问题最好首先通过调解加以解决。

调解对诉讼的双方来说均可以成为有效的教育形式，它可以帮助被告一方了解 

自己行为的性质，使其注意自己行为的违法或不可接受的方面。

诉诸法院强制性的制裁是最后的手段，尽管人们承认这种丨_制裁也会有教育的价 

值〇 澳大利亚反歧视法早期经受的一个考验发生在1 9 7 8年。当时德波拉• 

沃德莉在申请参加飞行员培训遭到拒绝后，就性别歧视一事对安塞特运输工业有限 

公司提出控告。在选拔面试过程中，曾就她可能怀孕的问题交换过意见。沃德 

莉小姐告诉选拔小组，她虽已决定结婚，还想生儿育女，但决心保持自己的专业。 

后来在拒绝她的申请时，选拔小组的某些成员受到存在这一可能性的影响，即由于 

怀孕，沃德莉小姐在其飞行事业的最初几年可能无法参加飞行。

这一问题后来被提交到维多利亚州的机会均等理事会，结果作出如下裁决：航 

空公司在拒绝其申请时因考虑到申诉人有可能怀孕，从而对她实行了歧视。

裁决书命令航空公司赔偿申诉人的损失，并在下一期培训飞行员时招聘该申诉 

人。航空公司曾就此项裁决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但未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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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公约各条款

第一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 一词是指基于1性别而作的任何区 

另!1，排除和限制其作用或目的是要妨碍或破坏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以及妇女不论已婚未婚 

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这些人权和基本自由。

联邦和州反歧视法所载的基于性别歧视的定义体现了公约第一条的定义。（见 

联邦《性别歧视法》）（1 9 8 4年），第5条；新南威尔士《反歧视法》

(1 9 7 7年），第2 4条；维多利亚州《平等机会法》（1 9 8 4年），第1 7、 

1 8条;，西澳大利亚《平等机会法》第8条；南澳大利亚《性别歧视法》（1975 

年），第1 6条。

按照澳大利亚反跤视法的规足，歧视的本质是，处在同等情况下的人受到或将 

要受到的待遇不如异性受到的待遇那样好。法律还承认，歧视可以是间接性的。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5条(2)规定••

为本法的目的，如果歧视者要求受害者符合以下要求或条件，他对受害者就构

成基于性别的歧视：

(a) 异性受害者中有很多人符合或能够符合的要求或条件；

(b) 这些要求和条件从所处的情况考虑是不合理的；而且

(c) •这些要求或条件，受害者没有或无力满足。

有人可以为，这类要求，如就业标准，并未直接涉及性别，因而是公平的和 

非歧视性的。事实上，某些标准，例如与一个人的身高、体重或某种工作经验■有 

关的标准，也可以是歧视性的，因为一个性别完全可能比另一个性别更易于满足这 

些标准。在少数情况下，有人还可以认为，要求候选人符合带有歧视性的要求是 

合理的。本法容许某些活动，诸如提供个人服务，如试装量体，参加戏剧演出等， 

均不受法律约束。但是这项规定仅适用于特定的情况。总之，间接性的歧视是 

非法的。

鉴于公约的目的在于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如果妇女在某些领域中的地位已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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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比男子的更有利，则人们并不认为这些现象必然是违背公约的。联邦《性 

别歧视法》第3 3条豁免了某些规定的效力，这些规定旨在保证属于某一特定性别 

或婚姻状况的人或孕妇享有和其他人同等的机会。通过将权利或特杈给予在怀孕 

或分娩期间的妇女而以性别为理由对男子的歧视，也从本法中豁免了。

第二条

缔约各国谴责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协议立即用一切适当办法， 

推行政策，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为此目的，承担：

(a)男女平等的原则如尚未列入本国宪法或其他有关法律者，应将其列入， 

并以法律或其他适当方法，保证实现这项原则；

⑸采取适当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适当时采取制裁，禁止对妇女的一切 

歧视；

⑹为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杈利确立法律保护，通过各国的主管法庭及其他 

公共机构，保证切实保护妇女不受任何歧视；

⑴不采取任何歧视妇女的行为或作法，并保证公共当局和公共机构的行 

动都不违背这项义务；

(e)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

(f)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 

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

(g) 同意废止本国刑法内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一切规定。

第二条(a)项

男女平等的原则如尚未列入本国宪法或其他有关法律者，应将其列入， 

并以法律或其他适当方法，保证实现这项原则：

《澳大利亚联邦宪法》并未列入专为男女杈利平等而制定的任何条款。但是， 

不论是《澳大利亚联邦宪法》还是六个州的各自宪法中都未载有歧视性原则，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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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制定歧视性法律，或实施歧视性惯例。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3条规定••

3.本法的目的是：

(a)使《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的某些规定生效；

⑸尽可能消除以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理由，在工作、住房、教育、 

提供货物、设施和服务，及处置土地、参加俱乐部活动、管理联邦法 

律和计划等领域里对某些人的歧视；

⑹尽可能消除在工作场所和学校与性搅扰有关的歧视；以及

⑴促进在社区范围内承认和接受男女平等的原则J 
因此，本报告第1部分所述的《性别歧视法》和其他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

实现这项原则。

第二条⑸项

采取适当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适当时采取制裁，禁止对妇女的一 

切歧视：

有关联邦和州的主要法律前已提及。关于旨在保证对歧视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的其他立法和其他措施的各个方面的内容放在同公约条款特别有关的以后各节中加 

以说明。

第二条⑹项

为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确立法律保护，通过各围的主管法庭及其他 

公共机构，保证切实保护妇女不受任何歧视：

在历史上，澳大利亚的法律载有歧视妇女的规定。这类歧视的例子包括否认妇 

女的选举权，限制已婚妇女在公共事业部门就业的权利，限制已婚妇女的财产权， 

以及同工不同酬，妇女的工资少于男子。

澳大利亚的法律改革意味着这类歧视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然而，仍有一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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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了男女的不同待遇，当然这类立法并非全都是歧视妇女的。例如，由于早 

期社会制度的影响，老年人领取津贴的年龄是，妇女自60岁起，而男子自65岁 

起。.

联邦《性别歧视法》第4 0条不包括以下各项：

“一个人直接寧循下列法律所做的任何事：

(a)本法开始生效所颁布的任何其使法律、任何州法律或任何地区的法律； 

⑸本法根据某一法律、州法或地区法开始生效所颁布的条例、规则、法律、 

决定或命令；

(c)委员会的决定或决议；

⑴法院的命令；或

(e)有权确定受雇的最低工资和其他条件的法院或裁判杯作出的命令或裁决书。 

然而，第40条进一步规定，除少数包栝某些社会福利法的法规外，对联邦州 

或地区立法的豁免权自本法起始两年后即行终止，除非作出延长期限的规定。这 

项规定的目的是要求所有司法机关审查可能载有不符合《性别歧视法》规定的立法。 

如果一部立法因为某种理由不可能在两年期限终止前加以修订，或已被确定湯不应 

修订的立法，那么，该立法根据有关规定仍可继续实行一段时间。

《性别歧视法》还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豁免。其中许多豁免也被载入州法中。 

这些豁免的目的在于保证那些正当的或合理的歧视行为而并不是非法行为。一些 

豁免是作为对其他竞争性人权的承认而被载入法律的。

《联邦法》规定了二十七个豁免领域。实例包括准许加入单一性别的学校或 

俱乐都，宗教团体遵循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实行的惯例，准许在国防军里雇用妇女执 

行战斗和与之有关的职责。如前所述，国防军战斗职责还是批彳书的一保留科目。

第44条还有一项规定，据此可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短期延普牙卖施水法特别 

条款的豁免期，实施《性别歧视法》有关规定的机构在本报告第一部分中作了介绍。

第二条⑴项

不采取任何歧视妇女的行为或作法，并保证公共当局和公共机构的行 

动都不违背这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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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歧视法》第2 6条规定：

(1) 一个人按照联邦法或为了一项联邦计划的目的而履行任.何职能，或行使任 

何权力，或者为了执行联邦法或实施一项联邦计划而负有任何其他责任， 

在履行该项职能、行使该项权力或完成该^责任时，凡以他人的性别、婚姻 

状况或怀孕为理由而对其歧视，都是非法的；

(2) 这一条可约束州的最高权利。

妇女地位办公室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政府计划，保证其中不载入歧视性内容或有 

歧视性影响的内容。

1 9 8 4年，联邦政府已指示各部门成立妇女机构或类似机构，以便更有效地 

促进政府关于妇女地位的政策。还要求每一部门把这些机构的活动列入年度报告 

的一部分。

第二条(e)和(f)项 * 1

(e)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

(幻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 

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

除诸如《性别歧视法》这样的立法外，政府还着手编制一系列社区教育计划。 

人杈委员会已经拟定了关于人权的课程，供澳大利亚学校使用，其中包括性别歧视 

选编。这份教材是为满足教师的要求而编写的，目的供中小学生便用。

人权委员会目前正在就1 9 8 4年《性别歧视法》中渉及老年退休、保险和其 

他类似问题的第4 1条细则的第(1)和;第(4)项进行一项调查。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3 7条载入一项与宗教团体有关的豁免。

这项规定包括一项同为了宗教目的而成立的团体的任何行为或作法有关的豁免，这 

些行为或作法只要符合该教的教义、教条或信仰，或者为了避免伤害该教信徒的宗 

教感情是必需的，就予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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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g)项

同意废止本国刑法内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一切规定：

与此有关的主要领域是关于性犯罪和卖淫法。卖淫冋题将在本报告的后一部 

分加以说明。性犯罪法现正在进行审查并已作过审查，以使法律对性别采取公平 

的措施。

联邦政府的所有都门已得到指示，就与都门职能的有关立法进行复审，以查出 

和消除歧视性的条款。

第三条

缔约各国应承担在所有领域，特别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力谋妇女的充分发展和ié步，以保证 

她们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和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澳大利亚是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的缔约方，其中包括：

《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 9 7 6年）；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1 9 7 6年）；

《劳工组织妇女政治权利公约》（1 9 5 4年）；

《反对教育歧视公约》（1 9 6 2年）；

《儿童权利宣言》（1 9 5 9年）。

专门立法和行政性计划在本都分其他条文中加以讨论。

第四条

1. 缔约各囯为加速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而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 

不得视为本公约所指的歧视，亦不得因此导致维持不平等或分别的标准；

这些措施应在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的目的达到之后，停止采用。

2. 缔约各国为保护母性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包括本公约所列各项措 

施，不得视为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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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不断遭到不少歧视的主要领域即是有偿就业领域。尽管近来澳大利亚在 

法律和社会领域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但是同男子相比，妇女赚取的工资仍然较少， 

而且工作的职业地位较低。她们的工作能力差，很少有机会接受培训，从而为她们 

开辟更多的职业和就业门路。

联邦政府的义务是鼓励制定政策，•丨为那些愿意加入劳动大军的妇女提供充 

分的就业机会c■政府通过颁布1 9 8 4年《性别歧视法》，明确表示反对就业歧视 

(同其他领域一样），同时承认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反对歧视的有关政策虽然是 

至关重要的，但仅靠政策本身既难以提高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为她们开辟 

更多的就业机会，也难以保证妇女能够荻得以同等条件同男子竞争提升的机会。 

因此，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使长期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妇女能够改善自己的工作前 

途。为此，政府正在鼓励雇阐大批工人的雇主采取积极的行动计划，以保证减少妇 

女集中在工资低、地位低的职业中的人数，并保证妇女在各行各业中都能就业。 

澳大利亚工党政策的政纲详细说明，政府有义务“采取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包括 

实施积极的行动计划”，保证解决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和不利地位。

政府在政策研讨文件《为妇女采取积极的行动》中承认，这对澳大利亚来说， 

是个相当新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使之符合当地企业和传统工业关系的概念。 

积极的行动被明确为实现妇女平等就业机会的系统手段，雇主同高级管理人员、雇 

员和工会磋商决定这些手段。需要说明的是，积极的行动同根据良好的品质、技 

未、能力的原则任命和提升是不相矛盾的。这既不是妇女可以优于能力更强的男 

子，也不是强行分配人数。

尽管政府指望雇主制定其自己的适合工业情况的积极计划，但这类计划应包括 

下列四种做法：

1. 进行一项劳动力分析，以便查明妇女集中或人数少的领域，并调查性别差 

异对征聘、培训、提升和政策修改的影响。

2. 任命一位高级行政官，负责制定增加妇女代表人数的战略。

3. 确定内部一致同意的目标或指标，以数字或比例加以表示。

4. 建立一个评价、监督机构以估价进展情况。

1 9 8 4年6月，政府拟定了一项试验计划，参加合作的有二十八家主要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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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三个高等学校。通过试验计划，对积极计划在实行中的工作效益作了详细 

的考虑。涉及的公司包括私人职业的各个部门，提供了其雇.员在商业活动和广泛 

的不同职业中活动的全面情况。这样，积极行动政策在提交联邦政府审议是否选 

择这项法律之前已经过充分的验证。这项计划的参与者曾收到一个特设积极行动 

资源机构的建议，该机构隶属于妇女地位办公室。

政府还成立了一个积极行动立法工作组，其成员包括三名都长，一名反对党代 

表，以及商业界、工会、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和妇女组织的代表。工作组负责监督 

试验计划的进展，并在拟定呈报联邦政府这项建议的详细立法内容时，将参考这一 

试验计划。政府的建议是为在高等教育机构和私营都门组织中工作的1 0 0多名 

妇女制定积极行动法律。

在促进私营都门采取积极行动的同时，政府还制定了立法，为在澳大利亚公共 

事业单位内部提供强制性的平等就业机会计划C《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法》（1 9 8 4 

年））。这项立法对各都门规定了一项积极的义务，以发展、检查、报告关于妇 

女和指定群体p平等就业机会计划。人们承认，各组织的问题不仅在于个人的歧 

视行为，因为这类行为可以起诉和得到纠正，而且还在于存在一系列的做法或不履 

行法律责任，而这些又使歧视性制度或体制更为严重。平等就业机会具有双重目 

标：

1. 消除对妇女和指定群体人民的不正当的歧视。这包括按照1 9 7 5年 

《种族歧视法》和1 .9 8 4年《性别歧视法》规定的任何非法的歧视。

2. 采取措施，使妇女和指定群体成员能够象他人那样有效地参与提升、调动 

和从事专业的竞争。

平等就业机会措施，诸如专门培训课程可以帮助一个人为竞争提升而准备条件。

不过，应当认识到，提升仍然严格按照一个人的功鲭大小来决定的，这点是极

为重要的。

本法规定，平等就业机会计划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的而采取的行动：

一发现和消除歧视惯例，消除或改变任何不平等的就业机会办法；

一将平等就业机会计划和任何检查结果通告工作人员组织；

-收集、记录与计划有关的资料（包括统计数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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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计划执行结果同指示数字（目标等）加以比较，以评估执行计划是否有 

效。

第四条第2款

缔约各国为保护母性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包括本公约所列各项措施， 

不得视为歧视。

保护母性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3 1条专门豁免了为保护母性而采取的措施。 

因此，按照规定，“一个人以性别为理由歧视一个男子，仅仅是因为这一事实，即 

前者给予在怀孕或分娩的妇女以权利或特权，”这并不是非法的。

事实上，澳大利亚法律和惯例很少向怀孕或哺乳的妇女提供特别保护（见关于 

以母性为理由歧视的第十一条第2款(切项）。

在职业保健和安全方面，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朝着保证所有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会 

危害其健康的方面发展。然而，澳大利亚公共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允许孕妇 

不在裝有电视显示设备的单位中工作，因为放射线有可能导致流产。

南澳大利亚政府已起草了一项《辐射、保护和控制法業》，以确保孕妇不受过 

多的辐射。作为一项政策，在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凡是在电视显示单位工作的孕妇, 

可以允许调换其他工作，而其权利不变。

第五条

缔约各围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a)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以消除基于因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 

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习俗和一切其他作法。

⑸保证家庭教育应包括正确了解母性的社会功能和确认教养子女是父母 

的共同责任，但了解到在任何情况下应首先考虑子女的利益。

这条款的解释是向政府施加一项义务，即政府有责任通过教育的作用，消除基 

于偏见和男女定型任务假设的惯例，其结果构成对妇女的歧视（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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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邦《性别歧视法》，人权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开展研究和教育计 

划，以促进消除以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理由的歧视。

在澳大利亚，破除男女定型丨任务形象的大部分行动是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内采取的 

(见下文中关于第十条的评论）。然而，鉴于大众媒介是决定人们态度的强•有力 

的因素，因此也有一些行动是为教育全体社区而采取的。1 9 8 3年，妇女地位办 

公室发表了《公正的揭露——在大众媒介中建设性地、积极地描述和介绍妇女的指 

导原则》一文，文件就更真实地表达妇女的生活方式、蒽见、计划和抱负提出了一 

些建议。

两党都承认，过去大众媒介往往完全倾向于贬低、轻视或无视妇女的特点，和 

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贡献，以及为自己伸张正义而开展的斗争。一项对电视节目 

和广告描述妇女的反映的调查表明，4 4 %的被调查者和5 2%被调查的妇女不赞 

成广告中对妇女的某些描述，3 596的被调查者和4 1 %的被调查妇女往往不赞成 

电视节目介绍妇女的方式（《国家电视节目标准调查报告》，澳大利亚广播事业庭，

1 9 7 9年11月）。一项关于反对广告宣传的调查录明，三党主要反对葛见是： 

反对为销售产品而把妇女作为性对象；反对赞助广告暗示妇女是无能的、无知的或 

愚笨的，因而妇女是可作为花瓶装饰而已，唯有男子才是可靠的；反对把妇女的定 

型任务描述成消极的家务事。

《公正的揭露》建议广播电台、出版商、广告商和大众媒介工作者采纳下列原

则：

“ 1.避免使用贬低男女定型任务和性别歧视的语言；

2. 在报道、讨论时事时，应反映妇女及其利益；

3. 承认妇女有权充分参加澳大利亚社会；

4 .征询妇女对社会问题的广泛意见；

5. 真实地描述妇女的利益、生活方式及其对社会的贡献；

6. 报导应基本属实；

7. 应确保在大众媒介部门工作的妇女有充分的机会，参与涉及编写出版或播 

放节目资料的决策和制作的各个方面。

这就是说，怀着男女平等、恰到好处和尊严的观念来著作、说明、编辑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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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指导原则应强调避免失误，诸如使用男子属性词语和职称，暗示电台拥 

有者必须是男子。还应特别注重这一事实：使用那些产生实际影响的词语，特别 

是经常反复用在说明职业或性格方面的男子定型任务。为了协助上述指导原则的 

实际实施，还建议潜在的不满者采取适当的程序，并向他们提供各种传播媒介管理 

机构的地址。

澳大利亚政府出版服务公司出版了一本《体裁手册》，供澳大利亚政府出版都 

门的作者、编辑和排印工人使用，以鼓励采取一致的编辑体例，保证出版物的排印 

设计和印刷达到高标准。《体裁手册》已成为一本标准的参考书，受到公共出版服 

务都门内外的欢迎。即将出版的修订第四版将载入供所有政府出版物使用的无性 

别歧视语言的指导原则。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全国公共广播和电视网，最近散发了由它的英语口语常设 

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使用无性别歧视语言的指导手册。要求广播员避免使用男性 

“他”、无关的性别描述语、不平等的性别描述语、具有性别歧视的男女定型任务 

和贬义的语言和措词，从而都可以适用于男女情况的措词似乎仅成为适用于一种性 

别的措词。不幸的是，对指导原则，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报道和评论，特别是这 

些报导和评论却来自其他传播媒介集团。

为了同英语的习惯保持一致，澳大利亚的成文法也采用了某些押性的措词，同 

时也包括阴性的措词。这一习惯用法在英国1 8 5 0年的《法令解释法》中已得 

到明确承认，而且现已设想在一般立法中使用阳性术语或在有些情况下使用更一般 

的人称。1984年联邦《法令解释（修正業）法》废除了1901年澳大利亚 

《法令解释法》第2 3条（类似英国法），代之以如下规定：除非出，现相反的用意， 

表示一个性别的措词也包括所有其他性别。

1 9 8 4年，联邦政府为采取一项新的起草法律的方法，通过了有关指导原则， 

以消灭性别歧视的语言。政府接受如下观点：用阳性术语起草法律可能导致社会 

现状的永久化，从而使男女均视妇女为次要的人。指导原则有三个要素：以重复 

名词的办法避免使用人称代词“他”或“她”；在必须用人称代词“使”或“她” 

时，酌情避免使用以“男子”接尾的措词。新方法对新的主要法令的起草和现行法 

令的新规定是有效的。如果条件允许，将视需要对其他法规也进行审查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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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术语在起草《性别歧视法》时已经采用。

在维多利亚州，1 9 8 4年《立法解释法》规定，州的法律中将使用“阳性” 

或“阴性”，每一个性包括另一个性都是有效力的。州政府还决定，在起草或重 

新起草立法时不应提及性别。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打算采用中性术语来起草未来的 

法律。

在澳大利亚，妇女作为整天忙于家务事的家庭主妇的陈规旧习日益站不住脚。 

如本报告其他部分已经指出的那样，至少4 0%的已婚妇女现在经常出现在劳动大 

军里。许多妇女由于经济压力，包括婚姻破裂后需要供养自己和子女，又恢复了 

工作。最近的研究表明，人数越来越多的妇女不再把家务劳动视为终身职业，尽 

管她们仍然希望专有一段扶养孩子的不工作的时期。

1 9 8 0年，新南威尔士州妇女咨询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职业：家庭志妇》 

的讨论论文。论文考察了家庭主妇所完成工作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计算家务劳 

动的货币价值的各种方法。该文还为那些希望洽谈一项新工作合同的家庭主妇提 

出了建议。

如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一样，一些领域也提出了家庭主妇的工资问题。有关 

讨论通常是围绕着向那些希望整日在家里照看子女的妻子的家庭，提供收入补助这 

一冋题展开的。人们认为，这项选择经常是不适用的，因为为了全家的经济生存， 

妻子必须从事有酬的就业。一些团体提出这样的观点：操持家务、包括照看、扶 

养子女，已被视为如此卑微，如果再让妇女整日守在家里而没有有酬的就业机会， 

则她们会为此懕到羞愧。

有人提议，把改变税制作为向已婚家庭妇女提供某科形式的收入补助的一种方 

式。人们还讨论过，正式承认对已婚夫妇实行收入分算法的某种制度：这主要渉 

及为一对已婚夫妇的一笔收入进行分摊并对其作出征税估值。从而导致双重免税 

和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最高税率估算的应付摊款数额。这种安排已被广泛采用，特 

别是在那些无薪和有薪收入者中采用。

其他建议包括，增加应付给需要扶养妻子的纳税人的退私款，或增加岁付给需要 

受抚养子女的家属津贴，这种津贴通常是给予母亲的。

大都分妇女组织现已同意，花在子女身上的费用是造成家庭经济紧张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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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需要抚养子女的妇女应当成为制定政策的受益对象。近年来政府也承认这 

方面的压力。因而对增加有受抚养子女的夫妇中不能自立的妻子的退税款采取了限 

制。

在家庭主妇提出其消极的定型任务冋题的同时，就业的妇女发现自己正面临着 

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处于劳动力中的较低地位和高度的不安全懕，也来自 

在家里操持家务、照看孩子的主要负担。在公共领域里，她们既因不管子女又因 

接受据称是为失业的少年提供的工作而受到抨击。妇女不论其年龄、婚姻状况、

丈夫的收入如何均有独立的工作权利，这一思想难以很快取得社会的承认。然而, 

1 9 8 3年4月全国经济最高级会议闭会时发表的公报指出：

最高级会议一致同意，即使失业率高也应当承认和保护妇女的基本权利，

应当鼓励为使妇女享有更充分的平等和独'立的权利而采取的行动、妇女在’

创造就业计划、就业、培训、进修、受教育以及旨在打破职业隔离和歧视的措

施诸方面，应能&得同等的机会（第4 3段）。

妇女的就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责任，特别是照看受抚养子女的影响。 

期望改变主要由母亲抚养孩子这种状况，进展仍是很缓慢的。后来取消了早先的 

一项规定，即澳大利亚公务员有权享有相当于产假的父亲假。然而，1985年 

通过了一项规定：在孩子出生时，男公务员或女公务员都可获准最长不超过六十六 

个周的不带薪的育儿假。1 9 8 1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关于有家庭责任工 

人的《第1 5 6号公约》，含蓄地承认男女共同分担家庭责任的必要性应作为劳动 

力平等的前提条件。联邦总理于1 9 8 3年宣布，政府有义务批准《第1 5 6号 

劳工组织公约》。

妇女极为关注的性别歧视旧框框的另一领域，是把妇女的形象介绍成不是一个 

人，而是性的象征或性的对象。在这个冋题上，所有妇女组织都应联合起来，而 

不冋其政.治地位如何。

这种形象的利用，从丑恶乏味的电视广告到有裸体或半裸体女子图片的杂志:，最后 

到淫秽书刊和卖淫。其影响不仅渉及那些直接有关的妇女，而且还渉及所有妇女, 

从而贬低了所有妇女个人的自我形象。其中许多形象是宣传这样的思想：妇女只 

有身体而没有思想、意志或自我；而且还宣传妇女的乐趣来自男子的侵犯行为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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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行为。

目前围绕着把妇女表现为性对象的争论，其范围从攻击把选美作为为残疾儿童 

筹款的不正当手陵，到政府对淫秽录相带的控制。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1984 

年采取了对影片和录相带新的分类办法。其目的打算作为示范立法。按照新的 

“4”类，录相带不能含有下述内容：

“儿童色情画面；兽行；不必要详细地描绘暴力或残忍行为；不必要详细

地描绘对违反本人意愿的性暴力…• ”（引自1 9 8 4年5月影片检查局颁布的

指导原则）。

任何1 8岁以上者都可购买或借用这种录相带。

争论的双方是，一方坚持成年人应当有权在私人家里阅读、收听、观看自己想 

看的任何东西；另一方则认为，如果不应利用儿童的话，那么不应利用妇女的论点 

同样是有效的。政府现已成立一个录相分类联合选择委员会，.检查目前的立法是 

否有效并揭露暴力、色情画刊或其他淫秽材料对人民，特别对儿童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些妇女组织坚决坚持的一项立场是，淫秽品对儿童的影响诚然是可悲的，但是对 

成年男子的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因为这些材料似乎鼓励将对妇女的性暴力视为常 

事，直至宣传妇女最终以性暴力为快事。

家庭教育在澳大利亚不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领域（关于这类学校教育见第十条的 

有关都分）。尽管新南威尔士州’1 9 2 0年代设有一名主管母道的男部长，只 

知母道是一项社会职能，但这一思想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澳大利亚通常将移民而不 

是提高出生查作为提高人口增长率的手段。澳大利亚政府一般把生育子女和抚养 

子女作为主要私事对待。产妇分娩津贴，自1 9 1 2年起历来是联邦社会福利的一 

个部分，但于1 9 7 8年废除了。 1 9 7 5年《家庭法条例》第6 1条主要规定， 

婚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任何婚生子女的监护人，然而当婚姻关系破裂后，抚荞、 

教育子女的共同的义务的观点就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1 9 7 5年《家庭法条例》 

第64条规定，子女的幸福是决定监护权的最重要的考虑。

政府当局鼓励共同抚养子女义务的另一内容是开设分娩准备课，由负责卫生的 

当局免费提供，教授未来的父母如何才能当好父母。

如前所述，移民现已成为澳大利亚人口的重要组成都分。联邦政府有一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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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种文化主义的政策，虽旨在“维护文化多样化，但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团结的 

