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代表团团长宋秀岩

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议

中国第七、八次合并报告时的介绍性发言

(2014年10月23日上午，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女士、各位委员：

我非常荣幸代表中国政府作介绍性发言。消歧委员会为

实现公约宗旨、监督公约执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消除

性别歧视工作给予了积极帮助与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

的敬意和谢意！同时，中国政府重视和肯定有关非政府组织

对中国履行公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这次中国政府派出了由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

特区政府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中央政府代表来自15个部

门。香港特区政府代表来自4个部门，澳门特区政府代表来

自6个部门。我们愿以开放、坦诚和负责任的态度与委员会

开展积极的建设性对话。

主席女士、各位委员，

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公约，高度重视消歧委员会审议。2006年

接受审议后，及时将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提交所有相关部门，

并于2007年5月召开结论性意见研讨会，研究制定落实措施。

2010年成立了29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撰写履约报告，召开

专门会议，积极征询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意见，在国

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网站广泛征求公众意见。2014年

8月，针对委员会初审问题单提交了2万多字的答复材料。同

时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分别撰写并提交

了各自的履约报告和答复意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

府的重视和透明、开放与认真负责态度。

主席女士、各位委员，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有6.63亿妇女。

在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始终高度

重视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继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

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并于2005年写进《妇

女权益保障法》后，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又进一步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成为中国消除对妇女歧视、

推动妇女发展、促进性别平等的基本法律依据和根本工作

指导。

下面，我就2006年审议以来，特别是中国政府第七、八

次合并报告递交后履行公约的新进展，作简要介绍。

    一、完善促进消除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

2006年以来，中国制定修改了10多部涉及保障妇女权

益的法律法规，都对消除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平等做出了明

确规定。例如，2007年制定的《就业促进法》专设“公平就

业”一章，要求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

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妇女应当

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2013年9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反家庭

暴力法纳入五年立法规划。2014年3月已正式启动反家庭

暴力法立法程序。截至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已

有29个制定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性地方性法

规或政策，90多个地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文件。中国

31个省（区、市）均制定修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

法。

    二、健全推动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机制。

探索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2011—2020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提出“加强对法规政策的性别平等审



查”目标。目前，江苏、浙江、北京、安徽等地已建立政

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对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性别

评估，使性别平等原则纳入立法和法律实践。截至2014年

8月，江苏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委员会参与了《江

苏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送审稿）》等20部地方性法规政策

的制定修订，其中“建立完善全体育龄女性的生育保障制

度”等41条建议被采纳，写入法规政策。

建立性别议题研究与传播机制。目前中国已建立21个

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定期召开年会和学术会议。2009年

以来，国家主流媒体坚持发布妇女权益年度新闻报告，评选

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妇女发展和性别

平等。 

三、采取特别措施促进妇女发展。

积极促进妇女就业。2009年，中国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

妇女就业的影响，出台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到2014年6月底，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1931.50亿

元（约合322亿美元），中央及地方政府拨付财政贴息资金135.18亿

元（约合23亿美元），近400万妇女人均获得5-8万（约合

8300-13000美元）的小额贷款，带动了1000多万妇女就业。

努力促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年）》把“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作为优先发展领域，

对提高人大女代表、女公务员和村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

作出明确规定。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占代表总

数的23.4%，比十一届提高了2.07个百分点。女公务员比例

持续提高，2011-2013年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录用的女公务

员比例分别为40.3%、44.5%和47.8%。为保证女性参与基层

民主管理，2013年出台《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明确优先确

认妇女当选、优先提名确定候选人。2013年，全国90%以上

的村委会都有女委员，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22.6%。



大力推动妇女健康。实施母婴安全行动，全国孕产妇

住院分娩率从2006年的88.4%提高到2012年的99.2%，孕

产妇死亡率从2006年的41.1/10万下降到2013年的23.2/

10万。实施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目，2009-2013年，

中央财政投入10.9亿元（约合1.82亿美元），累计已为3749万

农村妇女开展了免费检查。设立“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

基金”，每年从中央彩票公益基金中拨付5000万元（约合833万

美元），累计已为20175名农村贫困患病妇女提供了医疗救助。

制定规划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年）》，都对妇女平等接受各级各类教育提出明确

目标和要求。2012年，小学学龄男、女童净入学率分别为99.84%和

99.86%，初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通本专科、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47.1%、47.7%、

