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5

年 
世 
界 
妇 
女 

趋 

势 

与 

统 

计

联合国纽约印制

15-04629

2015年世界妇女
趋势与统计

联 合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2015年世界妇女
趋势与统计

联  合  国 
纽约，2015年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ST/ESA/STAT/SER.K/20

asdf



ST/ESA/STAT/SER.K/20 
© 2015，联合国

世界各地版权所有

转载节选或复印，应向版权税结算中心发出请求，地址：copyright.com。

其他所有权利与许可，包括附带权利，应当咨询：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300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un.org;  website:  un.org/publications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印发的联合国出版物

e-ISBN: 978-92-1-059830-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是连接社会、经济、环境领域的全球政策与国家行动之

间的一个重要界面。本部在三个互相联系的主要领域工作：(一) 编辑、生成和分析广泛

多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数据和信息，联合国各会员国可以用来考察共同问题，评估政

策选择；(二) 方便会员国在许多政府间机构中就共同行动方针开展谈判，以应对当前或

新兴的全球挑战；(三) 为有关政府建议献策，说明该如何把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上制

订的政策框架化为国家层面的方案，并通过技术援助，帮助建设国家能力。

说明

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及其材料的编制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于任何国家、领

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本

出版物文中所用“国家”一词也酌情指领土和地区。既然联合国系统没有指称“发

达”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既定惯例，所以这种区别仅是为了统计和分析目

的，未必表示对特定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过程中所达到阶段的判断。提到任何公司、

组织、产品或网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的认可。

建议引用：联合国，2015。《2015年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 

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iii

秘书长的致辞

《2015年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在国际社会庆祝里程碑式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二十周年并期望通过指导我们直到2030年开展全球减贫斗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际

问世。

妇女地位提高、实现平等及增强权能，是千年发展目标取得进展的关键中关键，对其成

功一直不可或缺。

本报告确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地区的妇女生活都有所改善，但速度缓慢，各个

区域、各个国家和国家内部，都快慢不一。

我把本出版物推荐给世界各地的政府、研究人员、学者、非政府组织和公民。我深信，

在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确保每个妇女享受其人权，并有机会充分发挥其潜能之际，人人都

会利用本出版物所载的宝贵信息。

潘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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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第六版，提供了全球和区域层次关于男女状况的最近统

计数据，给予分析，还考察了过去20年性别平等的进展。报告共八章，涵盖了确定提高

妇女地位国际议程的框架——1995年《北京行动纲要》确定的几个广泛政策领域。这些

领域包括人口与家庭、健康、教育、工作、权力与决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环境及贫

穷。每个领域都采取生命周期办法，以揭示男女在生命不同时期——从童年和成长期，

中经工作阶段和生育阶段，到老年——的体验。

《2015年世界妇女》所载统计数据与分析，都以对庞大可用数据集的全面、细致评估为

基础，并考虑到性别统计新兴方法的发展情况。报告显示，妇女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有所

改善。例如，教育的性别差距缩小了，在初等水平上更是如此；在许多国家中，如今接

受高等教育的，妇女多于男子。但其他领域却停滞不前。如今，世界妇女有一半加入了

劳动力，男子则为四分之三，情况与20年前并无不同。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妇女还远远

没有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发言权。而且，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世界各个区域，妇女仍然

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妇女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生活安排变化所涉的挑战。因此，

老年妇女如今比同龄男子更有可能生活孤独、贫困。

我由衷希望，本出版物将使我们加深了解男女的现状，了解增强妇女权能方面的进展。

我也相信，它也会成为国家和国际利益攸关方查明和消除性别统计缺口的样板。要填补

关键专题涵盖方面的缺口，让数据更及时，更具有历时、跨国的可比性，增强国家编制

和使用性别统计的能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 
吴红波





 vii

鸣谢

《2015年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统计司编写。本

出版物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承蒙世界各地众多人士协助。

特别感谢统计司人口和社会统计处下述工作人员、咨询顾问和实习生：简·拜斯、约尼

卡·贝雷沃埃斯库、陈皓怡、夏洛特·弗伦奇、弗朗切斯卡·格鲁姆、哈如米·谢巴

塔·萨拉萨尔、托巴斯·斯普尔伯格和赛费·塔德赛，感谢他们研究、分析和起草各

章；理查德·比尔斯博罗、马丽亚·伊莎贝尔·科博、贾森·戴维斯、安德鲁·史密

斯、菲比·斯宾塞和周文剑，感谢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和研究。

本报告是在社会和住房统计科科长弗朗切斯卡·格鲁姆的指导下编写的。人口和社会统

计处处长启子尾崎富田提供了全面实质性指导。

由衷感谢下列审阅和(或)提供技术咨询意见的专家：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卫组织/儿基会)供水和环境卫生部门联合监测方案(联合监测方案)，罗伯特·贝恩；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埃莉萨·贝内斯；世卫组织，泰斯·博尔马；世卫组织，索

菲·保利娜·邦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基娅拉·布鲁内利；粮农组

织，卡洛·卡菲耶罗；儿基会，克罗迪娅·卡帕；联合国人口司，巴尼·科恩；意大利

统计研究所，萨拉·德莫丰蒂、朱塞平娜·穆拉托雷、琳达·劳拉·萨巴迪尼；经社部

编辑委员会；妇女署，萨拉·杜埃尔托·巴莱罗；非正规就业妇女：全球化和组织化，

约安·万尼奥克；联合国人口司，帕特里克·格兰；统计咨询人，埃尔林达·吴；妇女

署，里特·格勒嫩；各国议会联盟(议联)，泽纳·希拉勒；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研究

员，亨丽埃塔·詹森；议联，卡丽恩·亚布雷；联合国人口司，弗拉基米拉·坎托罗

娃；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艾利森·肯尼迪；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安吉拉·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

发署)，尚塔努·穆克吉；加拿大统计局，弗朗索瓦·诺和梅尔·辛哈；统计司－性别平

等证据和数据倡议项目，洛朗·潘多尔费利；世卫组织，安尼特·玛蒂娜·普拉斯-于斯

廷；联合国人口司，谢里尔·索耶；妇女署，帕帕·塞克；劳工局，瓦伦蒂娜·斯特弗

斯卡。

有几个区域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补充联合国统计司直接收集的数据的数据：人口和保健调

查方案—ICF国际、欧洲联盟基本权利机构、劳工局、国际糖尿病联合会—性别事务司、

儿基会、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世卫组织/儿基会联合监测方案。下述国家的国家统计

局也善意襄助，提供了其部分指标的最近官方统计数据：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奥地

利、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冰

岛、意大利、日本、立陶宛、马耳他、墨西哥、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

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突尼斯、土耳其、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越南和巴勒斯坦国。



2015年世界妇女viii

特别感谢编写小组，包括编辑洛伊斯·詹森和彼得·杰克逊以及来自制图股与制稿和校

对科的设计和版面编排专家，感谢他们支持，感谢他们在期限很紧的情况下为编制本出

版物做出的不懈努力。



ix

内容提要

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上，各国政府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力求促进和保护所有妇女终生充分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在这些原则的

指导下，《2015年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提供了最新统计数据，说明男女在《行动纲

要》所确定的关切领域的状况，给出分析。还考察了过去20年性别平等的进展。本出版

物是系列丛书的第六版。

《2015年世界妇女》共八章，涵盖了政策关切的关键领域：人口与家庭、健康、工作、权

力与决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环境及贫穷。每个领域都采取生命周期办法，以揭示男女

在生命不同时期——从童年和成长期，中经工作阶段和生育阶段，到老年——的体验。

下文所载统计数据与分析，都以对国家和国际统计机构提供的庞大可用数据集的全面与

细致评估为基础。各章提供了性别统计缺口评估，强调了统计数据提供上的进步，新兴

方法的发展情况，以及要求国际社会多加注意的领域。除了各章所列数据之外，在本报

告统计附件中也可以找到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次上选录广泛的统计数据与指标，可登

录联合国统计司主办的专门网站(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查
阅。报告的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人口与家庭

全世界，男子比妇女多大约6 200万。男婴出生多于女婴，这是长期自然选择过程的一个

副产品。男性出生时人数所占微弱优势在童年和成年早期渐渐消失，因为男性的死亡率

通常高于女性。因此，在较大年龄组中，妇女多于男子。妇女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54%，

占80岁及以上人口的62%。老年男女的生活安排也显然有别。在人生暮年，妇女守寡和孤

独生活的可能要比男子大得多。以老年人为目标的方案和服务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各

地人口中老年人比例渐增(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更应当考虑。

过去的二十年里，婚姻模式也变了。男女都晚婚，反映出教育水平提高了，进入劳动

力的时间推后了，妇女经济更独立了，非正式婚姻增加了。妇女结婚仍然要比男子早

几年，平均25岁，男子则为29岁。童婚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限制了女孩的教育

和发展机会，让她们面临着家庭暴力和社会孤立的风险；如今其比率略有下降。而且，

南亚几乎有一半20至24岁的妇女，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五分之二的妇女，都在18岁之前结

婚。

就全球来看，总生育率在2010-2015年达到了每个妇女2.5个子女，比1990-1995年的3个有

所下降。生育率在中高生育水平的国家中略有下降，而在生育率水平低的国家则有所上

升。要孩子越来越与正式婚姻脱离了联系，具体反映为婚外生育比例增加了。由于这种

趋势，由于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在发展中和发达区域都很常见，其中带着孩子的单亲

母亲占四分之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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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数十年来医疗和技术改善已经延长了男女的寿命，目前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68岁和

72岁。从各年龄组和各区域的死亡率分析可以看出，男女往往死于不同的原因。在所有

区域，生物因素，外加性别不平等和性别规范，都在生命周期中始终影响着男女健康轨

迹的不同。

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应当是健康普遍良好、死亡率低的时期。但在发展中区域，与怀孕和

分娩相关的并发症，和通过性传播途径的感染，特别是艾滋病毒，仍然给青春少女和年

轻妇女的生命造成重创。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卫生系统不发达，无法满足女人的需

要，而且也因为性别问题。已婚或处于婚姻关系的女孩获取信息和教育的机会少，早婚

又缺乏决策权，都让她们更容易遭遇性传播感染、意外怀孕，更多地面临不安全堕胎的

风险。传统的性别期望也对男子产生了有害影响。青春期男孩和年轻男子都接受了与男

子汉形象相关的习惯和危险行为。在青春期和成年初期，道路交通伤害、人际暴力以及

自残，是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年轻男子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发达区域，伤害也是年轻

妇女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只是相应死亡率远低于年轻男子的死亡率。

对于生育年龄的妇女来说，怀孕和分娩的生物功能产生了额外的健康需要。总的说来，

过去二十年间，生殖健康和孕产妇保健已经大为改善。越来越多的妇女在使用避孕工

具，计划生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地得到满足。从全世界来看，1990年至2013年期间，孕产

妇死亡人数下降了45%。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一半的孕妇在分娩期间得到了

适当护理。2014年，发展中区域83%的孕妇至少接受了一次产前护理，此比率比1990年
高了19个百分点。然而，只有52%的孕妇得到了所推荐的最少四次产前护理。

到了老年，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和糖尿病等非传染病，是导致死亡

的更常见原因。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加剧这些疾病的风险因素都具有明显的性别成分。

例如，男子吸烟、喝酒远甚于妇女：36%的15岁及以上的男子吸烟，48%喝酒，而吸烟、

喝酒的妇女分别为8%和29%。然而，有大量的妇女都养成了这些不健康的习惯，特别是

在发达区域。而且，尽管两性的肥胖症流行率都有所增加，但妇女受到的影响似乎稍大

(20岁及以上的妇女有14%肥胖，男子则为10%)。精神失常，特别是痴呆，是造成晚年残

疾的主要原因。2013年，全球估计有4 400万人痴呆，这个数字预计每20年增加一倍。妇

女感染大于男子，因为妇女更长寿，而痴呆通常都迟发。妇女也是非正式照料痴呆者的

主力——多数都扮演了伴侣、女儿和媳妇的角色。

教育

过去二十年已经见证了参与教育的显著进展。初等教育儿童入学现在接近普及。性别差

距已经缩小，并且在有些区域，女孩在校表现往往比男孩好，进步也更及时。然而，在

一些没有实现性别均等的发展中国家里，不利于女孩的差距显而易见。如今，全世界有

5 800万小学年龄的儿童失学。其中一半以上是女孩，并且几乎四分之三都生活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和南亚。

中学入学人数已经增加，但仍然低于小学入学人数。接受中等教育的性别差距已经减

少，但仍然悬殊，且比小学更盛行——在某些国家是男孩多，在其他国家是女孩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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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距在高等水平甚至更大。参与高等教育的女性总的说来在全球已经增加，目前在几

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半数的发展中国家里都超过了男性。然而，在科学、工程、制造和建

筑等相关领域，妇女的代表仍然不足。妇女在较高等学位中也代表不足，在科学相关领

域更是如此，结果是从事研究的妇女比男子少。妇女占全部研究人员的30%——比前几十

年有所增加，但远没有达到均等。

教育机遇方面的进步已经在成人扫盲和教育程度方面产生改善。青年文盲在世界许多区

域已经彻底消除，大多数青年男女目前都具备基本的读写技能。然而，15岁及以上的人

估计仍有7.81亿人不识字。其中近三分之二都是妇女，二十年来这一比例仍然没有改变。

老年人文盲率最高，妇女文盲率比男子高。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女性文盲率为30%，男

性文盲率为19%。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绝大多数老年人不识字，那里的性别差距

也很显著。由于社会经历着人口老化，所以越来越重要的是，识字和其他终身学习方案

能够让男女更加自力更生，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到了老年也仍然参与社交。

工作

作为一个群体，妇女工作如果不是更多，至少是与男子一样多。如果考虑到有偿和无

偿工作，如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妇女工作时间比男子长——在发达国家平均每天长30
分钟，在发展中国家长50分钟。男女花在家庭工作上的时间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缩

小，主要是因为妇女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减少了，而男子花在子女照顾上的时间有所

增加，只是程度较小。

只有50%的工作年龄的妇女置身劳动力中，而男子则为77%。劳动力参与的男女差距在北

非、西亚和南亚，仍然特别大。总体劳动市场参与2015年比1995年只是稍低。然而，15
岁至24岁的男女的参与却有所下降，这可能与中等和高等教育机会不断扩大有关。在多

数区域25岁至54岁的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率都有所增加，而同年龄组的男子的参与

率在各区域却停滞不动或略有下降。55岁至64岁的妇女参与劳动力的比例在多数区域都

有所上升，反映了法定退休年龄变动和养老金改革。

妇女比男子更可能失业，或者更可能成为家庭雇员，这通常意味着她们没有获得金钱收

入的机会。在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有30%至55%的就业妇女是家庭雇员，比

同区域的男子高出大约20个百分点。妇女也比男子更可能非全时就业。然而，这可能有

助于她们更好地平衡工作、家庭和养育子女的责任，非全时工作同全时就业相比，常常

时薪较低，工作更无保障，培训和提升机会更少。妇女在立法人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

员等决策职位上的代表人数也严重不足，但作为家政工人又为数过多，家政工人是收入

低、工作时间长和缺乏社会保护的职位。在所有部门和职业，妇女平均来说都比男子挣

得少；大多数国家，全时工作的妇女所挣只是男子所挣的70%至90%。许多发达国家都表

现出性别工资差异长期下降，但近年来这一趋势参差不齐。

在过去20年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了立法，规定了产假和陪产福利，使工人能够履

行其工作之外的责任。所有国家有一半以上目前提供了至少14周的产假，有48%的国家

有陪产假规定。然而，这些措施通常都不包含特殊部门或特类就业的工人，如有偿家政

工人、自营家庭工人和家庭雇员、散工、临时工及农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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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决策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在权力和决策领域往往很严重，也很明显。在世界各地的多数社会

中，妇女在公共和私营机构只拥有少数决策职位。过去的二十年里的进展在所有区域和

多数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进步缓慢。

目前，世界各地议会下院或一院制议会只有五分之一的议员是妇女。有几个因素共同促

成了这种明显的代表不足。妇女很少是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而主要政党在培养未来政治

领导人和全程支持他们参加选举方面都很有帮助。性别规范和期望也大大减少了作为选

举代表参加选举的女性候选人储备，也加剧了妇女在选举过程中面临的多重障碍。一些

国家使用的性别比例改善了妇女被选举的机会，但是，一旦入职，也少有妇女进入议会

高层。

妇女基本被排除出政府的行政机关。女性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仍然是例外，不过过去20
年这个数量已经略有增加(从12个增加到19个)。同样，只有18%的被任命部长是妇女，而

且通常被指派担任与社会问题相关的部长职位。妇女在高级公务员中也代表不足，并且

很少在国际层面代表本国政府。

妇女在公司经理、立法人员和高级官员中的代表仍然很少，只有大约一半的国家身处管

理职位的妇女所占比例为30%或者更大，没有一个达到或者超过均等。私营公司执行董

事会的性别构成根本没有接近均等——也就是说，“玻璃天花板”对世界大多数妇女来

说仍然是现实。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世界各地的妇女，不论收入、年龄或教育，都遭受身体、性、心理和经济暴力。此类暴

力可能导致长期的身体、精神和情感健康问题。世界各地约有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人生

的某个时刻，经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暴力或者非伴侣的性暴力。亲密伴侣的暴

力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暴力，在妇女的生育之年达到极点。流行程度随着

年龄而降低，但在老年妇女中仍然存在。在极端情况下，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可能导致死

亡；涉及亲密伴侣或家人的凶杀的受害者，约有三分之二是妇女。

在大多数国家，遭受过暴力的妇女寻求某种帮助的不到一半。在寻求帮助的妇女中，多

数是求助于家人和朋友，而不是求助于警方和保健服务机构。在有数据可用的几乎所有

国家里，寻求过警察帮助的妇女在所有寻求过援助的妇女中所占百分比不到15%。妇女

不愿寻求帮助，可能与普遍接受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在许多国家里，妇女和男子都

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殴打妻子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对待暴力的态度现在开始转变了。

在有一年以上资料可用的几乎所有国家中，男女接受暴力的水平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

所降低。

如今，有超过1.25亿活着的女孩和妇女在残割女性生殖器官集中的非洲和中东国家里遭受

过这种侵害妇女的特殊暴力。流行程度在较年轻的妇女中趋向降低，表明这种有害的做

法有所减少。然而，它在上述许多国家中仍然很普遍，总体流行率超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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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获取净水和现代能源服务的机会到处都有改善，但在某些发展中区域，包括大洋洲、撒

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仍然很少。获取这两种服务的情况欠佳对健康和生存的影响巨大，

同时也增加了妇女和男子的工作负担。生活在发展中区域的人约有半数无法在家中或房

地上用上经过改善的饮用水源，取水的任务主要落在妇女的肩上。在男女没有平等享受

保健服务的环境中，比如，在亚洲某些地区，因为水、卫生设施和卫生不足，妇女死亡

人数多于男子。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也比男子更多地遭受使用柴火和其他固体燃料导致的

室内污染，因为她们扮演着做饭与照顾子女和其他家人的角色。

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的影响也涉及性别。可用数据虽然有限，但却表明，年龄和性别是

自然灾害所致死亡的重要因素，二者的作用因国家和灾害类型不同而异。例如，主要是

在最近发生的海啸和热浪中，人们注意到妇女死亡的风险大于男子。性别角色和规范也

在灾后环境中发挥作用。在某些灾后背景中，妇女的工作机会和参与涉及恢复工作和降

低风险战略决策的机会，与男子的机会相比，更有限。

环境保护和随之而来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男女积极参与日常活动，并且在各级决策中

得到平等代表。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环境保护活动，包括废品回收和减少开车以减少污

染；妇女往往比男子更投入，这多少与家庭劳动性别分工有关。然而，妇女参与国家和

地方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方面的政策制订与决策，仍然有限。

贫穷

贫穷的性别差距根植于获取经济资源机会的不平等。在许多国家，妇女在经济上仍然依

赖其配偶。由于有偿和无偿工作分配的不平等，妇女靠劳动获得自己现金收入的人数比

例仍然低于男子。在发展中国家里，成文法和习惯法仍然限制妇女获取土地和其他资

产，并且妇女对家庭经济资源的控制有限。在近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里，法律不保障

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在另外一半的国家里，还发现了歧视妇女的习惯做法。

而且，发展中区域的已婚妇女，有三分之一对重大采购的家庭花销没有控制权，并且大

约有十分之一的已婚妇女对她们自己所挣现金如何花销有何意见没人过问。

贫穷方面的性别差距因为家庭安排的多样化而更加明显，包括单人家庭和单亲家庭增

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工作年龄的妇女，如果有受养子女要养而无伴侣补贴

家庭收入，或者自己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太低养活不了全家，比男子更有可能陷入贫穷。

进入老年，发达国家的妇女更可能比男子穷，特别是生活在单人家庭时。男女，包括有

未独立子女的单亲父母和老年人，其贫穷率的差别在某些国家正在缩小，在其他国家则

依然存在。这表明需要建立社会保护体系，考虑到新出现的家庭安排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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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统计方面的进展

性别分析数据的可得性已经增加

相关、可靠和及时的性别统计——横跨教育、健康和就业等传统统计领域以及气候变化

等新兴统计领域——对理解特定社会中男女的不同至关重要。此类信息对政策制订者和

决策者，对推动走向性别平等，都很关键。

《2015年世界妇女》已经从性别统计可得性增加中受益。因为有更多的国家除了定期人

口普查外还开展住户调查，其中多数国家目前都能为人口、家庭、健康、教育和工作的

基本指标编制按性别分类的数据。目前在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等关键领域有更多的调查可

用：2005–2014年期间，有89个国家通过住户调查收集了关于该专题的数据，而前十年只

有44个国家这么做。而且，基于行政记录的性别统计越来越广泛可用。例如，议会下院

或一院制议会女代表情况的统计数据，2015年在190个国家中都能找到，比1997年的167
个国家有所增加。

……但可得性和可比性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缺口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但性别统计还很不令人满意，在数据可得性、质量、可

比性与及时性方面都存在许多缺口，甚至基本指标都是如此。例如，根据国际层次的

最新数据报告，只有46个国家能够根据民事登记系统提供按性别分类的可靠死亡统计数

据，至少曾提供一次2011-2014年的数据。全部发展中国家拥有2005-2014年期间至少两

个时点的按性别分类的劳动力参与、失业、就业状况及职业就业资料的，还不到一半。

测量环境和贫穷等领域里的性别平等，甚至更具有挑战性。性别与环境之间的联系都是

根据定性或小规模的定量研究加以评估，不可能推及整个社会或各国。住户层面的贫穷

数据，以往都是根据收入或住户消费加以测量的，没有说明住户内部的资源分配。因

此，它们没有考虑到评估个人层面的贫穷，而个人贫穷则是编制有关性别统计所必需

的。

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性别统计的可比性也成问题，主要是由于获取数据所用资料来源、定

义、概念及方法不同。例如，所得数据的可比性深受所用数据来源的影响。基层单位调

查有时候排除了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劳动力调查虽然涵盖了各类的工人，却不

得不依赖自报工资，这可能引入报告错误。影响数据可比性的因素还有产生数据所用的

概念与方法，包括问题如何措辞。例如，就暴力问题采访妇女的方式可能影响她们透漏

其经历的意愿与能力，损害所产生数据的质量，也损害了其国际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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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收集资料时，资料的制表和传播通常也不能有利于进行有意义的性别
分析

但另一个不足是，所收集的资料通常都没有充分用于性别分析。数据通常制表或传播所

用类别缺乏针对性，或者太宽泛，不足以反映性别问题。比如，评估劳动力市场性别隔

离常常因为缺乏详细职业类别的就业数据而受阻。现有数据利用不足的另一个例子，涉

及通过时间使用调查收集的资料。虽然数据通常都是按详细的活动类型收集的，但所公

布的时间使用数据常常只限于广泛的类别。例如，打水拾柴所用时间的单独类别通常都

没有，因此很难评估这些特定活动对男女工作负担的影响。

新的统计标准和方法已经拟订

新的方法准则已经由国际组织制订，目的是改善性别统计的可得性、质量及国际可比

性。最新准则包括《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统计手册》(2015年)；《制作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性别统计准则》(2014年)；《国家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性别分析方法准则》(2014年)

及《开发性别统计手册：实用工具》(2010年)。另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由性别平等证

据和数据项目开展，正在制订从性别角度评估资产所有权与企业情况的方法。这个项目

正在由联合国统计司与妇女署合作实施。此外，国际劳工组织正在制订收集工作数据

的统计准则。准则反映了2013年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通过的定义，涵盖了各种形式的工

作，包括对性别分析来说特别重要的商品与服务的自用生产。

方法标准化和指标统一的另一项成就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制订的2013年协定，同意使用

一套最低限度性别指标，含52个定量指标和11个定性指标，作为国家制作和国际编制性

别统计指南。

……但需要更多指导

统计方法和性别统计在许多主题领域仍然滞后，包括：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职

位；基于个人层面数据的贫穷；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质量；工资差距；社会保护措施，包

括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全面健康保险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制作相关、准确、及时的统

计数据，对许多国家来说仍然是一项挑战。因此，应当优先实施拟订统计标准和发展国

家能力的举措，特别是把性别内容纳入官方统计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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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

这第六版《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提供了关于世界各地男女处境的最新统计数据和指

标。它是现有数据的全面而权威的汇编，也是八个专题：人口与家庭、健康、教育、工

作、权力与决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环境及贫穷的性别专题资料的来源。各章所示全

部图表的基础数据以及国家层次的统计数据，都在线公布，载入统计附件，可登录http://
unstats.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查阅。

统计数据来源

报告所列男女统计数据和指标主要基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联合国和其

他国际组织以各国可比较的方式用国家数据来源和(或)估计数据编制数据。其他区域和

正式国家数据来源，在少数情况下，还有基于研究的数据，用来补充可用的数据。在测

量和数据收集的性别敏感概念与方法仍然在拟订的领域，比如公司界和媒体界的权力与

决策领域，都需要使用这些其他数据来源。

报告所列数据可能与各国内部可用的数据不同。国际组织编制的数据，虽然主要取自各

国政府提供的官方统计数据，但有时候为了进行国际比较作了进一步调整。数值缺失的

指标也可能用国际组织的估计数据填补。此外，各国也可能拥有比分析时可用数据更新

的数据。

为了完整引证和记录本出版物所列数据的所用来源，已经竭尽全力。《世界妇女》先前

各版所列数据可能因为数据修正、方法变化及所涵国家或地区及所用区域集团不同而无

法加以比较。因此，应当避免根据《世界妇女》不同版本所载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强烈

建议读者查看原始来源，因为它们通常包含可比较的定期更新数据。

国家、地区和地理组群

《2015年世界妇女》涵盖197个2015年7月1日人口至少100 000人的国家或地区，除了关

于权力与决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教育的几章，它们为了所选指标包含了人口少于 

100 000人的国家或地区。“国家”一词系指实为独立国家的政治实体；因此，一个地区

通常是一个或多个独立国家的一部分。在第1至第8章中，表和图只涵盖有数据可用的国

家或地区。同样，在在线统计附件里，表仅涵盖有数据可用的国家或地区。



2015年世界妇女xviii

为了分析目的，国家或地区分为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1 仿照千年发展目标的正式区

域分组，发展中区域又进一步分为地理区域或次区域。2 在某些情况下，如指明，区域

可能有变化，关键要看提供数据的国际组织所用的分组及统计根据所选特征所分的国家

集群。所含国家或地区及所用组群的完备列表，见本报告后面的表。

国际和区域组织编制的全球和区域总计与平均数都是国家数据的加权平均数。联合国统

计司根据国家或地区数据计算出的区域估计数，除非在表和图的说明中指明是非加权

数，否则也是加权数。在特定指标的数据可得性有限之时，通常使用非加权平均数。在

这些情况下，都提供计算区域平均数所用的国家或地区数量。

符号与惯例

•  两点(..)表示数据不可得或者没有单独报告。

•  两个年份之间的一个短破折号(–)(例如2010-2015年)表示其时期的平均数，另有说明

者除外。当两个年份所示时期后面圆括号里有“期间最近可用年”(例如，2010-2013
年(期间最近可用年))，这表示数据是关于特定间隔中最近可用年份。

•  一个长破折号(—)表示量值为零或少于所用单位的一半。

•  一个点(.)表示小数。千在所给数字中用一个空格分开。

•  两个连续年份之间的一个斜线符号(/)(例如2005/06年)表示，一次调查的数据收集是

在涵盖两年期内若干个月的连续时段中进行的。

•  由于四舍五入，表中的数和百分数可能并非总是加起来等于合计数。

1 由于联合国系统中没有指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既定惯例，只是为了统计分析目的才

做这种区分。

2 联合国统计司，2015。千年发展指标：世界和区域分组。mdgs.un.org/unsd/mdg/Host.aspx?Content=Data/ 
RegionalGroupings.htm(2015年4月10日访问)。



xix

目录

秘书长的致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i

前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鸣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ii

内容提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x

性别统计方面的进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v

技术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vii

1. 人口与家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A. 人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 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人口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性别比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2. 移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国际移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境内移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B. 家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1. 婚姻及其他结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结婚年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童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非正式结合和法定结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一夫多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2. 结合解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离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鳏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3. 生育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少女生育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婚外生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无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4. 生活安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2. 健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A. 妇女和男子的健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2015年世界妇女xx

页码

1. 出生时预期寿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2. 死亡率和死亡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3. 健康风险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烟草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酒类消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超重和肥胖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

糖尿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B. 关于健康的生命周期视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

1. 儿童健康与存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

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

营养不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免疫接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2. 青少年和青壮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少女怀孕及孕产状况所致死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伤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心理健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药物滥用和身体不活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3. 妇女的生育岁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避孕药具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人工流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产前护理和分娩护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孕产妇死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艾滋病毒/艾滋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4. 老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

心血管疾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癌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痴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老化人口的健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3. 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

A. 参与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1. 学前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2. 初等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参与初等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小学年龄失学儿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初等水平的学业进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



目录 xxi

页码

3. 中等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

参与中等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

初级中学年龄的失学青少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初级中等教育毕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

参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

4. 高等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

参与高等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

按研究领域分类的高等教育毕业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B. 从事研究与开发的妇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

1. 参与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

2. 研究领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C. 执教妇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D. 教育成果与终身学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

1. 识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

2. 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

3. 成人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

4. 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

A. 劳动力队伍中的妇女和男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1. 劳动力参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各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

2. 失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总失业人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青年失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

B.  妇女和男子的就业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

1. 就业经济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

妇女在服务部门各亚类中所占的比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2. 职业隔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3. 就业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4. 非正规就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5. 非全时就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

6. 性别收入差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

性别收入差距——水平和趋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

教育和年资及性别收入差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隔离与性别收入差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

无法解释的性别收入差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

C. 协调工作与家庭生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

1. 分担无偿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



2015年世界妇女xxii

页码

2. 把家庭责任与就业结合起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3. 产假和陪产假及相关福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产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陪产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7

5. 权力与决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

A. 政治与治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

1. 议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1

影响妇女议会代表的种种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1

妇女担任议会领导职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2. 行政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部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

公务员制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9

3. 司法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1

国家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1

国际法院和法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

4. 地方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3

B. 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4

C. 私营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5

1. 管理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

2. 执行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

3. 首席执行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8

6.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9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9

A. 主要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普遍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

1. 所有实施者实施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3

侵害妇女的身体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3

侵害妇女的性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4

脆弱群体中的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6

2. 亲密伴侣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9

身体和(或)性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9

心理和经济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

对殴打妻子的态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4

B. 特殊环境中的暴力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6

1. 残割女性生殖器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6

2. 冲突局势中的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

3. 人口贩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



目录 xxiii

页码

C. 国家问责制：寻求帮助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9

1. 寻求帮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9

2. 处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对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

7. 环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3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3

A. 环境条件对男女生活的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

1. 获取改善的饮用水与卫生设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

健康负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

工作负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6

2. 获取现代能源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8

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8

烹饪所用固体燃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9

健康负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0

工作负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0

3. 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1

死亡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1

生计及参与重建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

在灾后背景下参与决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

B. 让妇女和男子参与环境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5

1. 个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5

2. 地方自然资源决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6

3. 高层环境决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7

8. 贫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9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9

A. 家庭层面的收入/消费贫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1

1. 各年龄组的贫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1

工作年龄的男女的贫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2

老年妇女和男子的贫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6

2. 长期贫穷的性别差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0

B. 妇女经济自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

1. 获取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

2. 利用正规金融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

3. 财产权与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7

国家、地区和地理组群一览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3





1

第1章

人口与家庭

导言

人口动态影响了各地男女的生活。生育率

下降和寿命延长，导致世界人口儿童所占

比例减少，老年人所占比例增加。妇女往

往比男子活得时间长，结果在老龄组中妇

女多于男子。人口性别分布的细微差异也

已经出现，从出生时开始，延续贯穿整个

生命周期。全球性别比例(即男孩和男子

的数量与女孩和妇女的数量之比)在几乎

各个年龄组都增加了，结果导致男孩和男

子在全球人口中所占比例增加。

婚姻模式和生育率变化表明，总的看来，

妇女越来越独立，权能增强，也更能控制

其生育率和生活。结婚年龄已经提高，而

在中等和高生育水平的国家中生育率却下

降了。但在许多国家，童婚和青春期生育

仍然存在，有巨大的计划生育需求还没有

得到满足。

与此同时，家庭正变得更加多样。单人家

庭和单亲家庭作为婚姻模式更普遍，结合

与离婚也变了。单人家庭更普遍，因为人

口在老化，有关代际关系和家庭支持的规

范也在变化。生活安排的某些变化不是由

个人选择激发的，而是由更大的现象激起

的。例如，在深受艾滋病毒疫情影响和深

受冲突困扰的国家里，妇女年轻守寡和儿

童成为孤儿的风险更大。既然男女通常教

育、就业和获取自己收入的机会不同(见

本报告其他几章)，生活安排的变化可能

影响男女福祉的总体差异。

人口统计变化也是正在铸造生活许多方

面——包括健康、教育、劳动与财富——

的背景。事实上，单是各区域和各国的人

口分布就大致决定了世界各地人力资本、

贫穷和疾病负担的分布。因此，凡要评估

关键结果

•	 全世界男子比妇女多大约6 200万。在较年轻的年龄组中，男子多于妇女；在较年长的年龄组中，妇女
多于男子。

•	 所有国际移民中约有一半为妇女，男性移民在发展中国家居多，主要是北非、大洋洲以及南亚

和西亚国家。

•	 男女的结婚年龄都提高了。

•	 童婚减少了；但是南亚几乎有一半20至24岁的妇女、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五分之二的妇女都在18
岁之前结婚。

•	 每个妇女的子女平均数在中高生育水平的国家中下降了，但在一些生育率低的国家里却略有

增加。

•	 少女生育率几乎在各地都有所下降，但在许多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仍然居高不下。

•	 有孩子的单亲母亲占单亲家庭的大约四分之三。

•	 45至49岁的离婚或分居妇女的比例至少比同年龄组的男子的比例高25%。

•	 在60至64岁的妇女中，无配偶率比同年龄组的男子高大约三倍。

•	 生活在单人家庭的老年人多数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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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相对男子的地位提升，首先就要用到

重大的人口统计变化。本章第一部分介绍

了按年龄和性别分类的人口构成趋势和现

有水平，也介绍了移徙；第二部分介绍了

婚姻与结合及其解体，生育率及生活安

排。死亡率列入下一章(见关于健康的第2
章)。

方框1.1 

有关人口与家庭方面性别统计的缺口

人口统计数据通常都通过人口和住户普查、民

事登记系统及(或)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取样调查

收集。人口和住户普查是关于按年龄和性别分

类的人口规模与构成以及关于移徙、生育率和

死亡率等其他人口专题的信息的主要来源。多

数国家每10年至少做一次人口普查。a 对2010
年一轮普查(涵盖2005-2014年十年)来说，有21
个国家或地区，占世界人口的7%，没有开展人

口普查，比上一个普查十年(1995-2004年)略有

改善，上个十年没做人口普查的国家是26个。

基于住户调查的数据的可得性过去二十年猛

增。例如，能够进行人口和保健调查或者多指

标类集调查(多指标调查)的国家数量从1995-
2004年的99个(开展189次调查)增加到2005-
2014年的113个(开展了241次调查)。这些调查

在提供民事登记系统不发达的国家相关生育率

和死亡率统计数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b

关于年龄和性别的数据的质量，可能受数据报

告方式的影响。年龄申报错误很普遍。在某些

文化背景中，由于女性人口报告不足或误报，

也可能出现不同年龄的不准确性别比例。c

各种数据来源，由于数据收集活动，包括取样

框架和问题表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不一致。例

如，在许多国家中，妇女的婚姻状况之所以变

化巨大，可能只是由于所用数据来源不同。最

近研究表明，同人口和住房普查相比，有些住

户抽样调查存在着系统的“家庭偏倚”。有孩

子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被纳入调查抽样中，而

单人妇女几乎是系统性地代表不足。d 基本人

口指标，如平均结婚年龄或每个妇女的子女数

量，采用不同数据来源时，就有不同。

关于非正式结合或婚外生育等一些人口统计学

专题的数据，收集不那么频繁。只有为数有限

的国家收集和提供关于婚外生育的数据。根据

2012年《世界生育报告》，e 只有91个国家报

告了2000-2011年期间的婚外生育率数据，只

有64个国家拥有1965-1989年、1990-1999年和

2000–2011年三个时期的婚外生育率数据。

移徙也是缺乏详情妨碍分析的专题之一。关于

人们移徙原因的数据通常都没有收集，而收集

时，可能只局限于一个主要原因。以前，妇女

可能在劳动力移徙统计数据中显然代表相当不

足，虽然她们许多人在移徙前后都工作，但她

们常常引用“婚姻或家庭”之类的说法作为移

徙的理由。

关于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寻求庇护者的人

口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因流离失所人口的类别而

有所不同。难民有数据可查更常见，在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直接参与数据

收集，采用了专门难民登记系统的国家中更是

如此。2013年，71%的全球难民人口有按性别

分类的数据可查。f 

a 见http://unstats.un.org/
unsd/demographic/ 
sources/census/census-
dates.htm(2014年12月
访问)。

b 关于民事登记的人口
动态统计数据的可得
性与质量，见关于健
康的一章。

c Goodkind， 2011； 
Spoorenberg，2013；Yi
等，1993。

d Hull和Hartanto，2009； 
Kantorova， 2014； 
Spoorenberg，2014。

e 联合国，2013i。
f 难民署，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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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口

1.  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人口构成

2015年，世界人口估计为73亿人——比二

十年前多了16亿。目前，全球人口83%(60
亿)生活在发展中区域，而且这一比例还

在增加。这对人力资本和贫穷还有疾病负

担的全球分布都有影响。发达区域是其余

17%(13亿)的人口的家园。生活在发展中

区域的世界人口所占比例如下：估计45%
在东亚和南亚；14%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近9%。其余

发展中区域(高加索和中亚、北非、大洋洲

及西亚)合起来，占全球人口的不到7%。1 

儿童在世界多数国家所占比例正在下降

过去几十年最引人注意的人口统计变化之

一是人口向老年结构过渡。人口老化——

较年长年龄组的人所占比例增加，儿童所

占比例减少——是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

的结果。0至14岁儿童的全球比例由1995年
的32%下降到2015年的26%。下降在发达区

域较显著，但也发生在世界多数国家中。

目前，发达区域的儿童比例很低，17%，

而发展中区域的比例则为28%。东亚是一

个儿童比例低的区域(18%)，主要受中国

人口动态及其长期独生子女政策的主宰。

在另一极，撒哈拉以南非洲儿童在人口中

所占比例最高，为43%。2 

1 联合国，2013a。
2  同上。

许多国家的人口正在迅速老化

老年人(60岁及以上)在全球人口中所占比

例，随着时间推移已经增加。2015年，所

占比例为12%，1995年则为10%，预计到

2050年将增加到21%。老龄人口本身也在

老化，80岁或年龄更大的老年人所占比

例预计将从2015年的14%增加到2050年的 

19%。3 

人口老化正发生在各个区域和国家，只是

每个区域和国家处于不同的过渡阶段。在

发达区域，过渡发生较早，老年人所占

比例目前为24%。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区

域，老年人比例为10%。然而，人口老化

也正出现在发展中区域，而且速度比发达

区域快。发达区域所经历的人口变化预期

在发展中区域同样会发生，用时更短。4 

这就是说，发展中区域各国推出基础设施

以满足迅速扩大的老年人口的需要，可用

时间要少得多。采取生命过程的办法对待

健康而活跃的老化，至关重要。支持继续

参与社会并为社会做贡献，包括在老年时

期，可以宣扬各个年龄的健康行为，预防

和及早发现慢性疾病，鼓励终身学习和逐

步晚些退休(见关于健康、教育和工作等

章)。

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方案和服务必须考虑到

妇女往往比男子活得时间长(图1.1)。妇

女一旦到了60岁，预计在发达区域将再活

24年，在发展中区域将再活20年。相比之

下，到达60岁的男子，预计在发达区域将

再活21年，在发展中区域将再活18年。

3  同上。
4 联合国，201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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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年龄结构变化创造了 
带来经济增长机遇的人口态势窗口

儿童比例下降，在老年人比例仍然较低的

时候，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打开了一个人口态势窗口。5 这

是一个有利时期，受养人口(儿童和老年

人)比例正在下降，工作人口(成人)比例

却在增加。受养比例(儿童和老年人比例

对工作年龄的成人的比例)2015年达到其

最低水平，但预计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只

5  Pool，Wong和Vilquin(编辑)，2006；Vallin， 

2005。

有15年。6 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是老龄人口

庞大，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从这种 

“人口红利”中受益，推出适当的社会

经济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健 

康)，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当中。

在这个短暂的机会之窗中，妇女参与经济

可能产生巨大作用。性别平等和妇女获取

全部的经济机会可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为其子女带来更好的发展成果。

6 联合国，2013l。

图1.1 
1990-1995年至2010-2015年按性别列示的60岁时的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
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版 
(联合国，2013a)。

说明：按千年发展目标区域
呈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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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例

如今全世界和一些发展中区域，都是男多女少。

2015年，人口预测估计，全世界有36亿妇

女，37亿男子。换句话说，妇女略少于全

球人口的半数(49.6%)。男性对女性的比

例(性别比例)表明，每100个妇女有102个
男子。7 男子比妇女多，1995年约多4 400
万，2015年多6 200万。个中原因是人口增

长，并且与妇女相比，男子生存比例提高

更多。在同一时期内，性别比例增大很小

(不到0.5%)。8 

在世界各地都发现男子对妇女的比例发生

了巨大变化，有些区域正经历男子过少，

另一些区域则经历妇女过少(图1.2)。在发

达区域，在九分之三的发展中区域——高

加索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东南

亚，妇女多于男子。妇女过多绝对数量最

多的是发达区域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分别为3 600万和1 000万。在过去二十年

间，男子相对过少在发达区域与高加索和

中亚有所减轻，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则加

重了(图1.2)。目前，男子相对过少最严重

的国家和地区是库拉索岛(每100个妇女对

82个男子)，拉脱维亚(84%)，立陶宛、马

提尼克和乌克兰(都是85%)及俄罗斯联邦

(86%)。9 

在东亚、南亚、大洋洲和西亚，都是男子

多于妇女(图1.2)。男子相对过多最多的记

录见于西亚，估计数为111个男子对100个
妇女。东亚和南亚也经历着男子过多，性

别比例分别为107和106。三个区域男子绝

对数量过多最多：东亚5 050万(主要是因

为中国)，南亚4 950万(主要是因为印度)， 

7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第三性已经得到官方承

认，载入官方类别中。少数国家已经把法定权

利赋予选择既不认同男子也不认同女人的第三

性人。

8 联合国，2013a。
9 同上。

西亚1 210万(主要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男子相对过多在南亚和大洋洲有所减少，

在东亚和西亚所有增加。西亚的增加特别

值得注意，男子相对过多增加了一倍(图

1.2)。已经观察到男子对妇女比例最高的

国家就在这个区域，包括卡塔尔(男女之

比为32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28%)、

阿曼(188%)、科威特(148%)和沙特阿拉伯

(139%)。就绝对数量而言，男子过多最多

的国家是东亚的中国(5 200万)和南亚的印

度(4 300万)。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男子

对妇女的比例和男子过多，基本上决定了

在全球层面所观察的男子过多。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和北非，男女人数几乎相等。10 

10 同上。

图1.2 
1995年和2015年按区域列示的相对每100名妇女的男子过多或过少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
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版
（联合国，2013a）。

说明：按千年发展目标区域
呈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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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生时的性别比例

人口的性别比例由出生时的性别比例——

每100个女婴所对应的已生男婴数量——决

定，在出生之后，则由各年龄组男女死亡

率和移徙的不同决定。

目前，生育的男婴比女婴多，这是长期自

然选择过程的一种副产品，也是人口统计

学中非常罕见的常数之一。出生时的性别

比例的生物水平往往接近于105个男孩对

100个女孩，考虑到自然的区域变化，出

生时性别标准比例都在103和107个男孩对

100个女孩之间。在某些人口中，出生时

的性别比例超过了标准值。个中主要因素

就是生男生女选择性人工流产，它反映了

对儿子的长期文化偏爱。11 

从全球来看，2010-2015年出生时的性别比

例是107个男孩对100个女孩。但区域差别

明显。12 在发达区域，出生时的性别比例

为106，而发展中区域则为108。最不均衡

的记录见于东亚，男性女性出生比例为115
比100；其次是南亚，出生时的性别比例为

109；其次是大洋洲13 为108；其次是高加索

11  Attané和Guilmoto，eds.，2007；Bongaarts， 

2013；Frost等，2013；Guilmoto，2009；Jha
等，2011。

12 联合国，2013a。
1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在该区域内，而归入

发达区域。

和中亚为107，因为部分国家(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最近出现了不平衡

记录；其次是东南亚为106；其次是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及西亚为105。撒哈拉以南非洲

出生男孩和女孩之比为104对100，是世界

上出生时性别比例最低的区域。

在许多国家都发现，性别比例越来越失衡

在过去几十年中，有若干国家和地区都显示

出出生性别比例越来越失衡(图1.3)，表明有

更多的父母在选择后代的性别，以便至少有

一个儿子。目前，出生时性别比例最大的是

中国，出生时为116个男孩对100个女孩。

尽管最初主要在亚洲发现出生时性别比例

高于预期，但近年来在南欧和生活在发达

国家的背井离乡的南亚人中也发现了类似

情形。14 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因为孩子的排

行和前面一(数)个孩子的性别而异。一般

说来，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往往随着排行而

增加，在连一个儿子也没有的家庭里更加

失衡。15 

14  Almond，Edlund和Milligan，2013；Dubuc和
Coleman，2007；人口基金，2012。

15  Arnold，Kishor和Roy，2002，p.780；Guilmoto
和Duthé，2013；Meslé，Vallin和Badurash-
vili，2007；人口基金，2010，p.17；世界展望

和人口基金，2012，p.82。

图1.3 
部分国家出生性别比例失衡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
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版
(联合国，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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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国家，重男轻女正在减弱。例如，

大韩民国的经验表明，出生时的性别比例

有可能回到生物学上的正当值。该国出生

时的性别比例在1990-1995年前后达到高

峰，至2010年逐渐下降到预期水平。社会

规范变化、教育增加所致的社会发展，再

加上禁止生男生女选择性人工流产的立

法，都是驱动出生时性别比例趋势发生逆

转的主要力量。16 相反，在印度，尽管生

男生女选择性人工流产严格说来自1996年
起即为非法，但法律至今对出生时性别比

例的影响微乎其微。17 

b. 各年龄组的性别比例

在较年轻的年龄组中，男孩和男子多于女孩 
和妇女；在老年人组中，情况恰恰相反

出生后，生物规律有利于妇女。男性出生

时的微弱人数优势在童年和成年初期渐渐

消失，因为一般说来(与女性相比)男性的

死亡率在各个年龄都高(见关于健康的第2
章)。男女人数在成年期达到了平等均衡。

在全球层面，50岁以前，男子都多于妇女

(图1.4)。在这个年龄，仍然看到男子的死

亡率高于妇女；过了这个年龄，妇女所占

的比例迅速增加。就全球而论，60岁至64
岁年龄组的性别比例是95个男子对100个
妇女，但在80岁至84岁年龄组中却下降至

70比100，在90岁至94岁年龄组下降至45比
100。

某些人口偏离了这种全球模式，因为男女

在死亡率和移徙方面的特定差别。在发达

区域，男女人数在40岁左右达到均衡，而

发展中区域则在55岁左右达到均衡(见图

1.4)。这两种区域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

为在发展中区域，出生时的性别比例高于

预期，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死亡率低于预

期，在5岁以下的儿童当中更是如此。东

16 Chung和Das Gupta，2007。
17 Jha等，2011。

亚和南亚都是这种模式的极端例子。与其

他区域不同，东亚和南亚不仅在儿童和青

年中，而且在较年长的成人中，性别比例

都较高。在这两个区域，妇女的人数只在

65岁左右才与男子人数持平。

相对于其他区域，东亚和南亚各个年龄组

的妇女比例都偏低，可以是衡量妇女在生

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平等的一个标

准。Amartya Sen18 自造且自那时以来在文

献中广泛使用的“失去的妇女”一词系指

与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许多国家)发

现的性别比例相比，在中国和印度等一些

亚洲国家观察到的性别比例很高。换言

之，“失去的妇女”人数系指这些国家的

性别比例若与男女受到同等待遇和关爱的

世界其他地区相同，本可以发现的额外妇

女人数。与死亡率总体水平类似、流行病

条件相似的其他国家相比，妇女死亡率较

高则表明女孩受到忽视和男女不平等。出

生时的性别比例(如上文所示)和女性童年

时期死亡率较高(见关于健康的第2章)都

是某些国家妇女人数低于预期的关键原

因。近来的研究指出，“失去的妇女”现

象也可以用后续年龄组中的妇女早夭来解

释。19 

在其他发展中区域，西亚的人口统计情况

最独特，成年工作年龄的男子远远多于妇

女，在35岁至39岁年龄组中达到高峰(图

1.4)。西亚在其人口中也拥有百分比最大

的国际移民，并且是国际移徙对成年年龄

性别比例影响显著的唯一区域。以男性为

主的劳动力大规模移徙到许多西亚国家，

已经使成年人口的性别比例达到了异常高

的水平。在这个区域，国际移民占了25岁
至44岁男性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就妇女而

言，国际移民在西亚女性人口总数所占比

例为七分之一(图1.7)。

18 Sen，1992。
19  例如见Anderson和Ray，2010；世界银行， 

2011；Milazzo，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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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0年前相比，各年龄组男女比例在全球

和区域层次已经略有变化(图1.4)。同1995
年相比，2015年记录的男孩人数略高于女

孩的人数，表明了东亚和南亚对世界人口

动态的影响。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这两个区

域有几个国家(图1.3)过去20年间出生时

的性别比例增加了，还有这些区域及其他

区域男孩的生存率比女孩的生存率提高略

快。

老年人中男子对妇女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图1.4)，因为男子生存到老年的机会比

妇女生存到老年的机会增加更多。在过去

20年间，活过60岁的男子的数量比妇女的

数量增加得快，较年长年龄组中的妇女相

应减少。老年阶段男女比例的增加主要发

生在发达区域，但也出现在某些发展中区

域，包括高加索和中亚、东亚和北非(见

统计附件)。20 在南亚则观察到相反的趋

势。1995年观察到老龄男子对妇女的比例

异常地高，过去20年显著下降。然而，这

一比例2015年在各区域中仍然是最高的。

男子生存率，包括老年男子的生存率增大

了，但妇女在各区域仍然构成老年人的

大多数，2015年，在60岁及以上的人当中

占54%，在80岁及以上的人当中占62%(图

1.5)。在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域，老年妇

女都多于老年男子，但发展中区域的老年

妇女比例上较低。调查发现，妇女在老年

人当中和最老年龄组中占比例最低的是南

亚(分别是52%和55%)和东亚(分别是51%
和58%)。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从出生时开

始并持续一生的男女失衡。

20  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
worldswomen.html。

图1.4 
1995年和2015年世界和部分区域特定年龄的性别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
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版 
(联合国，2013a)。

说明：水平线表示男女人数
相等。阴影区区分儿童、成
人和老年人。数据由管理发
展小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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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移徙可以为寻求更佳教育、更好工作机会

和生活条件的男女提供一个赋予权能的机

会。在原籍国获得的性别角色和态度，在

移民融入新的社群的过程中，通常都受到

挑战，发生改变。此类角度和态度在所留

下来的家庭和社群中也会发生变化。21 特

别是移民妇女可能获得更大权能，因为她

们学习了一门新语言和种种技能，有了保

证她们获取财政资源的有偿工作，熟悉了

关于妇女权利和机会的新规范。丈夫移民

后留在家中的妇女也可能经历角色变化，

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和自主权。22 

21 联合国，2006。
22 同上。

移徙在来源国社群和目的地社群中都产生

复杂的社会经济影响。在来源社群中，高

学历和高技能个人外移，通常称为“人才

外流”，可能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

不良影响。23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外移在

妇女中比男子中明显。例如，受过高等教

育的妇女从发展中国家外移到经合组织国

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比例，

在有数据可用的大约一半国家中都高于高

学历男子的比例。24 

移徙通常导致汇款，它是发展中国家许多

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2013年，进入

发展中国家的正式记录汇款流量达到4 040
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官方发展援助。25 、26 

汇款在使家庭包括女性户主家庭摆脱贫穷

方面有重要作用。在某些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中，例如，与男性户主家庭相比，女

性户主家庭的贫穷率之所以较低，部分

要归功于所收到的汇款(见关于贫穷的第8
章)。汇款也涉及性别的其他方面。有些

研究已经表明，移民妇女汇回家庭的收入

往往比移民男子多。27 

国际移徙对男女在新目的地的影响，通常

取决于移民权利是否得到保护，取决于移

民及其家人是否融入了社会。已经通过了

许多专门规定移民权利的全球、区域和国

家文书。然而，保护移徙工人及其家人权

利的文书28 只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不足

23 同上。
24 Widmaier和Dumont，2011。
25 世界银行，2014。
26  2013年官方发展援助为1 350亿美元。联合

国，2014c。
27 联合国，2006。
28  1949年劳工组织《移徙就业公约》(第97号公约)

截至2013年12月1日得到了49个国家批准；1975
年劳工组织《关于恶劣条件下的移徙和促进

移徙工人机会和待遇平等公约》(补充规定) 

(第143号公约)得到了23个国家的批准；1990年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

约》得到了47个国家的批准；2011年劳工组织 

《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公约》(第189号公约)

图1.5 
2015年按区域列示的妇女在老年人(60岁及以上)
和在8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版
(联合国，2013a)。
说明：竖线表示男女人数相等。数据按千年发展目标区
域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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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国家的批准。例如，2011年劳工

组织《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公约》截至2013
年底只得到了10个会员国的批准。家庭工

人是一类以妇女为主的工人。相比之下，

打击人口贩运的文书则得到了四分之三以

上国家的批准。29 

国际移徙

成年男子比成年妇女更有可能国际移徙

从全球来看，2013年国际移民数量增加

了，达到了大约2.32亿人，2000年为1.75
亿人，1990年为1.54亿人。30 国际移民在

全球人口中所占比例略有变化，从1990
年的2.9%增加到2013年的3.2%。31 移民存

量的性别构成长期以来仍然保持相对稳

定。移民妇女为1.11亿人，而移民男子

为1.2亿，2013年妇女占国际移民总数的 

48%，1990年占48.8%。32 

得到了10个国家的批准。资料来源：联合

国，2013k。
29 联合国，2014k。
30 联合国，2013b。
31 联合国，2013k。
32 联合国，2013b。

在发达区域，移民妇女占国际移民存量的

半数稍多一点(52%)(图1.6)，一个在过去

20年期间一直相对稳定的比例(1990年为

51%)。33 在发展中区域，妇女在国际移民

存量中所占比例较低，由1990年的46%下

降到2013年的43%。然而，在某些发展中

区域，妇女多于国际移民的半数，包括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高加索和中亚以及东

亚。在移入历史悠久的区域，诸如发达区

域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在移民存量

中所占比例比较大，部分是因为妇女比早

几十年前到达的移民男子预期寿命长。34 

在其余的发展中区域里，包括北非、大洋

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及西亚，男子

在国际移民中所占比例大于妇女(图1.6)。
在西亚，妇女在国际移民存量中所占比例

最小(34%)。

移徙在某些区域和国家的人口年龄与性别

构成中发挥了作用。在发达区域，国际移

民存量占人口的大约11%。如图1.7所示，

移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工作年龄组，特

别是30岁至44岁的人当中较高。尽管对东

道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相当显著，但

对人口的性别比例没有影响，因为男女

移民在发达区域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似 

(图1.7)。

在发展中区域，不到1.6%的人口由国际移

民构成，国际移徙对人口的年龄结构的潜

在影响没有发达区域那么突出(图1.7)。然

而，对成年年龄性别比例的影响却比发达

区域显著，因为在发展中区域国际移民存

量以男子为主。这一差别在25岁至44岁之

间特别显著，因为移民男子在人口中所占

比例是移民妇女的1.5倍。

33 同上。
34 联合国，2013k。

图1.6 
2013年按区域列示的男女在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计算基于联合国
《世界人口前景》：2012年
修订版(联合国，2013b)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世界 

发展中区域 

发达区域 

西亚 

北非 

南亚 

大洋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东南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高加索和中亚

东亚 

百分比 

妇女

男子



人口与家庭 11

在各发展中区域里，西亚由于其石油生产国

对移徙工人的强烈需求，所以国际移民比例

最大。35 它也是国际移民对人口年龄与性别

构成影响最大的区域。在那里，国际移民几

乎是25岁至44岁男性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

国际移民在女性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却没有

达到这种水平，25岁至44岁的妇女几乎有七分

之一是国际移民。

35  Birks， Seccombe和 Sinclair， 1988； Far-
gues，2011；Fargues和Brouwer，2012；Ka-
piszewski，2006；联合国，2013m。

在欧洲，男子更可能为工作而移徙， 
而妇女多为家庭缘故而移徙

移徙的两大原因，即成家和(或)团聚与劳动

力迁移，在男女移徙中发挥不同作用。例

如，如图1.8所示，就欧洲国家颁发的第一

份居留许可而言，发达国家的工作移徙仍然

以男子为主。对妇女和儿童来说，主要是为

了家庭缘故而移徙。然而，应当指出，妇女

为工作而移徙的数量庞大，男子也因家庭缘

故而移徙。为了教育而移徙在年轻妇女中比

在年轻男子中盛行。然而，这些关于官方记

录移徙原因的统计数据只是关于第一份居留

许可。移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因家庭

缘故或为了教育而进入东道国的许多男女后

来可能从一类改为另一类。即使许多妇女被

行政部门归类为家庭移民，但是，像男子一

样，她们也为其子女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

更好的出路，包括通过个人获得有偿就业的

办法。

接收国的特定性别劳动力需要刺激了男女

劳动力迁徙的程度。例如，发达区域对家

庭工人和护士的需求，或西亚石油与建筑

行业对工人的需求，就是如此。原籍国和

目的地国的性别规范和定型观念，因为正

规教育和培训方案而得到加强，都把家庭

工人和护士之类的工作界定为更适合妇女

做，把石油行业或建筑方面的工作界定为

更适合男子做。36 

融入劳动力市场对移民妇女来说可能特别

具有挑战性。许多妇女进入东道国被列入

因家庭缘故而移徙一类，如果伴侣也工

作，通常都没有资格获得社会福利和主流

支持。在妇女就业普遍很低的国家里，对

移民妇女来说，融入通常都特别困难。37 

然而，移民妇女仍然拥有比在原籍国多的

工作机会，而且往往比来自同一国家的未

36  经合组织，2014；联合国，2006；Widmaier和
Dumont，2011。

37 经合组织，2014。

图1.7 
2013年按年龄和性别列示的国际移民存量在男性
和女性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计算基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3年
修订版(联合国，2013b)。

说明：数据按千年发展目标区域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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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徙妇女更好融入目的地发达国家的劳动

力市场。38 

境内移徙

国家内部移徙比国际移徙更常见。2005
年，估计有7.63亿生活在出生国的人居住在

其出生区域之外，有2.29亿人生活在不同于

五年前的区域。39 总的说来，境内移徙之人

的比例是发达区域高于发展中区域。40 

在年轻年龄组中，某些发展中国家的 
内部移徙以女性为主

在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都观察到了最近

境内移徙41 的类似年龄和性别模式(图1.9)。 

境内移徙主要集中在年轻人中，女性比男

38 Widmaier和Dumont，2011。
39 联合国，2013j。
40 同上。

41  最近内部移徙是根据五年前人口普查的居留信

息衡量的。

性还要稍微集中点。在发展中区域，境内

移徙高峰年龄早于发达区域，因为初婚

年龄更早、上学年头更少、进入劳动力市

场更早。然而，年轻人境内移徙相关的理

由，可能男女不同。在发展中区域，例

如，青少年男孩为工作和教育而移徙的比

例往往高于女孩。42 尽管结婚是大量青少

年女孩移徙的理由，但在某些背景下情况

也有不同。43 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的境

内移徙都是在早期成人阶段达到高峰，而

在之后各个年龄段都有所下降。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至2013年底，有5 120万人——包括1 670万
难民、3 33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120万寻