社会”。然而，从社会团结的利益出发，某些领域，包括国内暴力、离婚、监护 

和选择配偶的自由等领域所作出 •的决策，可能背离澳大利亚某些移民社区的文化传 

统。

联邦政府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特别是传统上针对社区的政策承认土著人有文 

化自由权和自决权。然而，由于没有充分征询当今土著妇女的意见，当她们加入 

白人社会机构和杈力结构之后便导致了土著男子同土著妇女的权力非传统性的不平 

等。类似的情况是，由于铁乏同土著妇女磋商，根据第一条所谈的传统习俗和惯例， 

又难以断定对妇女•的歧视究竟有多大，这些习俗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变化:有多大丨。如 

前所述，澳大利亚在妇女地位办公室内都设立了土著妇女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 

将于1 9 8 6年提交报告。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3 7条（本报告上文已讨论过），载有一项 

同宗教团体有关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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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缔约各国同意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打击一切形式贩 

卖妇女和迫使妇女卖淫，以进行剥削的行为。

按照1 9 6 6年联邦《引渡法》（适用于英联邦国家）和1 9 6 6年（适用于 

外国的）《联邦引渡法》关于同卖淫罪有关的规定，可将有关人员引渡入或引渡出 

澳大利亚，与此同时州和北部地区政府资责制定直接涉及卖淫的法律。

澳大利亚尚未批准1 9 5 1年《联合:国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 

公约》。尽管澳大利亚是此前四个公约的缔约国，而1 9 5 1年的公约意在加_ 

这四个公约而颁布的，澳大利亚的观点是1 9 5 1年公约在其序言和新规定中，侧 

重点实质上已从贩卖人口转至卖淫。例如，第二条规定开办、经营或资助妓院或 

为卖淫目的租借房舍为犯罪行为。公约中还有若干规定可能与联合国其他文书承 

认的人权是不相一致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与卖淫有关的社 

会、法律政策，已经得到联邦皇家委员会和三个州的州议会咨询机构或委员会的审 

议。在新南威尔士， 1983年任命了一个立法会议调查委员会，以便就卖淫砗 

新南威尔士州的公共卫生、刑事、社会与社区福利等方面的种种问题进行调查并辑 

出报告。1 9 8 4年，维多利亚州政府％立了一个卖淫调查机构，调查卖淫对社 

会、经济、法律、健康诸方面的影响，目, 的是就应否改变管理卖淫的现行法律和城 

镇规划的做法向政府提出建议。

一般说来，澳大利亚的州法采取的态度是，卖淫本身不是非法的，但与卖淫有 

关的某些活动按照刑事法便构成违法行为。这些活动包括：

—为妓女拉客；

—以卖淫的收入为生s 
—拥有和经营妓院；

一意图营利使人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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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妓女拉客：

除新南威尔士州以外的所有州，在公共场所以卖淫为目的，为妓女拉客即构成 

犯罪。在新南威尔士，为妓女拉客罪于1 9 7 9年被废除了。由于后来公众施 

加压力，于1 9 8 3年对1 9 7 9年《卖淫法》作了修正，规定在临近住所、教堂 

学校或医院的大街上，或在教堂、学校、医院为卖淫目的拉客即构成犯罪。

维多利亚州的有关法律还把为了卖淫目的而游荡列为违法行为。该法专有一 

节是针对妓女的当事人的。它规定在任何公共场所诱惑任何人或拉人卖淫荻取金 

钱报酬，或在任何公共场所游荡或经常光顾任何公共场所以招妓女勾引即构成违法 

,行为。

维多利亚州立法，如同修订的新南威:尔士州法律一样，适用于男女卖淫者。当 

局建议，昆士兰、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情况不明，因为没有界定“妓女”或 

“卖淫”，因此以为妇女卖淫才为卖淫。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州的法律坚持 

采用“共同卖淫者”这一表述形式。在I昆士兰.有关法律专指一个已知或被怀蟀 

为卖淫的人。

以卖淫的收入为生：

这在各州都构成违法行为。这项规定原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妇女不受妓院男 

老板的剥削和威逼，但现已扩大到包括与i卖淫有关的其他活动。适用情况包括向 

妓女出租房舍，强迫妇女陪伴顾客。在维多利亚州，与男妓或女妓同居或经常与 

其为伍则可被视为专门以卖淫收入为生，除非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相反证据。1979: 

年新南威尔士州《卖淫法》保留了与此相似的条款，这部分规定似乎仅适用于女歧。

_有和经营妓院：

在大多数州，一个人可以因开设或经营妓院而受到控告。然而，需有证据说 

明被指控者积极参与经营。更通常的指控是针指利用或提供一些房舍供惯常卖磋 

使用的行为。

在维多利亚州，自1 9 8 4年7规划C (妓院）法》的某些部分宣布以后，姨 

照《墨尔本都市规划方案》，妓院的地点必须服从城市规划管理。如果妓院的开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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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得到城市规划部门的许可，在妓院里从事与卖淫有关的某些活动则是合法的。不 

过，要估价这项法律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ç>

新南威尔士州在修订有关立法时，取消了妓院的法定罪行部分。但是，有关 

人员可以因经菅妓院而受到起诉。此外；作虚假的广告宣传，即把实际上用于卖 

淫目的的房舍宣传为提供按摩或蒸气浴的场所，这同样也是违法行为。

意图营利使人卖淫：

各州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介绍、引诱或引导某人（不是妓女）卖淫均属违濟 

行为。此外，特别保护青年人。例如，维多利亚州法律规定，同孩子或青年 

(1 6岁以下者）发生性奸入，或引诱或积极鼓励1 8岁以下的青年在一个人的关 

照、指导或命令下参与性奸Ï入或严重擺亵行为均构成违法行为。因此，在这些情 

况下，当事人应受到起诉。

如前所述，政府已就与卖淫有,关丨的法律作过一些调查。总之，可以将已审谪 

过的主要政策选择，称之为非罪行化或合法化其他两个选择是：通过推广、实施刑 

法和保留目前有关卖淫的法律规定，全面禁止和取缔卖淫。全面禁止的主张主要 

是根据道德和宗教对卖淫的反对意见。若干妇女团体的反对意见中还包括卖淫隹 

妇女堕落和剥削妇女。

在有些情况下，有人认为涉及社会行为的特定领域的法律具有一种重要的教育 

昨用，它指明了社会可以接受的价值，对那些因为于已不利因而愿意反对坚持有关 

行为的人们给予暗暗的支持。结束剥削妇女和支持合乎社会道德的行为，这些权 

:益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实现。然而，南澳太利亚调查娈员会相维多利亚州调查委员 

会则主张实际原因，认为通过法律紫止卖淫不再是可行的选择。过去的证据表明:， 

取缔是不可能的，而企图实施更严厉的法律，需要赞助大量资源。

调查情况同样不同意保留目前法律观点的选择。引自南澳大利亚州的证据提 

到目前执行的法律存在的问题如下：

不平等一通常被起诉的是女妓而界是嫖客；政策问题；妓女因往往成为牺

牲品从而丧失公民自由而遭遇的种种问题。

按照第三种选择，适用于卖淫的刑事罪将被废除。这种非刑事化的主要理由 

是：法惲的买施不宜涉及私人性道德。南澳大利亚调查委员会提议，应当采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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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监督措施，防止诸如强迫，侮辱等虐待行为，此外还应当对商业活动采取一些正 

规管理揞施，诸如管理地点、建筑物和卫.生标准。

在维多利亚州，1 9 8 4年《规划（妓院）法令》已使得经计划荻准在妓院里 

从事与卖淫有关的活动不再受刑法的追究。承认妓院为了城市规划目的，利用土 

地是合法的，还可以通过有关行政当局取得使用土地的许可证。该项法令还对刑 

事参与所有权或许可证所有权规定了管理办法，而且对多种许可证所有权也规定了 

管理办法。

如已作了简要介绍，大街上拉客在新南威尔士已不再构成刑事罪。但是保留 

了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还保留了对在住所、学校、教会、医院里或附近还拉客的制 

裁。关于经营妓院构成法定罪行的规定也不复存在了。

余下的选择即通常所獐的合法化。这将涉及某种形式的规定，通过诸如以下 

管理措施妓女营业执照、对妓院所有权的限制措施、强制性的健康检查。但有人 

主张这类规定还可以保证妓女取得更好的;工作条件。

然而，南澳大利亚调查委员会报告说，特别是许可证式的规定導到t妓女的反 

对，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国外的经验表明，这种规定可能难以付诸实施。

南澳大利亚调查委员会建议应修改法律，规定卖淫不是罪行，但还有涉及以下 

问题的保护措施：男女在大街上拉客，靠暴力强迫赚取收入为生，使未成年者(18 

岁以下）参与卖淫，以及规定妓院的地点和广告宣传等。为实施这些建议，采取 

了普通议员的议茱，但接着就被政府和反:对派以起草很賴为由而否定了。 由于这 

份报告，法律没有变化。

维多利亚州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选#论文，其目的是协助那些丨愿向调查委员 

会提交或提供信息的组织或个人，并指明: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和调查领域。

公众舆论对卖淫合法化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1 9 6 8年进行的-^1 

调查结果表明：认为在某种情况下的卖逹活动应当是合法的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5%、 

不赞同者占4 6%。 据1 9 7 6年报告，为皇家人类关系委员会承担的一项研究 

结果表明，对全国有选择杈的人进行抽样;调查，其中5 6 %的人赞同卖淫活动H当 

合法化。在以上两项调查中，男人好象丨比妇女更赞同。1 9 8 2年的一项民意 

，测验表明，5 9 %的维多利亚州居民赞同i如下言论：“应当使卖淫合法化”。因此，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尽管现在多数人接受该项建议，但不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接受的。

有关对妇女性剥削的法律发生变化的实例之一,关系到有关强奸法规的改革 

在澳大利亚，1 9 7 0年代的十年是一段空前的讨论与活动时期，这些讨论和活动 

都是关于性犯罪特别是强奸罪的有关法律改革问题。正如皇家人类关系委员所指 

:出的：

“强奸已成为近年来争论最大的罪行之一。无疑，主要导因是社会中出 

现了关心妇女地位的团体而且它们发展很快。其中许多团体认为，强奸的 

概念及对其受害者的处理方法集中地反映了我们社会易将妇女贬点到一种动卢 

地位的方式。其他组织没有什么意览，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对强奸受害 

者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已成为社会的受害者表示关注；而社会已经宣称它将正 

视強奸问题，事实上对那些罪犯规定ÎT很重的刑罚。改革与强奸有关的法律 

教育社会对待犯罪的看法，已成为许多妇女组织和有关团体的主要目标之一”。

澳大利亚各州在1 9 7 0年代都对强奸法进行了改革。争论最大的问题，是 

在南澳大利亚采取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取消了丈夫强奸妻子免于起诉的豁免权 

(作为一等的原则）。核准这一社会原_是很重要的：所有妇女在出自本人意愿 

的情况下有权限制自己的性行为。尽管声人设想法律的这一改革可以能决夫妇关I 
:系间的野蛮和强奸行为，但是这项改革的_持者坚持说，在消除法律对这一思想 

(即妻子被视为是丈夫的财产 1的支持方面，它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

新南威尔士州对强奸法的改革采取了&■有不同的方法。按照1 9 8 1年《犯 

罪C妨害风化罪如订法》的规定，这类强#罪被废除了，同时规定了四类不同寬严 

程度的妨害风化罪。从而，对强奸的重视_变了辨认强奸罪的方法。普通法关f 

丈夫豁免的推断（关于这四类妨害风化罪的起诉）也被完全撤销了。 继为州妇女 

炒问办事处起草的强奸实体法调查发表后> 南澳大利亚现在正在考虑采取四类不岗 

‘级的妨害风化罪，作为进一步改革强奸‘法律的一部分。

为了实现有关改革以便向强奸的受害_提供支助，自1 9 7 4年以来建立了若 

干强奸危机中心。这些中心设在各主要_市，它们提供咨询和直接援助，发动强 

奸罪法改革运动，并在目我防卫方面提供技术指导„ 强奸危机中心以前fe#联邦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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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健计划的资助，但是现在得到州政府拨款的支助。

妇女应急服务计划也向女难民提供资金，并特别为那些在暴力、强奸、各种形 

式的强迫等不堪忍受的家庭处境下而逃离在外的妇女提供应急住所和与此有关的支 

助。

第七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本国政治、和公众事务中对妇 

女的歧视…

澳大利亚在政治与公众事务中残存的对妇女的歧视来源于习俗和陈规旧习而并 

非来自法律。妇女与男子有同样的合法彳f又利参加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和履行 

公共职能。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她们在以下机构中的代表人数仍然严重不足： 

联邦和州议会、地方政府、代理机构I、部和委员会，司法机关、高级公共事业单仗 

政党、工会和私菅公司董事会。这反映I 了过去歧视的持续影响和保守的社会观念 

的顽强性，从而限制了妇女的作用。

第七条㈨项

各缔约国特别应保证妇女在与男女平等的条件下在一致选举和公民投 

票中有选举权，并在一切民选机抅有被选举杈；

澳大利亚在给予妇女公民权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 9 0 1年《联邦宪法》 

第4 1条规定，任何有选举权参加州选举众议院的成年人，不得因联邦政府通过的 

任何法律而妨碍她们参加联邦政府选举。这样，在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的妇 

女可以参加联邦选举。1 9 0 2年，在全澳大利亚规定了统一的公民权。南澳 

大利亚于1 8 9 4年取得选举杈，西澳大利亚于1 8 9 9年取得选举权，到1908 

年各州都取得了选举权。联邦和各州选等已成为所有有选民资格的澳大利亚公民 

的一项义务。有选民资格者自动取得选举权，而且也同样取得公民投票权。

尽管作为民选杌构候选人的权利受到某些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基于诸如年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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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记录这样的理由而规定的，不涉及以性别为理由的歧视。一个有限的选区，

其中仍存在着对妇女间接歧视的因素，那就是在少数地方选举中，纳税人才有选举 

资格。由于妇女成为纳税人的机会可能少于男子，因此j在这些地方政府选举中, 

大多数选民往往是男人。

由于在重大的选举中投票是义务性的，所以通过投票参加政治事务的澳大利亚 

妇女的比例很大，与男子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在选举被定为义务性之前，1 9 2 0 

年代投票的妇女比男子约低1 〇 %)。 然而p就政府这个词从广义上讲，情况就 

截然不同了。 在这方面，妇女的政治作用仍然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每当向政治领 

导“中心”靠近一步，就受到更多的限制1 妇女参加者的比例正在稳步下降，这 

是立法机构，政党和工会的共同趋向。

1 8 9 4年最初对给予妇女公民权的《南澳大利亚法案》进行辩论的过程中， 

法案的反对者曾提出一项修正案，允许妇女担任议员。他们认为这一“极端荒唐 

事”将导致法案无效，从而证明其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识到妇女作为代表所遷到 

的反对意见作为选民更为强烈这是有充吩拫据的。直到联邦政府成立41年以后， 

于1 9 4 3年才出现了第一个联邦女议员，此人即是前任总理的遗孀。直到1..962: 

年，才选出另一位女议员，她不是前任男议员的亲属。

1 9 6 0年，在60名参议院议员中有5名妇女，而在1 22名众议院议员中 

却没有一名妇女。到1 9 7 4年，众议陳中有1名妇女，但女参议员的人数却下 

.降至4人。在第三十三届议会中，有女参议员1 3人，女众议员6人。这届议 

会于1 9 8 4年1 0月低被解散了。 第三十四届议会的参议院中有1 4名妇女， 

众议院中有8名妇女，也就是说，参议院中的女议员占19%,众议院中的女议员 

占5 %。 看来妇女之所以在参议院比在众议院当议员更有希望，原因在于选出的 

丨1 2名参议员为每一个州的而众议院代表则由地方选区选出。因此，这就要求各 

k党承担支持一个妇女作为众议院选区候选人的义务比在全州承担支持参议员候选 

人名单中的一两名妇女的义务还要大。
I

在本届联邦政府和上届联合政府中各有一名女部长，两人都是内阁成员。现 

I壬部长为教育部长，前任自由党部长为财政部长，她早先还出任过社会保险部长。

1 9 6 2年各州在十一个州立法会议和立法议会中，妇女成员不超过1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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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 9 7 4年，妇女成员人数达2 6人（包括北部地区立法会议）。截止1984 

年末，各州上议院中共有22名妇女，在州和地区下议院中有2 1名妇女。这意 

味着，在上议院成员中妇女占13%,但在下议院成员中妇女仅占5%。

妇女在地方政府中的处境并非更好。在地方政府一级，自1 9 1 9年1 2月 

第一位妇女进入地方政府部门后，到1 9 7 4年1 2月，总共有8 7 7名妇女被选 

入澳大利亚地方政府。1974年12月，在地方政府中共有460名妇女占有 

席位，而在1 9 7 0年为2 5 0名妇女。被选入地方政府妇女的比例仍不到3 %.. 

1 9 8 0年，总数为8 _，8 4 5名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其中当选为妇女政府官员的 

为5 5 0人（即占总数的6%)。 而这种状况并未因为早在1 9 5 1年就建立了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妇女协会（其特定目标是使更多的妇女参加地方政府）而有所好 

转。

1 9 8 4年对维多利亚州2 2 1个地方议会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他们代表的 

最大的职业集团是5 0岁以上的男性农业劳动者，而男女参议员的比例为8 *5: 1， 

妇女担任高级参议员的人数极为缺乏。在总共1 ^ 0 5 6名高级官员中，妇女俠 

占1 6名，而她们大部分是收税员。

第七条(切项

缔约各国……特别应保证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的权利：I
⑽参加政府政策的制订及其执行，并担任各级政府公职，执行一切公:务，

本条可视为关于三种不丨同「的参与权：参加政党的权利，制定政策，以便在该政 

党执政时加以实施；在公共事业部门中就业的权利，包括在制订政策一级部门里就 

业的权利；以及接受委任以履行公职的权利。在所有领域里，妇女享有勻勇子同 

等的合法权利。但是，.她们的人数与男子相去甚远。

参加政党

传统上，人们一向认为，妇女比男人篆保守和更少过问政治。有证据表明， 

槔种看法越来越不合乎实际，而民意测验参明，保守主义在性别上的鸿沟日见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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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青年妇女甚至比男人更加激进。民意测验还表明，妇女对政治关 

心的程度较之男子日益增加。这表明，这两种趋势都是因为妇女的作用和自我认 

识的变化所引起的。随着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多地加入有报酬的职业，而且 

一般也更多地脱离妇女的家庭定型任务，有人认为她们对政治问题也更加关心了， 

因而不大愿意接受如下观点：事情原来是什么样还应当什么样；没有变化必定是值 

得称赞的。

各政党没有按性别统计的成员数字。据估计，澳大利亚工党近三分之一的成七:. 

员是妇女，在自由党中女成员约占半数。

1 9 8 2年《澳大利亚工党章程》规定，各州相各地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 

表中，妇女代表至少应占四分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至少有 

四分之一是妇女，因为其中有一些是有职辑的负责人。

党的组织机构包括由州妇女组织组成的全国工党妇女组织，这是党内近来的一 

个新发展，这也是各州分支机构活动日益增多的结果。它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每两 

年组织一次全国工党妇女会议。

澳大利亚自由党的组织机构包括联邦委员会、联邦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 

以及每一个州和首都地区的部门。在总数可能为6 4人的委员会成员中，有八个 

职位是为妇女保留的；其他代表中有一些人按职权大小参加活动，她们当然可以是 

妇女。一名联邦副主席必须是妇女。

联邦妇女委员会主席是联邦执行和联席常务委员会的成员。联邦妇女委员会 

成员包括每一分区的妇女处的主席、女联邦付主席和委员会最近一届前任主席。

澳大利亚国家党的党务由联邦委员会负责管理；在六十五个职位中，为妇女保 

I九个。余下的许多职位按i职权来担任职务，因此其中也可以包括妇女。妇女 

部的联邦主席也担任联邦管理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授权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来 

貞所属各州的妇女代表，在联邦委员会召开年会前，先举行会议并召开国家党妇女 

轶邦委员会会议。

总之，所有主要政党饱章程都规定，妇女在各政党管理机构中有法定代表权。 

挺种法定组成部分的代表至多为全部代表人数的五分之一。大量比例的其他代表 

暴依职权大小配备的。所以，妇女代表牝例的任何重大增长，将取决于妇女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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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内特别是在州一级组织内不断增加的任职人数。

以候选人和选举代表身份参加

妇女一旦被选为候选人或被当选，便容易遛到人身攻击和其他形式的事实上的 

歧视。

妇女候选人仍然经常容易因为被声称忽视家庭责任而受到攻击。例如，在 

1 9 7 8年新南威尔士州选举中，联合阵线竞选立法会议的妇女领导人被指责知夺 

个无情的、残忍的坏母亲，她的子女要被安置在寄宿学校，变成不守规矩的坏孩手 

等等”。如果说所有政治候选人遛到某些攻击的话，那么，显然妇女候选人看来 

仍然仅仅因为男女定型任务的理由而极易遭到无端的攻击。

198 1年，墨尔本的一位女参议员1 向维多利亚州平等机会局提出一项起诉， 

^称她不能充分为她的选民服务，因为据#两个男议员同事对她采取歧视，他们骚 

犹她和其他女议员，而市长又不能制止这-骚扰者。起诉以后，最高法院裁决： 

《平等机会法》的规定不适用于地方议会i的当选代表。1 9 8 4年维多利亚州 

《平等机会法》第3 2节涉及由市或群委员会处理其成员的歧视问题。地方政府 

:中对性别歧视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抱怨，Jf寺别是关于妇女被排除出委员会以及放弃 

某些传统性惯例，例如继承市长职务的最_一人才轮到妇女。

搅扰不限于地方政府。一个州的女部长抱怨说，她在议会餐厅就餐时，一个

男议员拧了她的屁股。此外，在州和联^议会里，还有性骚扰即其他怨言。
1

随着议会里妇女成员的不断增加，情丨兄发生了某些变化。1980年继三位 

妇女当选之后，联邦众议院发言人在谈及参加议会的人们时，一律称她们为值得尊 

敬的成员，而不称他们为可敬的绅士这是_目前为止的惯例。澳大利亚工党妇女 

成员在1 9 8 3年和1 9 8 4年联邦议会皇人数的显著增加，使该党妇女决策委员 

会对议会执政党内部产生很大影响。近¥来，两名在位女议员虽有了孩子，但仍 

擊持了议会内的活动。

参加公共事业

澳大利亚公共事业部门雇用了 1 6 8、0 0 0多名工作人员。公共事业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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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不分男女，向所有澳大利亚公民开放。合格的申请者的任用，是通过一项 

优点公开竞争的制度加以筛选的。

早些时候，妇女在服务部门的就业受到有关规定的限制。例如，第一部《公 

共事业法》曾作如下规定：

公共事业部门雇用已婚妇女被认为是不可取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对本规

定的背离，应认为是可取的。经常务首长推荐和在取得各种情况下的专员的

特别证书，才可以批准雇用。

1 9 1 8年，第一位公共事业专员登肯.马可来钦（Duncan Mclachlan) 
被任命为负责调查公共事业管理的皇家专员。他在1919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 

以下涉及妇女的人事惯例：

通常的惯例是对妇女的任用限于那些一般说来特别适合于她们做的职务，

诸如打字员、电话接线员和女拣信员，使用她们从事这些工作对公共事业部门

是有益的。

在这些领域里就业的男子，到二十一岁时无不盼望提升并调动到别的部门。

自1 9 1 5年到1 9 4 9年，禁止妇女参加公共事业秘书部门的任用竞争。限 

制已婚妇女担任永久性职务，直到1 9 6 6年才解除这一限制。楚些措施的后果 

至今仍在起作用，这可以从统计数字中看i出：业务经验丰富、年令在四十岁以上的 

妇女为数很少。对秘书和键盘职务录用:的基本年令的限制，增加了在这些领域里 

排斥妇女的机会，而这些限制直到1 9 7 3年才被取消。

1 9 7 0年代采取的行动包括取消“只适合男子”和“只适合妇女”的工作的 

限制；实行十二个周的带薪产假，而可能将无薪产假延长到一年（1 9 7 3年）； 

成立平等就业机会局（1 9 7 5年）以及取消因实行各种规定和津贴而带来的歧视 

(1 9 7 3一1 9 7 8年）。对妇女就取这些明显的公共机构事业范围内的障4 

一经消除，注意力便转向行政法规和惯例中所包含的更微妙的歧视。

1 9 8 1年.公共事业局规定了自愿f等就业机会计划，以企图克服系统的歧 

辨。这项计划是由某些更热心的部门来丨九行的。

对统计数字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芷作人员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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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平等机会在澳大利亚公共事业部门未能得到实现，尽管公共事业局在过去十年 

里对平等就业机会的政策和计划尽到了义务。在全部公务员中妇女约占3 7%。 

但是，妇女仍然主要就业于后勤部门，而且主要集中在公共事业领域的低层、不能 

令人满意的受限制的职业方面。

公共事业局的妇女平等就业机会计划广泛的业务目标之一，是力图增加担任高 

级管理职务的妇女人数。为了协助这一目标的实现，该局于1 9 8 2年1 1月批 

准了一些新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争取把高级部门管理纳入平等就业机会计划^从 

而提高人们对平等就业机会计划的认识；提高担任高级职务的男女经理对平等就业 

机会问题的认识；改进培养女职员的活动；扩大妇女任职的范围；审查选用人员的 

程序。

澳大利亚公共事业部门有四个层次，从前称之为司。最高层是政府部门里的 

秘书（以前指定的常任负责人），他们根据宪法的规定，服从部长的权威，并对一 

个部门的一般工作负有全面责任。这个层次一直没有妇女，直到1 9 8 5年1月 

才任命一位妇女担任教育部的秘书。高级行政业务部门（从前的第二司）包括魚 

有执行重大政策咨询和管理责任的工作人员以及某些高级专业工作人员。1984 

年6月3 0日，在总共1，4 8 9名工作人员中，有5 8名女工作人员，占这一层 

次的4 %。 这个数字同1 9 8 3年1 2月相比，增长了 5 0 %多。妇女已经在 

许多部门里被任命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这些部门传统上很少任用妇女，其中包括航 

空、国防后勤、工业和商业、贸易、运输和退伍军人事务。

公共事业的办公人员行政官员属于从前的第三司。尽管妇女在这个司占27%, 

但担任高级职务者为数甚少。从1 9 7 3年到1 9 8 2年，在第三司中领取最高 

'薪全的妇女的比例由1 %升至5 %。 即使可从外部征聘一些人员，显然妇女要在 

担任公共事业的高级行政职务的人数上达到与男子一样的人数，还要经过数年的时 

:间。

人们通常接受这种看法：妇女在公共爭业部门里集中于担任低薪的职务，这是 

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有些因素是公共事业部门无法控制的（但未超出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

社会对妇女教育的态度（即认为妇女不能做机械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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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澳大利亚公共事业部门和新会上普遍实施的歧视惯例（即婚姻障碍）；

