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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国际妇女节致词 

2009 年 3 月 8 日 

 每年的国际妇女节（IWD）都为我们提供了回顾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取

得的进展和思考依然面临的挑战的时机。2009 年的国际妇女节是我任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头。虽然男女平等早在 1945 年就写入了

《联合国宪章》并在 2000 年被列为具体的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

3），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公共和个人生活中它依然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不

是现实。 

 在世界各地庆祝 2009 年国际妇女节之际，妇女地位委员会（CSW）第

53 届会议将审议“男女平等承担责任，包括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关怀”

列为议程是很恰当的。会议还将审议在落实第 50 届会议形成共识的结论：

“男女平等参与各级决策过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上述两项主题与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寻求能持续解决世界最具挑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之间具有明显

的联系。显然，没有男女的共同全力参与，我们将无法形成恰当的应对方式，

更不谈如何付诸实施了。 

 不用深入探讨妇女地位委员会的这两项主题，我们也能明白，要取得任

何一点成绩，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男女平等承担责任，包括对艾滋

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关怀”方面，各国政府在国际层面，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

会”（1994 年）、“第四届国际妇女大会”（1995 年）、“社会发展世界峰

会”（1995 年）直至“联合国大会第 23 届特别会议”（2000 年）和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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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10 会议等，都做出了重大承诺。然而，妇女和女童依然在家务和照

料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公共领域和工作场所依然以男性的工作模式和男性

的社会参与为基础。这就限制了妇女拥有经济、职业和决策的机会。 

 我们需要做出更加系统和协调一致的努力，探讨公共和私人领域男女不

平等承担责任的深层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这类不平等现象给劳动力

市场、管理和决策带来的后果，并作出重新调整，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应对措

施。 

 对妇女参与不同领域的决策情况进行仔细观察就能发现类似的问题。比

如，各国议会联盟的最新数据显示，妇女在政治决策方面的代表性有了一些进

展，2008 年世界各国的议员中妇女占 18.4％，尽管如此，由于各地区的差异

很大，因此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此外，在最高决策层妇女依然是少数。

比如，2008 年初，各国的首脑中女性仅占 4.7％，政府首脑中女性仅占 4.2

％。在世界各国的部长一级，担任部长职务的妇女仅占 16.1％。 

 如果我们看一下妇女参与重要经济领域的决策情况，那么情况就要糟糕

得多，而这些领域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女性财政部

长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国际层面，“财富 500 强企业”中仅有 12

名女性首席执行官。 

 我们不能再无动于衷，也不能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我们更不能自欺欺人

地认为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与我们或与我们相关的人无关。我们从电视上和媒

体上看到或读到几百万妇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遭遇着歧视。了解这些事实就

能产生责任感。 

 正因为如此，性别平等被列为教科文组织 2008--2013 年的两项总体优先

事项之一。我们通过“性别平等优先行动计划”来履行这一承诺，这项计划为

期 6 年，确定了具体的行动、预期成果和预算拨款。在全球层面，我们重点关

注与妇女和女孩现状相关的两项千年发展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 2（普及初等

教育）和千年发展目标 3（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权力）。在内部，教科文

组织致力于在 2015 年之前实现秘书处决策层的男女性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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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文组织深信，只有男女两性都能有更多且均等地享有自由和体面生

活的机会、选择和能力，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人权与和平。只有男女两

性都能平等地分享权力与知识；在工作和创收方面拥有同等的机会、权利和义

务；一生当中在所有领域有均等机会接受有质量的教育和能力培养，以及有可

能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和施展个人抱负，男女之间才会实现平等。 

 值此 2009 年国际妇女节，我呼吁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合作伙伴作出更大的

努力，致力于实现在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与信息方面的性别平等，为世界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作出贡献。 

 

 

 

 

松浦晃一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