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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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程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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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部长级圆桌会议：让经济为妇女和女童服务 
 
 

  主席的总结 
 

 

1. 2015 年 3 月 10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及妇

女和女童人权的未来行动优先事项”的总主题下，就“让经济为妇女和女童服务”

专题举行了一次部长级圆桌会议。圆桌会议与会者重点讨论了当前经济领域中妇

女面临的挑战以及实现妇女和女童经济平等以加速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的前进道路。 

2. 苏丹联邦福利和社会保障部长 Mashaair Ahmed Elamin Aldawalab 主持圆桌

会议，国际家政工人联合会总秘书长伊丽莎白·唐主持讨论。会议首先由主席和

讨论主持人作简要介绍。来自 19 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参加圆桌会

议。 

克服妨碍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障碍 

3. 所有与会者确认，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经济权能仍是国家优先事项。与会者

认识到，妇女参加劳动队伍与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成果之间存在强有力的关联，因

此需要让妇女有机会获得体面工作。然而，与会者还指出，一些关键挑战继续阻

碍妇女和女童在经济领域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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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会者认为，妨碍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一个主要障碍仍然是结构性不平等，

其根源在于限制性的社会规范和机构，以及影响妇女获得工作机会和职场权利的

歧视性法律和做法。许多与会者提出的一个特别关切问题是，家务和照顾工作分

担不平等。妇女承担的无报酬工作仍然过多。部长们强调，必须制定政策，支持

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男女分担照顾责任，特别是育儿责任，并介绍了这方面

的良好做法范例。与会者提及带薪育儿假、灵活工作安排、国家补贴和津贴以及

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与会者还提及鼓励男子分担家

庭责任的针对性举措，例如在父亲休育儿假时发放补贴和奖金。 

5. 与会者承认工资的性别差距是妨碍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主要障碍。妇女往往

仍然限于从事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内报酬最低、保护最差的工作，以致于两性

工资差距持续存在。与会者欢迎在改善妇女获得教育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但这

些成果并没有充分转化为妇女的经济权能。因此，部长们对妇女在私营和公共部

门的高级管理层和执行人员中仍然偏少表示关切。一些与会者介绍了为增加最高

决策机构中的妇女人数所作的努力，包括规定妇女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配额。 

6. 一些与会者强调了改善妇女集中的非正规劳动部门条件的挑战。发言者指

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妇女往往生活在贫穷之中，无法获得社会保护，无

法实现其经济和社会权利。由于工作条件不受监管，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往往遭受

剥削和暴力，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获得补救。与会者强调，劳工法和机构在保护

妇女职场权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强调必须努力将这种保护和福利扩大到在非

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妇女。 

加强妇女获得资源、市场和经济机会的途径 

7. 与会者指出，获得和拥有土地、资源、技术和农业投入方面普遍存在的性别

差距使妇女无法增强经济权能。近年来经济和金融危机和环境灾害等冲击更加剧

了这种机会方面的差距，并使其复杂化。女工和女企业家还面临进入市场的障碍，

包括进入出口价值大的生产链的障碍。为了克服其中的一些差异，发言者举例说

明了旨在总体增加妇女获得生产资源机会的法律和政策以及针对性努力，例如指

定部分可耕农田专供妇女使用。 

8. 在一些国家，为妇女创造公共部门就业机会是一个优先事项。此外还作出努

力，增加妇女在公共部门的经济机会。与会者举例介绍了平等权利行动政策，其

中包括采购程序中的此类政策，作为增加妇女参与公共部门并为公共部门供应产

品的成功战略。 

9. 与会者认识到，迫切需要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部门中增加妇女的参与，并

特别提请注意科学、工程和技术部门。与会者呼吁投资为妇女进行这些行业的技

能和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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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部长们强调，必须支持妇女创业，以此作为促进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战略。

与会者提及一些国家措施，包括改善获得正规信贷和生产性资产的机会、为妇女

拥有的企业制订税收优惠措施、支持妇女的农业生产和提供与经商有关的培训机

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类措施还结合为参加职业培训的父母提供育儿服务。与会

者还强调，必须建立旨在促进妇女创业的导师网络以及鼓励公私伙伴关系的举

措。 

确保有利的经济政策环境 

11. 与会者讨论了 2007年和 2008 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颁布的宏观经济政

策和公共部门改革对性别问题缺乏敏感认识的问题。发言者指出，紧缩措施往往

对依靠国家提供社会服务和就业的妇女影响较大，并强调为了经济和社会两方面

的原因，必须更加重视这种经济决策中的不平衡。此外，与会者指出，狭隘地专

注提高国内总产值导致忽视经济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从而限制了对女工和女企业

家的支持。 

12.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与会者还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因此有

必要采取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基础设施政策。与会者提出，电气化投资是可

使妇女拨出时间从事创收活动而不是取水打柴的关键。交通不便是妨碍妇女获得

就业机会的另一个障碍。因此，增强妇女经济权能要求更加重视将性别观点纳入

基础设施政策和交通政策。 

13. 使经济为妇女服务还需注意的其他方面是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和国家

规划进程，以确保宏观经济政策支持性别平等。可有效利用性别平等国家行动计

划促进此类努力。与会者一致认为，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对指导制定促进性别平等

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