妇女的家庭责任（即照顾子女的责任）；

妇女自身的态度（即缺乏自信）以及间接性歧视（即无正当理由的能力要求）。

如前所述，平等就业机会计划目的在于系统地查明所有这类因素，制订计划以 

消除或减.轻其影响。因此，这项计划的实施将对公共事业部门产生重大影响，从 

而增加妇女在公共事业部门各级的人数。

平等就业机会不仅仅是针对专业妇女和需要转入管理部门的妇女的。它还同 

贫困妇女相处境不利的人（特别是土著妇女、移民相残疾人）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 

系。受雇于公共事业部门的大多数妇女担任助理秘书、打字员和速记员工作。约 

66%的妇女，（男子为46%)做行政括勤工作，工业技术，键盘和护士工作。

:由于技术改革，许多妇女的职业可能要受到影响。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妇女需要 

找到工作成功的手段，以便日后调动。因此，还应当鼓励妇女调动到非传统就业 

领域，例如技工这类习惯上被看成专为男子保留的领域。因为种种文化和经济方 

面的原因，这方面的进展非常缓慢。

1 9 8 0年，新南威尔士州《反歧视法》作了修正，要求州政府各部门和当局 

编制并实施平等机会管理计划。修正案琢规定，公共就业部门必须任命一名公共 

就业平等机会主任，协助这些部门和当局制定营理计划，估价这些计划的成效并向 

总理汇报。

平等机会管理计划的目的在于消除和确保就业领域不因种族、性别、婚姻状冴 

相身体伤残而进行歧视，促进妇女、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平等就业机会。

该法要求政府当局向主任提交一份管ï里计划。主任已提出指导原则，协助编 

制有关计划。其次还必须向主任提交几份年度报告，详细说明执行这些计划的进 

展情况。

如果主任对管理计划的编制或实施不满意，她可以将此事提请反歧视局进行调 

查。

该部可以将修改的建议直接提交给主斧或有关当局，或者向总理报告。总理 

有权指出当局详细修正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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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行使公共职责的任命

在澳大利亚，任命某人履行公共职责属于联邦政府和州的管辖权范围。^法律 

上并不阻止任命妇女担任这种职务。

然而，大部分高级职务的任命，妇女的人数仍明显不足。至于司法机构，不 

论是澳大利亚高等法院还是联邦法院，都没有妇女。在家庭法院的46名法官中 

有6名法官，包括审判长。有两名妇女担任澳大利亚调解相仲裁委员会的法官。

在各州的高级法院一级，过去仅有一名妇女而现在却没有；现在主持人权委员 

会工作的戴姆.罗马•米切尔，于1 9 6 5年至1 9 8 3年期间曾任南澳大利亚州 

最高法院法官。全国六个州的地区或郡一级法院，总共有4名女法官。妇女现 

在在全部法律系大学毕业生中占三分之一，但是如果仍保持现在的进展速度，她们 

要想更多地取得病级法律职务，尚需经过丨多年的时间。

就政府机构委员会任命公职而言，妇I女难以得到任命的一个主要因素，仅仅囱 

为在考虑可能的人选时妇女得不到提名。即使妇女完全舞合有关职夯的条件，但 

迄今她们极少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得到提名的机会。她们特别缺乏通过专业、政

治或企业保护人建立起来的网絡。多年I来，妇女地位办公室一直保留有一份妇女 

的登记册，以便在需要时提供可以任用的I女候选人的资料。

妇女登记册始建于1 9 7 6年，它是通过专业协会、妇女组织和社区组织，以 

及个人提名建立起来的。其内容包括具有各种情况的澳大利亚妇女的姓名。节 

还包括有关妇女的文化程度、工作经验、愛好和专长等方面的资料。该登记册有 

助于联邦政府实现妇女在所有政府部门里有更合理的就业人数这一目标。登记册 

还为部长、部门和当局提供一套人选资料，可以从编制的花名册中挑选各委员会、 

当局和各部门的人选。

自1 9 8 3年政府变动后，已有1 1 4余名妇女被任命为这类公务员。

第七条⑹项

缔约各国…特别应保证妇女丨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的权利；参加有关 

本国公众和政治事务的非政府组I织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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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妇女参加非政府组织和协会，没有法律障碍。确实，妇女参加 

自愿性工作有着悠久的光荣传统。妇女的参加可从以下三个部门加以研究：一般 

非政府组织；专为妇女参加的组织和争取，女权运动的组织。

“自愿性的”或非政府组织在澳大利亚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随处可见。这些 

组织的规模可从在下议院民众接待室积极活动，热心于当地事务的小团体，到组织 

良好的提供服务的大型团体；后一类团体拥有一些带薪专业人员，其收入高达2 5 

万多美元。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可以估计，全澳大利亚至少有 

3 7 0 0 0个非府福利组织。其中6 0 %是由全部妇女或主要由妇女自愿人员 

所组成。自愿人员中妇女与男子的比例约为3泸1，男女有薪人数比例几乎相等。 

然而，在管理委员会中，男子的人数略多于妇女。这表明妇女参加政策制定和决 

策的机会比男子少。

来自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两州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在1 9 8 2年1 1月末的期 

间，向某社区组织提供自愿援助者约占总人口的2 8 %。 妇女参加的比率在这商 

个州略高一些：在维多利亚州，妇女占3 0%,男子占2 7%;在昆士兰州，妇女 

与男子的比率分别为3 1 %•和2 6 %。 在面向福利事业的组织中，妇女志愿人员 

的比率要高得多：在维多利亚州，男女比率分别为3 1 %和5 2%;在昆士兰州，

男女比率分别为3 8 %和5 1 %。

有些妇女还能利用在志愿组织中取得饱经验作为荻得有偿就业的手段。不过， 

人们担心有酬工人，特别是在一些以妇女为主的社区服务组织里工作的妇女受人录I) 
削，因为她们既领取低工资，又参加一些:无报酬的额外工作。

妇女组织的工作可分为两大类：提供服务和以社会改革为目标的自愿性活动。 

后一种活动逐渐变成积极参与政治，但并非一定要通过传统的政党渠道。大部分 

建立时间较长的妇女组织都基本上侧重于提供服务，虽然某些规楔最大、影响最广 

:的妇女组织，如地方妇女协会和基督教青年妇女协会都发挥了双重作用。许多新 

:建的较小组织把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目标同提供其他服务（例如，保健诊所或妇女 

难民事务）结合在一起。

妇女组织中最大、最著名的新潮派是~女院外选举活动集团。该组织成立于 

1 9 7 2年，其任务是对未来主管妇女问题的议员的选择顺序的方法进行工作。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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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院外选举活动集团成立十周年大会（1 9 8 2年）列举了对妇女、儿童服务正在 

减少的种种情况，特别是作为1 9 8 0年代妇女的各项主要问题，包括儿童保育、 

母界和平与截军。不论是规模大的组织如妇女院外选举活动集团，还是小的激进 

组织部都十分关注贫困妇女。

正如英国和美国，近年来澳大利亚也成立了几个“反争取女权运动”的妇女团 

体。这些团体反对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通过《性别歧视 

法》。它们发起运动，强烈支持家庭传统的作用，特别是妇女作为“操持家务者 

晌作用。

工会由于从事有关工作条件的活动.，因此被认为是关心国家公众事务的最重要; 

'的非政府组织。1 9 8 3年的数字表明3工会会员的男女工人的比例分别为53% 

相4 3 %。 看来工会中的妇女人数较少，很可能主要是因为她们就业的主要领域 

很少有组织严密的工会，诸如业余工作和一些办公室工作。

澳大利亚全部工会会员中，妇女占3 1%。 工会现在认识到，如果要想吸引 

更多的女会员，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诸如儿童保育、业余工作和用力过度引起 

的伤害方面，这些是妇女特别关注的方面。

1 9 8 2年，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巡回访问各下属分会，了解妇女负责人的任 

职情况。初步结果表明，‘2 0 0个工会中，仅1 2个工会设有专职秘书；有2 6 

名妇女任名誉主席或副主席，3 5名妇女系专职工会组织人或工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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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1

妇女的政治权利k颁布的年限）

选举权 被选举权 自强制投票以来

1.联邦选举 1902 1902 1925

2.州选举

南澳大利亚 1894 1894 1944

西澳大利亚 1899 1920 1936/39

新南威尔士 1902 1918 1930

塔斯马尼亚 1903 1921 1928

昆士兰 1905 1915 1915

维多利亚 1908 1923 1926/35

3*地方政府

南澳大利亚 2861 1914 非强锎投票

西澳大利亚 1876 1919 非强制投票

-昆士兰 1879 1920 强制投票

塔斯马尼亚（乡村） 1884 1911 非强制投票

新南威尔士 1906 1918 非强制投票

维多利亚 1903 1918 强制投票

4.地区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联邦选举） 1968 1968 强制投票

北-部地区 

(联邦选举） 1968 1968 强制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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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 1974—1 984年妇女参加议会情况

议员曾选出的妇女 
总数总数（19 74年)

1 •联邦

众议院 127 4

参议院 60 10

州议会

新南威尔士

立法会议 99 4

立法议会 60 11

昆士兰

立法会议 82 4

南澳大利亚

立法会议 47 2

立法议会 22 1

塔斯马尼亚

立法会议 37 3

立法议会 19 3

维多利亚

立法会议 73 4

立法议会 34 无

西澳大利亚

立法会议 51 4

立法议会 30 4

地区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立法会议 18 8

北部地区

立法会议 19 4

1974年妇女
在位总数

1

4

1

8

2

1

1

无

1

1

无 1

1

3

1984年妇女
在位总数

6

13

2
10

3

3

3

2
无

7

5

4 

3

资料来源：根据A • V •斯密斯的一份“对过去和现在澳大利亚议会及地方政府中 

妇女的调查”，1 9 7 5年澳大利亚地方政府i妇女协会，以及来自 

M。Sawer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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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3

1964 1973、1982年12月及1983年担任澳大利亚公共事业 

第二司及第二司咼级文书/行政区域的妇女官员情况

妇女在每一种职务级别中所占的百分;比：

第二司 1964 1973 1982丨年12丨月 I983丨年

〇-2 0.4 2.2 3.0

第三司

文书/行政

第1 1级 无 1.0 4.5 6.1

第1 0级 无 1.8 5.5 6.4

第 9级 0.5 2.3 10.3 11.3

第 8级 0.8 4.0 11.8 13.2

第 7级 0.8 3.4 13.5 15.7

第 6级 1.6 7.2 20.7 22.5

注：解释本表时需注意，1 9 6 4和1 9 7 3年的数字包括当时的邮政部的职员。

1 9 8 2年1 2月所示比例的增大很丨可能是因为去除了以男子为主的运输工业 

部门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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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 男

1968 1697.7
1969 1720.9
1970 1759.3
1971 1819.7
1972 1833.6
1973 1909.6
1974 1969.5
1975 1986.3
1976 1956.8
1977 1940.6
1978 1969.2
1979 1971.4
1980 2009.5
1981 2029.4
1982 2024.4
1983 2007.2

女 人数

506.2 2204.0
528.8 2249.8
571.3 2330.6
631.7 2451.5
704.6 2538.2
763.6 2673.2
807.2 2776.6
847.2 2833.6
843.3 2800.0
857.4 2797.9
861.5 2830.8
902.2 2873.6
946.3 2955.9
964.7 2994.1
988.0 3012.4
97 8.0 2985.2

B•所有雇员：工会会员和年令Cjl 9 8 2 )

工会会员（千） 所有雇员（千） 所有雇员的比例（％)

年令组

(年令） 男 女 人数

1
1

男 女 人数 男 女 人数

15-19 82.4 91.5 173.9 310.1 248.7 558.8 27 37 31

20-24 223.2 176.1 399.3 494.6^ 402.9 897.4 45 44 44
25-34 4'86. 3 225.8 712. 1 878.1 520.7 1398.8 55 43 51
35-44 387.2 175.7 '562.9 661.4 415.8 1077.2 59 42 52
45-54 303.9 136. 1 440.0 492.8 281.5 774.3 62 48 57
55-59 154.6 38.3 192.9 232.9 83.4 316.3 66 46 61
60-64 65.4 13. 6 79.0 104.5 30〇6 135.0 63 45 59

6 5岁社 4.0 * 7.51 20.1 9.9 '30.0 20 * 25

总计 1706.9 860.7 2567.6 3194.4 1993.4 5187.9 53 43 49

7. 4

A.工会：按性别分赚取工资和薪水的雇员人数的比例

：cA：i

会员数（千）

赚取工资和薪水的 

雇员总人数的比例(％)

0
9
9
1
2
3
5
6
5
5
6
6
6
6
7
5

5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9
2
2
4
6
5
6
6
7
7
8
9
6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ë
v

 
8
6
6
8
8
9
1
2
1
1
2
1
1
0
2
1

 

8
7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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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所有雇员：工会会员和职业（1 9 8 2年）

'工会会员（千） 所有雇员（千）所有雇员的比例(％)

职业组 男 女 人数 男 女 人数 男 女 人数

专业、技术等 207.9 219.7 427.6 441.3 410.0 851.47 47 54 50

行政，执行和 

管理 53.7 5.5 59.2 248.8 40.4 289.2 22 14 20

文书 186.4 253.4 439.8 299.6 712.1 1011.7 62 36 43

售货 31.0 65.5 96.5 171.6 200.7 372.2 18 33 26

农业、渔业和 

伐木业等 29.8 * 30.5 111.1 14.4 125.5 27 Vr 24

采矿和采石 32.9 * 33.3 39.5 - 40.1 83 * 83

交通和运输 178.5 18.2 196.7 238.0 41.5 279.5 75 44 70

贸易和生产 

加工工人 

和劳工 869.9 148.9 1018.8 1444.9 224.5 1669.4 60 66 61

服务.体育 

和娱乐 116.7 148.4 265.1 199.7 349.3 549.0 58 42 48

总计 1706.9 860.7 2567.6 1993.4 5187.9 53 43 49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工会统计数字：6 3 2 3。0

1 9 8 2年澳大利亚统计局工会会员：6 82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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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惜施，保证妇女与男子平等氺受歧视的条件 

下，有机会在国际上代表本国政府参加各国际组织的工作。

尽管妇女参加这些领域里的活动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 

的这方面的记录并不突出。1 9 8 2— 1 9 8 3年，外交部有1，4 7 5名男乎 

和1，1 9 7名妇女在国外工作，但是其中担任助理文书以上职务的妇女仅占 

1 0 %，而且没有一名妇女在国外担任相当于高级行政公务员的职务。在国外工 

作的澳大利亚开发援助局的职员和专家中|，妇女仅占1 0 90。

至今澳大利亚没有保存一份关于代_国家在国外执行特殊使命的男女工作人员 
的记录。这类人员一般是从已有这类崔验的范围狭小的个人中挑选的，在这个à 

体里妇女人数极少。

澳大利亚公共事业部门内的平等就业i机会计划，要求各部门保存关于参加非正 

式开发工作的男子和妇女的人数和比例的I统计数字，这类工作包括参加国际交流、 

海外邮政、海外旅行以及代表各部门参加I重要的委员会、重大活动和其他各种会媒。

第九条

1. 缔约各国应给予妇女与P子相同的取得、改变或保留国籍的权牙|J。 
它们应特别保证，与外II人结婚;，或婚姻期间丈夫改变国籍，均不当然4 

变妻子的国籍，使她成为无国籍k，或把丈夫的国籍强加于她。

2. 缔约各国在关于子女的_籍方面，应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杈利。 1

1 9 4 8年《澳大利亚国籍法》涉及取得和丧失溴大利亚的国籍问题„
! *

关于根据血统、继承或授予取得澳大I利亚国籍的规定，男女是一样的。同样， 

因为取得另一国籍，放弃国籍、在另一个I国家的武装部队中服役，或被剥夺国籍而 

丧失国籍，男女无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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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缔约各M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并保证妇女在教育 

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教育的一般结构

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都有教育的法律:，与此同时，根据澳大利亚宪法，州政府 

在这一领域负有主要责任。自1 9 7 ，北部地区政府承担了负责该地区教育 

的责任。联邦政府在首都地区和外部领土，对教育负有直接责任。此外，联邦 

政府现有法律向学生提供援助，并使补充规定成为各州有关教育的各级法规。

在澳大利亚各州和各地区，教育制度1 的基本原则是保证6至15岁（塔斯马巧 

亚州直到1 6岁）.的所有儿童都能够受教育。州与地区的法律规定所有符合规笼[ 

年龄的儿童必须在政府办的学_或在一些^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离校太远或身I 
体有残疾、心理有缺陷或无力4女的儿童阿以免受义务教育。对这些儿童还有其I 
他规定，通常是采取函授或其奋远距离教育方式。对残疾儿童提供特种教育服#， 

他们可以在单独的专门学校上学，学校设_较大的居民中心；亦可在正规学校的_ 

声班上学，或以参加正规班为主，留出一段时间由专门人员作辅导。 I
;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地区规定了政府要开办小学和中学的制度。虽然在这些-fj

受教育是免费的，但是，通常也希望学k的家长自愿出一些费用以支付课本、其 

啤教学设备、某些材料、学生游览以及可I自由选择的活动等的开支。低收入家^ 

可莸得财政援助以支付上述经费和交通费j I
各州与各地区还设有非政府开办的学关于这些非政府开办的学校的比-， 

可以如下事实说明：每四个澳大利亚儿童^一个儿童在他们学生生活的某一段时_ 

是在这类学校里上学的。天主教系统的_校有一个松散的州X地区一级的组织机 

构，但是其他非政府主办的学校大多是由k自独立的委员会创建和经营的，有时^ 

一个更大的权力机关如某一教派的宗教团jf本的监督。在这些学校里上学需要交鉍 

竽费，虽然有些学校，通常是天主教教会校对那些需要对其子女进行宗教教育一 

低收入家庭可取消或减少学费。

非政府主办的学校需根据政府当局（通常是各州和各地区的注册部门）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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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进行工作。在大多数州和地区直到学校注册以后才能开办或继续进行工作。 

只要符合最低的教育标准，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方法不加任何干涉，学校在资金和经 

常性开支方面还可以得到州和联邦政府的舞助。

中学系统还为超过接受义务教育年龄的学生提供机会。这些学校的课程通f 
是为接受高等教育或技术学校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而需要入学考试的特殊要求开设 

的。此外，过渡性教育课程还在不断增加，这些课程不以符合学院资格为目标。 

关于塔斯马尼亚州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的学校系统，最后两个学年（即义务教育以 

外的授课）另在中等专科学校里上课。

在澳大利亚，大专院校高等教育是按I照有关的议会法案建立的自治机构。舞 

供技术教育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是州和北h地区政府为各自的州规定的一项职责。 

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这类教育是由联邦k府主管的。

联邦提供教育经费

如前所述，州政府与北部地区政府负丨责提供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 

和中等以上教育所需的经费。联邦政府向这些州的教育部门提供经费援助。联

邦政府向大专院校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动提供经费。

联邦政府设立了两个委员会，负责管i理联邦政府批准的教育财政援助计划。

1 9 7 7年成立了联邦第三级教育委I员会，它将大学委员会、高等教育委员会 

及技术和延续教育委员会的职能统一起来‘以管理。每一部门又成立了一个委^ 

会，每一个委员会就涉及本部门的事宜向 I主管部长和委员会提出咨询和建议。- 

员会本身有两名妇女，而每一个委员会又_妇女二至三人。

委员会将有关联邦政府给予大专院校I高等教育和技术学校和中等以上专业学校 

1的财政援助的全部事宜通知教育部长，提供资金的安排承认各州宪法规定的义务， 

时也是为了保持大专院校高等教育在教学[Il的独立自主。_ I
1 9 7 3年，成立了联邦学校委员会i负责就以下事项向教育部长提出建议 

;政府办的和非政府办的中小学校里的建筑I标准、设备、人员配备和设施；上述学枝 

:的需要；联邦政府向学校提供的有关财政I援助等事宜。委员会具体负责管理一些 

联邦资助计划，例如条件差啲学校、专科，校以及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等计划;_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外还包括教师进修计划和某些对ai家有重要意义的项目。

自1 9 8 1年以来，在三名专职专员中曾任命了一名女专员，此外还有两名兼

职的女专员。委员会为了履行其职责，视需要有时同州与地区的代表和当局进行

磋商和合作，并与非政府办的学校有关的机构、当局和其他机构进行磋商和合作。

它还可承担主办必要的研究项目，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通过这些工作，

委员会有很多机会来促进和鼓励从全国更广泛的角度出发拟定教育政策。学校委

员会1 9 7 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少女、学校和社会》，现已被描述为澳大利亚教

育思想的分水岭（这份报告将在后一部分1 详细讨论）。

联邦政府在其1983年7月28日陵表的关于向联邦学校委员会提供资金的

指导原则中，说明了委员会1 9 8 4年资助开展特别是与少女教育有关的项目的情
1

况。 还要求委员会就其所有计划对少女教育的影响提出报告。 I

I
关于教育歧视的法律

联邦政府的性别歧视法于1 9 8 4年8月生效。目前学校、学院、大学和_ 

他学校以某人的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由而对其歧视是违法的；歧视行为包4

拒绝一个学生的入学申请、剥夺或限制某辦受益机会、或开除学生，或使学生受到
. 丨.

某种损害。宗教学校的法律中还有一项I特别的豁免规定（与教师的任用和学生乂 

学有关），单一性别学校仍将继续有权拒^异性学生入学。州一级反歧视法同# 

适用于教育。

政府机构

如前所述（见导言），联邦教育部、学校委员会和联邦地区教育委员会都已成 

立了有关政策执行机构，负责对妇女和少女的各级教育。

大部分州和地区政府现在都设有一名妇女顾问或一名协调员协助工作以便消除 

性别歧视，有些州和地区还有反歧视法。每一个顾冋的情况因州而异。在西澳大 

利亚和北部地区，妇女顾问最近已被派往教育系统任职。在南澳大利亚，平等机会 

领域里的顾问还有责任过问基于民族或种狭和伤残冋题的歧视。在昆士兰，授权 

负责非性别歧视教育的官员还履行许多其牠职责。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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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聘用的是专职顾问。他们参与编写资料，向平等机 

会委员会提供服务，向学校提供咨询；联k各学生家长和教师组织等。由于批准增 

设教育总局长，联邦和州各级教育部门里I的妇女顾冋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会议。 

在每次会议上，都编制一份载有全国教育if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文件，提请教育总4 

长会议审议。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已在州教育部内制走了一项平等机会政策，其中包括为加快
I

实现包括妇女和少女在内的处境不利群体的平等就业机会而采取的积极行动战略。
I

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塔^马尼亚州政府已制定了关于平等就业积 

会和在学校消除性别歧视的详尽的政策声朗。塔斯马尼亚州的政策以前已于 

1 9 7 9年登载在政府的公报上。

学校委员会的资助已使澳大利亚教师_合会能为联合会在各州的下属组织聘用 

妇女顾冋提供补助。这些委员会已提出i了各种项目，包括编制供课堂教学用的教 

材、制定在职教育计划和举办培养计划研i讨会以培养女教师的领导才能，还为妇女 

和少女促进平等机会而向委员会提供服务 f 委员会还支持开发妇女研究资源中吩， 

并捐助资金聘用州教育部门官员，以监督i供学校使用的教材和编写没有性别偏见约 

新教材。

第十条⑷

在各类教育机构，不论其在_村或城市，职业和行业辅导、学习的矶 

会和文凭的取得，条件相同。在学前教育、普通教育、技术、专业和高 

等技术教育以及各种职业训练方面，都应保证这神平等。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在义务教育期间，用入学机会来衡量:，女孩享有与男孩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在义务教育后，学令为1 6— 1 9岁|，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孩的适令入学率 

都趋于下降。直到1 9 7 6年，在学校最后一年，女孩的留校率低于男孩。自

1 9 7 6年以后，女孩所占比率一直很高，1 9 8 2年40 %的女孩留在第十二年 

级，而男孩为3 3% (应指出，男女孩留校率低于某些国家，这个问题很直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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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许多留校生把这种办法作为失北的一种替代手段。

1 9 8 2年，由于联邦政府提供了资金，并取得州教育总局长的支持，M〇]A|SH 
大学雪莉.桑普森博士在全国范围内对非I性别歧视教育的项目作了一次评价，重属

放在改变少女对取得职业机会的认识。桑普森博士在她的结论中指出，每一个州
!

都对政策作了解释，表明教育制度的意图▲向处境不利的少女和妇女提供没有任何

偏见的学校教育。然而，这次评价研究!的结论是，这些政策在学校里未得到有效 

的实施。平等机会机构和资源中心在一些州并未完全建立起来，而且又往往十_ 

:缺乏执行政府公_承认的平等机会政策的员。而且还缺少执行有关由学校提供的 
职业情报和咨询服务的平等就业机会政策 I。 职业咨询服务未表明存在工作的可會Ï 
性，并使少女对商业、技术或科研的全部I工作发生兴趣。

学校委员会于1 9 7 4年对少女和妇女受教育的需要进行了首次重要调查 

筹点是妇女和少女缺乏受教育机会程度究竟多大。衡量的标准首先是少女受正规 

教育的时间较短，从而限制了妇女的工作 

事调查的委员会在其《少女、学校和社会

和生活机会促成了妇女的地位低下。；| 

》这份报告中，表达了对教育领域坚持^

丨必要的性别差异的关切，它认为这对男孩女孩都可能是有害的。委员会认为，邊 

种教育制度有助于使女孩认为因为她们是 I女的，所以更愿到自卑和不能独立。•委

,员会提出了可在委员会正在开展的计划范
围内采取行动的若干建议，以便鼓励和4 

特在各级学校里工作的人们直接k取行动I以改变这种状况。

1 9 8 4年7月，学校委员会发表了《少女与明天》，这是少女教育工作团的 

报告。该利用以前的报告《少女、学校和社会》为基线，就此后的倡议、行动和 
啟革作了调查，并审议了对少女教育的结k 工作团的主要建议是，急需制定-• 

项全面的全国性政策，其中包括少女能取It导同等教育的战略任务。工作团评论ii， 

学校委员会资助的项目虽已取得某些有价陣的成果，但是资助的成效是有限的，^ 

且影响不大。工作团认为.缺乏系统的方!法和根本性的变化。报告建议由联邦1 

校委员会负责制定一项行动计划，提交联I邦政府，并同所有与教育有关的机构違1^、 

合作，以鼓励它们也参加行动。

学校教育委员会完全通过了这份报告,，并已着手制定一项关于少女教育的全两
I I

政策草案，提请部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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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在澳大利亚是通过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机构及大f 
院校高等教育提供的。 i ;

， 六个州政府和北部地区政府负责提供,各自范围内的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丨 

联邦政府负责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提供拭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并向各州提供^ 

加经费，以全面提高澳大利亚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的效力。依靠遍布全澳犬 

利亚的约二百五十所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 i教育学校，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可辑 

供范围广泛的进入高等教育的网点，这是;两个高等教育部门（高等教育大专院校） 

无法比拟的。 ! !

