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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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和决定的后续行动 
 

 

 

  管理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渡：汲取千年发

展目标中关于性别平等的经验教训，推动转型变革 
 

 

  主席总结 
 

1. 2015 年 3 月 19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召集了一次议题为“管理从千年发展目

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渡：汲取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性别平等的经验教训，推

动转型变革”的互动小组讨论。小组讨论由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巴希(苏丹)

担任主席，并由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前任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

告员玛格达莱娜·塞普尔韦达·卡尔莫纳主持。小组成员如下：印度管理学院(班

加罗尔)前公共政策教授兼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人口兼职教授吉塔·森；斐济不

同声音与行动促进平等组织代表兼妇女参与发展新时代新途径运动代表 Noelene 

Nabulivou；刚果民主共和国司法和第 1325 号决议研究中心主席 Irène Esambo；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联合国适合目的”高级协调员 John Hendra。为讨论提供的

资料包括会员国、1 个区域集团和 2 个民间社会组织的 17 名代表的发言。联合国

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助理秘书长兼副执行主任户拉克什米·普里致闭

幕词。 

2. 与会者着重从性别角度讨论了执行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教训，并确定了确保

今后为妇女和女童有效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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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平等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重点 
 

3. 普遍确认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以及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应是今后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核心重点。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单独的性别平等目标，扩

大千年发展目标所涉领域。在这方面，许多与会者重点指出必须完成千年发展目

标的未竟工作，并提及了孕产妇死亡率、获得计划生育、妇女参政、水和环境卫

生、消除贫穷、获得体面工作和优质全民教育等领域。展望未来，与会者支持按

照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提出的第五项目标(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

和女童权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采用更全面的性别平等办法。 

4. 与会者强调，为了实现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权，必须解决性别不平等的

所有三个层面(经济、社会和环境)。通过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将性别平等观

念系统地纳入主流是确保更广泛地整合性别观点的关键。 

5. 与会者一致认为，今后议程必须超越国家平均水平，以确保为遭受多种和交

叉形式歧视的妇女和女童执行和监测目标和具体目标。 

6. 一些与会者重点指出，所有人权必须成为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具体

而言，与会者强调必须协调和借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要》等现有框架。 

  更有力的监测和问责机制是优先事项 
 

7. 与会者强调，有必要建立更有力的监测机制和问责制度，以确保在 2015 年

后背景下实现关于妇女和女童的全球承诺。与会者特别强调建立各种机制，确保

将性别平等观念系统地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有效问责制度和监督机制的

例子包括议会审查、同行审查机制、部际工作队和健全的国家报告制度。与会者

还建议，监测工作应更有效地利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等人权条约机构和机制。 

8. 有观点认为，有效监测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进展以及确保妇女和

女童人权的一项重大挑战是缺乏按性别分列的高质量数据和两性社会状况统计

数据。在这方面，有建议提出需要投资于提高统计能力，以便以全面的方式衡量

和了解性别不平等状况，并监测进展和评价为妇女和女童执行所有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情况。还提到应按多种因素分列数据，监测最边缘化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进展

情况。 

9. 与会者承认联合国系统在支持各国为妇女和女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的作用，呼吁该系统支持为执行上述目标进行的国家规划和报告工作，并支持建

立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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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会者确认了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在提出特定性别问题以及监测政策和方案

执行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些与会者承认，有必要增加向这些组织提供的空间、资

源和支助。 

  实现今后议程的雄心壮志需要投资 
 

11. 为妇女和女童执行千年发展目标的资源匮乏被强调为实现具体目标的重大

障碍。与会者提供了例子，说明性别平等法律、政策和国家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

以及国家性别平等机制分配得到的资源不足。他们还指出，划拨给社会保护、保

健、教育以及水和环境卫生等部门的资源稀少。 

12. 增加性别平等投资被强调为有效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紧急优先事项。

与会者一致认为，今后议程需要各国调动资源，以便增加国家预算所有部门的性

别平等拨款，并且增加促进性别平等的官方发展援助。与会者还重点指出了南南

合作的重要性。 

13. 与会者还提出需要确保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成果之间

的协调。他们呼吁宏观经济政策扩大财政空间，增加性别平等投资。促进性别平

等的预算编制和规划被强调为监测性别平等投资及确保透明度的一种有效战略。 

  需要创造促进性别平等的有利环境 
 

14. 与会者强调，要为妇女和女童有效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促进性别平等

的有利环境需要成为关键优先事项。他们提请注意最近金融危机对为妇女和女童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负面影响，并强调指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经济结构，包括

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以利于所有国家实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

发展成果。他们强调指出，应将性别观点纳入关于全球伙伴关系、技术转让和能

力建设的未来承诺。 

15. 与会者警告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当前和未来挑战，尤其是对最边缘化妇女和女

童而言。在这方面，一些与会者强调，新的气候协定必须有效处理性别平等问题。

确保在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整合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经济、社会和环境)也被

强调为一个优先事项。 

16. 与会者提出了在受冲突影响国家为妇女和女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挑

战。在这方面，他们建议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工作应与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等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全球承诺相互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