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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5(c)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职业妇女

福利互助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本陈述在印发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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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欢迎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具有包容性和以人

权为基础的办法。这些目标必须是变革性的，解决继续使歧视永久化的人与人之

间的根本不平等问题。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在提高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

执行工作、其监测和评价的认识及在社区内制订有效方案以确保没有人被落下方

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现目标和人人平等方面，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

联合国和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关键所

在。 

应该赞扬千年发展目标为进步、变革和包容性发展框架奠定了基础。可持续

发展目标需要推进这一遗产，确保没有一个人被落在后面。应该赞扬正在进行的

围绕 2015 年后议程的多方利益攸关方协商进程，该进程使人感到乐观，但仍有

提升空间。至关重要的是，不仅要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协商，还要听取它们

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将其吸收到一个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利益攸关方的需求未得

到反映的发展议程中。在 2015 年后议程中，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作为在执行、

监测和评价基层变革方面掌握了专门知识的负责任组织所起的具体作用。 

为使可持续发展议程取得成功，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有能力制订、影响和执

行该议程并且开展能力建设。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实现变革突破，以实现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它们也能够促进对实现该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监测

和评价。因此，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各国政府和联合国之间在执行、监测和

评价工作的所有阶段建立伙伴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 

鼓励公众促进和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倡议越来越令人感兴趣。重要的是，非政

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参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订、执行和监测工作，包括为关于

具体目标和指标的协商和讨论出力。通过更好地将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纳入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制订和执行，有可能避免限制千年发展目标取得成功的许多结构

性缺陷。 

非政府组织已准备好： 

(a) 促进成功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 

(b) 促成实现具体目标； 

(c) 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特别是在弱势和边缘群体及偏远社区； 

(d) 查明和更好地理解社区为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不同框架、背景和办法； 

(e) 收集指标方面的信息并评估实现商定的具体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  

(f) 增强民间社会的权能，使其能够参与可持续发展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

落实个人的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当前，政府的能力和资源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政府组织能够通过

其网络提高能力，并有效推出可持续发展方案。负责任的组织能够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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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纳入民间社会的视角。这种参与将增进各方案在社区内以及在弱势与边缘

群体中的合法性。简单地说，如果不更好地纳入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2015

年后议程将不会实现。 

因此，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必须参与协商以及指标和具体目标的决策过程。

非政府组织也能够具体促进监测和评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而不是仅仅

推动其制订和执行。改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参与，还将促进非政府组织、

各国政府和联合国之间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将会成为重点关注的目标。 

妇女和女童占生活贫困者的大多数，经历持续和多层面的不平等。性别平等、

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及充分落实其人权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减贫至关重要。

《多哈宣言》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和筹资手段不是不带性别色彩的。是否以及如何调动

财政资源，明显地影响了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实现；必须将性别平等视为执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和想要实现其全部发展潜力的国家的重要政策措施。可持

续发展目标、发展筹资和执行手段不能分开单独考虑。相反，2015 年后发展议程

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商定有凝聚力、综合性的补充办法。 

目前，“发展筹资”预稿中没有提到用于促进性别平等的专门资源。这是令

人无法接受的，必须予以纠正，以管理从千年发展目标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过渡。

发展筹资必须进一步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掉队风险较高并反映该基本需求，以更

好地促进将妇女和女童纳入发展。在“发展筹资”预稿第 2 次起草会议上，口头

提交的《关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联合声明》明确证实了这些原则和需求，

应予以支持并将其纳入执行手段的讨论中。 

发展筹资必须有助于实现社会发展，因此需要不偏不倚地监测和评价，将公

民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公私伙伴关系应展现出在促进实现《里约宣言》、《哥本哈

根宣言》、《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中阐述的商定的可持续和社会发展原则及目标

方面的能力。公私伙伴关系有能力使所有人受益，但也有可能推动将社会发展外

包给有着自己利益的私营部门，造成发展方案不以弱势和边缘人群的需求为先。

对于促进完全遵守先前商定的宣言来说，不偏不倚地监测和评价至关重要。非政

府组织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组织，在确保发展筹资机制产生 2015 年后包容

性议程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结果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考虑到掉队风险较高的某些群体，如妇女和女童。应该

认识到，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女权主义组织和妇女组织，在防止这种

情况发生及确保妇女平等参与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起了作用，因为它们是有效的，

并且在基层实施变革。千年发展目标激励了通过发展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妇女权

利的原则（目标 3）。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促进该原则；必须将妇女纳入各级关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执行的决策中。 

必须指出的是，千年发展目标没有按照《里约宣言》、《哥本哈根宣言》、《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充分提及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有关的若干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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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增强经济权能、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以及教育。

必须将这些宣言中概述的原则和行动纳入整个 2015 年后议程，并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得到提及。 

令人关切的是，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理想化的全球具体目标”，且可

以根据“国情”进行调整（序言部分第 18 段）。虽然，各项政策必须旨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性别平等必须置于背景中考虑、针对具体文化且适合社区，但是，国

家议程可能会削弱可持续发展的实力和宗旨，使所有人处于不利地位。可持续发

展中不必要的灵活性会使妇女和女童特别脆弱，因为目前的差距将会延续，可能

会加剧，进步会被否定。 

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重申并促进履行已经商定并获得批准的实现性别平等

的承诺。还必须以基于人权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办法，利用适当的监测

和可实施的问责机制，将此承诺纳入全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只有这样做，可持

续发展目标才会有意义、可以实现且具有实效。 

重新关注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监测和筹资问题，可以创造一套我们

能够共同实现的目标。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希望可持续发展目标将促进妇女

教育、增强权能和使能能力。只有这样，妇女才会成为其所在社区和国家的平等

参与者和贡献者。帮助处于最弱势人群行列的妇女和女童，要求采用对性别问题

有敏感认识的综合办法和循证响应。执行战略提供了机会，使民间社会和受影响

群体能够参与协同工作和伙伴关系，以便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是管理

从千年发展目标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过渡要采取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