求庇护者(拥有未决的难民身份)，因为迫

害、冲突、泛滥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

被迫流离世界各地。2013年，为难民署所

管难民总数增添难民最多的三个国家是阿

富汗(256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47
万)和索马里(112万)。44 发展中国家接纳

了世界86%的难民。接纳难民最多的是巴

基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黎巴嫩。

妇女和女孩占全球难民人口的49%。在除

了南非之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次区域

中，妇女占难民的半数以上。已发现，妇

女在难民中所占比例差异很大。在难民人

数超过1 000、按性别分列数据涵盖全面的

国家中，妇女所占比例各不相同，以色列

最少为15%，卢旺达最多达56%。在寻求

庇护者当中妇女代表人数不足(2012年为

38%)。45 另一方面，无国籍人员和返回原

籍国的人46 中通常妇女较多。

42 Temin等，2013。
43 同上。

44 难民署，2014。
45 难民署，2013。
46 同上。

图1.8 
2013年欧洲国家按年龄、性别和理由列示的获得第一份居留许可者的数量

资料来源：欧统局，按理由、年龄、性别和公民身份列示的第一份许可(2014年7月访
问)。

说明：计算基于第一次发给某人的第一份居留许可。如果旧居留许可的到期日期与因同
样理由而发放的新居留许可有效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是6个月，居留许可，不论是
何年发放，也都被视为第一份居留许可。数据涵盖了拘留许可的四种原因：家庭原因、
教育、有报酬活动和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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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妇女和女孩遭受暴力

和剥削的风险特别大，部分是因为她们常

常缺乏决策权。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

括强奸、强迫怀孕、强迫人工流产、贩

运、性奴役以及故意传播包括艾滋病毒在

内的性传播感染——是当代武装冲突的最

典型特征之一(见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的第6章)。妇女在逃离家庭期间、跨越边

境的过程中、在目的地以及在难民营或收

容中心，仍然容易遭受强奸和性攻击。在

最终目的地，妇女和女孩还可能面临着其

他困难。例如，她们可能缺乏个人身份证

件，被阻碍参与决定难民营的管理以及援

助方案的拟订与实施。回返的难民和境内

流离失所者，特别是寡妇，在冲突后局势

中取回财产，可能比男子面临着更多困

难，也可能被排挤出重建与恢复活动。47 

B.  家庭

1.  婚姻及其他结合

对许多人来说，结婚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

步。然而，在许多国家——代表着多种多样

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制度——中，没

有那么正式的结合成了家庭生活的基础。本

章所用“其他结合”之类包括了非正式同心

结合及基于同居和一夫多妻制(一个男子可

以娶一个以上的妻子)的法定结合。

结婚年龄

男女如今都晚婚

世界各地男女如今都晚婚，反映出教育水

平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推迟，关于

正式婚姻和基于同居的非正式结合的规范

在变化以及妇女经济独立增强，权能提

高。妇女仍然比男子早结婚数年(图1.10)。
目前，在全球层次，妇女平均25岁结婚，

47  联合国，2006；人口基金，2006；难民署， 

2011；难民署，2012。

资料来源：基于IPUMS-International，2014计算。

说明：未加权平均数。区域平均数基于：撒哈拉以南
非洲4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2个国家；亚洲5个国
家；发达区域6个国家。境内移徙测量基于5年前在一个
不同行政单位居住的人口普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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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2000–2010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年龄和性别列示
的境内移民百分比分布(根据五年前的居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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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子则平均29岁结婚，与二十年前相

比，男女都晚了一年左右。48 

初婚年龄在多数区域都推迟了，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及高加索和中亚例外。发达区域

初婚年龄最晚，也推迟最多，妇女平均29
岁结婚，男子平均31岁结婚。配偶之间的

年龄差距也缩小得最厉害，达到了2.4年，

在各区域是最小的。发达区域的这些趋势

表明，在男女双方教育和就业机会扩大的

背景下，男女初婚模式越来越相似。越来

越普遍的是，男女往往也会度过一段非正

式结合时光，然后才把关系变成婚姻。49 

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仍然结婚

最早。目前，对这些区域的妇女来说，结

婚年龄平均分别是21岁和22岁，大约比发

达区域早7至8岁，男子平均结婚年龄分别

是26岁和27岁——比发达区域早4至5岁。

相比之下，北非男女是发展中区域结婚最

迟的，分别为27岁和31岁。在那里，男子

结婚年龄与发达区域男子的相似，而妇女

结婚则比发达区域妇女早两岁。

48  全球和区域的平均数都没有加权(这就是说，

这些平均数没有考虑国家人口的多少)，并且

都只基于一个区域的现有数据。

49 经合组织，2011。

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在某些区域略有缩小， 
在其他区域则有所拉大

对妇女来说，结婚早往往与配偶双方年龄

差距更大有关，结果常常导致更严重的不

平等。年纪轻轻嫁给老男人的妇女可能在

家庭决策方面，包括在涉及性健康和生殖

健康问题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她们遭

受家庭暴力和早寡的风险也更大。50 配偶

之间的年龄差距最大的仍然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丈夫平均比妻子大4.8岁)和南亚(丈

夫平均大4.3岁)。过去二十年间，配偶之

间的年龄差距在世界四个区域：北非、南

亚、西亚和发达区域略有缩小，小了几个

月。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东亚和东南

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差别却增

加了，也是增加几个月。51 

童婚

童婚在许多国家都非常盛行，在南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更甚

童婚，系指18岁以前的正式婚姻或非正式

结合，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在

有资料可用的45个发达国家中只有10个国

家，在有资料可用的129个发展中国家只

有35个国家，法律规定，不管父母同意与

否，都不准18岁之前结婚。52 女孩比男孩

更可能年纪轻轻就结婚。而且，女孩通常

都嫁给老男人，有时候让她们在家庭和

伴侣关系中，包括在涉及生殖健康的问题

上，都很难行使其决策权。女孩童婚可能

导致早孕——把母亲及其婴儿的健康和存

活都置于风险境地。童养媳也更可能遭受

家庭暴力和社会孤立，通常接受教育、事

业与职业发展机会都很有限。53 

50 儿基会，2014a。
51  统计司根据联合国，2013d和联合国，2014b计

算的未加权平均数。

52 2015年一套最低限度性别指标。

53 儿基会，2014a。

图1.10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初婚平均年龄

资 料 来 源 ： 联 合 国 ， 
2013d，用2014年9月访问的
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
库(联合国，2014b)加以更
新。

说明：这个图给出了平均初
婚年龄；它系指50岁前曾结
过婚的人单人生活的年数。
对角线对应所指配偶双方的
年龄差别。数据按千年发展
目标区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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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2010年，20至24岁的妇女估

计有26%在18岁之前结婚；与1995年相比，

只降低了5个百分点。54 15岁之前结婚的妇

女占了这个下降数的多数。1995年至2010
年期间，20至24岁妇女在15岁之前结婚的

所占比例从12%下降至8%。55 童婚在南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最盛行的(图1.11)。
在南亚，20至24岁妇女有44%在18岁之前结

婚，有16%在15岁之前结婚。撒哈拉以南非

洲相应的数字分别是40%和12%。

在113个有数据可用的国家中，有42个国家

童婚流行率超过30%，包括8个流行率超过

50%的国家(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中非

共和国、乍得、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和

南苏丹)。56 

非正式结合和法定结合

各地的非正式结合都在增加

尽管婚姻仍然是建立家庭的传统途径，但

也存在着其他形式的结合，包括同心结合

或基于同居的结合。这些关系通常都得到

了社会的承认，但不一定通过法定结合和 

(或)法律契约加以正式化，并且通常在统计

数据来源中也不被登记为结合。许多非正式

结合的妇女和男子在人口普查或调查中把自

己归类为“单亲”，在调查婚姻状况的数据

集中没有被列为“已婚”或“与人结合”。

而且，在许多国家中，非正式结合在人口普

查或调查表中未被列为一项选择。重要的是

要注意，相对合法结婚的妇女，非正式同心

结合的妇女可能处于不利地位，遇到分居在

经济承诺额方面更是处于劣势。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同心结合生活在一

起的妇女所占比例继续增加，在该区域多

数国家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图1.12)。例

54 儿基会，2014a。
55 同上。

56 同上。

如，在乌拉圭，从2011年的人口普查可以

看出，25至29岁的妇女有42%是同心结合

生活在一起，1996年的人口普查记录的比

例则为16%。在该区域许多其他国家中，

年轻人也都是以同心结合为主。25至29岁
的妇女同心结合生活在一起的所占比例，

在有趋势数据可用的18个国家中的8个国

家里，都超过了40%。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般说来，同心结合没

有那么普遍，但在该区域多数国家中也在不

断增加。有些国家，如布隆迪、佛得角和

乌干达，都经历了同心结合激增(图1.12)。
目前，在16个有趋势数据可用国家中，有

4个国家(博茨瓦纳、佛得角、加蓬和乌干

达)25至29岁的妇女30%以上同心结合生活在

一起。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撒哈拉以南非

洲相反，非正式结合在亚洲则远没有那么普

遍，在25至29岁妇女中至多达到10%。

在欧洲，同居不管是作为婚姻的前奏，还是 
作为替代婚姻的一种稳定方式，都很普遍

在一些欧洲国家里，同居伴侣可以进入

法定结合，以便不结婚而令其关系合法

图1.11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20至24岁的妇女在15岁之前和18岁之前结婚者所
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儿基会， 2014年以数字显示的世界儿童状况：每个儿童都算(儿基
会，2014b)。私人通信。

说明：按千年发展目标区域呈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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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居结合常见于年轻人当中，特别

是没有孩子的夫妇。例如，2007年，同

居结合没有孩子的妇女所占比例，平均

说来，在20岁左右为63%，在30岁左右

为38%，在40岁左右为23%。在有孩子的

妇女当中，相应比例为28%、14%及7%。57 

在全欧洲发现，同居的区域差别很大。一

般说来，20至34岁妇女同居结合所占比例

在北欧和西欧国家高于东欧和南欧国家 

(图1.13)。丹麦和芬兰20至34岁妇女同居

结合者所占比例最大。相比之下，马耳

他、波兰和斯洛伐克20至34岁妇女同居结

合者所占比例最低。

57 欧统局，2010。

图1.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撒哈拉以南非洲25至29岁的妇女同心结合者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3d，用2014年9月访问的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库(联合
国，2014b)加以更新。

图1.13 
欧洲国家20至34岁妇女同居者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家庭数据库，表SF3.3，同居率和
其他形式伴侣关系的流行率(经合组织，2013b)。

说明：数据系指已经通过法定结合和(或)法律契约将其
关系正式化的伴侣和未登记其有关系(但在人口普查和
其他相关调查中报告了其同居状况)的伴侣。在多数国
家中，同居系指男女之间的关系，但在少数几个国家中
可以也包括同性伙伴关系。

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塞内加尔(1997, 2010)

马里(1996, 2006)

肯尼亚(2003, 2008)

几内亚(1999, 200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1996, 2010)

贝宁(1996, 2006)

马拉维(1992, 2010)

南非(2003, 2011)

喀麦隆(1998, 2011)

加纳(1993, 2008)

纳米比亚(1991, 2006)

布隆迪(1987, 2010)

博茨瓦纳(1991, 2001)

乌干达(1988, 2011)

佛得角(1990, 2005)

加蓬(2000, 2012)

巴哈马群岛(1990, 2010)

墨西哥(1990, 2010)

智利(1992, 2011)

哥斯达黎加(1992, 2011)

巴西(1991, 2000)

厄瓜多尔(1990, 2010)

委内瑞拉(1990, 2001)

巴拉圭(1992, 2004)

萨尔瓦多(1992, 2007)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1989, 2008)

阿根廷(1990, 2010)

尼加拉瓜(1995, 2007)

乌拉圭(1996, 2011)

洪都拉斯(1988, 2005)

秘鲁(1996, 2007)

哥伦比亚(1993, 2010)

巴拿马(1990, 2010)

多米尼加共和国(1993, 2010)

百分比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10 20 30 40 

马耳他,2007 

斯洛文尼亚,2011 

波兰,2011 

保加利亚,2007 

意大利,2011 

希腊,2011 

捷克共和国,2011 

比利时,2007 

西班牙,2011 

葡萄牙,2011 

拉脱维亚,2010 

罗马尼亚,2011 

立陶宛,2011 

斯洛文尼亚,2011 

卢森堡, 2011 

匈牙利,2011 

瑞士,2010 

爱尔兰,2011 

德国,2007 

奥地利,2011 

法国,2007 

荷兰,2011 

联合王国,2011 

挪威,2011 

爱沙尼亚,2010 

芬兰,2010 

丹麦,2011 

2034岁同居妇女所占百分比



人口与家庭 17

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制结合——意思是一个男子有一

个以上的妻子——影响了妇女生活的许多

方面。一夫多妻制结合往往与夫妻年龄差

距较大、58 避孕药具使用较少和生育率高

有关。59 还有证据表明，一夫多妻制结合

的孩子存活率较低。60 一般说来，一夫多

妻在农村地区，在较贫穷家庭和受教育较

少的妇女中较流行。例如，分析撒哈拉以

南非洲34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一夫多妻的

流行率在没有受教育的妇女中比受过中等

或高等教育的妇女中高一倍。61 

一夫多妻现象 
在某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 

仍然很流行

一夫多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某些国家，

特别是西非，很普遍(图1.14)。大约在

2010年，该区域15至49岁的妇女有三分之

一以上嫁给了有一个以上妻子的男子。比

如，在几内亚，15至49岁的妇女几乎有一

半都是一夫多妻制结合。然而，一夫多妻

制关系的妇女所占的比例在西非比撒哈拉

以南非洲其他任何次区域都减少得快。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一夫多妻只见于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北非、南亚、东南亚及

西亚的少数几个国家。但在这些区域，一

夫多妻的流行率达到了5%至7%左右，只

有海地例外，海地2012年有16%的妇女是

一夫多妻制结合，2000年则为20%。62 

58 Barbieri和Hertrich，2005；Antoine，2006。
59 Barbieri和Hertrich，2005。
60  Amey，2002；Omariba和Boyle， 2007；Smith-

Greenaway和Trinitapoli，2014。
61 人口和保健调查，2014。
62 同上。

图1.14 
有数据可用的部分非洲国家15至49岁妇女一夫多妻制结合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人口和保健调查方案统计编制者提供的数据(人口和保健调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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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合解体

离婚

妇女比男子更可能离婚或分居

离婚或分居不仅对伴侣双方来说，而且对

子女及其他受扶养家庭成员来说，都可能

造成多重长期的破坏性后果。63 离婚后，

妇女比男子更少有可能再婚，而且通常发

现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更加脆弱。

在有数据可用的多数国家中，45至49岁离

婚或分居的妇女所占比例至少比离婚或分

居的男子所占比例高25%(图1.15)。总的看

来，男女在这方面的差别是发展中区域大

于发达区域。不过，从离婚或分居的流行

率及与之相关的性别差别两方面来看，在

每个区域的不同国家也发现了巨大差异。

离婚或分居的妇女越来越多

离婚全球都在增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

及发达区域离婚或分居妇女的比例都增加

了。在发达区域，45至49岁的妇女平均有

17%以上离婚或分居，而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流行率则为16%左右。然而，这些区

63  例如见，Härkönen，2014；Bernardi和Radl， 

2014。

域数字掩盖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

例如，在发达国家当中，45至49岁离婚或

分居的妇女比率，捷克共和国为24%，立

陶宛为22%，比日本(8%)和斯洛文尼亚

(10%)多一倍多。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离婚或分居流行率一

般较低，但也在增加，各国之间差异很

大。在该区域的一些国家中，离婚或分居

妇女的比例达到了与发达国家及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所见相似的水平。例如，在加蓬

和乌干达，45至49岁妇女分别有20%以上

和17%以上如今离婚或分居。

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离婚流行率在亚洲

和北非仍然很低。在北非，45至49岁的离

婚或分居妇女的比例在过去20年一直增加

很慢，目前大约5%。在亚洲各地发现了巨

大差异，出现了三个广泛的区域模式：东

亚模式，特点是离婚率不断增加(例如，大

韩民国45至49岁的离婚或分居妇女的比例

在1995年至2015年期间几乎增加了2倍)；

东南亚模式，特点是直到最近离婚率不断

下降；南亚模式，离婚率较低而稳定。64 

鳏寡

鳏寡在60至64岁的妇女中 
比在同龄的男子中高三倍

在60至64岁的人当中，鳏寡在妇女中要比

在男子中普遍大约高三倍(图1.16)。之所

以如此，直接原因是妇女的生存率比男子

高，妇女在配偶死后再婚概率比男子低。

这个年龄组的妇女寡鳏在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亚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某些地方，

都非常普遍，因为在那里，死亡水平较

高，女性嫁给年长的男子，在男性配偶死

后的再婚也比其他区域少见。

鳏寡的最高水平(在60至64岁的妇女中高于

40%)见于某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特别

64 Dommaraju和Jones，2011。

图1.15 
2000-2011年(期间最近可用年)45至49岁离婚或分居男女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2
年 世 界 婚 姻 数 据 ( 联 合
国，2013d)，用联合国人
口统计年鉴数据库(联合
国，2014b)及人口和保健
调查方案，统计编制者提
供的数据(人口和保健调
查，2014)加以更新。

说明：对角线对应所指明的
男性比例和女性比例之间的
差别。图中没有显示亚洲和
北非国家，因为这两个区域
离婚或分居男女所占比例很
低。

0 

5 

10 

15 

20 

25 

5 10 15 20 25 

离
婚
或
分
居
妇
女
所
占
百
分
比

 

离婚或分居男子所占百分比 

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发达地区 

女性比例 > 男性比例

妇
女

 = 男
子

+ 25%

+ 50%



人口与家庭 19

是经历了冲突等政治事件的国家(如在布

隆迪、卢旺达和塞拉利昂)及艾滋病毒流

行率很高的国家(如莱索托、马拉维和津

巴布韦)。此外，鉴于该区域一夫多妻水

平(如上文所示)，男子过世后，通常都有

两个或更多的妇女成了寡妇。

在遭受冲突和艾滋病毒的国家里， 
妇女早寡增多了

困扰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冲突与艾

滋病毒流行病的结果之一是妇女早寡。

例如，在莱索托和津巴布韦——两个艾滋

病毒流行率很高的国家——里，妇女守寡

年龄在2000年代初要比1990年代小得多 

(图1.17)。在艾滋病毒流行率很高的国家

里，2000年代初鳏寡增多与1990年代中期

艾滋病毒流行病高峰之后死亡率滞后10年
时间吻合。在津巴布韦，1992年至2002年
期间，30至34岁年龄组的寡妇的比例增加

了2倍。至于冲突对鳏寡的影响，卢旺达

的数据表明，由于1990年代初发生了内战

和种族灭绝，30至34岁年守寡妇女的比例

自1991年至2002年增加了近五倍。

与其他区域相比，亚洲的鳏寡流行率也一直

比较高。这个区域各国最近可用的数据显

示，在印度尼西亚、蒙古和巴基斯坦，60至
64岁的妇女守寡非常普遍，达到40%以上。

在后两个国家中，60至64岁的男子的鳏寡水

平也明显高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

60至64岁的鳏寡流行水平在发达区域各国最

低，这些国家，总的说来，该流行水平一直

在稳步下降，主要是因为几乎各地的生存率

都有所提高。65 然而，也发现了几个例外，

特别是在东欧一些国家里，如白俄罗斯、摩

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在这

些国家里，妇女的守寡率没有下降，反而略

65  60至64岁妇女守寡的普遍趋势见统计附件，见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
html。

图1.16 
2000-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性别列示的60至64岁人的鳏寡比例

资 料 来 源 ： 联 合 国 ， 
2013d，用联合国人口统计
年鉴数据库(联合国，2014b)
和IPUMS-International，2014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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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艾滋病毒高度流行或发生冲突的国家里的女性早寡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3d，
及 IPUMS-International， 
2014。

说明：灰色区和箭头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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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升因为男性死亡率出现了恶化趋势；66 

在高加索和中亚，过去20年妇女的守寡率

没有变化，主要是因为男性死亡率一直很

高。67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60至64岁妇女

的守寡流行率比较低，与发达区域相似，并

且看到了普遍的下降趋势。

3.  生育率

生育多少个子女的决定和何时生育子女的

决定，触及了妇女和男子生活的几乎所有

方面。有许多因素影响父母子女关系的发展

情况，包括结婚年龄、男女可利用的教育和

就业机会、男女接触计划生育的途径、社会

性别角色与期望以及他们生活的总体社会经

济背景。所有这些因素在过去二十年都发生

了变化，详见本报告下文各章(特别见关于

教育的一章和关于工作的一章)。随着男女

在家庭和社会中角色的变化，父母子女关

系模式也发生变更。虽然此类变化通常很

慢，但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里的

决策(见关于权力与决策的第5章)，男女也

更多地参与子女的扶养。与此同时，有越来

越多的国家在处理男子享受父母福利的权利

(见关于工作的第4章)。

从全球来看，2010-2015年，总生育率达到

每个妇女生2.5个孩子，而1990-1995年则为3
个孩子(图1.18)。在发达区域，总生育率在

1995-2000年期间达到了最低点，但在2010-
2015年期间，又回到了20年前的生育水平，

即每个妇女生育1.7个孩子。在欧洲，妇女

生孩子最少，2010-2015年期间平均每个妇女

生育孩子不到1.6个。不过，在该区域，每个

妇女所生子女的平均数在1990年代末和2000
年代初达到了最低点，后来一直略有增加。

66  Grigoriev，2012；Meslé，2004；Shkolnikov
等，2004。

67  Becker等，Urzhumova，2005；Duthé等， 

2014；Guillot、Gavrilova等，Pudrovska， 

2011；Guillot等，2013；Sharygin和Guillot， 

2013。

东欧和南欧是世界生育水平最低(2010-
2015年每个妇女生育子女不足1.5个)的次

区域。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东欧

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不到1.3个。在发达区

域，许多妇女和男子都希望少养子女，并

且选择在年龄较晚时生育。女性接受高等

教育的注册人数不断增加，结果导致平均

生育年龄都有增加，68 从1980-1985年期间

的27岁上升到2010-2015年期间的29岁。69 

在这方面，发达区域各国最近看到了生育

率上升，可以用近年来生育推迟速度的降

低来解释。70 

在发展中区域里，每个妇女所生子女的平

均数量下降了0.7，2010-2015年期间达到了

2.7个。尽管过去20年平均减少了一个孩子

以上，但撒哈拉以南非洲至今仍然是2010-
2015年期间妇女生育子女数量最多——4.6
个——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总生育率

各有不同，南非不足2.5个，中非和西非多

于5.6个。71 

并非所有的生育都是心中所愿，世界各地

想推迟或停止生育的数百万妇女都没有采

用任何避孕方式。在许多国家中，避免药

具使用与妇女养育子女的愿望之间存在

着差距——称为未得到满足的计划生育需

要。在世界各地，2014年，1.45亿已婚或

已经结合的生育年龄的妇女都有未被满足

的计划生育需要；如果算上使用传统避孕

方法的妇女，则有2.19亿。72 这种(已婚或

已经结合的妇女超过四分之一)未被满足的

需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在生育率很高

的国家，特别强73 (见关于健康的第2章)。

68 Ní Bhrolcháin和Beaujouan，2012。
69 联合国，2013h。
70 Bongaarts和Sobotka，2012。
71 联合国，2013h。
72 联合国，2013f。
73 联合国，20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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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妇女未得满足的计划生育需要很重

要，特别是因为它能使男女自由决定其子

女的数量、生育时间安排和生育间隔。未

得满足的计划生育需要也对人口数量有巨

大影响。估计，如果目前未得满足的计划

生育需要今后25年在97个发展中国家(不

包括中国)加速(与传统趋势相比)得到满

足，人口总数至2050年比目前趋势所示的

数量要少大约5.62亿人。74 

少女生育率

尽管普遍下降，但少女生育率 
在许多国家仍然很高

降低少女生育率(15至19岁女性的生育)对

改善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最终也对

青少年的社会经济福祉，都至关重要。在

过去的20年里，少女生育率几乎普遍下降 

(图1.19)，但近年来进展缓慢，许多国家的

青少年生育率仍然很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若干国家里，更是如

此。2010-2015年，安哥拉、马里和尼日尔的少

女生育率在15–19岁的少女中超过了17%。在

74 Moreland和Smith，20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一些国家(多米尼加共和

国、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中，少女的生育率

仍然很高(2010–2015年期间，少女生育率为

10%)。少女生育率高通常与早婚、意外怀孕、

计划生育需要未得满足及辍学有关。75 

75 联合国，2013g。

图1.18 
1990-1995年至2010-2015年期间按区域分列的每个妇女所育子女平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3a。

说明：按千年发展目标区域呈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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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外生育

婚姻与生育日益脱节。目前，更多的人是有了

孩子才结婚或者是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在非

正式结合为社会所接受的国家里，婚外生育

很普遍，而在其他国家里，此类结合慢慢

地比过去更为社会所接受。基于64个国家

的趋势数据表明，婚外生育的比例自197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增加，目前各国婚

外生育的普遍程度差异很大。76 

2000-2011年婚外生育最普遍的国家和地

区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法属圭亚那

(87%)、牙买加(85%)、巴拿马(83%)、委

内瑞拉(83%)和哥伦比亚(80%)。77 相比之

下，亚洲少数几个有数据可用的国家则显

示婚外生育水平非常低。婚外生育在经合

组织国家也越来越普遍。婚外生育的儿童

的比率增加了2倍，从1980年的11%增加到

2007年的几乎33%。婚外生育率在北欧国

家特别高，冰岛、挪威和瑞典婚外生育多

于婚内生育。相形之下，在同居率也很低

的国家里，如在希腊、日本和大韩民国，

婚外生育很罕见。78 

无子女

无子女在几乎各区域都在增加

不管是不是自主选择，许多妇女在其生育

寿命期间仍然无子女。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总的说来，无子女(以45至49岁从未

生育孩子的妇女的比例加以测量)在世界

各地都日益普及。无子女在避孕药具使用

不很普遍的环境中达到了3%左右，因为在

这些地方，一般都认为大家庭好，婚姻或

结合往往既早又普遍。79 在过去，无子女

水平较高一直与某些性传播感染有关。例

76 联合国，2013i。
77 同上。

78 经合组织，2011。
79 Bongaarts和Potter，1983。

如，1970年代和更早时期，由于成功减少

了性传播感染，撒哈拉以南非洲无子女现

象流行率有所下降。然而，最近，这与结

婚年龄推迟、终身未婚妇女的比例增加、

生育推迟到生育力下降的更大年龄及有意

选择不要孩子有更多的联系。

近年来，发达区域发现了无子女水平最高

(图1.20)。在这些区域的某些国家(芬兰、

爱尔兰和西班牙)里，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妇

女在生育寿命结束时都没有孩子。相形之

下，45至49岁无子女的妇女在发展中区域

通常不那么常见。在发展中区域中，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无子女的妇女比例最高；然

而，无子女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超过15%。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无子女妇女的比例

较低，不足10%，并且不断增加，只是增加

微乎其微。在亚洲各地，据记录看，通常无

子女的比例很少，45至49岁的妇女不生孩子

的不到10%。然而，一些亚洲国家(如新加

坡、泰国和大韩民国)，无子女现象快速增

加，1990年至2010年期间无子女的妇女的数

量增加了一倍多。只有高加索和中亚是世界

上近年来无子女现象停滞甚至减少的区域。

的确，这种趋势主要见于中亚，并且应当联

系该区域近年来生育的增加来解释。

4.  生活安排

生活安排也在变化。生育率不断下降、初

婚年龄不断推迟及离婚和不婚日益普遍，

都导致出现小家庭、单亲家庭和由年轻人

组成的单人家庭。年轻男女的生活安排受

到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差别的影响，也受男

女在开始组建家庭的规范与期望方面的差

别的影响。结果，妇女从童年过渡到成年

的年龄往往早于男子。例如，在欧洲国家

里，平均来看，有半数的妇女到24岁就从家

中搬出去，到26岁就与伴侣生活在一起，到

了30岁就有孩子了。相比之下，半数男子到

26岁就从家中搬出去，到29岁就与伴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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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到了34岁就有孩子了。80 

身为青壮年，男子比妇女更可能独自生活

在40个有数据可用的国家里，81 妇女在生

活于单人家庭的年轻人(15至29岁)当中不

到一半。然而在各区域中，也在同一区域

的各国里，都发现了巨大差异。在发展中

区域当中，撒哈拉以南非洲15至29岁妇女

在单人家庭中所占比例最低。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及亚洲比例稍高，其中有些国家，

包括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都非

常接近对等。在发达区域，妇女在独自生

活的年轻人当中所占比例在有数据可用

的各国里都很高，从爱尔兰的40%，到法

国、匈牙利和葡萄牙的49%，各不相同。

生活在单人家庭的男女的比例预计在较大

年龄组中会增加，因为终身未婚的人略

有增加。从全球来看，1990年代，45至49
岁的妇女有6%终身未婚或未结合；2000
至2011年期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9%。82 

就比例增加而言，发达区域较大(从7%至

12%不等)，发展中区域较小(从6%至8%不 

等)。在发展中区域里，终身未婚或生活

在结合中的妇女的比例迥然不同，亚洲、

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为6%或更低，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则为16%。

单亲母亲占了单亲家庭的四分之三强

随着离婚和分居的增加，随着婚外所生儿

童数量的增加，单亲家庭(子女只有父母

一方养育的家庭)在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

域的许多国家中都更加普遍。83  2010年左

右，单亲家庭在有数据可用的国家里所占

的比例各不相同，最低是阿尔巴尼亚的 

4%，最高是拉脱维亚的20%。

80 欧统局，2010。
81 基于IPUMS-International，2014。
82  统计司根据联合国2013i计算出的平均数。105

个国家的数据序列。

83 联合国，2014b。

在大约四分之三的情况下，单亲家长都是

母亲。这通常与母亲获得子女的监护权有

关。单亲母亲的数量相对稳定，2000年至

2010年期间可能略有下降，这表明与父亲

生活在一起或受共同监护的儿童数量有所

增加。单亲母亲家庭的母亲和子女都可能

面临着艰难的社会经济处境。例如说，单

亲母亲更可能比与伴侣共同生活的母亲贫

穷，也比单亲父亲贫穷(见关于贫穷的第8
章)。

由于婚姻和生育模式的变化，儿童的生

活安排也在变化。多数儿童——女孩和男

孩——依旧生活在父母双全的家庭，但是

也有越来越多的儿童生活在不那么传统式

的家庭里。例如，单亲家庭的儿童的数

量，在有数据可用的多数国家里，特别是

在发达区域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都有

所增加。84 目前，在经合组织国家中，18
岁以下的儿童73%与两个结婚父母生活在

一起，另有11%与两个同居父母生活在一

起，15%与单亲生活在一起，1%与父母双

方都不在一起。85 在发展中区域里，儿童

的生活安排稍有不同。例如，在撒哈拉以

84 联合国，2014d。
85 经合组织，2011。

图1.20 
2000年左右和2005年以后45至49岁无子女妇女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统计司根据人
口统计年鉴数据库(联合
国，2014b)和IPUMS-Inter-
national，2014加以计算。

说明：对数据未做调整(比
如，使用El-Badry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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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洲，一个孤儿(常常是由于艾滋病毒和

冲突所致)与寄养86 儿童比例很高的区域，

只有59%的儿童与父母双方生活在一起，

而25%与单亲生活在一起。剩下的16%不

与父母任何一方生活在一起，他们多数是

寄养儿童。87 

到了老年，妇女和男子生活比先前更独

立，通常是独自生活或两人生活，家中没

有儿孙。这种趋势主要是由于人口老化、

财务安全增强及家庭规范变化所致。88 老

年的生活安排男女彼此不同，在发达区域

更是如此，婚姻状况是决定此种安排的

一个重大因素。如上文所示，大多数国家

里，寡妇都多于鳏夫。与老年男子相比，

老年妇女可能比其配偶活得时间长，因为

妇女死亡率较低，并且往往嫁给年长几岁

的男子。配偶死后，老年妇女再婚的可能

小于男子。而男子比妇女更可能生活在婚

姻结合中。2005–2008年婚姻结合的人所

占比例在60岁及以上的男子当中占80%，

在同龄妇女中占48%。89 其他因素也促成

了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在某些社会中，关

于代际关系和家庭支助的社会规范规定，

年轻子女应赡养年迈的父母。此类规范在

许多国家都已经改变，在大量老年人都有

自己的养老金和收入的时候更是如此，并

且提供赡养的儿女和孙子孙女也少了。

86  寄养系指在父母至少一方活着的时间，把儿童

送给亲戚或非生身父母的其他人抚养。

87  基于2005-2013年期间最新可用的人口和保健

调查数据的30个国家的未加权平均数(2015年1
月访问)。

88 联合国，2013l。
89 同上。

到了老年，妇女比男子更可能 
生活在单人家庭中

从全球来看，老年妇女生活在单人家庭中

的可能比老年男子大(分别为19%和11%)，

与配偶生活在一起和没有儿女的可能比男

子小(分别为22%和29%)。

生活安排在发达区域与发展中区域之间大

不相同。在发达区域，总的说来，老年人

更可能离开年轻的家人独立生活。男女生

活安排在发达区域也大有区别。独自生

活的老年人的比例，妇女为33%，男子为 

16%；与配偶一起生活而无子女的老年人

的比例，妇女为37%，男子为58%。在发展

中区域，老年人的生活安排男女类似。90 

图1.21展现了部分有数据可用的国家按性

别列示的60岁及以上独自生活之人的比

例。在许多国家里，与同龄男子相比，这

个年龄组中独自生活的妇女的比例更高。

在各个区域和国家都发现，这个年龄独自

生活的妇女的比例差异巨大。例如，在瑞

士，是近40%，而在布基纳法索，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则不到2.5%。

9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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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部分有数据可用的国家按性别列示的60岁及以上
独自生活之人的比例

资料来源：由统计司根据IPUMS-International，2014加
以计算。

说明：这些百分比指明了独自生活的妇女或男子在60岁
及以上的男女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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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健康

导言

健康状况良好是一项根本人权，也是个人

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健康状

况良好系指一种完整的身体、心理和社会

安康，不只是没有疾病或体魄强健。1 

各地男女健康状况的不同取决于三个互相

关联的因素：发展、生理及社会性别。其

中每个因素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助于个

人走上不同的健康轨道。

发展不仅是指保健系统的发展，也指使用

水、卫生设备和运输基础设施机会增加方

面的发展，其为疾病负担提供了总体背

景。在发达区域全部健康负担构成已经实

现向非传染病转移，但在某些发展中区

域，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和

南亚，传染病，外加孕产、营养和新生儿

的状况，仍然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全民

1 世卫组织，1946。

健康保险是指所有人都以平等的方式毫无

经济困难地获得适足保健的制度，它只在

一些发达国家中建立起来了。2 它在发展

中区域的优先顺序安排，可能基于每个国

家的流行病状况、人口统计数据、经济资

源及保健系统的现状。3 

生理决定了男女特有的健康需要与脆弱

性。它是男子出现多种健康问题风险加

大、死亡率较高(从第一天起，并贯穿他

们一生)及预期寿命较短背后的主要因素

之一。不过，几十年来的医学和技术改善

正在延长男女的寿命。就妇女而言，正在

通过业已改善的保健系统和服务提供，越

来越多地满足孕产和生殖健康需要。4 例

如，在某些区域，包括发展中区域，产前

2 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2014。
3 Boerma等，2014。
4 联合国，2014a。

关键结果

•	 预期寿命过去20年对两性来说都有所增加——2010–2015年期间，妇女达到72岁，男子达到68
岁。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男女之间的差距也往往拉大。

•	 与妊娠和生育有关的健康状况，再加上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发展中区域造成15至29岁年轻妇

女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是因为这些死亡夺去了众多生命。

•	 这些年来，孕产健康状况显著改善，但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半数的孕妇在分娩期间

得到了适当照料。

•	 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域15至29岁年轻男子和发达区域15至29岁年轻妇女死亡原因中，受伤名列

榜首。

•	 各区域，吸烟在男子当中都比在妇女当中普遍。

•	 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流行率对两性来说都有所增加，目前肥胖症水平是妇女高于男子。

•	 乳腺癌和宫颈癌是侵袭妇女的最常见癌症。

•	 男子比同龄妇女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大，但死于此病的妇女比男子多，因为妇女往往活得

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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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 
健康方面性别统计的缺口

健康和疾病监测方案所用的许多指标，都有国

际商定的定义。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收集或

提供按性别和(或)年龄列示的优质数据。

这些年来，许多健康指标的提供情况与质量有

所改善，但差距依然很大——主要涉及数据质

量。例如，死亡指标要求提供按年龄、性别和

原因列示的出生和死亡优质数据(即完整而准

确的数据)。民事登记制度运行良好的多数国

家都定期制作此类数据。但许多国家缺乏覆

盖全国的民事登记制度。例如，总共195个国

家中，其中95个缺乏完整的死亡登记；“完

整的死亡登记”是指记录全部死亡的90%或更

多。这些国家几乎有一半都位于撒哈拉以南非

洲；其余的位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其他

部分。a 而且，完全的民事登记制度并非总是

化为可靠而及时的生命统计。根据国际上最新

可用信息，2011–2014年期间只有46个国家能

够至少一次提供按性别分类的可靠死亡统计数

据。b

在没有来自民事登记制度的可靠数据之时，也

用人口普查或住户调查等其他数据来源估计死

亡统计数据。然而，这些来源有其自身的局

限。从人口普查和调查获得的数据不常有，并

且可能有抽样和枚举失误。它们常常遭受误报

(例如关于死亡的年龄或原因)或少报(关于出

生或死亡)，这些都可能导致同一国家和同一

时期各种数据来源之间的不一致。c

《国际疾病分类》(《疾病分类》)是监测疾病

和其他健康问题发病率与流行率所用的标准分

类，由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维护。现版 

《疾病分类》第10版，1990年5月得到了第四

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的认可，1994年开始为世

卫组织各成员国所用。d 这个国际商定的系统

在100多个国家里用于报告按死亡原因列示的

死亡率，但数据覆盖范围与质量问题也很普

遍，各区域内部和各区域之间差异巨大。2007
年的一项研究e 表明，在1996-2005年期间，193
个成员国只有118个，占世界人口的75%，向世

卫组织至少报告了一次死亡原因的数据。区域

覆盖范围，欧洲为100%，非洲则只有6%。而

且，在这118个国家中，只有31个国家，占全

球人口的13%，制作了关于死亡原因的高质量

数据。f

孕产妇死亡率的可靠数据也很难获得，通常只

得加以估计，因为国家数据质量不高。g 即使

在民事登记制度运行良好的发达国家中，孕产

妇死亡也可能少报，原因很多，包括：疾病分

类编码分类错误及未发现或报告的妊娠(在妊

娠初期阶段、产后时期后期或者非常年轻或年

纪很老的孕妇死亡中更常见)。在民事登记制

度不力和孕产妇死亡率数据来自调查和人口普

查的国家里，此类少报现象发生更加频繁。h

过去的二十年里数据提供情况有所改善，但健

康数据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缺口。i 要努力填

补这种缺口，关键是必须加强出生和死亡登记

制度，包括制作可靠的死亡原因数据。另外还

必须开展涵盖优先健康领域的住户调查，在调

查和人口普查所有涉及健康问题中都按性别分

类，把性别平等视角用于健康统计数据制作的

各个阶段。j

a  民事登记覆盖范围文
档（由联合国统计
司加以维护，2014年
10月更新），联合
国，2014b。

b  人口统计年鉴数据
库 ， 2 0 1 5年 1月 最
后一次访问，联合
国，2015a。

c  关于儿童死亡率，例
如见儿基会，2014a。

d 世卫组织，2014a。
e  Mahapatra等，2007。
f  在使用《疾病分类》
最新修订版的国家
里，这意味着90%以
上的死亡都经医学鉴
定确认了死亡原因，
只有不足10%的死亡
编码归入了界定不清
的类别。

g  世 卫 组 织 、 儿 基
会、人口基金、世界
银行及联合国人口
司，2014。

h 同上。

i 联合国，2006。
j 联合国，2015b。

护理服务已经实现了全面覆盖。孕产健康

的其他方面也有所改善。然而，自1995年
《北京行动纲要》通过以来的20年里，各

国之间及各国内部仍然差别悬殊，包括在

分娩期间获得专业护理和急诊服务方面。

结果，在某些发展中区域，孕产妇死亡率

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5 

性别不平等及社会性别规范和期望仍然对影

响男女的健康状况发挥强有力的影响。早婚

和强迫婚姻之类的做法，再加上获得信息和

教育的机会稀少、在夫妇内部缺乏决策权和

5 见本章的有关各节。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都增加了少女和成年妇

女遭受性传播感染病包括艾滋病毒的机会。

还通过早孕和不安全堕胎，增加了孕产妇死

亡和发病的可能。传统的社会性别期待也可

能对男子产生有害影响。男子吸烟饮酒程度

远大于妇女。加上不健康的饮食和不活动，

吸烟酗酒就成了导致非传染病的极其重要的

行为健康风险因素。

本章意在阐明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男女

的不同健康轨道。本章第一部分勾勒了男

女健康的主要方面，包括预期寿命、全球

疾病负担和健康风险因素。第二部分探讨

了发展、生理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互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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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为它们都涉及与主要生命阶段，即

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生育时

期及老年时期有关的特殊健康状况。

A. 妇女和男子的健康

1.  出生时预期寿命

在过去20年里，男女的预期寿命都增加了

在1990-1995年至2010-2015年期间，两性的

出生时预期寿命6 都增加了。在全球层次，

妇女的预期寿命从67.1岁上升到72.3岁，男

子的从62.5岁上升到67.8岁。妇女往往比男

子活的时间长；在2010-2015年期间，妇女

的预期寿命平均比男子的长4.5岁。不过发

现区域差别巨大。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发达区域及高加索和中亚，妇女比男子多

活6至8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和南

亚则只多活2至3年。7 

在各个区域和多数国家都观察到男女预期

寿命增加了，但各地增加的模式并不一样

(图2.1)。1990年代，由于艾滋病毒疫情，

撒哈拉以南非洲预期寿命增加停滞。由于

艾滋病毒/艾滋病在那个区域对妇女的打

击强于男子，8 两性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从

1990-1995年期间的2.9岁下降至2000-2005
年期间的1.7岁。在这段时期内，这种影响

在南非极其显著，出生时预期寿命，妇女

由66岁下降到54岁，男子由59岁下降到51
岁。最近，预期寿命趋势已经发生逆转，

主要是因为新艾滋病毒感染的放缓，获得

艾滋病毒治疗的机会增加，疗效更佳，再

加上其他健康改善。9 虽然妇女的预期寿

命恢复得比男子的多，但撒哈拉以南非洲

6  出生时预期寿命是衡量人口总体健康状况的一

个指标。它源自特定年龄的死亡率，是指鉴于

目前的死亡水平一个新生儿童可以预期生活的

平均年数。

7 联合国，2013a。
8 艾滋病署，2013。
9 联合国，2013b。

2010–2015年期间两性之间2.4岁的差距并

没有达到艾滋病危机之前的水平(图2.1)。

性别差距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而拉大(图

2.1)。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性别差距最小

(2010-2015年期间为2.4岁)，这是由于总

体死亡水平高、艾滋病疫情在继续及孕产

妇死亡率普遍很高所致。10 该区域也是全

世界30个预期寿命不足60岁的国家的所在

地。塞拉利昂是世界上出生时预期寿命最

短的国家，妇女46岁，男子45岁；其次是

博茨瓦纳(妇女47岁，男子48岁)和斯威士

兰(妇女49岁，男子50岁)。博茨瓦纳和斯

威士兰也是2010-2015年期间预期妇女比男

子先死的国家(博茨瓦纳妇女的预期寿命

比男子的短1.5岁，斯威士兰则短1.2岁)。

在另一个极端，两个女性预期寿命最长的

区域也拥有最大的性别差距。在发达区

域，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1.1岁——比

男子长6.8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

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7.9岁——比男子长6.4
岁。在这两个区域，由于男子寿命延长进

展较快，所以过去20年里，两性差距略有

缩小。

发达区域各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高的预期

寿命率(图2.2)。例如，日本妇女可以预

期平均活到86.9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妇

女都活得长。在2010-2015年，有41个国

家的妇女预期寿命超过了80岁——20年前

只有12个国家。11 某些国家(澳大利亚、

冰岛、日本和瑞士)的男子也首次可以预

期活到80岁或更久。而且，在38个国家

里，2010-2015年期间男子的预期寿命超过

75岁(1990-1995年期间只有5个国家)。可

以发现，几乎所有的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

都在发达区域(只有新加坡例外)。

10  世卫组织、儿基会、人口基金、世界银行及联

合国人口司，2014。
11  基于2015年人口估计数至少100 000人且列入千

年发展目标名单的182个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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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预期寿命的最大差别见于俄罗斯联

邦，那里的妇女平均比男子多活13岁(74
岁对61岁)。七个性别差距10岁或10岁以

上的国家都是前苏联国家(白俄罗斯、爱

沙尼亚、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立陶

宛、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在这些国家

里，男子吸烟喝酒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关键

因素。12 高加索和中亚国家性别差距高达

8.1岁也与类似因素有关。

就特定水平的死亡率来说，预期寿命异常

小的性别差距见于东亚和南亚。这表明有

不平等的性别规范和歧视习惯。在出生时

预期寿命很长(在所有区域中，妇女的寿

命为第三长，男子的为第二长)的背景下，

东亚拥有各区域最小的性别差距(2.8岁)。

在过去20年里，由于男女预期寿命猛然陡

增，东亚预期寿命的性别差距略有缩小。

12 Leon，2011。

在南亚也看到了很小的性别差距(3.3岁)，

同20年前相比是一种改善，20年前男女预

期寿命差别只有一岁(妇女61岁，男子60
岁)。

2.  死亡率和死亡原因

从全球来看，在各个年龄组中， 
男子的死亡率都高于妇女

在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死亡风险变化巨大

(图2.3)。出生后第一个星期和第一月，

风险很高，接着陡然下降，在5-10岁时达

到一个低点，然后稳定增加，直到老年。

死亡率也因区域和性别不同而不同，对发

展中区域的男女来说都很高。在发展中区

域，两性合起来看，10岁以下儿童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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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990-1995年至2010-2015年期间按区域和性别列示的出生时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3a。

说明：包括1990-1995年至2005-2010年期间的估计数和2010-2015年期间的预测(中等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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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至少是发达区域的10倍，成人的死亡率

则大约高一倍。13 

一般说来，在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域中，

各种年龄的男子死亡风险都显然高于妇

女。发展中国家，主要由于感染病所致的

较高死亡水平往往有平衡性别差距的作

用。相比之下，在发达区域，男女之间的

死亡率差别很明显，感染病作为死亡原因

只起到很小的作用。

死亡原因也因为年龄和性别不同而异，在

各个区域和国家观察到的模式都同保健制

度发展与流行病从传染病到非传染病的转

变密切相连。世卫组织编写的《疾病分

类》包括了三种主要类别的死亡原因：第

一类包括传染病，14 但也包括孕产妇、新

生儿及营养状况；15 其他两个类别是非传

染病与伤害。16 

13 联合国，2013a。
14  传染(或感染)病由细菌、病毒或寄生虫等微

生物引起，可以由人传染给人或由动物传染

给人。下呼吸道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及腹

泻病是三种最突出的传染病。此类疾病的主

要风险因素包括水和卫生设备不安全、个人

卫生差、性行为不安全及健康服务不足(世卫

组织，2014a)。
15  孕产妇、新生儿及营养状况是分别涉及妊娠

和分娩、新生儿时期及营养不足的健康状况 

(世卫组织，2014a)。
16  非传染病是指不会传染，且常常——并非总

是——持续时间很长和普遍缓慢加重的疾病。

四种主要非传染病是心血管疾病(如心脏病发

作和中风)、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主要是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和哮喘)及糖尿病。多数

非传染病都深受吸烟、缺乏体力活动、饮食

不健康及饮酒过度等常见可预防风险因素的影

响。第三大类死亡原因是伤害。它包括非故意

伤害，如交通事故、摔倒、溺水或中毒所致伤

害，外加故意伤害，如自我伤害(自杀)、人际

暴力和集体暴力(世卫组织，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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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10-2015年按性别列示的出生时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3a。

图2.3 
2010-2015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生命周期期间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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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联合国人口司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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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增加在所有死亡原因中增加了非传染

病的比重。另外，与传染病有关的风险因

素，如营养不足、饮用水不安全及卫生设备

差的重要性，因为经济发展、基本基础设施

的改善和保健体系的完善而降低。

人口统计变化和发展进度也说明了其他没那

么突出——但多数可以预防——的死亡原因

比重下降的原因。2000年至2012年期间，新

生儿状况所致死亡的比重对女孩和男孩来

说都减少了大约25%，达到了男孩5%左右，

女孩4%。孕产状况所致死亡的比重减少了 

34%，在女性死亡总数中下降到1%。营养缺

乏所致死亡的比重，对女性人口而言下降了

20%，对男性人口来说下降了14%。

但伤害所致死亡的比重，仍然基本保持未

变。伤害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要常见得

多。例如，2012年，伤害所致死亡，男孩

和男子(340万人，或者说占全部死亡人数

的12%)比女孩和妇女多一倍(170万人，或

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7%)。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染病仍然是 
最普遍的死亡原因

死亡原因分布因区域不同而异(图2.5)。虽

然传染病在全球只造成了大约五分之一的

死亡，但它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是死亡

的主要原因，造成了几乎半数死亡。处于

另一个极端的是发达区域；在那里，在全

部死亡中传染病所占的比例，对妇女来说

只有5%，对男子来说是6%；而非传染病

在妇女的全部死亡中占了90%，在男子的

全部死亡中占了85%。

伤害在男子当中比在妇女当中要常见得多

伤害是男女差别最大的死亡原因。在拉丁

美洲可以看到最大的不同；在那里，伤害

所致死亡的比重男子比妇女高两倍(18%比

6%)，其次是西亚(21%比8%)及高加索和

中亚(11%比4%)，就比重来说，男子几乎

比妇女高两倍。在东亚差别最小；这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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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00年和2012年全世界按死亡原因主要类别和性别列示的死亡分布

非传染病在所有死亡原因中份量继续增加

图2.4显示2000年和2012年全世界男女死亡

主要原因的百分比分布。2012年，非传染

病是死亡的主要原因，造成世界各地70%
以上女性死亡和66%男性死亡。自2000年
以来，非传染病作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所占

比重，对男女来说都增加了八个百分点，

主要是因为传染病减少所致，因为传染病

的比重由23%减少到17%。目前，非传染

病是各个区域死亡的主要原因，只有撒哈

拉以南非洲例外。

传染病与非传染病之间均衡的变化反映了继

续不断的流行病与健康全球趋势转变。它是

人口统计年龄结构、疾病模式和风险因素变

化所致，也是保健体系发展的结果。老年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
卫组织(2014b)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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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性是8%，女性是7%。在东亚，相对

其他地区，伤害在全部男性死亡所占比重

极低，与在发达区域所看到的比例相似。

相反，伤害在全部女性死亡中所占比重相

对很高，主要是因为自我伤害、摔倒及交

通事故所占比例高于其他区域。伤害在全

部女性死亡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区域是南亚

(10%)。在那里，自我伤害和摔倒造成的

女性死亡率及其在全部女性死亡中所占比

重，都高于其他区域。17 

由伤害所致的男性死亡水平居高不下，常常

与可能涉及某些性别角色与期待的冒险行为

有关。另一方面，由伤害所致的女性死亡水

平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南亚和东亚国家中，

极可能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妇女在社会所

处弱势地位相连。例如，在孟加拉国妇女暴

力死亡率远高于男子的农村地区所做的一项

研究表明，这些死亡——特别是自杀，都与

无子女情况下遭受丈夫和亲人身心虐待、被

未来丈夫抛弃或者未婚妇女婚外怀孕有关。

死于暴力的离婚和守寡妇女也与社会经济困

难与被抛弃有关。18 

17 世卫组织，2014b。
18 Ahmed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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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2012年按死亡原因主要类别、性别及区域列示的死亡分布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2014b)的数据计算。

发展中区域与发达区域之间在生命周期期间
致死原因方面存在的差别仍然很突出

在生命周期期间致死原因的变化对男女来

说都一样。不过，发展中区域与发达区域

之间的差别却很明显(图2.6)。人生的第

一个月很独特，意思是说，两个区域这个

年龄的死亡多数源于产前或遗传情况。在

发展中区域里，头四个星期过后的儿童死

亡多数是由于传染病所致(70%)。在生命

历程中，在发展中区域，传染病作为死亡

原因越来越不重要；在70岁及以上的人当

中，传染病只导致了全部死亡的10%。随

着传染病越来越不重要，非传染病变得更

加突出了。在发展中区域里，非传染病造

成1个月至5岁的儿童死亡的11%，却导致

70岁及以上的人死亡的84%。在伤害成为

死亡原因时，则出现了不同模式。伤害作

为死亡原因在青少年和青壮年中最常见。

在发达区域也发现了有点类似的情形，不

过传染病却远没有那么突出。只有19%的1
个月至5岁的儿童死亡是由于感染病所致。

在所有较大的年龄组(5岁以后)中，感染病

在全部死亡原因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超过

10%。孕产状况和营养缺乏作为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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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忽略不计。发达区域通过有效预防和

治疗成功地减少了传染病，结果导致其他

死亡原因在全部死亡中所占比重增加。特

别是，非传染病目前在30至39岁的年龄组

中造成了63%的人死亡，在较大的年龄组

中造成了比重越来越大的死亡(在70岁及

以上的人当中最高达到92%)。

3.  健康风险因素

健康风险因素是指任何增加个人生病或受

伤可能的事物。风险因素可以是人口统

计、社会、经济、环境、生物或行为等性

质的因素。在多数情况下，风险因素都是

所有这些因素并发。

加重疾病负担最有力的成套风险因素在不

断变化。不过，巨大差别把发达区域与较

不发达区域分开。营养不足、水和卫生设

施未加改善、个人卫生差及固体燃料产生

的室内烟雾等风险因素，在发展中区域各

国中仍然非常重要。吸烟喝酒造成损害、

饮食差及缺乏锻炼，在发达区域大大加重

了非传染病的负担，但其作用在发展中区

域也在增加。在各个区域，不安全性行为

仍然是性传播感染特别是艾滋病毒感染的

主要风险因素，而社会性别规范、男性理

想及权力关系也助长了较高水平的非故意

伤害与人际暴力。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27 
    天

1–59 
   月

5–14 
     岁

15–29 
     岁

30–49 
     岁

50–59 
      岁

60–69 
  岁

70+
  岁

死
亡
比
例
(百

分
数
)

发达地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27 
    天

1–59 
       月

5–14 
  岁

15–29 
     岁

30–49 
      岁

50–59 
      岁

60–69 
      岁

70+
    岁

死
亡
比
例
(百

分
数
)

发展中地区
非传染病

传染病

孕产状况

伤害

营养缺乏

新生儿状况

图2.6 
2012年按死亡原因主要类别、年龄及区域列示的死亡分布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世卫组织(2014b)的数据
计算。

这一节探讨处理了男女死亡和发病的最重

要风险因素，即烟草使用、酒类消费、超

重和肥胖症以及糖尿病。所有这些因素，

在连续向作为死亡主要原因的非传染病转

变之时，都是极其重要的风险因素，从性

别的角度来看特别重要。其他风险因素，

如身体不活动和不安全性行为，在下文关

于青少年和青年健康一节加以讨论。造成

健康风险的环境因素，如未加改善的饮水

和卫生设施及家庭空气污染，将在关于环

境的一章加以讨论。

烟草使用

烟草使用是非传染病的第二大风险因素(仅

次于高血压)，占全球此类疾病所致死亡的

9%。19 它每年夺去近600万人的生命，其中

150万是妇女。20 烟草使用造成了全部癌症

死亡的22%，全球肺癌死亡的71%，21 也

是慢性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一大风

险因素。在妇女来说，吸烟也与乳腺癌有

关。22 

19 世卫组织，2011a。
20 世卫组织，2010a。
21 癌症机构等，2012；Eriksen等，2012。
22 Reynolds，2013；Gaudet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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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区域，男子吸烟都比妇女普遍，但在
发达区域和大洋洲有大量的妇女吸烟

妇女使用烟草的可能小于男子。2011年，

世界各地有8%的15岁及年龄更多大的妇

女吸烟， 23 而同龄男子则有36%，而且

这种性别差别在世界各区域都显而易见 

(图2.7)。然而，在若干国家里，吸烟是

大量女性人口的一种习惯。女性吸烟最盛

行的区域是发达区域和大洋洲。流行率至

少30%的国家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智

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法国、希腊

和基里巴斯。24 特别是在发达区域，妇女

吸烟几乎与男子一样多。例如，在澳大利

亚、奥地利、冰岛、新西兰、挪威、瑞典

及联合王国，男女吸烟的流行率只相差1
至2个百分点。

男子吸烟的流行率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之

间也各不相同。在大洋洲、东南亚和东

亚，15岁以上的男性人口有40%或更多的

都吸烟。除了大洋洲以外，这些区域的性

别差距也最大：吸烟在男子中很普遍，在

妇女中则很罕见。在国家层次，吸烟的性

别差距在亚美尼亚、孟加拉国、中国、埃

及、格鲁吉亚和印度尼西亚为45个百分点

或更多。在加勒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通常发现男子和妇女烟草使用水平都比较

低。

就男性吸烟来说，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

的差距已经缩小，因为发达国家吸烟的男

性减少了，而发展中国家的却增加了。男

女之间的烟草使用差距也在缩小。不过，

目前的烟草使用流行涉及男子与妇女，因

为多国烟草公司继续着重发展中国家的男

子和各地的妇女。25 

尽管多数吸烟者都是男子，但二手烟的

多数受害者却是儿童和妇女。例如，2004

23 世卫组织，2014c。
24 世卫组织，2013a。
25 世卫组织，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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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2011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15岁或以上的人的吸烟流行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2013a)附录10的数据计算。

说明：这个数字显示了2011年15岁及以上之人吸烟年龄标准化流行率估计数的未加权
平均数。吸烟系指在开展调查之时使用任何形式的烟草(包括香烟、雪茄和烟袋，不包
括无烟烟草)，包括日日吸烟和非日日吸烟。东亚的平均数以中国和蒙古两个国家为基
础。

年，二手烟估计已经造成600 000人早死。

儿童占此类死亡的四分之一强(28%)，妇

女占成年人死亡的64%。2012年涵盖11亿
人(全球人口的16%)的全面无烟立法，是

处理二手烟问题所采取的最广泛措施。26 

酒类消费

酒类消费是一个滋长许多不同疾病、伤害

和其他健康状况的健康风险因素。酒类的

有害影响基于三个主要机制：对器官和组

织的毒素影响；损害认知和情感功能的沉

醉；及造成不良社会经济影响的上瘾。酒

类对健康和社会后果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消

费量和饮酒模式(例如，“少量天天消费”

对“不时重度饮酒”)。27 

有害使用酒精每年造成大约330万人死

亡。2012年，全部死亡有6%(男性死亡的

8%和女性死亡的4%)归咎于酒类消费，包

括几种癌症、慢性肝病、心血管疾病及酒

26 同上。

27 Rehm等，2010；世卫组织，20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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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所致伤害。28 对妇女来说，心血管疾病

是归咎于使用酒精的最常见死亡原因；而

对男子而言，伤害和心血管疾病则极为常

见。考虑到以残疾调整生命年表示的疾病

负担，男女之间的差别甚至更大。29 2012
年的估计数表明，早死与涉及酒精使用紊

乱的残疾(综合了有害使用酒精与上瘾对健

康的影响)所致丧失岁数，就男子来看，比

妇女高两倍。30 然而，妇女的酒类消费更

加复杂。例如，妊娠期间饮酒的妇女可能

增加其新生儿可预防的健康状况风险。

使用酒精所致死亡与发病方面的男女差别

可以由所消费量与饮酒模式的不同加以解

释。此外，妇女体重较轻、肝代谢酒精的

能力较小、体脂比例较高等都是辅助因

素，使妇女即使摄取同样量的酒精，血液

酒精浓度也高于男子。

男子比妇女更可能饮酒和偶尔豪饮

从全球来看，在15岁及以上的人当中，

估计有29%的妇女和48%的男子目前都饮

酒31 (表2.1)。在所有区域32 和所有年龄组

中，目前饮酒妇女的比例低于男子的比

例。妇女始终平均饮酒少于男子，偶尔豪

饮也没有男子那么频繁。然而，两性在饮

28 世卫组织，2014d。
29  残疾调整生命年测量某一人口的疾病负担、伤

害和死亡。残疾调整生命年计算为早死所致丧

失岁数与疾病或伤害所致丧失工作能力岁数之

和。一个残疾调整生命年可视为健康生命损失

一岁。全民残疾调整生命年之和，或者说是疾

病负担，可以视为是一种测量健康现状与全民

没有疾病、没有残疾、活到高龄的理想健康状

况之间差距的数量(见：世卫组织，2015。www.
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met-
rics_daly/en/(2015年1月访问))。