妇女参加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情况极不平等。尽管参加接受这方面孝 1 

育的男女人数几乎相等，然而男女定型任i务的课程隔离却是非常明显的。除妇_ 

理发专业课外，她们参加商业课的比例微i乎其微，而大部分妇女集中在秘书专业# 

非职业性的课程。 ； i
1 9 8 1年，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I育校长组建的全国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孝i 

育妇女顾冋工作团，向技术和中等以上专I业教育校长会议就协助制定计划和促进妇 

女参与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的平等机会提出了报告。工作团就妇女接受技术与中 

:等以上专业教育确定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若干领域向校长报告如下：

一政策和计划 

一组织结构 

一实习

一成年妇女的再入学 

一儿童保育 

-人员培训 

一 师资培训 

一.有特殊需要的群体 

一女移民 

一 土著妇女

一 乡村妇女和与社会隔离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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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分配 

-技术改革

联邦政府在发布1 9 8 4年指导原则:时，要求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就迅速实现 

大大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方法提出建议，包括为处境不利的人提供临时课程和补谍， 

(开设全部课程、学校和部卬等途径）。

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其《1. 9 8 5!— 8 7年三年报告》第一卷中明确表示， 

要对上述领域中的某些项目给予资金援助p 这些项民包括••儿童保育，就业前和
i I

实习前全日制培训课程，临时课程和补习课程，咨询和再培训计划以及为使更多吟 

妇女参加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课程而采取的其他主动行动，包括非传统领域里 

的项目。

总之，尽管自1 9 7 5年以来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便为少女提供商业、技术餐 

理经验并提高社区对扩大女子选择职业机必要性的认识，但变化十分缓慢，而i 
由于近年来青年劳动力市场急剧恶化使得k秤变化更加困难了。 1 9 8 2年，d

i I

有的新学徒人数下降约3 0%。

自1 9 7 5年起，受高等教育（高等_育的大专院校）的妇女注册人数的比例 

一直在稳步增长。1 9 7 5年，接受高一教育的女学生占40%，到1 9 8 2卓 

已上升到4 6%。 这一增长情况反映了I中等学校的第十二级的女孩留校率在不_ 

增长，从而使有资格进入高等教育的女孩数也有所增加。伺时它还多少反映了这 

个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困难和妇女要求改变|x作的愿望。

如同各教育部门一样，总数字掩盖了_受教育性质上的明显差别。接受高_ 

教育的男女学生在专业选择上仍有显著的I区别，尽管自1 9 75年女学生已进入名I 
个专业领域。在某些专业里，已经有了 I明显的变化，而过去这些专业基本上没^ 

妇女。例如，女学生在大学医学、兽医^法律专业里所占比例1 9 8 2年分别为I 
4 1%、4 596和4 0%,工程技术专业k册的女学生比例增长了三倍，从1976: 

:年的2 %上升到1 9 8 2年的7 %。

然而，尽管更多的妇女进入了 “男性I”的专业，但有些“女性”的科目却更加 

变成以女子为主的领域。大学中的人文晗科和师资培训专业（以高等教育学院I为 

基地）在同一时期选择这些谋卷的所有男汝学生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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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这一变化尤为明显。社会学、行为科学（大学）和文科专业（学院）录取 

女生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些情况合在一起Y吏女生入学的总比例有所上升。

1 9 8 2年，妇女在澳大利亚大学里^读高级学位的学生中占3 1 %，这表明 

与1 9 7 5年的2 1 %相比，有了明显的!增长。1 9 7 5年，注册攻读高级学植 

，的女生中，7 5 %以上集中在人文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 

这一势头一直继续到1 9 8 2年。男生I在学科领域分布上的变化不甚明显，在:k 

引人注目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男生的注册I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在教育、社会和 

.行为科学领域中，其注册比例有所增加。

在大学里，妇女在低级教师中的人数!非常不相称；1 9 8 3年，妇女占辅导教 
师总人数的4 4 96,但教授一级的仅占2_。 在任何一类的教师中，妇女受聘白4 

机会都少于男子。这使她们处在特别易I受影响的地位，一旦经费短缺，便有被轉 

碱掉的危险。

,第十条⑼项

课程的选择、考试、师资的标准、校舍和设备的质量相同。

总之，在所有公立教育部门里，妇女 丨和男子课程的选择、考试、师资、校舍$ 

质量相同。然而，有关研究表明，与课程和时间表有关的学校组织结构可能使_

生参加某些方面的课程受到限制.，从而使 她们受到损害。例如，选择传统商业科

目的女生会发现，不可能把这些课程同数学或科学科目结合在一起学习，原因在1 

这些科目在时间表上有冲突。学校还通i过职业指导积极劝告女生不学习诸如技;(

;绘图、冶金或物理学等非传统专业。

I在小学和中级学校里的男孩和女孩的i课程通常是相同的，但是在选择中学科自 

丨时男女生有明显的区别。由于大家对这I个冋题的关注促使联邦和州的妇女教育i 

i问编写了一份立场文件，题为《中学科目I选择的性别差异》，供1 9 8 0年6月_ 

开的教育总局长会议审议。这份文件就!研究、收集资料和改变课程的必要性，f 

:校的组织和教师培训事宜提出了各项建议卜 ;

特别注意两个料学学科:物理和化學S因为它们对i被录取进入高等学杈的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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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是十分有助益的。这两个学科录辦的男女学生明显地被不相称。尽管一些 

州录取的高中化学学科的女生人数有一定繪长，而且在全澳大利亚丟生的留校率高
I ‘

:于男生，然而在高中最后一年的在校生中丨学习物理学的男孩人数仍比女孩高一倍

(2:1)。

如果把科学学科的学生入学率同数学的入学率作一比较，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尽管学习数学的女生人数有了明显的增长，然而这些学生正在学习的专业性和学术 

性都较差，学习人数的比例则日益增长。女孩子即使继续学习数学，但驰们学习I 

:的成绩通常比男孩子差。

1 9 8 4年，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参I与和公平计划，鼓励超过离校年龄的青年； 

参加技术和中等以上专业教育机构举办的有益的补习和培训活动。这项计划是

府正在制定的青年政策全部构架的核心。政府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使那些处境不牙!j 

的人（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妇女、儿童和某些少数民族和土著人）能够向更I 

多、更平等参加高等教育这一目标迈出的it要一步。

按照参与和公平计划，联邦政府将资h某些特殊计划，以提高女孩的数学、科 

学和技术水平，从而继续实施并扩大先前W邦和州在这一领域里采取的主动行动。

第十条(C)项

为消除在各级和各科方式的_育中对男女任务的任何定型观念，应_ 

励实行男女同校和其他有助于实k这个目的的教育形式，.并特别应修订_ 

科书和课程，修改教学方法。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政府办的小学和大多数非政府办的小学都实行男女同校。 
最近出现的一种趋势是把残存的单一性别^校改成男女同校的学校。

在中等教育都门里，虽然大部分政府丨办的学校都实行男女同校，但是许多非職 

府办的学校仍采取单一性别的做法。

中等教育以上的教育机构全部实行男女同校。

现在，澳大利亚国内在这方面有许多•论，争论虽是男女同校作为减少女子碑

受教W万®所遐到小利汆件是沓W效。弊然，在男文同校的地方，各项设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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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但利用这些设备仍然存在不平等现^象》例如，学校采用计算机以后，女孩 

常被挤走，所以男孩就可以显露其本领和It要性了。 在教室里学习的情况表明，‘ 

如果男女生人数相等，而教师把三分之一以上的课时用在女生身上，因ÿ男生和_ 

师都认为女生得到教师的关心过多。在鄞些女孩缺乏信心的领域，如数学，就< 

提出这一问题，要求男女生分开上课，以^强女孩的信心，提高她们的能力。同 

祥，有人主张失业青年培训计划应当把一 I些核心部分或一定的工作日专门留给年賁 

妇女，这样她们就不会因男青年的侵犯行为而处境不利了。 如前所述，在澳大牙！1 

亚，许多私立学校是单一性别学校，因此人们认为，女孩子在这类学校里学业上戶 

以有更佳表现，其原因就在于她们能够在i良好的环境下追求自己的目标，有适当的 

妇女楷模可学，无需“裝聋作哑”以博得_孩子的欢心。 I

维多利亚州男女同校的学校为女生单讦的数学课和计算机课表明，女孩子的表 

现比男女同一个班好。联邦学校委员会I目前正在支助这一方面的项目。

分开上课的这些安排不能同以往那种:“学生编班制”学科制度相提并论，那种 

制度，如前所述，由于限制了向女孩开放的学科范围，从而使她们处于不利地位。I 

分开授课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女孩学习和增强信心学好那些迄今一直被看作男生享 

特杈的学科。

联邦和州的妇女教育顾问编写了一份对各州、北部地区和溴大利亚首都地区开

设非性别歧视课程倡议情况的调查报告， 提交1 9 8 3年教育总局长会议讨论。

该调查报告表明，开设无性别歧视的课程:的许多考虑，已.开始在学校提出。但,， 

就各系统而言，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后次序很不相同，即使在州教育部作了高度优先# 

排的情况下，无性别歧视计划的效果使这种高厪优先地位从中央到学校一级不断▲ 

到削弱。这是整个教育系统共有的冋题L 从主要方面看，学校的努力往往是_ 

决于教师个人及乂或是校长应对这一冋题担义务，但往往遇到阻力和习惯势力。

该调查报告认为，侧重在不改变课程做法I的情况下，提供更平等的课程规定的方蜂 

是不适当的。

妇女顾问认为：目前的课程未能充分I重视妇女的经验，而主要把男子的经验_ 

为人类的经验。

一些州举办了在职培训课程，提请从事教学的教师注意无性别歧视教育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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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遇到的问题有兴趣不高和资金有限。要引起教师注意某些具体问题，如女 

孩学习数学和科学课程缺乏代表性。在这方面一些州已采取了行动那是比较容易

的。

在澳大利亚，师范学校是自治的，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课程。这些学校不需 

:要提高培训教师对无性别歧视教育冋题的认识。

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它最近发表的$ 1 9 8 5 — 8 7三年报告》中建议，在 

高等教育领域里继续努力提高中学数学，科学教师的备课质量，以便使更多的女学 

生学习学校里开设的这些科目。委员会陡在维多利亚州“后中级教育委员会”的 

协助下提出了一个项目，以提高这些学科!初级教师培训课的备课标准。

第十条⑴项

领受奖学金和其他研究补助1金的机会相同；

有多秤学生援助计划可通过联邦教育I部莸得资助。中等教育津贴计划旨在1 

助收入有限的家长维持子女读完中等教育障后两年的课程。领取津贴的资格通过 
考查收入决定。援助与社会隔离子女计丨划的对象是与社会隔离家长的子女，即^ 

些因地理位置处于偏辟地区或因条件不利|，必须远离家庭就学，则可上函授学校_ 

寄宿他人家里就学的学生。补助金包括基本津贴（不需要考查收入）。还有 

种特许补助供有一个以上符合领取补助^条件的孩子的家庭利用。 ：

高等教育援助计划通过考查收入提供!津贴，领取对象是莸准在高等院校里注^ 

攻读全日制或研究生学位的澳大利亚学生I。 考查收入即可适用于父母的收入，^ 

可适用于配偶一方的收入。 此外，还^有研究生奖学金计划能使一些学生在大学

或高等教育院校里学习硕士生或博士生课程。

土著人中等教育补助金计划和土著人研究补助金计划分别始自1 9 7 0年和 

1 9 6 9年，以帮助土著人和托里斯海峡I的岛民利用受中学教育机会，或使他们_ 

校后有机会再接受中等以上专业教育或培训。 i

此外，还有成人中等教育援助计划，帮助成年人（1 9岁以上）返校接受中# 

教育和在全日制基础上为入学考试学习的i课程。这项援助须通过收入考查，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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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高等教育援助计划相同。

自1 9 8 3年7月起，移民和少数民族事务部管理向参加高级英语课程的移 

民发给生活津贴计划，以前这项津贴是通过教育部提供的。生活津贴相当于适合 

领取失业津贴的标准，生活津贴如同失业_贴一样须经过收入考查。

到1 9 8 3年6月，按照各种计划领k津贴的人数如下：

到1 9 8 3年6月，得到教育部和青b•事务部计划援助的人数；

1.中级教育津贴计划

总数=4 5，5 5 8
男4 7 % 

女5 396

2.与社会隔离子女的援助

总数=1 9，3 1 8

3. 高等教育援助计划 

总数=8 4，3 4 7

4. 研究生奖学金计划 

总数=2，18 0

男5 4 % 

女4 6 %

男4 7 % 

女5 3 %

男6 5% 

女3 5 %

第十条⑹项

接受成人教育、包括成人识字和实用识字教育的机会相同，特别是为 

了尽早缩短男女之间存在的教育水平上的一切差距。

接受成人教育的机会在理论上是对男女平等开放的。但丨在实践中妇女的参与 

常常受到家庭义务和男女定型任务对妇女^用的限制。因此]例如，移民妇女ii 

为要照顾子女很难上英语课。为了解决g个问题，目前正在设法提供有关儿童保
I ■

育的设施。同样，妇女认为她们难以被音训成i会的行政人，因为培训涉及住姨 

上课，而这又同许多妇女的家庭责任发生p盾。现在已采取了一项协调行动，爽 

排更多不住校的课程，或在教学视场提供照着孩于的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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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没有关于成人识宇的统计资料。但是1 9 8 1年一项人口普查表明， 

全国1 3岁以前离校的人数，男子为1 4 9，0 0 0人，女子为1 5 5, 0 0 0人; 

此外3 9，0 0 0名男子和5 0，0 0 0名女子从未上过学。男女在掌握英语的 

熟练程度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差异：3 1，0 0 0名妇女不会讲英语，而男子不会 

讲英语的只有15，0 0 0人，但英语讲得很不好的，女子为12 9，0 0 0人，

而男子为1 1 7，0 0 0人。

第十条(f)项

减少女生退学率，并为离校过早.，的少女和妇女办理种种方案;

1 9 8 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各州I少女在第十、十一、十二年级的留校_ 
高于男孩。确实，到第十二年级（中学最后一年），仍然留在学校的女孩为40_ 

而男孩为3 396。 按年龄统计的数字表玥了类似的情况：1 7岁少女的留校率^

3 2%，而男孩为2 8%。 I

女孩比男孩接受教育机会更多的趋势表示了最近的变化情况。1 9 7 1年，!

1 7岁的女孩和男孩的留校率分别为2 4%和3 3%。 自那年以后，男孩的留_

率下降了，而女孩的留校率有所上升。 9 7 8年是1 7岁女孩的留校人数多于i

1 7岁男孩的转折点。然而，（根据澳k利亚统计局1 9 8 2年调查资料），^ 

，些留校继续学习的女孩说，她们之所以要k样做，是因为她们“找不到工作或没^ 

1别的事可作”。

为过早离校的少女和妇女安排计划

1 9 7 0年代以前，女孩往往比男孩更早退学。人们认为少女教育不大重要， 

P为女孩“只配结婚”，而男孩则受到重因为指望他们养家糊口。 现在那^

I年轻时中断学业而希望再受教育的年长妇k■正面临着种种冋题。 

j自1 9 7 5年，成年妇女（2 5岁以上）上高等学校（高等教育的大专院校）

I学习的人数和比例有了显著增长。1 9 7 5年，在高等学校学习的女生，年龄起. 

㈣：2 5岁者占2 6%，而到1 9 8 2年这卜比率已增加到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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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参加业余学习的年龄稍大的妇女正受到来自一些地区的年轻人的抨击， 

这意味着她们更需要也更有权利进入政府补助的学校学习。

第十条(g)项

积极参加运动和体育的机会相同；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4,条细则(1)规定：

“按体重、年龄、技术等划分的一级扣二级丝毫没有使下述行为成为非法：排 

除某一个性别者参加与竞赛者的体力:、耐力或体质有关的任何竞赛运动”。

然而，细则⑵进一步规定，细则(1)不适用于排除不满1 2岁的儿童参加包括体 

育活动在内的某些特殊的活动。因此，：一般不能排除1 2岁以上的女孩，参加向 

男孩一样的体育活动。

人权委员会正在进行

—调查12岁以下儿童在全囤一级鲈校参加校内游泳和体育运动表演情况j 

—研究有助于澄清关于“体力、耐k；和体质”的概念，并检查体育运动机构 

和俱乐部正在利用《性别歧视法I》第4 2条细则(1)作为正当理由歧视妇 

的情况；

一编写一项文献资料，内容包括澳木利亚和国外目前出版的关于体力、耐力 

和体质与参加体育运动和体育表演的相互关系的文献书目。

据观察，在中学教育中期，女孩往往kf体育活动失去兴趣，与此同时，学习成 

绩也开始下降。联邦学校委员会工作团it近关于少女教育的报告建议，尽管许^ 

女运动员个人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人|们基本上仍然认为体育运动是男子的天_， 

男子运动在学校、.大众媒介和社会上莸得j了高于女子运动的地位。对女子体育遂 

动的成绩和体质上潜力的忽视，不仅影响到少女一般健康，.而且还影响到她们的自 

尊心和对自己能力的认识能力。

联邦政府认为，注意女孩童年时代的^体成长和信心，如同重视她们的数学矛f 
科学教育一样重要。按照联邦学校委员I会全国重要计划，1 9 8 4年政府拨款4 

十五方澳元专门屈于改善女子教育成果的芾关项目。按照计划，重点将放在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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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少女的运动和体育方面。

第十条㈨项

有接受特殊教育性辅导的机会，以保障家庭健康和幸福，包括关于计 

划生育的知识和辅导在内。

莸得保健知识，没有特别的性别规定+的保障。然而，保健教育通常是多少 

受到某种忽视的领域。对在校适令学生:提出计划生育建议是个长期有争议的冋 

一方面，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对家庭生活1进行无理的干涉，而这方面的任何事先¥ 

定权首先应当留待家长来采取。这个基1 本论点常常是这样一秤意见，即这样做会1 

鼓励目前还很天真无邪的青年利用避孕知1识跑到外面去做性试验。另一方面，-j 

部分人认为，青年人有权获得这方面的知只，而许多家长和子女愿意通过孝i育系轉 

得到这样的知识。他们指出，关于未成^女孩所经历的生育、流产的资料使人_ 

加明确，既已进行性试验，所以最好让那些进行性交行为的青年充分了解计划生肯 

知识。

一般保健知识最好以传授家庭常识或类似学科知识的方式传授给女孩而不是男 i 
孩。为减少男女定型任务观念而采取的P分行动，应当保证将这类通俗易懂的知j 

识传授给男女双方，使他们懂得双方同样P应对自己的子女的健康和幸福负责。，
各州的教育部，除昆士兰州外，都已i比准实行的教学计划应包括人类关系、 

性发展、保健常识等课题。这些计划几乎是1包括了生育知识。通常由每个学校4 

出自己的教学方法，还经常通过家长协会i青家长协助。鉴于计划生育及与人类的 

性生活有关的其他问题在政治上和社会上P然是个非常敏感的冋题，所以应当允坪 

家长有权根据个人意愿不让其子女参与计|划。
在昆士兰州，学校只可在课外时间执！^这些计划，而且家长也必须参加。

至于这些计划的细节或范围，现有资h很少，特别是没有每个州的全面比较赛 

料。由于这个科目从未纳入可考查的或可估价的课程范围，所以没有作过正式每 

i录供参加其他学科，特别是参加自然科学字科（上文列举的）考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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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TT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 

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相同权利，特别是：

⑻人人有不可剥夺的工作权利；

⑸享有相同就业机会的权利，包括在就业方面相同的既选标准；

(c)享有自由选择专业和职业，升级和工作保障，一切工作福利和服务条 

件，接受职业训练和再训练，包括实习训练、高等职业训练和经常训 

练的权利；

⑷同样价值的工作享有同等报酬（包括福利）、平等待遇的权利，在评 

定工作的表现方面，享有平等待遇的权利；

(e) 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特别是在退休、失业、疾病、残废和老年或其 

他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以及享有带薪假的权利；

(f) 在工作条件中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机能的权利。

2. 缔约各国为使妇女不致因结婚或生育而受歧视，又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权 

利起见，应采取适当措施：

⑼禁止以怀孕或产假为理由予以解雇，以及以婚姻状况为理由予以解雇 

的歧视，违反规定者得受处分；

⑼实施带薪产假或具有同等社会福利的产假，不丧失原有工作、年资或 

社会津贴；

⑹鼓励提供必要的辅助性社会服务，特别是通过促进建立和发展托儿设 

施系统，使父母得以兼顾家庭义务和工作责任并参与公共生活；

(幻对于怀孕期间从事确实有害于健康的工作的妇女，给予特别保护。

3. 应参照科技知识，定期审查与本条所包涵的内容有关的保护性法律，必要 

时应加以修订、废止或推广。

女劳动力

过去二十年里，澳大利亚妇女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在通过劳动力市场赚取收入 

的有关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〇 最大的变化是在1 9 6 9至1 9 7 5年期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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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经济地位的相对提高是通过增加女劳动力的参与率（其间男劳动力的参与人数 

下降）和对男子工资的相对增加率实现的。从1 9 6 6年8月到1 9 8 5年8月， 

按人口平均计算，女劳动力从3 0%增至3 9热；以工时计算，从26%增至32%。 

户人1 y 6 8 —6 9年到1 9 8 1 — 8 2年期间，妇女与男子全日制工人收入比率，

增长了三分之一，由原来的0 • 5 6增至0 • 7 5。

女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几乎全部是在已婚妇女中发生的。明显的是参与率最 

显著的增长是有孩子的女劳动力的增加。1 9 6 9年，有1 2岁以下孩子的妇女 

占劳动力的2 9 %; 1 9 8 0年，该比例上升到4 2 • 5 %。 1 9 8 4年，有受

抚养子女（不满1 5岁或1 5 —2 0岁的全日制学生）的妇女参与率为46场。此 

外，有关研究表明在整个1 9 6 6 -8 5年时期女劳力供过于求，她们未被计入失 

业率之内，因为按照官方的主要规定，她们属于不积极寻找工作者。她们被列为 

“受挫折的”工人，而这通常是她们因年令或语言受歧视而遇到了种种问题，或者， 

她们照顾孩子有困难，或仅仅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可做。这类妇女的人数在过 

去两年里大大减少。

妇女的参与率从1 9 6 6年8月的3 6%猛增至1 9 7 5年8月的4 3%。其 

后一个时期，其间的参与率处于大约4 4 %的平稳状态。随着经济活动的起落，

时而高出，时而下降。1 9 8 4年，参与率再次上升，到1 9 8 5年后期达到 

4 6%以上〇 全时就业的女工人数的增长，基本上限于1 9 7 5年之前和1983 

年以后；在这一期间，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参;&P非全日工作。自1977 

年，大部分参与率的增长仅限于2 5 —4 4岁之间的妇女。妇女生活方式的这种 

巨大变化为社会的主要变化带来了活力，因此决策者和整个社会才开始了解这一情

在澳大利亚，如果把妇女的工令划分为有酬劳力和无酬劳力，现已不再有任何 

意义了。 几乎所有妇女都参加工作；不论某一妇女在某段特定时间是否参与有酬 

劳力，这仅仅反映了她们已经登上了生活周期的舞台。这是因为决定一个妇女劳 

力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她的年令及子女的多寡。大部分妇女在有孩子以前就参 

与了劳动力市场。但许多妇女有了幼儿以后便暂时退出有偿就业（尽管如此，

1 9 8 2年3 1 %有5岁以下孩子的已婚妇女仍离家在外参加有酬工作）。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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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妇女们又都纷纷返回有酬工作岗位。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所有1 8岁以上目前未加入劳动力市场和无意返回劳动力 

市场的妇女中，5 0%是6 0岁以上已超过通常退休年令的妇女，另有17%年令 

在5 0 — 5 9之间的妇女，她们不大指望找到有偿工作。这些年老妇女中，许多 

人在年轻时已工作过若干年^

因此，有酬工作对釣女显然是很一般的而不属例外情况0 大部分在家妇女或 

属于因年事已高而退休的妇女，或属于有幼儿的母亲，她们打算在孩子长大后重新 

返回有偿工作岗位（不久前的调查表明，身边有学令前儿童而不想重新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妇女仅占2 9 %)。

1 9 8 4年对1 0 0个1 8岁以上的妇女的调查结果如下：

1 4名妇女的工作属于有偿就业，目的是为了寻求刺激和金钱，）mi

2 5人参加有偿就业主要是为了赚钱，

17人打算返回有偿工作岗位，

14人年令在5 0岁以下，不想返回工作岗位， ）不想重新加入

3 0人年令在5 0岁以上，不想返回工作岗位〇 j劳动大军

(1 9 8 4年克茱门格网）

因此，大家公认的主妇通常都是老年妇女，她们出生在非常不同的二次大战前 

的澳大利亚，其间几乎没有妇女仍然参与正规的有酬工作。尽管如此，这些妇女 

干全时工作的时间平均达到十六年。人们更确切地称守在家里的青年妇女为“家 

母”，她们暂时守在家里照看孩子（或者因为她们找不到合适的保姆），但她们仍 

把有酬工作看作是自己的普通活动。确实，有关资料表明.，一方面有人认为青年 

主妇非常接近于女劳动力，另一方面，就妇女的有关作用来说，有人认为，老年主 

妇比青年妇女更象男子。许多这类妇女，她们在家不再有孩子，但现在担负着照 

顾不能完全独立生活的年老父母的责任。

女劳力的参与率与受教育水平呈明显的正比例关系。1 9 8 2年，有大学程 

度的女劳力的参与率，几乎达到有十年以下文化程度妇女的二倍。

妇女在职业或就业的选择方面（除与在国防军里战斗有关的职业外——见下文） 

不再遇到重大的法律障碍。不过，其他方面的障碍仍然存在〇 对男女有关职业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的定型任务观念有两种后果：他们规定高级职业是属于男子的，而低级职业是属于 

妇女的，男人可以向妇女发号施令而妇女却不能这样做。女孩对受教育的选择和 

女孩视为可行的就业选择都受到男女定型任务观念的限制。

澳大利亚的劳动力明显地因性别不同而受到隔离。妇女集中在三个主要的职 

业分类：销售、文书工作和服务业、运动和娱乐业。1 9 8 5年2月集中在以上 

三个职业分类的妇女，占全部就业妇女的63%。 相比之下，妇女在行政和执行 

机构、交通运输和贸易部门里工作的人数严重不足。据1 9 8 5年8月统计，妇 

女担任专业和技术工作的占就业总人数的4 5 %。 但须记住，这个职类中还包括 

一大批女教师和女护士。

工业部门也存在明显的职业隔离现象，其中妇女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不一，少至 

占采矿业的8 %，多至占社区服务业的6 3 %。 妇女在采矿、制造业、电力、建 

筑、运输、仓储和通讯等部门里就业的人数显然很少。

相对而言，妇女与男子缺乏在同一部门里一起工作的经验〇 1 9 8 1年，足

足有48 %的妇女是在那些女工人数至少占7 0%的各种行业里工作的，而事实上 

尽管妇女只占全部劳力的37 %。 同样，男子大多是在男工占比例很高的行业里

工作，但是他们分布的职业领域极广。因此，6 3 %的男工是在男工占8 0 %以 

上的行业里工作。于是，即使把混合职业定为女工人数占2 0 — 7 0 %的职业， 

那么在混合职业里工作的工人也仅占三分之一多一点。

不能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和不同文化程度的移民妇女，看作是同一群体> 

不同工作经验因民族情况而异。1 9 8 5年8月成年妇女劳动力的比率不一：澳 

大利亚本土出生者约占46%;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出生者占48%;越南出生者占 

6 〇%;南斯拉夫出生者占4 .8 %;波兰出生者占3 6%;黎巴嫩出生者占3 1场。 

一般说来，定居时间较长群体的年老成员的参与率往往较低，.而不久前才来的年青 

移民群体的参与率较高。但是，各个民族群体的不同文化因素也是决定参与程度 

的重要因素。

在劳动力内部，来自讲英语国家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类似于在澳大 

利亚本士出生的妇女。她们的能力和工作经验都得到当地的承认，因而能够在到达 

澳大利亚后不久就步入白领阶层和取得专业性工作。相比之下，其他移民妇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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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〇 来自南欧、中东和不久前来自亚洲的妇女，往往集中于 