51.4%、51.5%和36.5%。

为女性人才成长创造条件。2011年制定《关于加强女性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为促进女科技人才发展提供政

策支持。实施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进项

目，从2010年起将“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中国

青年科技奖”女性候选人年龄从40岁以下放宽至45岁以

下，从2011年起，将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年龄由35岁放

宽到40岁。政策实施后，“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候选人

增加了70%，“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女性比例从第十

一届的15%提高到第十二届的28%。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女

性申请人数和获资助人数均增长一倍多。    

四、关注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

重视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保护。2006-2013年，中央财政

向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达5.3万亿元（约合0.88亿美元），民

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使数千万少数民族



妇女受益。2013年，国家投入282.7亿元（约合47亿美元）

资金支持8个民族省（区）发展教育，不断改善少数民族妇

女受教育环境。积极促进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少数民族妇女代表占少数民族代

表的41.3%。

加强对老年妇女的权益保护。不断增加老龄事业投入，

全国现有养老机构3.6万个，每千位60岁以上老人拥有养

老床位数25张。重点加强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

设，使6000万农村老年妇女受益。不断提高农村老年妇女医

疗保障水平，65岁以上妇女可获得免费体检、健康指导和慢

性病保健服务。

加强残疾妇女的特殊保护。建立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专项福利制度，使200多万残疾妇

女受益。2009年以来，实施“阳光家园计划”，建立“阳

光家园”3000多个，为5万残疾妇女提供照料、康复、培训

等服务。

采取措施为2.36亿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就学、就医、就业

和享有社会保险提供服务。2011年修订的《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将农民工及其子女纳入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范围。

将流动妇女纳入常住地管理体系，通过免费体检、限价分娩

等措施提高流动妇女健康水平。制定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

加升学考试政策，保障其享有公平教育权。截至2014年，28个

省出台政策允许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

加强女童人身保护。2013年，制定出台了《中国反对拐

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和《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

作的意见》，加强预防保护，严惩违法犯罪，保障女童人身安

全。

    五、完善性别统计的国家制度。



2012年修订完善了《妇女儿童状况综合统计报表制度》。

截至2013年底，妇女儿童综合统计制度共有40余张统计

报表，近500个统计指标，形成较为全面反映妇女发展状况

的统计指标体系，31个省（区、市）建立了本地区妇女发展

状况综合统计制度，基本形成了国家、省、地三级分性别统

计工作网络。制定2011—202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监测统

计指标体系，为动态监测性别平等状况提供数据支持。

2008年起每年定期出版《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

2007年至今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

实与数据》《社会的进步》《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国际人发

大会目标在中国》等，均包括分性别统计的内容。

主席女士、各位委员，

中国政府在执行消歧公约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

流，与联合国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妇

女开展坦诚的人权对话和务实的项目合作，落实相关国际

公约，促进妇女发展。

主席女士、各位委员，

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促进妇女发

展、消除性别歧视做了积极努力。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

到，消除性别歧视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政府将认真

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一如既往地认真履行消歧公约，

坚持不懈地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继续推进社会性别主

流化进程，最大程度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描绘了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中国妇女发展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发展息息相关、

紧密相连，“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目标的提出，必将



为中国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提供历史性机遇。我们坚

信，随着“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目标的逐步实现，

中国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事业将会取得新的成果。

主席女士、各位委员，

中国政府自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以来，公约适用于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规定，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实行高度自治，香港特区和澳

门特区履约情况由两特区政府自行撰写，涉及特区履约的

情况将由特区代表作阐述。

下面，请允许我请中国代表团中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谭赣兰女士和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朱琳琳女士分别介

绍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执行公约的情况。

谢谢主席女士和各位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