30 世卫组织，2014d。
31  除非另有说明，这一节都基于世卫组织， 

2014d。目前饮酒者系指过去12个月消费酒精

饮料的人。

32  在整个酒精消费一节，国家集团都是基于世

卫组织的区域(见：www.who.int/about/regions/
en/)。

酒者比例、所消费酒量及饮酒频率方面

的差别，则各区域迥然不同。例如，2010
年，男女消费和饮酒模式的差别，在欧洲

和南北美洲较小，在东南亚区域和东地中

海区域则较大(表2.1)。33 在东南亚和西太

平洋，男子偶尔豪饮分别是妇女的11倍和

7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随之

而来的性别角色变化，妇女使用酒精一直

在增加。

超重和肥胖症

肥胖症流行率是妇女高于男子

从全球来看，几乎有300万人死亡与体重

过度有关；体重过度是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和癌症(包括乳腺癌)所致死亡与发病

方面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超重和肥胖症

通过代谢途径导致血压上升，胆固醇和甘

油三酯水平居高不下和胰岛素抗性，而这

三者本身都是引发几种慢性疾病的直接

风险因素。34 根据世卫组织，一个人身体

质量指数(通称体重指数——一种身高体

重指数)25或25以上被认为是超重，一个

人体重指数是30或30以上被认为是肥胖。

世卫组织估计，2008年，全球约有15亿20
岁及以上的成人超重，其中约三分之一

(5亿)肥胖，肥胖妇女(3亿)多于肥胖男子 

(2亿)。35 年龄标准化超重流行率是成年妇

女和成年男子相似(分别为35%和34%)，而

年龄标准化肥胖症流行率是妇女高于男子 

(分别是14%和10%)。

2008年的年龄标准化肥胖症流行率显示比

1980年的水平高了近一倍；1980年，估计

有5%的男子和8%的妇女肥胖。1980年至

2008年之间肥胖症流行率增加，有一半发

33 世卫组织各区域。

34  Finucane等，2011；世卫组织，2011a；世卫组

织，2009a。
35 Finucane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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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头20年；另一半出现嗣后8年。36 超重

和肥胖症流行率几乎是普遍上升，不过各

个区域和国家以及男女之间的模式迥然不

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流行率方面没有

表示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增加，而且没

有一个国家显示成年人口的超重或肥胖症

显著下降。37 

2008年，就区域而论，在西亚和北非发现

了超重成人(20岁及以上)最大比例：两

个区域都有66%的妇女超重；男子分别有

63%和53%超重(图2.8)。在两个区域的超

重人口中，有半数以上的妇女和大约30%
至40%的男子被认为是肥胖。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大洋洲、高加索和中亚以及发达

区域，超重和肥胖症流行率也很高，成年

女性人口半数以上超重，四分之一肥胖。

在这些区域里，超重流行率是妇女高于

男子，而发达区域例外，因为发达区域

50%妇女超重，59%的男子超重。超重流

行率和肥胖症流行率是南亚最低。在那

36 Stevens等，2012。
37 同上。

 

目前饮酒者在成人 
(15岁以上)中所占比例 

(百分比)  

饮酒者(15岁以上) 
人均消费酒精总量 

(升)  

成年饮酒者(15岁以上) 
偶尔豪饮的流行率 

(百分比)

世卫组织区域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非洲区域 40.2 19.6 2.1 22.4 13.2 1.7 20.3 8.3 2.4

美洲区域 70.7 52.8 1.3 18.0 8.0 2.3 29.4 12.3 2.4

东地中海区域 7.4 3.3 2.2 14.0 4.8 2.9 2.0 0.5 3.7

欧洲区域 73.4 59.9 1.2 22.7 10.1 2.3 31.8 12.6 2.5

东南亚区域 21.7 5.0 4.3 26.3 8.2 3.2 15.4 1.4 10.9

西太平洋区域 58.9 32.2 1.8 19.0 7.1 2.7 23.1 3.2 7.3

世界 47.7 28.9 1.6   21.2 8.9 2.1   21.5 5.7 3.8

表2.1 
2010年按性别和世卫组织区域列示的目前饮酒者在成人(15岁以上)中所占比例、饮酒者人均消费酒精总量
以及成年饮酒者偶尔豪饮的流行率

资料来源：世卫组织，2014d。

说明：基于世卫组织的区域 
(见：www.who.int/about/re-
gions/en/)。目前饮酒者指
过去12个月消费酒精饮料的
人；大量饮酒者指起码每月
至少有一次消费纯酒精(多
数国家的6＋标准饮料)60克
或更多的人。

里，16%的妇女和13%的男子被认为超重；

肥胖症流行率是妇女4%，男子2%。

肥胖症对太平洋岛屿妇女来说 
成了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国别数据表明各区域内的肥胖症情况差异巨

大。例如，在大洋洲，区域估计数以巴布亚

新几内亚为主，它占了该区域人口的75%。

这个国家的超重和肥胖症流行率比较高(妇

女和男子的超重流行率分别为50%和45%，

肥胖症流行率分别为20%和12%)。这个区域

也包括世界肥胖症流行率最高的国家：按降

序排列，依次是汤加、萨摩亚、基里巴斯和

密克罗尼西亚，妇女肥胖症流行率在53%至

70%之间，男子的在31%至49%之间。

在西亚和北非，埃及、约旦、科威特、利

比亚、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

显示出妇女肥胖症比率非常高——在41%
至52%之间，男子则在22%至37%之间。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巴哈马、巴巴多斯和

伯利兹女性肥胖症估计数超过40%，男子

肥胖症较低，在22%至2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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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在身体不能产生

足够的血糖调节激素胰岛素时，或者身体

不能有效利用其产生的胰岛素时发生。全

球所有糖尿病病例约90%是二型糖尿病，

主要由饮食不健康、超重和身体不活动所

致。因此，二型糖尿病通常是可以预防

的。过去主要是中年人和老年人感染，但

如今有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儿童感染。一

型糖尿病是通常始于儿童和青壮年的自身

免疫过程所致。

糖尿病也可能对孕产妇健康造成消极影

响。妊娠期糖尿病或妊娠期间患的其他糖

尿病，如不治疗，可能导致生育显然较大

的婴儿(通称“巨大胎儿”)，增加发生难

产之类并发症的风险，可能威胁母亲和新

生儿双方的生命与健康。38 此外，患妊娠

期糖尿病的母亲所生婴儿本身一生肥胖和

患糖尿病的风险更大。39 

从全球来看，估计全部糖尿病病例几乎有

半数未确诊，这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

未确诊的糖尿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某些

低收入国家中特别普遍，有多达90%的病

例都没有检查出来。即使在高收入国家

里，也有大约三分之一患糖尿病的人未确

诊。40 时间久了，糖尿病不加治疗，会严

重损害身体系统，包括神经和血管。

从全球来看，在2000年和2012年期间，糖

尿病所致死亡率与发病率都增加了，主要

是由于生活方式变化助长了非健康饮食，

使身体不活动更加严重，结果导致体重过

度。就全球而论，44%的糖尿病负担可归

咎于超重和肥胖症，另有27%可归咎于身

体不活动。41 

38 非传染病联盟，2011。
39 糖尿病联合会，2013。
40 同上。

41 世卫组织，2009a；世卫组织，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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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2008年按区域列示的20岁及以上男女超重(身体质
量指数25或25以上)流行率和肥胖症(身体质量指数
30或30以上)流行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2013b)的数据
(2014年9月23日检索)计算。

说明：基于年龄标准化估计数的加权平均数。

2013年，世界各地有8%的成年人(20至79
岁)或者说3.82亿人患有糖尿病。42 其中几

乎有半数患者(48%)年龄在40岁至59岁之

间。这个年龄组1.84亿患有糖尿病的人80%
以上生活在低中收入国家。43 

总的说来，糖尿病流行率最高的是西亚

(男女均为15%)和北非(图2.9)。在各国

中，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和瓦努

阿图都以糖尿病流行率极高(妇女的流行

42  世卫组织定义为空腹血糖水平起码为每升7.0毫
摩尔或者在服用糖尿病药物。

43 糖尿病联合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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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36%、27%和25%，男子的分别为 

35%、31%和23%)而引人瞩目。

从全球来看，发现糖尿病流行率在男女之

间几乎没有区别。2013年，患有糖尿病的

男子稍微多于妇女(1.98亿男子和1.84亿妇

女)。44 不过，从区域层次看，还是观察到

了一些性别差异(图2.9)。特别是在北非，

流行率是妇女高于男子(13%对11%)；在

高加索和中亚(妇女4%对男子7%)和东亚 

(妇女8%对男子10%)则较低。

就死亡率而言，2012年约有150万人死于

糖尿病。总的说来，糖尿病在全世界死亡

主要原因名单上位列第八，10多年前则位

列第十。在糖尿病所致死亡总数中，男女

之间几乎毫无区别。45 

B.  关于健康的生命周期视角

1.  儿童健康与存活

生命早期的营养、免疫及支助环境是决定

儿童健康与存活及其身体、认知及情感发

展的关键因素。儿童的最佳发展也有助于

在青少年期养成健康习惯，在成年生命中

减轻疾病负担。特别是女孩的健康与营养

影响生育岁月的孕产健康，也影响后代的

生存与福祉。

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

儿童存活在各区域都有所改善

在过去二十年里，减少儿童死亡率取得了

巨大进步。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1990
年和2015年期间下降了一半多——从每 

1 000胎活产死亡90个下降到2015年的43
个。46 年度减少率从1990-1995年的1.2%增

加到2005-2013年期间的4.0%。就全球来

44 同上。

45 世卫组织，2014b。
46 联合国，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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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2013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20至79岁成年人的糖尿病流行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2013)的数据和2014年与糖尿病联合会
的通信加以计算。

说明：在估计糖尿病的流行率时考虑到了未确诊的糖尿病病例。基于糖尿病联合会提供
的“比较数据”的加权平均数。

说，五周岁之前死亡的儿童人数从1990年
的1 270万减少到2015年600万左右。

儿童存活在各区域都有所改善，但仍然存

在着巨大差异。47 2013年，5岁以下儿童的

死亡率各不相同，发达区域为每1 000胎活

产死亡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为每1 000胎
活产死亡92个。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

东亚(减少7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北

非(两个区域均减少67%)实现了骤减。而

撒哈拉以南非洲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只

减少了49%。这个区域显示了全球5岁以前

死亡儿童总数的增加量，这部分是由于人

口增长。2013年，五周岁之前死亡的儿童

有半数生活在该区域。

最年幼儿童占了5岁以下死亡儿童的多数。

儿童死亡多发生在生命的第一年(婴儿死亡

率)，其中多数在头四个星期内(新生儿死

亡率)。48 从全球来看，新生儿死亡的主要

原因是新生儿并发症(35%)、生育和分娩

47 儿基会，2014a。
48 儿基会，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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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并发症(24%)及败血症(15%)。合

起来看，这三种原因造成了几乎四分之三

的新生儿死亡。49 

过了人生的第一个月之后，侵袭儿童的

系列威胁生命的疾病就改变了。在世界

各地，2012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儿童是由

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46%)及呼吸道感染

(23%)而死。非故意伤害是造成死亡的第

三大原因(9%)。50 在1个月和5岁之间的绝

大多数死亡(99%)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的儿童面临着一系列完全不同

的疾病与健康状况。比较而言，发达区

域由于呼吸道感染及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19%，而发展中区域则为70%)而死亡的

儿童较少。相反，其他原因则更为突出：

先天性异常(28%)和非故意伤害(16%)是

导致死亡两大原因，造成这个年龄组几乎

一半儿童的死亡。51 

新生儿死亡在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中所

占比例从1990年的37%增加到2013年的 

43%，因为1990年和2013年期间的新生儿

死亡率减少比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总体减

少来得慢。52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的减少主要是由于传染病——

即肺炎、腹泻、疟疾及麻疹——的预防或

治疗有了改善。这些疾病往往侵袭已经渡

过新生儿阶段的儿童，随后使新生儿死亡

在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中占有更大的份

量。53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各区域都是 
男孩高于女孩，南亚例外

从全球来看，2013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估计男孩为每1 000胎活产死亡47个，女孩

死亡44个，结果导致男性死亡107个对女

49 同上。

50 世卫组织，2014b。
51 同上。

52 统计司根据儿基会(2014a)的数据计算。

53 儿基会，2013a。

性死亡100个的性别比例。女孩的死亡率

较低，反映出了女性的生存优势，它始于

子宫中，在出生后继续保持。先天的生物

差异使男孩更脆弱，更容易生病和早死。

在没有性别歧视的情况下，女孩的死亡率

低于男孩，并且这种生物优先持续一生，

导致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总体较高。

在几乎所有区域，5岁以下的男孩死亡率

都高于女孩(图2.10)。比如，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2013年每1 000胎男孩活产有98个
死亡，每1 000胎女孩活产有86个死亡，结

果就变成了男女死亡率比例为114。5岁以

下年龄组男性死亡率较高这一普遍模式的

唯一显著例外是南亚。在南亚，这一区别

反映了女孩的弱势，意味着有性别歧视习

惯。1990年，南亚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

性别比例是100个女孩对97个男孩，5岁以

下儿童死亡的总体水平是每1 000胎活产有

126个死亡。2013年，在死亡水平下降一半

以上至每1 000胎活产有55个死亡之后，性

别比例稳定在100。

图2.11显示了195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女孩

和男孩5岁以下的死亡率。图中用两条线

具体说明性别均等与潜在性别歧视。灰色

虚线显示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死亡均等——

也就是说，女孩的死亡率等于男孩的死亡

率。然而，由于从生物角度来看，基于遗

传、激素和免疫方面的差异，男孩比女孩

更容易生病和出现某些健康状况，54 在没

有任何性别偏好或歧视的情况下，预期性

别比例会高于100这个值，表明在5岁以下

儿童当中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死亡率。因

此假定，观察所见100或100以下的性别比

例都是歧视女孩所致。

在没有性别歧视的情况下预期性别比例可

能会随着死亡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男

性的脆弱程度随疾病环境的广度和构成而

54 Austa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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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55 图2.11中的灰色实线显示了在5岁
以下儿童中所观察到的不同程度男性死亡

率对应的预期女性死亡率，基于Alkema等
最近所做的研究。56 、57 对于性别比例下降

到接近或低于均等线的国家来说，可以认

为存在着对女孩的歧视。

5岁以下儿童死亡性别比例最低的国家是

印度，比例为93(5岁之前死亡的男孩和

女孩的比例是93比100)。这也是唯一一个

5岁以下儿童死亡性别比例低于100(死亡

的女孩多于男孩)的国家。2013年，单是

印度就占了全部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的 

21%。因此，这个5岁以下儿童死亡低性别

比例正把整个南亚，确实还有全世界的平

均数往下拉(图2.11)。女孩死亡率较高可

能同印度普遍重视男孩密切相关，具体表

现在从父母对营养、接种疫苗、获得保健

55  Preston，2007；Drevenstedt，2008；Sawyer， 

2012。
56 Alkema等，2014。
57  此线是以1950年以来关于儿童死亡率的全部可

用国家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的结果，不管这些

国家是否存在性别歧视习俗。就此而言，此线

有助于确定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某一水平的汇

总平均数的异常值。

治疗和整个父母照料角度来看，男孩受到

了特殊待遇。58 

Alkema等最近就5岁以下儿童死亡全球性

别比例所做研究59 查明有10个国家2013年5
岁以下儿童死亡性别比例异常，它们全都

高于预期女性死亡率(阿富汗、阿尔及利

亚、孟加拉国、埃及、印度、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约旦、尼泊尔、巴基斯坦、沙特

阿拉伯)。

营养不足

儿童的营养状况是三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食物摄取、健康状况以及父母照料与保

健。60 营养缺乏是发展中国家里死亡的第

六大原因，也是5%儿童(1至59个月)死亡

的直接原因。 61 营养缺乏削弱了免疫系

统，增加儿童生病，特别是罹患肺炎、腹

泻、疟疾及麻疹等传染病的脆弱性。从全

球来看，5岁以下儿童死亡有近一半归咎

58 例如见，Pande，2003；Oster，2009。
59 Alkema等，2014；儿基会，2014a。
60 儿基会，2013b。
61 世卫组织，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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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营养不足。62 它不仅是一种直接的健康

威胁，而且也有长期后果。它妨碍了最佳

健康与成长，而且众所周知，也导致大脑

发展欠佳，而大脑发展欠佳反过来又影响

认知能力和未来表现。63 

在世界各地，有15%的儿童体重不足。64 、65   

5岁以下体重不足儿童比例最高的区域是

南亚(32%)和撒哈拉以南非洲(21%)。男

孩比女孩更可能体重不足。在有比较数据

可用的127个国家(遍布各区域)的近半数

国家(58个)中，男女的性别比例高于11566  

(图2.12)。这其中许多国家都位于撒哈拉

62 儿基会，2014b；Black等，2013。
63 儿基会，2013b；Spears，2012。
64  儿童如果体重比世卫组织年龄标准儿童生长标

准中位数低2个标准差，就是体重不足。

65 儿基会，2014c。
66  体重不足流行程度性别比例在85至115之间被

当作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性别均等”

窗口。儿基会，2013b。

图2.11 
2013年195个国家5岁以下儿童男性和女性死亡率(每1 000胎活产的死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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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非洲。这个不利男孩的失衡性别比例

反映了男孩易于生病的生物脆弱性，而不

是被忽视或者女孩受到优待。67 这种模式

也有例外，如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情况(图

2.12)(显示女孩体重不足流行率更高)，表

明了对女孩的歧视。

尽管体重不足概念兼备暂时和长期营养不

足两方面，但发育迟缓只是因为长期营养

不足所致，特别是在生长和发育的最关键

时期，从出生之前，持续到2岁左右。矮

小儿童68 可能看起来身材均称正常，但就

其年龄来说就太矮了。

从全球来看，2013年，5岁以下的儿童有

四分之一矮小——等于全世界有大约1.64
亿矮小儿童。69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

观察到儿童长期营养不足非常普遍，10个
儿童中就有4个矮小。

这两个区域合起来，拥有世界全部矮小儿

童的近四分之三。与体重不足的情况类

似，男孩比女孩更可能矮小。这在有数据

可用的128个国家的111个国家里是显而易

见的，其中21个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高于

115。70 女孩在14个国家中更可能矮小，在

剩余三个国家中其比例是相同的。71 

免疫接种

免疫接种是一种成本效益显著的公共卫生

战略，可以预防多种可能威胁生命的儿童

疾病，如白喉、麻疹、百日咳、肺炎、小

儿麻痹症、轮状病毒腹泻、风疹和破伤

风。估计，在全球各地，免疫接种每年防

67 联合国，1998。
68  5岁以下的儿童如果年龄身高比低于世卫组织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2个标准差，就被

认为是矮小。

69 儿基会，2014c。
70  体重不足流行程度性别比例在85至115之间被

当作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性别均等”

窗口。儿基会，2013b。
71 儿基会，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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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了大约200万至300万人死亡。72 虽然在

某些国家可以发现男孩和女孩的免疫接种

覆盖面差别相当大，但也没有看到重大的

系统偏向。在某些国家，女孩免疫接种覆

盖面更大，而在其他国家，则是男孩免疫

接种覆盖面更大。73 

2.  青少年和青壮年

青春期是总体健康良好、死亡率低的时

期。然而，这个时期所做的许多生活方式

选择在后来的人生中都会产生消极后果。

估计至少有70%的成年人早死出自青春期

开始或增强的行为，如饮食不健康、使用

酒精和烟草、药物滥用、不安全性行为及

身体不活动。74 青春期也是少女少男举止

行为日益模仿成人性别角色的年龄。在某

些社会中，青春期女孩被迫早婚早育，她

们获得健康信息的机会很少，自我决定的

权力也很小。青春期男孩通常养成与男子

汉形象有关的有害习惯和危险行为。所有

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女孩和男孩走上不同

的健康与生存轨道。

少女怀孕及孕产状况所致死亡

妊娠和分娩期间的并发症是发展中区域 
15至29岁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

已经生育过的青少年(15至19岁)所占的百

分比过去二十年间有所下降，但在非洲，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若干国家中依然很高

(见关于人口与家庭的第1章)。早育，特

别是15岁以下女孩早育，给年轻母亲及其

新生儿都带来了健康风险。这部分是由于

少女身体没有充分发育，也由于这个年龄

组中贫血和营养不足比率普遍很高。许多

72 世卫组织，2014e。
73  基于62个有2003年至2012年期间数据的国家的

免疫接种覆盖面(所有疫苗接种)审查。人口和

保健调查，2014。
74 Resnick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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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怀孕也都是意外怀孕，导致堕胎，常

常是不安全堕胎，其发病和死亡风险都很

高。2008年，发展中国家(除了东亚)全部

不安全堕胎有15%发生在15岁至19岁的女

孩中。75 

与怀孕和分娩有关联的并发症是世界各地

少女和青年妇女(15至29岁)死亡的主要原因 

(表2.2)。然而，几乎所有的孕产妇死亡

(99%)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76 在发达区

域，孕产状况所致死亡率是发展中区域的

1/20。在发达区域，其他死亡原因，如自我

伤害和交通伤害，高居15岁至29岁男女死亡

清单之首，但男子的死亡率高得多。

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毒

不安全性行为是少年和青年健康的一个主

要风险因素，导致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

病毒。预防此类感染的挑战包括获得高质

量青年友好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及全面性

教育的机会不足。77 

75 Shah和Åhman，2012。
76 世卫组织，2014b。
77 艾滋病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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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罹患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的风险大于

男子，因为她们生理更脆弱。助长妇女感染

率高的其他因素为：性别不平等，包括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孩的行为；获得信息、教育和

经济机会方面的不同平等；早婚习俗，包括

嫁给年长伴侣；缺乏谈判能力。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年轻妇女新感染 
艾滋病毒的人数高于年轻男子

艾滋病毒新感染在全球都在减少，但仍然

集中在年轻人中。2012年，15岁和15岁以

上成年人全部新感染有大约40%都发生在

15至24岁的年轻人中。78 

从全球来看，15至24岁的年轻妇女的艾滋

病毒新感染人数比同辈男子高50%。这种

易遭艾滋病毒感染的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最严重，青壮年人口全部艾滋病毒新感

染有72%发生在那里(图2.13)。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各次区域，2012年年轻妇女新感染人

数大约是年轻男子的两倍。在世界其他区域

中，感染的年轻男子多于年轻妇女——此为

艾滋病毒主要通过男子之间的性行为或静脉

注射毒品传播的区域的特有模式。比如，在

拉丁美洲、东亚和发达区域，年轻男子的新

感染人数大约是年轻妇女的两倍。

78 同上。

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全球15至29岁妇女死亡

的第二大原因；是同年龄男子死亡第四大

原因。驱动这种排位的是发展中区域，特

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发展中区域里，

艾滋病所致死亡率，妇女为17/100 000，男

子为13/100 000。在发达区域中，相应比率

分别是2/100 000和4/100 000。79 

在发展中区域，有多个性伴侣的年轻人(15
至24岁)使用安全套有所增加。然而，安全

套使用在许多国家总体来说仍然比较低，

妇女使用少于男子。80 、81 年轻人有关艾滋

病毒的全面知识过去15年在多数发展中国

家中有所增加，但改善平均来看微乎其

微，水平仍然很低，在年轻妇女中更是如

此。82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30%的年轻

妇女和37%的年轻男子全面正确地了解艾

滋病毒和艾滋病，对两组人来说，自2000
年以来，比例增加不到10个百分点。83 

伤害

冒险和探索边疆是青少年生物和心理发展

的一部分。84 不论是就短期而言，还是在

其整个生命过程中，此类行为都可能导致

健康风险。交通伤害是全球15至29岁年轻

男子死亡的惟一最大原因，其次是人际暴

力和自我伤害(表2.2)。这三种死亡原因在

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的年轻男子中占主

导地位。它们也在发达区域年轻妇女中占

主导地位，只是排位有些不同。自我伤害

是发达区域年轻男子死亡的头号原因。

79 世卫组织，2014b。
80 艾滋病署，2013。
81  根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现有数据，2014年

在年轻妇女和年轻男子之间使用安全套存在着

19个百分点的差距。联合国，2015c。
82 联合国，2015c。
83 同上。

84  Blum等， 2012；Patton等， 2012；世卫组

织，2014f；Viner等，2012。

图2.13 
2012年(15至24岁)年轻男女新感染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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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是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 
年轻男子死亡的主要原因

年轻男子比年轻妇女更可能死于故意和非

故意伤害(2012年在15至29岁的人口中死亡

人数分别占36/100 000和95/100 000)。就全

球而言，这只说明了2012年半数15至29岁
年轻男子死亡的原因。85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东南亚，交通事故

对年轻男子来说特别致命，相应死亡率分

别为41/100 000、37/100 000和34/100 000。
就故意伤害而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撒

哈拉以南非洲也很突出。因个人之间暴力

所致的男性死亡率在这两个区域最高，分

别是92/100 000和41/100 000。在西亚，集体

暴力和法律干预86 所致男性死亡率最高，为

85 世卫组织，2014b。
86  集体暴力所致死亡是指在自认是某些群体成

员的人对另一个群体或一帮个人使用暴力，

以此为手段以达到政治、经济或社会目的背

景下发生的死亡。各种形式的集体暴力已经

得到确认，包括：(a) 国家内部或国与国之间

发生的战争、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他暴力政治

冲突；(b) 国家实施的暴力，如种族灭绝、镇

压、失踪、酷刑及其他践踏人权行为；(c) 有
组织暴力犯罪，如土匪行为和帮派械斗。法

律干预所致死亡包括警察或其他执法代理，如

妇  女 男  子

具体原因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100 000)

具体原因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100,000)

世界排位 死亡原因 世界 发达区域 发展中区域世界排位 死亡原因 世界 发达区域 发展中区域

1 孕产状况 17 1 20 1 交通伤害 28 19 29

2 艾滋病毒/艾滋病 15 2 17 2 人际暴力 19 8 21

3 自我伤害 11 5 12 3 自我伤害 16 21 15

4 交通伤害 8 6 8 4 艾滋病毒/艾滋病 11 4 13

5 腹泻疾病 6 0 7 5 溺毙 6 4 7

6 下呼吸道感染 5 1 6 6 下呼吸道感染 6 2 7

7 人际暴力 4 2 4 7 集体暴力与法律干预 5 1 6

8 结核病 3 1 3 8 缺血性心脏病 5 3 5

9 火灾、热浪和高温物体 3 0 3 9 腹泻疾病 4 0 4

10 缺血性心脏病 3 1 3 10 脑膜炎 4 0 4

表2.2 
2012年按区域列示的年轻男女(15至29岁)死亡的具体原因(按性别世界各地前10位具体死亡原因)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2014b)的数据计算。

92/100 000。

心理健康

估计每四五个年轻人就有一个会在某一年

患至少是心理失常。87 确切人数很难定，

因为缺乏可用信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也因为基础研究所用方法不同。许多

心理健康失常都始于青春期，但常常是在

生命晚些时候才查出来。这会延迟可能改

善个人生活质量甚至预先阻止死亡的专业

化护理。

心理失常大大增加了年轻男女的死亡以及

年轻时及后来人生的相关疾病负担。在15
至29岁的年轻人中，与单相抑郁症和焦虑

症有关的早死和残疾所致损失年数(残疾

调整生命年88 )，是妇女多于男子(就单相

抑郁症来说，是每1 000人15年对9年；就

焦虑症来说，是每1 000人7年对4年)。就

值勤军人，在逮捕或试图逮捕犯罪者、镇压动

乱、维持秩序或其他法律行动过程中所加伤害

导致的死亡(世卫组织，2002)。
87 Patel等，2007。
88  残疾调整生命年的定义，见关于酒精消费一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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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使用失常和药物使用而论，残疾调整

生命年年数是年轻男子高于年轻妇女(分

别为每1 000人9年对2年和每1 000人6年对

3年)。然而，就精神分裂症和双相失常来

看，男女是相似的(每1 000人1至2年)。89 

在除了南亚和东亚的所有区域中，自杀率 
都是年轻妇女低于年轻男子

就死亡而论，自我伤害(自杀)是年轻妇女

和年轻男子第三个单一主要死亡原因(表

2.2)。2012年，世界各地在15岁至29岁之

间有几乎100 000名年轻妇女和超过140 000
名的年轻男子自杀。90 在发达区域，自我

伤害是年轻男子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年

轻妇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在多数区域，

自杀率是男子远高于妇女，在发达区域、

高加索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撒哈

拉以南非洲更是如此。南亚和东亚非常突

出，它们是世界仅有的两个年轻妇女自杀

率略高于年轻男子的区域。自杀率在南亚

特别高，每100 000名女性人口就有28人
死亡(相比之下，世界各地为每100 000名
女性人口就有11人死亡，发展中国家为每

100 000名女性人口就有12人死亡)。

药物滥用和身体不活动

许多女孩和男孩在青春期期间开始学吸烟

喝酒，增加了人生后来感染非传染病的风

险。与成年人情况一样，在各区域，目前

都是喝酒的青春期男孩多于其女性同辈。

青春期男孩(15-19岁)重度饮酒次数大约是

同龄女孩的三倍(17%对6%)。年轻男女重

度饮酒最高比率见于欧洲、南北美洲和西

太平洋区域。91 

89 世卫组织，2014g。
90 世卫组织，2014b。
91 世卫组织，2014d，世卫组织区域。

吸烟在某些国家十几岁的女孩中与 
在男孩中同样流行或者更流行

2008年和2012年期间所做调查表明，在世

界各地的21个国家中，十几岁的女孩92 同

样可能吸烟，在某些国家中甚至比男孩更

可能吸烟。这其中12个国家位于欧洲。在

它们当中，女孩烟草使用率高于男孩，

西班牙是高8个百分点，瑞典是高7个百分

点，捷克共和国是高6个百分点。93 

在发展中国家里，13至15岁的女孩 
比同龄男孩更不可能锻炼身体

童年和青春期身体不活动从短期和长远来

看，都有损于健康，增加了早患非传染病

和早死的风险。94 身体活动不仅维持健康

的体重，而且也增进了心理安康、社会发

展、教育表现，协助减少使用烟草、酒

精和毒品，从而培养较健康的青少年人

口。95 尽管有这些好处，可许多青少年还

是达不到世卫组织推荐的身体活动水平 

(图2.14)。在所调查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里，女孩锻炼少于男孩，这意味着青少

年的身体活动机会和(或)偏好有所不同。

身体不活动，饮食又差，都促使儿童和青少

年超重更加普遍。96 女性和男性青少年的超

重比例因区域而异(图2.14)。对男女两性来

说，最高超重比率见于大洋洲，最低见于撒

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然而，就性

别差异而论，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往往

是女孩超重比率高于男孩，而西亚和东南亚

则是男孩超重比率往往高于女孩。

92 在多数国家里，数据都指13岁至15岁的人。

93 世卫组织，2013c。
94 世卫组织，2014h。
95 世卫组织，2014i。
96 世卫组织，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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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妇女的生育岁月

妇女的生育岁月是以青春期(和月经开始)

和停经为界，大约涵盖15岁至49岁。从全

球来看，妇女这个时期的健康状况以涉及

性和生殖健康的问题为主。全球和发展中

区域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艾滋病毒/艾滋

病及孕产状况。2012年，在发展中区域，

这两个原因所致女性死亡率分别占15至49
岁女性人口死亡的34/100 000和19/100 000 
(表2.3)。在发达区域，孕产状况不是死亡

的主要原因(1/100 000的死亡率)，而艾滋

病毒/艾滋病却名列排位最高的死亡原因

之列(6/100 000)，外加乳腺癌、缺血性心

脏病及自我伤害。在同一年龄组中，男子

的死亡原因，在发展中区域以艾滋病毒/
艾滋病及交通伤害为主，在发达区域以自

我伤害及缺血性心脏病为主(表2.3)。

这一节着重生殖和孕产健康的主要构成因

素，包括获得避孕方法的机会、预防不安

全堕胎、获得产前保健的机会及分娩时的

专业保健。这些关键领域的改善可以拯救

每年因妊娠和分娩等相关原因而死亡的近

300 000名妇女中的许多人。本节以涉及艾

滋病毒和艾滋病的问题结束。

避孕药具使用

计划生育是生殖健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

面，因为使用了现代的避孕方法，妇女就

可以避免意外怀孕。意外或违愿怀孕可能

是人生中太早怀孕，上次怀孕之后太快怀

孕或者已经达到理想家庭规模后怀孕。像

任何怀孕一样，违愿怀孕也有落下残疾甚

至死亡的风险，但也因为堕胎特别是不安

全堕胎而增加健康风险。与在医疗安全环

境中由专业人员所做堕胎不同，不安全堕

胎感染并发症的风险很大。根据世卫组织

的定义，全球全部人工流产中有近半数被

认为是不安全的(见下节)。97 

最近一项研究估计，如果所有想避免怀孕的

妇女都使用现代避孕方法，意外怀孕的数量

就会下降70%，不安全堕胎会下降74%。另

外，如果避孕需要都得到满足，所有怀孕妇

女都得到世卫组织推荐的基本标准护理，因

涉孕原因而死亡的妇女人数就会下降三分之

二，从290 000人下降到96 000人。98 

97 Sedgh等，2012。
98 Singh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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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2003–2014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发展中国家13至15岁少年体育锻炼和超重流行率

资料来源：统计司根据世卫
组织(2014j)数据计算。

说明：每个点代表一个国
家的数据。对身体活动来
说，N＝62；对肥胖症流行
率来说，N＝73。世卫组织
建议5–17岁的儿童每天累计
至少60分钟的中等强度至高
等强度的身体活动。超重儿
童体重指数高出同龄和同性
别中位儿童体重指数1个标
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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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药具使用和计划生育需求得到满足的 
比例在某些区域仍然很低，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大洋洲特别低

2013年，发展中区域妇女计划生育总体需

求(想推迟或避免怀孕的妇女)的84%都正

在得到满足。99 这个统计材料只反映了15
至49岁已婚或在结合的妇女。

计划生育需要和避孕药具使用(避孕普

及)这些年来在世界几乎所有区域都有所

增加，但仍然差别悬殊(表2.15)。例如，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990年至2012年期

间，使用任何避孕方法的妇女所占比例增

加了一倍，从13%增加到27%。不过，这

仍然只代表了计划生育总体需求的一半 

(51%)，令其余也想推迟或避免怀孕的妇

女的计划生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撒哈拉

以南非洲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水平在所有

区域中是最高的。这个区域不安全堕胎比

例也最高，100 孕产妇死亡人数也最多。101 

99 联合国，2015c，统计附件。

100 Sedgh等，2012。
101  世卫组织、儿基会、人口基金、世界银行及

联合国人口司，2014。

大洋洲发展中国家避孕普及水平也很低

(38%)，未得满足的计划生育需要却较

高。那里大约有40%想推迟或避免怀孕的

妇女没有使用任何避孕办法。

在另一个极端，东亚避孕普及程度最高

(84%)，并且几乎所有的计划生育需求都

得到了满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避孕

普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73%)，未得满

足的需要与在发达区域所见类似(10%左

右)。

妇  女 男  子

 
具体原因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100 000)  

具体原因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100 000)

世界 
排位 死亡原因 世 界 发达区域

发展中 
区域

世界 
排位 死亡原因 世 界 发达区域

发展中 
区域

1 艾滋病毒/艾滋病 30 6 34 1 艾滋病毒/艾滋病 31 13 34

2 孕产状况 16 1 19 2 交通伤害 29 16 31

3 自我伤害 9 6 10 3 缺血性心脏病 19 23 18

4 中风 8 4 9 4 人际暴力 17 8 19

5 交通伤害 8 5 9 5 自我伤害 17 25 15

6 缺血性心脏病 8 6 8 6 中风 11 7 11

7 乳腺癌 7 7 7 7 肝硬化 10 11 10

8 下呼吸道感染 6 2 7 8 结核病 9 5 10

9 结核病 6 1 7 9 下呼吸道感染 8 3 9

10 腹泻疾病 6 0 7 10 溺死 6 5 6

表2.3 
2012年按区域列示的(15至49岁)妇女和男子具体原因的死亡率(世界前10位死亡原因)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2014b)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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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

尽管堕胎率自1995年以来已经下降，但不安
全堕胎在全部堕胎中所占的比例却增加了

从全球来看，2008年有4 400万起怀孕以人工

流产而告终。这个数字从1995年的4 600万下

降到2003年的4 200万，2008年由于生育年龄

妇女人口的增长再次增加到4 400万。人工

流产率从1995年15至44岁妇女的35/1 000降
到2003年的29/1 000，此后略有下降，降到

2008年的28/1 000(表2.4)。人工流产世界各

区域都有，比率各不相同，15至44岁妇女

的堕胎从20/1 000到30/1 000(表2.4)。只有东

欧例外；东欧的堕胎率全世界最高，2008年
妇女堕胎率为43/1 000。

全球所有堕胎大约有一半被认为是不安全

的，102 它们几乎全部发生在发展中区域 

(表2.4)，特别是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与根据医学准则实施的堕胎

不同，不安全堕胎对妇女来说健康风险很

大。103 比如，2008年，估计2 200万起不安

全堕胎导致500多万例并发症，致使47 000
人死亡，主要是由于大出血和感染而死

亡。104 尽管人工流产总数自1995年以来已

经减少，但不安全堕胎在世界各地全部堕

胎中所占的比例却从1995年的44%增加到

2008年的49%。

堕胎政策在许多国家仍然很具有限制性

一般说来，堕胎政策在发展中区域比在

发达区域更具有限制性。2013年，几乎

所有国家(97%)都允许堕胎以拯救孕妇

的生命，发展中区域所有国家中有31%
的国家只在此种情况下允许堕胎，发

达区域则有6%的国家。有六个国家或

102  世卫组织把不安全堕胎定义为一种由缺乏必

要技能的人员或者在不符合起码标准的环境

中实施的终结意外怀孕的程序。

103 世卫组织，2011b；Sedgh等，2012。
104 世卫组织，2014k。

撒哈拉以南非洲 大洋洲 高加索和中亚 南亚 西亚

北非 东南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东亚 发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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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1990年、2000年和2013年计划生育总体需求、避孕普遍率及计划生育未得满足的
需要(占15至49岁已婚或处于结合中的妇女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5c，统计附件。

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堕胎：智

利、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教

廷、马耳他及尼加拉瓜。应请求或出于

社会经济原因的最宽大的堕胎限制见

于大约80%的发达国家，但只见于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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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发展中国家。105 虽然有56个国家在

1996年至2013年期间扩大了可允许堕胎的

法定理由，但其他许多国家却继续施加限

制性措施，还有八个国家106 收紧了其堕胎

政策。107 

重要的是要注意，堕胎的发生是不管其法

律地位的。2008年估计2 200万起不安全

堕胎几乎全部发生在发展中国家。108 实施

堕胎限制性法律的国家不安全堕胎是实施

自由堕胎政策国家的四倍多(2008年，15
至44岁妇女堕胎比例分别是27/1 000和 

6/1 000)。实施限制性堕胎法律的国家孕

产妇死亡率也是实施自由堕胎政策国家的

三倍(2013年，100 000胎活产的孕产妇死

亡人数是223对77)。109 

105 联合国，2014c。
106  阿尔及利亚、伯利兹、刚果、多米尼加共和

国、伊拉克、日本、尼加拉瓜、巴布亚新几
内亚。

107 联合国，2014d。
108 世卫组织，2012a和联合国，2014d。
109 联合国，2014d，2013年数据。

产前护理和分娩护理

获得产前护理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在某些区域几乎完全覆盖

训练有素的保健工作者产前护理出诊可以

查出和治疗孕妇的健康问题，不让它们对

母亲和未生婴儿造成危险。健康问题包括

查明和管理惊阙前期、破伤风类毒素免

疫、妊娠期间疟疾间歇预防治疗之类的产

科并发症，也包括查明和管理艾滋病毒、

梅毒及其他性传播感染病等感染。产前护

理状况已经大有改观(表2.5)。2014年，发

展中区域83%的孕妇起码得到一次产前护

理出诊，自1990年起已经改善了19个百分

点。某些发展中区域已经达到了产前护理

几乎普遍覆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亚

和东南亚产前护理覆盖率都在90%以上。

特别是非洲国家也有了进步。在1990年至

2014年期间，北非的覆盖率从50%增加到

89%，撒哈拉以南非洲从68%增加到80%。

然而，发展中区域只有勉强多于一半的孕

妇获得了所建议最低限度的四次产前护理

出诊。110 另外，护理质量信息稀少。

110 联合国，2015c。

堕胎数量(百万) 堕胎率 (每1 000名15至44岁的妇女)

1995 2003 2008 1995 2003 2008

区  域 共 计 不安全堕胎 共 计 不安全堕胎

世界 46 42 44 22 35 29 28 14

发达区域 10 7 6 <1 39 25 24 1

发展中区域 36 35 38 21 34 29 29 16

非洲 5 6 6 6 33 29 29 28

亚洲 27 26 27 11 33 29 28 11

欧洲 8 4 4 <1 48 28 27 2

  其中东欧 6 3 3 <1 90 44 43 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 4 4 4 37 31 32 31

北美洲  2 2 1 — 22 21 19 —

大洋洲  <1 <1 <1 — 21 18 17 2

表2.4 
1995年、2003年和2008年按区域列示的堕胎数量与堕胎率

资料来源：世卫组织， 
2012a。

说明：堕胎率系指每1 000
名15至44岁的妇女的堕胎数
量。联合国人口司区域。发
达区域包括欧洲、北美洲、
日本、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其他都归类为发展中区域。
亚洲和大洋洲不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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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娩护理在各地都有所改善，但在南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很少

专业保健人员——医生、护士和助产士——

在分娩期间给予的协助，可以预防或管理

多数产科并发症，从而减少母子双方死亡

或残疾的风险。专业保健人员可以直接干

预，或者可以送病人去接受更高水平的孕

产保健服务，包括产科急诊。估计全部孕

妇大约有15%在分娩期间会患并发症，111 

常常是在没有先前任何现有症状的情况

下自然发生。在发展中区域，有专业保

健人员参与的分娩所占百分比，2014年
为70%，自1990年以来增加了13个百分点

(表2.5)。有些发展区域显示专业助产护

理几乎普遍覆盖，如东亚及高加索和中

亚，分别是100%和96%。然而，在南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二分之一的孕妇

分娩得到了适当护理。

孕产妇死亡

孕产妇死亡已经下降，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发现死亡水平仍然居高不下

孕产妇死亡是生育年龄妇女死亡的一个

主要原因。2013年，估计有289 000名妇

女在妊娠期间，或者分娩(或终止妊娠)

后前42天因与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原因而死

亡。112 孕产妇死亡在各区域间显示出天壤

之别。113 2013年，孕产妇死亡率发达区域

为每100 000胎活产有16例死亡，发展中区

域为每100 000胎活产有230例死亡，撒哈

拉以南非洲最高，则为每100 000胎活产有

510例死亡。因此，绝大多数孕产妇死亡

都发生在发展中区域——286 000例，其中

几乎三分之二都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111 Hoque，2011。
112  世卫组织、儿基会、人口基金、世界银行及

联合国统计司，2014。
113  见统计附件，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un.org/

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发达区域只有2 300例。孕产妇死亡的终生

风险(一个15岁妇女最终死于某种孕产原因

的概率)在发达区域是1/3 700，而在发展中

区域则为1/160。乍得和索马里等国家的妇

女面临着因孕产状况而死亡的最大终身风

险，分别为1/15和1/18。

不过，自1990年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

展。在1990年至2013年期间，全世界孕产

妇死亡人数下降了45%。在那个时期里，

全球孕产妇死亡率从每100 000胎活产有

380例死亡减少到210例死亡(发展中区域

从每100000胎活产有430例死亡减少到230
例死亡)。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孕产

妇死亡水平仍然居高不下，与20年前在南

亚发现的水平类似(图2.16)。

孕产妇死亡率与终身风险的巨大差异表

明，多数孕产妇死亡是可以预防的。造成

孕产妇死亡的主要病症，包括产后出血、

败血症、难产、不安全堕胎并发症与高血

压疾患，在有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与适足

接受产前护理的孕妇的 
百分比(至少出诊一次)

专业保健人员参与的 
分娩的百分比

1990 2014 1990 2014

发展中区域 64 83 57 70

非洲        

北非 50 89 47 90

撒哈拉以南非洲 68 80 43 5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75 97 81 92

加勒比 84 95 .. ..

拉丁美洲 75 97 .. ..

亚洲        

东亚 70 95 94 100

南亚 53 72 38 52

东南亚 79 96 49 82

西亚 53 85 62 86

高加索和中亚 .. .. 97 96

大洋洲 .. .. .. ..

表2.5 
1990年和2014年按区域列示的接受专业保健人员产前护理和助产的妇女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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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可用来提供产科急诊等必要护理时，

是可以管理的。114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

里，专业助产和产科急诊的覆盖面仍然不

够，妨碍了孕产妇死亡率更快下降。115 

艾滋病毒/艾滋病

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世界各地15至49岁男女

死亡的唯一最大原因。2012年，这个年龄

组估计有540 000名妇女和580 000名男子

死于艾滋病。116 艾滋病毒/艾滋病所致死

亡率，就发展中区域男女而言，是100 000
人口有34人死亡。在发达区域，死亡率是

男子较高，为每100 000人口有13个人死

亡，而妇女死亡率则为6/100 000(表2.3)。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

病署)的最新数据也表明，在高度流行的

国家里，艾滋病毒大大增加了妊娠相关死

亡，这表明迫切需要确保携带艾滋病毒的

合格妇女得到充分治疗并把这些服务纳入

性与生殖保健。117 

114 世卫组织，2014l；人口基金，2014。
115 人口基金，2014。
116 世卫组织，2014b。
117 艾滋病署，2013。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占了 
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多数

2013年，估计全球有3 500万人携带艾滋

病毒。其中有3 180万人年龄在15岁以

上，320万人年龄在15岁以下。118 从全球

来看，携带艾滋病毒的男女人数相当，但

区域差异巨大(图2.17)。近70%艾滋病毒

抗体阳性的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并

且这个群体的59%是妇女。在加勒比，性

别分布在艾滋病毒抗体阳性的个人当中是

均衡的，而在其他所有区域都是艾滋病毒

抗体阳性的男子多于妇女。在这些区域

中，艾滋病毒抗体阳性之人的女性比例各

不相同，从西欧、中欧和北美的22%至中

东和北非的39%。

一般说来，就生理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

易感染艾滋病毒。性别不平等和具体性别

规范会加剧她们的风险。例如，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就在助长艾滋病毒蔓延。遭受过

亲密伴侣暴力的妇女携带艾滋病毒的可能

比没有此类遭遇的妇女大50%。119 还有，

惧怕暴力也损害了女孩和妇女商议更安全

性行为和寻求艾滋病毒检测、生殖健康服

务或其他保健的能力。120 就总体而言，为

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的各种服务仍然不足

(见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6章)。

男子也受到了不平等性别规范与期望以及

男子汉主导概念的伤害。男子的性冒险可

能增加其感染艾滋病的可能。与妇女相

比，男子在各区域得到艾滋病毒检验的可

能更小；妇女可能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在

产前护理情况下通常都提供艾滋病毒检

验。121 男子也倾向于在感染的后期进入治

疗，并且更可能放弃治疗。122 

118 艾滋病署，2014a。
119 艾滋病署，2013。
120 同上。

121 同上
1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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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1990年和2013年按区域列示的孕产妇死亡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5c，统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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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机会急剧增加， 
但远未普及

尽管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新感染的数量有

所减少，但携带艾滋病毒的成年人数量在

不断增加(图2.17)。123 个中原因在于治疗

和改善的医药供应增加，让更多艾滋病毒

抗体阳性的人能够活更长时间。自2005年
以来，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之人的数量

在多数区域都陡增。2014年6月，全球有 

1 360万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在接受抗逆转录

病毒疗法，其中1 210万人生活在发展中区

域。单是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发展中

区域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之人的数量就

上升了190万，年度增加空前大(20%)。124 

在多数区域，治疗覆盖面是妇女大于男

子。例如，2012年，中低收入国家有73%
合格125 妇女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而合

格男子只有57%接受。126 

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覆盖面已经扩大，儿童新感染人数也已

经下降。127 2012年，中低收入国家估计有

150万孕妇携带艾滋病毒，其中62%接受抗

逆转录病毒治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

例是60%，与仅仅三年前的数量相比就高

了一倍多。128 在其他区域，预防艾滋病毒

母婴传播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覆盖面各有

不同，东欧、中欧和加勒比为90%，亚洲

及太平洋、中东和北非则不足20%。129 

123 艾滋病署，2014a。
124 联合国，2015c。
125 合格定义见世卫组织2010年艾滋病毒治疗准则。

126 艾滋病署，2013。
127 同上。

128 艾滋病署，2014b。
1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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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1990年、2000年和2013年携带艾滋病毒(15岁以上)男女的估计人数（千人）

资料来源：艾滋病署，2014a。

说明：艾滋病署(2014a)所列区域。

4.  老年

非传染病是老年人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

老年通常以生理功能日益普遍损害为特

征，导致疾病和死亡风险不断加大。这是

个人毕生老化过程的结果，也是生命各个

阶段暴露于外在健康风险因素的累积结

果。为了统计目的，除非另有说明，本章

的“老年人”一词均指60岁及以上的人。

许多研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许多研究表

明，老年妇女健康比男子差，罹患更多疾

病，日常生活活动受到更大限制，心理健

康问题更多，身体也比同龄男子弱。130 尽

管其发病率较高，但这个年龄组的妇女死

亡率却低于男子。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现

象，可能是因为，除了其他原因外，男女

遗传和免疫方面存在差异，健康报告及获

得和利用保健服务方面也存在不同。131 

60岁及以上之人的全部死亡85%以上是由

非传染病造成的。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 

(一种供应心肌的血管的疾病)，在很大程

130 Oksuzyan等，2008；Collerton等，2009。
131 Oksuzyan等，2009；Christense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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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是老年男女死亡最常见的原因，其

次是各种癌症和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表

2.6)。132 

心血管疾病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妇女比男子多，但患此病
风险是男子大于妇女

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心血管疾病，

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男性的负担。虽然在世

界各个区域男子因心血管疾病所致死亡率

仍然高于妇女，但就绝对数字而言，全

球死于这些疾病的60岁及以上的妇女却多

于男子(2012年妇女为7 802万，男子则为

6 800万)。这主要是因为老龄组(70岁及以

上)的妇女比例不断增加，心血管疾病是这

个年龄组多数死亡的原因。133 

2012年，缺血性心脏病致60岁及以上之人

的死亡率，就男子来说为每100 000人口802
例，对妇女来说则为每100 000人口700例。

死亡率，比较而言，是发达区域高于发展中

区域；在两个区域，都是男子高于妇女。中

风所致死亡率则出现了一个不同模式：是发

展中区域高于发达区域，并且在发达区域是

妇女死亡率高于男子(表2.6)。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男子比妇女更可能感染和死于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慢阻肺病)是一种

肺病，肺部流出气流受阻，令肺很难呼

吸。这种病在老年人中常见，通常是无法

逆转的，是进行性的。2012年，慢阻肺病

所致60岁及以上之人的死亡率，在妇女为

每100 000人口278例，在男子为每100 000
人口414例(表2.6)。吸烟——包括被动吸

烟，导致了大约80%的病例。男子使用烟

132 世卫组织，2014b。
133 同上。

草多于妇女，并且更可能感染慢阻肺病，

但吸烟妇女人数增加可能导致慢阻肺病在

妇女中的发病率和流行率增加。134 

导致此种疾病的其他重要风险因素是家庭

空气污染和因职业而暴露于各种粉尘或化

学品。家庭空气污染主要由于燃烧固体燃

料所致，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及东亚取

暖、烹饪通常都用固体燃料。135 妇女通常

更多地接触这种形式的空气污染，因为在

烹饪和家务劳动中距离污染更近，接触时

间更长(见关于环境的第7章)。136 接触职

业污染，如在某些工厂或矿山中，在男子

中比在妇女中更普遍。137 

癌症

虽然多数癌症始于人生中年，但就死亡

而言，这种疾病通常在人生晚年造成损

失。60%以上的癌症死亡都发生在60岁以

后。138 这个年龄组的男子10个死亡主要原

因有4个是不同类型的癌症——气管、支气

管和肺癌，胃癌、前列腺癌及肝癌。对妇

女来说，这个清单包括两种癌症类型——

气管、支气管和肺癌，与乳腺癌(表2.6)。

癌症(也称恶性肿瘤)是以一组以异常细胞不

受控制的增长和扩散(转移)为特征的疾病。

癌症是一组复杂的疾病，可能有各种各样为

个人基因组成所修改的外在成因。估计30%
的癌症死亡最终都是由五种行为与饮食风险

造成的：身体质量指数高、水果和蔬菜摄入

少、缺乏身体活动、烟草使用及酒精消费。

单是烟草使用就造成了大约22%的癌症死亡

和全球大约71%的肺癌死亡。139 

估计，2012年，有1 400万癌症新病例、 

134 Varkey，2004。
135 世卫组织，2013b。
136 Smith等，2014。
137 Salvi和Barnes，2012。
138 世卫组织，2014b。
139 世卫组织，201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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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  女 男  子

 
具体原因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100 000)  

具体原因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100 000)

世界排位 死亡原因 世 界 发达区域 发展中区域 世界排位 死亡原因 世 界 发达区域 发展中区域

1 中风 703 491 825 1 缺血性心脏病 802 858 776

2 缺血性心脏病 700 737 678 2 中风 703 416 842

3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278 104 378 3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414 180 528

4 下呼吸道感染 177 103 220 4 气管癌、支气管癌、肺癌 231 292 201

5 糖尿病 149 70 194 5 下呼吸道感染 201 136 232

6 高血压性心脏病 129 104 144 6 糖尿病 135 76 163

7 阿尔茨海默氏病及其他痴呆 103 226 33 7 高血压性心脏病 107 79 121

8 气管癌、支气管癌、肺癌 88 110 76 8 胃癌 95 78 103

9 乳腺癌 65 98 46 9 前列腺癌 83 125 63

10 肾病 63 54 69 10 肝癌 82 54 96

820万例癌症死亡和3 260万各种年龄患有

此种病症的人。140 癌症发病率(每100 000
人的新病例数量)和死亡率(每100 000人的

死亡数量)因区域而异，男女有别。就几

乎各种形式的癌症(除了宫颈癌)而言，发

达区域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远高于发展中

区域，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则相似。在发展

中区域，由于缺乏个人意识、缺乏适当初

级保健及缺乏广泛可用的有效治疗，查出

癌症通常晚得多。141 

各种癌症的全球发病率是男子比妇女高

24%，死亡率是高52%(表2.7)。虽然多数

癌症男女都可能得，但也确实存在不同：

对妇女来说，最常见的癌症是乳腺癌、宫

颈癌、结肠癌和肺癌；对男子来说，则是

以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胃癌及肝癌

为主。

乳腺癌和宫颈癌是妇女中最常见的癌症

妇女中最常见的两种癌症都涉及其生育功

能：乳腺癌和宫颈癌。

140 癌症机构，2014。
141  发展中国家扩大获得癌症护理和控制机会全

球工作队，2011。

2012年，乳腺癌占了全部新增癌症病例 

(全世界大约170万人)的26%，占全部癌症死

亡人数(全世界522 000例)的16%。发展中区

域乳腺癌新增病例(883 000例)稍微多于发达

区域(794 000例)，但后者的发病率却是前者

的2.4倍。142 发达区域发病率较高部分是因

为查出率较高。生活方式和风险因素也是助

因。生育率低、酒精消费高和肥胖症都是增

加患乳腺癌风险的重要因素。143 

宫颈癌几乎总是由病毒——人乳头瘤病毒

引起。人乳头瘤病毒是生殖道最常见的病

毒感染，多数性活跃的男女一生至少会感

染一次——极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宫颈

癌若在早期阶段发现，可能很容易治疗甚

至避免。而且，对导致大约70%宫颈癌的

某些类型的病毒如今可以做疫苗接种。与

其他多数癌症相反，宫颈癌在发展中区域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远高于发达区域(表

2.7)。这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充分

的癌症检查和疫苗接种。就发展中国家的

新增病例而言，宫颈癌也是第二种最常见

的癌症。

142 Ferlay等，2013。
143 McPherson等，2000。

表2.6 
2012年按区域列示的(60岁或以上)男女具体原因的死亡率(全世界头10位死亡原因))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2014b)数据计算。

说明：死亡率未按年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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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子而言，肺癌是最常见的一种癌症， 
也是60岁以上男子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男子而言，最常见的癌症是肺癌、前列腺

癌、结肠癌、胃癌和肝癌。肺癌是世界各地

男子最常得的癌症，也是男女两性总计最常

患的癌症，2012年估计有180万新增病例。

它的病死率较高，也造成了全世界五分之

一的癌症死亡。男子经过年龄调整的发病

率是妇女的2.5倍。男子发病率最高的区域

是中欧、东欧和东亚，妇女发病率最高的

区域是北美和北欧。144 这些性别和地理模式

基本上反映了历史上接触烟草烟雾的情况。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子中第二种最常见的癌

症，但地理差异巨大。在发达区域，它是

新增病例最多的癌症，2012年病例比肺癌

多50%。发达区域的发病率几乎是发展中

区域的五倍——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诊断

水平较高。145 前列腺癌主要是一种老年癌

症，已知其他风险因素只有有非洲血统和

有前列腺癌家族史。

144 癌症机构，2014。
145 Center等，2012。

痴呆

痴呆是晚年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是一

种由大脑退行性病变引起的综合症，导致

记忆、思维、行为及从事日常活动的能力

退化。结果是丧失使人能够独立生活的技

能。痴呆是由若干不同基本大脑病变引

起。阿尔茨海默氏病最为常见，并且导致

了70%左右的痴呆病例。虽然有证据表明

与心血管疾病有共同的风险因素，但对年

龄以外的风险因素了解不多。吸烟、肥胖

症、糖尿病、高胆固醇和高血压似乎都增

加了痴呆风险，而身体活动、健康饮食、

社交活动及教育似乎有保护作用。再者，

遗传因素也可能增加痴呆风险。146 

妇女比男子更可能患痴呆

痴呆流行率在65岁之前不到1/1 000，147 但

65岁以后就陡增，随后年龄每长五至七岁

就增加一倍。到90岁和90岁以上，估计10

146  Barnes等，2011；阿尔茨海默氏病协会，2014。
147 Vieira等，2013。

妇女 世  界 发展中区域 发达区域

癌症 发病率 死亡率 发病率 死亡率 发病率 死亡率

乳腺癌 43 13 31 12 74 15

子宫颈癌 14 7 16 8 10 3

结肠直肠癌 14 7 10 6 24 9

肺癌 14 11 11 10 20 14

胃癌 8 6 8 7 7 4

所有癌症d 165 83 136 80 241 86

男子 世  界 发展中区域 发达区域

癌症 发病率 死亡率 发病率 死亡率 发病率 死亡率

肺癌 34 30 30 27 45 37

前列腺癌 31 8 15 7 70 10

结肠直肠癌 21 10 14 8 36 15

胃癌 17 13 18 14 16 9

肝癌 15 14 18 17 9 7

所有癌症d 205 126 163 120 309 138

表2.7 
2012年按主要区域列示的男女世界前五种a癌症经过年龄调整的估计发病率b和死亡率c 

a  前五种死亡率最高的癌
症，按发病率分类。

b  每年每100 000人口的新
病例数量(经过年龄标准
化)。

c  每年每100 000人口的死
亡人数(经过年龄标准 
化)。

d 不包括非黑瘤皮肤癌。

资料来源：Ferlay等，2013 
(2014年11月访问)。

说明：联合国人口司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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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中有3至5个患痴呆。148 虽然研究表

明，痴呆与年龄相关的流行率在过去30
至40年内几乎没有变化(至少在高收入国 

家)，149 但世界人口继续老化(见关于人口

与家庭的第1章)将导致患痴呆之人的数量

急剧增加。2013年，估计全球有4 400万人

患痴呆，预计每过20年就会增加一倍，结

果到2030年将有7 600万例，到2050年将有

1.35亿例。150 由于人口结构不断变化，大

多数(71%)患痴呆的人都将生活在目前归

类为中低收入的国家里。151 

痴呆有重要的性别层面特点，原因有两

个。第一，妇女患痴呆的风险大于男子，

并且占患此种症状的老年人的多数。据

估计，妇女的痴呆流行率比男子高23%至 

41%。另外，全球因与阿尔茨海默氏病及

其他形式的痴呆有关的早死与残疾所致

损失年数，在60至69岁的年龄组中是妇女

比男子多14%，在70岁及以上年龄组中多 

38%。妇女比男子更多地感染此病，是因

为妇女寿命更长，并且痴呆通常是晚年

发作。痴呆在85岁及以上年龄组——2015
年，妇女在其中占65%152 ——中的流行率

估计在25%至50%之间。153 

妇女患痴呆的人不仅比男子多，而且她

们也是非正式照料者的多数——主要以伴

侣、女儿和儿媳的身份充当。非正式照料

在多数中低收入的国家里是常事，因为专

业或机构照料通常不是广泛可得。阿尔茨

海默氏病国际组织最近对25项涵盖各主要

区域(并且代表了拥有全球痴呆人口78%的

国家)的研究做了一项文献评述，它揭示，

痴呆人的所有非正式照料者有55%至91%是

148  阿尔茨海默氏病国际组织，2009；Prince等， 

2013。
149 阿尔茨海默氏病国际组织，2009。
150 阿尔茨海默氏病国际组织，2013a。
151 同上。

152 联合国，2013a。
153 Duthey，2013。

妇女(未加权的平均数为76%)。154 阿尔茨

海默氏病协会在美国所开展的一项调查表

明，妇女在照料者中所占比例随着所提供

照料的时间与数量而增加。该项研究还表

明，与男子相比，妇女照料者从专职工作

走向非全时工作的可能大六倍，彻底放弃

有偿工作的可能大一倍。155 照料痴呆人不

仅具有经济影响，而且也对照料者的身心

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照料此病患者

让人身体和情感都很紧张。156 

老化人口的健康

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

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世界各地都在增加 

(见关于人口与家庭的第1章)。这种现象，

通称“人口老化”，发生在世界各地几乎

所有国家。157 从全球来看，老年人(60岁
及以上)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9%增加到