工作条件很差的低薪职业。

移民妇女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是某些干非技术性的兰领工作的其他妇 

女经常遇到的问题。然而，对移民妇女来说，这些问题因文化情况不同、英语不 

流利，很难利用一般社区和福利服务，又缺乏关于澳大利亚就业条件的知识，因而 

更加复杂化了。

来自不讲英语国家的许多妇女，因为她们的边际处境、照看子女的责任以及在 

某种情况下她们宁愿守在家里，于是就成为在家里为雇主干计件活的外包工。这 

类工作的报酬通常很少，而她们又不是工会成员，容易受到残酷的剥削。

土著妇女也是如此，种族与性别因素交错在一起，使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 

境特别不利。

土著妇女把就业看作是提高生活水平、减少她们对福利援助的依赖性和取得管 

理自己事务能力的一种手段。然而，对于大多数土著妇女来说，失业即是現实问 

题。她们劳动力的参与率低于非土著妇女：前者占全部妇女的3 2%，后者占

4 6

土著妇女在劳动力市场里的职业隔离情况十分严重。一般来说，就澳大利亚 

妇女而言，就业的土著妇女集中在狭小的职业范围，往往从事低技术、低薪职业，

易受技术变革的影响。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三t职业分类：服务业、运动和娱乐占 

3 5%;文书工作人员占2 3%;专业、技术等工作占1 7%。 此外，即使在这 

些有限的职业部门内部，土著妇女的收入也远远低于大多数同类工A〇 各行各业 

合在一起，只有4 %的土著妇女工人年收入在1 0，0 0 0澳元以上〇 在文书工 

作人员职业组里，1 9 8 1年占全部女工的4 4%和占全部工人2 5%的土著妇女 

其中有5 0 %年收入不足8 0 0 0澳元。在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职业组里，

5 5 %的土著妇女年收入低于8 0 0 0澳元，她们占这一职业组全部女工的2 6 % : 

占全部工人不到10 %。 这一情况反映了如下的事实：即使在专业职类内部，土 

著妇女也往往在技术性最差的行业里工作，例如，她们更可能担任助教而不是教师; 

担任护士助手而不是护士。

土著妇女中低劳力参与率掩盖了隐藏的高失业率。许多土著妇女由于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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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限，特别是乡村地区，缺乏受教育机会，负有照顾孩子的责任，或因为过去的 

遭遇或即将面临的歧视，所以她们对找工作已失去信心。其中许多妇女即将领取 

养恤金，所以未被计入官方的失业统计数字。

1 9 8 4年1 0月，联邦政府指定土著人就业和培训计划检查委员会，“检查 

所有联邦政府土著人就业和培训计划执行情况，以确定这些计划是否仍然适合土著 

人的需要，以及是否需要拟定一项更有成效的劳动力市场战略，以改善其就业状况”。 

1 9 8 5年8月，公布了委员会的报告。有关建议包括釆取一些主要的新倡议和 

对土著人现行就业与培训安排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然而，专门针对改善土著妇 

女的就业和培训机会的战略而提出的建议却寥无几。政府目前正在审议这些建 

议。

第十一条第1款㈨项

人人有不可剥夺的工作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承认，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平优裕的工作 

条件及失业的保障。

对那些过去通常不作为正式劳动力工作而未被承认为工人的妇女来说，这意味 

着她们有权加入有酬的劳动大军，消除妨碍平等参与的种种障碍。它意味着承认 

妇女的经济独立权，承认妇女能够在有酬的劳动大军中创造价值，作出多种贡献。 

为保证公平优裕的工作条件，妇女还必须有权参加作为工人组织的工会。

目前存在的妨碍妇女工作权利的障碍可以划分为两类。首先，现有的社会条 

件、教育、培训和再培训机会不仅没有扩大妇女的就业范围和选择，反倒起了限制 

作用；其次，由于大部分妇女仍然担负着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的主要责任，所以这 

种双倍的工作生活对担任有酬工作的妇女强加了障碍或惩罚。由于没有儿童保育 

设施、带薪育儿假、家庭休假、更新知识课程、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社会的支持，致 

使大部分妇女进入和参加劳动大军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釣女特别是已婚妇女有同男子同等的工作权利，这一思想在澳大利亚直到最近 

才得到承认〇 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联邦调解和仲裁委员会的两项裁决对这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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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承认作出了重大贡献。

1 9 7 8年，调解和仲裁委员会在一项历史性的裁决中正式承认了妇女婚后的 

工作权利。一个因为结婚而被其雇主罗克汉普顿市议会解雇的雇员，就此事上告 

就业和职业歧视委员会。这位被解雇的妇女所在的组织，市政官员协会后来向委 

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修改原来的裁决，并规定雇主不应当诱使雇员作出放弃婚姻的 

承诺，而且不应当因其雇员结婚而解雇她。联邦和一些组织，如妇女院外选举活 

动集团和澳大利亚妇女协会都支持这一件事。

委员会裁定，它“必需在消除歧视性的工作惯例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便为在 

判决书中增加反歧视条款敞开了道路。.市政官员的裁决书后来作了修改，“除根 

据某种特定工作所应有的要求而采取的区别、排除或偏爱外”，不应有基于性别的 

歧视。

1 9 7 9年调解和仲裁委员会的二次裁决，实际上确认妇女在怀孕和分娩后有 

继续工作的权利。为了回答澳大利亚工会委员会提出的一项申请，委员会颁布了 

一项决定，规定了最长不超过五十二个周的不带薪产假，包括自分娩期后即开始六 

个周的义务性休假期。这些或类似的规定现在适用予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女雇员。

不久以前，澳大利亚妇女的工作权利根据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取 

得了法定依据。该法第1 4条规定：

⑴雇主以某人的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理由而对其歧视是非法的。适用于:

⑻为了确定雇用某人之目的而作的安排；

⑼在决定应雇用谁；或

(c)雇用的期限或条件。

⑵雇主以雇员的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理由而对其歧视是非法的。适用

于：

⑻雇主给予雇爵的雇用期限或条件；

(b) 拒绝给予雇员或限制其取得晋升、调动工作或培训的机会，或取得与 

工作有关的其他任何利益；

(c) 解雇雇员；或

沿）使雇员受到其他任何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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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5和1 6条也有类似规定，即以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理由而歧视代理 

人或合同工的做法是非法行为。

本报告第一部分所述类似的州反歧视法也包括一些规定，有效地承认妇女有工 

作的权利，有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就业机会的权利。

第十一条第1款⑼项

享有相同就业机会的权利，包括在就业方面相同的甄选标准；

如上文所述，这项权利受到联邦《性别歧视法》或类似州法律的保障。该法 

提出如事实上已发生歧视时，投诉人可将此事提请人权委员会或州一级的同等机构 

的注意。如果不能通过主管性别歧视问题的专员或负责调解的专员求得解决，那 

么，可将起诉书提交人权委员会或有关的州法庭另行进行调查。如果委员会发现 

起诉书确有根据，则可以就适当的法律补救方法作出裁决。这项裁决可以通过联 

邦法院的诉讼程序予以强制执行。

第十一条第1款⑼项

享有自由选择专业和职业，升级和工作保障，一切工作福利和服务条 

件，接受职业训练和再训练，包括实习训练、高等职业训练和经常训练的 

权利；

根据各州政府的有关法律，有些领域禁止妇女工作。

有些州的法律禁止雇用妇女从事地下矿井的体力劳动。在南澳大利亚，《许 

可证法》规定，18岁以下者，只有培训作服务员和邮递员的男子可受雇在一家领 

有执照的俱乐部里工作，禁止雇用妇女作酒吧间的服务员，除非她们是遵照州或联 

邦工业部门的裁决书而工作的。西澳大利亚《儿童福利法》禁止1 5岁以下的少 

女（仅允许1 2岁以下的男孩）从事街头摆摊叫卖。《采珠法》规定，釆珠人“必 

须是男子”。

按照《第4 5号劳工组织公约》（该公约禁止雇用妇女在地下矿井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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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咨询委员会于1 9 8 3年3月同意，应当就废约通知采取行动。劳工组 

织接到了有关澳大利亚意图的建议。澳大利亚妇女已经在露天矿工作，所以一旦 

矿井移到地下，她们便面临失业的危险。女工程师也发现这项“保障”限制了她 

们的就业机会。

澳大利亚对联合国公约的批准书载有一项关于雇用妇女从事国防军工作的保留 

条件：

“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关于修改禁止妇女参加战斗和与战斗有关职责的国

防军政策一事政府不接受公约的适用性。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审查这项政策，

以便更详细地规定f战斗’和与战斗有关的职责”》

联邦《性别歧视法》第43条规定，“某个人如就妇女在国防军里就业，聘用 

或任职，而以性别为理由歧视妇女则是合法的。包括以下情况：

⑻其职位涉及执行战斗职责或与战斗有关的职责；或

⑽在规定的情况下，执行有关战斗职责或与战斗有关的职责”。

有关条例规定，战斗职责系.指“要求某个人在战时从事或直接参与反抗敌手暴 

力行为的任务”，与战斗有关的职责系指“要求某个人从事支持和十分接近支持执 

行战斗任务的某个人，而这项工作是在这一情况下执行的，即执行这项工作的人有 

可能因其敌手采取的暴力行为而遭杀害或受伤”。

为了上文㈦项的目的，本阶段不准备规定任何情况。

•自《性別歧视法》通过后，国防军已着手就雇用妇女的做法一事进行检查。由 

于进行了这一检查，在总共近七万个职位中，现已有1 6 0 0 0多个职位可以在同 

男子的长处相比较的基础上，向妇女开放。这可说明妇女在国防军里的就业机会 

有了显著的增加。目前，近<5 1 0 0个国防军职位实际上是由妇女占有的。

妇女人数特别少的领域是技术性行业。1 9 8 2 _ 8 3年，澳大利亚全国只 

有约1 1 9 1 0个女徒工。这个数目占学徒工总数的8 • 6%。 但是，如果不 

把理发业（占女徒工总数的8 2 • 6%)计算在内，那么女徒工仅占徒工总数的 

2-1%。 除理发业外，妇女受培训的主要行业是食品和印刷业，其中女徒工分 

别占 1 0 • 2 %和 2 • 5 %。

就业的条件很重要，可以成为竞争报酬高的职业的手段和失业的保障」(10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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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中的妇女，在1 5 —24岁和25 —4 4岁的年令组中具有中学后资历的妇 

女取得职业条件的分别为5 %和6 %，而在这些年令组中的男子则分别占7 9 %和

6 4吻。

政府承认这一事实，即培训和就业这一主要渠道过去显然没有为妇女带来多少 

利益，1 9 8 4年政府向女徙工提供一项特别补充就业奖励，作为联邦削减全曰制 

徒工培训计划项下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目的是在1 9 8 4年全面增加徒工的录用 

的人数。这项奖励措施包括向在1984年6月30日雇用的每一个女徒工提供

7 5 0澳元的免税额（女徒工多于1 9 8 3年6月3 〇日雇用的人数）。这项规 

定适用于除理发业以外的各个行业〇 有资格荻取这项奖励的雇主，如能为妇女提 

供合适的设施，还可另外荻得1 0 0 0澳元。雇主经常以设备不足为理由拒绝雇 

用女徒工，而这项补助金可以帮助雇主解决这类困难。

由于女徒工得到了特别奖励，加之联邦削减全日制徒工培训计划中的一些其他 

因素，雇主每接受一名女徒工，便可以获得高达4 0 0 0澳元的免税额。按照联 

邦削减全日制徒工培训计划的规定，这项付款额也可以用作技术教育经费削减和脱 

产培训经费•削减的补贴。

实行女徒工特别补充就业奖励，其目的在于使雇主们熟悉在各行各业里雇用女 

徒工的思想，鼓励将来能够在更公平的基础上甄选徒工〇 政府希望，这项奖励将 

特别有利于改善妇女进入就业人数最少的行业，即冶金、建筑、电力、汽车制造等 

行业〇 但是这项计划的有效期只到1 9 8 4年6月3 0日。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3 3条规定，豁免执行某些法令，这些法令 

旨在保证属于某一性别或婚姻状况或怀孕的人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机会。

政府主要的创造就业机会计划即社区就业计划，它涵主要目标是实现妇女能平 

等参与，为妇女参与这项计划确定的指标为5 0%。 说明有必要采取一项积极的 

行动政策，以保证妇女的机会。

关于实施劳动力市场计划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某些主要建议，也有人希望 

借此来协助妇女参与全部劳动力市场计划。政府已经宣布一项关于青年学徒的新 

制度，它将为青年妇女和男子提供重要的新机会。一项新的成人综合计划将为那 

些处境不利的谋职者提供重要支助，其中包括单亲和因家庭责任长期缀业后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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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在一项旨在用新方法补充传统徒工培训办法的专门职业 

培训计划中，已批准将五百个职位留给那些在本财政年度内参加就业前准备课程的 

妇女。

政府还采取一项积极行动政策，以使各行各业的妇女能保证在工作场所享有平 

等就业的权利。这项政策通过十二个月的试验计划，得到了实践的考验。

1 9 8 6年初将执行一项法律.，要求所有高等学校和拥有1 0 0名以上雇员的 

私营部门的雇主就向妇女提供平等机会的计划执行情况，每年向政府提出报告。

第十一条第1款⑻项

同样价值的工作享有同等报酬（包括福利）、平等待遇的权利，在评 

定工作的表现方面，享有平等待遇的权利；

过去提供工资差别存在的资料并无困难，因为直到1 9 7 5年，工人的性别一 

直是确定不同级别工人之间的工资关系的一项需要考虑的因素。自进入本世纪， 

澳大利亚就有了一项法定和准法定的工资制度，从而确定有效管理不同级别工人的 

最低工资。自1919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靠妇女完成工作的工资被定 

为男子基本工资的5 4 — 5 6%，外加技术差额。基本工资从理论上讲是发给已 

婚男子及其受扶养的妻子和子女的生活工资。二次大战期间，随着许多釣女转入 

男子的传统职业领域，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即妇女就业委员会，如果从事传统上 

由男人干的活的妇女其工资的相对比率便改为9 0 %。 妇女的工资一般上升到男 

子工资的7 5 %左右。当澳大利亚调解和仲裁委员会作出三项全国同酬裁决中的 

第一项裁决时，这项工资的相对比率于1 9 5 0年正式采用并一直延用到1 9 6 9 

年。

1 9 6 9年“同工同酬”的裁决，仅涉及妇女执行同男子一样工作的职业。但 

是，这一裁决并不适用于那些人们认为在正常或通常情况下应由妇女所做的工作的 

女工。只是在1 9 7 2年委员会通过了同值工作同酬原则并准备在直到1 9 7 5 

年6月的三年之内逐步采用这项原则时，工人的性别才不再作为确定有关工资的原 

则。第三项全国同酬裁决即1 9 7 4年成年人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了最低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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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和全日制男工的最低工资额。在此之前，全国只有男子的最低工资标准，而 

没有女工的最低工资标准〇

1 9 6 8 — 6 9年，妇女与男子全时工作的平均收入比率，全年制女工为男工 

的5 6 %，当时妇女的法定奖励工资为男子工资率的75%。 1973 — 74年， 

这一比率上升到6 4%而到1 9 7 8 — 7 9年，上升至7 3%。 这样，法律干预 

导致妇女与男子的工资差额在十年内下降了16%。 到1981—82年，工资 

比率又上升2%，达到7 5%。

对1 9 7 6年人口普查所得的收入数据所作的一项详细分析，使我们有可能估 

计各种社会变革对男子与妇女的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 工时上的差别对男女全日 

制工人收入差距的影响为24%;职业隔离使差距增大16%;同等学历和资历只 

能使差距再缩小2%(但是，妇女凭资历莸取的收益仅为男子的一半）,•潜在的工 

作经验（按年令计算，须减去离桉年令）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为9 %。 这项估计显 

然是偏低的，因为没有把妇女扶养孩子的年限计入在内，而这些年限是从妇女的有 

酬工作中扣除的。根据工人的特性调整收入差别，使妇女与男子的工资比率在 

1 9 7 6年从6 5%上升到7 9%,只余下2 0%多未说明原因的余差。这将使 

澳大利亚有可能成为九个工业化国家中工资差别最小的国家（美国的男女工资比率 

差额为4 5%)。 这就是说，如果妇女参加同男子一样的工作，其收入将接近男 

子的收入数额。

由此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同酬规定很可能导致那些在以男子为主或男女混合 

的职业部门里从事全日制、全年制工作的妇女实现同工同酬。但是，由于在澳大 

利亚青年一代中仍然持久性地存在着性别型的职业，同时留给妇女的非全时工作越 

来越多，加之青年一代对工作的选择十分有限，因此，将来抱情况如同过去一样，大系 

数妇女一生的收入仍将是较低的，而且在家庭内部仍将属于二等地位的收入者。有 

一组妇女甚至早在1 9 7 6年就同男子对手享有同等的收入，那就是受雇于政府部 

门里的女行政管理人员，但是她们在女劳动力市场里仅占极小的比例。

1 9 8 5年第二季度6月全日制工作的成年人妇女每周的工资总额为3 4 3澳 

元，而男子为4 3 5澳元〇 因此，妇女与男子的收入比率是7 9: 1 0 0。 如 

果把超时劳动收入扣除，这一比例将增至8 3 :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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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便把工资差别归诸于超奖励收入、年令差别、教育和培训、职业隔离和行 

业隔离和纵向隔离的结果，致使妇女在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职业组内的地位低和报 

酬低。1 9 8 3年的数字表明，工业部门全日制女工的收入相当于同一部门的男 

子的7 0% (建筑业）到8 7% (公共行政部门和零售贸易）。对许多妇女来说， 

其工资差别甚至要大于上文所讨论的那些情况，因为她们只工作部分时间（即每周 

工作不足3 0小时）。1 9 8 5年，3 7%的就业妇女工作部分时间，而男子仅 

占7 %。 显然，妇女参与部分时间工作的比例之所以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妇女仍

然担负着抚养子女的主要责任。

澳大利亚工会委员会现已开始采取行动，以便以护士职业为工具，检查可比较 

价值或同酬原则的可行性。 它试图证明这种意见，即1 9 7 2年同酬裁决书里包 

含有可比较的价值观念。这一检查事例试图包括将护士做的工作与以男子为主的 

特定职业里的工作作一比较。

第十一条第1款(e)项

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特别是在退休、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或其 

他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以及享有带薪假的权利；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计划与其他许多国家是大不相同的。澳大利亚并无一项社 

会保障计划，据此计划通过向雇主和雇员征税所得的特别捐款资助养恤金和福利金。 

相反，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养恤金和福利金完全依靠联邦政府的总收入，而福利金 

的比率同以前的收入或就业无关。

获取社会保障养恤金或福利金的资格，是建立在许多不同合格条件类别的基础 

上的。养恤金和福利金的设立是为了提供全面的保障，以克服因人生中的大的偶 

然事件，如老年，丧失工作能力、疾病、失业、守寡或单亲而造成的经济困难。这 

项制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人们可以接受的基本标准的保障〇 通过某些调 

查收入的方式还可以向那些资助父母补贴的养恤金领取人和接受人提供补贴。这 

些补贴包括：医疗保险免费药品、电话租让权削减市政费自来水费，以及削减公共 

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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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正式歧视妇女的方面，而且某些规定对妇女的待遇 

要比对男子的更有利。6 0岁以上的妇女可以申请养老金，而男子要到6 5岁才 

有资格提出申请。此外，如果妻子本人无权领取养恤金或福利金，但其年老或是 

个丧失工作能力的养恤金领取人则也可荻得妻子的养恤金。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曾经有过某些变更，目的在于使妇女和男子都享有同等 

待遇〇 1 9 7 7年，资助母亲的福利金改成资助父母的福利金，这项福利金的范 

围扩大到有资格领取收入补助的有受抚养子女的单亲和单身父亲。同年，对领取 

疾病补助的条件也作了修改，从而使已婚妇女可以在与已婚男子同样的条件下领取 

疾病补助。

尽管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歧视妇女，但是在实践中妇女的个人处境和赚 

取收入的能力往往导致间接性的歧视。这种歧视主要产生于适用于大部分养恤金 

和福利金的收入调查，按照这种收入调查办法，如果申请人来自其他来源的收入超 

过一定的限度，则养恤金或福利金就要被削减。与澳大利亚对个别单位就业的税 

收目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收入调:查是以夫妇（包括事实上的婚姻）的共同收 

入为依据的。澳大利亚收入调查安排同来自总收入的社会保险金付款额的筹措有 

关，而不是来自向雇主和雇员征税所得的特定的社会保险基金。

社会保障收入调查对许多已婚妇女非常不利。例如，如果其丈夫失业，那么 

收入调查结果就会非常不利于在职的已婚妇女，特别是部分时间工作的妻子，因为 

妇女赚取收入的能力一般较低* 反之，如果一个已婚妇女失业，那么她可能没有 

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因为其丈夫的收入通常高于收入调查的限额。

许多已婚妇女因为诛有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独立权利，所以她们不愿去登记为失 

业者，到联邦就业服务局找工作，特别是在本地很少有合适的工作可干的情况下更 

是如此。这也是在官方统计数字中妇女失业率估计数往往偏低的部分原因。由 

于没有登记，又使许多已婚妇女失去参加再培训计划的资格，因为要取得资格往往 

需要向联邦就业服务局登记为失业者并再等待数月以后才能有再培训机会。

澳大利亚养恤金和福利金收入调查制度的另一后果（特别影响妇女）是使养恤 

金领取者和受益者面临高度有效的边际税率的问题。养恤金领取者和受益者，如 

果赚取的收入超过一定的限额，就要失去其一部分养恤金或福利金，而且还要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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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高效边际税率会使人落入“贫困陷井”，因为适用此税率者不仅被取消 

养恤金或福利金，而且还需要缴纳所得税〇 这成为单身母亲的养恤金领取者的一 

个问题，其中许多妇女不能“承担”工作，因为她们需要把失去养恤金补贴、子女 

保育费用以及妇女所得工资一般较低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政府认识到养恤金领取 

人不利的工作条件确实是一个问题，因此最近宣布了多项措施，以削减高效边际税 

率，改变养恤金领取人面临的贫困处境〇

目前在澳大利亚没有妇女通常可资利用的社会保障福利金，以补偿妇女在生育 

前或生育后这一段时间的费用。一些人可以享有带薪产假，主要适用于社会保障 

制度范围以外的政府雇员。

直到1 9 7 8年10月，才向临产妇女支付一笔一次总付产妇分娩津贴，以帮 

助她们支付有关分娩的费用。1 9 7 8年1 1月取消了这项津贴，其理由是这项 

需要已通过改善保健和提供家庭补助代替了。

澳大利亚收入调查社会保障支付制度的一项重要例外是不经收入调查和纳税向 

所有需要抚养子女的家庭提供家庭补助。_ 1 9 7 6年以前，对有受抚养子女家庭 

的援助是通过所得税减让的税制和幼儿基金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1 9 7 6年 

取消了孩子生活费的税收减让，而幼儿基金（后来被称为家庭补助）则得到大量增 

加。从税收减让转变为现金转让是逐步发展的，因为税收减让使高收入者比低收 

入者受益更多，这是因为获得税收减让的大多是父亲，而家庭补助则直接向母亲支 

付。

改成现金转让的一个不利后果是，虽然生活费用增长了，但家庭补助并未按生 

活指数调整，因此自1 97 6年家庭补助的实际值下降了。 尽管养恤金和福利金 

的基本比率自1 9 7 6年开始已自动按生活指数调整，但是社会保障制度支付给孩 

子的津贴没有按照通货膨胀情况得到相应的增加。这些付款未按生活指数进行调 

整，这意味着纳税人的处境恶化，而有孩子的社会保险金领取人与无子女的纳税人 

相比，前者的处境更为恶化。现政府已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在社会保障开 

支方面优先增加对急需家庭的援助。

正如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妇女，特别是有子女的妇女比男子更易受贫困 

的影响而且对政府社会保障拨款的依赖性更大。1985年6月，59%的养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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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领取人和受益人是妇女。妇女中年老的养恤金领取人占6 9 %，丧失工作能力 

的养恤金领取人占2 7%，单亲养恤金领取人占9 6%，失业救济金领取人占27% 

另有许多妇女完全依靠其丈夫领取的养恤金和福利金。

不论各种津贴的目的性多么有限，家庭补助、寡妇津贴、支持家长福利金及其 

他社会保障措施仍然是妇女的重要资源。无独有偶，就在支持母亲的福利金制度 

(1 9 7 3年）釆用以后不久，便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明显下降趋势：未婚妇女将孩 

子过继给他人和怀孕未婚年青妇女结婚的人数和比例均趋下降。对许_多妇女来说， 

社会保障付款为她们提供了舍此难得的自主措施。

第十一条第1款⑹项

在工作条件中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机能的权利。

第十一条显然是关系到“消除在就业领域里对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在男女平等 

的基础上使她们享有同等的权利”。因此，这里说的在工作条件中享有健康和安 

全保障和保障生育机能，无疑适用于男女的平等，而不适用于对妇女的专门保护措 

施。人们不应在威胁自己健康的条件下工作，没有人，不论是男子或妇女，甘愿 

让自己的生育机能受到威胁。

过去，有人曾利用对妇女的“保护”立法作为不准妇女参与某些工作的理由。

澳大利亚现在的观点是，对防止健康危害的措施不是不准许妇女参与某些行业和职 

业，而是保证与这些工业和职业有关的工作条件使妇女和男子一样都能在其中安全 

地工作。这同劳工组织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保护立法不应滥用，保护产妇不能损 

害男女就业平等的条件。

职业保健问题产生于工作性质，而并非产生于正在从事工作的人〇 这样，工 

厂工人可能遇到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来自高噪音、粉尘或空气中的其他烟雾，皮肤 

刺激物，机器无人看管、工作过于紧张，夜班工作等等，但是这些并非是妇女或男 

子特有的问题〇 基于性别的差异在于妇女在工厂里工作更易于精疲力尽，但这并 

非是工作的性质造成的，而是因为她们在家还应负责大部分家务事和照看孩子，因 

而她们在家里和工厂里上“双倍的班”，其后果便产生了疲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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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特别关切的一个职业保健问题是重复性工伤，因为她们的工作往往是危险 

性较大。这类工伤包括腱鞘炎、这是一种很疼的腱炎症，如手腕和手的腱鞘炎、 

手痛和肌肉疼痛等。疼痛和水肿使一个人难以或不能干如开门I写字或剥菜等简 

单事更不必说在流水线上工作了。

腱鞘炎是因为双手快速重复运动引起的，这类活动诸如轻工业工厂所特有的加 

工工作s还有大部分文书工作，这需要不间断地在键盘上操作。肌痛是因为肌肉 

固定部位负担过重引起的，因为肌肉长时间保持一个位置的动作，如手臂、肩膀，

手腕的肌肉需要保持键盘上的手指平衡或操作机器的双手平衡。腱鞘炎和肌痛属 

于因重复性紧张劳动而受伤，这类伤害已被公认为严重的工业问题0 看来如果男 

工和女工都同样遭遇这个问题，那么它的性质和严重性可能在很早以前就被人们承 

认了。 对重复性紧张劳动的伤害问题的解决办法显然不是禁止妇女从事那些危险 

性大的工作，而是采取轮换、改变工种等预防性措施，同时制定合理的工作效率标 

准，改进工序和机器的设计，以保证工人有更多的活动余地。

第十一条第2款

缔约各国为使妇女不致因结婚或生育而受歧视，又为保障其有效的工 

作权利起见r应采取适当措施：

⑻禁止以怀孕或产假为理由予以解雇，以及以婚姻状况为理由予以解雇 

的歧视，违反规定者得受处分；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1 4条规定：

(1)雇主以棄人的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理由而对其进行如下歧视是非法的: 

