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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4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 (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墨西哥妇女使
命团和瓜达拉哈拉生活和家庭组织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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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 
  

通过实现男女青少年平等接受教育来实现 
更具包容性的新式性别观点 

  
1. 教育，作为公认的基本人权，对于人力资本开发，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的

未来至关重要。教育作为推动国家实现真正发展的关键手段，需要具备普及

性、平等性和高质量，其目的是消除贫困，并解决人们普遍感到不满的一些主

要问题：暴力、毒品、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疾病（譬如艾滋病），等等。 

2.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上通过的《北京行动纲

要》，承认了使妇女充分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教育和培训的必要性，将之列为要

求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出台紧急措施应对的十二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 

3.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妇地会）在其 1997 年召开的第四十一届会议上，

建议将性别观点融入到与教育相关的一切政策和方案中。自此以后，国际社会

开始尽一切力量提高妇女在教育领域的地位。其成效已在大多数国家得以显

现；尤其是在识字率方面，当前男女之间的识字率差距已基本拉平。经合组织

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看，具备大学学历的女性比

例要高于男性（分别是 46%和 30%）。 

4. 确实，在男性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上仍需加大工作力度，因为许多女童和少

女还是由于以下诸种原因而辍学，例如：在中学阶段，辍学率方面存在性别差

异，这是因为中学女生在完成学业前就放弃学业的人数较多（特别是在农村和

贫困地区）；早婚；早孕及需要供养家庭或者学习实用技能以便及早就业。 

5. 然而，性别平等问题不能仅从女性角度看，而是应该从男女双方的角度

看。于是，就必须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着重推动形成全面性别观点，其

中当然要关注在女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但同样也要关注影响男性的问题。男性

与女性一样，也饱受陈规定型模式的困扰，比如将颂扬暴力、犯罪、不安全的

性行为、吸毒乃至自杀都视为“真汉子”的做派。男子气概危机所造成的后果

十分严重，并对妇女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也必须关注这些问题。  

6. 男子气概危机日益加剧，这是因为市场的萎靡、失业以及经济危机已经影

响到了家庭生活水平，而原本被视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其自尊和权威由此受

损；因此，在很多时候他们对其子女和妻子付诸暴力，将之作为一种昭示其对

他人仍具控制力的方式，以捍卫其所理解的“真汉子”的陈腐观念。因此，必须

要认识到男性对妇女实施暴力的根源。  

__________________ 
* 未经正式编辑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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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而从其他方面看，由于缺少经济和娱乐机会，众所周知，无论青年男性还

是女性都会选择保持性关系，以此作为在群体中获得尊重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手

段。在很多情况下，男子气概这一概念是与危险性行为相关联的，而这会导致

性传播疾病以及未成年人生育数量的增加，损害到男女双方的健康。  

8. 如果从联系的观点看待性别问题，将其视为涉及到男性和女性双方的问

题，将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为什么性别仍被单纯视为女性的代名词？要从

教育着手实现两性平等，必要真正强调包容性，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和影响到男

女双方（Bannon,2006 年）。当然，妇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仍然在多

个领域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确实也存在旨在改善妇女状况的各种干预措施，

而如果没有男性的参与，在开展合作及对其行为负责方面做出努力，那么这些

干预措施将很难取得效果或者持续开展下去。  

9. 而如果坚持妇女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男性，而不是错误的教育模式和不公

正的文化进程这一想法，那么将很难在新一代中看到真正的发展。但是，必须

要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男性本身会拒绝转变其关于男子气概的传统看法；因

此，应当从对年轻男性的培养入手，在这一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10. 在对男女青少年进行教育，以建立两性平衡、平等和互补的新型关系方

面，重要的是推动对男性在家庭中加强参与、青少年男子勇于承担父亲责任以

及注重维护发展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这些正面形象的宣传。将男性青少年也纳入

其中的教育方案已经取得了成效，通过和平方式使之认识到了疼痛、恐惧和痛

苦，不再对妇女及其他男性实施暴力。  

11. 在很多社会背景下，男性青少年已经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向女性看齐；如今

男性的很多表现与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保持了一致。鉴于男性和女性都会遵

循两性准则行事，必须要男女双方都参与到更健康和更具建设性的新计划的开

发和实施中，以期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和公正的社会。总之，必须运用公共政策

和用于实现性别平等教育的各类资源，逐步形成全面的性别观点，从中认识

到，性别问题对于女性青少年和男性青少年来说同样重要，因为这会逐渐反映

到其相互之间、其未来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交方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