2015年的12%，预计到2050年还将进一步

增加到21%。158 随着人口的老化，非传染

病的流行率与残疾人的比例都会增加。60
岁及以上的人有 46%有中度或重度残

疾，15岁至49岁的人则只有15%如此。159 

就男女每1 000人残疾所致损失年数(丧失

工作能力岁数)而论，有几种非传染病极

大地加重了疾病负担。除了阿尔茨海默氏

病和痴呆外，它们还包括听力丧失、肌肉

骨骼疾病(特别是背部和颈部疼痛及骨关

节炎)、慢阻肺病、单极抑郁症、跌倒所

致伤害、糖尿病、视力丧失及缺血性心脏

病。160 在这些疾病中，单极抑郁症、视力

丧失及骨关节炎所致疾病负担是妇女大于

154 阿尔茨海默氏病国际组织，2010。
155 阿尔茨海默氏病协会，2014。
156  阿尔茨海默氏病国际组织，2013b；阿尔茨海

默氏病协会，2014。
157 联合国，2013c。
158 联合国，2013a。
159 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2011。

160 世卫组织，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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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背部和颈部疼痛、听力丧失及跌倒

所致伤害造成的疾病负担则是男子大于妇

女。前列腺增生也增加了男子残疾所致丧

失岁数。161 

这些病症与增加的依赖和受到限制的参与

有关，限制了功能能力，也会引起慢性疼

痛。它们也创造了对长期照料的巨大需

求，长期照料通常成了家中妇女的责任。

比如说，2011年在16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所

做的一项照料研究162 表明，50岁及以上的

成年人有1/10以上都参加了与功能受限之

人的个人护理或日常生活基本活动有关的

非正式照料。有更大数量的照料者——三

分之一的5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都提供

帮助，做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如购物和

文书工作。其中约三分之二是妇女，但性

别分布随着年龄而变化。在75岁及以上的

照料者中，男子所给照料的比率在三分之

二的国家都与妇女相当，或者更高。该项

研究还表明，提供个人护理可能很费力，

161 同上。

162 Colombo，2011。

如果照料所花时间不仅仅是几个小时，还

可能与全时工作无法并行。照料者，特别

是从事更多小时照料活动的人，比非照料

者就业的可能更小。当他们就业时，他们

也倾向于工作较短时间或者订立临时工作

合同。而且，密集照料也可能对心理健康

产生消极影响。在某些国家里，损害效应

对妇女来说比对男子大。163 

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对管理

残疾而且对预防残疾，都必须更加重视。

身体的功能能力自然随着年龄而下降，但

下降速度则基本上是由整个生命过程中的

外部因素决定的。下降可能由于吸烟或使

用酒精等不健康习惯而加速，或者因健康

饮食和身体活动等健康习惯而放缓。生命

各个阶段的健康行为都可能增加预期寿

命，推迟慢性病症与残疾的发作，把在不

健康中度过的时间压缩到生命最后更短的

时期内。164 

163 同上。

164  世卫组织，2007；世卫组织，2009b；世卫组

织，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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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教育

导言

教育是一项核心人权，1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具。2 它是一项人力

资本投资，赋予个人和社会以利益，使它

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教育是缩小

男女社会经济机会差距所必需的，也是赋

予妇女权能，使她们成为社会、经济、政

治领域变革动力的关键。它也改善妇女过

健康生活并把益处传递给后代的机会。3 

本章介绍了以证据为基础对1990-2012年期

间女孩和男孩及妇女和男子的教育进展所

1  联合国大会，《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
10日。

2 联合国，1994。
3 教科文组织，2014。

做的分析。总的看来，所有数据都表明教

育参与和识字水平都进展显著。普及初等

教育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世界各地的女

孩和男孩在世界多数区域都平等参与初等

教育。中等教育的总体进展令人鼓舞，但

却不及初等教育。此外，性别差距更大，

在更多的国家里，中等教育性别差距大于

初等教育。在各种全球积极趋势中，有证

据表明，就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上的进

展而言，女孩一旦有机会入学，往往比男

孩做得好。在高等教育里，出现了一个有

利妇女的明显趋势，妇女的入学率比男子

的增加快。然而，在男女选择学习的领域

里仍然存在着性别差距。在大多数国家

里，妇女在理工科领域的毕业生中仍然代

表不足。

关键结果

•	 尽管有所进展，但发展中区域只有二分之一的儿童接受了学前教育，发达区域却为十分之九。

•	 小学适龄入学在多数区域都接近普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大洋洲除外。

•	 但是，估计有5 800万小学年龄的儿童——其中3 100万是女孩——没有入学。

•	 世界各地，只有72%的女孩和74%的男孩就读中学；中等教育的性别差距比初等教育的更大。

在高等教育里，从全球来看，妇女入学率增加比男子快。

•	 毕业于理工科的妇女的比例在穷国和富国都仍然低。

•	 妇女只占全部研究人员的30%。

•	 妇女占小学教师的三分之二左右，占中学教师的52%，占高等学校教师的42%。

•	 全世界有7.81亿成年人是文盲，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妇女，并且她们几乎都生活在发展中区域。

•	 世界绝大多数青年识字：87%的年轻妇女和92%的年轻男子都具备基本的读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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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1 
教育方面性别统计的缺口

教育跨国可比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教科文组

织统计研究所。统计研究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是

基于报告给该所的国家数据及该所所做的估

计。教育参与及其后果的统计数据的国家来源

是：学校行政管理记录，人口和住房普查以及

住户或其他抽样调查。

可得性和数据质量问题

国家向国际统计系统的报告表明了国家制作和

传播教育数据的能力。如下表信息所示，所考

察的两个时期向统计研究所报告入学数据的水

平很高。统计研究所从211个国家或地区收集

统计数据；其中192个国家或地区至少报告了

一次2005-2012年按性别列示的初等教育总入

学率，184个国家或地区报告了同期中等教育

的总入学率。报告高等教育这类入学率的国家

或地区较少(168个)，部分是因为某些国家境

内没有高等教育体系。数据报告的周期性对某

些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有为数较少的国

家或地区能够定期(此处系指在所考察的八年

里至少有四年提交了报告)报告入学率。有175
个国家或地区在2005-2012年期间定期报告初

等教育按性别分类的总入学率，158个报告了

中等教育的，125个报告了高等教育的。

官方入学水平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学校行政管理

记录，它们常常面临着数据质量问题。在某些

国家里，学校的报告没有那么普遍。在许多国

家里，行政管理数据涵盖了正规公立和私立学

校。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管理的某些教育机

构可能未被行政管理统计数据所涵盖。a 政府

和公立学校报告的数据的可靠性可能存在缺

点，在政府资源分配与入学多少捆绑在一起时

更是如此。b 而且，人口估计数是计算入学率

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与所用人口估计数不

一致可能影响入学率的计算。

识字和教育程度统计数据主要用人口普查和

住户调查材料制作。这些来源所报告教育数

据略高于来自行政管理记录的报告。根据人

口普查或调查报告按性别分类的成年人和

年轻人识字数据的国家或地区总数，2005-
2012年期间是158个，报告教育程度的是102
个。报告老年人识字的国家或地区较少(108
个)。必须注意，收集2010年一轮人口普查 

(横跨2005-2014年期间)识字和教育程度统计数

据的国家或地区并非至今都向国际统计系统做

了报告。在发展组群间，识字和教育程度数据

报告也有差别。较发达区域的多数国家都没有

定期报告识字数据，因为认为识字实际上已经

普及，因此它们在人口普查和调查中就没有收

集识字信息。

在测量人口普查和住户调查所得识字与教育程度

方面，有许多因素加剧了数据质量问题。人口普

查计数的完整性和住户调查的抽样设计会影响根

据这些来源所做估计数的准确性。调查也可以系

统地缺失人口中难以接触到的部分。调查问题与

方法缺乏一致性可能影响结果。因为人口普查和

调查都很少开展，所以它们提供的数据无法跨年

度就不同来源进行比较，在教育体系随着时间的

推移已经改变的国家里更是如此。

1997–2004年和2005–2012年有按性别和教育水平列示的总入学率数据可用的国家或地区的数量

初  等 中  等 高  等
高等- 

研究领域

至少 
一次

至少 
四年

至少 
一次

至少 
四年

至少 
一次

至少 
四年

至少 
一次

2005-2012年

世界 192 175 184 158 168 125 113

发达区域 46 46 47 46 47 44 42

发展中区域 146 129 137 112 121 81 71

1997-2004年

世界 193 177 188 151 164 115 ..

发达区域 46 44 46 41 45 40 ..

发展中区域 147 133 142 110 119 75 ..

a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2004。

b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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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04年和2005-2012年有按性别列示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数据可用的国家或地区的数量

成年人识字率 年轻人识字率 老年人识字率 教育程度

1995-2004年 2005-2012年 1995-2004年 2005-2012年 1995-2004年 2005-2012年 2005-2012年

世界 143 158 143 158 116 108 102 

发达区域 20 25 20 25 17 15 37 

发展中区域 123 133 123 133 99 93 65 

国际可比性

世界各地的教育体系差别很大。多数国家都有

自己的教育水平定义，不容易与《国际标准教

育分类》(《教育分类》)水平对应起来。因

此，统计研究所与国家合作把其教育系统与 

《教育分类》的分类联系起来，以便改善跨国

和历时比较。尽管统计研究所的指导排除了为

过了正常学龄的人设计的学习方案的数据，但

对几个国家来说仍然可以纳入成年教育数据，

这可能会稍微影响其入学数据与其他国家的入

学数据的可比性。

识字的定义和测量因国家人口普查和住户调查

不同而不同。有些国家采用自报来测量识字技

能，而其他国家则依赖直接评估。更有一些国

家利用基于教育程度的代理变量收集识字数

据，但用此类方法得出的估计数不为统计研

究所所接受。一些公认基本识字实际上已普及

的发达国家采用了一种新概念，把识字与成功

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联系起来。缺

乏共同定义和测量影响了教育数据的国际可比

性。

A. 参与教育

1.  学前教育

儿童早期教育在为人的终生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来自世界各地的

证据表明，教育早日启动可以改善儿童参

与和完成更高水平教育的机会。因此，它

有潜力减轻社会不同平等，抵消社会、经

济及基于语言的劣势。4 儿童早期关爱和

教育是一个不同的学习领域。一方面，它

范围宽广，从正规的学前教育到较非正规

的且常常以家庭为基础的活动；正规学前

教育通过照料、玩耍和教育全都包括的幼

儿园而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学前方案通常

为3至5岁的儿童而设计，并包括平均相当

于至少每天两小时和每年100天的有组织

学习活动。

4 教科文组织，2010。

发展中区域的儿童只有二分之一登记参加 

学前方案，发达区域则为十分之九

在1990-2012年期间，学前教育的覆盖面稳

定扩大(图3.1)。同一时期，在世界所有

区域，女孩和男孩的学前教育总入学率5  

都持续增加。在世界各地，男孩学前入学

率从28%上升到54%，女孩的则从27%上升

到54%。总的来说，学前教育参与水平是

发达区域最高；在东亚、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及大洋洲也比较高，男孩和女孩的区域

5  学前教育总入学率是指学前水平入学儿童的总

数，以官方所定学前教育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表

示。总入学率高通常表示参与程度高，不管学

生是否属于官方所定的年龄组。总入学率由于

包括了年龄已过和年龄不到的学生，可能超过

100%，因为入学有早有晚。接近或超过100%的

总入学率值表明，一个国家原则上能够吸收所

有学龄人口。然而，这种解释，只有人们可以

期望年龄不到和年龄已过的入学人数将来会减

少，为预期年龄组的学生腾出位置之时，才有

意义。因此，实现总入学率100%是评估官方所

定年龄组实现普遍入学的一个必要但非充要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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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学前教育总入学率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各区域按2012年女孩学前教育总入学率升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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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都在70%以上。北非、撒哈拉以南

非洲、西亚及高加索和中亚入学率很低。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只有五分之一的儿

童登记参加学前教育，而整个发展中区域

则为二分之一，发达区域则为十分之九。

学前教育的性别差距 

没有其他等级的教育那么明显

就性别差距来看，学前教育则没有任何其

他等级的教育那么明显。这部分是因为私

营机构占了学前入学率的很大部分。参

与学前教育的儿童往往来自较富裕的群

体，在富裕群体教育中存在的性别偏见通

常没有在贫穷群体中来得那么明显。2012
年全球有54%的女孩和男孩参加了学前教

育，性别均等指数——女性与男性学前总

入学率之间的比率(见方框3.2)——为1.00， 

在均等范围内。从全球来看，在2000年
和2012年之间保持性别均等。性别均等

指数显示2012年各个区域都为均等，只

有北非例外，在那里女孩与男孩的入学

之比为9/10。有比例很大的国家——184
个有数据可用的国家中有112个，或者说

61%——在学前水平显示了性别均等。6 

不利于女孩的最大差距(性别均等指数低

于0.9)发现存在于：蒙特塞拉特、摩洛

哥、瑙鲁、纽埃岛、巴基斯坦、塔吉克

斯坦、特克斯和凯特科斯群岛及也门。

另一方面，不利于男孩的最大差距(性别

均等指数高于1.10)则见于安哥拉、亚美

尼亚、开曼群岛、格鲁吉亚、圣基茨和

尼维斯、萨摩亚、塞内加尔及图瓦卢。

方框3.2 
理解性别均等指数

性别均等指数通常用来测量走向教育性别

均等的进展。对特定的指标而言，性别均

等指数计算为女性值与男性值的比率。一

个等于一的性别均等指数表示均等。这表

示指标对女性和男性来说没有区别。教科

文组织把一个处于在0.97至1.03(包括两者)

之间性别均等指数值定义为实现了性别均

等。对数值越高越好(例如学校参与率)的

指标来说，一个小于一的性别均等指数意

味着女孩处于不利地位，一个大于一的性

别均等指数意味着男孩处于不利地位。对

数值越低越好(比如留级率)的指标来说，

一个小于一的性别均等指数意味着男孩处

于不利地位，一个大于一的性别均等指数

意味着女孩处于不利地位。一般说来，性

别均等指数应当与基本指标的值放在一起

加以解释。

呈现性别均等指数的困难之一是，女性和

男性的不利处境比例是不对称地围绕着1
两边的。例如，一个0.5的性别均等指数表

示，所考察指标的女性值只是男性值的一

半；而一个1.5(也是离开均等0.5个单位)的

性别均等指数表示，有关指标的男性值是

女性值的三分之二(不是一半)。

6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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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对人类发展，对所有国家的进

步，都至关重要。提供“普遍获得基本教

育的机会，确保”女孩和男孩“完成初等

教育”是各国政府必须采取的行动之一，

目的是处理1995年《北京行动纲要》所

载的“主要关切领域——妇女的教育与培

训”问题。本节处理了初等教育的某些主

要专题，包括参与、进展与完成，同时也

提供了对教育系统为男孩和女孩提供平均

机会的程度的评估。

参与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参与几近普及

在1990年和2012年期间，初等教育扩大到

越来越多的世界儿童。在该时期内，普及

初等教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全球初等教

育调整后的净入学率7 女孩从77%上升到

90%，男孩从87%上升到92%(图3.2)。初

等教育女孩入学率增长比男孩的快，这有

助于缩小初等教育的性别差距。在历史上

女孩入学率远低于男孩入学率的那些区域

更是如此。据记录，发展中区域，特别是

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及大洋洲，

初等教育入学都取得显著进展。这主要是

由于初等教育投资增加并且采取了取消学

费之类的措施。然而，其中某些区域里的

许多国家还远没有普及初等教育。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尽管1990-2012年期间成绩可

嘉，女孩和男孩入学率分别增加了27个和

22个百分点，但2012年只有75%小学年龄

的女孩和81%同龄的男孩上学。在各发达

区域、东亚和北非，入学几乎普及，2012
年女孩和男孩的入学率均超过了95%。高

加索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南

7  调整后的净入学率是指初等或中等教育入学的

正式小学年龄的儿童所占的百分比。这个指标

通常用于评估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目标的水平，

测量正式小学年龄人口的就学情况。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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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调整后的小学净入学率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各区域按2012年女孩调整后的小学净入学率升序排列。

亚、南亚及西亚，女孩和男孩的平均入学

率都超过90%。

多数国家都达到了初等教育性别均等，但在 

没有达到的区域，不利于女孩的差距十分明显

性别均等指数8 以初等教育总入学率9 为基

础，2012年为0.97。这还在均等范围(0.97
至1.03)之内，也就是说，从全球来看，

男孩和女孩都同样有可能参与初等教育。

发达区域、东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

南亚、南亚及高加索和中亚的性别均等指

数也都在均等范围之内，北非的则处于拐

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性别均等指数为

8 见方框3.3。
9  初等教育总入学率是指初等教育入学儿童的总

数，以特定年份正式学龄人口的百分比表示。

初等教育总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以女孩总入

学率与男孩总入学率之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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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3 
教育领域的性别均等与性别平等——有何不同？

教育领域的性别均等和性别平等所指不同。性别均等是纯粹的数字概

念。达到教育领域的性别均等，是指有相同比例的男孩和女孩进入教育

系统，参与其不同的周期。

性别平等则是指男孩和女孩在受教育机会、待遇和成绩上有同样的优势

或者劣势。性别平等已经超出了数字平衡问题，因此与均等相比更难定

义和衡量。

实现教育领域完全性别平等意味着：

•	机会平等，即是指女孩和男孩获得同样的上学机会，即父母、教

师和社会整体对此没有带性别偏见的态度；

•	学习过程的平等，即女孩和男孩受到同样的对待和关注，上同样

的课程，享有同样的、不带有陈规定型观念和性别偏见的教学法

和教学工具，获得不受性别偏见影响的课业引导和咨询，从同样

数量和质量的适合的教育基础设施中受益；

•	成果平等，即学习成绩、学业时长、学术资格和文凭不应存在性

别差异；

•	外部成果平等，即工作机会、全日制教育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所

需要的时间、资质和经验同等的男性和女性的收入等等，都是平

等的。

最后一条虽然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教育平等概念的范畴，但仍然受教育平

等的影响：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妨碍了受教育机会、待遇和

结果平等的实现，原因在于这影响了教育女孩和男孩的相对成本和感知

利益。因此，如果要实现教育领域全面的性别平等，就必须结束劳动力

市场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2003。

0.92)、大洋洲(0.93)和西亚(0.93)性别均

等指数平均值则低于均等范围。10 

小学入学率性别差距的性质和程度，从国

家层面看，更明显。世界各地192个国家

有2005-2012年期间初等教育总入学率的可

用数据。其中约有113个国家(60%左右)达

到了性别均等，小学入学女孩与男孩一样

多。11 有79个国家报告称初等教育参与存

在着性别差距，其中五分之四(63个国家)

报告说差距不利于女孩。从地理分布来

看，这些国家中有34个位于非洲，14个位

10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计

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gen-
der/worldswomen.html。

11 同上。

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7个位于西亚，4个
位于东南亚。不利于女孩的巨大差距(性

别均等指数低于0.90)见于这63个国家的21
个国家，其中又有16个位于撒哈拉以南非

洲，那里儿童上学机会更加有限，性别差

距对女孩的影响也更严重。相反，男孩处

于不利境地的国家较少(79个显示性别差距

的国家中只有16个)。而且，不利于女孩的

差距通常更加极端(另见图3.8)。贫穷是对

女孩获得和参与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的一

个重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其他因素

包括族裔、残疾及居住在农村、边远社区

或分散社区、贫民窟及冲突影响地区。12 

小学年龄失学儿童

多数小学年龄失学儿童生活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

普及全民教育取得了大踏步进展。全球小

学年龄13 失学儿童14 的人数二十年来有所

下降，从1990年的1.04亿左右下降到2012
年的5 800万——女孩3 100万，男孩2 700
万(图3.3)。这些儿童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区

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占了其中的半数以上

(57%)，失学率是各区域最高的。该区域

几乎有四分之一小学年龄的女孩和五分之

一的男孩，从没有上过学，或者没有完成

初等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南亚约有1 000万
儿童失学，占全球总数的近17%。其他区

域失学儿童则少得多：东南亚(400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380万)、东亚(270万)

及西亚(150万)。

12 教科文组织，2007。
13 通常在6岁和11岁之间。
14  失学儿童是指既没有上小学也没有上中学的小

学学龄儿童。可能根本没有入学，或者在毕业

前失学。他们也可能参与某种类型并未被承认

为完全相当于正规小学教育的非正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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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1990-2012年按区域和性别列示的小学年龄失学儿童人数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女孩构成了失学人口的多数

尽管学校入学性别均等取得了进展，但女

孩成了世界失学儿童的多数。2012年，女

孩在失学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了53%，比

1990年的62%有所下降。性别劣势在北非和

西亚最明显，那里的女孩占失学儿童的三

分之二以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孩占

失学儿童的56%；在大洋洲，这个数字则

为60%。在1990 -2012年期间，东亚、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东南亚及南亚的女孩在失

学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下降到少于一半。

贫穷和其他障碍进一步扩大了 

学习机会方面的性别差距

儿童不上学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通常与贫

穷、族裔、社会排斥、生活在农村地区或

贫民窟、地理位置遥远、灾害、武装冲

突、缺乏基本设施和教育质量低下有关。

这些障碍常常与性别互相作用，在学习机

会方面造成了更大的劣势。各国面临着不

同挑战，需要根据其不同情形采取不同政

策。为了惠及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特

别是为了惠及女孩而已经成功采用的干预

措施包括：取消学费；增加教育预算；社

会现金转移，特别是支助贫穷家庭，让它

们更容易送儿女去上学；更加注重族裔和

语言少数群体；消除因敌对行为而让儿童

失学的冲突以及提高教育质量。15 

初等水平的学业进展

为了实现普遍完成初等教育，所有小学年

龄的男孩和女孩都上学并完成初等教育很

重要。留级和辍学水平居高不下妨碍了相

当多的儿童向中等教育过渡。难以读完小

学各个年级(留级)或在完成初等教育最后

一个年级之前离开学校(辍学)有各种各样

的原因，多数与教育体系及社会经济因素

有关。性别在多数国家的学业进展与完成

中发挥重要作用。

15 教科文组织，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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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留级

小学留级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及西亚仍然较高

有为数可观的儿童在小学时升级困难。小

学留级生的百分比，就男孩和女孩来说，

都是发达区域、东亚及高加索和中亚最

低。16 

在有2005-2012年期间数据的46个发达国家

或区域中，男孩和女孩的留级生百分比不

足1%，除了以色列、拉脱维亚、波兰、罗

马尼亚和瑞士，其这一比值对女孩和(或)

男孩来说在1%和2%之间；除了安道尔、奥

地利、比利时、匈牙利、斯洛伐克和西班

牙，其这一比值在2%和4%之间(图3.4)。
在高加索和中亚，男孩和女孩一旦入学，

在小学很少留级。东亚各国的情况类似，

只有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例外，在澳门男

孩留级率为6%，女孩留级率为3%。东南亚

的留级率也较低，但该区域有些国家(柬埔

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及东帝汶)

记录在案的留级率在5%至20%之间。在上

述各区域的若干国家里，留级率较低，部

分是由于自动升级所致。

小学留级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北

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及西亚都相

当高。17 留级现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持

久，发生率也最高；在46个有数据的国

家里，小学留级生的百分比在零与33%之

间。其中23个国家男孩和女孩的留级生百

分比超过10%(图3.4)。在布隆迪、中非共

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

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和多哥，留级生占五

分之一左右。在西亚国家伊拉克、黎巴

嫩、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及南亚国家孟加

16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17 同上。

拉国、不丹、印度和尼泊尔，男孩和女孩

的留级率为5%或更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有38个国家有数据，其中30个国家女孩留

级率不到5%，但只有18个国家的男孩留级

率不到5%。大多数情况下，留级都往往集

中在头几年级，并且虽然不只是却集中在

贫穷家庭的儿童，生活在农村地区和生活

在弱势社会群体中的儿童中。18 在正式入

学年龄招收儿童入学有困难的国家里，要

让儿童留在学校，读到初等教育毕业，会

遇到更多问题。

女孩往往比男孩更及时地读完小学

女孩一旦入学，逐级完成初等教育，往往

比男孩更及时。拥有2005-2012年期间数据

的国家有190个，其中126个国家女孩留级

的百分比都低于男孩。19 有51个国家性别

均等指数在均等范围之内(对男孩和女孩

来说差别不到1个百分点)。只在13个国家

里女孩留级的百分比高于男孩。

b. 留存到小学最后一年

招收男孩和女孩入学是普及初等教育必不

可少的第一步，但实现该目标则取决于他

们是否在学校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能够从

初等教育的完整过程中受益。为数众多的

儿童没有完成初等教育就离开了学校，是

因为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所致，包括贫穷、

上学的隐性费用、国内冲突、各种灾害、

疾病、流离失所、移徙、语言障碍及初等

教育质量低下。20 

读到小学最后一年的留存率——系指开始

读一年级，不论是否留级，预期都会读到

最后一个年级的学生所占的比例——用来

测量教育系统留住学生的能力与效率。它

18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2。
19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计

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gen-
der/worldswomen.html。

20 教科文组织和儿基会，2012。



教育 67

也可以指明辍学发生率的大小。留存率接

近100%表明留住水平很高或者辍学发生率

很低。

读到小学最后一年的留存率 

显示各区域和各国的差别相当大

就全球来看，2011年，读到小学最后一

年的留存率男孩和女孩分别达到了74%和

76%(图3.5)。在各发达区域、东亚、北非

及高加索和中亚，留存率普遍很高，从

93%至98%不等。就记录来看，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东南亚和西亚男孩的留存率

在75%至83%之间，女孩的留存率在78%
至88%之间。相形之下，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南亚及大洋洲，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

学生完成初等教育。在有2005-2011年期

间数据的国家里，留存率则在25%至100%
之间。在10个国家里，女孩的留存率不足

50%，在78个国家里则超过90%。21 

小学留存率提升向来进展缓慢

在1990年至2011年期间，小学全球留存率

是女孩提升7个百分点，男孩提升了4个百

分点。世界所有区域，除大洋洲以外，都

提升了其留存率，但实现普遍完成目标向

来进展缓慢(图3.5)。东亚、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北非及东南亚，读到初等教育最后

一个年级的留存率取得了显著进展，女孩

留存率提升了14至22个百分点，男孩留存

率提升了12至15个百分点。撒哈拉以南非

洲、南亚和西亚的留存率也有适度提升。

在南亚，男孩提升(4个百分点)远远小于

女孩的提升(14个百分点)。大洋洲是唯一

一个该指标毫无进展甚至倒退的区域。

21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图3.4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小学留级生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数据只对至少有5%的男孩或女孩留级的国家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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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1990年和2011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升入小学最后一个年级的留存率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各区域按2011年女孩留存率的降序列示。

索和中亚的过渡率也在95%以上；北非、

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过渡率在85%至95%
之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了一些最

低过渡率，那里只有77%的女孩和79%的

男孩继续接受中等教育。该区域有略多于

三分之一的国家记录显示过渡率在90%以

上，而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则显示过

渡率不足75%。这后一组有三个国家(安哥

拉、几内亚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过渡率

是女孩和(或)男孩小于50%。

过去十年期间，就发展中区域总体来看， 

向中等教育过渡均有所改善

从1990年至2011年，就发展中区域总体而

言，向普通中等教育过渡均有所改善，女

孩提升了13个百分点，男孩提升了9个百

分点。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的过渡率进

展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是巨大

的，对女孩来说更是如此。高加索和中亚

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都达到了从初等向中

等教育几乎普遍的过渡(98%或更高)。北

非的进展比较而言不太大。

目前，中等教育过渡率的性别均等指数在

世界所有区域并在多数国家都显示均衡。

在有2005-2011年期间数据的154个国家

里，有106个国家读完初等教育的女孩和男

孩进入初中继续学习的比率大致相同。23 

3.  中等教育

尽管顺利完成初等教育为终身学习奠定了

基础，但中等教育却是获得更复杂技术与

知识的关键，这些复杂的技能和知识反过

来又为个人提供了人生更多机会，包括高

等教育准备及更好的工作。

23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计

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gen-
der/worldswomen.html。

c. 从初等教育过渡到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成功的结果就是中学入学率增

加。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的过渡率以特

定年份进入中等教育(只是普遍方案)一年

级的新生人数为基础，以上一年入读初等

教育最后一个年级而下一年未在小学最后

一年留级的学生的人数所占百分比表示。

从全球来看，读完初等教育的多数学生都深造

从全世界来看，2012年有超过91%的小学

学生过渡到初级中学22 (图3.6)。从初等教

育到初级中等教育的高过渡率见于多数

国家，这表明初等教育结束并不是退出

教育系统的最常见出口。在发达区域，

所有国家，除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女孩过渡率为83%，男孩过渡率为85%)以

外，都报告称女孩和男孩的过渡均超过了 

95%。东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高加

22  该指标是指上一年，因为它是前一年学生总体

的百分比，但过渡实际发生在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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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中等教育

男孩和女孩的中学入学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

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相应的小学入学率

参与中等教育24 在世界各个区域都已经稳步

扩大(图3.7)。从全球来看，在1990-2012年
期间，中学总入学率，女孩提升了26个百

分点，男孩提升了20个百分点。尽管有如

此非凡的提升，但2012年全世界只有72%
的女孩和74%的男孩上中学。男孩和女孩

的中等教育全球入学率低于初等教育的相

应比率。25 此外，与小学入学率相比，中

学入学率各区域差异巨大。在发达区域及

高加索和中亚，男孩和女孩的中学入学率

接近100%；在东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

北非，则接近90%。尽管初等后教育稳步

扩大，但中等教育入学率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都很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等教育

入学率男孩为45%，女孩为38%。同样，

在大洋洲，男孩为52%，女孩为45%。其

他区域，即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就男孩

和女孩来说，中等教育总入学率接近或低

于75%。

尽管缩小中等教育入学率性别差距取得进展，

但女孩在许多区域仍然面临着巨大劣势

在1990年和2000年期间，男孩和女孩全球

总入学率的性别差距从9个百分点下降到5
个百分点(图3.7)。2012年持续下降，缩小

到只有2个百分点。尽管过去二十年取得

了各种进展，但在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

洲、南亚及西亚——男孩和女孩总体入学

率低的全部区域，女孩就读中学的可能仍然

小于男孩。在中等教育总体入学率较高的区

24  中等教育包括初级中等教育(教育分类2)、高

级中等教育(教育分类3)或中等后非高等教育 

(教育分类4)。
25  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在某些国家里，初等

教育是义务教育，由国家免费提供，而中等教

育则不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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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1990年和2011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从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的过渡率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各区域按2011年女孩留存率的降序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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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中等教育总入学率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各区域按2012年女孩中等教育总入学率的升序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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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东亚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基于性别

的差异则有利于女孩。在整个1990-2012年
期间内，只有各发达区域及高加索和中亚

实现和保持男孩和女孩平等获得中等教育。

在多数区域， 

报告中等教育性别均等的国家的数量 

都小于报告初等教育性别均等的国家的数量

获得中等教育的性别差异已经缩小，但仍

然比初等教育的性别差异大，且更普遍 

(图3.8)。在那些女孩处境极为不利的国

家里，中等教育的性别差别部分反映了初

等教育以及向中等教育过渡的累积性别差

异。26 少数国家在中等教育中比在初等教

育中接近性别均等。在有2005-2012年期间

数据的184个国家中，只有62个国家中等

教育保持了性别均等，在初等教育层次上

则有113个国家。在58个有数据的国家里观

察到女孩胜过男孩的中等教育性别差异。

相反，在64个有数据的国家里，发现了有

利于男孩的性别差异。在36个国家里，性

别均等指数小于0.90。27 

26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5。
27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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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初级中学年龄的失学青少年

有为数众多的初级中学年龄 28 的少年失

学。29 2012年，世界各地有6 200万或者说

五分之一初级中学年龄的青少年失学。30  

这个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最普

遍，它们合起来共占了中等教育年龄组全

部失学青少年的四分之三以上(77%)。许

多失学青少年都可能面临着社会经济边缘

化的可能。31 失学少女面临着更多挑战，

包括早婚、早孕及家庭责任负担。

女孩占全球初级中学年龄 

失学青少年人口的一半

从全球来看，2012年，女孩占了初级中学

年龄失学青少年的50%，1999年则占53%。

在各区域之间及各区域内，发现了巨大差

异。在西亚，女孩占了初级中学年龄全部

失学青少年的6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及

高加索和中亚，女孩在失学青少年人口的

占比远大于半数。在其他区域，女孩所占

比例略少于失学青少年的一半。

自1999年以来，全球进展显著，就女孩来说

更是如此。在1999-2012年期间，全球少女

失学率从28%下降到17%，全球男孩失学率

则从23%下降到16%。32 在各发达区域、东

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高加索和中亚，

只有不到10%的初级中学年龄的少男少女失

学。失学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少女是36%， 

少男是31%)和南亚(男孩和女孩都是26%)则

高得多。在有数据可用的国家里，有36个国

28 通常在12岁至15岁之间。
29  通常，少年不进初级中学，或者是因为他们没

有读完小学，或者是因为无法过渡到初级中

学。
30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计

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gen-
der/worldswomen.html。

31 教科文组织，2010。
32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计

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gen-
der/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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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4 
女孩和男孩的学习成绩

任何教育系统的主要目的都是把技能传授给年

轻人，让他们能够有效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

生活。让儿童进学校本身不是目的。衡量成功

的最终标准不仅是儿童的学习程度，而且也是

儿童教育经历的质量。学生评估调查提供了一

种评估学习成果与教育质量的尺度。有了此类

调查，就可以从女孩和男孩在校所学学科的角

度对他们的相对成绩做某种评估。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方案调查了

世界各地15岁少年的在校表现，特别是阅读、

数学及科学方面的表现，所以现在可以从学生

经过一定时期学习之后所获得的技能的角度，

来测量国与国之间及国家内部的差距。通常，

是经过大约八年的学校教育之后，在许多国家

的义务教育行将结束之时，才做此测量。

2012年在34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其他31个国家

和地区做了一项国际学生评估方案调查，a 结

果表明各国之间的学习成绩差距巨大。一般说

来，在学习成绩方面，低收入国家远远落在高

收入国家之后。而且，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差

异小于非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差异。再者，不

同国家之间的区别只代表了学生表现总体差异

的一部分。在所测试的全部三科——阅读、数

学及科学中，在国家内部表现最差和表现最好

的学生之间差别巨大，各个人口组之间学习成

绩的不同与财富分配密切相关。教育表现方面

的性别差别远没有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教育表

现的差别来得突出。b 然而，现存差距突出表

明教学采取性别敏感办法很重要。

在参与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方案调查的每个国
家里，女孩在阅读技能方面都胜过男孩

国际学生评估方案2012年阅读评估结果表明，

在每个参与国里，女孩都比男孩强。经合组

织阅读表现的平均分是男孩478分，女孩515分 

(性别差距38分，大致相当于一年的学校教 

育)。同样，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分显示女

孩高出41分的差距。学生表现的性别差距与阅

读态度方面的性别差别有关。15岁的女孩更可

能为乐趣而阅读，阅读复杂的虚构和非虚构作

品，而男孩更可能阅读漫画书，这部分是因为

他们阅读技能较弱所致。女孩在理解、记录和

总结所读材料方面也往往更熟练。c

在多数国家里，男孩的数学都比女孩略好

数学方面的表现也具有性别差别特征，这些差别

往往没有阅读方面的差别大，也没那么系统。在

参与国际学生评估方案调查的多数国家(65个国

家或地区的52个)里，男孩在数学方面表现比

女孩好。经合组织国家的数学平均分是男孩499
分，女孩489分(性别差距10分)；对非经合组织

国家或地区来说，男孩的平均分是453分，女孩

448分(差距5分)。与所观察到的阅读结果相反，

在许多国家里性别差距都不大。在13个国家里，

虽然差距很小，但性别差异实际上有利于女孩。

在数学方面，男孩向来占有优势，女孩似乎正在

缩小数学成绩方面的差距。科学表现方面的性别

差别，对多数国家或地区——经合组织国家和非

经合组织国家——来说，都比数学和阅读方面的

差距小得多，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差距从统

计角度看并不显著。d

a 经合组织，2014。
b 同上。
c 同上。
d 同上。

家女孩和(或)男孩的失学率高于20%。在安

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孟加拉国、中非

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几内亚、伊拉克、

马里、斯威士兰、多哥和也门，女孩失学

率与男孩失学率的差别大于15个百分点。33 

初级中等教育毕业

在若干国家里，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不足

在发达区域、东亚及高加索和中亚几乎全

部有2012年(或自2005年以来可用的最近年

33 同上。

份)数据可用的国家里，初级中等教育的

总毕业率34 都是女孩和男孩均超过80%。同

样，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西亚，初级中

等教育完成率较高，其中有几个国家报告

称毕业率接近或高出80%。相反，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近四分之三有数据可用的国

家毕业率都低于40%(图3.9)。

34  初级中等教育的总毕业率是指初级中等教育毕

业生的人数，不管年龄，以初等教育水平理论

毕业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表示。这个比率可能超

过100%，因为所计算的毕业生人数包括了年龄

大于和小于理论毕业年龄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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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有数据的国家里，女孩完成 

初级中等教育的比率高于男孩

半数以上有数据可用的国家，女孩完成初

级中等教育的比率高于男孩(图3.9)，尽管

女孩在许多发展中区域里参与中等教育的

情况更为不利。在报告数据的101个国家

里，有57个国家女孩毕业率高于男孩。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9个有数据可用的国

家和地区有24个都是如此；只有安圭拉、

巴哈马、英属维尔京群岛、古巴和圣露西

亚例外，男孩表现胜过女孩。在北非、大

洋洲、南亚(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和西

亚(除了也门)，女孩完成初级中等教育的

比率高于男孩。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报

告按性别分类数据的28个国家，22个国家

里情况相反。只有博茨瓦纳、佛得角、毛里

求斯、塞舌尔、南非和斯威士兰例外，女孩

毕业率高于男孩。在发达区域和东亚，性别

差别很小(小于5个百分点)或均等。类似情

况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菲律宾的女孩毕

业率比男孩高15个百分点)及高加索和中亚 

(除了亚美尼亚，女孩毕业率高26个百分

点；也除了塔吉克斯坦，男孩毕业率高10
个百分点)也很普遍。

参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参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雇主所珍视

的技能与能力，对自营职业也有用。此类方

案让年轻男女具备种种能力，能够拓展他们

的人生机遇，让他们做好从学校转向工作的

准备。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包括非常广泛

的领域——从教师培训方案到商业研究，再

到工业和工程的各个技术领域。

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外，所有区域参加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男孩都比女孩多

在1990年和2012年期间，参加中等教育技

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女孩在全球所占比

例仍然未变，为44%(图3.10)。发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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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部分国家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初级中等教育总
毕业率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只对女孩和男孩总毕业率相关至少相差5个百分点的国家给出数据。总毕业率可
能超过100%，因为所计算的毕业生人数包括了年龄大于和小于理论毕业年龄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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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例略有下降，从45%下降到43%。

在发展中区域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

洋洲及东南亚参加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的女孩的占比略有减少；在东亚、撒哈拉

以南非洲、南亚及西亚，则有所增加。

在163个有2005-2012年期间数据可用的国

家里，有140个国家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

训的女孩入学人数低于男孩。35 在其中34
个国家里，年轻妇女参与人数大为不足，

只占入学人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少。在几个

南亚国家里，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

丹、印度及尼泊尔，女孩的比例在12%至

33%之间。在西亚的巴林、伊拉克、科威

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

门和巴勒斯坦国，女孩加入此类方案的比

例在5%至19%之间。同样，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多数国家都是女孩的入学率低于男

孩。在安哥拉、科摩罗、马达加斯加、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苏丹和突尼斯，女孩的

数量只有三分之一或更少。然而，在该区

域的六个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莱索

托、利比里亚、尼日尔和塞内加尔)里，女

孩占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招生人数的一

半或一半以上。163个有数据的国家中有16
个国家入学女孩多于男孩。这些国家多数

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包括巴西、哥伦

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克、多米尼加

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

尼加拉瓜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36 

4.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建立在中等教育之上，既传授知

识技能，又赋予专业领域的资格。它也为

社会和私人带来了广泛利益。从个人层次

看，接受和完成高等教育与更好的就业机

会和更高水平的收入(例如见关于工作的

35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36 同上。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各区域按2012年女孩所占比例的降序列示。

图3.10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参加中等水平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女孩所占比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高加索和中亚 

东亚 

北非 

东南亚 

西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亚 

大洋洲 

发达区域 

发展中区域 

世界 

6020 25 30 35 40 45 50 55

百分比

2000 20121990

第4章)有关。在社会层面，高等教育毕业

生增加了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对于经济

发展、生产率增长、创新及政府和民间社

会的健康运行来说至关重要。37 

参与高等教育

在过去二十年里， 

全球男女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增长巨大

从全球来看，在1990年至2012年期间，参

与高等教育显示了非凡的进展，反映出世

界各地教育系统的稳定扩张，反映了对高

度熟练劳动力日趋强烈的需求。在这期

间，以高等教育总入学率38 衡量的参与，

37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38  高等教育总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

无论年龄，以相当于中学毕业后五年内这一年

龄组目标人口组的百分比表示。在对比各国之

间实际人口覆盖情况时存在各种限制，因为高

等教育持续时长各不相同，大量目标年龄组以

外的女性和男性入学，以及失学和频繁重新入

学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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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其他区域尽管进展巨大，但男女高

等教育总入学率仍然很低。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1990-2012年期间，男子的高等教育

总入学率只从4%上升到10%，妇女从2%上

升到6%。同样，在南亚，总入学率为男子

25%，妇女20%，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数。

如果平均数不计印度，则这些比率要降到

男子19%，妇女17%。在1990年和2012年期

间，只有高加索和中亚是世界上高等教育

参与停滞不前的区域，男女入学率在20%
出头至25%左右。

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是妇女增加更快，并且在多

数区域都超过了男子入学人数，但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和南亚，妇女仍然处于严重不利地位

在世界各地和多数区域，1990年至2012年期

间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参与模式改变了性

别差异，从男子多变成了妇女多(图3.11)。 

1990年，男子参与人数高于妇女参与人

数，具体反映在全世界的性别均等指数0.90
中。39 自那时以来，全球妇女参与以比男子

更快的速度增加，使男女高等教育入学比

率在2000年前后达到了均等。随后，妇女

的全球参与超过男子，改变了性别差异，

从男性多变成了女性多。2012年，男女全

球高等教育入学的性别均等指数为1.08，反

映了大大有利于妇女的性别差异。40 

在世界多数区域，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多

于男子。2012年，在各发达区域(性别均等

指数1.28)、北非(1.22)、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1.28)、东亚(1.08)、东南亚(1.12)及高

加索和中亚(1.07)，性别均等指数都超出

了均等范围。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

南亚(性别均等指数分别为0.64和0.81)，仍

然存在着有利于男子的相当大差异。总的

来看，西亚参与高等教育的妇女几乎与男

39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计

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gen-
der/worldswomen.html。

40 同上。

妇女从13%上升到33%，男子从14%上升到

31%(图3.11)。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巨大

进展，整个发展中国家显示男性增加了二

倍，女性增加了三倍。

参与高等教育显示了巨大的区域差异

尽管高等教育普遍都有了相当的扩张，但

高等教育总入学率显示了巨大的区域差

异。在高等教育参与历来都很高的区域，

男女的总入学率都很高。各发达区域、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及西亚仍然是全球领先区

域。发达区域把男子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从

42%扩大到66%，把妇女入学率从46%扩

大到85%。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男子高

等教育总入学率增加了一倍，妇女几乎增

加了两倍。就1990年以来进展来看，在东

亚，男子增加了近四倍，妇女增加了九

倍。这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增长自

2000年以来特别显著。同样，在西亚，男

子增长了近两倍，妇女增加了近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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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高等教育总入学率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各区域按2012年妇女高等教育总入学率的升序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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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样多，但区域平均数掩盖了若干国家

妇女参与率很低的实情。例如，也门的性

别均等指数为0.44，伊拉克为0.60。41 

有168个国家拥有2005-2012年期间的现成

数据，其中只有六个国家显示了高等教育

性别均等。在106个国家中，差异有利于

妇女；在其他56个国家里，差别有利于男

子。在高等教育入学方面，在发达区域几

乎所有国家里都是妇女多于男子，但在发

展中区域中只有一半的国家是如此(见图

3.8)。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几个

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很少的国家里，包括贝

宁、乍得、厄立特里亚、埃及、几内亚、

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也门，妇女参与高

等教育人数不及男子的一半(性别均等指

数小于0.50)。42 联系参与高等教育的总体

水平来考虑性别平等很重要。如果高等教

育总入学率仍然很低，各国在扩大所有学

生，不论男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时，就

必须处理性别不平等问题。

按研究领域分类的高等教育毕业生

男女选择的研究领域会影响其未来的生

活、职业、收入及社会角色。许多因素驱

动着高等教育学生的学科偏好，包括中等

教育时的表现，对自我能力的感觉，社

会、经济、家庭背景，职业渴望及劳动力

市场预期。性别定型观念与平衡兼顾工作

与家庭责任方面的性别差别，也是一个重

要因素。

图3.12呈现了八个广泛研究领域的男女毕

业生比例：教育；健康与福利事业；人文

艺术；社会科学、商业与法律；科学；工

程、制造和建筑；农业以及服务。这个图

具体说明了男女在高等教育中选择了迥然

有别的研究领域。这种观察意见对许多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都成立。

41 同上。
42 同上。

妇女更可能毕业于教育、健康和福利工作及

人文艺术相关领域

传统上由妇女为主的研究领域——教育、

健康与福利工作及人文艺术，依然是受到

妇女青睐比受到男子青睐更频繁(图3.12)。 

妇女在教育和健康与福利工作中特别突

出。有111个国家报告了2005-2012年期间

按研究领域分类的数据，在其中四分之三

的国家中，妇女毕业于教育专业的可能至

少比男子大一倍。就健康与福利工作专业

而言，在五分之四的国家里，妇女毕业于

该领域可能至少比男子大一倍。在女性毕

业生中，平均有六分之一的人毕业于教育

领域，而男性毕业生只有十分之一；七个

妇女就有一个毕业于健康与福利专业，而

15个男子中才有一个。

妇女毕业于理工科的可能小于男子

妇女尽管有比先前更好机会接受高等教

育，但参与某些传统上以男子为主的研究

领域仍然面临挑战。妇女比男子更少有可

能毕业于科学、工程、制造、建筑、农业

及服务等专业。在有2005=2012年期间数

据的国家里，工程专业尤其是如此，其次

是科学专业(图3.12)。在男性毕业生中，

平均五分之一毕业于工程专业，而女性毕

业生则是20个才有一个；九个男子就有一

个毕业于科学专业，妇女则是14个中才有

一个。在所有有数据的国家中，除了塞浦

路斯(有16%的男子和11%的妇女毕业于工

程专业)和缅甸(有4%的男子和妇女)，男

子毕业于工程专业的可能至少是妇女的2
倍。这些国家代表不同区域；在其中三分

之一的国家里，男子毕业于该专业的百分

比至少比妇女的百分比高四倍。至于科学

专业，在10个有数据的国家中的6个国家

里，男子毕业于该专业的百分比至少是妇

女的百分比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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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事研究与开发的妇女

研究人员是从事构想或创造新知识、产

品、工艺、方法及系统以及管理这些项目

的专业人员。公认创新是一个决定经济增

长的因素。43 由于研究与开发是创新的关

键构成因素之一，所以评估研究队伍的性

别平衡很重要。尽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

会有所改善，但妇女在从高等教育向研究

职业过渡时仍然面临着相当多的障碍。结

果，妇女参与研究与开发的代表仍然不

足。这限制了她们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

促进创新的能力。它也影响了研究的总体

质量，因为妇女会给任何项目带来不同视

角。44 

43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a。
44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3。

1.  参与研究

世界研究人员不到三分之一是妇女

2011年，妇女占全世界全部研究人员的三

分之一(图3.13)。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年几

乎保持恒常未变，突出表明实现这个领域

的性别均衡缺乏进展。就女性研究人员

的平均比例来看，发达区域(30%)与发展

中区域(31%)相似。只有一个区域——高

加索和中亚(45%)——实现了性别均衡，

性别均衡此处指每个性别的比例在45%
至55%(均含)之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4%)、东南亚(43%)和北非(40%)紧跟其

后。比较而言，女性研究人员所占比例在

东亚(18%)和南亚(20%)最低。

图3.12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男女研究领域列示的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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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5。统计研究所数据中心，http://www.uis.unesco.org(2015年2月访问)。

说明：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的数据。数据相应于2012年基准年或者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份。对角线是各研究领域的性别均等线。数据点在性
别均等线以下显示有多于妇女的男子毕业于该研究领域。数据点在性别均等线以上显示有多于男子的妇女毕业于该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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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0个国家有2005-2012年期间的可用数

据，45 在其中的108个国家里女性研究人员

数量不足一半。在53个国家里，妇女的比

例少于三分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0个
国家有现成数据，其中19个国家情况都是

如此。

2.  研究领域

科学各个领域研究人员目前的性别分布，

是高等教育毕业变化，特别是研究职业所

需最高水平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累

积结果。图3.14呈现了按区域列示的妇女

在六个具体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中所占的

比例：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科学、

农业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

男子在全球各地都主导了所有研究领域

在全球层次，性别差异反映了男子在参与

所有六个研究领域中具有的优势。多数区

域都显示了男性为主的相同模式，只有东

南亚例外，那里显示了所有六个研究领域

的参与均等。

在两个领域——医学科学和人文学科—— 

中，妇女的全球占比比较高(分别为42%
和44%)，并接近均等。46 有几个区域显示

了这两个领域的均等。例如，有四个区

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北非、东南亚

和西亚，都显示了医学科学领域的均等。

在高加索和中亚，妇女在这个领域中实际

上处于优势地位。此外，有67个国家或地

区拥有2005-2012年期间人文学科领域的现

成数据，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报告

称性别均等。在10个国家或地区中，妇女

占人文学科研究人员总数的55%以上，而

45  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2014b。
统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46  此处性别均等系指每个性别的占比在45%至

55%(均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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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2011年按区域列示的妇女和男子在研究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研究人员数据基于主要或部分受雇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的总数。这包括全时和
非全时受雇的工作人员。各区域按2011年妇女所占比例的升序列示。

在21个国家或地区中，她们所占比例低于

三分之一。

从全球来看，妇女参与最少的是工程技

术专业(17%)。只有东南亚在这个专业实

现了均等(45%)，而在其他区域，该专业

中研究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男子。在74个有

这个领域数据可用的国家里，只有四个

国家——阿塞拜疆、危地马拉、马来西亚

和蒙古——在2005-2012年期间记录为均

等。47 在55个国家里，男性研究人员多于

女性研究人员，比例高于二比一。要加强

妇女参与研究的力度，增强妇女在科学技

术议程上的影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C.  执教妇女

教师代表了一种关键教育资源。受过培

训、拥有资格、动机纯正的教师对创造有

效学习环境和提高教育质量，都至关重

47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b。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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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2011年按区域和科学领域列示的妇女在研究人员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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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2014b。

说明：关于研究人员的统计
数据基于主要或部分受雇从
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的总
数。这包括全时和非全时受
雇工作人员。

要。在创造平等对待女孩和男孩，鼓励他

们充分发挥潜力的性别敏感学习与社会环

境方面，教学人员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

现，促进教师队伍性别平衡的政策对获得

教育和学业完成率都有积极影响，对女孩

和年轻妇女来说更是如此。48 不过，单是

女教师的存在不足以确保女孩入学和完成

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培训教师注意性别

问题很关键。

小学教学以妇女为主

1990-2012年期间，在多数区域，妇女加

入教师行业在各级教育中都有所增加(图

3.15)。2012年，妇女占全世界小学教师的

大约三分之二，二十年前仅占56%。她们

在世界多数区域都占了小学教师的多数，

但数据表明各国差异巨大。在整个发达

区域，2012年，女教师占小学教学人员的

84%，在发展中区域则占58%。占比在高

加索和中亚最高，为89%；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最低，为44%。

48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0。

有164个国家报告2005-2012年期间的数

据，在其中82个国家里，小学女教师超过

了75%。49 在22个国家里，这个比例超过

了90%，在15个国家里却不到30%。这些

国家，除了一个之外，全都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女性小学教学人员的比例在总体入

学水平很低的国家里更低。

妇女在教学人员中所占比例在后续 

各等教育中逐级下降

女教师所占的比例在初等后教育水平上

较低。从全球来看，2012年中学教师有

52%是妇女，比1990年的48%有所增加。

整个发展中区域的比例是48%，发达区域

的比例是63%。就区域而论，则比例各不

相同，高加索和中亚为69%，撒哈拉以南

非洲则为31%。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的女

教师比男教师少得多。在该区域16个国家

里，中学女教师的比例低于20%。同样，

49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计

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gen-
der/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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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南亚国家里，包括阿富汗、孟加拉

国、不丹、印度及尼泊尔，女教师的比例

都不足一半。50 

在高等教育层次，世界多数教学人员都是

男子。2012年，在全球，妇女只占这个层

次教师的42%。该比例在发展中区域和发

达区域大致相同。2005-2012年期间所报告

的135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数据表明，在110
个国家里，女教师的比例低于50%。尽管

普遍格局如此，但在东欧(阿尔巴尼亚、

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

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阿鲁巴、哥伦比亚、古巴、圭亚那和圣

卢西亚)、高加索和中亚(亚美尼亚、阿塞

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50 同上。

斯坦)及东南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

及泰国)，高校都是女教师多于男教师。51  

D. 教育成果与终身学习

1.  识字

识字52 对获取信息、知识和技能，对获得

应对人生挑战及复杂情况和充分参与社会

的能力，不可或缺。不识字同贫穷和得不

到社会经济机会密切相关。

51 同上。
52  教科文组织把识字定义为读、写和理解与个人

日常生活相关的简单说明。它包含一系列读写

技能，通常还包括基本算术技能或者说计算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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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按教育水平和区域列示的妇女在教学人员中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5。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中心，http://www.uis.unesco.org(2015年2月访问)。

说明：各区域以妇女在小学教学人员中所占比例的升序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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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占不识字成年人的近三分之二， 

这个比例二十年来保持未变

2012年，估计有7.81亿15岁及以上的成年

人是文盲，他们几乎(99%)都身在发展中

区域。世界不识字的成年人有近三分之二

(4.96亿)是妇女，自1990年以来一直保持

不变。在世界各个区域，妇女都占文盲人

口的半数以上。在东亚和西亚，她们占文

盲人口的近四分之三。

男女成人识字率在世界各区域都有所提升

从全球来看，在1990-2012年期间，男子

的成人识字率53 从82%升至89%，妇女的从

69%升至80%(图3.16)。北非、撒哈拉以南

非洲、南亚和西亚——1990年男女识字率

远低于全球平均数的全部区域——已经取

得了进展。1990年成人识字率高于全球平

均数的发展中区域——即东亚、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东南亚及高加索和中亚——也

有所进步，东亚和东南亚改善相当大，

对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在国家层次，在有

2012年(或2005-2012年期间的最近年份)数

据的158个国家之中的24个国家里，只有不

到50%的成年妇女具备基本识字技能。除

了阿富汗、不丹、海地、尼泊尔和巴基斯

坦，其他19个国家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相比之下，158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成年

男子的识字率不到50%。54 

成人识字率的性别差异在全球各地已经缩小，

但在四个发展中区域里，妇女仍然输给了男子

在1990年至2012年期间，成人识字率的

性别差距在各个区域都缩小了(图3.16)。
男女全球识字率差距，2012年为8个百分

53  成人识字率是指15岁及以上的识字人口所占的

百分比。
54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点，比1990年13个百分点有所下降。发达

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高加索和中

亚已经实现了成人识字的性别均等，而东

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则接近实现这个目

标。在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及西

亚，性别差异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其性

别差距在10至22个百分点之间，男子占上

风。这个差距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

然很大，且持续存在。在南亚，1990-2000
年期间进展迅速，只是自2000年以来，妇

女取得的进展不太大。

在158个有2012年(或2005-2012年期间的最

近年份)数据的国家中，有74个国家达到

了成人识字性别均等，4个国家显示了不

利于男子的差异，80个国家显示了不利于

妇女的差异。在这其中的22个国家里，妇

女的识字率少于男子的三分之二，其中四

个国家位于南亚(阿富汗、不丹、尼泊尔

和巴基斯坦)，一个位于西亚(也门)，其

余都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55 

绝大多数年轻男女都具备基本的读写技能

世界绝大多数年轻人( 15至 24岁)都识

字。1990-2012年期间，年轻妇女全球识字

率从79%升至87%，年轻男子的从88%升至

92%(图3.17)。这反映较年轻几代人参与

正式学校教育有所增加。在较发达区域，

在东亚，在高加索和中亚，青年识字几乎

已普及；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东南

亚，则接近普及。在世界许多男孩和女孩

都不上学或辍学的地方，青年识字率比全

球平均数低很多。在名列世界识字率最低

之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64%的年轻

妇女和76%的年轻男子识字。在大洋洲和

南亚，年轻男女获得基本识字技能的比率

大大低于男女的全球平均数。

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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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至2012年，在期初都存在差异的

所有区域里，青年识字率的性别差距都缩

小了。然而，在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亚和西亚，不利于年轻妇女的性别差距

仍然很大，在4至12个百分点之间，年轻

男子较高。

老年人识字率的性别差距表现显著，妇女较低

世界各个区域都显示65岁及年龄更大的老

年人的识字有所进展。2012年，这个年龄

组的全球识字率是妇女70%，男子81%(图

3.18)。1990年，识字率要低得多，分别

为56%和67%。2012年，只有各发达区域

及高加索和中亚是这个年龄识字接近普及

的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远居第二，老

年妇女和老年男子的识字率分别是75%和

80%。其他区域的识字率都低于每个性别

的全球平均数。在整个发展中区域，只有

51%的老年妇女和72%的老年男子识字。

在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绝大多

数老年人不识字，识字的妇女不到四分之

一，识字的男子不到一半。

2012年，在整个发展中区域，老年妇女勉

强达到了老年男子1990年的识字水平。在

1990年显示巨大性别差距的那些区域中，

东亚、东南亚和西亚在缩小性别差距方面

进展迅速。相反，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

和南亚尽管男女识字率都有所上升，但同

期性别差距却略有加大。

2.  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个人已完成的教育的最高

水平——是测量人力资本和特定人口可用

技能的一个尺度。当前入学率只提供了关

于特定时期学校人口的信息，而受教育程

度则表明了整个成年人口的教育水平，反

映了参与和完成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的

长期趋势。较高水平的受教育程度反映在

劳动力有比较高水平的技能与知识可用之

图3.16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

图3.17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15至24岁)青年识字率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

说明：因为识字率不是每年收集，所以统计研究所－教科文组织参照人口普查十年来报
告区域和全球识字率数据。为了便于阅读，本章把1985–1994年人口普查十年的数据称
为1990年的数据，把最新数据，即2005-2014年人口普查十年的数据称为2012年的数据。
各区域按2012年妇女识字率的升序列示。

图3.18 
1990年、2000年和2012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识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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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经济增长56  

