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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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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持续发

展研究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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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保障妇女权利，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遵守《联合国宪章》，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框架下，提高妇女地位、保障妇女权利。中国成立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以保障妇女在国家政

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及各项权利。提倡男女平等已成为一

项基本国策 

 一、 中国妇女生存与发展权利状况  
 

 保障妇女权利的核心是政治经济权利。有了政治地位，妇女才能有尊严的生

活，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各方面权利才能得以保证。为此，中国政府努力营造

有利于妇女参政议政的民主政治环境，鼓励广大妇女自信自强。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次代表大会中，妇女党代表的比例为 2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  

 享有文化教育权利将影响妇女一生的发展。中国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和水平不

断改善，妇女素质和能力显著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立法并得以贯彻实施，

适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  

 安全健康权益是妇女生存权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已经得到

了很大的改变。2010 年中国妇女的平均寿命达到了 77.37 岁，比男性高出了近 5

岁，产妇死亡率及新生儿死亡率都有大幅降低。女性健康受到重视，全国每年有

三分之一以上的 65 岁以下已婚妇女可以享受到妇科病检查，提高了妇女健康水

平。  

 维护婚姻家庭权益，反对家庭暴力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维权行动。国家和

地方政府都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从预防、教育、惩治、救助、服务“一

条龙”的体系。全国妇联以维护妇女权利、促进男女平等为基本职责。  

 在保证妇女劳动就业权利方面，中国颁布实施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相关

劳动保护条例，给女性就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18-64 岁女性的就业率达

71.1%。大多数女性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后都能得到就业机会。此外，在农村和

小城镇，国家通过扶持小额贷款等方式，为女性就业拓宽了渠道。  

 二、 关于切实保护妇女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的建议  
 

 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只有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深

入宣传，增强全体公民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意识，为进一步保护好妇女权益保障

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国逐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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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法律体系。下一步，国家应更加重视妇女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进程，抓紧对男女不平等的退休制度等妇女关心的重点

问题进行研究。  

 进一步健全维护妇女合法权利的各项机制。一要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

健全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的协调机制，充分反映妇女权益和诉求。二要健全有效

的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应认真贯彻《2011-2020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增强执法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要健全妇女权益诉求表达机制。不断拓宽妇女参政议政的

民主渠道，鼓励支持妇女积极参加国家和社会经济事务管理，引导妇女理性合法

有序的表达利益诉求。四要健全妇女矛盾调处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

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努力把影响妇女权利的问题解决在发生

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