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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别会议――妇女参与发展 

1.  妇女参与发展高级别会议旨在实现三项目标：将性别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政
治高度；就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和性别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见解；以及制定一些

体制倡议，促进实现上述目标。 

2.  会议采纳高级别、互动式圆桌会议的形式，分为四个实质性环节。第 1 环节
重点讨论多种传播渠道，性别关系通过这些渠道影响宏观经济的成果，也受宏观

经济政策的影响；第 2个环节讨论性别、贸易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包括考虑贸发
会议的研究成果；第 3个环节就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粮食安全和扶持农村妇女
等问题提出见解；第 4个环节讨论有哪些政策选择有利于将妇女的教育成果转化
为平等获得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尤其是在出口导向部门。 

3.  卡塔尔文化、艺术和遗产大臣、贸发十三大主席哈马德·本·阿卜杜勒阿齐
兹·本·阿里·阿勒卡瓦里先生、谢哈·阿勒玛亚萨·宾特·哈马德·本·哈利

法·阿勒萨尼，以及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先生作了开幕发言。扎瑞

丽女士代表贸发会议、阿拉米先生代表卡塔尔负责此次会议的团队作了发言。22
名与会专家代表各国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参加了专家小组的讨论。专家小组

讨论之后进行了问答环节。 

4.  讨论的主要政策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列举如下： 

 一. 宏观经济政策与贸易：性别方面 

5.  与会者重点强调，有妇女的参与，发展才是有意义的。没有妇女的参与，发
展就像一只“单翼鸟”。与会者承认，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

脱节。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和排斥在过去十年中变得更加严重，即使是一些经

济增长水平很高和贸易业绩突出的国家也是如此。与会者普遍认为，长期存在的

不平等和排斥的模式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遏制了经济增长。与会者强调，

经济增长放缓不是这一问题缺乏进展的理由。 

6.  会议列举出一些重要的条件。首先，与会者认为，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转化为
平等和包容性发展。与会者尤其注意到扶持性框架和政策工具在为妇女参与经济

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的作用。与会者听取了莱索托和卢旺达的成功事例。莱索托在

缩小性别差距方面取得了卓越的进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的 2011 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报告中，莱索托在 135 个国家中排名第 9，位置远
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卢旺达自 1994 年开始重建以来一直致力于性别平等：男
子与妇女应平等参与社会，这是一个基本认识。这些进展应大多归功于该国国内

扶持妇女的政策和战略，还基于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坚定的政治决心。将这一

政治承诺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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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名讨论者对传统思维提出质疑，询问是否能够始终取得双赢的成果(刺激经
济增长和性别平等)。与会者强调一些权衡取舍的情况：在自由化背景下，性别
平等也许拥有相反的目标。例如，因对妇女的歧视性低工资导致出口产品保持低

廉的价格，使许多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吸引力。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近来在中国都有这方面的证据。在不对出口

竞争力构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提高妇女的工资和劳动标准是今后面临的挑战。 

8.  与会者认为，不论短期的收益如何，不加辨别地追求市场自由化，尤其是采
纳基于廉价女性劳动力、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并非实现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可持续手段。就业和工资方面的性别平等需要与发展战略相结合，这种战略使

平等与经济增长和谐共存。为此需要一个创新的宏观经济框架，能够将社会成本

和收益等因素全面纳入经济分析。从许多角度来看，社会支出应被视为一种投

资，可提高生活水准并刺激经济。与会者倡导观念的转变：不应将性别平等和减

贫视为相互对立的目标，而应将性别平等看作减少贫困的机制。 

9.  与会者强调，在评估性别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时有必要针对具体国家进行分
析。经济分析应充分认识和考虑各种具体情况下的社会文化因素。 

10.  与会者对贸易和贸易政策作了重要区分。贸易被看作增长的必要因素。贸
易政策，具体而言，那些旨在促进市场一体化和自由化的政策一般在经济中产生

重要的再分配效应，基于性别、族裔、阶层和地理位置等原因，这种效应既有可

能加大也有可能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目前存在的差距。与会者强调了性别与贸易政

策之间关系的一些方面。贸易政策，尤其是面向全球一体化、以出口为导向的政

策可能为女性就业发挥促进作用。但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些条件。令人关注

的一些主要领域包括：以出口为导向的组装部门工资较低；对促进技能发展的影

响有限；产生政府收入和支持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溢出效应有限；以及面对外部

冲击的新的脆弱性模式。 

11.  会议为介绍新的工具和资源以便将性别问题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流提供
了机会。与会者建议在卡塔尔设立一个妇女社会和经济研究英才中心，为国际社

会服务。该中心可提供一个空间，就性别相关问题开展辩论，将理论转化为行

动，以及为一些涉及妇女在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寻求答案。与

会者还强调，交流经验和建设知识共享网络是有用的。在这方面，建议设立一个

最佳做法/学到的教训的知识库，作为就妇女开展的成功项目交流经验的工具。 

 二. 教育和促进平等获得充分就业及体面工作的扶持性框架/工具 

12.  与会者注意到，因为缺乏充分的社会服务，妇女往往主动从劳动力市场中
退出，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二者中选择其一，而非有效地将二者相结合。这类障碍