和改善劳动力市场成果，包括生产率、参

与度及收入与职业进步。在劳动力市场之

外，高水平的受教育程度也与积极的社会

成果相关，包括参与和选择代表参与政府

及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提升，57 志愿活动增

加及人际信任增进，58 以及儿童和其他家

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与生存改善。最后，提

高受教育程度也是一种赋予妇女权能的主

要机制。

图3.19呈现了各区域25岁及年龄更大的男

女受教育程度最高水平在各自人口所占的

百分比，分为四个教育等级：“没受过学

校教育”、“初等”、“中等”和“高

等”。各区域受教育程度差异巨大，表明

了与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强烈关联。

在初等教育已经普及的发达区域，没受过

学校教育或最高程度是小学水平的男女的

比例很小，而最高程度是中等或中等以上

的男女却数量巨大。东亚、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东南亚、西亚及高加索和中亚的多

数国家都情形类似。相反，在尚未实现普

及初等教育目标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

亚，没受过学校教育或最高程度是小学水

平的男女的比例很大，但最高受教育程度

是中学或大学水平的人却不太多。

不利于妇女的性别差异在没受过学校教育的人

中间最明显，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

25岁或年龄更大的男女受教育程度的性别

差别对没受过学校教育一类人来说最明

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看到了一些最大

差距，平均有44%的妇女从未上过学，而

男子则为34%。在贝宁、布基纳法索、乍

得、埃塞俄比亚、加纳、马拉维、马里、

塞内加尔、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

56 Thévenon等，2012。
57 Lopez-Carlos和Zahidi，2005。
58 经合组织，2013。

津巴布韦则看到了超过15个百分点的性别

距离，男子占优势。

另一方面，肯尼亚和莱索托在没受过学校

教育的成年人口中显示了有利于妇女的性

别差别。性别差别在南亚也很大。在那

里，平均有34%的妇女根本没受过教育，

男子则为25%。在巴基斯坦，64%的妇女

从没有上过学，比男子高29个百分点。

在孟加拉国，57%以上的妇女没有受过教

育，男子则为45%。在西亚国家巴林、约

旦、阿曼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中，有超

过10个百分点的性别差距记录在案，全都

是男子占优。东南亚有些国家也显示了不

太大的性别差距，在5%至10%之间，男子

占优势。

各发展中区域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口

没有完成小学水平以上的教育。在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东

南亚及西亚，初等教育是30%以上男女所

受的最高教育程度。就东南亚而言，有

43%的妇女和40%的男子所受教育只限小

学不同年级。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相应数据

分别是妇女32%和男子34%。反之，在发

达区域，还有在东亚及高加索和中亚，此

类比例对男女来说都不到20%。

中等教育是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多数男女

所达到的最高教育水平

同其他水平的教育相比，中等教育是发

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多数成人所达到的

水平。全世界，平均数字是49%的妇女和

54%的男子。在高加索和中亚，对近四分

之三的男女来说，中等教育是所受教育程

度的最高水平。在发达区域和东亚，半数

以上的成年妇女和男子都达到了这种教

育水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南亚

及西亚，则是大约4/10的男女达到的通常

最高教育水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平

均有22%(五分之一)的妇女受过一些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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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男子则有29%。中等教育也是南亚

26%的妇女和33%的男子所受最高水平的

教育，而在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及巴基斯

坦相应数字不到25%。这些国家都显示了3
至21个百分点的性别差距，从教育程度来

看妇女处于中度或严重不利地位。

平均而言，全球有18%的成年男女受到了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在发达区域、东亚及

高加索和中亚，非常普遍，那里有五分之

一以上的男子都受过或毕业于中等后教

育。高等教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最

不普及，那里受过中等后教育的人只占人

口的少数。

3.  成人教育

教科文组织把成人教育定义为“明确以成

人为对象的教育，以提高其技术或专业资

格，进一步发展其能力，丰富其知识，目

的是完成某种水平的正规教育，或者获得

某个新领域的知识、技术与能力，或者恢

复或更新其在特定领域的知识。”59 成人

59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a。

教育方案极其多样，60 目标、焦点、目标

群体、内容、教育方法及规范可能各不相

同。在较发达的国家里，成人教育往往更

着重提高技能，而在欠发达国家里，则更

强调识字方案和完成基础教育。提供者也

非常多样，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地

方社区及雇主。成人学习可以在帮助成年

男女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提供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需

要的技能，或提供增加就业机会包括自营

职业和创业的知识与技能。成人学习也会

促进实现非经济目标，如个人成就、改善

健康、公民参与、社会包容、志愿服务及

传统知识。

60  成人教育可以包含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与培训，

包括：继续教育；回归教育；相当或二次机会

教育；专业发展；识字或识字后方案；成人基

础教育；信通技术培训；宗教、文化和政治教

育；技术、职业及创业教育和培训；创收方

案；及其他以生活技能、谋生方式及社区发展

为重点的方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男
子

妇
女

世界 发展中地区 发达地区 撒哈拉以南
   非洲

南亚 西亚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东亚 东南亚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百
分

比

未受过学校教育 初等 中等 高等

图3.19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性别、区域及所受教育最高水平列示的25岁及以上人口的分布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2014)的数据计算。

说明：至少有三个国家有数
据的区域的未加权平均数。
受教育程度“没受过学校
教育”一类指所有没有上过
小学一年级的人；“初等”
包括完成初等教育(教育分
类1)或至少小学一年级的
人；“中等”代表那些受过
初级中等教育(教育分类2)、 
高级中等教育(教育分类3)
或中等后非高等教育(教育
分类4)的人；“高等”包括
那些达到任何高等教育水
平(教育分类5-6)的人。教
育水平未知的人口在四类受
教育程度上成比例分布。各
区域按没受过学校教育的妇
女所占百分比的降序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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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欧洲联盟国家里， 

参加成人教育的妇女稍微多于男子

欧洲联盟(欧盟)2013年开展了一项成人终

身学习调查，61 涉及28个国家，所得数据

表明，62 在25岁至64岁年龄组中，成人教

育和培训的平均参与率，不论被调查对

象的教育水平，为妇女11%，男子10%(图

3.20)。这两个数字只是比2004年的相应

数字稍微高一点。参加成人教育和培训

情况各国迥然不同。丹麦参与率最高(有

27%的妇女和36%的男子)，保加利亚参与

率最低，只有2%的男女参加成人教育。

在多数国家里，妇女比男子更可能参加学

习活动，德国、希腊和罗马尼亚例外；不

过，这些国家的参与率性别差别很小。

教育水平已经很高的成人参与成人学习的 

比率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成人

数据表明参加成人教育与受教育程度水平

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向关系。教育水平已

经很高的成人参与率较高，而教育水平较

低的成人参与率较低(图3.20)。有若干原

因可以说明这种现象。至少，培训需求在

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人中可能较大，因为他

们已经具备了便利学习的技巧，并且更可

能从事要求不断培训的工作。不论教育水

平如何，在多数国家里，妇女的参与率都

高于男子的参与率。妇女参与率与男子参

与率之间的差距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

61  欧洲联盟劳动力调查提供了欧盟定期政策监测

所用的指标“终身学习”(系指25岁至64岁的

人参加教育和培训)的年度成果。参加教育和

培训的基准时期是采访之前的四个星期。
62  由于成人教育方案差异巨大和对哪些学习活动

应当列入缺乏共同理解，本节只限于探讨那些

参与一年一度欧洲联盟劳动力调查的国家和参

与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教育项目

(拉加教育项目)的国家参加成人教育的统计数

据。

很大。对较低的受教育程度来说，妇女和

男子之间的差距较小或者微不足道。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妇女成了参与成人教育方案的多数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成了参与成人

教育方案的多数。然而，各国参与和完

成情况大不相同。有数据可用的国家共13
个，在其中11个国家里，参与成人识字方

案的妇女占比超过了男子的占比。63 就成

人的初等教育而言，也看到了类似的模

式。成人参与初级和高级中等教育方案的

情况在多数有数据的国家中显示更大的性

别均等。64 妇女和男子参加初级中等教育

的比例在16个有数据的国家中的8个国家

里为45%至55%。就高级中等教育而言，

相应数字为14个国家中的10个。如果参与

率不在均等范围内，妇女参与初级和高级

中等教育的比率往往高于男子。65 

63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c。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64  按照定义，性别均等在此系指每个性别的占比

在45%至55%(均含)之间。
65  数据基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4c。统

计附件列有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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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2004年和2013年按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列示的欧洲联盟28个国家成人教育与培训
的参与率

资料来源：欧统局，2014。http://ec.europa.eu/eurostat/data/database(2014年12月5日访问)。

说明：一年一度的欧洲联盟劳动力调查收集了25岁至64岁人口的终身学习统计数据。参
与的基准时期是调查之前的四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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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工作

导言

妇女占全球人口的大约一半，因此也可占

劳动力的一半。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所做

工作即使不是更多，至少与男子一样多。

然而，她们所做工作的类型，还有她们的

工作条件及其获得晋升的机会，都与男子

的不同。与男子相比，妇女在劳动力市场

工作较少，在家庭工作较多，从事各种家

庭活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妇女的处境不

如男子：她们更可能失业；在多数发展中

区域，她们作为工薪族，受雇的可能性更

小；更可能做家庭雇员，通常拿不到金钱

收入。她们的工作集中在往往收入很低的

部门和职业，工作时间长，又得不到社会

保护。妇女担任管理职位的可能性更小，

在各地挣钱也比男子少。

《北京行动纲要》认定妇女在经济中的作

用是一个令人关切的主要领域，并要求注

意必须促进和便利她们平等获得就业与资

源，获得更好的就业条件，还注意协调男

女的工作与家庭责任。1 

自1995年以来，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

境以及在平等分担家庭责任方面，都有所

进展。在多数区域，25岁及以上的妇女都

增加了其参与劳动力队伍的力度。与过去

相比，她们更可能受雇做工薪族，较少可

能做家庭雇员。虽然妇女挣的仍然没有

男子多，但从许多发达国家的证据可以看

出，有迹象表示薪酬性别差距正在缩小。

有更多的国家采取了提供产假的措施，以

1 联合国，1995。

关键结果

•	 从全球来看，大约四分之三的男子和一半的妇女加入了劳动力队伍；参与的性别差距只在某些

区域缩小了，在北非、西亚和南亚仍然最大。

•	 自1995年以来，(15至24岁的)年轻妇女和男子参与劳动力队伍大为减少。但从记录来看，25岁
或年龄更大的妇女在多数区域参与都增加了。

•	 在多数国家，妇女的失业率仍然高于男子的失业率，并且差别仍然很大。

•	 就全球而言，脆弱就业——也就是自营工作和家庭雇员工作——占了全球妇女和男子就业的半

壁江山，但在非洲和亚洲却极其普遍，特别是在妇女中。

•	 妇女主宰了就业的服务部门，特别是教育、健康与社会工作以及私人住户为雇主的工作。

•	 男女职业隔离在各区域依然根深柢固。

•	 妇女在各个部门和职业挣钱都比男子少，在多数国家，全时工作的妇女的收入为男子所挣的

70%至90%。

•	 平均而言，在发展中国家里，妇女每天比男子多花三个小时做无偿工作，在发达国家则每天比

男子多花两个小时做无偿工作；所有工作——不论有偿无偿——加起来考虑，妇女工作时间比

男子长。

•	 有半数以上的国家提供至少14周的产假，并且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间已有所增加。

•	 陪产假日趋普遍——2013年48%的国家都出台了陪产假规定，1994年则只有27%的国家有此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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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增强妇女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目前

还在推出准许陪产假的措施，帮助促进父

亲加大参与儿童保育的力度，从而更平

等地分担家庭责任。的确，分担这些责

任的性别差别随着时间推移已经缩小。

方框4.1 
工作方面性别统计的缺口

监测妇女和男子在工作领域的状况和进展，需

要劳动力和时间使用方面的及时可靠数据。然

而，国家制作这些数据的能力还远不能令人满

意。a

如下表所示，自2005年以来，有稍多于60%的

国家提供了至少两年按性别分类的劳动力队伍

参与和失业数据。半数国家拥有至少两年按性

别分类的就业数据，此类数据又按失业状况和

职业细加分类；只有40%的国家拥有2005年以

来按性别分类的收入数据。当更早时期(1995-
2004年)需要增加两个数据点时，拥有此类数

据的国家比例就更低，就收入数据而言更是如

此。就数据可得性而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在各个劳动力指标方面的差异都是巨大的。

在许多国家中，制作时间使用统计数据越来越

多地纳入了社会统计方案。自2005年起，有75
个国家(38%)通过时间使用调查收集了时间使

用统计数据，或者在多用途住户调查中列入了

时间使用模块；时间使用统计数据对其中65个
国家来说可以在国际上获取。

即使有关于劳动力和时间使用的定期调查，精

确测量妇女的工作仍然是一件难事。生计农业

之类的工作活动常常被低估或排除，原因有多

种，如数据来源有限、性别定型观念及数据收

集所用的概念与定义。“工作活动”，由2013
年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重新予以定义，涵盖了

各种形式的工作，包括妇女和女孩在家中所做

的无偿的家庭与照料工作，能够帮助更好地测

量和理解妇女所做的全部工作(方框4.3)。

按性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列示的报告主要劳动力指标的国家所占的比例

劳动力参与率 失业率
按就业状况 
列示的就业

按职业 
列示的就业 收入

2005–2014年有至少2个数据点

所有国家 64 64 55 50 39

发展中国家 53 53 42 37 30

发达国家 100 98 98 93 70

1995–2004年和2005–2014年有至少2个数据点

所有国家 59 60 47 44 17

发展中国家 49 51 34 31 13

发达国家 93 89 89 89 28

a 评估国家制作本节性
别分析所需数据的能
力，只是基于报告给国
际统计系统的或者可以
在国家报告与数据库获
取的国家数据。但本章
所述分析却是基于国家
数据与国际估算。

资料来源：关于劳动力
数据可得性的统计数
据由联合国统计司编
制，依据的是国际劳工
局，2014a，和国际劳工
局，2014b(2015年1月访
问)。



工作 89

A. 劳动力队伍中的妇女和男子

1.  劳动力参与

就全球而言， 

劳动力参与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

从全球来看，男子比妇女有更大可能参与

劳动力队伍。2 2015年，77%工作年龄的男

子和50%工作年龄的妇女都进入了劳动力

队伍(图4.1)。3 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在1995
至2006年期间仍然稳定在52%，2010年下

降到50%，预计2015年仍然保持在该水平

上。男子的劳动力参与率从1995年的80%
稳定地下降到2010年的77%，并且一直保

持未变。在过去20年期间，劳动力参与率

的性别差距只是略有缩小，因为男子劳动

力参与率下降略大于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

下降(与劳动力有关的概念，见方框4.2)。

劳动力参与的性别差距 

在大多数区域都已经缩小，但仍然巨大

妇女和男子的劳动力参与率各区域大不

相同。2015年，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在北

非、西亚和南亚为30%或者更低，在南欧

低于50%。在世界其他区域，妇女的参与

率在50%至70%之间。相反，男子的劳动

力参与率范围则没有那么宽广，从南欧的

62%到东南亚的82%(图4.2)。

妇女和男子的劳动力参与趋势也是各区域

显著有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各区域，

除了东亚和南亚，妇女参与率都有所增

加。最值得注意的增加记录在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及南欧，妇女参与率增加了8个百

分点。相形之下，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在

东亚和南亚却减少了，主要是因为在中国

2  劳动力参与率是指参与劳动力队伍的人员——

不论就业和失业——在工作年龄人口所占的比

例。

3  劳工局，《经济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 

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全球2014年和2015
年的数据都是预测。

和印度所观察到的模式，1995年至2013年
期间，这两个国家的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分

别从72%降到64%，和从35%降到27%。4 

男子的劳动力参与率则显示了与妇女劳动

力参与率不同的趋势。它在高加索和中亚

及大洋洲略有增加，在东欧保持未变，在

其他区域则有所下降。下降最猛的记录在

东亚，参与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以上。

4  国际劳工局，2014b，表1a(2014年12月访问)。

劳动力参与率区域总计是以具体国家的人口加

权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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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995至2015年按性别列示的15岁以上者的全球劳动力参与率估计和预测

资料来源：劳工局，《经济
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 
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

说明：2014年和2015年的数
字为预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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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1995年和2015年按性别和区域列示的15岁以上者的劳动力参与率

资料来源：劳工局，《经济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

说明：其他发达区域包括北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美
国。2015年的数字为预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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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妇女和男子劳动力参与率之间的差

别在多数区域都缩小了。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及南欧看到了最大幅度的下降。但

是，在任何区域，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都

不等于男子的劳动力参与率。在东亚、大

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的劳动力

参与率是各区域最高(大约65%)，但仍然

比男子的劳动力参与率(大约75%)低10个
百分点左右。性别差距最大的，2015年超

过50个百分点的区域，过去二十年保持未

变——仍然是北非、西亚和南亚。

各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

劳动力参与的年龄模式形成因区域和国家

而不同。年轻妇女和男子(年龄15至24岁)

的劳动力参与率通常很低(图4.3)，并且

反映了教育机会有无与获得的不同，也反

映了劳动力市场吸纳一批批新毕业生的能

力。在最佳工作年龄(25至54岁)期间，劳

动力参与率通常最高，表明就业机会的提

供情况以及男女生儿育儿角色与责任的不

同。最后，老年工人(55至64岁及65岁及

以上)的劳动力参与很低，并且反映了现

行退休政策、老年人进入社会安全网的情

况以及对待退休及晚年仍积极从事工作的

态度。

劳动力参与的性别差距在各个年龄相当大， 

青壮年期间除外

如图4.3所示，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妇女的劳动力参与都低于男子的劳动力

参与。最小性别差距出现在青壮年期(15
至24岁)，而最大差距通常出现在最佳工

作年龄(25至54岁)。性别差距此后慢慢缩

小，随着年龄增加而越来越小，但不会完

全消失。即使过了退休年龄，男子也往往

比妇女更活跃。北非、西亚和南亚在各个

年龄组性别差距最大(图4.3)。

方框4.2 
劳动力、就业和失业统计数据中所用的定义

本章所述劳动力、就业及失业统计数据均基于

1982年第十三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通过的决

议所用概念和定义。

因此：“劳动力”包括高于特定最低年龄，

在某一具体时间参照期内，通常是一周或一

天内，提供或者可以提供劳动力生产国民账户

体系生产范围内所含商品和服务的所有男性和

女性。国民账户体系的生产范围包括为市场生

产商品和服务(以获得收入或营利)；某些类型

的非市场生产(如政府和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服 

务)；自营生产所有生产者留归自己最终使用

的商品(生产和加工自己消费的初级产品，如

生计农业、自营建设和其他自用固定资产的

生产)。它不包括家庭为自己使用而生产的服

务，如洗涤、烹饪、照料家人及志愿社区服

务。

“就业者”包含所有过了特定年龄，在较短参

照期内为薪酬或营利而工作，或者协助家庭产

业(农活和非农活)但不领取任何报酬，或者为

其自己(或其家庭)消费生产/加工商品/服务的

人。

“失业者”包含所有过了特定年龄，在特定参

照期内：

 · 没有任何工作/职位——即没有被雇用的

人；

 · 当前有空工作——即有空从事有偿就业或自

主就业的人；

 · 正在找工作——即在最近的一段具体时期

内采取了具体步骤以寻找有偿就业或自主

就业的人(如果传统求职方式不适用，这一

条件可适当放宽)。

这些各国为了制作其劳动力、就业及失业统计

数据所用的国际标准，最近已经更换。2013年
10月，第十九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通过了一

项关于工作、就业及劳工利用不足统计数据的

决议(详情见方框4.3)。实施新标准的活动目前

正在不少国家开展，数据预计今后会更新。

资料来源：Hussmanns, 
Mehran和Verma,1990,
第2和第3章；劳工局，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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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男女(15至24岁)如今进入劳动力市场较迟

年轻男女(15至24岁)的劳动力参与率通常

很低，因为他们许多人还在接受高级中等

教育或高等教育。目前，北非和西亚仍然

是年轻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区域，约

为18%。东欧、南亚、南欧及高加索和中

亚的年轻妇女的参与水平在20%至40%。

在其他区域，年轻妇女参与大致从40%到

53%(图4.3)。就年轻男子而言，南欧劳动

力参与率最低(36%)，其次是东欧、北非

和西亚，参与率在40%和50%之间。其他

区域年轻男子的参与率超过50%，据记录

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参与率最高(62%)。

对多数区域来说，15至24岁男女的劳动力

参与率自1995年以来都下降了，促使全球

图4.3 
1995年和2013年按年龄组和性别列示的劳动力参与率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
根据国际劳工局(2014b)表
1a(2015年1月访问)的数据
计算。

说明：其他发达区域包括北
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
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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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与率略有下降。就青壮年而论，下降

可能同年轻男女的教育机会扩大有关，5 

或者同既不接受教育也不就业、既不找工

作也没空干工作的年轻人的比例增加有

关。东亚年轻妇女的参与率下降最大，下

降了21个百分点。东欧和南欧的年轻妇女

在劳动力参与方面也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对年轻男子来说，据记录看，东亚减少最

显著，减少了16个百分点，其次是南亚和

南欧，年轻男子的劳动力参与下降了至少

10个百分点。

在多数区域，如今25至54岁参与劳动力 

队伍的妇女所占的比例都高于过去

男女劳动力参与在25岁和54岁之间达到高

峰。在多数区域，25至54岁妇女的参与率

2013年在65%和85%之间。但北非、西亚和

南亚的妇女参与率则低得多——大约30%。

对这个年龄组的男子来说，在所有区域参

与率都在80%以上。

在1995年到2013年期间，身处最佳工作年

龄的男女的劳动力参与率显示了不同趋

势。就男子来说，过去二十年间，在多数

区域，参与率保持未变或略有下降。相比

之下，除了东亚、南亚、东欧及高加索和

中亚(显示略有减少)之外，在许多区域，

妇女劳动力参与都有所增加(图4.3)。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南欧，妇女参与大增

(10个百分点或更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增加似乎与教育增加和家庭构成变

化——即晚婚和生育水平下降——有关，6 

而在南欧，增加可能与妇女向来参与率低

的国家对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态度的转

变有关，也与旨在增加工作灵活性和增加

工作妇女财政/税收利益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有关。7 

5 国际劳工局，2008a。
6 Chioda，Garcia-Verdú和Muñoz Boudet，2011。
    7 Cipollone，Patacchini和Vallanti，2013。

相反，在南亚和东亚，自1995年至2013年
期间，则看到25岁和54岁妇女的劳动力参

与显著下降(图4.3)，主要是印度和中国

出现下降。在妇女因为职业隔离而缺乏工

作机会的印度，男子得到较多工作增长好

处。这一点，再加上不同轮调查之间测量

方法的变化，其次还有家庭收入增加减少

了富裕家庭妇女工作需要，共同促成了这

一下降。8 

就中国而言，政府赞助的托儿设施显著减

少可能也加剧了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下

降。价格较能承担的国有和社办托儿中

心的比例从1997年的86%减少到2009年的 

34%。9 研究还表明，1990年代末国有经济

部门的结构调整导致城市工人大量下岗和

早退，对妇女和年老工人的影响特大。10 

老年女工目前在劳动力市场停留时间更长

在55岁和64岁之间，妇女和男子以远低于

25至54岁人的水平参与劳动力队伍。2013
年，55岁至64岁妇女的参与率是北非和西

亚最低(15%)，其次是南亚，27%。该年

龄组妇女参与率最高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66%)，其次是大洋洲、东南亚和除了东

欧和南欧的各发达区域，参与率稍低(57%
至59%)。在其他区域，55岁至64岁妇女的

劳动力参与率从36%至50%不等。55岁至64
岁男子的参与率从55%至85%不等，最高

水平记录在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

洲，都超过了80%。

在各区域，除了大洋洲、南亚和西亚以

外，老年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在1995–2013
年期间都有所增加。增加最大的记录在东

欧、南欧和其他发达区域，也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图4.3)。最近几年人们长时间留

    8 Kapsos，Silberman和Bourmpoula，2014。
   9 中国教育部，2014；Du和Dong，2013。
10 Giles，Park和Cai，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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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力市场，部分可能是因为国家退休

政策和养老金制度发生了变化。11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出台国家政策，通过提高

法定退休年龄和养老金改革，鼓励老年男女

延长工作寿命。这反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经合组织)成员国和非经合组织欧洲联盟

(欧盟)成员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有效退休

年龄12 上升趋势中。1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趋势，对妇女的影响比

对男子大，最终会导致提高退休年龄，男女退

休年龄相同。在25个有法定退休年龄计划的

欧洲国家里，2012年有14个国家拥有不平等

的法定退休年龄，预计到2030年会减少到8个
国家。14 

从1995年到2013年，12个区域有7个区域55
岁至64岁男子的劳动力参与率减少了，以

北非所观察到的减少最多，该年龄组男性

工人的参与率从79%下降到62%(图4.3)。该

区域不少国家都出现了下降，包括阿尔及

利亚、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不过，埃

及记录了老年男子劳动力参与率的最大下

降(下降了23个百分点，从1995年的88%降

到2013年的65%)。15 参与如此下降可能与

埃及实施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方案有关，

方案的目的是缩小公共部门规模，鼓励公

共部门的雇员提前退休。16 

妇女和男子过了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活跃

妇女和男子到了65岁以后，虽然有一定百

分比的人仍然活跃，但其劳动力参与率却

会进一步下降。2013年，与其他区域的妇

11  国际劳工局，2001；欧洲委员会，2012；经合

组织，2013a。
12  有效退休年龄系指在某个五年期期间退出劳动

力市场的平均年龄。更深入全面的解释，见经

合组织，2013a。
13 经合组织，2013a。
14 欧洲委员会，2012。
15  国际劳工局，2014b，表1a(2015年1月访问)。

16 Selwaness，2009。该方案1996年全面运作。

女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妇女65岁以后

更可能留在劳动力队伍中(41%)，因为她

们大量参与生计农业。在东南亚和大洋

洲，分别有25%和35%的65岁及以上的妇

女参加劳动力队伍。在其他区域，该年龄

组妇女的参与率低于20%(图4.3)。在多数

区域，65岁及年龄更大的男子的劳动力参

与率在20%至50%之间。例外包括东欧、南

欧和其他发达区域，在这些区域该年龄的

男子参与较低(低于20%)；而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男子参与水平要高得多(63%)。

对65岁及以上的妇女来说，1995年至2013
年期间劳动力参与的变化在各区域都比较

小。这个年龄组的男子的参与也在多数区

域长期保持稳定，只有北非和西亚例外，

那里的参与率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

2.  失业

总失业人数

在多数国家里， 

妇女的失业率仍然高于男子的失业率

2013年，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失业率17 对15
岁及年龄更大的男女来说，都集聚在10%
以下。就多数国家(17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

的121个)来说，妇女的失业率高于男子的

失业率。特别是，北非和西亚的妇女失业

率比男子高多了。有11个国家妇女的失业

率比男子的失业率至少高10个百分点，其

中7个国家属于北非和西亚。不少国家(52
个)记录表明妇女的失业率低于男子，但

低的程度很小。

妇女的最高失业率见于北非和西亚许多国

家，南欧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对男子来

说，失业率最高的是南欧许多国家以及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国家。

17 失业人员在劳动力队伍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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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趋势而论，自1995年以来，失业性别差

距在各区域仍然保持相对不变，只有南欧

和西亚例外。西亚性别差距增大(从4个百

分点增加到9个百分点)是由于妇女失业率

增加大于男子的失业率增加，而南欧趋势

则相反，性别差距因男子失业增加更多而

缩小(从7个百分点缩小到4个百分点)。18 

青年失业

年轻男女失业率最高

在各区域，15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都比25
岁和年龄更大的成年人来得普遍。年轻

人，特别是妇女失业率更高，可以归咎于

若干因素，包括因工作经验有限而缺乏必

要的工作技能及年轻男女的技能供应与劳

动力需要不匹配。19 在许多国家，教育增

长超过了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妇

18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劳工局《经济活动人口的估

算与预测》，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所做

的分析。

19 国际劳工局，2008a；国际劳工局，2013a。

女因为所偏爱的研究领域如教育及人文艺

术(见关于教育的第3章)，特别容易遇到

技能不匹配问题。最后，在公共部门工作

与社会地位高、工作更稳定及收入更好相

关的国家里，年轻男子可能选择失业，等到

有了公共部门的工作再说。20 

2015年，在所分析的多数区域里，年轻男

子的失业率都比成年人高一倍，甚至两

倍。加勒比、北非、南欧和西亚年轻人失

业率最高，并且也出现了年轻人与其他成

年工人之间的一些最大差异。

青年与成年人失业率的差别，过去20年，

在多数区域都相对稳定。21 然而，有几个

例外很突出。自1995年至2015年，年轻妇

女的失业率，比如说，在北非从45%上升

到54%，在西亚从22%上升到36%。不过，

两个区域成年妇女失业率过去20年的变化

却很小。同一时期，在南欧，年轻男子的

失业率增加了12个百分点(从30%增加到

42%)，而成年男子的失业率只增加了7个
百分点。对该区域的青年和成年男子来

说，此类增长只出现在2007年之后，并且

可能与最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有关。22 

20 国际劳工局，2008a。
21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劳工局《经济活动人口的估

算与预测》，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所做

的分析。

22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成年人和青年失业受到了

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国家的青年受影

响特别大(O’Higgins，2010)。

图4.4 
2013年15岁以上男女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国际劳工局(2014b)表9a(2014年10月访问)的数据编制。

说明：其他发展中区域包括东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洋洲、东南亚、南亚及高加索
和中亚国家。其他发达区域包括北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
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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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区域，失业率是年轻妇女高于年轻男子

2015年，在所有区域，年轻妇女比年轻男

子更可能失业，只有东亚及东欧和南欧以

外的各发达区域例外，那里妇女的青年失

业率略低于男子的青年失业率。在另一个

极端，巨大性别差异见于北非(年轻妇女

有54%失业，年轻男子则只有25%)、西亚

(年轻妇女36%对年轻男子22%)及加勒比

(年轻妇女27%对年轻男子17%)。相形之

下，南欧年轻男女的失业率大致相同，不

过二者仍然很高，均在40%以上(图4.5)。

图4.5 
2015年按区域和性别列示的成年人(25岁及以上)和青年(15至24岁)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劳工局，《经济
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 
2013年版（ 2014年 4月更
新）。

说明：其他发达区域包括北
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
和美国。2015年的数字为预
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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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4.3 
测量工作、就业及劳工利用不足的新标准

关于工作、就业及劳工利用不足的决议，2013
年由第十九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通过，规定

了新的标准，将由各国用来制作关于劳动力、

就业、失业及就业不足的统计数据。

新标准做了若干重要修订，重新定义了官方统计

数据捕捉和反映男女工作的方式。这些修订目的

是支持全面而单独地测量所有形式的工作——有

偿和无偿工作。最重要的修订包括引入了：

 · 第一个国际统计学工作定义，与国民账户

体系一般生产范围一致。新定义承认所有

生产活动，包括家庭成员或志愿人员作为

工作提供的无偿家庭服务。

 · 一个更精确的就业概念与尺度，指“为薪

酬或营利而工作”。这将支持更加明确地

监测参与有偿工作的情况，要影响旨在促

进创造就业机会和缩小获取有偿工作机会

性别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就需要这样

的监测。

 · 一个崭新的自用生产工作概念和尺度，包

括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供家庭或家人最终

使用。这将支持评价他们对家庭物质福

利、家庭收入及福祉的共同贡献。与此同

时，有了它，还可以评估家庭内部劳动力

分布的性别和年龄差别。

 · 一个崭新的志愿工作概念和尺度，涵盖为

他人无偿从事的非义务工作。这将支持测

量基于组织的志愿活动和给予家庭的直接

志愿活动，从而更加全面地估算其流行程

度及对社会凝聚力、福祉及国家生产的贡

献。

 · 一套超出了传统失业测量范围的劳动力利

用不足测量尺度。这将激励更广泛地监测

由于就业者工作时间不足和由于劳动力队

伍之外的人员缺乏获得有偿工作机会，包

括由于劳动力市场条件及由于妨碍就业的

社会文化障碍而未得满足的就业需要情

况。

 · 最后，“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

人口”两个词改为了两个中性词“劳动力(

队伍)”和“劳动力队伍之外的人员”。这

么做是承认劳动力队伍之外的人员可以从

事其他形式的工作，特别是从事自用提供

也促进生产与经济增长的服务。

这些新概念，预计在生计活动很普遍，劳动力

市场范围有限及劳动力吸收量时而不足的国家

和地区特别重要。它们对主要从事各种形式无

偿工作的群体，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农村地区

工人来说也很重要。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
局，2013b。



2015年世界妇女96

B.  妇女和男子的就业条件

1.  就业经济部门

对男女而言，农业就业继续下降， 

服务部门就业则持续增长

从全球来看，服务部门目前是男女的最

大就业之源。2015年，52%的就业妇女和

43%的就业男子都在这个部门工作。相比

之下，1995年，农业是男女两性的主要就

业之源，特别是妇女的主要就业之源。从

全球来看，从农业向服务过渡，对妇女来

说，发生在2000年，对男子而言，则发生

在2004年(图4.6)。

在过去20年期间，农业作为就业之源的重

要性已经降低，对妇女来说比对男子来说

更是如此。事实上，男女在这个部门的就

业占比差别已经消失(从1995年44%的妇女

和41%的男子下降到2015年的男女各30%)。 

男女人数最少的就业部门是工业。在这

个部门工作的就业人员的比例自1995年至

2005年仍然保持稳定，妇女为16%左右，男

子为25%。2005年之后，在工业部门就业的

妇女和男子都略有增加，2015年就业妇女

达到了18%，就业男子达到了27%(图4.6)。

妇女主要在服务部门工作， 

男子则往往更多地分布在所有三个经济部门

在四个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

欧、南欧及其他发达区域，2015年有70%
以上的就业妇女在服务部门工作。在这些

区域，服务部门的男子就业率虽然与农业

和工业部门的相比要高，但比妇女的就业

率低了至少20个百分点。只有在南亚，其

次是大洋洲，服务部门对男子来说是个比

对妇女来说更重要的就业之源(在南亚，

男女就业率分别为36%和20%；在大洋

洲，男女就业率分别为33%和30%)。

在三个区域——大洋洲、南亚和撒哈拉以

南非洲，农业仍然是妇女就业的最大部

门，大约有60%的妇女在农业部门就业。

在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对大约

60%的男子来说，也是主要就业之源。全

球农业就业日趋缩小的性别差距掩盖了各

区域的差别。在12个区域中的6个——北

非、大洋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高

加索和中亚以及西亚，妇女比男子更可能

在农业部门工作。只有一个区域——东南

亚，在从事农业工作的男女百分比方面

没有性别差距(男女均为37%)。在其他区

域——东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欧、

南欧及其他发达区域，男子比妇女更可能

从事农业工作。

2015年，在多数区域，都有20%至40%的

男子在工业部门就业，只有撒哈拉以南

非洲和大洋洲例外。妇女在工业部门就业

的占比在多数区域都不到20%，只有东亚

(30%)和南亚(21%)例外。在各区域，男

子都比妇女更可能在工业部门工作，性别

差别各不相同，大洋洲为3个百分点，东

欧则为22个百分点，东欧也是在工业部门

工作的男子占比最高的区域(40%)。

图4.6 
1995至2015年按就业经济部门和性别列示的就业人员分布

资料来源：劳工局，《经济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

说明：2014年和2015年的数字为预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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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服务部门各子类中所占的比例

妇女主宰了三个服务子部门：教育、健康和 

社会工作以及私人住户为雇主的工作

由于妇女的更多工作逐步走向了服务，妇

女在服务部门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她们在

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2015年，妇女在就

业人员中所占比例全球为40%，在服务部

门就业人员中则占44%。妇女在服务部门

的代表人数略有增加，增加了2个百分点，

高于1995年的42%，但妇女在总就业中所占

比例却在那以后的20年间保持未变。与此

同时，这20年期间妇女在农业部门所占比

例却下降了2个百分点。23 

在服务部门内，妇女是特定子类的主力

军。在有最新数据可用的24个发展中国 

家24 里，妇女平均占比在三个服务子部门

中超过50%(或者“妇女为主”)，按照重

要顺序依次是：私人住户为雇主的工作、

教育以及健康与社会工作。在主要由为私

23  劳工局，《经济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 

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

24  24个国家分布在东亚(2个)、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4个)、北非(2个)、大洋洲(2个)、东南亚

(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2个)、高加索和中亚

(2个)以及西亚(4个)。

人住户提供服务的家政工作组成的“私

人住户为雇主的工作”类别中，妇女在

发展中区域有数据可用的多数国家里占

居多数，平均而言，她们占了这个就业

子部门工人的73%。25 埃及和也门例外，

女性在这个类别中的占比为20%左右。26 

在所有24个发展中国家里，也门也是教

育及健康与社会工作——在其他发展中

国家中通常由妇女为主的子部门——中女

性工作占比最低的国家。在也门，总的

说来，50%以上的就业妇女都从事服务工

作，但在每个服务子部门内，妇女的占比

远低于男子的占比，因为工作妇女的百

分比极低(2012年，15岁及年龄更大的妇

女只有15%就业，而同龄男子则为65%)。

对于发达区域有可用数据的36个国家来

说，私人住户为雇主的工作、健康与社会

工作及教育，按照重要性排序，也是妇女

占多数的名列前三的子部门。然而，在发

达区域国家中观察到的差异较小，在健康

与社会工作及教育子部门更是如此，在所

考察的所有国家里这两个子部门都是妇女

25  就全球而言，2010，83%的家政工人都是妇

女。劳工局，2013c。
26  从国际劳工局(2014b)，表2a获得的国家层次

的数据(2015年8月访问)。

图4.7 
2015年按就业经济部门、性别和区域列示的就业人员分布

资料来源：劳工局，《经济
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 
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

说明：其他发达区域包括北
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
和美国。2015年的数字为预
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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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男子。此外，平均来看，金融保险和

宾馆饭店两个子部门作为就业之源，也是

就业人员妇女稍多于男子。至于“私人住

户为雇主的工作”部门，妇女在有数据的

发达国家此类工人中所占比例为83%，而

且所有国家，除了新西兰(38%)，都是妇

女占比高于男子。

妇女比男子更可能提供往往工资低、工作

时间长和没有社会保护的服务。27 这些不

利的就业条件在“私人住户为雇主的工

作”类工人中特别普遍。此类工人包括女

佣、厨师、饭店服务员、宾馆服务员、管

家、洗衣女工、园丁、门卫、马厩帮工、

司机、看管者、临时照看婴儿的人、家庭

教师和秘书等等，28 通常被称为有偿家政

工人。他们往往每周工作很长时间，没有

享受每周休息时间或带薪年假的权利，工

资收入很低，享受社会保障计划和确保职

业安全与健康的措施的机会也比其他工人

少。29 

27 国际劳工局，2010。
28 联合国，2008。
29 国际劳工局，2013c。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男子往往主导了

服务部门的其他子部门，如运输储存、行

政和支助服务、信息通信及房地产。

2.  职业隔离

妇女和男子往往从事不同职业(水平隔离)，

在同一职业或职业群体中担任不同职位 

(垂直隔离)。妇女和男子在不同职业中的

隔离与社会性别角色或关于妇女的陈规定

型观念(例如，她们要顾家或主要呆在家

里)密切相关。基于性别的职业隔离也反

映了妇女和男子在选择教育和职业培训方

面的差别(见关于教育的第3章)。职业隔

离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30 及整个经

济产生消极影响。它也特别对妇女产生了

直接消极影响，部分是因为妇女集中在

比男子职业为数更为有限的职业中。31 就

她们能够从事的工作来看，如此集中对

30  隔离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因为它限制了男性

职业与女性职业之间的流动性。当一家公司需

要大批新工人进入显然是男性或女性为主的行

业时，它可能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岗位合格候选

人。资料来源：Melkas和Anker，1997。
31  一项涵盖41个国家的研究表明，男性为主的职

业比女性为主的职业——依定义系指男子或妇

图4.8 
2008–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妇女在服务部门子类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2014b，
表2a(2014年5月访问)。数据仅
限于已经采用了ISIC-4分类的国
家。

说明：括号中的数字指明了有
数据可用的国家的数量。24个
发展中国家是：高加索和中亚 
(2个)、东亚(2个)、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4个)、北非（2个）、大
洋洲（2个）、东南亚（6个）、
撒哈拉以南非洲（2个）以及西
亚（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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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施加的限制比对男子施加的限制更

多。职业隔离，不管是平行隔离还是垂

直隔离，也大大拉大了妇女和男子的工

资差别(见本章关于性别收入差距一节)。

按职业或所从事工作类型32 分类的男女就

业分布差别，可以在某些区域看到。在东

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欧及其他发达

区域，妇女主要从事服务和销售工作，而

男子往往从事工艺和贸易工作。在农业

比重巨大的区域，如大洋洲、南亚和东南

亚，妇女和男子通常都做熟练的农业和渔

业工人。在也由庞大的农业部门主导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男子极有可能被雇用做

熟练的农业和渔业工人，而妇女极可能从

事“初级”职业，例如，在农业、渔业或

采矿业或者在垃圾收集、清洁或食品制作

行业做非熟练劳工。这种妇女从事初级职

业、男子从事熟练职业的模式也适用于高

加索和中亚及东欧的妇女和男子。33 

女分别组成了至少80%的工人——多7倍。联合

国，2000。
32  ISCO-08(职业分类－08)(和ISCO-88(职业分

类-88))主要群体，劳工局，2008b和1988。
33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国际劳工局，2014b的数

据编制的区域总计，表5a和5b(2014年6月访

问)。使用了未加权的平均数；只列入了基于

各种职业的性别隔离在各个区域持续存在

据现成数据来看，妇女在某些职业群体

中有很多代表，人数甚至多于男子。在有

2008-2012年期间数据可用的40个发展中

国家里，妇女的平均占比在办事员中最高

(50%)，紧接着是专业人员(44%)、服务

行业员工及商店和商场销售员工(43%)、 

技术员和相关专业人士(42%)。虽然妇女

在同一职业中人数并不比男子多，但她

们在上述所有职业群体的代表都超越了

其在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即在40个有

数据的发展中国家里平均37%。然而，在

这些国家中发现了巨大差异(图4.9)。与

其他区域国家相比，北非、南亚和西亚

国家妇女在每个职业群体的占比都比较

小，因为妇女在总体就业中所占比例很

小(按区域分类的数据，见统计附件)。34 

ISCO-08和ISCO-88分类的数据。分析没有涵

盖只有基于ISCO-68数据的国家，因为ISCO-68
与后来的分类(ISCO-88和ISCO-08)之间差别巨

大。这些国家包括巴林、智利、哥伦比亚、古

巴和日本。

34  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
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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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2008–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妇女在九个职业群体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
根据国际劳工局(2014b)，
表5a和5b（2014年6月访问）
的数据计算。

说明：括号中的数字指明了
有数据可用的国家的数量。
只列入了基于 ISCO-08和
ISCO-88分类的数据。分析
没有涵盖只有基于ISCO-68
数据的国家，因为ISCO-68
与后来的分类（ISCO-88和
ISCO-08）之间差别巨大。
这些国家包括巴林、智利、
哥伦比亚、古巴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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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2012年期间，相对她们在总就业

中所占的比例(46%)，42个发达国家的妇

女在办事员中(70%)、服务行业员工及

商店和商场销售员工(63%)、专业人员

(56%)、初级职业(53%)以及技术人员和

相关专业人员(51%)中占比为多，超过了男子 

(图4.9)。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里，妇女在下述

职业中都代表严重不足：工厂和机器操作

员与装配工；工艺和相关行业工人；立法

人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熟练农业和

渔业工人。妇女作为立法人员、高级官员

和管理人员代表不足，表明妇女和男子参

与决策过程和获取权力方面的不平等。基

于这个群体详细职业的研究表明，妇女在

权力和影响力最大的职业(如董事和首席执

行官)中代表更少，并且这种现象在各个区

域、各种文化及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

方框4.4 
职业隔离：更深入的观查

下述两个国家的例子具体说明了妇女在各种子
类职业中代表情况的明显不同。

2014年，“专业工作”，作为一个职业群体，
在联合王国的男女之间平分。然而，该国细致
的职业分析表明，妇女在某些类型的专业工
作中比在其他类型的专业工作中更集中，例
如，89%的护士和助产士都是妇女，而只有7%
的工程师是妇女。在教学专业人员中，妇女占
了小学和保育学校教师的88%，但只占高等教育
教学专业人员的47%(另见关于教育的第3章)。 

对保健专业人员来说，医学放射科医师、心理
医师、儿科医生、药剂师及兽医等职业往往以
妇女为主，与牙科医生等职业形成了对照。

在利比里亚，妇女在农业、林业和渔业劳工中
所占比例(53%)远高于她们在面向市场的熟练
农业工人(43%)和面向市场的熟练林业和渔业
工人(15%)中所占的比例。妇女在非熟练初级
职业中人数多于男子(妇女的占比是58%)，做
为清洁工和佣人(63%)和作为垃圾收集工和其
他初级职业从业人员(79%)更是如此。

2014年联合王国妇女在部分专业人员子类中所占的就业比例

2014年利比里亚妇女在熟练农业/渔业及初级职业中所占的就业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
司根据联合王国国家统
计局(2014)以及利比里
亚统计和地理信息服务
研究所(2011)的数据编
制。妇女在总就业中所
占的比例，在联合王国
为46%，在利比里亚为
50%，均以红线突出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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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真实存在。35 例如，在联合王国，2014
年有34%的立法或管理职位由妇女担任，

而只有17%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官员是妇

女36 (另见关于权力与决策的第5章)。

对主要职业群体应当详加分析，以便充分

了解职业隔离的深度，并更好地区分男

性为主和女性为主的职业。例如，“专业

人员”群体，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

以妇女为主(从事这种职业的妇女比男子 

多)。然而，它包括了“健康”和“教学

专业人员”等子类，它们更可能由妇女

为主；也包括了“科学和工程专业人员”

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等子类，

它们更可能由男子为主。再者，根据欧盟

成员国的数据，看起来，教学专业人员、

幼儿园护理员及学前学校教师几乎都是妇

女，但是妇女在大专院校和高教教育教学

专业人员中的占比在20%至50%之间。此

外，在大专院校教师中，妇女在A级教学

职位(即这些机构中通常开展研究的最高级

别/职位)的占比只在0与20%之间37 (另见方

框4.4和关于教育的第3章执教妇女一节)。

3.  就业状况

为了理解妇女和男子在劳动力市场的就

业条件与状况，就必须弄清他们的就业

状况。这就需要联系一个人与其雇主或

其他人员订立的就业合同类型进行工作分

类。38 此种分类为从工作的安全水平、保

护和权利角度分析就业条件提供了统计学

基础。

从全球来看，有半数就业妇女和男子都是 

工薪族，但也发现各区域彼此有差异

妇女获得拿工资领薪水职业的程度，可以

反映她们融入货币经济与获得固定收入的

35 Anker，2005。
36 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2014。
37 欧洲联盟委员会，2009。
38 国际劳工局，2003；另见国际劳工局，1993。

情况。这反过来可能会正面影响她们在家

庭的自主权与经济独立，促进她们的个人

发展与决策权。39 

就全球来看，2015年，拿工资领薪水的工

人占了全部就业人员的一半。对妇女和男

子二者来说都是如此。不过，在各区域

中，也发现了就业状况与性别方面的显著

差异。在东欧和其他发达区域，绝大多数

就业男女都是工薪族(约90%，性别差别极

小)。在南欧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拿工

资领薪水的工人也占了就业男女的很大比

例(大约60%至70%)，妇女甚至比男子更

有可能从事这些职业，在南欧更是如此。

在高加索和中亚，拿工资领薪水职业在总

就业中所占的比例没有性别差别，大约有

60%的妇女和男子从事这类职业。在其他

发展中区域，男子比妇女更可能从事拿工

资领薪水职业，但在各区域也发现了一些

差异。在东亚、北非和西亚，有半数以上

的就业妇女都从事拿工资领薪水职业，而

男子的这一百分比更高(东亚为57%，西亚

和北非为70%)。在东南亚，妇女拿工资领

薪水职业的比例为37%，男子的则为41%。

在大洋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男女

从事拿工资领薪水职业的比例都很低(妇

女低于20%，男子则略高于30%)，并且多

数妇女和男子不是自营工作，就是家庭雇

员。(图4.10)

妇女比男子更可能做家庭雇员

从事自营工作和做家庭雇员的人往往缺乏

基本社会保护，并且收入低，工作条件艰

苦。由于其就业条件不稳定，都认为他

们是从事“脆弱”类型的就业。就全球而

论，2015年，妇女脆弱就业的比例是49%， 

男子是47%，因此，性别差别很小。然

而，在各种形式的脆弱就业中，妇女比男

39 联合国，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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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2015年按就业状况、性别和区域列示的就业分布

资料来源：劳工局，《经济
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 
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

说明：其他发达区域包括北
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新西
兰和美国。2015年的数字为
预测数。

图4.11 
1995年和2015年按区域列示的妇女在全部雇主中
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劳工局，《经济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 
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

说明：其他发达区域包括北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美国。2015年的数字为预
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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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更可能从事家庭雇员工作。就业男子从

事家庭雇员工作的的比例是7%，就业妇女

的比例则为19%。反之，自营工作者占了

男性就业的39%，占了女性就业的29%。

在各个区域都看到了类似模式，发展中区

域的性别差别大于较发达区域(图4.10)。

妇女在雇主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 

但已经稳步增加

只有很小比例的男女是雇主——也就是其

企业中有一个或更多人作为雇员为他们工

作。就全球而言，2015年，3%的就业男子

和1%的就业妇女是雇主。在各个区域中，

男子比妇女更有可能列入这一类别。妇

女在雇主中所占比例，自1995年以来，在

全球各地(1995年16%，2015年21%40 )和多

数区域，都显示出缓慢而稳步的上升。然

而，妇女在雇主中的代表情况仍然远没有

达到均等。2015年，妇女在所有雇主中的

占比在北非和西亚最小(大约5%)，其次是

大洋洲和南亚，在10%至20%之间。不少区

域都有20%至25%的妇女为雇主，包括：东

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南亚、南欧、

40  劳工局，《经济活动人口的估算与预测》， 

2013年版(2014年4月更新)。

高加索和中亚及其他发达区域。2015年，

东欧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在雇主中所占

比例最大，达到了35%(图4.11)。

雇主和自营工作者与为自己创造就业并为

他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概念密切相

关。现已经认定促进微型和小型企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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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战略，同时还能减

轻贫困和性别不平等。从性别角度测量创

业仍然是一个难题，保障性别平等的证据

和数据倡议目前正在研发本专题的数据收

集方法(方框4.5)。

4.  非正规就业41 

同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做的，关于非正

规就业，包括小商贩、小生产者和诸多临

时工作，都将被较正规的“现代”经济吸

收的预言相反，非正规就业自1970年代以

来不仅持续存在，而且也出现在意想不到

的地方，如正规部门的企业中。42 非正规就

业在没有提供充足正规就业机会的国家里

提供了一项生存战略。它也与缺乏社会保

护、劳动立法及工作场所保护措施有关。43 

在发展中国家里，非正规就业是妇女和男子的

一个重要就业之源

在许多国家里，非正规就业是一个重要就

业和生计之源。在43个有数据可用的国家

里，它占了15个国家——各6个分别位于

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3
个位于南亚和东南亚——妇女非农业总就

业的70%多。在这15个国家之中的7个国家 

(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印度、马里、尼

加拉瓜、巴基斯坦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里，多数在非农业部门工作的男子(70%以

上)也是非正规就业(图4.12)。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许多国家里，非正规非农业就业的比例

是妇女高于男子。然而，对某些国家(波

41  非正规就业包括不管是在正规部门企业、非正

规部门企业还是在家庭中所做非正规工作的总

数。非正规就业的类型按生产单位类型、就业

状况和获得社会保护情况综合加以界定(Huss-
manns，2004)。

42 Chant和Pedwell，2008；Vanek等，2014。
43  国际劳工局，2014b，表8的草案；国际劳工

局，2013d。

兰、塞尔维亚、斯里兰卡、摩尔多瓦共和

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及巴勒斯

坦国)来说，非正规就业的男子的比例高

于妇女的比例(图4.12)。

虽然妇女和男子都是非正规就业，但妇女

常常集中在更不利的就业类别中，如家

政工人、在家工作的计件工人及小型家

庭企业助手，全都是属于最脆弱和收入最

低的非正规工作。有众多的家政工人都是

妇女，她们常常被排除在劳动法范围之

外或只被纳入较不利的立法中。就全球而

方框4.5 
从性别角度测量创业：保障性别平等的 

证据和数据项目

从性别角度测量创业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男女

在创业活动方面的不同情况。研究已经发现，

性别是影响参与创业的一个因素，也是影响企

业特点和业绩的一个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里，妇女比男子更没可能成为企业家，

但更有可能受贫穷或离婚等“推动”因素的激

励而开办企业。a 与男子开办的企业相比，妇

女办的企业也往往更小，开办资本更少，更深

植于家庭结构中，也更难以持续。b

女性和男性所有企业之间销售与利润差距方面

的证据表明，许多妇女要发挥自身的生产和创

造潜力，比男子面临着更多挑战。例如，在法

国，妇女创办的新兴企业通常交易额比男子新

兴企业的交易额低25%。c 然而，传统业绩测量

尺度，如增长和利润，对妇女创办的企业来说

并非总是最优先考虑。d 妇女开办企业，通常

是有目的而为，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例如

增加灵活性，可以决定她们自己的时间表，并

平衡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e

尽管从性别角度测量创业显然与政策有关，但

关于女性企业家和男性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官方

统计数据在多数国家仍然付之阙如。再者，所

收集的数据无法进行跨国比较，因为在不同背

景下测量创业所用的方法不同。

为了填补这些数据与方法方面的缺口，保障性

别平等的证据和数据项目，联合国统计司与妇

女署的一项联合举措，正在与经合组织协作，

编制从性别角度测量创业的方法指导。

a  Brush,1990；Duch-
eneaut,1997。

b Robb和Watson, 2010。
c 经合组织，2012。一
个企业的交易额系指
销售总额。

d Carter等，2003；Kepler
和Shane，2007。

e Wa l k e r和 We b s t e r, 
2004；Walker, Wang
和Redmon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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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10年，83%的家庭工人都是妇女，

稍低于1995年的86%。44 

为能进行国际对比，45 至今所呈示非正规

就业的统计数据只限于非农业就业。然

而，农业就业多缺乏社会保护和工作保

44 国际劳工局，2013c。
45 Hussmanns，2004。

障，二者都是非正规就业的特征。46 对农

业部门庞大的国家来说，若把农业就业计

算在内，则总非正规就业将大增。

农业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也很重要

例如，在摩尔多瓦共和国，2009年，非正

规就业在所有非农业就业中所占比例，妇

女为11%，男子为21%(图4.12)。然而，当

考虑到农业部门时，非正规就业在所有就

业——农业和非农业——中的比例则高得

多，对妇女来说达到了27%，对男子而言

则达到了33%。47 同样，在印度，2011-2012
年，非正规就业在所有非农业就业中所占

比例，就妇女而言是86%，对男子来说是

84%。然而，当计入农业部门时，非正规就

业的比例，就妇女来说上升到了95%，对男

子来说则上升到91%。48 

5.  非全时就业49 

非全时工作可以提供一种方式，有效平衡

在有偿工作、家庭责任及抚养孩子等上面

所花的时间。能够少工作几个小时的可能

也被视为一种增加就业水平的手段，在妇

女中更是如此。50 此外，非全时工作便于

逐步进入、参加或退出劳动力市场。51 

然而，非全时工作也是有代价的。非全时

工作者面临着艰难的工作条件，包括计时

工资较低，工作保障较小，接受培训和提

升的机会都比全时工作者少。他们陷入贫

46 Vanek等，2014。
47  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摩尔多瓦共和国统计局

(2009)的数据编制(2014年5月访问)。

48 Raveendran，2015。
49  就全时和非全时之间的分界点而论，劳工组织

没有给出全时工作的正式定义。经合组织的数

据根据非全时就业的一项通用定义加以协调，

即非全时就业基于从事主要工作通常不多于30
个小时。

50  Hakim，2004，chapter 3；Thévenon，O.，2013。
51 国际劳工局，2014b。表6草案。

图4.12 
1998-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性别列示的非正规就业在全部非农业就业中 
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国际劳工局(2014b)，表8(2014年5月访问)的数据
加以计算。印度的数据(2011/2012年)是从Raveendran(2015)那里获得的；巴基斯坦
(2009/2010年)、菲律宾(2008年)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05/2006年)的数据取自国际
劳工局和非正规就业妇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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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多米尼加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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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
乌拉圭，
智利，

斯里兰卡，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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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巴基斯坦，
印度，

摩尔多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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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的风险也更大，获取失业福利等社会保

护的可能也更小。52 发达国家某些形式的

非全时工作是非标准型的工作，就业条件

与所述非正规就业的条件类似。53 

妇女比男子更可能从事非全时就业

2012年，发达区域(除了东欧和南欧)记

录了从事非全时工作的妇女的最高比例

(28%)(图4.13)。在北欧和西欧国家里，

非全时就业在妇女中特别盛行。荷兰60%
的就业妇女都做非全时工作，至今是全世

界百分比最高的，德国、爱尔兰、联合王

国及瑞士则有35%以上。在北欧和西欧以

外，澳大利亚就业妇女记录了38%的非全

时工作比率(见国家级数据统计附件)。5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也记录了就业妇女从事

非全时工作的很高比例(2012年为26%)。

在该区域的各国里，阿根廷和尼加拉瓜记

录了从事非全时工作的妇女的最高比例，

为35%或更高(见国家级数据统计附件)。55 

妇女非全时就业在东欧和南欧则没有那么

盛行，2012年这两个区域的就业妇女从事

非全时工作的平均比例分别为9%和15%(图

4.13)。

在全部有数据的四个区域里，非全时就

业在妇女当中比在男子中普遍，在妇女

中的流行率几乎比在男子中高一倍或更

高。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就业男子

占非全时工作者的比例最高(13%)，其次

是发达区域(除了东欧和南欧，10%)。正

像东欧和南欧妇女的情况一样，这两个区

域的男子非全时就业率也很低(图4.13)。

52 经合组织，2010。
53  Vanek等，2014。非标准工作的其他主要类型

包括(a) 自营自我创业，(b) 临时或定期工

作。

54  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
worldswomen.html。

55 同上。

非全时就业对男子来说在不断增加， 

对妇女来说则有增有减

在多数国家里，对男子来说，非全时就业

继续增加，但妇女的就业趋势则有增有

减。在1995年和2012年期间，在有数据可

用的31个国家里，有30个国家男子非全时

就业增加了。就妇女而论，有17个国家显

示非全时就业有所增加，14个国家则显示

有所减少(图4.14)。56 

在奥地利、智利、爱尔兰、意大利和土耳

其则看到妇女从事非全时工作增加特别

大。57 同一时间，在爱尔兰则观察到妇女

非全时就业大为减少(14个百分点)，而在

挪威和瑞典则看到妇女非全时就业分别减

少了8个和5个百分点(图4.14)。

56  编制非全时就业趋势基于经合组织，2014a的
数据，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全时非全时就

业——通用定义：发生率。经合组织就业和劳

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数据库)。数据统一基于一

个通用的非全时就业定义，该定义基于每周从

事主要工作通常不多于30个小时的通例。

57  这些都是1995年至2012年(智利则是1996年至

2012年)期间就业比例和从事非全时工作的比

例增加10个以上百分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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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2012年按区域和性别列示的非全时工作从业人员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下列数据加以计算：(1)
经合组织，2014a(2014年
5月访问)；(2)国际劳工
局，2014b，表9a(2014年11
月访问)。

说明：未加权平均数。经合
组织的数据的协调基于一个
通用的非全时就业定义，该
定义基于每周从事主要工
作通常不多于30个小时的通
例。劳工局的数据采用了
国别方法，并且非全时就业
的定义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
别。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有数
据可用的国家的数量。其他
区域国家的数据未予列示，
因为数据可用度有限。其他
发达区域包括北欧和西欧国
家，也包括澳大利亚、加拿
大、日本、新西兰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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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 

在妇女中比在男子中严重

非全时就业并非总是一种选择。有大量的

非全时工作者宁愿全时工作。这种现象以

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率加以测量。58 在

四个有数据的区域里，10%以上从事非全

时工作的就业妇女表示，她们愿意增加

工时。南亚妇女记录了最高的与时间有关

的就业不足率(21%)，其次是北非的妇女

(17%)、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16%)及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10%)。从事非全时

工作的就业男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

亚有10%以上表示，他们愿意增加工时(图

4.15)。

58  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用三个标准加以界定。

这个术语涉及在不长的参照期内想增加工时而

工时却少于国家层次所定的特定工时基准，并

在随后的参照期内可以增加工时的从业个人。

国际劳工局，1998；国际劳工局，2013b。

在多数区域，妇女比男子更可能出现与时

间有关的就业不足。最大的性别差别见

于北非和南亚。在北非，妇女与时间有关

的就业不足率是17%，男子则为4%。南亚

妇女记录了21%的就业不足率，男子则为

12%(图4.15)。

6.  性别收入差距

男女的收入差别可能出于多种因素。这些

因素包括工人个人的特点，如他们的教育

水平、教育领域及工作经验，也包括与他

们所从事工作有关的因素，如职业、合同

类型、经济部门及其工作单位的规模。所

有这些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都与(影响男女

教育、专业和职业道路选择的)传统和定型

观念以及平衡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各种难

处有关。平衡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各种难

处通常导致非全时工作和职业中断，主要是

导致妇女非全时工作和职业中断。59  

性别收入差距——水平和趋势

在有数据可用的所有国家里 

都发现了性别收入差距

在有数据的所有国家里，妇女挣的都比男

子少。在有最近时期(2008-2012年)性别收

入差距可比数据的28个欧洲国家中，有19
个国家全时工作妇女只挣男子收入的80%
至90%。在四个国家(奥地利、德国、匈牙

利和斯洛伐克)，妇女所得略低于男子所得

的80%(图4.16)。60 

59  Blau和Kahn，2007；欧洲联盟委员会，2014； 

Goldin，2014。
60  这些数字没有涵盖在公共部门——也就是国家

和地方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妇女和男子。包

括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会改变某些国家的性别收

入差距的大小。早先一项基于2006年收入结构

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国家中，公共部

门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都小于私营部门工作人

员的差距。唯一例外的是保加利亚，那里的性

别收入差距是私营部门的工作人员小一点。资

料来源：欧洲联盟，2010。

图4.14 
1995和2012年期间按性别列示的非全时工作者在全部就业人员(15岁及以上)中
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基
于经合组织(2014a)(2014年
5月访问)的数据编制。

