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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15 年 2 月 4 日至 13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

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反思和加

强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当代基金会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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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当代基金会向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交本报告。22 年来，当代基

金会始终致力于在阿根廷培养领导者，并重点关注社会和教育层面。本机构专注

的领域之一是，研究和分析对家庭产生影响的公共政策。当代基金会于 2014 年

获得特别咨商地位。 

家庭的关联性 

 由于其所具有的初始权利，家庭是首个天然机构。家庭先于国家而存在，因

此，它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和根本核心。这意味着，家庭对社区有一种最初始

的贡献，国家必须保护并认可其基本功能。 

 国际文书通过将家庭纳入人权的核心文本重申家庭的价值：《美洲人权公约》

和《世界人权宣言》申明，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

的保护。 

 家庭是促进发展的动因。他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家庭担负着教

育儿童并使其融入社会的首要责任，赋予公民价值和激发社会归属感亦有赖于家

庭。正是在家庭和社区中，个人最先经历社会融合，并吸收和继承其在儿童和青

年时期习得的社会规范。此外，社区和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

决于家庭的力量。 

 人们在解决发展问题时，习惯于从行业政策或社会团体影响的角度出发，而

重视家庭则可从人的角度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与只关注个体成员的单独需求相

比，面向家庭的政策在将家庭视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动态整体时，可实现最大

效能。 

 尽管家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家庭却感到越来越难实现其多重功能，和承

担所有责任。尽管在不同层面出台了若干倡议，但主要的政策倡议却很少将家庭

作为重点。 

 本文件主要论述了如何应对阿根廷家庭的若干脆弱性，并就该问题提出概括

性考虑意见。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相关背景知识，即通过一

种非常直接的方式评估影响家庭动态的一系列变化。 

家庭概况 

 当谈论面向家庭的政策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些塑造家庭模式和动态的实质性

变化（罗塞尔，2013 年），即： 

 (a) 人口结构的转型； 

 (b) 结婚和离婚趋势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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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 

 (d) 经济状况。  

 人口结构的转型是指总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增加以及死亡率下降的发展趋

势。在阿根廷，生育率从 1914 年的 5.3 名子女下降到 2010 年的 2.2 名子女。与

此同时，出生时预期寿命从 1914 年的 48.5 岁增加到 2010 年的 73.8 岁。这些人

口结构趋势已带来显而易见的后果：(a) 人口老龄化；(b) 0 到 14 岁年龄段人口减

少带来的冲击(未来的经济活跃人口)；以及(c) 65 岁及以上人口(受扶养人口)增加

带来的压力。因此需要指出的是，阿根廷的潜在受抚养指数从 1991 年的 65.1%

下降到 2010 年的 55.5%。然而，如果以年龄组对该指标进行分列，老龄人口组

的潜在受抚养指数从 1991 年的 14.6%增加到 2010 年的 15.9%。 

 在结婚和离婚趋势方面，所有伴侣的结婚率从 1991 年的 82%下降到 2010 年

的 61%，而同期的同居率从 18%上升到 39%。家庭破裂及婚姻关系的弱化令妇女

和儿童的弱势地位进一步提高。因此，破裂(单亲)家庭多以妇女为户主：2010 年，

阿根廷 82%的单亲家长是妇女。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妇女必须赚钱养家，并努

力兼顾经济、家庭和个人责任。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妇女正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在阿根廷，相比

于几乎稳定的男子就业率，妇女的就业率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增加。但如果将数据

分解来看，我们注意到，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需要抚养子女的妇女。大量妇女进

入劳动力市场已导致家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从绝对数量上看，2001 年至 2010

年间，女户主的人数增加了 32%。 

脆弱性：一些观察结论 

 有统计数据表明，在阿根廷，有子女家庭比无子女家庭在面对个别社会不平

等状况时，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社会发展政策不能忽视这一现实。 

 因此，有 19.3%的有子女家庭的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相比之下，无子女家

庭的该比例仅为 3.8%。同样，有 16%的有子女家庭生活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下，

无子女家庭仅有 7%；有 13.7%的有子女家庭居住在拥挤环境中，无子女家庭仅

有 0.8%。总共有 17.5%的有子女家庭不享有正规的住房使用权，相比之下，无子

女家庭为 7.6%。在获得公用事业方面也存在类似差距：17.6%的有子女家庭无法

获得安全的饮用水，72.2%无法获得能源，36.8%无法获得天然气，且 41.6%的有

子女家庭未连接污水管。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许多有偿劳动的母亲从事的是危险职业，且未获得社会

保障。总共而言，有 40.4%的母亲正处于这种状况中，相比之下，无子女妇女的

该比例仅为 21.7%。在卫生保健方面，2012 年，有 65.3%的母亲购买了医疗保险

(非公共)。此外，社会不平等还体现在以下方面：在收入水平处于后 30%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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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仅有 44%的母亲购买了医疗保险；而在收入位于前 30%的家庭中，有 95.6%

的母亲购买了医疗保险。每组指标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现实，而这些现实情

况又带来大量迫切且相互关联的问题。 

 现在来看恶劣的居住条件与儿童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这个例子。一些研究指

出，居住条件会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具体来说即，在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

建筑材料、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质量越高，在家庭中完成的社会化过程

就越好，且越能掌握更多技能，从而与在校成绩相得益彰(卡兹曼，2011 年)。 

 最后，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父母的能力会对子女的人力资本及其成年后可达

到的发展高度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学校教育方面，一些研究表明，阻碍子女接

受适当水平的学校教育的主要障碍来自家庭，其中包括与家庭成员如何利用时间

有关的高机会成本、无法获得信贷或无法获得创收机会等形式的障碍。 

 制定重视家庭、并可全面处理各种代际问题的政策有助于促进各类可持续发

展倡议。权能得到增强、功能得以发挥的家庭可为促进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