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联酋对女性教育的投入收效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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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世纪70

年代，阿联酋就将义务教

育写进宪法，规定女性享

有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

权和就业权。阿联酋劳

动法禁止就业性别歧视，

规定男女同工同酬。

◆ 阿联酋的基础教

育非常发达，通过男女分

校的办学模式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女童入学率，

不惜重资引入新式课程，

聘请外籍教师。阿联酋

女性可以免费在公立高

等院校就读，所有的高等

院校和教育项目均向女

性开放。为了鼓励女性

接受高等教育，阿联酋政

府加大教育投资，为女学

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

并建设专门的女子大学。

◆ 阿联酋妇女联合

会及相关协会在全国开

设了20多个培训中心，

专门针对女性进行职业

技术培训，各类职业技术

学校中的女生数量不断

增加。

■ 义力迈

自1971年阿联酋成立以来，阿联
酋政府一直致力于保障女性在经济社
会、医疗健康、政治和教育领域的权
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阿联酋女性
的地位随着国家的发展得到显著提
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布的《性别
不平等指数》显示，阿联酋的性别不平
等指数排名已经由2000年的第40位
提高至2020年的第18位，位居阿拉
伯国家之首。阿联酋已经当之无愧地
成为阿拉伯世界性别平等事业的榜
样。

阿联酋在女性教育方面取得的成
就是其性别平等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
之一。1975年，阿联酋成年女性识字
率只有31%，通过颁布相关法律、加
大教育投资和完善女性教育体系等措
施，目前阿联酋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已
经达到95.8％，与本国成年男性识字
率相近。在大部分高等院校中，女生
占学生总数的62%，其中，私立大学
的女生占学生总数的50%，在公立大
学，这一比例则高达三分之二，联合国
曾称赞阿联酋是女性教育最发达的国
家之一。

阿联酋政府主要通过为女性教育
提供法律保障、经济支持，完善包括基
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内的
现代化教育体系、保障女性就业来推
动阿联酋女性教育的发展。

提供法律保障与经济支持

阿联酋开国总统扎耶德曾说过：
“任何一个先进民族的实力都在于其
人民，衡量民族进步的尺度是它的教
育水平和教育普及的程度。”早在20
世纪70年代，为了提升女性的受教育
程度，阿联酋就将义务教育写进宪法，
规定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权
和就业权。

石油经济繁荣以来，阿联酋获得
大量的财富，政府有能力在教育行业
投入大量资金。目前，阿联酋为女性
公民提供各阶段公立学校的免费教
育，政府还会出资供女学生在海外学
习。2017年，阿联酋的教育支出为
100.2 亿迪拉姆（约 186.5 亿元人民
币），占阿联酋政府预算的20.5%，其
中超过40亿迪拉姆用于提高阿联酋

女性教育。阿联酋政府在教育领域的
高额补助极大地减轻了民众教育负
担，减少了女性公民接受教育的后顾
之忧。

男女分校办学模式提高女
童基础入学率

建国之前，女孩没有受教育的权
利，有钱人聘请家庭教师进行授课，当
时的各个酋长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学校和教育体系。阿联酋成立后，政
府大力建设中小学，由于阿拉伯人的
传统观念认为男女生在同一所学校学
习不符合传统习俗，所以阿联酋的部
分中小学分为男校和女校，男女分校
的办学模式让许多观念保守的阿联酋
人放心地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学校接受
教育，这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女童的入学率。

此外，阿联酋不惜重资引入新式
课程，聘请外籍教师。特别是近些年，
以阿联酋美国女子学校、拉蒂法女子
学校为代表的国际女子学校落地阿联
酋。这些学校采用美式教学模式以及
阿拉伯语、英语双语教学，许多在阿联
酋的外籍人士和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地
富裕家庭选择将女儿送到国际学校学
习，极大地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更为她
们后续出国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鼓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与
职业教育

阿联酋的基础教育已经非常发
达，高中毕业生中95%的女性和80%
的男性申请进入阿联酋高等院校深造
或赴海外留学，阿联酋女性可以免费
在公立高等院校就读，所有的高等院
校和教育项目均向女性开放。为了鼓
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阿联酋政府加
大教育投资，为女学生提供奖学金、助
学金，并建设专门的女子大学。从
1998年扎耶德女子大学到2014年的
哈瓦拉·阿兹瓦尔女子军事学院，再到
阿布扎比大学的女性毕业生在
STEM和航天领域崭露头角，阿联酋
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地区女性教育事
业的模范。

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阿联酋
政府近年来提出石油经济向知识科技
经济转型的计划，阿联酋国内各行业

的职业技术教育出现快速发展势头，
在借鉴德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经验之
后，阿联酋开启了具有前瞻性的职业
教育建设。阿联酋妇女联合会及相关
协会在全国开设了20多个培训中心，
专门针对女性进行各类职业技术培
训。同时，阿联酋各类职业技术学校
中的女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阿联酋
高等技术学院是阿联酋境内最大的技
术学校，目前校内有一万多名女学生，
她们可以获得教育学、医学等学科的
专业技能学习。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后
的女性可以胜任许多技能性工作，甚
至在汽车修理岗位也能看到阿联酋女
性的身影。