说明：经合组织的数据的协
调基于一个通用的非全时就
业定义，该定义基于每周从
事主要工作通常不多于30个
小时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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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2010-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性别列示的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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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2008-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男女收入比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欧统局(2014)和国际劳
工局(2014a)(2014年8月访问)的数据编制。

说明：计算欧洲国家的数据基于全时工作人员，从事
工业、建筑和服务但不包括公共行政、国防及强制性
社会安全工作的人员的小时工资(基于《统计分类》，
第2次修订版，行业部门分类)；对非欧洲国家，只载
入全时工作人员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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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2014
年，《2014年千年发展目标
报告》。

说明：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
足率是以愿意且可以增加工
时的就业男女的比例加以计
算的。发达区域包括东欧、
南欧及其发达区域。

方框4.6 
测量性别收入差距

本节用一个简单的指标——妇女收入与男子收入的比率——来考察性别

收入差距。

收入系指“为工作时间或所做工作，也为诸如年假或其他带薪假或节日

之类的非工作时间，定期支付给雇员的现金和实物报酬”。收入不包括

雇主为其雇员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计划所缴之款，也不包括雇员根据这些

计划收到的福利。a

收入统计数据从不同来源获取。b  多数发展中国家(51个有数据可用的国

家中的37个)依赖劳动力或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发达国家似乎主要依

赖机构调查(38个有数据可用的国家中的20个)。不同来源收入数据的可

比性，受所涵盖工作人员的类型，包括或不包括加班费、激励工资、奖

金、实物报酬及其他福利，及所用时间单位(每小时、每天、每周或每

月)的影响。再者，有些来源使用了平均收入，其他来源则使用了工资

率。国际可比性也受各国基层单位调查或普查所用规模标准之差别的限

制。此外，妇女等任何特殊群体的平均收入，都受构成该群体的不同因

素的影响，包括学历不同和职业不同的妇女以及每个群体全时工作和非

全时工作人员的数量。

自雇就业所得收入，由于数据匮乏，分析中没有载入。c  此外，本节所

说的收入只反映了全时就业的收入，解释了男女工作小时数量不同以及

非全时与全时工作人员平均小时收入区别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点特别重

要，因为妇女比男子更可能拥有非全时工作(见本章非全时就业一节)，

非全时工作人员的小时收入往往也低于全时工作人员。

a 国际劳工局，1973。
b 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国际劳工局(2014a)(2015年1月访问)的数据编制。
c 国际劳工局，2014a，ILOStat数据库只有21个国家和区域的数据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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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个有数据可用的非欧洲国家里，妇女挣

得也比男子少。在五个国家里，全时工作妇

女只挣男子收入的94%至98%。在九个国家

里，妇女的收入是男子收入的70%至90%。

最后，巴基斯坦妇女和男子的收入差别最

大，近年来妇女所挣只是男子所挣的63%。

多数发达国家都显示出性别收入差距的 

长期缩小，但近年来的趋势有涨有缩 

在12个拥有性别收入差距可比较趋势数据

的欧洲国家里，没有看到2007年至2012年
存在着一贯趋势。有些国家显示性别收

入差别略有缩小(例如，冰岛、立陶宛和

荷兰)，而其他国家则显示差别有所扩大

(如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葡萄牙)。在立陶

宛观察到男女收入差别缩小最多，2007年
妇女的收入是男子收入的78%，2012年则

为88%。性别收入差距增加最大的记录在

葡萄牙，2007年妇女的收入是男子收入的 

91%，2012年下降到86%(图4.17)。不过，

其他有数据可用的国家在所考察时间内并

没有出现明确的趋势。

不过，基于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表

明，对许多发达国家来说，性别收入差距

呈总体下降趋势。有19个国家拥有1995-
1999年和2009-2013年两个时期的数据，其

中17个国家都显示出了妇女收入与男子收

入之比率的增加。增加最多的是爱尔兰、

日本及联合王国，妇女收入与男子收入之

比率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61 

教育和年资及性别收入差距

教育增加了男女二者的收入，但受益程度不同

不断提升的教育水平让男女都受益，增加

了收入，当人们从中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

之时更是如此。然而，收入受益水平男女

不同。欧洲国家的数据生动地说明了这一

点。尽管男女在从中等教育水平升入高等

教育水平后收入都会增加，但在许多欧洲

国家里，男子的收入增加高于妇女的收入

增加。妇女从初等教育水平进入中等教育

水平时，就收入而论，受益似乎比男子多

(图4.18)。62 研究领域所致的收入差别，可

能也是在男女从中等教育升入高等教育之

后，妇女所得回报低于男子所得回报的一

个因素。63 

男子的收入比妇女的收入更多地得益于年资

除了教育之外，工作经验也是解释男女收

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64 用年资代表工

61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经合组织，2014b，妇女和

男子的中等收入的数据编制，只算全时工作人

员。www.oecd.org/els/emp/onlineoecdemployment-
database.htm#earndisp(2014年12月访问)

62  考虑到若干个人特征，如就业年限、婚姻状

况、家庭结构、居住地点和认知技能之后，

收入方面的教育回报可能是妇女高于男子

(Dougherty，2005)。
63  在有数据可用的国家里，已经观察到了研究领

域所致的巨大收入差别，并且有某种趋势，收

入最高的研究领域与男性毕业生比例很高的课

程有关，收入较低的研究领域与妇女比例很高

的课程有关(经合组织，2013b)。
64  一项调查密歇根大学法学院1972–1975级毕业

生的研究发现，男女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伊始

收入差别很小，但在毕业之后15年，男性收

入更高，相差40%。在考虑到男女的工作小时

图4.17 
2007年至2012年欧洲部分国家女性对男性收入比率的趋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欧统局(2014)(2014年8月
访问)的数据编制。

说明：计算收入比率基于全
时工作人员，从事工业、建
筑和服务但不包括公共行
政、国防及强制性社会安全
工作的人员的小时工资(基
于《统计分类》，第2次修
订版，行业部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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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验表明，就收入而论，男子比妇女从

工作经验中得益更多。男女之间在同一公

司开始职业生涯伊始，收入差别比较小。

年资导致男女收入增加。然而，这种增加

带给男子的好处远大于带给妇女的好处。

在同一公司工作30多年之后职业行将结束

的男女，其性别收入差距远大于刚开始职

业生涯的男女。在金融和保险部门，及信

息和通信部门，则显然例外，男女在入职

之时存在的性别收入差距，在整个职业生

涯中及服务30年之后都保持稳定(图4.19)。

隔离与性别收入差距

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于所有经济部门与职业

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于所有经济部

门(图4.20)。然而，在性别收入差距中发现不

同行业差异显著。根据欧盟成员国2010年的

数据，在17个经济部门中，有15个部门的妇

女所挣是男子所挣的70%至95%。在制造业

与金融保险业部门里，妇女分别挣得男子所

挣的68%和64%。

在每个部门也都发现了差异，关键要看一个

人的职业，详见图4.21，它显示了两个性别收

入差距最大的部门(金融保险业和制造业)以

及就业妇女通常扎堆且性别收入差距较小的

另外两个部门(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部门与教

育部门)的性别收入差别。

在所有在金融保障部门工作的人员中，与支

助职员(妇女挣男子所挣的83%)相比，管理人

员和专业人员的男女收入差距最大(妇女挣

男子所挣的大约65%)(图4.21)。就制造部门

来说，在工艺和相关行业工人之间发现了最

大的性别收入差距，妇女收入是男子收入的

之后，这种差别仍然存在。最近在1982-1991
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对

1990-2006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工商管理

硕士毕业生所做另一项研究得出了类似结果

(Goldin，2014)。

55%。这与支助职员形成对照，在支助职员

中，妇女收入与男子收入之比为89%。

图4.18 
2010年欧洲国家按性别列示的教育水平提升带来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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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2010年按行业部门和在同一公司工作的年限列示的小时收入，欧洲国家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欧统局(2014)(2014年7月访问)的数据计算。

说明：数据涵盖27个欧盟成员国，2013年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除外。数据反映了全时工
作人员和从事工业、建筑和服务但不包括公共行政、国防及强制性社会安全工作的人员
的收入(基于《统计分类》，第2次修订版，行业部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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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算。从中等教育升入高
等教育带来的收入增加以受
过高等教育之人的收入与受
过中等教育之人的收入的比
率加以计算。这反映了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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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及强制性社会安全工
作的人员的小时工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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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行业部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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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来由妇女为主的两个部门——人类健康

和社会工作及教育——中差异巨大。在人类

健康和社会工作部门内，专业人员性别收入

差距最大。在这里，妇女的收入只是男子收

入的67%；在管理人员中，妇女收入与男子收

入之比为72%。教育部门的性别收入差距在

各种职业中差别都比较小；妇女收入与男

子收入之比在80%至95%之间。

无法解释的性别收入差距

如《北京行动纲要》所要求的那样，妇女和

男子都拥有同工同酬的权利。然而，如本节

所述，妇女挣得比男子少，甚至在他们受过

同等教育，毕业于同一专业，做同一类型工

作的年限相同之时也是如此。即使在同时考

虑到众多特点之时，也只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解释妇女与男子之间的收入差别。65 那些无

法说明的差别可能归咎于歧视。

65  欧洲联盟，2010，个人和工作特点只解释了

50%的整个性别收入差距；Ñopo、Daza和 

Ramos，2011，根据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域35
个国家的研究，个人和工作特点只部分解释了

整个性别收入差距。

对妇女的歧视以直接方式反映出来，如男

女资质相同，做同样的工作，支付他们的

工资却不同。然而，间接歧视，或者说

关于妇女社会和家庭角色的传统和定型观

念，也通过她们在研究领域所做的选择，

后来在职业中所做的选择以及她们应对

平衡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的方式，影响她

们的收入。性别收入差距对工作量要求较

高的职业来说似乎特别大，如经常随时待

班、上应急班或夜班。66 

C.  协调工作与家庭生活

1. 分担无偿工作

妇女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

虽然妇女参加劳动力队伍的力度在多数国

家都增加了，但她们继续在家庭承担多数

责任，从事多数无偿工作，包括照料孩子

和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做饭，洗衣，干其

他家务。这些活动，虽然是生产活动，却

不列入国民账户体系的生产范围中。67 

在本章所述时间使用统计数据中，国民

账户体系生产范围的工作称作“有偿工

作”(即使某些实际上可能是无偿工作，

如由家庭雇员从事的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

围的工作)。不在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

的工作，即家庭生产自身消费的服务，称

为“无偿工作”，并且主要由家务劳动和

66  分析美国2006-2008年关于87个收入最高的职

业男女收入的数据发现，对内科医生和外科

医生、牙科医生、个人理财经理及律师和法官

之类的职业来说，性别收入差距最大。在药剂

师、验光师及兽医等保健职业中发现性别收入

差距较小(Goldin和Katz，2011)。
67  国民账户体系的生产范围包括(1)为市场生产

商品和服务，不管是出售还是以物易物；(2)
如政府单位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免费

为个体家庭或集体为社区提供的所有商品与服

务；(3)生产自己使用的商品。所有生产留在

家庭之中归自己最终使用的商品——即同一家

庭成员自己生产和自己消费的家庭和个人服务

除外。

图4.20 
2010年按行业部门列示的小时工资性别差距，欧洲国家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欧统局(2014)(2014年7月访问)的数据计算。

说明：数据涵盖27个欧盟成员国，2013年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除外。数据反映了全时工
作人员和从事工业、建筑和服务但不包括公共行政、国防及强制性社会安全工作的人员
的收入(基于《统计分类》，第2次修订版，行业部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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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或志愿工作组成。家庭劳动包括准备

食物，洗碗，清洁和维护居所，洗衣、熨

烫，园艺，照料宠物，购物，个人和家庭

用品的安装、维护与维修，照顾孩子，照

料生病、年老或残疾的家庭成员，等等。

社区或志愿工作包括为组织所做志愿服

务，无偿社区工作以及给予其他家庭的非

正规帮助等活动。

根据现有数据，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平均每天

花4小时30分钟做无偿工作，男子花1小时20
分钟。发达国家的性别差别较小，与发展中

国家的同类相比，每天从事无偿工作，妇女

花的时间要少一些(4小时20分钟)，男子花

的时间要多一些(2小时16分钟)。

根据10个发展中国家和25个发达国家的数

据，发现做家庭主要事务，如做饭、清洁

和照顾家庭成员所花时间方面也有性别差

别。但是，男女做这些事务所花时间之间

的差别，在分析所涵盖的发达国家中比在

分析所涵盖的发展中国家里小。例如，关

于做饭一事，它是妇女所做最耗时间的家

务事，10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每天要比男

子多花1小时40分钟，而25个发达国家的妇

女每天要比男子多花大约1个小时。68 

68 根据对有不同类型无偿工作数据可用的10个
发展中国家和25个发达国家的分析。发展中国家

包括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伊拉克、哈萨克

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大韩民

国、南非、土耳其和乌拉圭。发达国家包括阿尔

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

亚、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

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挪威、摩

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

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联合

王国和美国。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来自欧统局

(2011)、经合组织(2014c)、欧洲经委会(2014)、
拉加经委会(2014)及各国家统计局(在2015年6月)

的数据编制。

图4.21 
2010年欧洲联盟按行业部门和职业列示的小时工资性别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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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不同适用于所考察的其他两项家务事：

清洁和照顾家庭成员。一项例外是购物所花

时间，九个有数据的发展中国家的男子在这

项活动上所花时间与妇女同样多。

做无偿工作所花时间的性别差别在不断缩小

虽然妇女和男子每天从事无偿活动所用时

间量仍然差别巨大，但这些似乎已经随着

时间推移而缩小了，详见各国的数据。不

过，从实现无偿工作所花时间方面的性别

差别缩小的方式、进展的速度以及促使缩

小性别差别的活动类型来看，发现各国仍

有差异。

例如，在挪威，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

无偿工作所花时间的性别差别从1小时46
分钟减少到50分钟。然而，1970年的可比

数据表明，无偿工作方面性别差别的缩

小——从1970年至1990年缩小1.5小时——

比后来时期的56分钟来得还急剧，主要

是因为妇女在无偿活动上所花时间显著

减少。另一方面，男子在同一时期(1970-
1990年)却没有记录无偿工作所花时间大

增：男子无偿活动的增加多出现在2000年
和2010年期间，并且主要是因为照顾家庭

成员所花的时间增加了。69 

69 根据Egge-Hoveid和Sandnes编制的数据，2013。

在美国，妇女和男子在无偿工作上所花的

时间从2003年到2013年有所下降，并且性

别差距略有缩小(大约10分钟)。早先的数

据表明，在该国，无偿工作所花时间的性

别差别缩小出现在1960年代中期至1990年
代中期的记录中。在这个时期中，妇女花

在家务活——主要是准备食物和烹调——

上的时间(几乎2个小时)大大减少，同时男

子花在这些活动上的时间有小量的增加(增

加10分钟)。70 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家

务事所花时间没有大的变化，但妇女和男

子照顾孩子所花时间都有所增加。71 

无偿工作所花时间的性别差别之所以缩

小，主要是因为妇女做家务活所用时间减

少了。男女照料家庭成员，主要是照顾孩

子所花的时间，没有多大变化，甚至随着

时间推移而增加了。照料孩子所花时间数

量增加，得到了1971-1998年涵盖16个国家

(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研究的确认。这项研

究还进一步指出，不仅父母增加了与孩子

共度的时间，而且增加时间主要花在互动

活动(如主动与孩子一块玩)上，而不是花

在被动活动(如照料孩子)上。72 

在有关促进家务劳动所花时间性别差别缩

小的因素的讨论中，妇女经济权能增强，

特别是她们参与劳动力市场力度的加大，

似乎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73 妇女

增加了其家庭收入，所以就可以负担家政

服务外包或者外出就餐的费用。家庭规模

缩小可能也是一个有助于减少家庭工作的

促进因素之一。

就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等社会服务和

提供陪产假等激励男子的措施而言，政府的

作用很重要，可以决定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

花多少时间为家庭做无偿工作。例如，妇女做

70 Hamermesh，2005；Kimberly等，2007。
71 Bianchi，Wight和Raley，2005。
72 Gauthier，Smeedeng和Furstenberg，2004。
73 Mirand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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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4.7 
时间使用统计数据：解释与可比性

时间使用调查收集了关于特定时期内人们从事

的一系列活动的信息。这些活动包括有偿或营

利活动(如工作所花时间)、无偿工作(清洁、

做饭、照料家庭成员)及个人活动(如睡眠和吃

饭)。从性别角度来看，时间使用调查提供特

别重要的数据，不仅涉及家务工作所花时间，

也涉及整个工作量，包括家务工作和有偿或营

利工作。

时间使用可以加以总结，并呈现为“参与者平

均数”或者“人口平均数”。参与者平均数是

从事某种活动的个人所花全部时间除以从事该

活动的人员(参与者)的数量。人口平均数是全

部时间除以全部有关人口(或其亚群体)，不管

人们是否从事该活动。本章里介绍的各种活动

所花时间的统计数据，是人口平均数。时间平

均数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群体，并评估长时间内

的变化。不同群体或长时间内之所以出现差

别，可能是由于参与特定活动之人的比例不同

(或出现了变化)，或者由于参与者所花时间数

量不同(或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两者。

当所花时间以每天的平均数表示，它是在一周

(不区分工作日和周末)七天加以平均。因此，

就有偿工作来说，一个工作周，为期五天，每

天七小时，就显示为每天有偿工作五小时的平

均数(35小时除七天)。

然而，时间使用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受到了

不少因素的限制，包括：

 · 日志/程式化的时间使用调查。时间使用数

据可以通过24小时日志或程式化调查表加

以收集。关于日志，要求受调查者报告，

在一天24小时中，他们每天开始时从事的

活动，后续活动，活动开始和结束的时

间，等等。程式化时间使用问题，要求受

调查者回忆在一天或一周等特定时期内分

配给某项活动的时间。通常，程式化时间

使用问题附于多用途住户调查，单立为一

个模块。24小时日志方法所得结果好于程

式化方法，却是一种费用更贵的数据收集

方式。用这两种不同数据收集方法获得的

数据是不可比的。

 · 时间使用活动分类。本节的分析尽可能建

立在试行的《用时统计所列活动国际分

类》之上。a 根据这一《分类》，有偿工

作和无偿工作都用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

加以描述。时间使用活动国家分类可能不

同于试行的《用时统计所列活动国际分 

类》，结果产生了在各国之间无法进行比

较的数据。

 · 与无偿照料有关的活动。所述时间使用数据

只指“主要活动”。与主要活动同时从事的

任何“次要活动”都没有反映在所示的平均

时间中。例如，一个妇女可能在做饭，又同

时照顾孩子。对把做饭报为主要活动的国家

来说，统计数据就不计算和反映照料孩子所

花的时间。这可能会影响关于照料孩子所花

时间的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也可能低估妇女

花在这种活动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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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部分国家每天无偿工作所花时间的趋势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
司根据来自欧统局(2011)、
经合组织(2014c)、欧洲经
委会(2014)、拉加经委会
(2014)及各国家统计局(在
2015年8月)的国家级数据加
以编制。

a  联合国，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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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工作所花时间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减少

比在其他国家快得多。在这些斯堪的纳维亚

国家里，公认社会平等是公共政策的一项重

大目标，并有许多家庭友好社会服务可用。74 

2.  把家庭责任与就业结合起来

如果算上无偿工作，妇女每天工作时间比男子长

时间使用调查和研究收集了包括无偿工作在

内的各种活动所花时间的信息。平均来看，

妇女做有偿工作所用时间短于男子。然而，

如果合计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的时间，在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里，妇女每天工作时间

都长于男子。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每天总共花

费7小时9分钟做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而男

子每天只花6小时16分钟。发达国家的妇女

每天花6小时45分钟做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

(比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少25分钟)，而男子

每天只花6小时12分钟。总工作时间——包

括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的性别差别，是

发达国家略小于发展中国家：分别是30分钟

对50分钟(图4.24)。

平衡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对就业妇女来说 

特别具有挑战性

平均而言，23个有数据的发展中国家的妇

女每天花9小时20分钟做有偿工作和无偿

工作。这些国家的就业男子每天花8小时

7分钟，比妇女少大约1个小时10分钟(图

4.25)。

23个有数据的发达国家的就业男女花费小

时少于发展中国家的男女。每天做有偿工

作和无偿工作，妇女花8小时9分钟，男子

花7小时36分钟。

就业人员总工作时间的性别差别是发达国

74  G á l v e z - Mu ñ o z， R o d r í g u e z - Mo d roñ o和
Domínguez-Serrano，2011；Kan，Sullivan和
Gershuny，2011。

家小于(稍多于每天30分钟)发展中国家(大

约1小时10分钟)。然而，有偿工作和无偿

工作之间的性别分工在所考察的各国中都

仍然存在。就业妇女比男子用更多时间做

无偿工作(诸如做饭、清洁和照顾孩子)，

就业男子比妇女花更多小时做有偿工作。

图4.24 
200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按性别列示的从事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所花时间 

图4.25 
200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性别列示的 
从业人员从事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所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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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来自欧统局(2011)、
经合组织(2014c)、欧洲经委会(2014)、拉加经委会
(2014)及各国家统计局(在2015年6月)的国家级数据加
以计算。

说明：未加权平均数。括号中的数字指平均数所包含的
国家数量。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来自欧洲经委会
(2014)及各国家统计局(在2015年8月)的国家级数据加
以计算。

说明：未加权平均数。括号中的数字指平均数所包含
的国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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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假和陪产假及相关福利

产妇保护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旨在平衡

妇女和男子参与家庭和工作生活的政策的

一项重要因素。产妇保护涵盖各个方面，

包括妊娠期间和妊娠之后防止遭受健康和

安全危险；享受带薪产假和母乳哺育休息

时间的权利；保护免受就业与职业方面的

歧视，包括征聘和解雇方面的歧视；及保

障产假过后回去工作的权利。

产妇保护不仅有助于增进母亲和婴儿的健

康与福祉，而且也促进了工作中的切实性

别平等。三项产妇保护公约由国际劳工

组织(劳工组织)于1919年、1952年和2000
年通过。最新一项公约是2000年通过的 

《保护产妇公约》(第183号)，它规定妇

女应当有权享受不少于14周的产假，支付

的现金福利至少是其先前收入的三分之

二。75 

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采纳了产妇和产父福

利。母亲和父亲都从这种立法中受益。然

而，覆盖并不普遍。在许多国家的立法

中，特定部门或特殊类别的职业(由工作

时间、合同类型等界定)的工作者，常常

被明显地排除在产妇和产父福利之外。更

具体地说，有偿家政工人、自营工作者和

家庭雇员、散工和临时工及农业工人等，

通常都没有资格享受产妇和产父福利。

产假

有半数以上的国家提供了至少14周的产假； 

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

2013年，有数据可用的国家共174个，其中

半数以上(53%)都采纳了劳工组织《第183
号公约》的建议，提供了至少14周的法定

(即国家法律和条例中明确规定)产假。

75 国际劳工局，2000。

高加索和中亚、东欧和南欧的所有国家

都提供至少14周的产假。其他发达区域的

多数国家也奉行了《公约》。其他区域的

许多国家，法定产假时间都短于14周。例

如，在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40%至50%
的国家提供了14周或更长的产假。其他区

域，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北非和西亚、

大洋洲、南亚及东南亚，只有不到30%的

国家提供至少14周的产假(图4.26)。

自1994年至2013年，提供14周起码法定产

假的国家数量由38%增加到53%。在东欧

及高加索和中亚，75%的国家1994年都明

确规定了至少14周的产假，目前所有国家

都提供至少14周的产假。就发达区域(除了

东欧)来看，有至少14周产假的国家从77%
增加到90%。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北非和西亚也有所增加。76 

有不到一半的国家达到了劳工组织 

《第183号公约》就产假福利规定的标准

劳工组织《第183号公约》明确规定，应当准

予妇女享受至少产假14周的现金支付福利，

金额至少是其先前收入的三分之二。有产假

资料的国家共174个，其中83个(48%)2013年
达到了《公约》规定的标准，包括东欧及高加

索和中亚的所有国家(100%)。达标的国家比

例在南欧(92%)和其他发达区域(79%)略低。

达到这些规定标准的国家所占比例，在发展

中国家里要低得多，从东亚的50%至大洋洲

的0%不等(图4.27a)。只有两个国家没有关于

产假现金福利的法律规定：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美国。

产假现金福利的来源也很重要。利用社会

保障或社会保险而不是让雇主承担支付此

类现金福利的费用，应当可以减少对妇女的

歧视，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上生育年龄妇

女的歧视。2013年，东欧及高加索和中亚的

所有国家都通过社会保险计划覆盖了产假

76 国际劳工局，20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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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福利。此类国家的百分比在南欧(92%)

和其他发达区域(83%)较低；在其他区域则

低得多，为60%或更低。二十八个国家通过

社会保障和雇主缴款双管齐下，为产假现

金福利供资，其中九个国家分别位于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图4.27b)。

图4.26 
年按假期长度和区域列示的有产假规定国家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国际劳工局(2014c)的数
据计算。

说明：其他发达区域包括北
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新西
兰和美国。2015年的数字为
预测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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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按区域列示的产假长度与现金福利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国际劳工局(2014c)的数
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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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产假

陪产假日趋普遍

陪产假是父亲在其孩子出生之后立即就休的

短期假期，目的是鼓励父亲协助母亲从分娩

中恢复来过，以照料新生儿和其他孩子，并

承担其他家庭相关责任。经合组织最近为四

个国家——澳大利亚、丹麦、联合王国及美

国——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孩子出生前

后休假的父亲，特别是休假两周或更多的父

亲，在孩子年幼之时，更多从事与儿童保育有

关的活动。77 

2013年，有数据可用的国家共163个，其中78
个(48%)有陪产假规定。南欧和其他发达区

域拥有此类规定的国家比例最大(分别为80%
和63%)。有一半以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53%)提供陪产假。有极少数的南亚国家提

供陪产假(14%)，大洋洲没有任何国家有陪产

77 Huerta等，2013。

假规定。在其他区域，陪产假的普及程度在

30%至50%之间。

陪产假日趋普遍：有陪产假规定的国家所占

比例从1994年的27%增加到2013年的48%。

南欧和其他发达区域国家也增加了准许陪产

假所休的时间长度。2013年，这两个区域有

19个国家提供七天或更长的陪产假，而1994
年则为五个国家。78 

法定陪产假的长短各异，少则一天，多则两周

以上，多数带薪。2013年提供陪产假的国家有

78个，其中69个提供现金福利。在半数以上

(44个国家)里，现金福利只由雇主支付。讨论

陪产假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法定陪产假与休

陪产假的父亲的比率之间的差别。没有可用

数据显示陪产假休假率跨国比较。然而，在

论及产假时已经讨论过，由社会保障制度而

不是由雇主支付的现金福利，不仅有助减少

对负有家庭责任的父亲的潜在就业歧视，而

且也有助于提高陪产假休假率。

78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国际劳工局(2014c)的数据

计算。

图4.28 
2013年按假期长度和区域列示陪产假规定的国家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国际劳工局（2014c）的
数据计算。

说明：这里所说的陪产假既
包括专门的陪产假，也包括
一般的家事假。在考虑孩子
出生后父亲的参与程度时，
这二者有不同的权重。一般
家事假可以用于其他家庭重
大活动，未必非用于照顾孩
子的出生。其他发达区域包
括北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澳大
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
兰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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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权力与决策

导言

在世界各地的社会里，男子通常都担任多

数权力与决策职位，这是一个性别不平等

通常很严重并且也很明显的领域。过去二

十年间的进步在各区域和多数国家都很明

显，但进展缓慢。妇女在国家议会中依然

代表不足。她们很少是主要政党的领导

人，只有少数作为候选人参与选举，并且

在选举过程中，面临着深植于性别规范与

期待方面的不平等的多重障碍。某些国家

利用性别配额改善了妇女当选的机会。但

是，即使当选后，登上议会等级体系高层

的妇女寥寥无几。

妇女也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行政机构之

外，女性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仍然是例

外。只有少数妇女被任命为部长；即使获

得任命，通常也不是被指派到核心部委 

(如指派到总理或首相内阁，或指派到内

政部、财政部、国防部和司法部)。在担

任公务员制度最高职位方面，妇女的人数

仍然少于男子。她们在政府驻联合国的大

使和代表中没有得到平等代表，在地方政

府中也是如此。妇女代表不足的情况在私

营部门甚至更极端。在基本上仍然是男性

主宰的最大公司里，特别是在首席执行官

层次，玻璃天花板似乎根本无法穿透。

本章评估了世界各地妇女和男子走上权力

与决策职位的现状，也评估过去二十年的

趋势。本章涵盖了三个主要领域：政治和

治理、媒体及私营部门。

关键结果

•	 女性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数量2015年达到了19个，只比1995年多了7个。

•	 妇女在下议院或单一议院的代表已经增加，但就全球而论，议员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是妇女。

•	 下议院或单一议院约30%的候选人是妇女。

•	 妇女在内阁部长中的代表由1994年的6%增加到2015年的18%。

•	 妇女参与地方政府在许多国家中都有所增长，但远没有达到均衡。

•	 在大约一半有数据的国家里，法官和地方法官中妇女少于男子。在司法等级体系的高层，妇女

的代表急剧下降。

•	 媒体仍然是男性为主的行业，这加强了性别定型观念。

•	 玻璃天花板在世界最大的公司里似乎最难穿透；不到4%的首席执行官是妇女，并且私营公司

的执行董事会的性别构成远没有达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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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5.1 
关于担任权力与决策职位的妇女的统计数据差距

妇女在官署、公司和媒体权力与决策职位中的

代表情况，过去二十年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

再者，监测这些领域进展的数据也越来越多。

关于决策最容易获得的信息涉及妇女在国家议

会和主要当选职位中的人数和比例，是在各国

议会联盟(议联)主持下收集的。例如，有关于

妇女在下议院或单一议院代表情况数据可用

的国家数量从1997年的167个增加到2015年的

190个。a 关于妇女担任部委职位代表情况的数

据，1994年181个国家有数据可供使用，2015年
192个国家有数据可供使用。b

至于其他专题，有数据可用的国家较少。

例如，2015年3月，议联编制的最近议会选

举候选人性别分类数据，可供99个国家c 使

用，2010年则只供65个国家使用。d 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每年编制的2015年4月女法官和地方法官性别

分类数据，可供76个国家使用。e

关于权力与决策的数据也由区域组织为其成

员国而收集。例如，欧洲联盟委员会定期监

测欧洲联盟(欧盟)28个国家男子和妇女担任主

要决策职位的人数，也监测候补成员国(如冰

岛、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及土耳其)及其他两个欧洲国家(列支敦士登

与挪威)的情况。f 其数据库中维护的指标涵盖

了政治、公共行政、司法、商业和金融、社会

伙伴和非政府组织、环境与媒体方面的职位。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也维护了

其成员国公共生活与私营部门的决策职位的

指标。g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拉加经委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性别平等观

察站中维护了决策自主权指标h，也在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统计数据(拉加统计数据)中维护了

妇女在权力与决策方面的指标。i 数据自1998年

至2013年可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使用，也

可以供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使用。

一致测量各国和各区域妇女参与地方政府的情

况，仍然是一个挑战，因为测量这个领域的国

际商定标准、定义和指标还有待拟订。而且，

地方政府的结构也因国而异。根据区域或国

家，所收集的数据可能在所考虑的职位水平

或类型上有所不同，并且理解这些差别所需要

的元数据也常常缺失。目前，关于参与地方政

府的数据只由某些区域机构定期收集和维护，

包括由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欧洲经委会为欧洲而

收集和维护，拉加经委会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而收集和维护。全部加在一起，这些资料来源

为59个国家提供了关于市长的数据，为欧洲及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55个国家提供了关于城镇议

会的数据。j 在亚洲和大洋洲，国家以下(国家

级以下各级政府)妇女代表百分比的信息在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计划署)编制的特别报告中

予以公布，有29个国家的数据可供使用。k 联

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2011
年、2013年和2013-2014年制作了电子出版物 

“数字中的性别”，并在最近一版中，l 发布

了关于北非和西亚八个国家地方议会或自治市

的妇女的数据。

在国际层次，关于妇女走上媒体和私营部门高

级决策职位的官方数据也往往很稀少。关于这

些专题的统计数据和分析大体上都是基于私人

或非政府组织的资料来源。测量妇女参与权力

与决策性别的数据多集中在她们个人的参与。

然而，如果政策制订者要考虑妇女问题，妇女

的集体行动也同样重要。m 但是测量集体行动

很有挑战性，因为这个概念很宽，需要测量许

多不同方面。

a 联合国，2015a。
b 联合国， 2000a，表

6A，及议联和妇女
署，2015。

c 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
议联国家议会 PAR-
LINE数据库加以编
制，www.ipu.org/par-
line-e/parlinesearch.
asp(2015年3月25日访
问)。安道尔、加拿
大、塞浦路斯、爱沙
尼亚、爱尔兰及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数
据取自议联，2011c。
亚美尼亚、冈比亚及
莱索托的数据取自议
联，2013。

d 联合国，2010b。
e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2015。

f  欧洲联盟委员会。 
2015a。

g 欧洲经委会，2015。
h 拉加经委会，2014。
i  拉加经委会，2015。
j  欧洲联盟委员会， 

2015a；拉加经委会， 
2015。

k 开发署，2014。
l  西亚经社会，2015。
m 妇女署，2015。

A. 政治与治理

妇女和男子平等参与政治对更加包容和民

主的治理极为重要。正如《世界人权宣

言》所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

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1 、2  增加

1 联合国，1946。
2  这项权利在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2200(XXI)号
决议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妇女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制订国

家和地方政策及分配预算时，可以带来看

待妇女需要与优先事项的不同视角。选举

妇女进入议会可能是走向性别敏感改革的

第一步。在某些背景下，加大妇女在公共

决策中的代表已经与政策和预算变动关联

起来。例如，2006-2008年在110个国家议

第25条中得到重申。联合国，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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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议会中的妇女

比男子更有可能优先重视性别和社会问

题，如儿童保育、同工同酬、育儿假、抚

恤金、生殖权利及防备性别暴力的保护。3  

1.  议会

妇女在议会中的代表已经增加，但就全球而论，
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议会成员是女性

虽然妇女构成了大约一半的选民，并在世

界几乎每个国家都获得了投票权和担任公

职的权利，4 但她们作为国家议会的成员

仍然代表不足。妇女在这个领域的代表性

一直稳步改善，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妇女在单一国家议会或国家议会下院5 中

所占席位的比例，2015年为22%，几乎是

1997年所记录水平(12%)的一倍。6 

妇女在议会中所占的比例在多数子区域都

一直在稳定增加(图5.1)。2015年，此比

例是加勒比最高，其次是发达区域、拉丁

美洲、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大

洋洲各子区域都低于全球平均数。妇女在

议会中所占的最低比例仍然见于大洋洲，

但也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小小的改

善。东亚1990年曾经是妇女在单一议会或

议会下院所占比例极高的区域，却鲜有进

展，并且在2015年，低于全球平均数。

有少数国家达到或超过了50%的均衡线。

自2003年以来，妇女在国家议会中的代表

3 议联，2008。
4  在沙特阿拉伯，妇女和男子都有投票权，但妇

女还不曾在选举中投票。在文莱达鲁萨兰国，

妇女和男子都有有限的投票权。在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阿联酋)，选举权有限，因为议会是间

接选举的。妇女署，2015。
5  在191个设立议会的国家中，115个国家为一院

制议会，76个国家为两院制议会(包括下院和

上院或参议院)。截至2015年1月1日，文莱达鲁

萨兰国、中非共和国和埃及没有议会。议联和

妇女署，2015。
6 截至相应年份的1月，联合国，2015c。

记录已经不再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领先数

十年的任何北欧国家所保持。7 相反，卢

旺达如今名列第一(64%)。妇女在国家议

会代表方面排名在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是玻利维亚(53%)、安道尔(50%)和古巴

(49%)。其次是一组妇女代表在40%至44%
的国家，包括厄瓜多尔、芬兰、冰岛、莫

桑比克、纳米比亚、挪威、塞内加尔、塞

舌尔、南非、西班牙和瑞典。所有这些国

家都达到或超越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经社理事会)1990年8 最初所定和1995年 

《北京行动纲要》重申的30%妇女担任领

导职位的国际目标。9 2015年，190个国家

中共有43个达到或超越了这一目标。这些

国家横跨各种水平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自

由。其中多数国家位于过去二十年满足这

一项目进步最大的三个区域：发达区域

(18个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12个国家)

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9个国家)。在另一

个极端，70个国家(或者说接近全部设立

议会的国家的三分之一)妇女在国家议会

下院或单一国家议会中的参与不到15%。

在这其中的五个，都是人口比较少的国家

里，2015年1月没有妇女代表(密克罗尼西

亚、帕劳、卡塔尔、汤加和瓦努阿图)。

影响妇女议会代表的种种因素

女候选人少、偏向男子的政党动力、政治兴
趣和知识都可以解释妇女参与议会力度较小
的原因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各国长期以来妇女在

国家议会中所占比例不同的原因，包括：

采用立法规定和自愿的政党性别配额；妇

女担任政党高级职位的比例；选举候选人

的提供；选举运动中平等获取资源的机

会；政治兴趣和知识的性别差别，外加性

别观念和定型观念。

7 议联，2011a。
8 联合国，1990。
9 联合国，1995a。



2015年世界妇女122

a. 性别配额

性别配额旨在矫正法律与实践中的歧视，

为妇女平等化政治赛场。它们是数字目

标，规定了必须列入候选人名单的妇女的

人数或百分比，或者立法机构分配给妇女

的席位数量。性别配额可以在宪法中加

以规定，在一国家的国家立法中予以规

定，或者在政党的章程提出。通常使用

三类选举配额，前两类是立法规定配额 

(宪法和(或)立法配额)，第三种是自愿配

额：(a) 保留席位——在立法议会中为妇

女保留若干席位；(b) 立法规定的候选人

配额——在选举名单上为女性候选人保留

若干位置；(c) 自愿政党配额——指政党

自愿采取的目标，在选举中把一定百分比

的妇女列为候选人。10 

10  国际民主选举学会(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 

会)、议联及斯德哥尔摩大学，2013。

性别配额在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
使用较频繁

性别配额越来越多地用来改善妇女在议会

的代表情况。11 2015年，有74个国家为单

一国家议会或国家议会下院实施了某种形

式的立法规定性别配额。有20个国家采用

了保留席位，它们全都位于发展中区域。

这种配额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1个国家)实

施最频繁。立法规定候选人配额是发展中

区域(36个国家)和发达区域(13个国家)最

常用的配额类型。它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使用也极频繁。有五

个国家既保留席位，又使用立法规定候选

人配额(阿尔及利亚、伊拉克、肯尼亚、

毛里求斯和卢旺达12 )。最后，自愿政党配

11 同上。

12  肯尼亚、毛里求斯和卢旺达有配额制度，在一

级/院议会内包括保留席位和立法规定候选人

配额。不少妇女通过保留席位制度当选，而另

一组则通过立法规定候选人配额当选。阿尔及

利亚和伊拉克采取了独一无二的配额制度，把

立法规定候选人配额与保留席位两种特点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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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2015年1月按区域列示的妇女在单一议会或议会下院所占席位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5c。见http://mdgs.un.org/unsd/mdg/Resources/Static/Products/Progress2015/Statannex.pdf，2015年7月1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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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在37个国家13 单独使用，并在另外17个国

家中与立法规定配额配套使用。总计，自愿

政党配额有54个国家使用，26个位于发达区

域，28个位于发展中区域。

总体来看，使用性别配额的国家 
妇女在议会中的代表较多

总体来看，有任何类型性别配额的国家妇

女在议会下院或单一议院所占席位的比

例都较高——设立自愿政党配额的国家为 

26%，采用立法规定候选人配额的国家为

25%，采用保留席位的国家为23%，而没有

任何类型配额的国家则只有16%(图5.2)。

妇女在议院下院或单一议院代表至少占

30%的国家有43个，其中36个(84%)实施

了某种类型的性别配额：18个有立法规定

候选人配额；4个有保留席位；2个既有保

留席位，又有立法规定候选人配额；12个
有自愿政党配额。相反，妇女在议院下院

或单一议院代表占10%或更少的国家共39
个，其中28个(72%)没有实施任何性别配

额。

性别配额在冲突后背景中改善了妇女 
在国家议会中的代表情况

卢旺达成功实现议院妇女最高比例的记录

(2015年64%)，是基于该国在1994年种族

灭绝之后通过的选举框架。该框架设想妇

女政治代表为冲突后重建与和解的支柱之

一。14 卢旺达的选举制度规定了立法规定

起来。在五个保留席位和立法规定候选人配额

双管齐下的国家里，妇女所占席位比例的加权

平均数是29%(图5.2未予以显示)。此外，在格

鲁吉亚，关于政党的立法在名单上规定了每10
个候选人30%的性别配额，还为那些遵守这一

要求的政党规定了经济激励措施。对决定不遵

守这一要求的政党没有规定制裁措施。由于这

些规则的非强制性性质，没有把格鲁吉亚归类

为设立立法规定候选人配额的国家。国际民主

选举学会、议联及斯德哥尔摩大学，2013。
13 每个国家至少有一个政党。

14 议联，2014。

配额，既有保留席位(众议院80名议员的24
个为保留席位)，又有立法规定候选人配额

(53个公开竞争席位有30%的女候选人)。15 

在2013年的选举中，妇女获得了众议院给

妇女的24个保留席位，53个公开竞争席位

中的26个席位，还有两个青年保留席位的

一席。16 

不少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冲突后重建过程，

在妇女政治参与和代表权利方面推出了更

有力的平行与不歧视规定，包括规定性别

配额。例如，南非就是如此，阿富汗、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伊拉克、吉尔吉斯

斯坦、利比亚、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及东帝汶亦然。17 

最近实施的性别配额正加速推进妇女 
在国家议会的代表

近年来，妇女在单一议会或议会下院所取

的进展一直与选举期间实施立法规定或自

愿政党配额有关。18 一些最大进展见于非

洲，包括阿尔及利亚(从2012年的8%增加

15  国际民主选举学会、议联及斯德哥尔摩大

学，2013。
16 议联，2014。
17  国际民主选举学会、议联及斯德哥尔摩大

学，2013。
18  议联，2010；议联，2011b；议联，2011c；议

联，2013；议联，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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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2015年3月13日按性别配额类型列示的妇女在单一议会或议会下院所占席位的
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
编制和计算所用数据取自
国际民主选举学会等(2015)
( 2015年 3月 13日访问)； 
国际民主选举学会、议联
(各国议会联盟)及斯德哥
尔摩大学(2013)；联合国
(2015a)(2015年7月14日访
问)。

说明：括号里的数字指明分
析中所反映的国家数量。为
了本分析，采用自愿政党配
额兼顾立法规定配额的国家
归入立法规定配额一类。妇
女在五个保留席位和立法规
定候选人配额双管齐下的国
家所占席位比例的加权平均
数是29%。格鲁吉亚实施了
追加公共供资激励措施，其
比例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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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3年的32%)，塞内加尔(从2012年的

23%上升到2013年的43%)，南非(从2009
年的33%增加到2010年的45%)和津巴布韦

(从2013年的15%增加到2014年的32%)。19 

相反，在埃及，2011年选举预备阶段取消

配额立法导致妇女代表减少，从2010年的

13%减少到2011年的2%。20 

不过，必须指出，配额的影响可能不同，

关键要看选举制度。21 性别配额在“多数选

举制度”或只有一人获胜的制度中较难实

施。通常，在这些制度中，每个政党在每

个选区只提名一个候选人，妇女得直接与

其选区的男子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政党

往往不会派女候选人参加竞选，或者不会

在政党成功可能较小的选区派女候选人参

加竞选。相形之下，基于“比例代表制”

的选举制度更有利于采用立法规定候选人

配额，如此会有更多的妇女被列入某政党

的候选人名单并最终在议会赢得席位。22 

而且，性别配额如果包括明确可测量的数

字目标；伴随着在候选人名单上公平安插

妇女的规则；并用惩治不遵守法律行为的

制裁措施予以执行，会更有效。设立立法

规定候选人配额的国家或领土只有57%制

订了惩治不遵守法律规定的措施，只有

13%的国家规定经济惩罚措施。23 

19 联合国，2015a。
20  国际民主选举学会、议联及斯德哥尔摩大

学，2013。
21  多数选举制度可以归类为：“多数选举制

度”(要求候选人获得多数票方赢得选举。 

“多数”通常系指50%加一票)和“比例代表

制”(一个党的全部选票化为一个选举产生的

机构的相应比例的席位——赢得30%选票的政

党将接受约30%的席位)。国际民主选举学会、

议联及斯德哥尔摩大学，2013。
22  国际民主选举学会、议联及斯德哥尔摩大

学，2013。
23 同上。

b. 政党

妇女在主要政党的高级职位中代表不足

政治性别平等要求妇女作为与男子平等的

成员参与政党。政党帮助产生未来政治领

导人，支持他们参与整个选举过程。特别

是，它们负责拟订候选人名单，实行立法

规定候选人配额和采用自愿政党配额。

但各政党最高层仍然以男性为主。例如，

在欧洲国家，只有少数几个政党让妇女

担当其领导人。2014年，24 在欧盟28个国

家中，妇女只占主要政党25 全部领导人的

13%。在半数欧盟国家里，没有妇女做主

要政党的领导人。妇女代表情况较好的国

家包括德国(7个政党领导人有3个女士)、

丹麦(6个政党领导人有2个女士)、克罗地

亚(3个政党领导人有1个女士)和荷兰(7个
政党领导人有2个女士)。妇女在政党领导

人中代表很多的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6
个政党领导人有3个女士)和冰岛(5个政党

领导人有2个女士)。26 

同样，在拉丁美洲国家，鲜有妇女在政

党组织结构中担任高级职位。平均而

论，2009年，妇女在七个有数据可用的国

家占现有党员的大约50%，但只占政党主

席或政党秘书长的16%。27 妇女也只占各

政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9%的席位，且被奉

派担任权力最小的职位。男子一般担任最

高级或权力最大的职位，包括主席、秘书

长、经济秘书及方案规划秘书，而妇女只

担任影响较小的职位，包括会议记录秘

书、档案管理员或者是培训或文化主任。

政党结构如此缺乏性别均衡，也反映在提

供给选民的候选人名单中。平均来看，每

24 截至2014年4月。

25  主要政党是在国家议会(如果是两院制，则指

上院或下院)中占有至少5%席位的政党。

26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a(2015年3月11日访问数

据库)。

27 国际民主选举学会和美洲开发银行，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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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候选人只有一个是妇女，排名第一的

候选人只有七分之一是妇女。28 

c. 选举制度和候选人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里，妇女政治选举 
候选人都少于20%

一般说来，妇女在议会下院或单一议院中

所占席位比例较低，是参选女性候选人占

比很小的反映(图5.3)。这就是说，竞选国

家议会的妇女候选人人数不足。99个有数

据可用的国家的议会下院或单一议院候选

人性别分类数据表明，平均28%的候选人

是妇女。29 在这些国家中，有55个国家的

比例低于20%，它们多数位于发展中区域。

在大洋洲，妇女在选举候选人中所占比例

少于10%司空见惯，斐济(在2014年9月的

选举中为18%)和汤加(在2014年11月的选举

中为15%)例外。在发达区域中，妇女在选

举候选人中所占比例高于20%，除了日本 

(在2014年12月的选举中为17%)和爱尔兰 

(在2011年2月的选举中为16%)。比利时和

古巴妇女在候选人所占比例最高，为49%；

接着是一组占比在40%和47%之间的国家：

突尼斯(47%)、瑞典和纳米比亚(45%)、波

兰(44%)、安道尔(43%)、冰岛(42%)和法

国和挪威(各占40%)。

女性候选人赢得选举的可能小于男性候选人

在某些国家里，妇女在议会的比例低不仅

与女性候选人比例低有关，而且也与妇女

候选人比男子候选人当选率低有关。例

如，2011年或2012年有35个国家举行了议

会下院或单一议院的36次选举，男子在其

中18次选举中当选率高于妇女，而妇女只

28 同上。

29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议联国家议会PARLINE数据

库计算的加权平均数，www.ipu.org/parline-e/
parlinesearch.asp(2015年3月25日访问)。安道

尔、加拿大、塞浦路斯、爱沙尼亚、爱尔兰和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取自议联，2011c。亚美尼

亚、冈比亚和莱索托的数据取自议联，2013。

有10次选举当选率高于男子。在其余8次
选举中，当选率是男女相当。30 

d. 性别规范和期望

甚至在选举开始之前，性别规范和期望也

大大缩减了女性候选人库。妇女常常自言

政治兴趣和知识都少于男子。例如，2010-
2014年开展世界价值观调查的57个国家或地

区的政治兴趣数据表明，男子(52%)比妇女

(42%)更可能对政治感兴趣，平均可能高10
个百分点。在波兰、突尼斯、土耳其、津

巴布韦和巴勒斯坦国注意到了最大差别，

至少19个百分点。在巴林、哥伦比亚、厄

瓜多尔、约旦、吉尔吉斯斯坦、墨西哥、

菲律宾、乌克兰、乌拉圭和也门注意到了

最小差别，为5个百分点或更少，但仍然是

男子占上风。31 在10个国家(其中多数位于

发达区域)开展的其他研究发现，在所有这

些国家中，妇女能够正确回答国际国内政

治和经济新闻问题的比例低于男子。32 

30 议联，2011c和议联，2013。
31  世界价值观调查，2015(2015年3月19日访问)。

32  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2013；《卫报》， 

2013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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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2015年按妇女在议会下院或单一议院中所占席位比例和区域列示的最近一选举
年妇女在议会下院或单一议院候选人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
编制所所用数据：议联国
家议会PARLINE数据库计
算的加权平均数，www.ipu.
org/parline-e/parlinesearch.
asp(2015年3月25日访问)
和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数据
库http://mdgs.un.org/unsd/
mdg/Default.aspx(2015年7
月14日访问)。安道尔、加
拿大、塞浦路斯、爱沙尼
亚、爱尔兰和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取自议联，2011c。
亚美尼亚、冈比亚和莱索托
的数据取自议联，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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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决定竞选职位并得到其政党提名之

后，她们面临着可能减少其当选机会的各

种障碍。例如，尽管公众对性别平等的态

度有所改善，33 但是世界各地仍然存在着强

烈的性别定型观念，认为妇女担任政治领

导职位不如男子。在上一轮“世界价值观

调查”中，询问人们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总的说来，男子做政治领导人比妇女好。

答复各国迥然不同。一个极端是埃及、加

纳、约旦、卡塔尔和也门，那里80%以上的

人都同意这种说法。另一个极端是荷兰、

瑞典和乌拉圭，那里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为

11%或更少。34 `35 

妨碍选举妇女担任政治职位的另一障碍是

媒体报道中存在的性别偏见。例如，玻利

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多

米尼加共和国2009年和2010年选举期间的

媒体报道情况研究36 表明，妇女候选人在

媒体中获配的时间和篇幅都少于男性候选

人——特别是有关节目问题的时间，并在

报道中遭遇更多的负面偏见。在其他区域

的国家中，也注意到妇女候选人缺乏媒

体报道。37 例如，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每

日选举新闻报道调查显示，男政治家作为

选举新闻报告对象和消息来源都占主导。

在苏丹，有报道称，妇女输在了媒体报道

上；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尽管妇女

候选人的照片很常见，但很少公布她们的

观点。38 

33 联合国，2014c。
34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2015)，对答复为“坚决

同意”和“同意”做了合计。

35  在某些开展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国家里，不同

意“总的看来，男子做政治领导人比妇女好”

这种说法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

以来有所增加。联合国，2014c。
36 妇女署和国际民主选举学会，2011。
37 议联，2011b。
38 同上。

妇女担任议会领导职位

女议员要影响政策方向，当选后就必须担任

权力和权威职位，并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下院或单一议院 上院

非洲  

博茨瓦纳 赤道几内亚

毛里求斯 加蓬

莫桑比克 南非

卢旺达 斯威士兰

南非 津巴布韦

乌干达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亚洲  

孟加拉国

印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新加坡

土库曼斯坦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玻利维亚 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克 巴哈马

厄瓜多尔 巴巴多斯

秘鲁 智利

苏里南 多米尼加共和国

大洋洲  

斐济

发达区域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奥地利 比利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荷兰

保加利亚 俄罗斯联邦

意大利 联合王国

拉脱维亚

立陶宛

荷兰

葡萄牙

塞尔维亚

表5.1 
2015年1月1日按区域列示的妇女主持议会下院或单
一议院或者上院即参议院工作的国家

资料来源：议联和妇女署，2015；议联，2015b。

说明：在总共267个议会(下院或单一议院与上院)中，
有两个另设2名议长，有3个另设1名议长，共有274名议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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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也必须为其他妇女树立正面的角色模

范，努力改变议会程序，并最终支持妇女

的权利，追求性别平等。然而，鲜有从政

妇女达到议会等级体系的高层，特别是最

高层，做议院议长。2015年，妇女只在191
个国家中的28个国家(或者说15%)里主持议

会下院或单一议院工作，只在76个国家中

的15个国家(20%)里主持上院或参议院工作

(表5.1)。女性议长最集中的地方是发达区

域，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另一个极

端，大洋洲——妇女在议会占比最少的区

域——各发展中国家，只有一位妇女在议会

主持工作(在斐济)。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妇

女在上院(或参议院)主持工作。

妇女在议会委员会主席中的代表仍然很少，
且只限于社会事务

委员会是议员的小型论坛，议员在论坛上

调查研究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可行性，并向

议会更大活动场所提出建议。议联2009年
和2010年所做一项议会研究表明，根据男

子在议会中所占人数优势，男子在几乎所

有业务责任领域都代表了多数委员会会

员。只有妇女事务委员会和性别平等委员

会例外。在这里，妇女占委员会委员的

57%。在有关社会事务的委员会里，妇女

虽然不是多数，却较常见。从全球来看，

妇女在事关家庭、儿童、青年、老年人和

残疾人的委员会里所占比例为40%。在教

育委员会，占比为30%；在健康委员会，

占比为35%。在其他委员会中，妇女构成

了16%至20%的委员。就领导人而论，妇女

成了所调查议会大约21%委员会的主席，

占据了23%的副主席职位。与委员会的总

体构成一致，妇女通常都是妇女/性别问

题或社会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大约有一半

女主席领导社会事务委员会、家庭委员会

和文化委员会，有三分之一领导立法、司

法和人权委员会。在男子传统上担任主席

的会员里，包括经济或外交事务委员会，

也不是完全没有女主席，只是她们的存在

很罕见。39 

2.  行政机构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极少有妇女登上本国政府最高权力职位。 

2015年3月，世界各地152位民选的国家元

首中只有10位是妇女，194个国家政府只有

14个以妇女为元首(表5.2)。40 拥有女性国

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国家总数是19个，比

1995年的12个国家略有起色。41 以妇女为元

首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和来自发达区域。

39 议联，2011a。
40  联合国礼宾和联络处网站。www.un.int/proto-

col/sites/www.un.int/files/Protocol%20and%20
Liaison%20Service/hspmfm.pdf，2015年3月19
日访问。

41 联合国，2010b，和议联，2006。

表5.2 
2015年3月17日按区域列示的有女性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的国家

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斐济  

中非共和国

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

亚洲  

大韩民国 孟加拉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阿根廷 阿根廷

巴西 巴西

智利 智利

牙买加

秘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发达区域  

克罗地亚 丹麦

立陶宛 德国

马耳他 拉脱维亚

挪威

波兰

瑞士 瑞士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联合国礼宾和联络处网站
编制。www.un.int/protocol/
sites/www.un.int/files/Pro-
tocol%20and%20Liaison%20
Service/hspmfm.pdf(2015年
3月19日访问)。

说明：只考虑民选国家元
首。有国王或女王、总督
或苏丹的国家不计入国家
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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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

妇女在世界各区域的内阁任命中仍然代

表不足。内阁——也称为政府理事会、政

府或部长理事会——是一帮为国家元首或

政府首脑出谋划策的高级官员。从全球

来看，妇女在内阁部长中的占比2015年为

18%。42 这虽然很低，却代表了自1994年
以来一大进步，1994年平均占比为6%43 。

各区域过去10年的进步并不均衡(图5.4)，
发达区域所达到的妇女在部长中代表最高

水平只有25%，其次是拉丁美洲，为23%。

在亚洲、北非和大洋洲各区域，妇女在部

长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为15%或更少。

在1994年和2015年期间，没有女性部长的

国家数量显著下降，从59个国家44 下降到

42  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议联和妇女署的数据加以

计算，2015。
43 联合国，1995b。
44 联合国，2000a。

8个。在同一时期内，部长中妇女占30%
或更多的国家的数量由五个国家增加到31
个。2015年，只有三个区域达到了30%的

阈值：发达区域(18个国家)、撒哈拉以南

非洲(8个国家)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5个国

家)。在国家层面，只有5个国家在内阁部

长中达到或超越了性别均等：芬兰(63%)、 

佛得角(53%)、瑞典(52%)、法国和列支

敦士登(各50%)。紧随这些国家之后的是

尼加拉瓜、挪威和荷兰(各47%)。

2015年，在全球层次，被任命的女性部长

多数被指派了与社会问题有关的职责：如

社会事务；环境、自然资源和能源；妇女

事务与性别平等；家庭、儿童、青年、老

年人和残疾人；及教育。相比之下，负责

财政和预算及经济与发展的女部长更少。45 

45 议联和妇女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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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2005 2015年按区域列示的妇女在部长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编制和计算所用信息见于议联和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从政妇女》(2005年、2008年、2010年版)及议联和联合国提高妇
女地位司《从政妇女》(2012年、2014年和2015年版)。

说明：相应年份1月1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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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区域现有的更详细数据46 表明，总的

来说，妇女在核心部长中，包括在总理内

阁和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国防部和

司法部中，仍然代表不足。高加索和中亚

有数据可用的七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发

达区域有数据可用的38个国家中有15个国

家，核心部长中都没有妇女。不过，妇女

在核心部长中代表人数最多的是丹麦、芬

兰和挪威(6个中有3个女士)、瑞士(7个中

有3个女士)及瑞典(5个中有2个女士)。

公务员制度

妇女在高级公务员中代表不足

妇女也往往在高级公务员47 中，包括在政

府行政官员、政府间组织管理人员、大

使及总领事中，代表不足。24个发达国家

2006年至2013年期间高级公务员最近可用

数据表明，妇女在这些职位中的占比大

不相同，少则16%，多则77%。妇女所占

最低比例(30%以下)，按升序排列，见于 

卢森堡(16%)、比利时(17%)、爱尔兰

(19%)、丹麦和挪威(22%)、法国(23%)

和荷兰(26%)。妇女所占最高比例(60%以

上)，按降序排列，见于匈牙利(77%)、俄

罗斯(62%)和保加利亚(61%)。48 

妇女在级别最高的公务员中，包括在首席

统计师、央行行长和理事会理事、大使及

常驻联合国代表中，代表特别不足。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家统计局由妇女领导

国家一个特别高级的行政职位是首席统计

学家的职位，此人主管制作官方统计数

据的政府实体。世界各地，2015年3月20
日，190个国家统计局有47个(25%)由妇

46  欧洲经委会，2015(2015年3月20日访问数据库)。

47  高级公务员，根据ISCO 1120，系指是：高级

政府官员(例如，政府行政官员、政府间组织

管理人员、大使及总领事，等等)。

48  欧洲经委会，2015(2015年3月20日访问数据库)。

女担任首席统计学家。49 女首席统计学家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39%)和在发达区域

(33%)较普遍。大洋洲是唯一一个国家统

计局首长中没有妇女的区域(图5.5)。

妇女仍然被排除在中央银行决策之外

中央银行是负责监督一国货币体系的实

体，由男子为主。世界各地，2015年8月3
日，有数据可用的中央银行176个，其中

只有14个(8%)有妇女做行长：五个在发达

区域(塞浦路斯、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

乌克兰和美国)；四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博茨瓦纳、莱索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

塞舌尔)；其他五个位于其他发展中区域 

(巴哈马、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萨摩亚和

巴勒斯坦国)。50 

49 联合国统计司(2015年3月20日访问数据库)。

50  联合国统计司依据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a)编
制；和中央银行的官方网站(2015年8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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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按区域列示的妇女任国家统计局首长的国家或区域的比例与一览表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联系人数据库(2015年3月20日访问)。

说明：括号里的数字指明区域国家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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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个有数据可用的国家的中央银行理事

会成员性别分类数据表明，平均24%的理

事为妇女。妇女代表情况差别很大，从0% 
(在158个国家中的50个国家里)到莱索托的

75%，8个理事有6个是妇女。除了莱索托

之外，只有10个国家达到或超过了均等：

斯威士兰(63%)，牙买加(57%)，阿尔巴

尼亚(56%)，斐济、以色列、纳米比亚、

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苏里南和前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各占50%)。51 

