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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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21世纪性别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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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

协会提交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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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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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人口计划生育领域的妇女发展和权利保护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以维护生殖健康权利，促进性别平等，提高生活质量为宗

旨。在 1994 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全国广泛开

展了有关妇女发展和妇女权利保护的项目，有效地改善了妇女计划生育和生殖健

康权利状况，促进了性别平等，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一. 主要成就 
 

 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保障妇女权利的有效途径。从 1994 年开始，中

国计划生育协会发起了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幸福工程”，经济创收和健康

保健相结合，同时协调基层卫生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传授妇幼保健、避

孕节育知识。项目惠及 3 000 万妇女，显著地提高了她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健康

水平。 

 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较为明显。针对偏远地区和少数

民族地区妇女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需求，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宣传和服务项目。

1999 年开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穆斯林地区广泛开展以促进健康水平，关注生

殖健康为主的宣传倡导项目，得到宗教人士的认同，提高了穆斯林人群的健康保

健意识，改善当地孕产妇健康水平。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实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项目

(10-24 岁青少年)，通过参与式的人生技能培训、同伴教育、宣传倡导等活动，促

进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女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创立了“青春健康”这一青少年

性与生殖健康领域的知名公益品牌，受益青少年达数千万。通过宣传倡导，促进

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关注和相关政策的调整完

善。通过开展青春健康工作，女孩和未婚女青年对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计划

生育和生殖健康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接受教育和寻求发展的意愿和能力都得到

了改善；政府部门和计生卫生服务机构的亲青服务意识和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

升。 

 2011 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生育关怀基金，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妇女和青

少女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咨询和服务，为妇女和青少女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权利

的落实提供有力的保障。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推进的“计划生育民主参与民主监督”项目，通过宣传倡

导，提高了广大妇女的人权保护知识水平，促进维权意识的形成，从而有力地推

动了妇女发展和妇女赋权。 

 通过上述一系列项目的开展，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妇女和青少女在计划生育

领域权利意识和权利状况的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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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知情权不断提高 
 

 知情权在充分满足的条件下，可以保证群众及时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比如

妇女对奖励扶助政策的知晓率高达 90%左右。知情选择避孕方法的比例超过

90%。 

 2. 服务对象的隐私权得到保护，服务人员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行为不断加强 
 

 当育龄妇女咨询妇科病等问题时，隐私保护比例高达 92%。绝大多数档案管

理严格，保证服务信息的安全可靠保密。 

 3. 服务对象的安全权和舒适权有了很大的提高 
 

 服务对象在获得计划生育服务时的安全权得到了保障。有效的随访，增加了

避孕措施的安全性。超过半数的服务对象能在一个月内得到随访。 

 4. 服务对象能普遍获得尊重 
 

 服务对象在获得服务时普遍能够得到尊重。90%以上的人在接受避孕方法前

服务人员征求了本人的意见；98%的服务对象认为服务人员能够认真倾听自己的

陈述。 

 二. 需要改进的方面 
 

 1. 将服务覆盖面拓展到未婚女性 
 

 中国政府出台了全面有力的政策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优质可及的计划生育

和生殖健康服务，然而，当前政策并未覆盖未婚女性的相关需求。近年来未婚青

少女非意愿妊娠、接受不安全人工流产等问题日益严重，亟待国家政策作出相应

的调整和完善。 

 2. 促进服务能力建设 
 

 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有待于提高。服务人员缺乏沟通技巧。此外，当前针对

已婚育龄妇女设计的服务方式不符合青少年的特点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