阿联酋政府还通过推动就业领域
的性别平等吸引女性接受更高的教
育，阿联酋劳动法禁止就业性别歧视，
规定男女同工同酬。

20世纪，阿联酋女性就业存在诸
多限制，许多接受过教育的女性毕业
后很难找到工作，无奈只能回归家
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业市场
对女性的需求扩大，女性就业的社会
限制也不断减少。新一代阿联酋女性
走出家门，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在司法、
政治、军队、媒体、科技和航天等领域，
逐渐撑起阿联酋社会的“半边天”。

女性教育发展促进社会
进步

教育为阿联酋女性的未来提供了
多种可能性，她们认识到了教育对于
个人发展的重大意义。

首先，受过教育的母亲拥有较为
先进的教育观，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接
受更好的教育，从而产生了良性的代
际影响。

其次，阿联酋女性教育的发展有
利于缓解女性过早结婚的现象。根据
《阿布扎比统计年鉴》，现在的阿联酋
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3.9岁，在上世
纪石油经济繁荣之前，阿联酋女性平
均结婚年龄只有13岁。

最后，阿联酋女性教育的发展有
助于推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受过
教育的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获得收
入，这让她们在子女教育、离婚等问题
上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报道 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
和国际助产士联合会5日发布的《2021年世界助产士状况报
告》指出，全世界目前正面临约90万名助产士短缺。新冠大流
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因为许多人已被重新部署任务以帮
助填补其他卫生服务面临的重大缺口。

据联合国网站报道，报告指出，到2035年，由助产士提供
的护理服务将避免约三分之二的孕产妇、新生儿死亡和死产，
每年挽救430万人的生命。

人口基金执行主任纳塔利娅·加奈姆强调了助产士对妇
女及其家庭的“巨大影响”。

她说：“一个能干、训练有素的助产士会对生育妇女及其
家庭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会代代相传。在人口基金，
我们花了10多年的时间来加强教育，改善工作条件并支持助
产士行业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看到这些努力正在奏效。”

该报告呼吁各国政府为助产士提供一个有利的工作环
境，使其免受性别相关的污名、暴力和歧视。它还敦促加大对
助产士和助产士主导的服务提供的教育培训，以及对助产士发
挥领导作用和治理方面进行投资。

报告指出，任命高级助产士为国家一级的领导者将为能
力建设提供重要的杠杆。

提供保健服务，保护妇女权利

助产士不仅在分娩时提供协助，还提供产前和产后保健
以及一系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计划生育，发现和治
疗性传播感染以及青少年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同时确保尊
重和维护妇女权利。

随着助产士人数的增加，他们能够在有利的环境中提供
护理服务，使妇女和新生儿的健康在整体上得到改善，造福全
社会。

然而，今年的报告指出，尽管先前已发出警告并提出了弥
补短缺的路线图，但进展非常缓慢。根据最新分析，以目前的速度，到2030
年，这种情况只会“略有改善”。

从新冠大流行中吸取教训

在这种背景下，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从新冠大流行中进行
“更好，更公平”的重建，建立更强大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作为实现全民健
康覆盖的途径，并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我们必须通过实施政策和进行投资以
向助产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护，来学习新冠大流行给
我们的教训。”

他说：“这份报告提供了数据和证据，以支持世卫组织长期以来加强助
产士队伍的呼吁，这将在促进更好的健康、性别平等和包容性经济增长方
面带来三重红利。”

遵循数据、投资助产士

该报告的发布恰逢每年5月5日的国际助产士日。这一国际日认识到
这些重要的医疗保健人员在预防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以及赋予妇女权能
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今年的国际助产士日的主题是“遵循数据、投资助产士”。
国际助产士联合会主席弗兰卡·卡代呼吁各国政府和决策者对报告的

建议采取行动。
她说：“作为自主管理的初级保健提供者，助产士一直被忽视。现在是

时候让各国政府认识到助产士提供的护理服务在改善生活、挽救生命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并根据《世界助产士状况》报告的建议采取行动。”

锐观察观察

■ 连原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
鲁瓦近日在联合国埃尔西倡议基金启动仪
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增加女性军警人员在
和平行动中的参与是联合国的“关键优先
事项”。

拉克鲁瓦说：“我们致力于在秘书长提
出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下落实妇女、和
平与安全议程，这仍将是我们的优先事
项。”

通过联合国埃尔西倡议基金，利比里
亚、墨西哥、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
将获得财政支持，以促进女性军人和警察
参与和平行动。

拉克鲁瓦说：“妇女可以在维和行动中
担任任何职务，甚至比男性做得更好。”

他指出，促进妇女参与的一种方式是，
认可她们在整个联合国特派团中的不同角
色和职位上所做的贡献，包括将公众的讨
论从所谓的“妇女的附加值”转移，这种观
点“通常无声地给妇女维和的合理性造成
负担”。

