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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议程项目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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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会第 

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审查《北京宣言》、《行动纲要》和第二十三届特别 

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塑造两性平等观点以求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作的贡献 

 

  纪念《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30 周年 
 
 

  主持人的总结 
 
 

1. 在 2010 年 3 月 5 日第 12 次会议上，妇女地位委员会举行了专题为“纪念《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30 周年”的互动小组讨论会。会议由委员会副主席

足木孝先生主持。小组成员有：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杜布拉夫卡·西蒙诺

维奇女士；执业律师和尼泊尔制宪会议成员萨帕纳·普拉丹·马拉女士；澳大利

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教授安德鲁·伯恩斯先生。提高妇女地位司编写的一

份问题单文件为讨论提供了框架。 

2.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通过三十年后，依然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和

促进妇女人权工作的主要文书。与会者重申《公约》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它为妇

女与男子平等地享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提供了一个全面框架。

《公约》是一项适应时代变迁且充满活力的文书。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为《公

约》的实施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对缔约国的报告提出结论意见。委员会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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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议成为法律和政策指导的丰富来源，委员会应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支持下继

续开展这项工作。普遍批准《公约》的目标必须实现，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各

个政府部门都应对《公约》的全面实施作出承诺。 

3. 委员会和其他条约和人权机构之间和谐与相互丰富的水平不断提高和协调

不断增强，都加强了委员会的工作成效。人权条约机构，包括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和建议都列入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的材料汇编，从而强化了《公约》和委员

会的结论意见。同样，委员会在结论意见中也强化了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现在

委员会每年举行三届会议，使它每年能审议更多的缔约国报告和提高其任务的成

效。委员会新的后续程序将加强其结论意见的执行工作。 

4. 不同利益攸关者越来越多地引发《北京行动纲要》和《公约》之间的协同增

效作用和互补性，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

妇女权力的全球和全面的基础。在过去 15 年中，《纲要》和《公约》之间的联系

和汇合轨迹有助于加强这两份文书的执行工作。例如，《纲要》要求普遍批准《公

约》；限制对《公约》的保留范围；按时向委员会报告工作；把《公约》翻译成

当地语文和土著语文；以及为委员会提供足够的会议时间。《公约》中涉及《纲

要》的许多重大关切领域，而落实《纲要》所述的行动直接有助于促进和保护《公

约》规定的权利。委员会把《纲要》提议的行动纳入其工作，包括纳入其结论意

见。 

5. 在世界各地，《公约》已成为促进妇女人权和两性平等的宪法、法律和政策

改革的催化剂。《公约》所载标准已被纳入保障男女平等并为保护妇女人权提供

强有力法律依据的宪法和其他法律。《公约》有助于了解旨在男女之间实现公平

竞争而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公约》和委员会对于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视为一

种对妇女的歧视形式和一个人权问题非常重要。许多国家根据《公约》和委员会

的工作通过了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在《公约》框架内制定了关于两性

平等和促进妇女权利的国家行动计划，并使用《公约》的指导发展政策和国际合

作的努力。 

6. 《公约》已被有效地用于维护妇女人权的诉讼战略。法院越来越多地借鉴《公

约》的各项规定，提出他们的司法意见和编写关于妇女人权的判例，其中包括关

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性骚扰、继承、就业和其他方面的个案判例。在许多情况

下，成功的诉讼导致了促进妇女人权的法律改革工作。因此，应借鉴《公约》的

原则加强国家法律体系的发展工作。 

7. 委员会为国际人权法及其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

的个人申诉程序对许多个案的判例，尤其是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个案判例。

鉴于委员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注意到《任择议定书》的利用率有限，应当扩

大和增加《任择议定书》的应用。就像增加其应用一样，应增加批准《任择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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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国家数目。民间社会团体在加强《任择议定书》的应用方面能够发挥重要

作用。必须纠正不当和部分地执行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所作决定和所提建议的

情况，所有有关缔约国必须认识到尊重和执行委员会决定的重要性。 

8. 议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使他们具有战略优势，能够在《公约》的执行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委员会鼓励各国议会从国家一级在酌情促进和监测《公约》的执行

工作和向委员会提供信息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国家人权机构对于审议政府

的业绩、纠正错误、发起政策改革和向委员会提供信息等都很重要，委员会鼓励

它们为支持《公约》的执行开展工作。 

9. 非政府组织在执行《公约》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非政府组织提醒各国注意其

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评估法律、方案和政策以及评价《公约》的遵守情况。

非政府组织往往宣传和促使人们认识《公约》的规定和委员会的结论意见。委员

会已通过一项声明，阐明和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并进一步加强它们在缔约国

国家一级执行《公约》中的作用。委员会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编写缔约国的报告，

并鼓励他们提出待择或影子报告、协助一般性讨论和为起草一般性建议提供投

入。多部门协作是确保以连贯一致的行动切实实现妇女人权的重要方面。 

10. 尽管许多国家已进行了法律和政策改革，但是在法律和实践的许多领域仍然

存在歧视，如家庭、离婚和个人地位、刑法典、国籍法和有关土地和财产继承和

所有的法律。现行法律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政府官员依然不了解法律及其执行

这些法律的职责。陈规定型观念长期存在继续是对具体落实妇女人权的一项重大

挑战。许多妇女对她们的权利和对着手法律诉讼的程序缺乏认识以及妇女没有能

力要求自己的权利也构成了持续的挑战。 

11. 因此，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按照《公约》废除歧视性法律并确保促进妇女

人权的法律和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包括提供足够的预算以及监察和评估机制。国

家行动计划和战略应反映《公约》和《行动纲要》的全部内容。法律改革机构应

系统地借鉴《公约》和委员会的工作。改变歧视性态度和消除性别陈规定型观念

必须成为实现妇女人权各项工作中的关键因素。就《公约》相关问题教育和培训

法官、律师、人权维护者和其他有关人员仍然至关重要。保障妇女诉诸法律机会

的机制必须扩大。 

12. 对《公约》的大量保留仍然令人关切。委员会强调，对《公约》具体条款，

特别是第 2条和第 16 条的保留不符合《公约》的目标和宗旨，因而是不允许的。

应尽可能狭义和准确地提出保留和经常审查所有的保留，以便将其撤消。 

13. 有限的资源和能力继续对全面执行《公约》造成了挑战。缔约国应利用现有

的技术和财政援助，根据公约提出报告以及执行委员会的结论意见。联合国系统

各实体，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和提高妇女地位司都有国家可以利用的能力建设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