最后，2014年，妇女在全球经济治理主要

机构中代表不足。妇女在部分政府间和私

营金融管理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

51 同上。

国际证监会组织的董事会董事中所占比例

从4%至20%不同。52 

妇女和男子没有平等在国际上代表其政府

在有数据可用的所有国家里，男性大使数

量都多于女性大使。在其中多数国家里，

女性大使的比例都小于30%。少数几个例

外包括芬兰、德国、斯洛文尼亚和瑞典，

其女性大使的比例在30%至46%之间。53 常

驻联合国总部的代表主要是男子。2015年3
月11日，在194个国家中，妇女只在其中40
个国家里担任此种职位。54 发达区域派妇

女代表驻联合国的国家绝对数量最多(50个
国家中有11个)，其次是亚洲(45个国家中

52 同上。

53  欧洲经委会，2015(2015年3月20日访问数据库)。

54  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加上巴勒斯坦国。联合

国，2015d。

方框5.2 
联合国的妇女和男子

妇女在联合国系统内高级专业人员和 
管理人员中代表不足

联合国工作人员是另一类妇女在高层代表不

足的公务员。《北京行动纲要》呼吁联合国实

施具体就业政策，争取到2000年实现专业及以

上级别总体性别平等。2000年也是为妇女在联

合国担任50%的管理和决策职位确定的目标日

期。a 如图所示，妇女参与联合国系统专业工

作人员稳步增长。2013年，妇女占联合国全部

专业工作人员(总共31 244名工作人员)的42%， 

1997年则为32%(总共15 192名工作人员)。

妇女代表在初级专业级别很多(57%)，但在任

何更高级别还没有达到均等。随着决策和责

任水平上升，妇女代表在减少。她们只占了

34%的高级专业人员和29%的高级管理人员。

在该等级体系的最高层，联合国自1945年创立

以来，还有任何妇女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

妇女在高级管理职位上代表不足的模式，在联

合国各机构都观察到了，除了妇女署。在妇女

署中，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妇女，而且不论什么

级别，妇女在专业人员中占比始终高于6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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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5日，妇女在联合国系统专业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
编制所用数据来自联合国
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首协会)网站http://unsceb.
org/content/hr-statistics- 
tables(2014年4月25日访
问 )及其 2001年、 2011
年、 2012年和 2013年人
事统计数据报告(联合国
文件：CEB/2003/HLCM/ 
22、CEB/2012/HLCM/HR/ 
16、 CEB/2013/HLCM/
HR/12和CEB/2014/HLCM/
HR/21)。

说明：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D-2及以上职等；高级专
业人员指D-1和P-5级别；
中级专业人员指P-4和P-3
级别；初级专业人员指P-2
和P-1级别。

a 联合国，1995a。

b 联合国，2014b。



权力与决策 131

有10个)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33个国家中

有9个)。最后，妇女很少担任大会主席，

而大会是联合国就国际问题开展审议和多

边讨论的主要机关。自1946年以来大会举

行了114届会议(包括特别会议和紧急特别

会议)，只有四届会议由妇女领导，担任主

席(1953年、1969年和2006年的两届会议，

一届是常会，一届是紧急特别会议)。55 

3. 司法机构

国家法院

2015年4月，妇女在司法机关的代表情况

各国大不相同。在76个有数据可用的国家

里，妇女在法官和地方法官中所占比例各

不相同，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日本、

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多

哥和联合王国不足四分之一，在牙买加、

拉脱维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及斯洛文尼亚

则超过四分之三。总的说来，在大约一半

国家里，妇女人数少于男子。56 

然而，妇女代表在司法等级体系更高层却

有所下降。情况对最高法院——国家司法

机构内司法权力最高机构——的女法官较

为不利。目前，只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

区，妇女在最高法院法官中占有与男子相

同或更大比例。例如，在保加利亚、拉脱

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

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欧

洲有数据的34个国家中)，在安圭拉、安

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英属维尔京

群岛、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蒙特塞拉

特、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和委内瑞拉(拉

55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犯罪和刑事司

法统计数据，http://www.unodc.org/unodc/en/
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html，2015年4
月16日访问。

56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犯罪和刑事司

法统计数据，http://www.unodc.org/unodc/en/
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html，2015年4
月16日访问。

丁美洲和加勒比有数据的36个国家和地区 

中)，就是这样。57 

在欧洲，2014年，欧盟28个国家全部最高

法院法官中有37%是妇女，比2003年高一

倍，2003年占比为19%。在所有欧洲国家

中，最高法院至少有一名妇女。妇女在最

高法院法官中所占比例最低的是联合王

57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a(2015年3月11日访问数

据库)和拉加经委会，2015(2015年3月20日访问

网站)。

方框5.3 
妇女在联合国解决冲突与建设和平中的决策角色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

第1325(2000)号决议敦促各会员国“确保在预

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国家、地区和国际机

构和机制的所有决策层增加妇女人数”，此

外还鼓励联合国秘书长“实施其要求增加妇

女参与解决冲突与和平进程决策层人数的战

略行动计划(A/49/587)”。a 妇女地位委员会

1997年和2006年通过了男女在各级平等参与所

有决策过程的商定结论，1998年和2004年通过

了妇女平等参与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及平

等参与冲突后和平建设的商定结论。b 然而，

这些决定尚有待全面落实。2010年拟订了一套

监测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26个指标

(S/2010/498)。c

据秘书长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最新报告

(S/2014/693)来看，妇女在冲突解决与和平进

程的决策层次仍然代表不足。例如，在报告

所考察的33个国家和领土中，2013年，妇女平

均担任31%的领导职位，2012年在13个国家人

权机构和一个监察员机构只担任27%的领导职

位。2013年，在11个正式调解进程中，有八个

进程至少有一个谈判代表是妇女，2012年在九

个进程中，只有六个有女性谈判代表。

看看实地特派团团长，情况更为严重。2013年
12月31日，妇女领导了总共27个现行联合国实

地特派团中的五个(19%)，2012年则领导了四

个(15%)，2011年领导六个(21%)。d 在维持和

平特派团中，妇女任高级职位的比例e自2011年
以来没有变化，仍然是21%。

至于特派团军事专家，妇女的占比在2009-2014
年期间仍然是4%。在同一时期内，妇女在部队

中所占比例为3%，很低。就警察而言，参与维

持和平特派团的女警察人数从2009年的9%增加

到2014年的16%。f

a 联合国，2000b。
b 妇女署，2014。
c 联合国，2010a。
d 在科特迪瓦、塞浦路
斯、海地、利比里亚和
南苏丹——所有维持和
平特派团。

e 高级职位指P-5至D-2
级别。

f  联合国，2014e。



2015年世界妇女132

国，只有8%(12个法官只有1个妇女)。在

司法等级体系的更高层，2014年，欧盟28
个国家中只有8个(28%)有一名最高法院

女性院长，58 比全球数字(19%，基于对有

数据的171个国家的考察)高几乎10个百分

点。59 在发达区域的其他国家中，妇女在

美国最高法院(由男性院长领导)法官中占

三分之一，在加拿大占几乎一半(妇女也

主持工作)。

在拉丁美洲，2013年，最高法院女性法官

的比例为26%。这是1998年的三倍，因为

该区域多数国家都显示了稳步进展。然

而，2013年，据报告看，巴拿马和乌拉圭

最高法院仍然没有女性法官。60 

58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a(2015年3月11日访问数

据库)。

59  联合国统计司依据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a)编
制；国家最高法院的官方网站(2015年8月访

问)。

60  拉加经委会，2015(2015年3月20日访问网站)。

国际法院和法庭

妇女在国际法院的代表仍然有限。例如，

妇女在欧洲法院和法庭法官中代表不足。

欧盟内部已经设立了两个法院和一个法

庭：欧洲法院、一般法院和公务员法庭。

此外，欧洲人权法院还为欧洲委员会的全

部47个成员国服务。自2007年以来，妇女

在这些欧洲司法机构的代表仍然保持相

对稳定，只是仍然远没有达到均等，在

欧洲人权法院2014年记录了代表最高比例

(38%)(表5.3)。而且，没有妇女主持过这

其中的任何区域法院和法庭。至于其他国

际法院，2015年，妇女占国际刑事法院成

员的56%，而加勒比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

中则没有女性成员(表5.3)。

2006/07年 2014/15年

妇女人数 合计 妇女的百分比(%) 妇女人数 合计 妇女的百分比(%)

国际

国际法院 1 15 7 3 15 20

国际刑事法院 7 18 39 9 16 56

国际海洋法法庭 0 21 0 1 21 5

区域

加勒比法院 1 7 14 0 6 0

安第斯法院 1 4 25 2 4 50

美洲人权法院 1 7 14 0 7 0

欧洲公务员法庭* 1 7 14 1 7 14

欧洲人权法院* 14 45 31 18 47 38

欧洲法院* 6 35 17 5 28 18

欧洲一般法院* 7 27 26 6 28 21

表5.3 
妇女在国际和区域法院法官中的人数和占比

资料来源：2006年数据得
自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妇发基金)(2009)，第79
页；2015年的数据得自国际
法院网站、国际刑事法院网
站、国际海洋法法庭网站、
加勒比法院网站、安第斯
法院网站及美洲人权法院
网站(均为2015年2月18日访
问)。

*欧洲联盟委员会，做出
决策的妇女和男子数据
库。http://ec.europa.eu/jus-
tice/gender-equality/gender-
decision-making/database/in-
dex_en.htm(2015年3月11日
访问)。数据涉及2007年和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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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政府

妇女走上地方政府决策职位，是确保妇女

的需要、优先事项及观点在地方政策和预

算分配中得到考虑的第一步。在亚洲和大

洋洲13个国家中所做一项比较分析发现，

地方政府中的妇女侧重于社会问题(如健

康服务、扶贫和社会发展)，有不同的管

理风格(更包容，更合作，多商议，更以

人为本)。61 而且，印度开展的另一项研究

发现，女性评议会(地方理事会)长官往往

优先处理围绕着饮用水供应的各种问题，

而男性长官往往更重视灌溉系统。62 

在所有有数据可用的国家里，担任地方政

府民选职位的妇女都少于男子(见本章方框

5.1)。地方政府民选职位主要包括市长和

市政议员或其同行，不过在某些情况下，

也考虑地方各级政府。63 例如，在28个欧

盟国家里，2013年，只有14%的市长或其

他市政议会领导人是妇女。在所有有数据

可用的欧洲国家里，塞浦路斯和列支敦士

登妇女担任市长的比例最低，根本没有妇

女当选市长；希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

也很低，全部市长只有5%是妇女。相反，

欧洲只有两个国家女市长比例超过30%，

那就是爱尔兰和瑞典。64 

妇女也常常做较小城市的市长。比例，在

意大利，2012年，人口超过60 000人的城

市女市长很少。随着城市规模减小，有女

市长的城市所占的百分比逐步增加。在人

口少于2 000人的城市里，有女市长的城

市所占百分比最高。65 在美国也观察到了

类似模式；2015年1月，在人口超过3万的

城市的1 392名市长中，只有245位(18%)

61 亚太经社会和培研机构网，2001。
62  联合国千年项目，2005；Chattopadhyay和Du-

flo，2004。
63  各国数据的可比性可能因为地方政府结构的某

些差异和所考虑的地方政府层级而受到限制。

64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a。
65 Demofonti，2012。

是妇女。在这批女市长中，有一个主管一

个200多万人的城市，另一个主管一个130
万人的城市。其余243名妇女都是人口在 

30 000人到750 000人之间的城市的市长。66 

在欧洲国家里，妇女在市议员中的代表

多于在市长中的代表。妇女在28个欧盟国

家市议会议员中所占比例，2013年，平均

为32%。最低比例见于希腊，为16%。有

10个欧洲国家至少有30%的地方议员是妇

女，冰岛和挪威的比例分别达到了40%和

43%。67 

尽管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地方政府中妇女人

数也少于男子(图5.6)。在该区域内，所有

国家民选女市长都少于30%，只有尼加拉

瓜例外，其民选市长有40%是妇女，很突

出，比1998年至2013年期间猛增了30多个

百分点。其他在女市长比例方面猛增的国

家包括古巴和乌拉圭(图5.6)。总的来看，

妇女在议员中代表较多，并且比在市长中

代表增加更多。但是，只有玻利维亚和多

米尼克稍微超过了妇女占民选市议员40%
的比例，有六个国家超越了30%的基线。

在亚洲和大洋洲， 68 地方政府的妇女代 

表 69 在有数据可用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中

都低于40%。印度、纽埃岛和瑙鲁妇女

在民选地方政府成员之中所占比例最大 

(37%)，其后是中国(32%)和澳大利亚

(30%)。妇女所占最低比例(低于5%)见于

基里巴斯、斯里兰卡、所罗门群岛、汤加

和图瓦卢。

66  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伊格尔顿政治研究所美

国妇女和政治中心(2015年3月20日访问)。

67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a(2015年3月11日访问)。

68  基于26个发展中国家和3个发达国家的分析。

开发署，2014。
69  地方政府包括国家级以下的各层政府。地方政

府的妇女代表以妇女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所占比

例的平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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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亚，有数据的国家为六个，其中四个

国家妇女在地方议会或市政府所占比例高

于20%，伊拉克和约旦名列榜首，为25%。

在只有两个国家有数据可用的北非，摩洛

哥的比例是12%，埃及的比例是5%。70 

B.  媒体

媒体在造就舆论和态度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北京行动纲要》承认妇女在媒体上

和通过媒体表达与决策的重要性，也承认

平衡媒体对妇女的老套描绘与非定型角色

的重要性。71 尽管如此，在各国政府背书

《北京行动纲要》之后20年，媒体仍然是

一个男子为主的强化性别定型观念的行

业。

70 西亚经社会，2015。
71 联合国，1995a。

性别定型观念遭媒体固化

关于妇女的性别定型观念仍然不断被媒体

所强化。例如，对11个国家制作且在2010
年1月至2013年5月发行的120部电影所作

的研究72 突出显示了在描绘男女方面的惊

人差异。73 纤瘦、部分裸露或全裸、着装

性感暴露的妇女的比例超过以这些方式描

绘的男子的比例一倍多。外貌品评针对妇

女而发的也是针对男子而发的五倍。

这项研究也显示了描绘妇女职业和男子职

业方面存在的性别偏见；69%的男性人物

有工作，而女性人物只有47%有工作。与

男子相比，妇女较少被描绘在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据领域工作。经查明在这些

领域工作的人有121个，其中只有12%是妇

女。这些电影里的女性人物在企业界担任

执行官职位的可能性也更小。政治官员、

立法人员和领导人共127个，只有12个
(9%)为妇女所描绘。同样，只有11%(53
个中的6个)执行官、开发者和投资者是女

性人物。

这项研究74 发现，女导演的电影比没有女

导演或女作家的电影在影屏上塑造更多的

女孩和妇女，这表明选择或描绘电影主要

人物的某些性别偏见可能与男性依然主导

电影行业有部分联系。在上述研究中，

男子占导演的大约93%，占电影摄制者的 

80%，占作家的80%，占制片人的77%。

72  这项研究包括了120部“大致相当于”美国电

影协会评级为G级、PG级或PG-13级的电影。

电影最初来自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法国、

德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和美

国。Smith，Choueiti和Pieper，2014。
73  其 他 研 究 已 经 得 出 类 似 结 果 。 例 如 ， 

Lauzen，M. Martha(2015)；纽约电影学院。

电影中的性别不平等。博客。www.nyfa.edu/
film-school-blog/gender-inequality-in-film/(2014
年6月29日访问)。

74 Smith，Choueiti和Pieper，2014。

图5.6 
2014年8月11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在民选市长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拉加经委会，拉加统计数：数据库和统计出版物，estadisticas.cepal.org/cepal-
stat/WEB_CEPALSTAT/estadisticasIndicadores.asp?idioma=i(2015年3月20日访问)。

说明：括号里的数字指明数据被标出的年份。箭头的起点代表最早年份的水平，箭头的
头指最近年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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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是男子为主的唯一媒体。对10个媒

体渠道在2011年9月至12月12周期间7 000篇
评论文章所做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文章都

是男子所作。《赫芬顿邮报》和沙龙中所发

全部文章只有33%，《纽约时报》、《华盛

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

报》只有20%的文章，哥伦比亚大学、哈佛

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大学媒

体只有38%，是妇女所写。然而，在2005年
至2011年期间注意到妇女对评论版写作投入

已有所改善。例如，在《华尔街日报》上，

妇女撰写的评论文章的百分比从10%增加到

19%。尽管有此进步，按主题所做的文稿详

细分类表明，妇女撰写其传统所写主题，包

括性别、食物、家庭、时尚和健康类的文章

的比例，仍然多于男子。75 在制作在线材料
76 和在其他研究77 中也注意到妇女在作家中

代表不足和按专题类型分类的性别隔离。

整个新闻媒体都为各个职业层次的男子所

主宰。总的说来，妇女在2008-2010年期

间只占新闻从业人员的大约35%，详见对

59个国家涵盖522个组织的新闻媒体(包括

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男女的研究。78 这

项研究发现，妇女占初级专业人员(包括

初级或助理撰稿人、制作人、助理编辑及

记者和制作助理)的36%；在高级专业人员 

(包括高级撰稿人、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

中，比例增加到41%。但是，妇女在更高

权力和决策层的代表却减少了。妇女只拥

有27%的最高级管理职位和新闻公司董事

会26%的席位。79 

75 评论版项目，2012。
76  性别报告：深入查看性别和在线消息(Gen-

der Report: A Closer Look at Gender and Online 
News)，2013(2014年6月29日访问)。

77  《卫报》，2012年10月23日(2014年6月29日访

问)和妇女媒体中心，2014(2014年6月29日访

问)。

78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2011。
79 同上。

上述发现得到了欧盟国家49个公共广播

组织(在国家一级开办的电视、广播和通

讯社)最新数据的证实。2014年，妇女占

30%的执行董事和32%的非执行董事，也

占31%的董事会成员。在权力和决策的最

高层，妇女只担任了49个董事长职位中的

9个(18%)和48个首席执行官职位中的6个
(13%)。80 

性别差别通常在新闻媒体行业的就业条件

中也看得到。男子全时正式雇员比例较

高，而妇女非全时正式雇员或持有非全时

合同的比例较高。81 

C.  私营部门

妇女在私营部门最高职位上代表不足，越

来越被认为不仅是一个公平与平等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业绩问题，因为有些研究表

明，企业管理部门的性别多样性也与业绩

改善有关。82 但是，妇女在私营部门高级

管理人员中仍然是少数。妇女出任管理

职位遇到的一些主要障碍涉及较为不利的

就业条件，包括把非全时工作者和非正式

工作者排除在职业晋升之外，分担家庭责

任不平等(见关于工作的第4章)。研究表

明，尽管妇女和男子有成为最高层管理人

员的类似雄心，但妇女觉得能成功的可

能更小。83 这与普通人口中持久存在的性

别定型观念吻合。世界价值观调查2010-
2014年一轮调查问人们，是否同意，总的

说来，男子做工商管理人员比妇女强的说

法。大众认同这种观点的人所占比例非

常悬殊——从荷兰和瑞典的8%至埃及的

80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a(2015年3月11日访问数

据库)。

81  据资料来源看，非全时正式人员是工作时间少

于全时但列在组织正式持续工资表上的人员；

非全时合同人员是根据定期合同安排非全时工

作的人员。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2011。
82 Catalyst，2014b；欧洲联盟委员会，2012。
83 McKinsey & Company，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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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表明，就对待性别平等的态度和

价值观而言，有些国家仍然落在后面。84  

1.  管理人员

如关于工作的第4章所示，妇女就业的可

能小于男子，就业后担任管理职位的可能

也小于男子。图5.7也具体显示这一点。

来自59个国家的最新数据表明，妇女出任

中高层管理职位的占比，包括企业管理人

员及立法人员和高级官员，85 不仅远低于 

50%，而且也比妇女在总体就业中所占比

例低得多。有关于担任管理职位妇女数据

的国家共59个，只有大约一半的国家拥有

30%的比例或更高。妇女所占比例在40%
以上的国家，按升序，依次是菲律宾、拉

脱维亚、萨尔瓦多、阿鲁巴、白俄罗斯、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在另一极端，

比例低于20%的国家，按降序排列，是塞

浦路斯、利比里亚、土耳其、巴勒斯坦

国、卢森堡和柬埔寨。

84 世界价值观调查(2015年3月19日访问)。

85  数据涵盖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管理人员。数

据涉及ISCO-88的11类(立法人员和高级官员)

和12类(企业管理人员)下的就业。ISCO-88次
主要群组13——一般管理人员未列入本指标的

计算，因为它主要包括小型企业的一般管理人

员。

不过，自1995年以来，在许多国家里，出任

管理职位的妇女所占比例都增加了。在25个
有数据可用的国家当中，有19个国家都出现

了妇女担任管理职位比例的增加。有5个国

家记录至少增加了10个百分点，即丹麦、

希腊、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士。妇女

担任管理职位比例减少的国家有6个，其中

5个国家的减少幅度都很小(3个百分点或更

少)。唯一的例外是匈牙利，它在1995年和

2013年期间记录下降了31个百分点。

2.  执行董事会

妇女在大公司董事会成员所占比例仍然很

低，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就此问题通过

了法规。例如，在拥有Catalyst所编数据

的43个国家中，86 挪威妇女在执行董事会

拥有席位的比例最高(41%)。两个邻国，

芬兰和瑞典，随在其后，有一定距离(二

国均为27%)。在亚洲，主要是西亚15个国

家当中的7个国家里，进入公司董事会的

妇女的比例在有数据可用国家里是最低的 

(低于2%)。其中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只有1%或更少的妇女进

入公司董事会。87 关于妇女在公司董事长

中代表情况的数字更是不容乐观。有数据

的国家共42个，只有八个国家(以色列、

意大利、新西兰、波兰、南非、瑞典、土

耳其和菲律宾)有妇女执掌其至少5%公司

董事会的舵轮。

在此再次注意到有所进展。瑞士信贷88 就

世界各地46个国家2 360家公司的一部分

所编制的数据表明，公司董事会至少有一

名女董事的比例增加了(从2005年的41%增

加到2011年底的59%)。瑞士信贷把这种增

加归功于政府的干预。例如，在报告之前

86  Catalyst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任务是扩大妇女

和企业的机会。http://www.catalyst.org/who-we-
are(2015年4月访问)。

87 Catalyst，2014a(2015年3月23日访问)。

88 瑞士信贷集团研究所，2012。

图5.7 
2009－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妇女在就业和中高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
编制，依据的是一套最低
限度性别指标数据库指标
45中的数据(2015年2月最后
一次访问)；和国际劳工局
(2014)(2014年10月访问)。

说明：数据涉及ISCO-088
中11类(立法人员和高级官
员)和12类(企业管理人员)
下的就业。ISCO-88次主要
群组13——一般管理人员未
列入本指标的计算，因为它
主要包括小型企业的一般管
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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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年里，有七个国家通过了规定妇女董

事代表的立法，有八个国家订立了非强制

性目标。一般说来，在执行董事会有一名

或更多妇女的公司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的

名单上，发达国家名列前茅。例如，在芬

兰、以色列和瑞典，所有载入瑞士信贷数

据库的公司，2011年公司董事会里至少有

一名妇女。对澳大利亚、丹麦、法国、挪

威、南非和西班牙的公司来说，占比大约

为90%(图5.8)。

公司董事会妇女的人数因公司业务所在经

济部门而不同(图5.9)。董事会有三名或

更多妇女的公司所占最高比例(23%)，见

于“必需消费品”部门，其次是“公共事

业”和“电信服务”(各18%)。“材料”

和“信息技术”是没有女董事的公司占比

最高的部门(53%)，其次是“工业”(48%)

和“能源”(47%)部门。一般说来，越贴

近最终消费需求的部门妇女在董事会成员

所占比例越高。89 

有些国家已经考虑就妇女在私营公司执行

董事会董事中的代表事宜通过规章条例。

其中不少欧洲国家，例如(奥地利、比利

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卢森堡、

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及联合王国)

已经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自律条

例。90 在联合王国，“政府已经要求富时

指数10091 公司力争到2015年实现董事会女

性代表最低25%的目标。”92 意大利2011年
7月通过了立法，规定上市和国有公司到

2015年在管理层和监理会中至少要有三分

之一代表人数不足的性别，使意大利公司

89 同上。

90  欧洲联盟委员会。女董事现状清单2，成国员

的性别平等。

91  富时指数100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00家
最大公司的股票指数。

92 瑞士信贷集团研究所，2012。

图5.8 
按国家列示的2005和2011年执行董事会中至少有
一名妇女的公司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瑞士信贷集团研究所，2012。

说明：箭头符号的起点指示2005年董事会中至少有一名
妇女的公司所占的比例，箭头指示2011年的水平。括号
中的数字指明分析所反映的公司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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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中妇女的比例在2011年10月至2012
年10月期间翻一番(由6%增加到11%)。在

冰岛，2010年出台的立法规定2013年9月
为雇员50人以上的公司至少每个性别要有

40%的人进入董事会的最后期限。至2012
年10月，冰岛最大公司董事会中的妇女所

占比例已经达到了36%，比前一年增加了

16个百分点。93 再者，欧洲联盟委员会，

在欧洲议会和若干成员国的支持下，最近

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每个性别各有

40%的非执行董事。2013年11月，欧洲议

会表决支持这一拟议指令，自2015年1月
起欧盟理事会已经在讨论这一指令。94 

在发展中区域也发现了考虑设立管理职位

性别配额的国家的实例。在马来西亚，所

有雇员250人以上的公营公司和责任有限

公司，到2016年，其董事会中或高级管理

职位上必须有至少30%的妇女。95 

93  欧洲联盟委员会。妇女董事清单2，成国员的

性别平等。

94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b。
95 瑞士信贷集团研究所，2012。

3.  首席执行官

妇女首席执行官在私营部门不常见

极少有妇女能够到达首席执行职位。在全

球一级，数据确认玻璃天花板在最大的公

司中仍然是最难穿透的，它们本质上仍然

是男性的天下。2014年，领导世界500家
龙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只有不到4%是妇

女。96 2014年关于28个欧盟国家613家公

司出任管理职位男子的数据，说明了私营

部门决策职位的妇女代表在最高权力和权

威层减少的情形。平均来看，妇女占非

执行董事的21%。其代表在执行董事一级

掉到13%，在首席执行官一级跌至3%。97 

在发达区域私营部门的最高决策职位上，

妇女代表仍然严重不足。发展中区域的情

况不可能更乐观，不过也没有足够的数据

证实或驳倒这一点。与妇女在政府、司法

机构及公务系统的最高领导和决策职位上

代表不足相比，私营部门的情况甚至更极

端。

96  世界500家大公司根据其在指定年度终了或之

前的财务年度的收入在全球500家名单加以排

名。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财富》杂志(2014)
(2014年10月8日访问)编制。

97  数据涵盖每个公司两个最高决策机构的高级管

理人员和非执行董事，二者通常称为监理会和

管理委员会(就两级治理体系而言)和董事会与

执行/管理委员会(在单一体系中)。欧洲联盟

委员会，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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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导言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系指任何“给妇女造成

或者可能造成身体、性或心理伤害或痛苦

的性别暴力”行为，“包括行为威胁，如

强制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是发生在公共

生活或是私生活之中。”1 其内涵包括家

庭和一般群体中发生的身体、性、心理/
情感及经济暴力，或者国家实施或纵容的

此类暴力。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家庭暴

力、童婚、强迫怀孕、“名誉”犯罪、残

割女性生殖器官、杀害妇女、亲密伴侣以

外之人实施的性及其他暴力(也称为非伴

侣暴力)、(工作场所、其他机构或公共场

所的)性骚扰、贩运妇女及冲突局势中的

暴力。

1 联合国大会，1993。

在所有社会中，妇女和女孩都遭受了跨越

收入、阶级和文化界线的身体、性和心理

虐待，只是程度各异。2 此类暴力公认是

一种侵犯人权行为和一种对妇女的歧视，

反映了无处不在的男女权利失衡。3 

遭受暴力可能以通常难以量化的多种方式

影响妇女。伤害和健康问题作为身体和性

暴力的后果很常见，但它们也可能造成的

心理与情感伤害有时更深切，持续时间更

久。4 暴力可能导致妇女工作、照顾家庭

及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下降。童年亲眼目

睹暴力也可能导致一系列的行为和情感问

题。5 遭受过亲密伴侣暴力的妇女较可能生

2 同上。

3 同上。

4 联合国，2006a。
5 同上。

关键结果

•	 世界各地的妇女，不论收入、年龄或教育，都遭受到身体、性、心理和经济暴力。

•	 遭受暴力可能导致长期的身体、精神和情感健康问题；在最极端情况下，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可

能导致死亡。

•	 亲密伴侣的暴力行为占妇女遭受暴力的多数。

•	 性暴力的流行程度低于身体暴力的流行程度，但在亲密关系中经常一起遭受这两种暴力。

•	 对待暴力的态度正在开始改变——在几乎所有有一年以上信息可用的国家里，妇女和男子接受

暴力的程度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	 在非洲和中东残割女性生殖器官做法集中的29个国家里，如今活着的女孩和妇女有1.25亿遭受

过生殖器残割。

•	 在大多数国家里，遭受过暴力的妇女寻求某种帮助的不到一半，并且在寻求帮助的妇女中，多

数是求助于家人和朋友，而不是求助于警方和保健服务机构。

•	 至少有119个国家通过了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125个国家有关于性骚扰的法律，52个国家拥有

关于婚姻强奸的法律。

•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数据的可得性近年来显著增加——自1995年以来，有100多个国家至少做过

一次针对该问题的调查。



2015年世界妇女140

方框6.1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所涉性别统计的缺口

1993年《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呼吁各

国就不同形式侵害妇女的暴力，特别是家庭暴

力，促进研究，收集数据，编制统计数据。还

鼓励研究侵害妇女暴力的成因、性质和后果，

研究防止和矫正此类暴力的措施的效力。

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当初，只有不具有国家代

表性的小规模特别研究可用。2000年代初，率

先开展专门国际可比调查以测量流行率的举措

是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妇女健康与家

庭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多国研究报告a 和国际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调查，由欧洲预防和控制犯

罪研究所协调开展。世卫组织的研究着重所选

国家的若干具体地点。它探讨处理亲密伴侣暴

力及其与妇女身体、精神、性和生殖健康的联

系，对编写和测试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调查中所

用的问题表很有用。最近，联合国统计司拟订

了一套准则b ，以协助国家统计局收集数据和

编制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指标，这样就可以对

国家和国际上的流行程度与趋势做更标准化的

可比分析。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承认需要更可靠的数据和标

准化测量，所以成立了“主席之友”小组，以

确定关于侵害妇女的身体、性、心理和经济暴

力的关键指标。c

一般来说，专门测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调查

比行政数据能更好收集信息，因为，这类调

查，如果设计得当，比报告给官员的材料更精

确地反映实际暴力经历。d 然而，开展专门调

查通常费用高昂。如果专门调查不可行，在现

有调查中插入一个暴力经历问题模块，如关于

妇女健康或一般受害问题模块，是一个收集某

些信息的替代选择，只是要考虑为就此敏感专

题开展专题调查拟订的特殊道德与安全准则。e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数据的可得性近年来显著增

加。在1995-2014年期间，有102个国家开展了

至少一次处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调查——或

者是专门研究(51个国家)，或者是附在更广泛

调查上的一个模块(64个国家)，得出了具有国

家代表性的结果。有些国家实施了这两类调

查。有四十四个国家在1995-2004年期间开展调

查，89个国家在2005-2014年期间开展调查，表

明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不断增强。有40多个国家

在1995-2014年期间开展了至少两次调查。这意

味着，根据调查的可比性，可以分析长时间内

的变化。有一百个国家开展了包括对待暴力态

度之问题的调查，29个开展了包括关于残割女

性生殖器官之问题的调查。后者涵盖了所有残

割女性生殖器官习俗集中的国家。

尽管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数据的可得性和

质量都提高了，但仍然存在着重大挑战。不同

国家有时使用了不同的调查问题表和调查方

法，结果导致在区域和国际层次缺乏可比性。

讨论遭受暴力经历的意愿可能也因为文化背景

而不同，这会影响所报告的流行程度。

警方、法院、社会服务部门和健康统计数据都

是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资料的潜在来源，通常未

得到充分利用。不过，此类资料的用途可能参

差不齐。由于许多妇女没有把暴力行为报给当

局，基于举报案件的统计数据显著低估了此种

现象。行政记录可以用来追查受害者利用服务

的情况，监测系统处理问题的反应，但即使有

统计数据可用，常常也不记录受害者的性别及

与实施者的关系以及(或)实施者的性别，从而

限制了分析的范围。关于贩运之类特殊形式的

暴力及“荣誉”杀人之类的有害习俗的数据，

不论何种来源，都很罕见。

a  世卫组织，2005。
b  联合国，2013a。
c   由 联 合 国 统 计 委 员

会 2 0 0 9年 通 过 ， E /
CN.3/2009/29。指标最
终一览表，另见联合
国，2013a。

d  联合国，2013a。
e  世卫组织，2001。

1995–2014年开展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调查的国家的数量

1995-2014年 1995-2004年 2005-2014年

调查类型 至少一次
调查

至少两次
调查

至少一次
调查

至少一次
调查

测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
专门调查 51 7 17 35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问
题模块 64 31 25 60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专
门调查或模块 102 43 44 89

提出关于对待暴力的态度问
题的调查 100 62 37 97

提出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官
之问题的调查 29 25 20 27

育产重低的婴儿、流产及经受抑郁。6 在某

些区域，与没有在伴侣手上遭受暴力的妇

6 世卫组织，2013a。

女相比，她们也更可能感染艾滋病毒。7 

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可能导

致死亡；大约有三分之二亲密伴侣/家人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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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杀人的受害人是妇女，与全部杀人案

件只有20%的受害者是妇女形成对照。8 尽

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形式的杀人已经显

著减少，但亲密伴侣/家人相关杀害女性

的比率仍然保持稳定。9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也招致了直接和间接的

巨大经济损失。直接损失包括与警察、医

院及其他健康服务部门有关的损失、诉讼

费以及与住房、社会和支助服务有关的损

失。间接损失涉及就业下降、生产力下降

及生活因暴力而贬值的损失。有若干国家

都开展了研究，以估计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所致的经济代价。由于开展此类调查所用

方法不同，可能无法直接比较各国的实际

损失。不过，它们确实都指明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经济影响巨大，也指明了为处理

这个问题需要支付多少费用。10 从全球来

看，家庭暴力所致生产力损失保守估计也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至2%之间。11 

1993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宣言》12 及1995年通过的《北京宣言》和 

《行动纲要》，都发出了结束各种形式侵

害妇女的暴力的呼吁。13 有几项举措已经

由联合国等在国际上推出，也在国家层次

推出，以减少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联合国

秘书长联手结束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运动的

愿景是“通过国家政府的真正行动和不断

的政治承诺，在充足资源的支持下，切实

建立一个没有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世界”。

为了进一步提醒注意这个常常受到压制的

专题，联合国指定11月25日为制止暴力侵

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3。
9 同上。

10 例如，联合王国的一项研究审查了司法、保

健、社会服务、住房、法律服务、损失产出及

痛苦与苦楚的损失类别。这项研究估计单是英

格兰和威尔士的家庭暴力损失每年就达250亿
美元。Walby，2009。

11 世界银行，2014。
12 联合国大会，1993。
13 联合国，1995。

害妇女行为国际日。大会关于加紧努力消

除各种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最新决议

(A/RES/69/147)，2014年通过，呼吁各国

为此在法律和政策、预防、支持服务和对

策以及数据收集与研究领域采取措施，特

别着重面临多种歧视的妇女。同年，欧洲

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

家庭暴力公约》(《欧洲委员会条约集》第

210号，也称《伊斯坦布尔公约》)生效。

该公约阐明了处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

律框架与方式，重点是防止家庭暴力，保

护受害者，起诉罪犯。

本章概述妇女遭受身体和性暴力的普遍程

度，考察了亲密伴侣暴力和对待暴力的

态度。接着考察了特定背景下的种种暴

力——残割女性生殖器官、冲突局势中的

暴力及贩运妇女。最后审视了寻求帮助的

行为及国家处理暴力的对策。在编写这期

《世界妇女》时，联合国统计司编制了处

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调查收集的数据。尽

管已竭力吸纳尽可能多的调查，但其中有

些调查还是没有载入，要么是因为它们发

布的时间问题，要么是因为某种其他原因

而缺乏现成数据。所用的确切定义和准确

方法，可能因数据来源而不同。调查及主

要结果的完整一览表见统计附件。14 

A. 主要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普

遍性

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有若干因素可能增加暴力侵害妇女

和女孩行为的风险。它们包括：童年目睹

或经受暴力，教育水平低，经济机会有

限，滥用药物，容忍暴力的态度以及防止

和应对暴力的立法框架有限。15 

14 见统计附件，查阅可登陆http://unstats.un.org/
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15 立即结束暴力侵害妇女行为，2014。



2015年世界妇女142

已经尝试采取若干措施，以便在国际、区

域和国家三级评估这个问题的规模。在国

际上，世卫组织估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

以上(35%)的妇女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遭受

过亲密伴侣实施的身体和(或)性暴力或者

非伴侣实施的性暴力。16 

联合国最近一项亚洲及太平洋男子与暴力

问题多国研究17 发现，接受采访的男子有

8 000人之多，有近一半自报对女性伴侣实

施过身体和(或)性暴力，各地点自报实施

此类暴力的男子所占比例从26%到80%不

等。在该研究包含的所有六个国家里，多

数自报对伴侣实施过身体或性暴力的男子

(在65%至85%之间)实施此类暴力不止一

次。

先前已经指出，收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数

据所用定义和方法可能因国家而不同。因

此，为了可比性，本章按数据来源介绍数

据——来自人口和保健调查与生殖健康调

查的结果放在一起，来自欧洲联盟(欧盟)

基本权利机构最近所做调查的结果一起加

以介绍。欧盟基本权利机构的调查2012年
在欧盟28个成员国开展。

应当指出，虽然各国在各区域内都加以排

位，但这只是为了介绍方便。不应当把排

位视为绝对的排位，因为即使就类似调查

手段而言，数据也可能不是完全可比的，

并且由于多种因素，包括围绕暴力的污名

及不同背景下盛行的社会规范，少报程度

也可能是国家彼此不同。最后，部分国家

出自其他来源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数据，

包括基于受害问题调查的数据，都(按字

母顺序)在专门的表中加以介绍。

16 世卫组织，2013a。
17 开发署、人口基金、妇女署和志愿人员方案， 

2013。

方框6.2 
加拿大利用互补数据来源测量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

加拿大国家统计局，加拿大统计局，采用两个

互补数据来源测量全国各地的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警方所报的行政调查与基于人口的自报受

害调查。这两个资料来源在过去30年都取得了

重要进展，因此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及其

与暴力侵害男子行为的不同。

自1962年以来，加拿大一直在收集警方汇总统

计数据，但是直到1988年才开始收集关于刑事

事件(包括事件所用武器及地点)及关于受害者

(包括其性别、年龄及与被告的关系)和被告 

(包括性别和年龄)微观数据。这种信息，与基

于事件的统一犯罪报告调查一起加以收集，已

经阐明了加拿大警方所报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

性质和程度。此外，这项调查的强制性质，加

上采用了全国共用的定义，就意味着关于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的数据具有国家代表性，也可以

进行跨时间和跨区域比较。这项调查在透彻了

解刑事司法系统内部如何处理性别暴力方面也

很关键，因为也获得了关于破获率和指控率的

信息。

警方报告调查的主要局限是，它们只包括了引

起警方注意的那些事件，而亲密伴侣和性别暴

力并非总是引起警方的注意。为了堵上这个漏

洞，加拿大转向了受害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

受害程度以及人们可能选择向警方报告或不报

告某起事件的原因。自1988年以来，每五年对

15岁及以上的男女进行一次加拿大受害问题综

合社会调查。就像警方报告调查一样，自报调

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发展，以填补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方面的数据缺口。

1993年，加拿大统计局成了率先拟订和实施针

对不同性别群体的暴力问题调查的国家统计局

之一，提供了配偶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一个

国家指标。加拿大统计局以这项一次性专门调

查的成功为基础，确保把测量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嵌入现有的调查结构中。仿照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调查，在受害问题综合社会调查中开发了

一个配偶暴力模块。更广泛的目标人口(男女)

扩大了基于性别分析的潜力，也增进了对暴力

侵害妇女和男子的行为的理解。例如，受害问

题调查的结果表明，尽管配偶暴力侵害妇女和

男子的发生率相似，但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经

受最严重的配偶暴力，遭受更长期的虐待、伤

害及情感创伤。此类信息有助于指导拟订更好

地满足妇女独特需要的政策和方案。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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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实施者实施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侵害妇女的身体暴力

身体暴力由旨在从身体上伤害受害者的行

为组成，包括但不限于推、抓、扭胳膊，

拽头发，扇耳光，脚踢，牙咬或拳打或用

物体击打，试图勒死或扼杀，故意烧伤或

烫伤，或者用某些武器、枪支或刀子袭

击。平生和最近12个月遭受过身体暴力(不

论实施者为谁)至少一次的妇女所占比例见

图6.2和表6.1。

对有人口和保健调查数据可用的国家来说

(图6.1)，平生遭受过身体暴力的妇女所占

比例从阿塞拜疆的13%(2006年)到刚果民

主共和国的64%(2007年)不等。就调查之

前12个月中遭受过的身体暴力而论，发生

率从科摩罗的6%(2012年)到赤道几内亚的

56%(2011年)不等。

身体暴力在非洲高发

根据现有数据，所报身体暴力盛行程度

非洲最高，有几乎一半的国家报告平生

发生率40%以上。发生率范围在非洲最

大，从科摩罗的14%(2012年)至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64%(2007年)不等。亚洲的平生

身体暴力发生率范围较小，从阿塞拜疆的

13%(2006年)至东帝汶的几乎40%(2009–
2010年)不等。非洲的数据可得性高于其

他区域。

在有多年可比数据可用的国家当中，有若

干国家都显示过去12个月经受的身体暴力

的发生率有所下降，令人鼓舞，包括喀麦

隆(从2004年的45%降至2011年的27%)和乌

干达(从2006年的34%降到2011年的27%)。

然而，来自多数国家的结果表明，暴力的

发生率几乎保持恒定，反映出这个问题的

持久存在(见统计附件)。18 

对欧盟基本权利机构调查所包括的国家来

说(图6.2)，其中有半数国家报告称身体暴

18 查阅可登录陆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
worldswomen.html。

图6.1 
199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平生和过去12个月遭受过身体暴力(不论实施者
为谁)至少一次的15–49岁妇女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
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加以编
制（ICF国际，2014）。

说明：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
便（详情见A节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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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2012年欧洲国家平生和过去12个月遭受过身体暴力(不论实施者为谁)至少一次
的18–74岁妇女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基本权
利机构，2014。

说明：有些国家请求只介绍
其国家调查的结果（见表
6.1）。排位只是为了介绍
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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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平生发生率是30%。平生暴力的范围

从奥地利的17%到丹麦的48%不等，但是

最近的经历(过去12个月)在整个区域则相

似得多，在3%至10%之间。

对就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开展过国家调查的

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表6.1)，所报平生

暴力经历水平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新加

坡的7%(2009年)至汤加的77%(2009年)不

等。报告终身身体暴力的国家共15个，其

中9个报告称发生率至少30%。过去12个月

的暴力经历率普遍比平生经历率低得多，

在所有国家里发生率都不到10%，只除了

三个国家：哥斯达黎加(2003年)、芬兰

(2013年)和摩洛哥(2009/10年)。

侵害妇女的性暴力

性暴力系指任何种类强加于人的有害或违

愿性行为。包括虐待性性接触行为、强制

从事性行为、未经妇女同意与之进行的未

遂或既遂性行为、性骚扰、涉性口头谩骂

和威胁、暴露、违愿触碰及乱伦。

一般来说，在调查加以测量时性暴力发生

率都低于身体暴力的发生率。然而，就亲

密伴侣暴力而论，性暴力常常与身体暴力

一起经受。平生和过去12个月遭受过性暴

力(不论实施者为谁)至少一次的妇女所占

比例见图6.4和表6.2。

图6.3 
199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平生和过去12个月
遭受过性暴力(不论实施者为谁)至少一次的妇女
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加以编
制(ICF国际，2014)。

说明：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表6.1 
2003–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平生和过去12个月遭受过身体暴力(不论实施者为
谁)至少一次的妇女所占比例

国家 年份 平生 过去12个月

澳大利亚 2012 34.0 4.6

加拿大 2009 .. 3.4

中国香港特区 2005 12.0 2.0

哥斯达黎加 2003 47.0 11.0

丹麦 2013 .. 1.1

厄瓜多尔 2011 38.0 ..

斐济 2010/11 68.5 ..

芬兰 2013 .. 14.5

法国 2007 .. 1.8

冰岛 2008 29.8 2.1

意大利 2006 18.8 2.7

墨西哥 2011 15.2 6.4

摩洛哥 2009/10 35.3 15.2

波兰 2004 30.0 5.1

新加坡 2009 6.8 1.0

瑞典 2012 .. 1.3

瑞士 2003 27.0 1.0

汤加 2009 76.8 ..

突尼斯 2010 31.7 7.3

越南 2010 35.2 ..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
根据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
调查及与国家统计局的通信
加以编制。

说明：所涵盖的年龄组各国
不同；统计局为制作国家数
据而做的调查所用方法、问
题表设计及抽样规模可能与
国际所做调查使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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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2012年欧洲国家平生和过去12个月遭受过性暴力 
(不论实施者为谁)至少一次的18-74岁妇女所
占比例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基本权利机构，2014。

说明：有些国家请求只介绍其国家调查的结果(见表
6.2)。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性暴力经历在非洲区域最高

对有人口和保健调查数据可用的国家来

说，平生遭受过性暴力的妇女所占比例

从科特迪瓦的5%(2011/12年)至赤道几内

亚的32%(2011年)不等。调查之前12个月

中遭受过性暴力的发生率从科摩罗的不

足1%(2012年)到乌干达的16%(2011年)不

等。非洲各地所报平生发生率高于其他区

域——非洲有数据的国家共19个，其中一

半以上都报告称发生率至少20%。在其他

各区域，只有一个国家报告称发生率超

过20%(图瓦卢，2007年)。终身发生率范

围在亚洲区域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各

地都较小——从4%到13%。与身体暴力类

似，性暴力数据可得性是非洲高于其他发

展中区域。

对欧盟基本权利机构调查所包括的国家

来说(图6.4)，平生遭受过性暴力的妇女 

所占比例从塞浦路斯、波兰和克罗地亚的

5%到丹麦的19%不等，有几乎半数的国家

报告称发生率至少10%。最近经历(过去12
个月)在该区域都非常相似——从低于1%
到3%。

在就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开展过国家调查的

其他国家当中(表6.2)，有四分之一以上的

国家报告称性暴力平生发生率至少25%。过

去12个月有性暴力经历的比例在所有国家

里都不到10%，只除了墨西哥例外(21%， 

2011年)。

表6.2 
2003–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平生和过去12个月遭受过性暴力(不论实施者为谁)
至少一次的妇女所占比例

国家 年份 平生 过去12个月

澳大利亚 2012 19.0 1.2

加拿大 2009 .. 2.0

中国香港特区 2005 14.0 3.0

哥斯达黎加 2003 41.0 7.0

厄瓜多尔 2011 25.7 ..

斐济 2010/11 35.6 ..

芬兰 2013 .. 2.3

法国 2007 .. 0.7

冰岛 2008 24.2 1.6

意大利 2006 23.7 3.5

墨西哥 2011 38.9 20.8

摩洛哥 2009/10 22.6 8.7

波兰 2004 16.5 1.6

大韩民国 2013 19.5 2.7

新加坡 2009 4.2 0.3

瑞典 2012 .. 1.4

瑞士 2003 25.0 1.0

汤加 2009 17.4 ..

突尼斯 2010 15.7 7.4

联合王国(仅英格兰和威尔士) 2012/13 19.1 2.0

美利坚合众国a 2011 19.3 1.6

越南 2010 10.8 ..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调查及与国家统计局的通信加以
编制。

说明：所涵盖的年龄组各国不同；统计局为制作国家数据而做的调查所用方法、问题表
设计及抽样规模都可能与国际所做调查使用的不同。

a 仅指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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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伴侣性暴力

性暴力可能由妇女的亲密伴侣或非伴侣实

施。一般说来，数据可得性对亲密伴侣实

施的性暴力来说更高。然而，现有可用数

据表明，全球估计有7%的妇女平生遭受过

非亲密伴侣实施的性暴力。19 

在有人口和保健调查数据可用的国家里，

平生遭受非亲密伴侣实施的性暴力的经历

千差万别，印度(2005-06年)、吉尔吉斯

斯坦(2012年)、尼泊尔(2011年)和东帝汶

(2009年)不到1%，喀麦隆(2011年)和加蓬

(2012年)则达5%。在欧盟基本权利机构调

查所含国家里(图6.6)，则从希腊的1%到荷

兰的12%不等。20 

19 世卫组织，2013a。
20 瓦努阿图妇女中心，2011。

图6.6 
2012年欧洲国家平生遭受过非亲密伴侣实施的性
暴力至少一次的18-74岁妇女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基本权利机构，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全欧盟调查，2014年(欧洲联盟基本权利机
构，2014年)。

说明：有些国家请求只介绍其国家调查的结果。排位只
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脆弱群体中的暴力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一种普遍、系统侵犯

人权的行为。它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影

响妇女和女孩——从杀害女婴和残割女性

生殖器官到强迫卖淫和贩运、家庭暴力、

单位的性骚扰及虐待和忽视老年妇女，无

所不包。暴力影响所有人口群体；然而，

有些妇女群体可能比其他群体更脆弱，如

土著妇女，或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身为

儿童或在童年以后的生活中，面临特殊类

型的暴力。

a. 侵害女孩的暴力

侵害儿童的暴力21 是一种世界现象。令它

特别难办的是，有些形式的侵害儿童暴

力，如父母对儿童的肉体惩罚，普遍为人

21 《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把“儿童”界定为

18岁以下的人。然而，侵害儿童的暴力调查却

涵盖了不同年龄范围。关于这个敏感问题的数

据方面，包括关于目标人口群体的数据所用方

法上，没有国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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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199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平生遭受过非亲密伴侣以外之人实施的性暴力
至少一次的15–49岁妇女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由ICF国际根据
人口和保健调查加以编制
(ICF国际，2014)。

说明：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
便(详情见A节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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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虽说如此，但各种侵害儿童的暴力

都是侵犯儿童的人权。特别是侵害女孩的

暴力可能在全社会产生涟漪效应，导致就

学率和学校成绩下降，这同生育率较高和

妇女及其子女的健康结果变差有关。22 

在侵害儿童的暴力数据中发现了巨大缺口。

关于这个问题的数据收集不存在国际标准，

这个问题通常报告不足，也不予以记录。更

糟糕的是，收集侵害儿童暴力的信息呈现出

了许多方法与道德难题。儿童可能不愿意，

或者根据其年龄与发展水平，不能诉说其遭

受暴力的经历。再说，首先接触儿童可能就

成问题，因为通常需要父母或照料者同意，

而父母或照料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就是暴力

的实施者。道德问题包括儿童有可能在情感

上受暴力问题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受

害；并且询问暴力受害者相关经历，也可能

让他们再度受创。出自行政部门的数据，在

可用之时，也可能因为保密问题而无法查阅

调用；并且不同社会服务部门可能采用不同

方法追查通常无法合并或比较的虐待案件。

尽管有这些挑战，但目前正努力收集侵

害儿童暴力的数据。例如，侵害儿童暴

力调查已经在肯尼亚、斯威士兰、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及津巴布韦开展。根据这些

调查发现，肯尼亚66%的18至24岁的妇女 

(和73%的男子)与津巴布韦64%的妇女(和

76%的男子)18岁之前都举报过身体暴力事

件。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74%的13
至24岁的女性(和72%的男性)说，18岁之

前经受过身体暴力，实施者是亲人、权威

人物或亲密伴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

基会)报告称，对有现成可比数据的国家

来说，家庭采用暴力惩戒(包括心理攻击

和(或)体罚)各不相同，巴拿马为45%，

也门几乎95%。23 

22 儿基会，2014a。
23 同上。

对在家庭之外长大的儿童来说，暴力可能

司空见惯。在哈萨克斯坦——其机构照顾

儿童比率最高，生活在机构照顾之中的儿

童的暴力侵害发生率可能高达家庭寄养儿

童的7倍。24 

一种极端侵害女孩的身体暴力是残割女

性生殖器官。这是本章单立一节探讨的专

题，因为它是一种独特的暴力，往往发生

在特定国家和背景中。

除了在父母、权威人物或亲密伴侣手中遭

受暴力之外，儿童也经受同龄人——其他

儿童——施加的暴力。欺凌到处都有，可

能是生理和(或)心理性质的欺凌。研究表

明，25 男孩更可能喜欢把身体暴力当作欺

凌的手段，而女孩往往使用心理暴力。新

型的欺凌正在兴起，包括采用移动电话和

互联网。网上欺凌包括散布所拍儿童性感

暴露的照片和视频，令他们尴尬和蒙羞。

这些图片可被广泛查看且难以把它们从互

联网上永久删除，就意味着这种虐待可能

产生长久的后果。

童婚(18岁之前结婚)也见于世界各地，并

公认是一种有害的习俗，也表露了对妇女

和女孩的歧视。如今有7亿多在世妇女(18
岁及年龄更大的)18岁之前结婚26 (见关于

人口与家庭的第1章)。其中有超过三分之

一的妇女15岁之前结婚或同居。男孩也未

成人就结婚，但女孩受影响特别大，常

常嫁给比其大得多的男子。例如，在尼日

尔，77%的20至49岁的妇女都在18岁之前

结婚，而同年龄组的男子只有5%。童婚在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普遍，印度的童

养媳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20%最穷的

人口中的女孩(最穷的五分之一)与最富的

五分之一相比，年纪轻轻就出嫁的可能大得

多，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孩比城市女孩更可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儿基会，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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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早嫁。从较积极的一面来看，童婚习俗正

在衰减，特别是在未满15岁的女孩中间。如

今在世妇女有四分之一在童年出嫁，而1980
年代初则有三分之一。27 

在性暴力方面，儿基会报告称，大约有1.2
亿女孩和20岁以下的妇女在人生某个时刻

遭受过强迫性交或其他强迫性行为。28 借

鉴24个国家的55项研究，儿童性虐待29 发

生率考察发现，在女性中发生率从8%至

31%不等，在男性中从3%至17%不等。30 

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的结果，第一次性交

非自愿的妇女所占百分比从东帝汶(2009-
2010年)的1%到尼泊尔的29%(2011年)，各

不相同。31 虽然多数性暴力发生在家中，

但女孩通常比男孩更可能在上学和下学之

时遭受性暴力，突出显示必须采取适当措

施使女孩能够安全就学。32 

女孩在继续深造和就读大学之时，仍然很

容易遭受性暴力。在美国，白宫已经成了

一个保护学生免遭性侵犯工作组。工作组

2014年4月出版了其性侵犯问题报告，它断

言“有五分之一的妇女在大学期间遭到性

侵犯”。33 工作组还发现，实施者通常是

受害者认识的人，并且受害者常常不举报

有关侵犯。工作组鼓励各大学调查这一问

题，并采取行动，为各大学提供开展性侵

犯调查的工具包，订立提高认识和预防方

案，并阐明有效应对的必要措施。

27 同上。

28 儿基会，2014a。
29 指未满18岁的人。

30 儿基会，2014a。
31 统计附件，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un.org/

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32 儿基会，2014a。
33 白宫保护学生免遭性侵犯工作组，2014；Jour-

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美国大学健康

杂志》)，2009；Krebs等，2007。

b. 侵害老年妇女的暴力

虽然暴力在妇女的生育之年达到极点，但在

妇女老去的过程中也持续存在。在2002年马

德里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期间，确定忽

视、虐待和暴力是影响老年人34 福祉的重要

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马德里老龄问题

国际行动计划》之中，并突出强调，老年

妇女“由于社会的歧视性态度和妇女人权

未落实，面临着身体和心理虐待的更大风

险”。35 为了提醒注意虐待老年人这个全球

问题，联合国指定6月15日为认识虐待老年

人问题世界日。此外，为了提高对丧偶妇女

所面临的独特挑战的认识，联合国正式采用

以6月23日为国际丧偶妇女日。

侵害老年妇女的暴力可能表现为身体、性

或心理虐待，也会表现为亲密伴侣、家庭

成员或照料者实施的经济剥削或忽视。风

险因素包括住在社会福利机构中或身心缺

陷。在许多国家里，为照料老年男女而成

立的社会福利机构没有得到妥善管理，照

料标准不高也无人过问。36 

在许多情况下，侵害老年妇女的暴力问题

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有时，这种偏见

甚至反映在数据收集方法和指标中，导致

老年妇女的数据存在巨大缺口。此类缺口

在国家处理其老化人口过程中越来越重

要。例如，人口和保健调查是关于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信息的重要来源，其抽样只包

括了15岁至49岁的妇女。为测量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所开展的调查，通常以家庭为基

础，也就是说，生活在照料老年人机构中

的老年妇女的经历没算在内。

34 为了便于统计，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章的 

“老年人”一词系指60岁及以上的人。然而，

国家的定义可能不同。

35 联合国，2002。
36 联合国，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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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暴力侵害土著妇女和女孩行为

研究表明，土著女孩、少女和年轻妇女比

其他女孩和妇女面临着更频繁的暴力、

有害习俗及劳动剥削与骚扰。在玻利维

亚，62%的人口是土著人，该国的丘基萨

卡省、科恰班巴省、拉巴斯省、波托西省

和奥鲁罗省土著人口最集中。37 人口和保

健调查数据表明，与全国平均数(24%)相

比，来自波托西省15岁至49岁已婚女孩和

妇女报告所遭现任或前伴侣实施的身体或

性暴力发生率最大(29%)。在印度，人口

属于“在册部落”(该国使用的一个官方术

语，系指特定的土著民族)的比例在除阿萨

姆邦和特里普拉邦之外的东北各邦中是很

高的。印度2005–2006年人口和保健调查

发现，有近一半(47%)“在册部落”15岁
至49岁已婚女孩和妇女报告称有遭受其丈

夫实施的情感、身体或性暴力的经历，相

比之下全部人口则只有40%有这种经历。

在加拿大，根据2009年综合社会调查的数

据，土著妇女自报暴力受害率大约是非土

著妇女受害率的2.5倍。38 而且，土著妇女

比非土著妇女更可能说因为配偶暴力而担

心自己的生命。

暴力侵害土著女孩和妇女的行为不可与土

著民族整体在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生

活中遭受歧视和排挤的大背景分离开来。

各种挑战——诸如土地剥夺，冲突动荡，

流离失所，出生登记率低，获得适当文化

教育和健康(包括性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

会有限，缺乏司法求助和其他基本服务，

包括社会服务，造成了影响其发展、人类

安全及实现其人权的条件。39 

37 人口基金、儿基会、妇女署、劳工局和负责暴

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2013
年5月。

38 加拿大统计局，2013。
39 人口基金、儿基会、妇女署、劳工局和负责暴

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2013。

2.  亲密伴侣暴力

身体和(或)性暴力

在许多情况下，亲密伴侣暴力占了妇女所

遭暴力经历的多数。这是从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首批多国研究之一中得出的结论。40  

在该项研究所涉几乎全部地点，在报告过

40 世卫组织，2005。

方框6.3 
暴力在生育之年达到极点

遭受暴力的经历在妇女处于生育之年期间达到

极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在欧

洲各地，最年轻年龄组(18至29岁)的妇女在过

去12个月遭受的伴侣和非伴侣暴力最多。发生

率随着年龄而下降，在60岁及以上妇女中最

低。

按实施者类型列示的调查之前12个月遭受过身
体和(或)性暴力的妇女的比例，欧洲联盟平均
数，2012年

年龄组 伴侣暴力(%) 非伴侣暴力(%)

18-29 6 9

30-44 5 5

45-59 4 3

60+ 3 3

根据2006年所做意大利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调查

的数据可以看出，25至34岁妇女(38%)及35至
44岁妇女(35%)平生遭受暴力(伴侣和非伴侣、

身体或性暴力)的经历多于55至64岁妇女(26%)

及65至70岁妇女(20%)。由于平生经历受暴露

于暴力的年头的影响，看一看过去12个月的经

历就可看出，最近的暴力经历也随着年龄而减

少。过去12个月暴力发生率，在16至24岁妇女

中间是16%，在65至70岁妇女中间不到1%。a

在发展中国家里开展的许多调查抽样都不包括

老年妇女。然而，少数几项调查的结果确实表

明，暴力经历往往随着妇女老去而减少。在斐

济，b 调查结果表明，在近前12个月中，较年

轻的妇女比老年妇女经受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

要大得多。在该国，过去12个月亲密伴侣身体

暴力的发生率从18至24岁年龄组的40%下降到

55至64岁年龄组的3%。就亲密伴侣性暴力也

观察到了类似模式。在摩洛哥，过去12个月遭

受亲密伴侣身体暴力的经历在30至34岁达到极

点，然后下降，从40至49岁年龄组的6%下降到

50至64岁年龄组的3%，发生率下降一半。c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基
本权利机构，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全欧盟调
查，2014。
a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2006。
b  斐济妇女危机中心， 

2013。
c  Haut-Commisariat au 

Pl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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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某个时刻遭受身体暴力、性暴力或二

者的妇女当中，至少有60%都遭受过伴侣

的虐待。这一比例在多数地点都近80%或

更高。相比之下，多数地点有不足三分之

一的妇女只遭受过非亲密伴侣的虐待。

亲密伴侣暴力造成创伤，令人虚弱。受害

者常常感到，他们走投无路，在妇女难以

离开丈夫或同居伴侣单独生活的社会里更

是如此。处理亲密伴侣暴力必须采取多种

多样的办法，包括提高认识，开展教育、

预防活动，提供必要的健康、法律和社会

服务，提供庇护所和咨询，改善处理所报

案件的后续措施，使妇女免遭人身伤害和

恐惧。41 

所有国家有半数报告称亲密伴侣的身体和 
(或)性暴力平生发生率至少30%

就有人口和保健调查数据可用国家而论，

平生经受过亲密伴侣身体和(或)性暴力的

妇女所占比例，从科摩罗的6%(2012年)

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64%(2007年)不等。

所有国家有半数报告称平生发生率至少

30%。发生率在非洲普遍高于其他区域，

该区域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报告称平生发

生率至少50%。发生率在亚洲、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及大洋洲各地较低，最大流行水

平大约40%。就调查之前12个月经受的亲

密伴侣身体和(或)性暴力来看，发生率从

科摩罗的5%(2012年)至赤道几内亚(2011
年)和卢旺达(2010年)的44%不等。在各个

区域，过去12个月的暴力经历发生率通常

类似于平生发生率，这可能是一种迹象，

表明妇女要脱离暴力关系可能有多么困

难。就有一年以上数据可用的国家来看，

过去12个月的发生率在多数国家中都略有

下降，乌干达从2006年的45%下降到2011
年的35%，令人鼓舞。42 然而，来自卢旺

41 世卫组织，2013b。
42 ICF国际，2014。

达的结果却表明显著增加——从2005年的

26%增加到2010年的44%。43 

就欧盟基本权利机构调查所包括的国家

来说(图6.8)，平生经受过亲密伴侣身体

和(或)性暴力的妇女所占比例由五个国

家——奥地利、克罗地亚、波兰、斯洛文

尼亚和西班牙——的13%至丹麦和拉脱维

亚的32%不等。该区域有半数以上的国家

报告称平生发生率至少20%。过去12个月

的经历，总的说来，比平生低得多，在2%
至6%之间。44 

表6.3介绍了开展过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

家调查的国家得出的结果。平生亲密伴

侣身体和(或)性暴力比率是大洋洲最高，

在该区域若干国家都达到了60%以上。在

各区域，有一半的国家平生发生率至少 

30%。过去12个月的经历通常远低于平生

发生率。

43 应当指出，涉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调查的方法

问题之一是，例如，在认识运动过后，妇女可

能发现谈论其经历容易些了。因此，即使暴力

水平可能没有增加，但在随后的调查中暴力揭

露率可能升高了。

44 一般来说，可以看出，平生遭受非亲密伴侣身

体和(或)性暴力的经历与过去12个月的经历的

差别，从欧盟基本权利机构调查结果来看，要

大于人口和保健调查显示的差别。这可能有多

种原因，需要深入研究，但促成因素可能是欧

盟基本权利机构调查的年龄参照期大于人口和

保健调查(18至74岁对15至49岁)，也反映了阻

止暴力或脱离暴力关系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

现行(过去12个月)暴力水平较高是一种普遍的

发现，如果妇女无法脱离这种关系，也是可以

预料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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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199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15–49岁有伴侣妇
女平生和过去12个月至少一次经受亲密伴侣身体
和(或)性暴力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及生殖健
康调查编制(ICF国际，2014，和疾病防治中心，2014)。

说明：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

图6.8 
2012年欧洲国家18–74岁有伴侣妇女平生和过去12个月至少一次经受亲密伴侣
身体和(或)性暴力所占比例

表6.3 
2000–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平生和过去12个月至少一次经受亲密伴侣身体
和(或)性暴力的妇女所占比例

国家 年份 平生 过去12个月

阿尔巴尼亚 2013 24.6 ..