常常导致妇女更倾向于非正规市场中灵活的工作安排和不要求熟练技能的工作。

虽然妇女的工作常常薪酬过低或没有报酬，但不能否认妇女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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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一些发言者还指出社会作用的“内化”现象。在开展分析时发现，这一现象

导致很难将自我施加的限制从社会施加的限制中分离出来。 

13.  与会者认为，可在政府和适当支持政策的帮助下，克服那些阻碍妇女通过
更为平等的方式获益于教育成果，从而获得就业机会和从事全职职业的障碍。建

议将社会支出作为一项解决办法，将妇女从无报酬的工作中释放出来，并在整个

社会中产生乘数效应。另一些重要因素包括充分的儿童照顾网络、针对妇女改善

工作场所设施，以及对家庭友好的财政政策等。此外还强调，以下因素可为妇女

更广泛地参与工作提供扶持性框架：(a) 法律承认和实施性别平等；(b) 教育和
技能开发；以及(c) 生殖卫生和计划生育。扶持妇女的措施可能产生重要的溢出
效应，可能最终使整个国家获得扶持，因为妇女代表一半社会，并教育/照料另
一半社会。 

14.  与会者指出，政府的支持政策不应仅仅关注妇女，还应该关注家庭。与会
者就男子的作用发表了一些意见，包括有必要鼓励男子更加积极地在家庭和家庭

生活中发挥参与作用。 

15.  法律的作用得到强调。与会者提供了孟加拉国、莱索托和卢旺达颁布的重
要法律的实例。通过的一些关键法律涉及妇女的法律能力以及获得经济资源的途

径问题。还就劳动相关事项(产假)通过了一些关键的政策和措施，旨在实现政治
参与方面的平等(名额)。重要的行动领域包括：(a) 免费教育和技能开发；(b) 健
康问题――重点关注孕产妇死亡率和计划生育；以及(c) 性别暴力。部分讨论围
绕扶持行动措施，尤其是女性名额的问题。一些讨论者强调名额制为达到足够数

量发挥的作用，但也承认这只是缩小性别差距的一种过渡/暂行解决办法，而非
一个永久性机制。 

16.  与会者注意到，为促进性别平等采取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已经使一些阻碍进
展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受到侵蚀。但也注意到，传统规则和习俗是社会构件，

它们已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立法行动的侵蚀以及面向社会文化

规范的渐进式政策。与会者普遍认为，一些具有转型作用的动态因素已渐趋明

朗。一种建议认为应尤其关注阿拉伯妇女，以便阿拉伯和海湾地区制定共同的性

别政策。 

17.  会议还提及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以及她们在生育、家务劳动和照料子
女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在这方面，有人对妇女可能正在越来越远离家庭生活和

生育职能表示担忧。尽管存在这些令人关切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否认

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应鼓励她们更多地参与所有层面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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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农业、环境、粮食安全、知识产权和性别方面的考虑 

18.  与会者注意到，在贫困和营养不良这一较为宽泛的问题中，农村妇女的问
题具有其独特性。然而，与会者普遍认为，妇女面临一些特有的限制，对农村妇

女的投资可能产生成倍的回报。 

19.  与会者强调，农业部门长期存在性别不平等。在非洲，妇女承担了 80%以
上的耕种活动，但只拥有 2%的土地。妇女在获得生产性投入和供给服务等方面
面临女性特有的限制。在时间负担、社区领导层和资源控制等方面，妇女得到的

扶持较少。贫困的女性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此外，农业也越来越女性化，占劳动

人口 43%的妇女生产 50%的粮食。 

20.  与会者强调，农村妇女遇到的挑战非常复杂：这些挑战涉及获得基本服
务，包括水和电；教育和培训；安全；技术；土地权；以及建设社会安全网等。 

21.  政策应对措施应包括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行动。 

22.  可在国家层面采取的行动包括：确保充分制定国家战略和部门的具体政
策，在制定和执行战略和政策时考虑农村妇女的视角；促进农村妇女获得医疗服

务的机会；培训和技能开发；促进获得生产性投入和推广服务的机会；放松抵押

的创新贷款计划；对妇女团体和合作社的支持。还提及土地改革的问题。 

23.  在国际层面(世贸组织规则)，与会者强调，应允许最不发达国家保护其农
民，为他们提供补贴。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可利用的资源与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贫困的男性和女性农民差异巨大。这些差异表明，生产

率水平存在重大差异，因此不可能实现公平的国际竞争。在对农民产生不利影响

的地方限制或禁止大规模购置土地(土地掠夺)也至关重要。在另一个层面(气候变
化谈判)，还强调了妇女在国际决策中的代表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