⑻为了决定应当雇用谁両作出的安排；

⑸在决定应当向谁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或 

(c)在提供就业的期限或条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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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雇主以雇员的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理由而对其进行如下歧视是非法的:

(a)在雇主向雇员提供就业的期限或条件方面；

⑼不给或限制雇员晋升，调动、培训的机会或有关受雇的任何其他利益; 

(c)解雇雇员；或 

W使雇员蒙受任何其他损害。

有四个州的反歧视法拟定了类似的规定〇 然而，立法本身的存在并不能足以 

保证孕妇或已婚妇女受到公平的待遇〇 似乎在年老的男雇主中有一种普遍的情绪s 

公众不愿让孕妇为他们服务，所以这样的妇女最好调动到里屋工作，同公众只保持 

电话联系。

同样，如果人员过多，需要某人离去，那么向平等就业机构提出的意见就会明 

确表明，有些雇主觉得“孕妇先走”是公平的，“因为她们无论如何应当离去”； 

然后论到已婚妇女，“因为她们有丈夫养活她们”。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雇主是 

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根据妇女是靠人生活的陈腐观念为理由，而对多余人员作出裁 

员决定的。

过去，在那些妇女很少有就业机会的采矿区，通常是把“妇女”工作留给未婚 

妇女。人们认为，如果不作出这样的规定，那么所有年轻妇女就会离城去找工作。 

尽管工会的协议不再根据这些方针进行谈判，但是许多情况足以表明，这些矿区的 

妇女一旦结婚，就请她们辞去工作。即令这样做是违法的，但要求已婚妇女辞职 

以让位于已婚男子或未婚者的社会压力，仍然是十分有影响的。

澳大利亚调解和仲裁委员会在最近《终止、改变和人员过剩状况》（1 9 8 4 

年8月2日）的裁决确认，雇主终止合同不应是粗暴的，不正当的或不合理的，并 

确认性别和家庭责任不应构成解雇的正当理由。•

“除了根据某一特定职务所固有的要求而采取的区别、排斥或选择措施外，

种族，肤色、.性另!L婚姻状况，家庭责任、怀孕、宗教信仰、政治观点、血统

和社会出身均不应构成解雇的正当理由”。

这项裁决超出《性别歧视法》规定之处在于，除性别、怀孕和婚姻状况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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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责任也被列入禁止歧视的理由之一。但是，裁决仅指解雇，而未包括雇用或就 

业条件。而且实际情况是这类规定只有被列入个别的职业裁决书以后才能生效。 

澳大利亚工会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已经被委员会所接受，将家庭责任列入的判例已经 

确定D

第十一条第2款⑼项

实施带薪产假或具有同等社会福利的产假，不丧失原有工作、年资或 

社会津贴；

澳大利亚对这项规定提出了保留。早在1 9 6 0年，劳工组织就发现已有89 

个国家满足了产假的要求〇 目前，澳大利亚、瑞士和土耳其是工业化国家中未规 

定带薪产假的仅有三个国家。在广义上，澳大利亚的情况是，联邦政府和新南威 

尔士和维多利亚州政府雇用的大部分妇女可享有带薪产假。

至于私营部门的雇员，澳大利亚目前的情况是，所有工业部门的管辖办法都已 

采用不带薪产假。在联邦一级，澳大利亚调解和仲裁委员会于1 9 7 9年3月颁 

布了一项决定，提供最长不超过52个周的不带薪产假，其中包括产后至少6个周 

的强制性休假。这项决定适用于工作12个月以上的全时工作和部分时间工作的 

雇员，但不包括临时工或季节性工人。还载入有关规定，以保护妇女不因怀孕或 

休产假而遭到解雇；此外，还列入有关调动从事安全工作、特别是产假和病假的规 

定。继联邦关于妇女就业作出决定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规定〇

自调解和仲裁委员会的决定颁布以来，已将类似规定扩■大到那些按照州裁决书 

受雇的雇员，这些规定包含在：

维多利亚州：《工业上诉法院裁决书》（1 9 7 9 );

南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工业委员会职员裁决决定》（1 9 7 9 ); 

西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工业委员会指令》（1 9 8 0 );

《州工业委员会关于产假问题共同规则裁决书》（1980 ); 

新南威尔士州：《新南威尔士州工业仲裁法案（修正案）》（1 9 8 0 );

昆士兰州：《昆士兰州工业调解和仲裁委员会裁决书》（1 9 8 0 

私营部门极少有带薪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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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联邦工业裁决书的规定，赚取工资和薪水的妇女，其中28%可以明确地 

按照规定享受6到5 2周的不带薪产假。其他女雇员需要明确裁决书中关于她们 

受雇的规定条件（约6 6 %的妇女是按照各种不同的州裁决书受雇的——其余6 % 

未按照任何州或联邦的裁决书受雇，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无权享受任何形式的

产假）。

通过收入调查确定的社会保障福利金可以提供给单亲或即将成为单亲的妇女。 

除此而外，请产假的妇女不能享有特别社会福利金。

第十一条第2款⑹项

鼓励提供必要的辅助性社会服务，特别是通过促进建立和发展托儿设 

施系统，使父母得以兼顾家庭义务和工作责任并参与公共生活；

在澳大利亚，由公家提供的公共托儿设施，如与这方面的需要相比是极为不足 

的。1 9 8 5年6月，由政府提供补助的托儿所只能满足7 . 5%的5岁以下的 

儿童。历届政府对公共资助的托儿服务业采取的态度不同，而过去几年来公开辩 

论的焦点是对“急需帮助的’’群体之外的人，政府应当给予多大程度的援助。

关于托儿设施问题的公开辩论的另一内容是，社区中的许多部门不承认有子女 

的妇女加入有酬劳动大军的重要意义。

现实情况是，在1 9 6 9到1 9 8 0年间，那.些负责照顾1 2岁以下孩子的劳 

力参与率已由2 9%上升至4 3%。 另有约1 3 %的家庭仅有一个住在家里的家 

长（8 9%的情况下是母亲）。单亲家庭，特别是妇女为家长的家庭，是最易受 

贫困影响的群体之一。然而，对许多独身的母亲来说，托儿费竟如此之高，以至 

她们无法靠重新加入劳动大军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因为其工作费用使得纳税后的收 

入低于其享受的社会保险所得的费用。那些有能力获准利用政府补助的托儿设施 

者可以摆脱这种困境，因为费用救济计划能够减少那些靠中低收入过活者的费用。

联邦政府通过幼儿服务计划，提供资本和经常性资金，以建立和实施广泛的幼 

儿和家庭服务业，包括日托中心和家庭日托计划。

1 9 8 3 — 8 4年分配供幼儿服务计划的经费为M乙一千九百万澳元，其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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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六百万澳元用于托儿设施及有关服务，三千三百万澳元作为各州和北部地区政府 

对学令前儿童的整笔补助金。这项拨款表明，用于非学令前学校的经费在1982 

—8 3年增加了 3 2 %。 其中包括一千万澳元供新的倡议和项目使用。另有三 

千万澳元供1 9 8 4 —8 5年的新倡议使用。联邦政府在1 9 8 5 — 8 6年预算 

报告中宣布，政府准备在三年内补助2 0 00 0个托儿所，从而在五年内政府补助 

的托儿所将增加一倍，并为9•5%5岁以下的孩子提供托儿补助。

政府最近已转向有计划地提供新的和扩大的服务。过去，提供资金主要根据 

要求支持的申请书，这种程序往往有利于组织良好、善于提要求的群体> 现在正 

着手成立州和地区计划委员会，包括政府各部门，各地方当局和社区代表（但未特 

别规定妇女在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

1 9 8 5年政府在幼儿服务计划中宣布了新的方针，以鼓励提供与工作有关的 

托儿设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将继续依靠非正式托儿安排，但是依靠不取报酬 

的妇女劳力在家里看孩子，恐怕是再也行不通了。 小家庭和更大的地域流动性意 

味着，不大可能再靠年长的兄弟姊妹、老祖母和婶子帮助带孩子了（此外，许多婶 

子和老祖母现在自己也加入了有酬的劳动大军）。还有三个主要社会趋势也在发 

生影响，对要求托儿设施的压力日益增加：

⑴由于离婚和分居越来越普遍，加之许多未婚妇女正在抚养自己的子女，因而 

出现了更多单亲家庭；

⑵低收入家庭越来越多（因丈夫只工作短短的一周），而支出很多（通常需要 

偿还住房贷款），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显然也需要增加家庭收入；

⑶更多的妇女把参加有酬劳动大军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生活中的偶 

然事件。这些妇女并非全都有“事业心”，但她们全都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挣工 

资者，或者是双亲或者是单亲参加有酬工作。1 9 8 4年，4 5 %有受抚养子女 

的家庭中父母或单亲在有酬劳力市场工作。

许多妇女因为没有合适托儿所，所以无法重新参与有酬劳动大军。这类妇女 

未被计入失业统计数字，因为她们未积极寻找工作，尽管现在收集了这类隐蔽失业 

者的数字。同样，许多妇女因为要照顾孩子，不得不参加非全日工作；这种工作 

往往不太安全，收入低，没有退休金，没有病假或长期休假。1 9 8 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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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 2 7 0 0名妇女表示，如有人带孩子，她们就出去找工作，另共有232900名 

妇女表示，她们没有积极寻找工作是出于家庭考虑。对贫困情况的调查表明，如 

果母亲不参加工作，贫困家庭的数字将加倍。

第十一条第2款⑴项

对于怀孕期间从事确实有害于健康的工作的妇女，给予特别保护。

调查和仲裁委员会关于产假问题的裁决（1 9 7 9年）中，包括关于在不影响 

原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情况下，允许调动到一个安全工作的规定；调动需根据开业医 

生的证明，即医生建议某一雇员不宜继续从事原来分配给她的工作，而雇主认为这 

样做是可行的。全国劳务咨询委员会曾建议：“产假的某些规定允许你调动一个 

更合适的工作，.如單你平时的工作有损于健康或胎儿的健康，但需征得雇主的同意。 

你可能需要一位医生的证书，证实这……；如果你发现在怀孕期难以继续自己的工 

作，又不能调换“安全”工作或者利用别的假期休息一段时间，你可以决定休产假， 

以便产前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产假》，1 9 8 3年第6页）”。

第十一条第3款

应参照科技知识，定期审查与本条所包涵的内容有关的保护性法律， 

必要时应加以修订、废止或推广。

第十一条第1款⑼项中规定的同等就业机会与关于妇女的特别保护立法之间可 

能有冲突。在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北部地区，有关立法已经过 

修订，撤销了妇女不得在地下矿井里工作的禁令，以便在采矿业里充分地适用同等 

就业机会原则。这些变动有悖于第4 5号国际劳工局公约一一地下工作（妇女）， 

而澳大利亚是该公约的签署国。全国劳务咨询委员会于1 9 8 3年3月同意采取 

行动废止公约。劳工组织现已得到通知：澳大利亚正在考虑废除这项公约。

另一可能有困难的领域，涉及体力举重的法定最大负荷问题，而这项负荷因性 

别而异。经验表明，雇主通常提出这类法律问题，作为拒绝雇用妇女从事某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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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理由。

州法律和州与联邦裁决中这一不同的限额问题，现已责成全国劳务咨询委员会 

妇女就业委员会和全国职业保健和安全咨询委员会进行审议。全国职业保健和安 

全咨询委员会已成立一个体力装卸工作队，负责审查澳大利亚职业保健和安全法律 

起草一份关于现行规定中基于性别和年令的差别的立场文件并草拟业务守则。

鉴于举重物导致很高的工伤事故率，包括背伤，看来这可以作为实现平等的一 

个很好的实例，说明确有必要对所有男女工人采取保护性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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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1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保健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 

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取得各种保健服务，包括有关计划生育的保健服务。

2•尽管有上面第1款的规定，.缔约各国应保证为妇女提供有关怀孕、分娩和 

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于必要时给予免费服务，并保证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得到充分 

营养。

第十二条第1款

按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制度，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负责保健工作。按照. 

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在深健方面的任务有一定的限度，保健服务计划和提供保健服 

务的基本职责在于州政府和地区政府。六个州和北部地区政府的主要业务职责是. 

发展和提供各自的保健服务，决定州或地区保健服务的发展优先次序。现在由各 

个州政府、社区组织和民间的开业医生共同提供保健服务。

联邦政府主要负责一般的全国性政策的制定工作，通过与州政府和地区政府的财 

政安排，对保健服务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向各组织和个人提供补助金和赠款并监 

督其执行健康保险。但是，这种共同负责的结构产生了地方的优先权，妨碍了在」澳 

大利亚制定一项全面的统一的保健服务战略。

联邦政府的全国保健保险计划：医疗保健于1 9 8 4年2月1日生效。

按照这项计划，所有澳大利亚人平等享有基本保健，包括：

一支付医疗补助金，数额相当于政府为每一项医疗服务计划拨款的85%， 

外加为'每一患者服务一次的最高不i过1 〇澳元一半的服务费。如果医 

生愿意接受这项计划服务费的8 5%，政府可以直接支付，而患者一文不 

付。

-在公立医院里由医院雇用的医生负责住院和门诊治疗均不收费。

医疗保健的部分筹资是通过对全部应课税收入征收1%的税取得的，低收入者 

不征税，对个人或家庭应课税的最高数额有最高限额。

这项普遍的制度保证保健服务的主要利用者一妇女及其子女，都可享受保健 

服务。按照以前的计划，特别是低收入的妇女因为要支付直接服务费或间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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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只好冒险不参加计划。还必须出示医疗证以收回退款。这可能会阻止 

被包括在家庭卡内的妇女和少女寻求其他方式的保健，因为她们无力付款，又不愿 

披露自己去看指定的医疗证持有者（丈夫或父亲）以索取应付的补助金。这与提 

供计划生育服务有特别的关系。年令1 5或1 5岁以上的个人可以申请个人注册， 

从而就有自己的医疗证可以报销费用。如前所述，有可能采取由医生直接领取大 

部分医疗费的办法，这样患者就不必付款了。

土著妇女同所有土著人一样其保健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过去十年来历届 

政府都承认急救改善影响土著人健康的环境条件和土著人越来越多地参加制定.管 

理和提供保健服务的重要意义。土著人的保健问题已经着手从广泛方面加以解决， 

例如资助特别计划，包括预防、推广、治疗措施，并吸引土著人参加。

土著人保健计划的经费已从1 972— 1 973年的44 0万澳丨元上升到
1

1 9 8 3 — 1 9 84年的3，0 6 0万澳元。现已廣3 3个以社区为基础和由社 

区管理的土著人医疗服务单位，1 9 8 3 — 1 9 8 4年为提供医疗服务获得资金总 

额为8 8 0万澳元。此外，联邦政府还以5，0 〇 〇万澳元来支持1981—1982 

的土著人公共卫生改进计划（五年计划），以便向那些根据重点保健原则选择的土 

著社区提供所需的基本医疗设施以缓和十分差的保健状况。按照这项计划，特别 

侧重于实现安全和充分的饮用水，以及废物处理办法并向土著社区供电。

许多移民妇女的身心健康状况反映了她们总的生活方式，她们经常因为贫困和 

不同于东道国的语言问题而面临许多压力。互相交往在这些地方显得更加重要，

可是能讲两国语言的医务工作者极少，而有关规定的解释尽管有很大的改进，但从 

来不是完全能令人满意的。那些在下班后急需治疗的妇女往往发现唯一能找到的 

译员就是自己的子女或医院的清洁工。翻译问题常常不仅是个语言问题，而且也 

是个理性认识问题。在过去，不同的分娩方式一度导致拖乱和不幸。现在已有 

专门说明书，用来向那些不大懂和根本不懂英语的孕妇觯释澳大利亚医院的助产方 

法。

全国保健和医疗研究委员会是资助基本医疗研究的主要来源。它的咨询委员 

会还就涉及公共卫生、医疗研究专门领域和一般保健方面的医疗实践问题举行讨论 

并提出建议。项目的筹资系根据其忧胜之处并须经同等机构审查、鉴定，才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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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意。委员会可以通过举办讲习班s或对某些专门研究人员发出邀请，鼓励某 

些方面的研究，但是全部资助均受优胜标准的制约。委员会本身有二十八名会员5 

其中有三名妇女。研究资金还可以通过联邦卫生部，保健服务研究和开发补助金计划 

取得。根据这项计划，项目是面向估价和提供保健服务，其范围包括广泛的医疗 

实践，而不是临床研究。

卫生部设有一名计划生育和妇女保健专家顾问。有四个计划是由卫生部主管 

的，受益者或参加者大多是妇女。这些计划是：“家庭护理补贴计划”、“州补 

助金（医务助理人员服务）计划”、“家庭护理津贴”和“计划生育计划”。住户 

护理保健津贴承认主要任务是妇女的保健。

保健职业里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妇女。1981年人口普查表明，受雇于保健 

职业的妇女占7 3%，而妇女雇员占全部就业劳动力人数的3 7 %。 绝大多数护 

士是妇女（9 3 %)，而许多医务助理人员的职业，如理疗和其他理疗，妇女占 

8 0%。 然而，妇女在开业医生、牙科医生和验光师中仅分别占1 9%、1 1 % 

和17%。 因此，按照医疗补助计划，只有为数很少的妇女参加了提供承认的主 

要医疗服务。

如果我们考虑到妇女与保健制度的关系，还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一个特别重 

要的方面是妇女与专职保健服务人员的关系。例如最近的研究。诸如澳大利亚的 

布鲁姆和曼特以及其他西方社会的那些研究表明，为妇女安排的治疗，包括使用镇 

静剂、抗抑郁症药物或精神疗法，反映出一种倾向，即把这些妇女看作行为不轨的 

人，在她们身上没有证实提供服务者所期望的那种社会作用。

关于现有的保健服务最近的全国数字，来自1 9 8 3年澳大利亚统计局所作的 

一次调查。初步数字表明，妇女在前两周比男子更有可能上医生处去就诊，而妇 

女在同期内服药的比例较高，诸如服用镇静剂、维他命、心脏，血压药片、镇静药 

物。一次早期全国调查（1 9 7 7 —7 8年）表明，妇女住院治疗率较高。

至于残疾妇女的情况，■在保健方面对她们的歧视经常同对那些虽有残疾但并未 

生病的妇女进行不适当的、过于保护的医疗方法结合在一起。反之，在渐残者的 

初期阶段，例如脑小血管硬化症，妇女的症状往往比男子更当作神经官能病而不予 

理会。1 9 8 1 — 1 9 8 2年，全国妇女咨询委员会对残疾妇女、残疾少女进行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了一系列的咨询。这些咨询表明，因为残疾妇女既是妇女又是残疾人，所以她们 

遛遇了许多特殊问题。经济问题显然是首要问题。在事故中受伤的妇女女得到 

的补助金很可能比男子的少，因为人们认为她们赚得少，损失也少。同样，残疾 

少女受教育问题往往更易比残疾男孩受到忽略，因为人们认为女孩将来不太需要有 

经济独立的地位。

多年来，残疾人的康复设施和一套专门服务工作和补助，仅限于对那些有可能 

参加或重新参加有酬工作。这对在家里做家务的妇女显然是歧视，从而使那 

些需要照顾孩子妇女的生活特别艰难。她们的地位现已有所改善，但情况往往是， 

人们仍然认为残疾妇女的需要不知何故总不象残疾男子那样紧迫。料理家务的妇 

女既不能活动或也没有主持家务的助手，但是，不在家干活人倒有可能得到这种 

帮助。

交通问题更使残疾妇女和残疾少女的隔离情况严重了，也使她们更少有机会成 

为社区的一名成员。妇女享有的自由通常要比男子少，因为她们有家庭责任，所 

以任何进一步的限制，都将是强加于妇女和少女的额外限制。

辅助器械和设备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妇女也有特殊意义，其中包括需要在乳房切 

除后提供可以接受的修复手术以及月经失禁问题。另有一些困难由于身为妇女而 

更加严重了。 这类困难包括体力差的问题，例如如何在轮椅里抱婴儿和看管婴儿; 

还有一些同妇女的任务有关的问题，it如需要有专门厨房和家用器具。

让妇女在婚姻和社会中发挥作用，如果条件不具备，这一可以接受的照顾观念 

往往为残疾妇女带来困难，所以她们需要在多方面自己照顾自己。人们常常指望 

做妻子和做母亲的妇女，能够干各种体力活，从洗衣服到照看孩子。然而许多残 

疾妇女至少无力完成其中某些任务。相反，她们可能需要专有一个人照顾，帮助 

她们穿衣、洗澡或吃饭。这样，她们非但不能照顾家庭，反倒需要家庭来照顾。 

即使在成年人之间，旧的男女定型任务的残余思想意味着，妇女给男子喂饭的更不 

易使人震惊。

计划生育服务

澳大利亚支持1 9 7 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中所载入的计划生育原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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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1 9 8 4年在墨西哥世界人口会议上阐明，澳大利亚全体人民有权以自由、 

负责和明智的方式决定自己生育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时间，并申明按照基本人权， 

人人都应当采取适当的手段以执行自己的决定。各州政府自1 9 7 3年都制定了 

一项支持计划生育的政策。政策目标侧重在怀孕的时间和生育间隔时间，以及夫 

妇双方确定家庭人口多少的权利方面；改善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的质量和范围；开展 

有关计划生育的社会、医学和人口统计方面的研究。

人们认为计划生育对影响妇女和儿童的健康以及对改善婴儿的预期寿命是主要 

的积极因素之一，而且也是有效因素之一。澳大利亚妇女长期利用计划生育来决 

定自己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时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婴保健工作的改 

善，这一做法成为减少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主要因素。

联邦政府的政策是鼓励计划生育，使人民能在人类生育方面作出合理的和科学 

的决定。这项政策承认有必要使社区各群体，包括那些在社交上或地理上被隔离 

的人们，都能了解计划生育知识。

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大部分服务均由私人开业医生提供，或以普遍做法或通过诊 

所提供。诊费由医疗保健部门支付。口服避孕药费由医药津贴计划给予补助。

在各州和各地区，口服避孕药丸只能根据一名注册的开业医生的处方提供。处方 

只能由药剂师或注册的开业医生开出。宫内避孕环只能由开业医生放入。避孕 

环的费用不属于医药津贴计划的报销范围。其他避孕用具的供应，如避孕套、避 

孕膜和各种杀精子药物，均不需要医生的处方，可在药品商店柜台索取。总之， 

这些遯孕用具的费用得不到朴贴。

因资源不足、地理位置相距甚远，在坚持执行针对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妇女的计 

划方面产生不少困难。但是，这些妇女可以通过皇家飞行医生服务和各州的航空 

服务以及在乡镇可提供的一般服务而荻得医疗服务。现在正在努力提高在边远地 

区的保健人员的专业知识，包括在各州的土著人医疗服务工作人员。

尽管都知道男.女双方避孕建议，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避孕是女方的责任。不 

幸的是，无法提供关于目前采用避孕方法的统计数字。墨尔本对已婚妇女的两项 

调查（1 9 7 7年）和湛培拉市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系所作的一项包括已 

婚男女的调查（1 9 7 8年）数据表明，至少三分之一的已婚妇女服用口服避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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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在最近结婚年令在25岁以下的妇女中，这个数字上升至三分之二。这些 

数据还表明，越来越多的夫妇在完成理想的家庭人数以后便采取了绝育措施以控制 

生育；在墨尔本市近三分之一结婚至少六年的妻子和1 8— 4 9岁的堪培拉市已婚 

男女把绝育作为流行的避孕方法。墨尔本市早先的调查数字表明，以避免套作为 

主要避孕方法者已从1 9 50年代初期的2 0%>大幅度地下降到1977—1978年的 

5%。 当时采用宫内避孕环者为1 0— 1 5%。 特别是青年妇女不断月隨1避孕 

药丸以及与输精管切除相比更喜欢采用输卵管结扎手术，这似乎表明计划生育仍然 

是妇女的责任。

联邦政府为两个全国计划生育组织提供经费援助，这两个组织是澳大利亚计划 

生育协会联合会和澳大利亚天主教社会福利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推广便于为天主教 

会接受的普通计划生育方法计划。

州和地区计划生育协会从联邦政府荻得门诊服务补助金已有多年了。 随着国 

家医疗照顾制的采用，指示协会停止对标准服务收费，而补助金则有所增加以弥补 

收入的亏损，因此，对病人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但是，澳大利亚计划生育协会 

只提供少量同计划生育有关的保健服务。

澳大利亚政府未制定计划生育数量指标。然而政府承认，因为社会或地理上 

的不利处境，有些妇女群体可能没的充分莸得计划生育的知识和服务，所以应当特 

别重视这些妇女。这些群体包括乡村妇女、土著妇女、低收入和移民妇女及少女。

过去的八年里，已趋建立了一些在青年妇女和移民妇女中间工作的组织，由联 

邦政府提供经费援助。设于墨尔本的行动中心，是作为试验项目于1 9 7 6年建 

立起来的，这是一个青年可以随便加入的非正式的中心。它具有一种不进行评价 

和不用道德说教的气氛，在那里青年人可以就与避孕、人的性功能和社会有关的一 

系列问题得到建议。它现已成为一个常设中心，归维多利亚州计划生育协会管理。 

其组织机构：“工业中的妇女；遯孕与健康”，于1 9 7 7年发展为墨尔本市的一 

个新区组织，自1 9 8 0年以来一直荻得资助，利用能讲多种语言的保健工作者， 

实施一项以工厂为基地的计划生育与移民妇女中妇女保健教育计划。

人们有些担心，开业医生个人对一些病人提供服务可能缺乏同情心或者他们可 

能不提供某些方法。这种态度限制了取得服务的机会，特别限制了那些居住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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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开业医生的乡村地区的妇女或青年人取得服务的机会。

计划生育和避孕知识的传播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上是得到承认的。然而，在全 

国各州仍有各种法律，对避孕药物的广告宣传、展示和销售加以限制。列入计划 

的治疗药品，包括药丸和宫内避孕环，只允许在专业刊物上作广告宣传。尽管为 

其他避孕方法作广告不再被人们认为是诲淫出版物，但是，按照某一州的法律有些 

州的某些广告宣传可能仍是有问题的。某些全国性刊物已为遯孕套作广告宣传。 

然而至今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仍未作广告宣传。

自1 9 7 4年，流产已作为可取得医疗补助的条件列入医疗服务计划清单•医 

生仍有责任作流产手术以满足各州法律规定的要求，因为堕胎法属于各州的司法权 

范围。自1 9 6 9年，几个州的法律的修改和普通法判决都已规定了据以合法实 

施堕胎手术的条件。南澳大利亚和北部地区的法令就合法堕胎与非法堕胎作出了 

区别不同情况的规定。如果有两名开业医生认为继续怀孕会使孕妇的生命有更大 

的危险或者使孕妇在身心健康上受到更大的伤害，或者孩子出生后有严重残疾的危 

险，那么，堕胎便认为是合法的。终止怀孕必须由一位称职的为此在一家医院里 

注册的开业医生实施手术。有人已指出，在以这种方式就各种情况作出规定以后， 

法院在解释法律时可以解决可能产生的许多含糊不清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因为有了关于这件事情的实际裁决在南澳大利亚荻准堕胎就一定比在别的州里更 

