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诺·行动 全球妇女峰会特 刊A4

主编 代刚 见习编辑 张园园 美编 颜雪 责校 赵金琪 制作 刘晓禹

北京＋20：站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历史交叉点上
本报特约记者 蔡一平 发自纽约

20年前，北京是世界的焦点。 联合国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
妇女论坛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

《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这两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各国政府承
诺在扶贫、教育、参政、反对对妇女的
暴力、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
制、媒体、人权、女童、环境等12个重
点关切领域上努力提高性别平等 ，促
进妇女和女童的发展。 20年后的今
天，它的文本中所提出的性别平等、
妇女赋权、妇女人权、性别主流化等

概念，已经进入政策话语的主流。 20
年来联合国对北京《行动纲领》五年
一次的定期评估，已经把“北京”与全
球妇女的进步和性别平等的进程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

20年进步与挑战并存

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召开了
一系列关于广泛的发展议题的大会，
包括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
境与发展大会，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
的世界人权大会，1994年在开罗召开
的人口与发展大会，1995年在哥本哈
根召开的社会发展大会。 各国的妇女
活动家们成功地“劫持”了联合国的一
系列有关发展的会议，使性别平等和
妇女权利成为这些大会不可忽视的核
心议题。 可以说1995年在北京召开
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成功正是建

立在这一系列大会成果的基础之上。
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积极参与了这
些会议及其审议过程——动员社会、
游说政府、对成果文件在国家层面的
实施进行监测，等等。

20年后的今天 ，性别平等在全球
取得了许多进展。 同时，根据联合国
妇女署提供的数据 ，《北京宣言》和
《行动纲领》中所提到的12个关切领

域中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比如，在控制全球孕产妇死亡率

方面 ，全球虽然进展较大，但每天仍
有800名妇女死于可预防的与妊娠或
分娩有关的并发症 ，其中99％的死亡
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在政治领域 ，现
在议会中的女性比例较20年前几近
翻倍 ，但也仅有22％的比例。 在收入
方面 ，50％的超过15岁以上的工作妇
女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男性的比例
达到75％；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收入
比男性总体少24％。 在高级管理层
中，财富五百强公司的女性CEO只有

25位，仅仅占到所有CEO比例的5％。
在针对妇女的暴力上，联合国大

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
言》为全世界反暴力行动提供了一个

框架。 但是20年后，三分之一的妇女
依然遭遇着身体或性暴力，大部分暴

力来自于亲密伴侣。 在媒体方面 ，女
性作为新闻主体出现的比例仅增加
至24％,46％的故事在强化性别刻板

印象，只有6％的故事改变了性别刻板

印象。

除此以外，20年以来又出现许多
新的挑战有待解决——艾滋病、气候
变化、移民和流动妇女的权利、妇女
的性与生育健康和权利、老年妇女、
残障妇女和其他处于不利处境的妇
女、不断加大的不平等和结构性不平
等、宏观经济政策缺乏性别视角、妇
女承担的无酬劳动、妇女和女童面临
的多重歧视和交叉性歧视，等等。

可见，“北京”仍是一个未完成的
议程，实现性别平等的道路上从来都
不平坦。 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重新塑造着世界格局，妇女权利的
进步也一直不断遭到攻击和面临倒
退的危险。 21世纪是以全球范围内
的反恐战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
开始的。 此外，气候变化、物种消亡
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生态危机 ，还有各
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加深了对
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和暴力。 同时，地
缘政治的变化 ，所谓“新兴力量”的崛
起和全球权力的重新配置 ，进一步增
加了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制的
全球治理的复杂性。 而妇女和女童
的权利往往成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
筹码而最终被摈弃。

在这股回潮中，第一个表现是排
斥妇女组织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作
用。 另一个表现是对于《行动纲领》
内容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解释和选
择 ，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 例如：一些国家认为妇女人权只
是《行动纲领》12个关切领域之一，从
而否认妇女人权是贯穿整个《行动纲
领》的核心原则；还比如，突出强调消
除贫困和妇女的经济赋权，而对妇女
的性与生育健康和权利避而不谈；在
谈论妇女的经济赋权的时候，只考虑
到妇女参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没
有考虑为她们提供体面的工作和合
理的工资，没有努力为减轻妇女承担
的有酬和无酬的家务劳动，没有把妇
女的再生产劳动纳入到国家的宏观

经济政策中去，而妇女只是成为经济
增长的工具而没有实现真正的赋权。

性别议题已全面融入全球
发展议题

“北京 ＋20”，全球正站在促进性
别平等的历史交叉点上 ，它需要做出
新的承诺并采取切实行动。“北京 ＋
20”，也正值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
之际 ，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首脑通过指
导全球未来15年的发展蓝图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 在此刻 ，由第四次世
界妇女大会的东道国——中国政府
与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妇女峰

