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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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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人民对人民”组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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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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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教育是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没有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就没有发展。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最大的平衡因素，是摆脱贫穷的手段。任何一个国家或机构

如果没有配套的教育机会，就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特别是，女孩的赋权和教育对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所带来的惠利从政治稳定到打破贫穷

的恶性循环，从提高农业生产率到减少可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从挽救儿童生命

到遏制疾病的传播。妇女和女童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参与者，但妇女因世界的贫

穷而过度负担（联合国妇女署，2011 年）。 

 教育能改变一个人生活中的一切，特别是女孩；是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的动力；让女孩能够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做出正确的决定，以维护她们的健康，提

高她们的生活条件，并改善周围人的生活。教育能够让女孩认识到自己的权利。

有了这种认识，她们能够保护自己免于遭受虐待行为。例如，我们的个人生活就

证明了女孩教育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受过教育，我们的生活条件与未受过教育的

姐妹和朋友存在很大差异。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无法做出许多重要的人生决定—

—不仅在资源方面，还涉及她们自身的身体和健康。她们甚至无权使用节育措施

以控制自己子女的数量。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人聆听她们的声音，相应地，她们

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然而，受过教育的妇女对于她们生活中有重大关联的问题有

权参与讨论并影响相关的决定。 

 例如，发展中国家很多女孩面临早婚，遭受性虐待、人口贩运和性交易的痛

苦。她们中的大多数甚至在自己的家庭中都遭到歧视，连接受小学教育的机会都

受到限制。而对于那些有机会上学的女孩来说，教育是一种武器和资源，能帮助

她们免于面临这种生活的挑战。教育能够通过改变她们的家庭甚至整个国家的经

济状况，让女孩们摆脱贫困。因此，投资于女孩教育能真正发挥作用，比许多其

他种类的投资有更高的回报率。教育是从核心处抗击贫穷的一种手段。 

 女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都经历过不同层次的性别不平等，比如在

家里，在社区、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能够为妇女和女孩保

护自身免受虐待行为和有损尊严的行为提供必要准备。如果女性受过教育，就有

自信宣扬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的生活经历是诠释这一理念的最好范例。教育

使我们足够强大，让我们不仅争取自己的权利，还能够为他人争取权利，并将我

们的事业奉献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教育改变女孩一生的最佳做法不断涌现。“人民对人民”

组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埃塞俄比亚的某个偏远地区成立了一

所女孩的寄宿学校。这些女孩是社会上最弱势和被忽视的群体之一。她们都是孤

儿，没有机会上学，无法享受更好的生活。“人民对人民”组织的援助让她们现

在能够上学，包括接受大学水平的科学、医学院校和工程学的教育。她们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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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同方面的技能，并已成为其他女孩良好的社会榜样。她们能保护自己免受

其他女孩正在遭遇的痛苦：早婚、早孕、家庭暴力和虐待、被强奸、流落街头、

非法移民等。所有这一切提升了女孩教育的力量，以促进一个国家的发展，为每

个人，包括女孩创造一个安全且能养育人才的世界。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引用 2014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巴基斯坦少女玛拉

拉·优萨夫扎伊的一些评论。她的承诺和奉献精神体现了女孩教育如何能够产生

涟漪效应并鼓舞全球的人们。年仅 17 岁的玛拉拉克服了毁灭性的障碍，继续献

身于让女孩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所表现出的勇气可作为全世界女孩的杰出模范

和启迪。 

 总之，教育是妇女和女童的强大工具，让我们摆脱性别不平等，使我们的生

活更美好，过上健康的生活，并积极介入他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