容易。在新南威尔士（ 1 9 7 2年）和维多利亚（1 9 6 9年）两州，司法上对 

堕胎的解释已经接受下列理由：严重威胁生命或严重有损于身心健康，而且在新南 

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的裁决根据还把严重威胁炉大到包括经济、社会或医疗等方面。

在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有关堕胎的法律受各州《刑法》有关规定的

管辖。在上述各州，“一个人有便某一妇女流产之动机 非法给予毒药或其他

有毒之物，或使用暴力•…•…，或使用任何其他手段，均构成犯罪行为”。企图使 

自己流产的妇女，同样也构成犯罪行为。然而，如果手术是在诚信，充分照顾和 

良好技术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手术是为了母亲的利益或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而且 

手术是正当的，则便不是非法行为。在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法律中还载有如下 

条件：“考虑到患者当时的情况和当时的所有情况”。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 

不同，没有法院的判决可以按以上规定确定合法堕胎的可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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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都设立了独立的堕胎诊所。 

在南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和塔斯马尼亚州没有这种诊所。如上 

所述，在南澳大利亚相北部地区，所有合法的堕胎必须在注过册的医院里实施；澳 

大利亚首都地区有关法令规定堕胎必须在医院里进行。诊所提供指导和辅助性服 

务，而流产手术通常是在白日门诊时做。由于所有流产诊所都分布在主要大城市 

(或有时也设在较大的省城），居住在这些中心城市以外地区的妇女要取得流产的 

设施可能会发生困难。此外，各个医院和医生在提供服务上差别很大，而且至少 

在两个地区（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和塔斯马尼亚），几乎所有想做流产的妇女只好在 

各州间行走。

1 9 8 4年7月，澳大利亚工党全国会议支持妇女选择生育控制和流产的特定 

权利。这项声明已被列入该党的政纲。然而，在1 9 8 2年会议上，后来又在 

1 9 8 4年作出决定：可以在任何州或澳大利亚工党的联邦讨论会上自由辩论堕胎 

问题，但达成的任何决议对工党的任何成员都没有约束力。该党的章程声明，这 

项决议仍然有效，所以每一个党员仍然有权按照自己的道德感就有关修改流产法律 

的任何建议进行表决。

流产问题未被列入其他主要政党的纲领；个别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道德感进行 

表决。澳大利亚民主党人承认妇女有权掌握自己的身体，支持向妇女提供充分知 

识的政策，以帮助她们就赞成还是反对流产作出决定。

州一级的政府已经资助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组织，提出在学校中进行有关计划 

生育教育的计划，并培训教师、保健专业人员和其他团体，向它们提供有关计划生 

育和广泛的性生活知识的门诊和教育方面的服务。除昆士兰州外，在其余各州， 

教育部批准的课程包括人的关系、人的发育、一般保健教育或生活技能；专门有关 

计划生育的教育和知识的计划已被列入上述更广泛的教学计划。这类计划通常由 

正规的教育服务部门的成员承担。在昆士兰州，这类课程只能在课外安排，而且 

学生家长必须参加。

联邦政府还为教育和培训计划提供资金，并资助长期研究项目，包括计划生育 

的社会、医疗和人口统计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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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第十二条第2款

尽管有上面龛1款的规定，缔约各国应保证为妇女提供有关怀孕、分 

娩和产后期间适当服务，于必要时绐予免费服务，并保证在怀孕和哺乳期 

间得到充分营养。

如上所述，国家医疗照顾.制计划和由政府直接支付大部分费用这一事实意味着 

均可向全体妇女不论其已婚还是未婚，提供产科方面的服务，必要时还可提供免费 

服务。

自1 9 7 2年妊娠、分娩或产褥期等并发症引起的死亡人数已下降到每年不到 

3 0人。1 9 8 2年，最近的数字表明，产科直接死亡的为入，即每十万个新 

生婴儿中约为九个。1 9 3 5年的死亡率为每十万个新生婴儿中有5 6 0个死胎。 

产科医师博士卢埃林..琼斯认为，这一显著的下降有多种因素、包括妇产科医生和 

护理人员得到了更好的培训，绝大多数妇女在产前得到了照料，提供输血服务和利 

用抗菌素防止产褥感染。

澳大利亚对产妇服务非常类似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胎儿都是在 

医院的产科专家的护理下出生的。备就各种科学检查方法，诸如超声波检查、羊 

水穿刺、对胎儿进行监测、硬膜外的麻醉法、引产术和剖腹产手术，以便对怀孕过 

程进行监视，并在一旦出现并发症影响母亲或胎儿的健康时加以干预。从医学的 

观点看，上述新方法保证了分娩对胎儿和母亲的安全。

然而，如同那些住院分挽有着相似历史的其他国家一样，自1 9 50年代以来， 

以后对妇女分挽经历的心理方面被忽视这点，意见越来越多。一些住院的妇女感 

到，医院没有把将要采用的方法向她们详细地说明，医院出于工作效率考虑而规定 

的院规对母亲是不人道的，将家里人拒之门外^

医院方面对这些压力确实作出了反应，在生育护理和实践方面作了一些改变。

一些医院开设了 “分娩中心”，在那里接生是在一种陈设象家庭住房一样的环境下 

进行的，家属和亲友们可以在那里服侍母亲。中心设在大医院妇产科附近，这样 

在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时，便于得到适当的医疗方面的援助，也便于利用那里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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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另有许多医院现在也使分娩环境不那么正规，减少了产科病房，而且院规 

也放松了。 人工助产时，如果产妇提出要求，可以允许自己的伙伴们参加，并鼓 

励产妇参加产前准备学习班。

1 96 1年，一批有分娩心理方法经验的墨尔本市的妇女成立了一个协会，以 

鼓励采用这种方法，并向妇女和专业工作者推广这种方法。在1 9 6 0年代，其 

他州也建立了 一些类似团体，总的名称叫作分娩教育协会。这些组织配备了训练 

有素的理疗医师当领导，为分娩学习班提供孕期适应知识和准备工作。目的是使 

妇女积极参与分娩并在分晚婴儿时承担应负的责任。并使夫妇有信心、有能力应 

付分娩和取得做父母的经验。

护理母亲协会始于墨尔本一个关心母亲的团体活动。自1 9 6 4年开始，现 

已在全澳大利亚建立起一个包括5 5 1个地方组织的网络。主要活动是母亲支持 

母亲，由受过培训、有经验的母亲为那些想自己给婴儿喂乳的新母亲提供建议和援 

助。地方团体还奉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或请人讲解有关当好父母的问题。这些协 

会发行小册子和宣传资料，提倡重视母乳哺养的价值。

对不同地区的母亲进行的见模调查表明，1 9 5 0至1 9 70年代初期母乳 

喂养的人数显著下降，但这一趋势现已逆转，而且在孩子出生后到三个月前只选择 

采用母乳哺养的人数显然有了一定的增长。此外，还有若干支持希望在家分娩母 

亲群体。医生和助产士同这些社区群体一起工作。但是，在家里分娩的医疗护 

理费属健康保险的范围。

与此同时，一些妇女担心在怀孕期和分娩期遇到过多的医疗干预，但仍有一些 

处境不利的妇女群体，她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服务。土著妇女处境特别危险，因 

为她们有许多人居住在偏僻的乡村地区，医疗卫生设施十分有限，而且由于营养不 

良和以往怀孕次数过多，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或者有严重的危险。可供她们利用 

的服务很有限，而且往往不能充分满足她们的特殊需要，因为她们所关心的是借助 

医疗来解决那些基本上属于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

澳大利亚政府特别关心向土著社区提供产前和产后的援助。这在土著人保健 

计划内部的资源分配上有所反映。对所有在边远地区工作的护理人员和土著人保 

健工作者有一个总体要求，那就是在偏僻地区培训助产士。 土著人保健计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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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亲和婴儿实施正规门诊服务、教育和推广计划，.以及由医务人员自行决定将孕 

妇送往医院分挽。

对来自不讲英语地区的移民妇女提供的医疗和分娩方面的现有服务条件极差。 

误解不仅仅是因为语言上的困难而引起的，而且也是显著的文化差别的一个结果，

致使在各种健康情况下对恰如其分的行为往往看法不一。

澳大利亚在生殖技术方面是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国家。•不育夫妇现在可以通 

过下述方法可以生育孩子：

一人工授精或

—试管授精。

这两种方法都可能需要利用“移植体配子”，这就是说，夫妇中的一方或双方 

都不是婴儿的生父母。各州都有提供试管授精和人工授精的计划。接受试管授 

精治疗的受孕率至今已达到约1 5 %。 其中降生婴儿的成功率约为受孕率的一半。 

采用这些技术涉及到大量社区资源的分配问题，包括提供资金、设施和人员。因 

此，近几年来提出了与利用这类资源有关的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各州都设立了委 

员会调查有关技术问题。由澳大利亚家庭法院谢法官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已向 

家庭法委员会和联邦检察官提出报告。迄今关心的主要领域是：

-法律问题，诸如由于采用技术方法而出生的孩子的法律地位问题，及通过 

-•出生记录提供信息问题。

一医学问题，诸如使用胚胎作实验的伦理问题，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发展， 

包括预先确定孩子的性别问题。

这些新技术按有关条款所规定的，可以视为“与怀孕有关的服务”，因此，应 

当使那些不能怀孕而希望怀孕的妇女都有机会加以利用。处在这种地位的妇女欢 

迎新技术为她们带来的希望。然而，社会的其他群体对用于这项计划的资源问题 

表示怀疑，因为这关系到要为参加的夫妇精心选择方法，包括社会和医学因素，及 

参加者的经济负担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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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对 

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有相同权利，特别是：

(a) 41取家属津贴的权利；

⑹银行贷款.抵押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贷的权利；

(c)参与娱乐活动、运动和文化生活所有各方面的权利。

第十三条(a)项
领取家属津贴的权利；

儿童基金原来是在1 9 4 1年实行的。它提供的资金虽然为数很少但它是有 

保证的每周付款，作为家庭里一个孩子的费用开支。付款率除第一个孩子外，所 

有孩子都一样。在执行的最初几年里，根本不为第一个孩子或唯一的孩子付款。

自1950年起，要为这组孩子支付一笔津贴，但其比率仅占第二个孩子和以后所 

有孩子津贴的一半。1 9 7 6年开始实行一项每周支付一次的家属津贴制度，以 

代替儿童基金和对受抚养子女的所得税的退税。自1 9 7 9年5月开始按月付款。 

家庭津贴支付款项因儿童在家庭里的地位而异：第一个孩子领取的费用最低。第五 

个孩子和其以后的孩子领取的费用为最高。

家属津贴属于一种不需要查证手段的付款，也不必纳税，在估定养恤金、津贴 

或其他社会保障津贴时不将其作为收入。负责监护、照顾和看管16岁以下的一 

个或多个孩子者可以领取家属津贴。母亲通常直接领取家属津贴。对许多不参 

与有薪劳动大军的母亲，家属津贴完全可以成为她们唯一直接的收入来源。

第十三条(切项

银行贷款、抵押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贷的权利；

澳大利亚在批准公约之际，许多金融机构尚未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提供服务。

1 9 8 4年联邦《性别歧视法》第2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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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人不论付款与否，或者提供货物或服务，或提供现有设备给他人，凡

以他人的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为理由而对其歧视，均属非法行为。歧视

行为包括：

(a) 拒绝向他人提供货物或服务，或者拒绝向他人提供现有设备；

(b) 在上述人士据以向他人提供的货物、服务或向他人提供现有设备的期 

限或条件；或

(c) 上述人士向他人提供货物、服务或向他人提供现有设备的方式。

⑵这一条规定对州的最高权利具有约束力。

“服务^按照本法的定义，包括有关银行业务、保险及提供补助金、货款、信 

贷或金融等方面的服务。

妇女往往发现更难取得贷款，因为出于男女定型任务观念，就因为她们身为女 

性，她们是低收入者，因而偿还款项的能力不太可靠。澳大利亚一直是这样一个 

国家，人们对妇女特别有这样一种设想，即财政问题是男人的事情。十年前，去 

看病的妻子，必须争取把账单开绐自己而不是开给丈夫。已婚妇女通常没有自己 

独立的信贷定额，如果丈夫的信贷定额很少，当妻子确定了自己的信贷定额时，这 

件事立即就被记录下来。然而，丈夫或夫妇的信贷定额较高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自 

动转移。

新南威尔士州反歧视局于1 9 8 2年开始就妇女与信贷问题作了一项调查，这 

是因为以前负责平等机会的参议员收到了 6 3份来自妇女的正式控告，内容涉及因 

性别或婚姻状况在信贷或金融上发生了背离反歧视法的歧视行为。

对控告书的分析表明：

一婚姻状况确实影响许多贷款决定；

一 申请者的性别决定了某些决定；

一 一些决定作出了关于男人是家长的设想；

-一些很明显是公正、中立性的标准间接地歧视妇女。

向维多利亚平等机会专员提出的控诉也表明，妇女在取得信贷、银行筹资服务 

和保险的条件方面仍然处于（直接的和间接的）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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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西澳大利亚的反歧视法全部 

都允许以性别或婚姻状况为理由，根据退休金或准备基金或计划的期限或条件有所 

区别。联邦豁免条款可以通过规定予以取消，但是这样的规定在联邦法条开始生 

效后可以在两年内不予付诸实施。所有这些法案还都允许以性别为理由在养老金、 

人寿保险单、事故保险单或任何其他保险单的期限上加以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应 

当基于可靠的、实际的或数据的基础之上，而且还必须在考虑到数据和其他有关因 

素之后，这种区别才是合理的。应检察长的请求，人权委员会正在就养老金和保 

险方面的性别歧视作一次主要调查，以确定是否需要修订《性别歧视法》。

总之，各方面都发生了某些变化。虽然在澳大利亚还没有妇女银行或相应的 

机构，但是某些普通银行现已有了专门指定的办事员，为那些希望利用其服务的妇 

女提供指导，并发行专门出版物，探讨妇女的财政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 

家最大的信贷协会最近宣布了一项特殊政策，试图结束对那些想从金融机构荻得无 

担保贷款的年轻妇女的偏见。信贷协会向妇女提供贷款购买小轿车1家庭储蓄，

外出旅行.购置家具和有价证券使用，从而对她们开放了以往保留给男子或富裕家 

庭妇女可选择的业务。

第十三条(C)项

参与娱乐活动、运动和文化生活所有各方面的权利。

(1)运动

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是5只有妇女自由参加她们希望参加的不论何种运动时， 

这项义务才能得到满足。本条款不要求男女混合参加或享有同等的奖金，而且参 

与男女分开的娱乐和体育活动的做法不构成违反本条款的行为。

然而，一旦提出澳大利亚妇女参加运动问题进行审议，那末在大众媒介报道、 

行政体制、设备、学校课程、资金筹措、奖金和各种财政支持方面，男女之间显然 

存在很大的不平等现象。直到最近，甚至妇女观众身份参加体育运动都可能因为 

另行分开使用较差的酒吧、正面看台等设备而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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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性别歧视法》规定，排除某一性别参加竞赛性的体育活动，因为涉及到 

竞赛者的体力、耐力或体格，所以构成非法行为。该条款不适用于有关12岁以 

下儿童参加的体育活动。该法还详细规定，这一条款不适用于教导、裁判、裁判 

员、.行政管理和参加规定的体育活动。

若干体育活动，特别是在社区一级，是通过专.业俱乐部组旗的。联邦《性别 

歧视法》第2 5条与对俱乐部成员的歧视有关。然而，只有单一性别成员的俱乐 

部才有豁免权。法律还规定，如果豁免行不通，有关福利无需同时或按同等程度 

向男女提供，但如果有同样的或同等的津贴可供男女分开使用，或者男女每一种性 

别都有使用津贴的公平合理份额。因为至今还没有这些规定的调查情况。有一 

项令人发生兴趣的调查是涉及高尔夫球和木球的。许多高尔夫球和木球俱乐部长 

期以来一贯坚持这样的裁决：妇女可以不在周末打球，理由是白日工作的男人只能 

在周末玩，因此他们在这段时间应当有优先权。现在既然4 0%»的妇女在一周内 

都在工作，而许多男球员也已退出了全时工作，因此不能认为这项裁决是公平合理 

的.

运动在澳大利亚国民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全国和国际一级，取 

得成功的个人和运动队享有很高的声誉，大众媒介也作了大量报道。

儿童从小就参加各种运动队和运动项目，父母花很多时间为儿童的运动组织做 

自愿性的工作。许多男子和妇女还对自己的运动组织给予很多援助。然而，有 

证据表明，甚至在早期学校活动这一层次上，女孩的运动同男孩相比也处于不利地 

位。例如，在人口最稠密的新南威尔士州，小学运动协会在地区和州一级（资助） 

提供了十八项运动，其中十项仅供男孩参加，四项只允许女孩参加，另外四项男女 

都可参加。中学运动确实也是如此。男孩运动协会在地区和州一级提供了二十 

三项运动，而女孩运动协会仅提供十八项。

1 9 8 3 — 8 4年，维多利亚州政府拨款1 0万澳元作为开展少年的澳大利亚 

式足球运动经费。同年，修多利亚网球协会从州政府莸得1 5，0 0 0澳元，作 

为学校开展网球运动的经费，此外还从州政府荻得总数16，0 0 0澳元的资金。 

女孩打网球的人数至少同男孩打澳大利亚式网球的人数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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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年人运动这一层次上也可以提供许多实例。澳大利亚在选派九名男子、 

六名女子出国参加世界各国锦标赛时，只有妇女必需要寻找自己的经费来源。报 

纸刊载的一篇文章报道说，澳大利亚一英格兰1 9 8 4年女子板球系列赛终于为第 

五次比赛找到了发起人，它也是为了庆祝1874年在本迪戈同一地点举行的第一 

次有记录的女子板球赛。据说4，0 0 0澳元的赞助经费可以使运动员解除膳宿 

方面的忧虑。这与在同季举行的男子板球系列赛所得到的赞助经费和销售战略相 

比之下条件极为不利。

联邦运动、娱乐和旅游部负责制定、协调和向部长提出政策建议。该部掌管 

若干项计划，包括为发展运动项目提供资金，为残疾人参加运动和娱乐活动提供援 

助，发展水上救生储蓄，为参加联邦和奥林匹克运动提供援助，发展优秀体操运动 

员，并在各州发展国际标准的体育设备。

然而，该部目前没有关于妇女参加运动的专门政策。1 9 8 4年6月，负责 

在妇女地位事宜上协助总理的部长和负责运动、娱乐和旅游的部长宣布成立一个关 

于运动中妇女的联合工作组。工作组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查并向政府提出建议， 

这些问题包括：

—目前大众媒介要适当报道妇女体育活动；

一 大众媒介活动与把妇女的体育活动作为主要简介和定期报道的主题； .

一增加大众媒介对妇女体育活动的兴趣和报道有选择自由；

一妇女运动组织在诸如倡议、管理、鼓励、资助和利用设备等方面所遇到的 

问题。

两位部长重申政府有义务提高大众媒介和社区对妇女在运动中具有才能的一般 

认识。

联合工作组1 9 8 5年4月报告中的一项主要结论是，在调查时发现澳大利亚 

所有大众媒介在报道关于妇女参与运动的消息方面是很不充分的。这项估价是根 

据对工作组收到的报告和1 9 8 4年5月一周内大众媒介的文字报道所作的分析作 

出的。这项调查表明，平均三分之一的体育运动的篇幅被用于报道竞赛项目（报 

告、成绩和举行日期）和各类足球，特别是澳大利亚式足球。1 9 8 0年一项类

似的研究表明，80%的篇幅都报道了这些运动项目。1980年，约2%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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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专题篇幅报道了妇女体育运动；而1 9 8 4年专题报导的篇幅下降至1 . 3%。

工作组认为，报道妇女参加运动的方式虽然未予说明但可以看出一种潜意识的 

“信息”：女子运动没有男子运动那样的内在价值或不象男子运动那样重要。这 

是大众媒介和其他有关的重要运动组织内部采取这一基本态度的依据，从而贬低了 

妇女参加体育项目经验的价值。

工作组指出，参加运动的妇女自己必须提出增加管理和公共关系方面的技能， 

这样她们就能.有效地争取得到大众媒介的注意，争取得到确定优先权（即优先得到 

资金）的决策机构的承认。工作组建议成立一个妇女运动促进机构，以便在一段 

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向所有妇女运动组织和团体直接提供实际的援助。工作组的 

报告目前正在审议之中。

联邦政府正通过联邦学校委员会资助一个有关“少女的成就与自尊一体育和运 

动的贡献”。该项目以南澳大利亚的学校为基础，将举办两年（1985—1986年）。 

该项目正在定期出版简讯，转载来自澳大利亚主要学校的报告，同时也刊载来自正 

在解决同样问题的其他州的学校的报告。

(2) 文化生活

1 9 7 5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委员会是联邦政府主要的资助艺术和艺术决策机构。 

总而言之，委员会的使命是制定和执行政策，以帮助提高澳大利亚的艺术水平，促 

使和鼓励更多的澳大利亚人能参加艺术活动，并使澳大利亚人和其他国家人民更密 

切地注意澳大利亚的文化遗产和成就。艺术家团体和艺术组织在财政上由委员会 

根据制定的政策，通过委员会的土著人艺术1社区艺术/工艺美术、文学、音乐、 

戏剧、观赏艺术等各种专门艺术形式给予援助。

1 9 8 3年，委员会出版了《艺术中的妇女，》，这是一项关于女艺术家和女艺 

术工作者在各种领域所遇到困难的研究报告，这些困难限制了她们担任专业人员和 

管理者的机会。作为后续行动，委员会转向具体的行动建议，确定了官方战略以 

改善妇女在艺术领域里工作的处境。

首先，委员会和管理局提议把发展与就业、取得工作和选择丨有关的平等机会计 

划列入评估所有艺术组织提出申请的标准，并作为主要组i只的专门指导原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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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那些每年自澳大利亚委员会取得10万澳元的一般津贴的组织）。

由委员会资助的主要艺术组织，将要求它们在每年提出津贴申请书中报告它们 

在向妇女提供平等机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委员会将在五年后审查这些组织所取 

得的总的进展情况。

其次，促请所有主要的艺术组织审查妇女在其管理机构中的代表性，以便通过 

自己的工作促进这方面的平等机会。

第三，委员会和管理局鼓励艺术组织在可行的情况下采取其他表演节目计划， 

或在介绍妇女活动方面执行更适合于妇女需要的演出时间。

委员会还颁布了关于在澳大利亚委员会出版物、文件和广告中使用无性别歧视 

语言的指导原则，以供国内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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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1.缔约各国应考虑到农村妇女面对的特殊问题和她们对家庭生计包 

括她们在不具货币性质的经济部门的工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应采 

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对农村地区妇女适用本公约的各项规定。

澳大利亚是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约7 0势的人口居住在国都、六个州首府 

和其他四个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四分之三以上的大陆平均每平方公里仅0• 1 

人。不难理解，那些居住在偏僻地区的人们往往过着与社会十分隔离的生活。乡 

村地区的设施往往是残缺不全的。例如，全澳大利亚许多城镇和小的居民I点的供 

水质量低下，有时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水标准。1 9 8 1年人口普查 

表明，仅14钧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这个比例反映了自1976年以来乡村 

居民比率的增长不大，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城市人口的迁入，其中有的是为了改变生 

活方式，但也有的是退休后来到沿海的非城市地区。

第十四条对澳大利亚情况是否适用的问题，在地方有些争论。公约起草工作 

组的报告说得很明确：原来的意图是乡村地区男女的平等，而不是城乡妇女的平等。 

讨论还侧重于承认以下事实的重要意义：“乡村妇女在家庭生计包括她们在不具货 

币性质的经济部门的工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妇女在澳大利亚农业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件事实却得不到承认。 

与邻邦国家新西兰不同，澳大利亚没有专为从事农业的妇女设立一个网络组织，妇 

女在代表各种农业生产者团体的一般机构中的人数比例•，通常占总人数的1 —2%。

但是，虽然居住在乡村地区的澳大利亚人口所占比例很小，但有八万会员的乡 

村妇女协会却是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妇女组织。.该组织于1924年设立 

在西澳大利亚，甚至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中就包括使已婚妇女成为子女恥监 

护人，并将妻子的名字写入财产协议。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所有居住在乡村的 

妇女和儿童的福利和生活条件，提高持家的水平，以及发展农业。乡村妇女协会 

不只是那些靠土地为生的家庭的妇女的组织，它也是所有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妇女， 

包括那些居住在偏僻城镇的妇女，以及那些在乡村地区就业但从事非农业工作如教 

书、保育工作或会计工作的妇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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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乡村经济中的女劳力投入作出统计数字方面的估价，这是极为困难的。已 

经提出的一项设想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妇女占乡村总劳力的1〇%。 这个 

数字相当于本世纪初期1 5 — 6 4岁妇女的3 0 %的参与率。自这次战争后，妇 

女在乡村劳力中的比例从六分之一增至三分之一。这是乡村地区男女更趋于十分 

平衡的一个结果〇 这表明人们更愿意承认妇女是乡村劳力成员，它也是由于实行 

农场企业而引起的法律更改的一个结果。这时期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从农场 

的男人单一所有制转向夫妻合伙制和私营公司。1 9 7 1 — 1 9 7 6年，妇女在 

这项农业中的人数翻了一番，从1 6%增至3 1 %。 从1 9 6 1至1 9 7 6年的 

十五年间，乡村工业中从事自营工业的男子和男雇主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妇女在人 

数上则增长三倍。据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报道，每十名妇女中有九名每周在农场工 

作3 5个小时或更长些。

1 9 3 3年以来的人口普查统计数字表明，一方面从事自营的男子或从事初级 

产品生产的雇主呈下降趋势，而另一方面身为农场雇工的男子也呈下降趋势。同 

样的数字还表明，在同一期间，从事同样工种的妇女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在1933 

年的人口普查中，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职业情况表明，每二十七个男子中有一名妇 

女。到1 9 5 4年，比例下降至1 6: 1，而最近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从事初 

级产品生产的男女比例为3: 1。 从以上农场雇工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事农 

业妇女人数的增加不能仅归于名义上的或实际的合伙关系。男雇工的人数在同一 

期间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女雇工的人数则增长了六倍。但 

是，必须注意，全日制农场女工每周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同行业全日制男子收入的 

6 6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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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148.2
154.2 
139.1 
138. 4
141.3 
116.8
124.4

493.6
427.1 
433.4 
395 .2
369.2
335.8
296.2
295.9

15.2
13.8
19.6
28.1
34.5 
38. 5
83.6
74.6

1933 
194 7 
1954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表 1 4 • 1

澳大利亚1 9 3 3至1 9 8 1年人口 

普查从事初级产品生产人数就业状况统计 

(单位：千）

年男

自营和 雇主 

雇主

总数 自营和

雇主

女

雇主 总数

5
 

9
 

2

8
 

5
 
4
 

5

3
 

8
 

9
 

6
 

O
 

4
 

9
1
 

9
7
7
 

5
3
9
 

7
 

7
 

2
2
2
2
2
1
1
1

3
9
2
7
8
9
1
3

.