会：从承诺到行动”无疑成为在9月25
日～27日召开的联合国峰会中最令人

瞩目的一场专题会议。
“北京 ＋20”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在时间上重合 ，或许可以看作是
性别议题已经全面地融入全球的发
展议题 ，并在发展的话语中占据重要
的位置。 它并不是宣布北京《行动纲
领》的过时 ，而是继千年发展目标之
后为实现北京《行动纲领》中的未竟
目标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

与2000年通过的八个千年发展
目标相比，从2015年到2030年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要更加全面 ，更加雄心勃

勃。 各国政府经过三年谈判，并广泛

咨询了公民社会的意见 ，达成了17个
大目标和169个小目标。 它的核心

词是五个 P：人民（people）、地球
（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平
（peace）和 伙 伴 关 系（partner-
ship）。 它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目
标 ，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平、繁
荣和可持续的世界。 性别平
等列于第五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性别平等 ，增强
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而
且就如同人们所公认的那样：
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那

么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只
能是空谈。 在这个目标之
下 ，包括了反对针对妇女和
女童的暴力，加强性别平等的立法，

保障妇女的生殖健康权利，促进妇女
参与决策 ，保障妇女获得土地和其他
资源的权利，承认和尊重家务劳动并
提供政策支持等9个具体目标。 与千
年发展目标中的性别平等目标相比，

其中的亮点很多，例如纳入了反对针
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和歧视 ，关于家
务劳动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的生育
健康和权利等。

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
展已经在近日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

与妇女发展》白皮书中有了详细表
述 。 怎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转型中去理解中国妇女发展的进步

和面临的挑战 ，从性别角度去理解中
国模式 ，或许对世界，特别是其他发
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关
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立场文件中所
提出的让社会各个群体，包括妇女群
体 ，共享发展的成果，也契合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所提出的解决不平
等的分配机制。

联合国提出了到2030年

可持续发展的系列目标 ；联合
国妇女署也提出了到2030年
达到性别平等的目标。 相信
中国将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那样，继续为全球做出重要贡

献。

“北京”正在重新出发。

在全球妇女峰会上 ，北京世妇会秘书长格特鲁德·蒙盖拉表示，中国是伟大
的国家 ，很好地筹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还记得当时出席的情景。 世界
妇女状况有变化，但是还没有实现目标，所以今天我要重复在北京讲的话：1．停
止战争；2．对暴力零容忍；3．公平地和世界女性分享世界资源；2030年太久，妇
女应能更快地走到决策桌上。 尊重女性和人的尊严，我们已经厌倦了被歧视。

图文来源：联合国妇女署

记忆20年——

怀柔，开启我们的精彩人生
口 本报记者 耿兴敏 周韵曦

一只绿色的鸽子衔着橘红色飘
带 ，飘带上是白色的“95BEIJING”的
字样。 在北京市怀柔区的世妇会公

园中心文化广场上 ，如今这个高达20
米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徽是公

园的标志性建筑。
20年前怀柔老城区的怀柔电影

院所在地，如今已是时髦的商业区明
珠广场。 当年，就是这里的老会址迎
来五湖四海的世妇会宾客 ，畅谈“平
等、发展与和平”并相约为之共同努
力。

世妇会主题公园距离’95世妇会
老会址几分钟车程 ，20年前 ，与会者
代表在这里种植下一片代表友谊长
青的树林。

2004年，怀柔区结合城南地区环
境建设 ，以世界妇女友谊林为依托 ，
建成现在的世妇会主题公园，这里是
我国唯一一处以弘扬世妇会文化为
主题的公园，也是中国妇女和世界妇
女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1995年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第四
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同时，
NGO论坛在怀柔举办 。 怀柔 ，这个
北京市东北部的远郊区记录和见证
了妇女事业发展的20年。

我参与，我成长——

1995年在怀柔举行的NGO论

坛 ，共有185个国家2000多个非政府
组织的30000多名代表参加，共举办
5000多场活动。

许多代表携家带口而来 ，还有代
表带了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婴儿 ，会议
期间，她们的子女就在怀柔幼儿园托
管。 感动于怀柔人民的热情好客和
朴实 ，不少与会代表还打出了“感谢
中国人民”“感谢怀柔人民”的条幅。

1995年3月29日，中央决定，作
为辅助性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
坛同期在北京怀柔举行。 当时，离世
妇会开幕只有153天 ，怀柔人民昼夜
奋战，以惊人速度使论坛场地及各项
设施按时就绪 ，用短短5个月完成了

10年的工作量。
韩国岚就是当时建设大军中的

一员。 如今，已经是北京市怀柔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韩国岚说，
为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大家夜
以继日紧张筹备的场景历历在目。
当时怀柔根本不具备接待外宾、接待
大型国际会议的硬件条件。 在接到
任务后，建筑工人们实行三班倒的工
作流程。 韩国岚单位所参与的工程
筹备指挥部还要和商务配套、路政等
部门衔接，比如保障残疾人参会的便
利设施、路政建设等。

