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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
促进男女平等 
并赋予 
妇女权力

具体目标

争取到2005年消除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中的两性

差距，最迟于2015年在各级教育中消除此种差距

女孩所受教育取得进展，但获得教育权利的 

不平等在许多地区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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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 性别均等指数在97和10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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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女孩相对于
男孩的入学率)，1998/1999年和2008/2009年 (每100个男孩所
对应的女孩人数)

在发展中地区，2009年，每100个上中小学的男孩对应

96个女孩。这比1999年显著改善，1999年的比率分别为

91和88。

然而，只有三个地区,高加索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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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及东南亚，取得了小学教育中的性别平等

（定义为性别平等指数在97和103之间）。特别

是在东亚，小学女生略多于男生。在其他大部

分发展中地区，女孩获得教育权利的进展仍然

落后，在北非、大洋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

洲和西亚，在女童成长的最初几年中平等地接

受教育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在中学教育方面，高加索和中亚、北非和东南亚

已实现了性别平等。然而，在大洋洲、南亚、撒

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等地区，女孩仍然处于明显

的劣势。与此相反，在东亚及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中学女生入学人数已超过了男生。

在高等教育方面，情况千差万别。在整个发展

中地区，该项性别平等指数是最高的，每100个

男孩对应97个女孩上学。但是，该项指标也隐含

着最大的性别差距。在发展中地区，只有东亚和

北非取得了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入学率要么

是男孩比较高，如大洋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

洲、西亚；要么是女孩比较高，例如在高加索和

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东南亚。

在至少一半以上的所有地区，妇女获带薪工作仍然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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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妇女在非农业有偿就业的比例，

从1990年的35%增加到2009年的近40%。然而，

近年来由于2008-2009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进

展放缓。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取得了最大的改善，虽

然妇女有偿就业的比例在南亚地区仍低于20%。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非农业有偿就业只占

男/女就业的一小部分，他们往往从事缺乏财政

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工作。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

上削弱了这一地区的进展。

北非的情况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一直保持不

变。在该地区以及西亚，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

农业部门以外的带薪工作是由妇女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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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还没有看到2010年经济复苏的成果

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

场产生的不利影响，减缓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的许多进展。就业下降、失业增加，千百万人

由于太受打击无心继续寻找工作而退出了劳动

力市场，收入也受到了影响。

2009年危机发生时，男性失业率的增长速度比

女性要快。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男性

和女性的失业率都开始下降。然而，男性失业

率的下降速度比女性快。这一趋势，以及女性

的失业率已经超过男性的事实，表明许多地区

女性与男性的就业差距将不会很快消除。

同样，在2008-2009年期间就业显著下降以后，

在2010年复苏期间发生的就业增长，特别是在

发展中地区，女性仍比男性低。从事制造业的

妇女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议会中的妇女代表创历史新高，但仍令人

汗颜地无法实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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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议员的人数越来越多，距妇女和男子平

等参与政治的目标还相差很远。截至2011年1

月底，妇女在全球议会单院或下院的席位中占

19.3%。这是一个历史新高。尽管如此，与1995

年世界平均值11.6%相比，它证实了过去15年中

缓慢进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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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国之间妇女代表性差异巨大。2011年

初，25个国家中妇女在各国议会单院或下院占

30%或更多席位，其中七个国家的妇女占40%或

更多的席位。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妇女在各级

议会中的高参与率：卢旺达（56.3%）、瑞典

（45.0%）、南非（44.5%）和古巴（43.2%）。

与此相反，48个国家的妇女在议会单院或下院

仅占10%以下席位。其中九个国家：伯利兹、密

克罗尼西亚、瑙鲁、阿曼、帕劳、卡塔尔、沙

特阿拉伯、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则根本没有

女议员。

2010年，妇女只在一半的议会选举或连任中取得

成果。最显著的进展主要出现在北非，那里的妇

女在议会单院或下院的代表率，2010年至2011年

从9.0%上升至11.7%。西亚也取得了进展，妇女

在那里的议会单院或下院的代表率持续上升：

从2000年的4.2%，升至2010年的8.8%，再到2011

年的9.4%。即便如此，该地区各国之间存在巨大

的差距。此外，妇女的进步往往依赖于特殊措

施。在巴林，只有一名女国会议员自动当选为

下院议员。同时，巴林的上院中妇女占27.5%，

但大多数是任命的。约旦目前有13名妇女在其

下院和9名妇女在其上院，这归功于强化的配额

制度。

在美洲，哥斯达黎加妇女继续掌权，占下院

38.6%的席位。美国中期选举中目睹了有史以来

最多妇女参选国会两院，但选举结果并没有产

生重大进展。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最近也有所进展，埃塞俄

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10

年都有所改善。布隆迪巩固了其妇女在议会下

院中的代表地位，代表率从2005年的30.5%上升

至32.1%，并在上院的代表大幅上升（由34.7%

上升为46.3%），主要归功于配额制度。在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妇女代表在无配额援助的情况

下，从2006年的7.3%上升至2010年的18.2%。

在备受瞩目的选举年中，南亚和东南亚没有进

展。在阿富汗，妇女在2010年的调查中保持很强

的代表性，但这只帮助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女国

会议员。东南亚女议员人数小幅下降，从2010

年的19.3%降至2011年的17.6%。在菲律宾，妇

女在上院失去阵地。在大洋洲，女议员的比例

在2011年下降至只有2.3%。

配额安排和各政党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成功的

关键因素。在43个拥有30%或以上妇女代表的下

院中，实施法定配额或自愿政党配额的占67%。

在领导方面，两个国家的议会第一次目睹了当

选的女性议长：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在世界范围内，议会中的妇女议长目前只

占13.4%。2011年1月，只有10个国家有女性国

家元首，13个国家有女性政府首脑。

配额不是影响妇女参政程度的唯一因素。选举

制度以及对性别问题敏感的选举安排也是关

键。2010年，许多政治职位的妇女竞选者受挫

于缺乏媒体的报道和公开的露面的机会。训练

有素和有资金支持的妇女候选人，以及各政党

和政府的最高层的政治意愿是在世界各国议会

克服性别失衡最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