拉克鲁瓦强调了多元化团队的重要
性，在这样的团队中，男女双方都可以“充
分发挥自己的技能、经验和观点”。

他说：“当我们的行动体现出所服务社
区的多样性时，我们将在与其建立信任并

了解这些社区中人群的不同的安全需求方
面取得更大的成功。”他认为，这对于保护
平民和全面执行维持和平任务至关重要。

拉克鲁瓦表示，自2018年《军警人员
性别均等战略》启动以来，维和行动部在实
现其目标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他说，从2018年到2021年，女参谋官
和军事观察员的人数从 12.3％增加到
17.8％；女警官人数从22.3％增至30.4％；
建制警察部队中的妇女人数从 9％增至
14.8％。一项让所有步兵部队都必须部署

接触排（至少有50％为女性）的新要求也将
改善这种情况。

拉克鲁瓦强调，增加派遣至维和行动
中的妇女人数是不够的，还“需要改革我们
的机构，以确保妇女能够并充分参与我们
的和平行动”。

他称赞埃尔西倡议基金是“重要的伙
伴”，为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联合国领导
的倡议提供支持和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尽管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拉克
鲁瓦表示，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持这些
脆弱的成果”，并继续支持妇女有意义地参
与和平行动。

他强调加强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
其他会员国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并指出，每
个人都必须“为实现这一共同承诺而更加
努力”。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姆兰博－努卡

认为，加快妇女在安全机构中充分和平等
的参与是“确保这些机构具有代表性、具备
应对能力和实施问责的必要条件”。

姆兰博－努卡指出，军队要达到性别
均等需要30年，建制警察部队需要12年。
但她强调：“妇女无法承受如此长时间的等
待。”

她说：“只有在领导者的推动下，体制
变革才有可能，这些领导者为妇女创造有
利的环境，并坚决对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
待实行零容忍，终止有罪不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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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妇女维和人员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巡逻，这是联合国中非
稳定团的任务之一。 联合国图片/Hervé Serefio

“少年护工”之痛
折射日本老龄化社会烦恼
■ 新华社记者 刘春燕

日本有个专门的词语“少年
护工”，指那些一边上学、一边看
护家人的未成年人。

麻衣姑娘高二那年成为一
名少年护工。爷爷罹患癌症、奶
奶老年痴呆、父母工作繁忙，麻
衣常常白天跑医院为爷爷办各
种手续，晚上在家陪伴奶奶。因
为家庭负担重，麻衣退出了学校
乐团的活动，上学也常常迟到早
退，成绩一路下滑。最终，麻衣
不得不放弃第一志愿录取的外
地国立大学，选择了离家近的当
地高校。

老龄化社会的负担到底有多
重？年轻人承担的压力到底有多
大？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
省针对1350所公立初中及全日
制高中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在
家庭中承担护理任务的初中生占
比为5.7%，高中生为4.1%。

日本广播协会（NHK）公布
的一项调查显示，家庭护理负担
已累及高中生升学就业。NHK
对埼玉县公立高中进行的调查显
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存在学
生受困于家庭护理负担的情况，
至少46所高中的126名学生认
为照看家人对其升学与就业产生
了极大压力，其中44人表示不得
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选择。

大阪齿科大学教授滨岛淑
惠指出，这只是冰山一角。也有
其他教师在调查中表示，实际受
困于家庭护理的学生人数可能
更多。在那些因交不起学费等
经济问题而放弃升学的孩子中，
或许也存在少年护工问题。

众所周知，率先进入老龄化
社会的发达国家通常都有比较

成熟的制度设计。日本除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外，1997年
还正式出台了“护理保险法”，
2000年起正式确立实施护理保
险制度。护理保险与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一起，并称为日本应对
老龄化社会的“三大法宝”。

不过，随着人口结构的不断
恶化，这些曾经让日本国民安心
和自豪的优厚福利正受到挑
战。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不仅
导致老年人领取年金的时间延
长、医疗和护理开支相应加大等
财政问题，也带来更多经济社会
问题。

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确立20
年来，尽管经历多次改革调整，仍
有很多环节需要细化和完善，护
理保险制度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厚生劳动省数据，近年来
日本每年由于需要护理家人而被
迫离职的人数在10万人左右。经
济产业省估算显示，每年因此造成
的相关经济损失约为6500亿日元
（1美元约合108日元）。

滨岛说，由于日本现行的社
会化护理援助制度并不完备，家
庭护理不得不主要靠家人和孩
子。在日本这样相对固化的社
会中，如果孩子在升学和就业的
关键时刻掉了队，今后的人生将
受到很大影响，有可能成为社会
问题。她认为，日本应积极构筑
不依赖家人的护理援助体系。

针对少年护工问题，滨岛指
出，需要进一步完善路径，将公
共机构的各种援助信息更好传
达至有需要的人。可在学校设
立相关咨询窗口，通过学校社工
打通学校与福利机构的通道，帮
助受困的青少年获得相应福利
援助，以尽快脱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