从当时的一名建设者到如今的
管理者 ，20年间，作为一名女性 ，韩国
岚觉得，自己的每一点进步都深深镌
刻着世妇会的激励。

令她自豪的是，依山傍水的论坛
区给参加过’95世妇会的代表留下了
深刻印象。 近几年参加国际会议时，
韩国岚多次介绍自己来自北京怀柔，
都有参会者竖起大拇指 ：怀柔 ，很漂
亮！“当年 ，怀柔NGO论坛等于是向
全世界为怀柔做了一个大广告，向全
世界发了一张怀柔的名片。”韩国岚

说。

我激动我奋斗——
20年间，借力’95世妇会，怀柔加

快了发展步伐，接力’95世妇会，不少

女性的梦想开始绽放。
从小在北京怀柔的山区长大，画

家田凤银的作品里一直渗透着家乡
的山水风情。 很多外国观众看过田
凤银的画之后，对中国产生了热爱和
向往，法国美协主席阿尔弗莱德就曾
专程来北京体验怀柔的美丽。

今年3月份，田凤银应邀参加了
在纽约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地位
委员会第59届会议。 第四次世界妇
女大会召开时，她还是山区的一名美
术教师。

“10年后，我从一名普通中学美

术老师成长为一名画家。 2015年 ，受
联合国总部邀请，参加第59届世界妇
女地位大会。 从我的成长历程和成
绩看，我觉得是受1995年第四次世界

妇女大会在怀柔召开的鼓舞和影
响。”如今已经是北京市朝阳区油画
协会主席、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的田凤
银，从心底感恩世妇会对自己的人生
激励。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
不仅对怀柔各项工作起到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更是很多女性人生的风向
标。

在怀柔区庙城镇高两河村彩绘

厂里，回忆起20年前，曾经参与过’95
世妇会的厂长高林荣说 ：“看到全世

界的妇女盛会在家乡举办非常激动，
来自全世界的妇女代表齐聚怀柔，那
真是咱妇女同胞们的一次盛世大
会。”

正因为见了大世面 ，高林荣的观

念受到“积极的冲击”。 她负责的高
两河彩绘厂如今是怀柔妇女的就业
基地，现有职工30余人 ，基本都是附
近村里的妇女。“在各级妇联组织关
心支持下 ，厂子规模不断壮大 ，妇女
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逐年提高 ，姐妹
们真正实现了自身价值。”

我思考 我行动——

怀柔 ，思考 ，行动，正是以此为起
点，不少人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英桃参加第四次
世界妇女大会时刚刚28岁，在北外工
作刚满3年 ，对人生的方向充满期待
和选择。

“我必须说 ，这次大会对我的学
术道路，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都有非
常大的影响。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把全球妇女运动推向一个新高峰。”
通过大会 ，李英桃开始认识到全世界
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和全球

妇女运动发展的方向。
有两个场景李英桃终生难忘 ：

“它们既反映了世妇会影响，也体现
出老一辈妇女研究者和妇女工作者
对我的影响，展示了代际传承的力

量。”
第一个场景 ，是在一场涉及裁军

问题讨论会上 ，一位外国记者对主持

人提出，伴随经济力量发展，中国军
事力量将会威胁邻国安全。 在气氛
骤然紧张的会场，中国对外友协的一
位女士举手发言，用流利英语讲道 ：
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有超
过一百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
历史。 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国
家落后就要挨打。 因此 ，我们要
有发达的经济 、强大的国防力
量 ，但这只是为了自卫 、不受侵
略，中国不会去威胁他国。 如果
强大后的中国要威胁他国，每一
个中国妇女都会首先站出来反
对。 她的发言赢得听众热烈掌
声。

“另一个场景 ，是在一天晚饭时

间 ，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匆匆跑进餐
厅，找到碰巧和我围坐同一餐桌的一
位老大姐——论坛的负责人。”李英
桃记得 ，志愿者说 ，晚上有个外国人
权组织要放映英文电影《三寸金莲》，
听说这部电影是攻击中国人权状况
的。 这位老大姐听完大笑起来，她指
着自己的大脚说 ，“眼见为实”，外国
朋友来到北京就知道什么是事实真

相了 ，别担心 ，这部电影正好能展现
新中国解放妇女的成果……

正是这些经历 ，让年轻的李英桃
更深入地思考平等、和平与发展的关
系 ，性别平等的全球发展状况 ，了解
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意义以
及中国妇女肩负的使命和努力的方
向。

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回来，李
英桃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
读博士学位 ，并将女性主义国际关
系学确定为博士论文方向。 20年
里 ，她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女性主义
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 她表示 ，
今天，全球妇女运动亟须年轻一代

的积极参与，实现全球性别平等 ，
不仅是父母那代人的责任、我们这
人的任务，更是后人的使命。

怀柔记忆 ，写不尽青山绿水间无
数美妙的人生感悟与故事 ，却把平
等、自信和发展的精神烙印在每一位
参与者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