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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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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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替代行动提交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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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麦隆妇女替代行动是非政府组织，宗旨是从妇女的利益出发，在非洲范围

内，特别是在喀麦隆共和国促进性别平等，反对歧视，反对在社会文化、经济和

政治方面对妇女的边缘化。 

在对 1995 年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尤其是在对关于性别平等和增

强妇女权能的建议进行了研究之后，妇女替代行动认为，《行动纲要》通过 20 年

后的今天，在落实以上建议方面取得的进步非常鼓舞人心，很多非洲国家在这方

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初级教育中的性别均等。在能够提供统计数据的 49 个非洲国家中，17

个国家实现了性别均等，其中 9 个国家自 1990 年代起一直保持这种均

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13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妇女参与决策。妇女在各国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数量有所增加。在喀麦隆，

在过去的两届议会任期中，女议员的比例从 2007年的 10.5%增加到 2012

年的 13.8%。政府中女性成员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6.2%增长到了 2011 年

的 10%。乡镇方面，6.7%的市长和 20%的副市长职位由女性担任(喀麦

隆，2012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喀麦隆参议院的 100 名议员中有

20 名为妇女(占 20%)。 

然而，还需继续努力实现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均等。2010 年，在掌

握统计数据的 37 个非洲国家中，只有 12 个国家实现性别均等(开发署，2014 年

《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均

等指数分别为 0.84 和 0.64，为世界最低水平(开发署，2014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

告》)。在喀麦隆，21.1%的成年妇女获得中学教育以上学历，而成年男子的这一

比例为 34.9%。 

此外，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但鼓励妇女从事农业之外的带薪工作仍然

是一项挑战。例如，在喀麦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比例为 63.6%，而男子则

为 76.7%。15 至 64 岁妇女从事非农带薪工作的比例依然很低(2001 年为 24.3%，

2007 年为 24.5%，2010 年为 27.3%)(喀麦隆，2012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因此，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

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两者一直受制于某些文化习俗(尤其是早婚、优先让男

孩入学和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也受制于女性在经济(进入市场、获取资本、受

到职业教育、父权制的影响)和政治(政治教育不足)方面机遇的匮乏。 

为支持这些进步，有必要开展一次文化改造，以转变在某些社会中，尤其是

在喀麦隆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权能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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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应重新定位，解决教育体系中对女童和妇女的歧视，以及与入学、

获得经济机会和就业有关的基于性别的歧视，以此来保障妇女更多地参与经济和

生产活动，参加社会各个领域的决策。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执行能够更好地满

足男女需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尤其是制定积极的反歧视政策，使妇女从中受益，

并改革习惯法中损害妇女和女童的内容，将人力和财力更多地投入到这方面的落

实工作当中去。 

喀麦隆妇女替代行动请求联合国和特别是非洲各国采取以下措施，将表达的

上述政治意愿转变为具体行动： 

 建立适当且切实的制度框架； 

 建立由有能力且正直的人士来管理的强大机构； 

 为保障这些机构的运行提供足够的物力和财力； 

 采取积极的反歧视战略，使妇女从中获益，以促进性别平等并增强女性

权能，特别是： 

 加强对性骚扰、早婚、强奸幼女和暴力侵害女学生行为的处罚力度； 

 为来自贫穷家庭的女孩设立助学金； 

 为妇女和女童提供培训助学金，免除其在培训学校的学费； 

 建立妇女银行，为妇女提出的项目提供资金； 

 增加妇女代表在决策机构中的配额。 

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喀麦隆妇女替代行动的成员保证不遗余力地

通过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所述建议和战略来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

女权能。 

 我们相信我们能携手创造一个建立在公平、爱与尊重人类尊严基础上的新社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