.

.

.

.

.

.

.

.

•

 

1
 

7
 

5
 

4

 
4
 

8
2
 

2
 

3
5
5
9
9

6
 

6
 fO

 

3
 

5

3
 

8
 

7

7

0
 

5
 

5
 

9
 

2
 

1
1
1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1 9 3 3至1 9 8 1年人口普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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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14.0 34.1
1965 15. 3 39. 1
1966 ⑹ 14.2 40.1
1967 11.9 43.7
1968 11.9 41.2
1969 11.8 41. 3
1970 14.2 49.9
1971 11.6 50.3
1972 10.5 54.5
1973 10.6 54.7
1974 11.0 48.9
1975 10. 3 52.1
1976 10.7 57.1
1977 t 11.8 63.4
1978 (c)r 5.1 6 6.6
1979 12.9 65.9
1980 15.2 73.4
1981 18.6 82.8
1982 14e6 76.2
1983 15.4 83. 8

48.1
54.5
54.3
55.6
53.1
53.1
64.1 
61,8 
65.0 
65. 3 
59.9
62.4 
67.8
75.2
71.7
78.8

387,2 435.3
378.5 432.9
370.9 425.2
369.8 425.4
362.0 415.1
361.9 415.0
34 8.0 412. 1
343.2 405, 0
34 5.3 3 7 4.4
305. 1 370.4
305.9 1365.8
297.6 360.0
284.2 352.0
290.2 365.4
285.3 357.0
283.1 361.8
293.6 382.2
293.2 394 . 6
286.4 377.2
289.5 388 . 6

资料来源：统计局：《劳动力季度调查情况》

⑴包括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就业人数

(2) 1 9 6 6年和以后：包括土著人和北部地区人数

(3) 抽样调查领域和分类上略有变化

表 1 4 • 2

1 9 6 4至1 9 8 3年在澳大利亚农业工业 

中的就业人数（为每年5月份的数字）⑴

年单身 已婚 妇女 男子 总人数 妇女占 

妇女 妇女 总人数 总人数 总人数％

6
 

4
 

8
 

2

8
 

1
0
 

9
 

8
 

0
 

9
 

9

0
 

5
 

8

8
8
6
3
4
6
4
3
3
6

8
 

2

1
 

5

1
2
2
3
2
2
5
5
7
7
6
7
9
0
0
1
3
5
4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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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5月的数字表明，在农业和农业服务业中，妇女占雇主的2 7热、

自营者的2 6%、领取工资和薪水者的1 9%，•在从事工业的总人数中，妇女占 

2 4 %。 一方面，同许多其他工业相比，妇女显然不大可能从事农业。但是与 

此同时，农业中女雇主的比例却类似于在所有工业中女雇主的比例。

有诸多因素导致妇女在农业中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一个因素是越来越多的 

人接受妇女从事农业工作。全国农民联盟现在承认，同传统村社以往的接受态度相 

比，“妇女更好，或许更愿意提供现代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农家不再自然 

而然地设想：儿子将被培训从事土地的工作；而女儿则将另谋出路。过去，农业 

学院不招收女生，当她们第一次被录取时，青年男子进行了许多抵制。

现在各种不同范围的农业培训课程，从“在职”培训到获取大学学位的课程， 

都向男女开放。自1 9 7 4年，在维多利亚，已经可以在农场里进行学徒实习， 

这项创议使农民女儿参加地里工作培训的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

正在开放的农业工作的另一个领域是农场秘书。农场秘书的职责包括管理农 

场办公室、发放工资、协助编制预算、饲养马群和统计数字、协助农场管理的实际 

业务。这项工作已成为适合妇女的职业的男女定型任务了。 因此，例如在一所 

开设二年农场秘书课专业的学院里，妇女占攻读副学位的主要比例，但听取一般农 

场管理课者不到1 0热。尽管在农业工业中2 7 %的文书工作是由妇女完成的， 

但是从事农业的女工仅有5 %担任文书工作。

妇女在农业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长的其他因素，包括在乡村地区可供青年妇女 

就业的非农业工作的人数日减，以及农场机械化对农场工作的体力要求的影响。在 

乡村不景气的情况下，妇女在家庭农场里的作用日益重要。农场里的许多妇女通 

常扮演着农场主和家庭主妇双重角色。她们保管帐册，长期参与决策，参加收割 

和挤奶工作。.在经济萧条时期，妇女可以单独管擇农场，而丈夫则去寻找有酬工 

作以补贴农场的收入。 —些妇女甚至同时做三种工作：在当地城镇里赚取工资、

在自己家里干家务活、在农场里当农场工人，因为其丈夫外出打短工或当季节工。 

家庭农场里的妇女正在转入农场工作，以代替其丈夫和儿子，或节省雇用临时劳力 

的费用。从而，妇女便接过了多种活：砍带刺植物、伐木、锄毒草、拉干草、筑 

篱笆、剪羊毛、一个人挤奶、管理牛群、开拖拉机、接生母牛、灌溉，以及一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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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工作。由于技术的采用免除了某些体力劳动，与此同时少数妇女通过培训学会 

了如何使用、保养和修理机器，而且她们必须尽快取得这些技术。

人们通常认为保育工作是•一种城市需要的工作。但是随着农场主妻子劳力投 

入的不断增加（不论是在农场还是在当地城镇中心）——过去的十年里几乎成倍增 

加，因而保育工作也成为一项农村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农村妇女的处境》，国 

家党妇女部，墨尔本，1 9 7 7年）。

第十四条第2款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对农村地区妇女的歧视，以保证 

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并受益于农村发展，尤其是保证她们有权： 

⑻充分参与各级发展规划的拟订和执行工作；

⑼有权利用充分的保健设施，包括计划生育方面的知识、辅导和服务； 

⑹从社会保障方案直接受益；

⑹接受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训练和教育，包括实用识字的训练和教育在 

内，以及除了别的以外，享受一切社区服务和推广服务的益惠，以提 

高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

⑹组织自助团体和合作社，以通过受雇和自雇的途径取得平等的经济机 

会；

(f)参加一切社区活动；

⑻有机会取得农业信贷、利用销售设施，获得适当技术，并在土地改革 

和土地垦殖计划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㈨享受适当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住房、卫生、水电供应、交通和通讯 

方面。

在看待与澳大利亚农村妇女有关的特殊问题时，重要的是承认农村地区妇女享 

有同城市地区妇女同样的法律权利。因此，例如，1 9 8 4年《性别歧视法》一 

视同仁地适用于居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妇女。对农村妇女的歧视主要来自于人 

们的态度，即常常是非常传统的男女定型任务的观念，以及人们就是不承认妇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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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特殊需要。仅举一例说明，离校后的教育课程可以同等地向男女开放，但 

是处于偏僻地区的妇女可能发现上课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她们缺少交通工具，缺乏 

儿童保育设施，而且这些课程本身是为男子开设的。

政府在通讯、卫生、教育等方面制定了许多专门计划，这些计划都是为了解决 

居住在偏僻地区的人们的特殊需要而制定的。但是，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专 

门为农村妇女的需要而制定的。

农村妇女中最贫困的阶层是土著妇女。她们的特殊需要在上文的介绍中已有 

所叙述。

第十四条第2款(a)项

充分参与各级发展规划的拟订和执行工作；

妇女，包括农村地区的妇女，在参与联邦和州一级的农村发展规划的拟订和实 

施方面，没有法律障碍。然而，正如在上文第7条中所述，妇女在地方政府中发 

挥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而地方政府在管理农村许多问题方面是相当重要的。

第十四条第2款⑼项

有权利用充分的保健设施，包括计划生育方面的知识、辅导和服务； 

参见关于第十二条的评论。

由于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向全国各地区提供广泛的服务方面确有许多 

困难。根据上文第十二条所介绍的设施情况，政府尽一切努力保证居住在农村和 

偏僻地区的妇女有权利用充分的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

第十四条第2款⑹项

从社会保障方案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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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的妇女有权按照1 9 4 7年《社会保障法》享有同澳大利亚所有其他 

地区的妇女同样的养恤金。享有养恤金条件的类别是参考收入和有关情况的标准 

规定的，这项标准对男女通常是公平的。

参见上文关于第十一条第1款⑹项的评论。

此外，还有多项养恤金是专门向居住在澳大利亚农村和偏僻地区的人们提供的。 

例如，养恤金领取者和受益者可以有资格领取边远地区的津贴，居住在所规定的偏 

僻地区的居民，还可以享受退税待遇。

第十四条第2款⑷项

接受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训练和教育，包括实用识字的训练和教育在 

内，以及除了别的以外，享受一切社区服务和推广服务的益惠，以提高她 

们的技术熟练程度；

参见上文关于第十条的评论。

第十四条第2款⑹项

组织自助团体和合作社，以通过受雇和自雇的途径取得平等的经济机 

会；

农村地区的妇女组建自助团体和合作社没有法律障碍。

第十四条第2款⑵项

参加一切社区活动；

澳大利亚的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都有权参加一切社区活动。

第十四条第2款(g)项

有机会取得农业信贷，利用销售设施，获得适当技术，并在土地改革 

和土地垦殖计划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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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文关于第十三条⑹项的评论。

第十四条第2款㈤项

享受适当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住房、卫生、水电供应、交通和通讯 

方面。

提供公共住房、卫生设施、水电，以及交通和通讯设施，虽然主要属于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但是联邦政府通过对各州的补助，特别是对筑路、养路和 

修路的补助提供了大量经费。

澳大利亚电讯委员会负责向澳大利亚各地区提供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报通讯服 

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向得不到私营商业电台和电视台服务的许多农村地区和偏 

僻地区提供电视、电台服务。

农村人民的许多需要是通过特别计划得到满足的，例如，与社会隔离儿童的父 

母津贴协助父母将其子女送入寄宿学校，以及住房援助计划和特殊援助，向那些需 

要从偏僻地区到外地去取得保健服务的人民提供援助。事实上，有许多农村人民 

(包括妇女在内）的计划，试图对因居住在偏僻地区或农村地区而产生的某些困难 

给予补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引用的作为对农村妇女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的计划，并非直接专为妇女制定的，而是为父母或那些必须照顾受抚养的人们等 

的需要而制定的。

第十五条

1. 缔约各国应给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

2. 缔约各国应在公民事务上，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 

以及行使这种行为能力的相同机会。特别应给予妇女签订合同和管理财 

产的平等权利，并在法院和法庭诉讼的各个阶段给予平等待遇。

3. 缔约各国同意，旨在限制妇女法律行为能力的所有合同和其他任 

何具有法律效力的私人文书，应一律视为无效。

4. 缔约各国在有关人身移动和自由择居的法律方面，应给予男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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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权利。

第十五条第1款

缔约各国应给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

澳大利亚的一切司法权都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项承认没有基于性别的 

歧视。

澳大利亚的成文法同英国的做法相同，已采用含有男性词义的措词，同时也包 

括女性的用法。

1 9 8 4年，联邦政府采纳了起草法律新方法的指导原则，目的在于消除性别 

歧视的语言。政府接受如下观点：用“男性的”语言起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助 

长现存社会关系的永久化，在这种社会关系下男子和妇女都把妇女视为次要的人。 

指导原则包括三个要素：避免重复使用（他、她）的人称代词；在必须使用人称代 

词“他或她”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使用以男子结尾的用语。

新方法在起草新的主要立法和现行立法的新规定时是有效的。如果资源许可， 

对其他立法也将按需要加以审查和修正。推荐的术语在起草《性别歧视法》时已 

经被采用。

在维多利亚，1 9 8 4年《立法法令解释》规定，在州的法律中将使用男性或 

女性，从效力上讲任何一个性别包括了另一个性别。州政府还决定，立法的起草 

或重新起草不应参考性别。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打算在未来的法律中采用中性用语 

起草。

澳大利亚的一切司法权都规定，在法院和法庭面前平等意即所有人都有权根据 

既定的法律规则和证据受审问或参加听审。男女的这项权利都是平等的。

然而，如同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正式意义的非歧视并不一定能保 

证在诉讼程序上的平等。与诉讼程序有关的妇女可能受到男女定型任务的影响而 

蒙受损失（这种男女定型任务观念在某种情况下当然也可能使男子受到不利影响）。 

过去这种观念的一个具体后果就是使妇女因离婚而在分割婚姻所得财产时处于不利 

地位。尽管《家庭法条例》现在明确承认，妇女通过持家、照顾子女、支持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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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对婚姻作出了贡献，但是至今对此尚没有一项具体的估价标准。妻子发现自己的 

无酬贡献没有象丈夫创造收入的活动那样得到同样的评价。因此财产的分割总是 

偏向男方。过去在资产是周就业计划支付未来退休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 

如果她不是在支付时同受益人结婚，则前妻对这些资产无索取权。《家庭法条例》 

于1 9 8 3年作了修正，以便把这一情况考虑在内。

另一方面，妇女往往更可能成为婚生子女的监护人。然而，身边有年幼的子 

女会成为一种拖累，既不利于得到住房，又不利于找到有酬工作，所以生活在贫困 

中的单身母亲的人数日益增加。1 9 8 5年8月家庭研究所提出了一项题为《婚 

姻破裂在澳大利亚引起的经济后果》报告，这是一份关于离婚造成的经济后果的研 

究报告。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也在就婚姻所得财产的澳大利亚有关法律进行 

一项全面审查。该委员会已发表一份供讨论的论文，并正准备召开一些公开会议。

总之，妇女的财政资源少于男子，因而不可能获得充分的法律方面提供的服务， 

除非她们完全符合获得法律援助的严格标准。

第十五条第2款

缔约各国应在公民事务上，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以 

及行使这种行为能力的相同机会。特别应给予妇女签订合同和管理财产 

的平等权利，并在法院和法庭诉讼的各个阶段给予平等待遇；

澳大利亚法律的很多方面都符合本条款的要求。

然而，有两个领域与此是不符合的。在某些司法权下，妇女在优先权方面的 

权利是不平等的，如授与遗产管理委任书的优先权以及管理少量遗产有关的优先权。

此外，某些司法权保留了普通法规则，允许妻子为丈夫的信贷作保证。

澳大利亚的法院诉讼程序受普通法（包括无罪推定、要求获得律师进行辩护的 

权利和某些证据法规则）和有关法律（如由法院根据其制定的法律规定的议事规则） 

的管辖。普通法规则和法律规则都同样地适用于男子和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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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第3款

缔约各国同意，旨在限制妇女法律行为能力的所有合同和其他任何具 

有法律效力的私人文书，应一律视为无效；

澳大利亚政府把本条款解释为适用于谋求'限制妇女作为社会集团的法律行为能 

力的文书。没有事例可以说明澳大利亚法律或诉讼程序侵害了这项规定。

第十五条第4款

缔约各国在有关人身移动和自由择居的法.律方面，应给予男女相同的 

权利。

《联邦宪法》第9 2条是有关在澳大利亚境内，人身移动的主要规定，它规定： 

“州与州之间的贸易、商业和往来，不论是通过内陆运输还是通过海运，

应当是绝对自由的。”

这项保障在司法上被认为是既包括人身的自由移动也包括货物的自由流动。它 

同样适用于男子和妇女。

人员迁入和迁出澳大利亚的权利受以下法律的管辖：1 9 3 8年联邦《护照法》 

(如系公民），1 9 5 8年联邦《移民法》（如系非公民）和屮9 5 1年有关难民 

地位公约的规定（如系难民），.澳大利亚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这些法规同样适用于 

男子和妇女。

在澳大利亚，户籍在历史上是按照普通法确定的，该法规定已婚妇女的户籍随 

丈夫的户籍。然而，这项规定在澳大利亚所有司法权中已被废除。1 9 8 2年 

联邦《户籍法》第6条规定：

“已婚妇女总是按丈夫户籍的法律规则已被废除。”

所以，已婚妇女的户籍将根据确定单身妇女的户籍或单身男子的户籍的相同标 

准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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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1.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 

切事务上对妇女的歧视，并特别应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

(a)有相同的缔婚权利；

⑼有相同的自由选择配偶和非经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不得结婚的权

利；

(c)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及解除婚姻关系时，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⑴不论婚姻状况如何，在有关子女的事务上，作为父母亲有相同的权利 

和义务。但在任何情形下，均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

⑹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莸得 

使她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

(f) 在监护、看管、受托和收养子女或类似的社会措施（如果国家法规有 

这些观念）方面，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任何情形下，均应以 

子女的利益为重；

(g) 夫妻有相同的个人权利，包括选择姓氏、专业和职业的权利；

㈤配偶双方在财产的所有、取得、经营、管理、享有、处置方面，不论

是免费的或是收取价值酬报，具有相同的权利。

2. 童年订婚和童婚应不具法律效力，并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包括 

制订法律，规定结婚最低年令，并规定婚姻必须向正式登记机构登记。

有两项主要法律是涉及婚姻和解除婚姻关系的。1 9 6 1年《婚姻法》就有 

效婚姻作出了法律规定。该法规定了结婚年令概念，并规定了在澳大利亚举行婚 

礼的程序。按照本法的规定，犯罪行为诸如，重婚罪，程序性的犯罪行为包括虚 

报和冒名顶替要求作出同意的人，这些都载入了本法。

1 9 7 5年《家庭法条例》是关于废除婚姻的主要法律。与以往澳大利亚的 

离婚法规不同，《家庭法条例》并不规定一方有了错误，法院才可承认婚姻关系已 

经解除。

现在解除婚姻关系只有一项理由婚姻关系不可挽回的破裂。如果配偶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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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至少已分居十二个月，这项理由即可成立。任何一方都可向法院申请离婚。

根据这项法律成立了澳大利亚家庭法院，负责处理离婚、子女的监护、前偶和 

婚生子女（如果有的话）的生活费和婚姻所得财产的分割问题。

第十六条第1款(a)项

有相同的缔婚权利；

1 9 6 1年《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十八岁，女不得早于十六 

岁，第12条规定，法官或地方法官可以下令授权批准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十六 

岁，女不得早于十四岁。

第十六条第1款⑼项

有相同的自由选择配偶和非经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不得结婚的权

利；

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所有男子和妇女有权自由选择配偶（须符合缔婚的 

权利能力的规定）和只有经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方可缔婚。1 9 61年《婚 

姻法》的条款规定，如果配偶任何一方的同意是通过强迫或欺诈行为取得的，婚姻 

则是无效的。

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土著人社区中的许多成员今天仍然过着传统的或半传统式的 

生活，遵守自己的传统习俗。特别是立约婚姻或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在这些地区仍 

然流行。

尽管可以承认社会保障养恤金但土著人的旧式婚姻未得到澳大利亚婚姻法的正 

式承认。

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已发表关于立约婚姻和承认土著人旧式婚姻的讨论文 

件。关于立约婚姻的试验性的建议是外部当局对立约婚姻制度作出的干预，目前 

将不予改变。另一方面，应当为支持土著人文化和传统法律与可能发生违反澳大 

利亚法律的两个方面找到一项统筹兼顾的做法。委员会建议不改变法律：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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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约婚姻有合法地位，年轻姑娘应当继续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以免受到强迫。然 

而，委员会承认，在需要干预时，必须小心谨慎和倍加关心。

关于旧式婚姻，提出的建议是，这些婚姻如出于特别的目的（即符合领取社会 

保障养恤金条件的定义）是可以承认的。这种方法不需要颁布关于土著人婚姻规 

则的法律，从而将使土著人社区有更多的自由以允许这项传统继续发展。这还可 

以避免土著人婚姻规则与法律在加强土著人生活方式和习惯法时可能产生的冲突。

按照土著人的传统，女孩在进入青春期后就可结婚了。 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 

规定s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为十四岁。法律改革委员会认为，不应认为土著人婚 

生的子女不能因为其母亲年仅十三岁而是不合法的，寡妇也不能因为年龄问题而被 

剥夺因丈夫死于事故而领取赔偿费的权利。人们认为，这一承认并非是鼓励早婚， 

而仅仅是承认现存习俗而引起的后果。土著人的旧式婚姻是不经正式登记的，这种 

婚姻将留待各个土著人社区来决定。

按照某些少数民族或种族群体的习俗，包办婚姻在澳大利亚也时有发生。然 

而，在配偶一方因受强迫而同意结婚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现存的补救措施。

第十六条第1款⑹项

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及解除婚姻关系时，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1 9 7 5年《家庭法条例》载有几项条款，保护男女在婚姻存续期间和解除婚 

姻关系时均享有平等权利。

该法第119条规定，婚姻任何一方可以在契约或侵权行为方面，起诉另一方£ 

这便废除了以往妨碍采取这种行为的情况，因为按照普通法原则，夫妻是法人资格 

的结合。

1 9 7 5年《家庭法条例》第八部分涉及赡养和财产。该法规定，如果婚姻 

第二方不能完全赡养她或他，则每一方都有义务赡养另一方。

第7 9条规定，在一项终止或解除婚姻关系的诉讼程序后引起的关于处理婚姻 

所得财产的诉讼程序中，法院可以下令改变双方的财产利益。•在这项考虑中，法 

院需要专门考虑到对财产方面所作出的财政的和非财政的贡献，不论这些贡献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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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还是间接的，包括以操持家务者或家长身份作出的贡献。第七十九条细则⑷ 

规定：

“法院在按照该条规定下达命令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⑻对敢得、保存或增加财产或有关财产的其他方面所做的财政贡献，既可以 

由一方或某一子女，也可以代表一方或某一子女直接地或间接地做出这种 

贡献；

⑼任何一方对财产的取得、保存或增加所做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包括以 

操持家务者或家长的身份所做出的贡献”。

第十六条第1款⑹项

不论婚姻状况如何，在有关子女的事务上，作为父母亲有相同的权利 

和义务。但在任何情形下，均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

1 9 7 5年联邦《家庭法条例》就婚生于女，婚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适用 

于解除婚姻关系的条款，作出了规定。与未婚者出生的子女有关的父母的权利和 

义务，受州的法律和地区法律的管辖，在这种情况下的诉讼程序是在州一级的法院 

里受理。但是，适用的法律是根据类似于《家庭法条例》的原则。

1 9 7 5年《家庭法条例》载有若干条款，规定婚姻双方在有关婚生子女的监 

护权和扶养权方面是平等的。

该法第十六条细则⑴规定：

“遵照法院临时生效的任何命令，婚姻的任何一方都是不满十八岁的任何婚生 

子女的监护人，婚姻双方对子女有共同的监护权”。

第七十三条规定：

“婚姻双方，按照各自的财政资源，有义务扶养不满十八岁的婚生子女”。 

第十六条第1款⑹项

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获得 

使她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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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承认，所有夫妇双方都有权决定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所以，政 

府有一项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以使人们能够在人类生育的问题上作出合理和明智 

的决定。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有关计划生育的建议是由一般开业医生在日常门诊过程中 

提供的。这种服务一视同仁地向男子和妇女提供。但是，在提供口服避孕药丸 

的处方和堕胎手术上仍有一些法律限制，而且各州的法律很不相同。参见上文第 

十二条第1款。

第十六条第1款⑵项

在监护、看管、受托和收养子女或类似的社会措施（如果国家法规有 

这些观念）方面，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任何情形下，均应以子女 

的利益为重；

在澳大利亚，各州通常负责涉及子女的受托、收养以及在与子女福利有关的问 

题方面对子女进行监护和看管。

然而，也有一项联邦法律涉及这些问题。1 9 7 5年《家庭法条例》第七部 

分涉及澳大利亚家庭法院对子女的福利和监护权有司法权，通常涉及婚生子女。这 

项法律的条款对男女均不歧视。

而且，第六十四条第⑴款⑻项明确规定，在关于婚生子女的监护或扶养的诉讼 

程序中，法院应以子女的福利为重。

有些司法权对适用于男女收养子女条件均有不同的年龄标准。有人认为，这 

些区别在为得到公约允许的某一类型的妇女带来的利益以及在实际上的年龄区别方 

面，都还会造成实际困难。

第十六条第1款⑻项

夫妻有相同的个人权利，包括选择姓氏、专业和职业的权利；

要求出生登记的大部分关于司法权的法律规定，婚生子女只能以其父亲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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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不合法婚姻出生的孩子，必须以其母亲的姓氏登记。可以认为，既然不论 

是男子还是妇女都不能选择孩子登记时使用的姓氏，因此没有歧视问题。然而， 

要求以父亲的姓氏登记似乎反映了早期以男子为“一家之长”的立场、观点，这种 

观点在法律上和社会上，现在已被取而代之。

澳大利亚的男子和妇女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方面，有相同的权利。虽然法律并 

不规定妇女婚后要采用丈夫的姓氏，但是，一般风俗习惯却要求这样做。

第十六条第1款㈤项

配偶双方在财产的所有、取得、经营、管理、享有、处置方面，不论 

是免费的或是收取价值酬报，具有相同的权利。

澳大利亚妇女，不论已婚还是单身，同澳大利亚男子一样，有权以自己的名字 

持有财产，在财产的取得、经营、管理、享有、处置方面，具有相同的法律行为能 

力。

家庭法院，按照1 9 7 5年《家庭法条例》，有权对婚姻双方的诉讼程序行使 

司法权，以宣告婚姻双方对财产的所有权。而且，在婚姻双方或任何一方关于财 

产的诉讼程序中，如法院确认这样做是合法和公平的，则它以命令改变双方的利益。

第十六条第2款

童年订婚和童婚应不具法律效力，并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s包括制订法 

律，规定结婚最低年龄5并规定婚姻必须向正式登记机构登记。

如前所述，1 9 6 1年《婚姻法》具体规定了男女的结婚最低年龄。如果婚 

姻中的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年龄，则举行婚礼将护视为是无效的婚姻。该法规 

定，缔婚或故意_行这样的婚礼均属刑事罪。

《婚姻法》规定，按照其条款举行的所有婚礼必须进行登记。

在那些土著人继续按照传统习俗生活的地方，他们可以缔结部落婚姻，包括童 

婚。一方面这种婚姻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关系到这种婚姻关系出生的子女的地 

位，以及领取社会保障养恤金的条件问题，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承认部落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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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与声明

澳大利亚政府交存秘书长《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批准书，其中载 

有以下保留：

澳大利亚政府阐明，受雇于联邦政府、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政府的大部分 

妇女享有带薪产偃〇 关于受雇于新南威尔士州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其他妇女，按照 

联邦和一些州的工业裁决书受雇的妇女均不享有带薪产假。身为单亲的妇女享有 

经收入调查核准的社会保障养恤金。

澳大利亚政府通知s它在目前不能采取第十一条第2款⑼项所要求的措施，即 

在全澳大利亚采取带薪产假或相应的社会养恤金。

澳大利亚政府通知，关于要求政府修改国防军政策，从而不准妇女参于战斗和 

与战斗有关的职责问题，它不接受公约的这一适用性〇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审查这 

项政策，以便更严谨地界定“战斗和与战斗有关的职责”。

我，莱昂内尔•弗罗斯特•鲍恩作为贸易国务部长，代理和代表外交国务部长， 

在本批准书上签字并加盖外交国务部长的印章，以资证明。

一千九百八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订于堪培拉。

莱昂内尔•鲍恩（签字）

澳大利亚贸易国务部长和代表澳大利亚外交国务部长

澳大利亚在交存这份批准书之际作如下说明:'

澳大利亚有一项联邦宪法制度，其中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在联邦与各州之间 

分权实施。在全澳大利亚实施条约则由联邦、州和地区当局在考虑各自的宪法权 

力和有关行使这些权力的安排之后批准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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