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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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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先主题：“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以及农村妇女在 

消除贫穷和饥饿、谋求发展和应对当前挑战方 

面的作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佛教慈济基金会提交的

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说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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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佛教慈济基金会简介 
 

 1966 年，一名佛教尼姑，德高望重的证严上人在中国台湾省东部沿海的贫困

农村创建了佛教慈济基金会。尽管证严上人过着俭朴、清苦的修行生活，但她依

然看到社区内的穷人过着食物、药品匮乏，居无定所的生活。她的信徒最初都是

勉强糊口的家庭主妇，她鼓励她们每人每天节约两美分用于帮助穷人。她教导她

们说，即使自己很穷，也可以帮助他人，因为布施不是富人或特定性别人群的特

权，而是所有直心之人的特权。今天，慈济的志愿人员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妇

女。  

 本组织的名字“慈济”中体现了其心念：“慈”的意思是“慈悲”，“济”的

意思是“济世”。慈济基金会成员在竭力帮助穷人，教育富人的同时奉行“无缘

大慈，同体大悲”。慈济志愿人员竭力视陌生人，甚或他们的敌人从根本上说也

值得获得跟他们一样的幸福、爱与和平。  

 慈济将不论个人关系、性别、宗教、种族、国籍或其他从属关系的平等概念

作为大爱的基础，其采用的方法与联合国妇女署倡导人权、两性平等和妇女的经

济保障、消除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和贫穷的使命不谋而合。慈济的使命包括四大

主要领域：慈善、医药、教育和人道主义文化以及救灾、骨髓捐献、环境保护及

社区志愿工作等交叉领域。慈济主要通过当地人(大多是妇女和志愿人员)举措已

将其工作范围扩大至包括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截至 2011 年，慈济已在 70 多个

国家开展了国际救济工作。慈济的发展证明了大爱精神超越了性别、宗教、种族、

国籍及其他从属关系。  

慈善使命：南非祖鲁族妇女 

 慈济在南非的使命包括 3 个项目——技能培训中心、蓝堤缝纫技能项目和孤

儿午餐方案(农业和可持续性)——成为了慈济在特定国家工作的典范，而且为妇

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审议主题提供了重点：性别平等、在培训中开展教

育、安保、通过加强妇女创业、提供进入市场、获得所有权和领导权提高妇女经

济权利以及减少家庭暴力。  

 慈济于 1992 年开始在南非的慈善事业。种族隔离使得慈济只有在 1994 年后

才接触到该国的黑人群体。在南非 9 个土著母系氏族中，祖鲁族是最大的。尽管

该国黑人总体很穷，但祖鲁族妇女有一双灵巧的手，善于编织漂亮物品和穿针引

线。慈济在南非慈善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是通过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参

与，提高技能，以帮助消除饥饿和贫穷，加强可持续性和安保。 

 慈济自 1995 年以来在整个德班建立了多个技能培训中心；今天已在德班多

个祖鲁族社区内建立了 524 个技能培训中心。每个祖鲁妇女负责养家；而且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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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可以到其社区内的中心工作这一事实有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防止家庭暴

力。找出每个社区内拥有经验和技能的祖鲁族妇女，鼓励她们成为每个中心的教

师和领导者。在整个培训过程中，将组织领导力和业务课程，帮助每个领导者获

得所需技能，以便能够独立管理中心。因为每个祖鲁族社区都有拥有不同技能的

老师，因此每个技能培训中心都能制造和销售社区独有的产品。 

 慈济志愿人员拥有与联合国妇女署成员同样的使命感，这一使命感依据的是

人人都有实现其潜能的权利，以便使他人受益。因此，慈济志愿人员通过随时帮

助有需要的人来行使这一普遍权利，同时通过现有的福利系统开展工作，弥补差

距。慈善受惠人逐渐获得经济保障，而且一些祖鲁族妇女也发现，通过满怀爱心，

她们自己也能够帮助困境中的人。并能获得给予的快乐。尽管一些人在完成培训

之后要到位于其他地方的制造区工作，但大多数人会留在中心。每个技能培训中

心将所有利润用于维持中心的业务活动，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以及加强对帮助穷

人的认识。 

 蓝堤项目在本质上与技能培训中心类似，但侧重于教授缝纫技能；自 2004

年以来，该项目已帮助 Ladysmith 附近的妇女实现自给自足。有了布匹、缝纫机

和针线，妇女们就可以制衣销售。尽管她们的消费者仅限于自己社区内成员，而

且她们的产量很少(与批量生产的纺织企业相比)，但她们努力将蓝堤项目缝纫销

售所得部分收入用于再投资，帮助缝纫培训中心购买物资。 

 慈济在南非开展的第三个主要项目是为致力于满足贫困地区关键性的消除

饥饿需求而实行的孤儿午餐方案。这一午餐方案是一个可持续性项目，主要由整

个德班每个祖鲁族社区提供当地出产的农产品。截至 2011 年，德班的慈济志愿

人员一直每天向 5 000 多名孤儿提供午餐。受慈济南非项目鼓舞，每个祖鲁族社

区都开始种植蔬菜。慈济还提供资源、耕作技能以及培训如何向政府申请耕作土

地并在后院种植蔬菜。收获的蔬菜往往足够家人、社区及午餐方案食用。一些人

还将他们的农产拿去卖钱。如果赶上歉收，祖鲁族社区还筹款从别处购买蔬菜或

粮食以支持午餐方案。的确，真正富有的人是那些富有爱心的人：帮助别人不需

要成为经济上富裕的人。 

 这三个方案使当地社区，特别是祖鲁族妇女实现了赋权。越来越多的妇女变

得更加自信，开始承担起照顾病人和穷人的责任，而且实现了自立。除其他人外，

社区教堂领导人也开始成为慈济南非志愿人员。目前在德班，超过 5 000 名祖鲁

族妇女成了长期的志愿人员。  

 慈济的工作反映出其志愿人员认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
 倡导

的内容，即激励和赋权每一个人，直至无限爱心能够生根发芽。大家齐心协力可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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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除社会中的苦难和动荡，并消除灾害。任何人都不应被忽视，任何人都不应

该被低估。  

 祖鲁族志愿人员的信心、技能和社会地位逐年提高，但这些志愿人员依然将

证严上人的教诲牢记在心。简单、少欲，但又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方式不仅能

够保护环境，而且能够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从而减缓过度消费能源和其他资源

造成的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繁和强度。地球通过各种灾害所表达的呼喊敲响了对大

家的警钟，促请我们认真反思，忏悔那些受贪婪、愤怒和无知驱使而开展的行为。

因此，慈济志愿人员不追求世俗商品意义上的富裕。相反，他们满足于简单的生

活，通过奉献爱心及在当地社区解决贫穷和饥饿问题中获得的经验和智慧实现圆

满。  

 在慈济，赋权意味着使人人具有爱心和怜悯之心，帮助他人，直至他们能够

自立。当一个人开始对所有有知觉力的生物产生爱和怜悯之心，那么这个人就得

到了赋权。因此，那些穷人实际上是富人，他们富有善心并感到幸福。越来越多

的祖鲁族妇女通过她们的技能，特别是在农业、手工艺和制造方面的技能实现了

自给自足，而其他人通过在社区开展社会工作也收获了喜悦。人人都有一颗无私

的心便可创建一个和谐社会，一个没有灾害的世界。这些力量正在继续悄悄地激

励着南非和邻国莱索托和津巴布韦的志愿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