亚美尼亚 2008 9.5 ..

澳大利亚 2012 16.9 ..

孟加拉国 2011 67.2 50.7
加拿大 2009 .. 1.3
厄瓜多尔 2011 37.5 ..

斐济 2010/11 64.0 24.0
芬兰 2013 .. 5.8
法国 2007 .. 1.0
冰岛 2008 22.4 1.8
意大利 2006 14.3 2.4
基里巴斯 2008 67.6 36.1
马尔代夫 2006 19.5 6.4
墨西哥 2011 14.1 6.6
挪威 2008 27.0 6.0
波兰 2004 15.6 3.3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10 45.5 ..

萨摩亚 2000 46.1 ..

新加坡 2009 6.1 0.9
所罗门群岛 2009 63.5 ..

瑞典 2012 15.0 2.2
汤加 2009 39.6 19.0
土耳其 2014 38.0 11.0
瓦努阿图 2010 60.0 44.0
越南 2010 34.4 9.0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基本权
利机构，2014。

说明：有些国家请求只介
绍其国家调查的结果(见表
6.3)。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
便(详情见A节导言)。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调
查及与国家统计局的通信编
制。

说明：所涵盖的年龄组各国
不同；统计局为制作国家数
据而做的调查所用方法、问
题表设计及抽样规模可能与
国际所做调查使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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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经济暴力

心理暴力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包含情感

虐待行为和控制行为。这些通常与亲密伴

侣的身体和性暴力并存，并且本身就是暴

力行为。属于心理暴力定义范围内的行为

实例包括：45 

情感虐待——侮辱妇女或让妇女觉得自己

很坏，当着他人的面轻蔑或羞辱她，故意

惊吓或恐吓她，威胁要伤害她或者她关爱

的其他人。

控制行为——孤立妇女，不让她见家人或

朋友，监视她的行踪和社会互动，忽视

她或慢待她，如果她与其他男子说话就发

怒，无端指责不忠贞，控制她接受保健和

教育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平生遭受心理暴力的经历 
在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最普遍

就有人口和保健调查、46 生殖健康调查及

多指标类集调查(多指标调查)数据可用的

国家而论，平生经受过亲密伴侣情感/心
理暴力的妇女所占比例从阿塞拜疆(2006
年)的7%至秘鲁(2013年)的68%不等。平

生经历在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最普

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有数据的国家

有一半以上发生率都高于40%。就调查之

前12个月经受的亲密伴侣情感/心理暴力

而论，发生率从阿塞拜疆(2006年)和科摩

罗(2012年)的6%至赤道几内亚(2011年)的

40%不等。非洲、亚洲及大洋洲的过去12
平生经历，不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最

近的经历比平生的经历低得相当多。

45 联合国，2013a。
46 应当注意，人口和保健调查所报的数字只指心

理暴力的情感方面，不包括遭受控制行为的经

历。

在欧盟国家里，妇女中所报心理暴力发生

率也很高(图6.10)。欧盟基本权利机构调

查此类暴力的范围包括控制和虐待行为、

经济暴力及虐待儿童的敲诈。只针对平生

经历。平生经受亲密伴侣心理暴力至少

一次的妇女所占比例，从爱尔兰的31%至

丹麦和拉脱维亚的60%不等。超过一半的

国家报告称心理暴力平生发生率40%或更

高。

图6.9 
199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15–49岁平生和过
去12个月至少一次经受亲密伴侣心理暴力的妇女
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生殖
健康调查及多指标类集调查(多指标调查)编制(ICF国
际，2014；疾病防治中心，2014；及儿基会，2014c)。

说明：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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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2012年欧洲国家18–74岁平生至少一次经受亲密伴
侣心理暴力的妇女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基本权利机构，2014。

说明：有些国家请求只介绍其国家调查的结果(见表
6.4)。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表6.4介绍了来自其他国家调查的数据。有

数据的国家共23个，在其中8个国家里平生

遭受亲密伴侣心理暴力的经历高于50%。

过去12个月的经历通常也很高，在孟加拉

国(2011年)高达72%，在20个有数据的国家

当中的4个国家里高达50%以上。

经济暴力很难定义，并且根据文化背景和

国家情况可能大不相同。一般说来，经济

暴力牵涉不给予获得财产、获得耐用品或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故意不履行经济

责任，从而让一个妇女遭受贫穷和艰难；

不让参与经济决策。47 

有若干国家收集了关于妇女遭受经济暴力

经历的数据。在墨西哥，2011年调查“家

庭关系动态全国调查”48 表明，有四分之

一已婚或结合的妇女在现行关系期间遭受

过经济暴力，17%在先前12个月中经受过

这种暴力。越南2010年的调查发现，在已

婚妇女当中，有4%是丈夫拿走她们所挣或

所存的钱，7%是丈夫不给她们钱，9%经受

47 联合国，2013a。
48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Geografía， 

2011。

过其中至少一种行为。49 在南非1998年人

口和保健调查中，几乎五分之一的在婚妇

女报告称，其伴侣经常不提供经济支助，

却有钱买其他东西。50 来自斐济的结果51 表

明，与没有遭受伴侣暴力的妇女相比，遭

受过其伴侣身体或性暴力的妇女有大得多

的可能摊上拿走她们的存款或收入却不给

她们钱的丈夫。

49 越南国家统计总局，2010。
50 ICF国际，2014。
51 斐济妇女危机中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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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2000–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平生和过去12个月至少一次经受亲密伴侣心理暴力
的妇女所占比例

国家 年份 平生 过去12个月

阿尔巴尼亚 2013 58.2 52.8
亚美尼亚 2008 25.0 ..

澳大利亚 2012 24.5 4.7
孟加拉国 2011 81.6 71.9
加拿大 2009 11.4 ..

厄瓜多尔 2011 43.4 ..

斐济 2010/11 58.3 28.8
意大利 2006 43.2 ..

日本 2010 17.8 ..

基里巴斯 2008 47.0 30.1
马尔代夫 2006 28.2 12.3
摩洛哥 2009/10 .. 38.7
大韩民国 2013 .. 36.4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10 59.4 25.7
萨摩亚 2000 19.6 12.3
所罗门群岛 2009 56.1 42.6
巴基斯坦国 2011 58.8 58.6
瑞典 2012 23.5 6.8
汤加 2009 24.0 13.0
突尼斯 2010 24.8 17.0
土耳其 2014 44.0 26.0
联合王国(仅含英格兰和威尔士) 2012/13 17.2 2.5
美利坚合众国 2011 47.1 14.2
瓦努阿图 2010 68.0 54.0
越南 2010 53.6 25.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调查及与国家统计局的通信编制。

说明：所涵盖的年龄组各国不同；统计局为制作国家数据而做的调查所用方法、问题表
设计及抽样规模可能与国际所做调查使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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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殴打妻子的态度

殴打妻子清楚地表明了男性优势；它既是妇

女对男子严重劣势及不平等地位的成因，也

是其后果。52 在某些国家和文化中，殴打妻

子在诸多不同背景下都视为天经地义的事。

这种接受意味着行为可能很难改变，妇女也

很难觉得她们可以讨论其暴力遭遇并请求帮

助。研究指明，实施暴力和受暴力之害在接

受或认为此类虐待天经地义的人当中比在反

对者当中来得普遍。53 然而，证据也表明，

态度正开始改变，妇女和男子都开始认为暴

力不那么可以接受了。下图显示了同意丈夫

至少因下述某一个原因殴打妻子天经地义的

妇女和男子所占的比例：妻子把饭烧煳；与

丈夫吵架；外出不告诉丈夫；不管孩子或不

肯与丈夫性交。

殴打妻子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殴打妻子的接受率在非洲、亚洲及大洋洲

通常比较高，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发达

国家则比较低。妇女的接受程度从乌克兰

(2012年)和塞尔维亚(2010年)的3%到几内

亚(2012年)的92%不等。男子的接受程度

从塞尔维亚(2010年)的7%到东帝汶(2009-
2010年)的81%不等。应当注意，比较各

国和各种背景所报殴打妻子的接受程度很

难，因为谈论暴力的意愿和对待暴力的态

度各不相同，这可能影响人们的反应。在

几乎全部有一年以上数据可用的国家里，

妇女和男子接受殴打妻子的程度都随着时

间推移而下降。54 虽然可以假定男子比妇

女更普遍地认为殴打妻子理所当然，但在

多数国家里，所报接受程度在男子当中实

际上比在妇女中低。

52 联合国，2010。
53 世卫组织，2005；Promundo，国际妇女研究中

心，2012。
54 统计附件，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un.org/

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方框6.4 
暴力侵害男子行为

性别暴力是一种男女之间历史意义重大的权力失衡的表现。虽然性别暴

力通常都着重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但也收集了暴力侵害男子行为的数

据。下图介绍的统计数据与经受过平生亲密伴侣身体性暴力的妇女(女

受害者)的比例一起，也列示了在丈夫/伴侣已经不打她们或不伤害她们

肉体之时自报曾对丈夫/伴侣实施身体暴力行为的妇女(女实施者)所占的

比例。

妇女可能成为亲密伴侣暴力的实施者，更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

在诠释这些结果时，应当谨慎，因为它们基于妇女自报对男子实施的暴

力，而不是男子报告他们遭受妇女实施的暴力的经历。根据现有数据，

妇女成为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要比成为实施者的可能大得多；在某个国

家里，妇女成为受害者的可能大50倍以上(印度，2005-2006年)。暴力侵

害男子行为多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唯一国家是菲律宾(2013年)。在那

里，妇女对男子实施的暴力的发生率(16%)只是稍微高于男子对妇女实

施的暴力(13%)。

有些研究也包括了男子自报的暴力经历。在此，男子对妇女实施的身体

暴力所报率又高于妇女对男子实施的暴力的所报率。即使在亲密伴侣身

体暴力所报率男女相似的国家里，妇女也更可能更频繁地遭受暴力，遭

受更严重类型的暴力和情感压力。a

a Ansara, D.L.和M. J. Hindin, 2010.

200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自报作为受害者和实施者平生经历过亲密
伴侣身体暴力的妇女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
司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
编制(ICF国际，2014)。

说明：这个图表呈现了
自报经受过平生亲密伴
侣身体性暴力的妇女(女
受害者)所占的比例，也
呈现了自报在丈夫/伴侣
已经不打她们或不伤害
她们肉体之时曾对丈夫/
伴侣实施身体暴力行为
的妇女(女实施者)所占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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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对待殴打妻子的态度：1995–2014年(期间最近可用年)15–49岁同意丈夫至少因五种特定原因之一殴打妻子天经地义的妇女和男子所
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人口和保健调
查、生殖健康调查及多
指标类集调查(多指标调
查)( ICF国际， 2014；疾
病防治中心，2014；儿基
会，2014c)。

说明：有些调查发现了认为
殴打妻子天经地义的不同
理由(这些差别的详情在统
计附件中加以介绍，查阅
可登录unstats.un.org/unsd/
gender/default.html)。排位
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
A节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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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殊环境中的暴力形式

1.  残割女性生殖器官

“残割女性生殖器官”(残阴，也称“切割

女性生殖器官”和“残割/切割女性生殖器

官”)一词系指出于非医疗缘故部分或全部

切除女性外生殖器或者给女性生殖器官造

成其他伤害的所有程序。这种有害做法对

世界各地千百万妇女和女孩的健康构成了

严重威胁，也侵犯她们的基本权利。直接

并发症包括出血、延迟或不完全愈合及感

染。长期后果更难确定，但可能包括损害

邻近器官、不育、经常性尿路感染、皮样

囊肿形成，甚至死亡。55 

201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二项关于加

强全球努力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官的决议

(A/RES/69/150)，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加强

关于这个问题的教育和认识培训，制订并

实施立法，通过让多方利益攸关方参与实

施国家行动计划，继续开展数据收集和研

究，为受害者和处境危险的妇女和女孩提

供支助。尽管有了这项决议和其他消除残

割女性生殖器官的重要进展，但这种做法

在世界各地的某些国家中仍然存在，程度

之高令人无法接受。

在这种做法集中的非洲和中东29个国家

里，如今有1.25亿在世女孩和妇女受过这

种做法之害。56 其中约五分之一的女孩和

妇女生活在埃及，自从开始收集关于这种

做法的数据以来，那里的发生率始终都超

过90%。此外，其他国家的移民和少数群

体也残割女性生殖器官，这就是说，全球

遭受过切割的女孩和妇女的总数可能甚至

高于1.25亿。

残割女性生殖器官 
在较年轻的妇女中没有那么多

根据最新可用数据，残割女性生殖器官

在15岁至49岁的妇女当中的发生率在吉布

55 儿基会，2013。
56 同上。

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几内亚、马里、塞

拉利昂、索马里和苏丹最高(超过80%)。57  

在所研究的国家当中，贝宁、喀麦隆、加

纳、伊拉克、尼日尔、多哥和乌干达的发

生率最低(低于10%)。在这种做法集中的

多数国家里，发生率都随着时间推移而

下降了。对比不同年龄组的发生率可以

看出，这种做法在较年轻几代人中发生

了变化。15至19岁和45至49岁遭受过残割

女性生殖器官的女孩和妇女所占比例，见 

图6.12。在这里所介绍的所有国家里，除了

一个国家(尼日尔，其发生率在各个年龄组

都近乎零)之外，发生率在较年轻的同生群

中较低，在布基纳法索、肯尼亚、利比里

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较年轻的妇女当

中发现发生率要低得多(超过20个百分比的

差异)。然而，在有几个国家——吉布提、

几内亚、马里、索马里及苏丹——里，发

生率在年轻人中依然很高(高于80%)，只

是在较小的年龄组中稍低(5个百分点的差

异或更低)，这表明总体进展不大。

在各国内，发生率因种族特点、宗教、住

在城市或乡村、经济地位、年龄、教育及

收入而不同。一般说来，所报残割女性生

殖器官程度在城市地区，在较年轻的妇女

当中及在家庭收入水平较高、母亲受教育

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都比较低。58 

为了估计实施切割地区外移移民目的地国

有残割女性生殖器官风险之人的数量，已

经做了一些努力。所用方法包括把来源国

的发生率适用于来自该国的移民的人数。

然而，这可能导致显著高估，因为移民可

能代表不了来源国的民众。再说，对待残

割女性生殖器官的态度和残割女性生殖器

官的做法，可能因为移居到切割并不普遍

的新国家而受影响。

57 统计附件，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un.org/
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58 儿基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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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2002–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15至19岁和45至49
岁遭受过残割女性生殖器官的女孩和妇女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和多指
标类集调查(多指标调查)报告编制(ICF，2014；儿基
会，2014c)。

说明：在残割女性生殖器官集中的29个国家里，几乎所
有受过残割女性生殖器官的女孩都在15岁之前遭受残割
(儿基会，2013)。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
导言)。

对待残割女性生殖器官的态度也出现了某

种变化。在若干国家里，多数妇女(和男

子，如果有)认为这种做法应予以中断。

通常都认为，残割女性生殖器官的支持率

在男子当中比在妇女当中高；然而，在许

多情况下，认为这种做法应予以中断的妇

女和男子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同。中断支持

率主要在发生率较低的国家比较高，如贝

宁、喀麦隆、科特迪瓦、加纳、伊拉克、

肯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多哥、乌干

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但在布基纳法

索，即使在发生率很高的情况下，仍然发

现人们大力支持中断。在有多年数据可用

的多数国家里，对中断的支持有所增加。59 

59 基于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编制的

数据。

2.  冲突局势中的暴力

除了在冲突中应对生活的创伤之外，处在

冲突局势中的人可能面临着程度业已升高

的人际暴力。民兵、军人或警察在冲突期

间实施的性暴力，是非伴侣性暴力的一个

重要方面。然而，这方面的数据往往稀

少。为了努力收集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信

息，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

代表办公室创办了一个网站(http://www.
un.org/sexualviolenceinconflict/)，收载了

有关生活在冲突局势中的人经受的暴力的

信息。突出显示的冲突包括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科特

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利比里

亚、马里、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及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

例如，在索马里，有大量的性暴力事件继

续见诸报端。在2012年1月和11月之间，联

合国合作伙伴与服务提供商在摩加迪沙及

周边地区记录了1 700多起强奸案。这些地

区继续对境内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孩实施

性暴力行为。索马里难民妇女和女孩在尝

试逃往边境之时，也成了性暴力对象。60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遭受了十多年互相残

杀的暴力，来自那里的数据发现，几乎有

一半(48%)的男性非战斗员报告称对妇女

使用了身体暴力，12%承认实施了伴侣强

奸，34%报告称实施了某种性暴力。这种

业已增多的暴力包括9%自称本身也是性

暴力受害者的成年男子和报道称被迫观看

性暴力的16%的男子和26%的妇女。61 在某

些情况下，阿富汗的性暴力幸存者说，他

们在寻求保护时遭受了安全部队的二次强

奸。62 

在逃离冲突的妇女到达难民营的情况下，

她们通常不能与男子平等参与难民营管理

60 联合国，2014。
61 Promundo，国际妇女研究中心，2012。
62 联合国，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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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援助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对平等获得食

物或其他必需物品产生了消极影响。在难

民营中仍然很容易遭受性暴力，单人妇女

或无人陪伴的女孩，如果不与男子分开住

宿，如果没有足够的隐私，可能处境更险

恶。离开难民营远程步行去取水和捡拾做

饭取暖的柴火，也可能让妇女遭遇强奸的

威胁。在某些情况下，难民妇女为活命而

性交以养活其家人。6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的第1325(2000)号决议，2000年通过，是

处理武装冲突局势下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问

题的一个里程碑。认识到必须充分执行在

冲突中和冲突后保护妇女和女孩权利的法

律，决议要求采取特殊措施保护她们在此

种局势下免遭性别暴力。决议所附的26项
指标旨在监测执行情况与进展，不仅是为

了维护和增进妇女的安全，而且也是为了

促进妇女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领导作用

(见关于权力与决策的第5章)。安全理事

会后续相关决议直接处理把冲突中的性暴

力用作战争策略的问题(第1820(2008)号
决议)和让妇女参与冲突重建时期工作的

问题(第1889(2009)号决议)。

3.  人口贩运

贩运妇女是一个严重问题，在国际上已经

由《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

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

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加以处理。该

议定书2003年生效，截至2014年12月，已

经得到166个缔约方的批准。根据该议定

书，贩运人口包括招募、运送、隐藏或接

受遭受武力威胁、武力或其他类型强制的

人，以便使人卖淫以营利，进行其他类型

的性剥削，强迫他人劳动或服务，采取奴

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让人服劳役或摘除

他人器官。

63 联合国，2006b。

201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贩运

妇女和女孩的决议(A/RES/69/149)，呼吁

各国签署和批准有关条约与公约，消除让

妇女和女孩容易被贩运的因素，包括通过

教育努力加强防范，制订全面打击贩运战

略，把各种形式的贩运定为犯罪，加强协

调全面应对的国家机制。

由于人口贩运具有地下性质，所以难以收

集关于人口贩运规模的确切数据。根据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出版的一份2014年人口贩运

报告，64 成年妇女占全球查出的全部人口

贩运受害者的几乎一半(49%)。妇女和女

孩加起来占70%，女孩占儿童贩运受害者

的三分之二。65 在2010-2012年期间因贩运

被起诉和(或)被定罪的人当中，大约四分

之三是男子。66 已知贩运受害者遭受的最

普遍剥削是性剥削和强迫劳动。在2010年
和2012年期间，在124个国家发现了持有

152个国家公民身份的受害者，67 表明这个

问题遍及全球。

6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4。
65 同上。目前，没有全世界人口贩运受害者人数

的可靠估计数。这些性别分类基于国家当局所

报已查明贩运受害者人数。这些官方数据只代

表贩运现象的可见部分，实际数据可能要高得

多。

66 同上。

6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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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家问责制：寻求帮助和应对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

1.  寻求帮助

在多数国家里， 
不到40%经历过暴力的妇女寻求帮助

只有一部分经受过暴力的妇女寻求帮助。

向家人、朋友或健康服务机构和警方之

类机构寻求帮助的妇女，其比例从马里

(2012-2013年)的18%至格鲁吉亚(2010年)

的70%不等(图6.13)。在多数国家里，经

受暴力的妇女只有不足40%寻求帮助。在

遭受暴力的妇女当中，多数都求助于家庭

和朋友，而不是求助于警方和保健服务机

构。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寻求过

帮助的妇女当中(2010年)，有47%求助于

家人，6%求助于警方，1%有助于医生或

其他医务人员。68 在约旦(2012年)，84%
寻求家人支持，2%求助于警方。69 

只有一小部分寻求过帮助的暴力受害妇女 
是向警方求助

一般说来，只有少数求助过的妇女向警方

求助。在几乎全部有数据可用的国家里，

寻求警方帮助的妇女在因遭受暴力而求助

的妇女当中所占的百分比，低于10%(图

6.14)。这些发现突出证实了一个假设，

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暴力未被举报，行

政记录也不适合评估暴力的发生率。妇女

不愿向警方讲述其暴力遭遇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警察中妇女少。妇女在全部86个有

数据可用的国家里占警方人员比例不到 

35%，在其他26个国家里占比不到10%。70  

但是，即使在妇女确实寻求帮助时，她

们也常常面临着可怕的障碍。这些障碍包

括：不了解或实际缺乏各种服务；由于语

68 同上。

69 ICF国际，2014。
70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

言、文化、物质或经济限制，缺乏获得服

务的机遇；惧怕罪犯及家庭和社区成员报

复；由于羞耻或尴尬而不愿意；对妇女的

子女监护权的影响；害怕在法院作证，再

度感觉暴力遭遇；感觉警方无能为力，帮

不上忙；不想让事件张扬出去。71 

71 Gauthier和Laberge，2000;Kelly，Lovett和
Regan，2005；Fugate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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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2000–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遭受过暴力的15–49岁妇女寻求过帮助的所占的
比例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生殖健康调查及多指标类集调查(多
指标调查)加以编制(ICF国际，2014；疾病防治中心，2014；儿基会，2014c)。

说明：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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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处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对策

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在妇女确实求助于国

家机构，如警方、健康和社会服务机构及

司法系统，回应也可能不足。并非所有国

家都有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即

便有，这些法律也常常涉及应对已经发生

的暴力行为，而不是首先预防暴力。至少

有119个国家通过了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

有125个国家拥有关于性骚扰的法律，52个

国家拥有关于婚内强奸的法律。72 即使制止

家庭暴力的法律确实存在，也并不总是意味

着它们都得到了执行，或者以实际帮助妇女

的方式执行。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暴力受害

者在经济上都依赖其亲密伴侣，所以，比如

说，实施者被定罪和坐牢会让有关妇女失去

其唯一经济支持来源。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

必须与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措施和支持难以

迈开求助法律步伐的受害者的适当社会支助

机制一起实施。73 预防和应对暴力需要政府

各部门采取协调办法，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

利益攸关方合作。

为了处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问题，必须以

支持受害者而不是歧视他们的方式执行和

落实立法。许多上报的暴力案件在通过国

家法律系统时，都遭受了案耗，或者停

办。案耗是强奸案中的一个特殊问题。74  

例如，在南非豪登省开展了一项研究，结

果表明，17%上报强奸案诉上法庭，只有

4%最终定罪——此类案耗水平在许多其他

国家也很常见。75 在欧洲国家里，平均有

14%的上报强奸案最终定罪。76 

处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问题的政策和方

案必须可持续，得到适当供资，可以参

与——不仅让妇女也让男子参与。受害者

综合支助系统不可或缺，它们包括热线、

庇护所、健康服务、法律支助、咨询和增

强经济权能。然而，实施此类系统还应当

同时推出种种举措，以减少实施者有罪不

罚现象，首先防止暴力发生，并改变围绕

使用暴力的社会规范。应当进行监测和评

价，以评估哪些方法最得力。此外，还必

需继续改善和支持数据收集，以评估长期

变化和建立一个没有各种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的世界的进展。

72 经合组织，2015；一套最低限度性别指标， 

2014。
73 妇女署，2011/2012。
74 同上。

75 同上。

76 Lovett和Kelly，2009。

图6.14 
2005/06–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遭受过暴力的15–49岁妇女向警方寻求过帮助
的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及生殖健康调查加以编制(ICF国
际，2014；疾病防治中心，2014)。

说明：排位只是为了介绍方便(详情见A节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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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6.5 
当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数据影响政策之时：基里巴斯的案例

2008年在基里巴斯开始了一项暴力侵害妇女儿

童行为的专门研究，a 是该国的第一次此类研

究。研究显示，基里巴斯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属于世界最高的纪录水平之列：68%的曾婚妇

女说，她们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或)性

暴力，47%报告过情感虐待事件，90%报告称

经受过至少一种控制行为。妇女可能遭受温和

的身体暴力，更可能遭受严重的身体暴力，如

拳打、脚踢或武器攻击。23%曾经怀孕的妇女

报告称怀孕期间挨过打，经受过亲密伴侣暴力

的妇女报告流产和孩子死亡的可能要大得多。

该项研究还调查了基里巴斯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如此普遍的原因，并得出结论称有多种促成因

素。这些因素包括：接受暴力程度高，相信亲

密伴侣关系中的控制行为是“正常的”，经常

使用身体暴力“教训”被认为不守其传统性别

角色的妇女。接受调查的男子给出殴打妻子的

最普遍理由是妻子“不服从”他们。研究发现

有若干风险因素与亲密伴侣暴力遭遇有关，包

括：遭受亲密伴侣的控制行为；妇女及其伴侣

都饮酒；童年时代遭受过性虐待；拥有小时候

受过殴打的伴侣；拥有一个其父亲殴打母亲的

伴侣；拥有一个与其他男子打架的伴侣；拥有

一个有外遇的伴侣。这些因素比多数社会、经

济及人口变数，如年龄、教育和就业都重要得

多，表明暴力遍及社会各个部分。

作为对策，该项研究提出了若干处理基里巴斯

普遍暴力问题的行动，包括设立一个专门负责

性别问题的新政府机构，制订一项消除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增强和扩大生活

中遭受暴力的妇女的正式支持系统。自调查结

果发表以来，基里巴斯政府通过了《家庭和平

法案》，目的是解决各种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它还批准了《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政策》及

配套的《2011－2021年国家行动计划》，并与

信仰组织和民间社会合作以创建安全网。安全

网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幸存者提供免费服

务。

a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
处，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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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环境

导言

妇女与环境是实现《北京行动纲要》确定

的性别平等的12个主要关切领域之一。1 

《行动纲要》承认，环境条件对妇女和男

子的生活有不同影响，因为存在着性别不

平等。它还强调指出，妨碍妇女在可持续

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因素有获得经济资源、

信息和技术的机会不平等，参与自然资源

与环境管理方面政策制订与决策的力度有

限。

本章分两部分，考察了性别与环境之间的

联系。第一部分考察了对男女生活产生不

同影响的环境的三个方面：2 获得水和卫

生设施，获得现代能源服务及面临自然灾

害。考察表明，用不上清洁水和清洁能源

所致工作负担主要落在妇女肩上。此外，

在获得健康服务机会仍然不平等的背景

下，由于腹泻，面对用水不足可能导致妇

1 联合国，1995。
2  由于缺乏数据，所以无法分析环境可能对男女

生活产生不同影响的其他方面(见方框7.1)。

女的死亡率高于男子的死亡率。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里，使用柴火和其他固体燃料导

致的室内空气污染威胁着男女的生命，但

妇女比男子更多地面临室内污染物，因为

她们担任烹饪及照料孩子和其他家人的角

色。性别角色也让妇女在灾难期间更加脆

弱，浪费了她们作为复原力来源的潜能。

本章第二部分考察了男女通过日常活动参

与保护环境及参与地方和高层论坛环境决

策的情况。现有可用数据表明，在日常生

活中，妇女往往比男子更多地循环利用废

物，减少开车以降低污染(与家庭工作的

性别分工有关)，但在地方和国家环境相关

决策位置中仍然代表不足。由于我们接近

界定人类“安全操作空间”的全球生态极

限，3 男女要走出其传统角色，踊跃参与以

确保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

3 联合国，2012。

关键结果

•	 发展中区域大约有一半人口在其房舍中用不上净化的饮用水；取水负担主要落在妇女的肩上。

•	 发展中区域因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足所致腹泻而死亡的人数，2012年为80万；亚洲某

些地区此类死亡主要发生在妇女和女孩中间。

•	 获取现代能源服务，包括获取电与烹饪所用非固体燃料进展缓慢，推迟了健康改善，妨碍了显

著减轻与家庭琐事和捡柴有关的工作量负担。

•	 年龄、性别及性别角色和规范方面的差别是自然灾害所致死亡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因国家和

灾害类型不同而异。

•	 在某些灾后环境中，妇女获得工作和参与重要工作的机会仍然比男子的有限。

•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包括循环利用废物，减少开车，以降低污染；总的来

看，妇女往往比男子更多地参与这些与性别分工有关的日常活动。

•	 妇女在地方和高层环境决策中仍然代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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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7.1 
与环境有关的性别统计缺口

环境统计是一个较新的统计领域，a 它描述环

境的生物物理方面——自然环境(空气/气候、

水、土地/土壤)、这些媒介中的生物机体及人

类住区b ——社会经济系统中直接影响环境并

与环境互相作用的方面。c 这个被认为不分性别

的统计领域，最初发展没有多考虑与个人有关的

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根据定性研究或小规

模的定量研究评估性别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此类

评估的作用在于突出了社会构造的脆弱之处及男

女所面临的挑战，并提供了说明把性别平等视角

纳入决策的重要性的信息。不过，把其结果推展

到整个社会层面或各国，可能导致误解不同环境

中妇女相对于男子的地位。

性别与环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统计

学家的承认，包括得到最近修订的《联合国环

境统计发展框架》的承认。d 然而，在许多国

家里，关于环境的性别统计还没有成为国家统

计系统的定期统计方案的一部分，这是妨碍性

别分析与决策的一大障碍。

特别是就本报告而言，所考察问题的选择与本

章的结构都受到当前可用数据的限制。涉及住

房特征或基础设施的专题，如获取改善的水、

使用固体燃料烹饪和用上电，都得到了更全面

的涵盖，因为有支助统计数据可供众多国家使

用。这些统计数据系按照商定的国际概念与定

义，并且在调查与人口普查中定期加以收集。

例如，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关于获得改

善的水和卫生设施的现成数据，1990年至2014
年期间至少两个数据点的现成数据；180个国

家拥有使用固体燃料烹饪的至少两个数据点的

统计数据。e

然而，有几个领域需要关于性别与环境之间的

联系的更多统计信息。发展区域中的国家基本

缺失时间使用数据，那里基础设施差、住房条

件差，再加自然灾害，都导致工作负担增加。

例如，只有14个发展中国家有关于取水或打柴

所用时间的数据可用于国际编制，它们或来自

独立的时间使用调查，或者来自其他住户调查

所附的时间使用模块。再者，关于时间使用的

国家和地方趋势的数据普遍缺失，但要评估基

础设施改善或旱灾、森林砍伐或荒漠化所致恶

化引起的男女工作负担变化，却离不开这种数

据。

环境健康是数据收集和估算最复杂和最困难的

领域之一。环境所致疾病负担目前由世界卫生

组织(世卫组织)和其他机构根据三类统计信息

加以估算：面临环境危害；这种面临对发病率

和死亡率的影响；在有环境危害与无环境危害

的情况下按死亡原因分列的死亡率。复杂模拟

被用来制作全球和区域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估计

数，通常所依据的是关于面临危害的部分信

息、几项关于面临危害与健康影响之间的关系

的案例研究及只限于为数有限国家(多数是发

达区域国家)的死亡原因信息。性别并非始终

如一纳入统计模拟的每一步(主要是由于可用

的按性别分列的统计信息有限)，所得结果也

没有从性别角度系统加以评估。

关于自然危害对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影响的按性

别分列的数据，可供少数情况下使用，主要来

自研究文献；关于教育、健康和经济保障等其

他方面的按性别分列的数据甚至更难获得。

适当监测环境和气候变化对男女生活的影响，

可能要求记录一个国家较小地区按性别和年龄

分列的某些数据。社会统计传统体系至多侧重

城市/农村地区和区域。然而，环境现象的发

生和冲击分布在空间中，没有顾及行政边界；

监测可能需要考虑特别容易出现特殊气象情况

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范围地区。全球定位

系统(GPS)和遥感之类的技术作为地理空间信

息的来源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可以把此类地

理空间信息叠加于住户调查和人口普查制作的

按性别分类的人口信息之上，以确定男女面临

各种自然危害或污染因素的情况。

最后，评估男女踊跃参与环境保护及各级决策

的统计数据非常稀少。例如，关于环境友好行

为的数据主要限于发达国家。关于环境资源地

方决策、极端事件防备及灾后重建工作的信息

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定性和小型案例研究的领

域。f

a 联合国统计司，2013。
b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2。
c 联合国统计司，2013。
d 修订的《环境统计发
展框架》2013年得到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批
准。

e 联合国统计司，2014。
f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贫
穷和环境网协调开始
的森林地方管理数据
收集(国际林业研究中
心，http://www1.cifor.
org/pen，2015年3月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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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环境条件对男女生活的影响

1.  获取改善的饮用水与卫生设施

享用安全清洁饮用水和适当环境卫生的权利

是一项人权，是充分享受生命和联合国大会

2010年7月(第64/292号决议)承认的所有其他

人权所必需的。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和环境

卫生对疾病负担和发展中国家男女的工作量

有巨大影响。然而，妇女更经常负责取水、

清洁工作和烹饪，也负责照顾病人，极大地

减少了她们花在有偿工作和休闲上的时间，

就女孩来说，则减少了求学的时间。

获得改善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已经取得稳步进展

用上净化饮用水4 的全球人口所占比例，从

1990年的76%增加到2015年的91%。5 目前，

有6.63亿人没有改善的饮用水可用。其中

多数都是穷人，住在发展中区域的农村地

区。享用改善的饮用水在发达区域实际上已

普及，在所有发展中区域也已增加。最大改

善出现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撒哈拉以南

非洲也记录了享用的巨大增加，但仍然是涵

盖水平最低的区域之一(68%)，仅次于大洋

洲(56%)。目前，全球人口中不可获得改善

的饮用水以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多，独自占了

全球无改善水源人口的几乎一半。6 

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7 也增加了，从1990年
全球人口的54%增加到2015年的68%。全

球有24亿人生活中没有改善的卫生设施；

在这些人中，有近10亿人露天大小便。卫

生设施的改善在各区域并不均衡。改善最

4  改善的饮用水源包括房舍中的自来水；公用水

龙头或管体式水塔；管井或自流井；受保护的

挖掘井、受保护的泉眼以及雨水收集。

5 儿基会和世卫组织，2015。
6 同上。

7  改良的卫生设施是可能确保卫生，不让人接触

人类粪便的设施。它们包括：下水管道系统、

化粪池和坑式厕所的冲洗/倒冲；通风的改良坑

式厕所以及配置石板和堆肥马桶的坑式厕所。

大的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撒哈拉以南

非洲进展缓慢，大洋洲则毫无进展。撒哈

拉以南非洲使用改善的卫生设施的水平最

低，只有30%的人口用得上。8 

健康负担

缺乏适当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

是重要的环境卫生风险因素，对妇女和男

子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巨大影响。上文已

经指出，许多人无法用上被认为已经改善的

饮用水源。此外，并非所有被认为已经改善

的水源都提供安全优质水。例如，有些被认

为“已经改善的”饮用水源可能没有得到适

当维护，免受外来污染，包括来自砷类天然

毒素的污染、工农业污染和卫生设施不良造

成的污染。9 而且，当水源遥远时，收集的

安全水的数量更可能不足以满足起码的饮

用需求或良好的卫生习惯。10 事实表明，如

果取水来回一趟需要半个小时以上，则所取

之水的数量就会急剧减少。11 撒哈拉以南非

洲通常就是这样，有29%的人口(农村地区

37%，城市地区14%)距离改善的饮用水源

步行要30分钟或以上。12 

与水和卫生设施有关的健康负担 
在发展中区域仍然是相当大的

2012年，中低收入国家，估计有842 000
人因不适当的饮用水、13 不适当的卫生设 

8 儿基会和世卫组织，2015。
9 儿基会和世卫组织，2012。
10 儿基会和世卫组织，2011。
11 同上。

12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儿基会供水和环

境卫生部门联合监测方案（2014a）提供的36
个国家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未加权平均数。数据

是指2005－2013年期间可用的最新数据。

13  用上适当饮用水的人口的估计数不同于获得改

善的饮用水源的人口。人如果住在距离水源 

(不管是否已经改良)来回行程超过30分钟的地

方，就被认为是获得了不适当水源。此外，还

用家庭水过滤和煮开饮用水来替代超出现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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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14 和不适当的个人卫生引起的腹泻而死

亡。15 这一死亡人数占当年总疾病负担的

1.5%，占腹泻疾病所致死亡人数的58%。16 

因不适当的饮用水、不适当的卫生设施和

不适当的个人卫生引起的腹泻所致死亡人

数最多的两个区域(按照世卫组织的定义)

是非洲(占全球总数的44%)和东南亚(占全

球总数的43%)。

在这两个区域中，按性别列示的因不适当

的饮用水、不适当的卫生设施和不适当的

个人卫生所致死亡的分布各不相同。女性

死亡人数在非洲总数中占49%，在东南亚

(包括这个世卫组织所划区域中人口最多

的国家印度)占59%。17 这些差别可以用腹

泻疾病所致死亡人数的特殊区域性别和年

龄分布加以解释。在非洲，死亡率要么是

女性和男性相似，要么是男性略高，因为

男孩和男子的生物脆弱性与死亡率普遍较

高(见关于健康的第2章)。但在东南亚，

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死亡率，童年时期和

更大年龄阶段都是如此(图7.1)。虽然过去

良水源的进一步改良。资料来源：Prüss-Ustün
等，2014。

14  不适当的卫生设施是指世卫组织/儿基会供水

和环境卫生部门联合监测方案界定的未经改良

的卫生设施。

15 Prüss-Ustün等，2014。
16 同上。

17 世卫组织，2014c。

十年中女性和男性的死亡率都下降了，但

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在老年中甚至增大了

(图7.1)。

在东南亚观察到的腹泻疾病所致死亡率的

性别差异，可能与不利于女孩和妇女的健

康服务获取性别差异有关。腹泻疾病所致

死亡，如果及早寻求适当治疗，大抵是可

以防止的。就儿童而言，印度、孟加拉国

和印度尼西亚开展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性

别会影响就医，包括推迟住院治疗，女孩

住院治疗率低于男孩。18 在印度，推迟就

医一般都与前往保健设施的路途遥远、贫

穷、教育水平低下及母亲没有保健卡有

关。19 其他区域也报告称存在着不利于女

孩的保健性别偏见，但女孩的死亡率并不

比男孩的死亡率高。例如，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23个拥有人口和保健调查数据的17个
国家里，患腹泻而没有接受医疗指导的儿

童的百分比是女孩高于男孩，虽然在某些

国家里只是高了不多。20 

工作负担

房舍中没有改善的饮用水增加了妇女和男

子的工作量。2015年，全球人口有58%享有

房舍中装配自来水的便利和健康益处，比

1990年多出14个百分点。尽管稳步改善，但

发展中区域的自来水覆盖率仍然远远低于

发达区域——2015年为49%比96%。覆盖率

最低的区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

南亚和东南亚。21 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

间的覆盖不平等只有小幅度的减少，并且

仍然相当大。从全球来看，农村人口有三

分之一用上了房舍中装配的自来水，城市

人口则有四分之三以上都用上了自来水。

18 Geldsetzer等，2014；Khera等，2015。
19 Malhotra和Upadhyay，2013。
20 Kanamori和Pullum，2013。
21 儿基会和世卫组织，2015。

图7.1 
2000年和2012年东南亚按性别列示的腹泻疾病所致儿童和老年人的死亡率(按照
世卫组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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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比男子更经常地负责取水

在所有有数据可用的区域，妇女的取水负

担都重于男子，除了东欧、南欧及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这些区域的取水角色几乎是

男女平等分配(图7.2)。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和亚洲，性别差异明显，特别是农村

地区高于城市区域。例如，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通常取水的人在65%的农户中是

妇女，在10%的住户中是男子。在城市地

区，相应比例分别为33%和10%。

图7.2 
200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通常负责取水之人、按区域并按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列示的住户分布

在发展中国家里，当房舍中无水可用时，

到达水源、取水和返回家中所需时间农村

地区平均为27分钟，城市地区平均为21分
钟。22 通常，每天要取水一趟以上才能满

足家庭的需要。取水时间负担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最重，来回一趟农村地区平均33分
钟，城市地区平均25分钟。在亚洲，分别

需要21分钟和19分钟。然而，在这两个区

域的许多国家里，时间负担要大得多，在

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在毛里求斯、索马

里、突尼斯和也门，取水一趟平均就需要

一个多小时。23 

22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儿基会供水和环

境卫生部门联合监测方案(2014a)编制的数据

计算出来的未加权平均数。

23  世卫组织/儿基会供水和环境卫生部门联合监

测方案，2014a。

上文介绍的数据，发展中区域的许多国家

都可以用，在概述妇女和男子在取水中的

作用及到达水源的距离方面很有用。不

过，它们只是提供了关于妇女和男子负担

的基本测量，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多趟往

返水源和家庭多位成员参与取水。在现成

可用之时，来自时间使用调查的更多信息

可以显示实际参与取水的男女所占比例，

以及他们每天从事取水活动花费的时间。

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的时间使

用数据表明，某一人口的取水总负担通常

是妇女远高于男子(图7.3)。例如，在马

拉维，每日取水平均耗费妇女54分钟的时

间，只耗费男子6分钟的时间。在几内亚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妇女每天花20多
分钟取水，男子则只花不到10分钟。在加

纳和南非，这一活动所花时间在男女之间

的分布更公平。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
据世卫组织/儿基会供水和
环境卫生部门联合监测方案
(2014b)编制的数据计算。

说明：未加权平均数。括号
中的数字指计算平均数所用
国家的数量。按千年发展目
标区域列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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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特别是女孩，大量参与取水

取水负担沉重压在儿童肩上。关于家庭通

常取水之人的数据，来自先前介绍的多指

标类集调查(多指标调查)及人口和保健调

查，只提供了局部情况。15岁以下的女孩

是发展中区域4%家庭的主要取水人，同年

龄组的男孩是2%家庭的主要取水人。24 然

而，儿童参与取水的比例无疑高得多。时

间使用数据，虽然只有少数国家可用，却

生动地阐明了这一点。例如，在加纳，大

约90%年龄在10至17岁的儿童都在某种程

度上参与取水。25 在卢旺达，有70%以上

24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世卫组织/儿基会供水和环

境卫生部门联合监测方案(2014b)提供的66个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未加权平均数。

25 加纳统计署，2012。

年龄6至9岁的儿童和80%以上年龄10至14
岁的儿童参加取水。26 

几内亚、马拉维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

案例表明，儿童取水平均所花时间少于成

年妇女取水所花时间，但多于男子所花时

间(图7.4)。女孩比男孩花更多时间取水，

但儿童之间的性别差距小于成人之间的性

别差距。

妇女与取水及下节讨论的打柴有关的工作，

在国家经济体层面和家庭内部仍然估价过

低。只有极少数国家在计算其国内生产总

值时把取水和打柴价值计算在内。27 在家庭

内，因为取水和打柴不是一种创收或营利活

动，这种工作就被当成无形的。结果，妇女

对经济和对家庭福利的贡献基本仍然没有得

到承认，她们的经济独立和决策权力有限。

2.  获取现代能源服务

获取现代能源服务，包括电力和现代清洁

的烹饪解决方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

续发展，包括实现一系列与贫穷、健康、

教育、平等及环境可持续性有关的社会经

济目标，至关重要。28 

电

电从多方面影响妇女和男子的生活质量。

电便利学习，便利接触信息和技术，可以

减少与烹饪、清洁、打柴及因为缺乏制

冷而必须天天采购食物有关的工作量负

担。29 妇女比男子更经常从事这些耗时的

工作(见关于工作的第4章)。电力驱动的现

代电器，如电炉和微波炉，也会减少燃烧

固体燃料所生烟气的有害影响，特别是对

妇女和儿童的有害影响(见本章下一节)。

26  卢旺达国家统计研究所，国际开发部和联合国

卢旺达办事处，2012。
27 Budlender等，2010。
28  国际能源署，2014。
29 Köhlin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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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169

获取电力在许多发展中区域都增加了

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全球用上电的人

口所占比例由76%增加到83%，又有17亿
人获得了电气化的好处。目前，全球缺电

人数为12亿，缺电人数最多的是印度，那

里有3.062亿人没有电可用。从全球来看，

城市地区用电率1990年就已经很高了，达

94%，至2010年缓慢增加到95%。相形之

下，农村地区用电增加较为迅猛，从61%
增加到70%。目前，85%无电可用的人都

居住在农村。30 

在某些发展中区域(图7.5)，包括北非、东

南亚和南亚，已经注意到有了巨大改善。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过二十年的缓慢发

展，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用电率仍然

很低。2010年，大洋洲只有25%的人口用

上了电(农村地区14%，城市地区65%)。

同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32%的人口有

电(农村地区14%，城市地区63%)。31 

烹饪所用固体燃料

烹饪所用固体燃料包括煤、褐煤、木炭、

木柴、秸秆和粪。所用主要类型的燃料是

木柴，不管是取自地上死树和枯枝，还是取

得薪柴所伐树木。燃烧薪柴产生污染空气的

烟气和固体微粒废物，如果在住所外部不通

风，如通过烟囱、窗户或把厨房灶火生居住

区之外，也可能造成呼吸道问题。此外，薪

柴需求也加重了妇女和男子的工作负担，有

时还导致森林砍伐，从而造成环境损害。

固体燃料在许多区域和国家依然用于烹饪

全球主要使用固体燃料烹饪的家庭所占比

例，从1990年估计的53%减少到2010年的

41%。32 这一时期使用固体燃料的人的数

30 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2013。
31 同上。

32 Bonjour等，2013。

量保持未变，大约28亿。使用固体燃料最

多的世卫组织各区域——非洲、东南亚(包

括该区域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西太平洋

(包括该区域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表

明使用固体燃料的家庭所占比例在不断下

降的趋势，但面临其有害影响的人的数

量则呈现有升有降的复杂趋势。在非洲，

使用固体燃料的家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

82%下降到2010年的77%。该区域使用固体

燃料之人的估计数量从1990年的4.13亿增加

到2010年的6.46亿，因为人口增长快于获得

清洁能源的改善。东南亚使用固体燃料烹

饪的人口所占比例显著下降(从83%下降到

61%)，而面临其有害影响的人的总数仍然

为11亿左右。西太平洋区域从绝对和相对

两面来看都显著下降。使用固体燃料的家

庭所占比例由66%下降到46%，面临有关风

险的人口从8.65亿减少到7.39亿。

在发展中区域里，目前使用固体燃料烹饪

的情况各国大不相同，城市地区和农村地

区迥然有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数据可

用的所有国家里，亚洲半数以上的国家里

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某些国家里，固

体燃料都是农村地区使用的主要燃料。相

比之下，固体燃料在城市地区使用较少。

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有数据的国家32
个，其中22个国家的多数城市家庭都用固

图7.5 
1990年和2010年有电人口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人人享有可持
续能源倡议，2013。全球跟
踪框架，数据附件，www.
se4all.org/tracking-progress/
(2013年)。

说明：有电系指家中有电气
联接或者以电为照明的主要
来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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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燃料烹饪。其他发展中区域的城市地区

则很少把固体燃料当作主要燃料使用。一

些例外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海地和

(亚洲的)东帝汶。33 

健康负担

面临家庭空气污染是一项重大健康风

险。 34 家庭污染程度因所用燃料类型而

异，从有电可用的实际无污染，到天然气

及煤油和液化石油气等液体燃料的中度污

染，到使用固体燃料的高度染污，各不相

同。在固体燃料中，生物质燃料——如动

物粪便、作物残茬和木柴——产生的污染

物最多，其次是煤和木炭。使用固体燃料

烹饪，特别是在室内明火上或简单的传统

炉灶上，让家庭成员更多地接触大量有损

害健康潜能的污染物，包括颗粒物、一氧

化碳、氧化氮、氧化硫和苯。35 家庭使用

固体燃料也加重了周围环境(室外)空气污

染，特别是在使用率很高的区域。36 

家庭空气污染是致病的一大原因

接触固体燃料烟气的妇女和男子患急性下

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慢阻肺病)

及肺癌的风险都有所增加。空气污染也与

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风险加大有关联。使

用固体燃料所致家庭空气污染，从全球来

看，也是一大致病原因，2012年导致大约

33  基于人口和保健调查方案统计数据库编制机构

ICF国际的数据，www.statcompiler.com/(2015
年3月访问)。统计附件中所示数据，http://un-
stats.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34 世卫组织，2006。
35 同上。

36 Bonjour等，2013。

430万人早死37 。38 这些死亡大约三分之一

(34%)是因为中风，26%是因为缺血性心脏

病，22%是因为慢阻肺病，12%是因为急性

下呼吸道疾病，6%是因为肺癌。39 

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比男子更多地接触固体

燃料产生的烟气。妇女烹饪时间比男子

多，因此也更频繁地接触阵阵高强度的

污染；40 妇女在室内度过的时光也比男子

多，41 照料孩子，做家庭琐事(关于工作的

第4章曾讨论过)。因此，妇女由于接触固

体燃料产生的烟气而遭遇不利健康结果的

风险相对高于男子，包括罹患慢阻肺病和

肺癌的相对风险高出大约21%。42 男女中

风和患缺血性心脏病的相对风险类似。

工作负担

依赖薪柴烹饪和取暖给妇女和男子制造了

巨大工作负担。现有时间使用数据表明，

在某些国家里，妇女打柴所花时间多于男

子，在其他国家里则是男子所花时间更多

(图7.6)。例如，在几内亚、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和马拉维，妇女的负担异常沉重。

在马拉维，妇女每天打柴平均要用19分
钟，男子则只用3分钟。相反，在加纳，

男子每天用42分钟，妇女则只用25分钟。

37  世卫组织，2014a。这个数字高出先前的估计

数很多，主要是由于列入了新的疾病，如心血

管疾病。

38  从全球来看，2012年700万人死亡主要归咎于

家庭空气污染和周围环境空气污染的共同作用

(世卫组织，2014a)。
39 世卫组织，2014a。
40 Ezzati和Kammen，2002。
41 例如见，Dasgupta等，2006。
42 世卫组织，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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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

天气、气候和水相关危害引起的灾害，在

全世界都在增加。4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确认，温室气体在

大气中日益加大的浓度已经改变了天气模

式和全球水循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都在承担重复发生洪水、旱灾、气温极端

情况和风暴的负担；但发展中国家和穷人

仍然是最脆弱的。预计气候变化将进一步

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福利，因为这些极端天

气事件日趋频繁和强烈。44 

自然灾害对妇女、男子、女孩和男孩有不

同影响。下面几节介绍的有限证据表明，

年龄、性别和性别角色差异都影响了自然

灾害所致的死亡率。性别角色和规范在灾

后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在获得生计和参与

重建工作方面发挥。例如，性别角色和规

范可能限制妇女和女孩灵活应对和掌控她

们自己的未来的能力和才智，在整个家庭

4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
44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

和社区中都产生重大影响。此外，随着财

产和生计的损失，及服务与正式和非正式

保护机制的中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一

种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表达，可

能会增加。45 

关于性别和自然灾害的数据会指明这些特

定影响的范围和模式，但在国际上却缺乏

系统的收集与编制。收集此类数据的一些

限制因素包括灾后环境错综复杂，数据收

集缺乏标准化的定义和方法工具。46 在为

自然灾害相关危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

际机构的研究期刊和出版物中，也基本缺

乏数据和适当的性别分析。对这些资料来

源所做的一次最近考察47 表明，自1988年
以来，在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里，只有八场灾

害或八组灾害有按性别分列的数据。考察

还披露了在灾害期间相对于男子受影响特

大的妇女所做的许多叙述，但这些几乎都

只以定性数据为基础。而且，所用少数基

于数据的材料还有报告带有性别偏倚、方

法误差、基于不同定义和指标的信息混在

一起等缺陷。因此，在一个预期极端天气

事件会增加的世界里，缺乏适当的性别统

计数据和分析仍然会削弱减少灾害风险和

提升人道主义对策效力的努力。48 

死亡率

由于自然灾害，全世界每年损失成千上万

名男女的生命。在1995年至2014年期间，

估计有241 400人因风暴或热带气旋而死

亡，有158 700人因为极端气温而丧生，有

154 000人死于洪水，有22 500人因旱灾而

45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3。
46  Tschoegl，Below和Guha-Sapir，2006；Guha-

Sapir和Below，2002。
47 Eklund和Tellier，2012。
48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3。

图7.6 
部分发展中国家按性别列示的打柴平均所花时间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编制，所据资料：Fontana和
Natali(2008)；加纳统计署(2012)；巴基斯坦联邦统计
局(2009)；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统计中心(2004)；
南非统计局(2013)；以及世界银行(2006)。

说明：计算全民平均时间负担，在分母中考虑了参与打
柴的人和未参与的人。各国的数据可能无法比较，因为
数据收集方法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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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生。此外，有746 800条生命因地震而丧

失。49 

年龄、性别及性别角色和规范方面的差别 
是自然灾害所致死亡的重要因素

按性别分类的死亡率差别因国家及危害

类型不同而不同。例如，在缅甸，2008年
气旋过后，有85 000人死亡，53 000人失

踪，妇女和女孩占61%。50 在斯里兰卡，

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占2004年海啸所致伤

亡人员的多数。斯里兰卡开展海啸过后人

口普查，估计有13 000多人死亡和失踪，

其中65%是妇女。51 女性死亡比例在年龄

19至29岁的人当中是最高的，为79%。在

遭受2004年海啸猛烈袭击的其他国家中，

包括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几个地方，女

性死亡人数都多于男性死亡人数。52 另一

个遍及受影响国家的发现是，儿童和老年

人死亡比例大于盛年的成人。53 

对2004年海啸期间女性和男性死亡率之间

的差别，主要从性别角度提出了各种解

释。妇女和女孩更脆弱，与获取信息机会

较少，缺乏游泳能力等生活技能，在家庭

之外行动受限制以及妇女在海平面上升时

同孩子呆在家里更形脆弱有关。54 性别差

别不是唯一因素。女性和男性在不同年龄

的生理特性在海啸期间对脆弱性有巨大影

响。例如，根据印度尼西亚海啸前后一项

纵向研究对死亡率的性别和年龄差别所做

的定量评估表明，有些解释认为差别在于

体力、毅力以及奔跑和游泳能力不同。55 

总的说来，壮年男性是最有可能历经海啸

49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和鲁

汶天主教大学(2015)的数据加以计算。

50 缅甸政府、东南亚国家联盟及联合国，2008。
51 斯里兰卡人口普查和统计司，2005。
52 国际乐施会，2005。
53 Frankenberg等，2011。
54 国际乐施会，2005。
55 Frankenberg等，2011。

而活下来的人，因为他们最强壮。海啸发

生之时，他们呆在家里也对妻子和子女存

活下来起到保护作用。56 

日本2011年地震和海啸出现了一种不同的

性别和年龄死亡模式。2011年，东日本大

地震及随后海啸袭击日本东北海岸时，据

遭受袭击最严重的专区的记录，有8 363名
女性死亡，7 360名男性死亡。57 受影响最

大的是老年人(图7.7)。女性和男性伤亡人

数在儿童和青壮年中是相似的。70岁及以

上，死亡妇女比男子多近1 000人。这高于

根据老年人口性别分布所做的预期。58 

图7.7 
日本按年龄和性别列示的2011年东日本地震和海啸
所致死亡

资料来源：日本政府，2012。

说明：数据涉及受影响最严重的专区，包括岩手县、宫
城县和福岛市。

然而，在美利坚合众国，死于自然危害的

男子多于妇女，这表明男子更倾向于冒

险或更多开展将他们置于危险境地的活

动。2004-2013年期间，有3 777名男性和

2 211名女性因自然危害而死亡。就致命性

而论，主要自然危害是热浪、龙卷风、飓

风和洪水。59 在所有主要类别的自然危害

56 同上。

57 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市。

58 日本政府，2012。
59 美国国家气象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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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几乎所有的年龄类别中，男性死亡人

数都多于女性死亡人数，只有80岁以上的

人是例外(图7.8)。

1990年至2008年期间，在大韩民国，男子

也占气象灾害(风暴、寒冷天气、洪水、

台风及闪电)所致死亡的多数。就男子而

言，多数死亡都发生在户外，而多数妇

女都死在居民区。男子也占溺毙于河流

(61%)、海洋(66%)和沉没船舶(97%)所致

死亡的半数以上。妇女占结构倒塌(52%)

和溺毙于水淹房屋(56%)所致死亡的一半

以上。60 有多于成年妇女的成年男子因自

然灾害而死亡的另一个实例是中国湖南省

1999年发生的洪水。61 

老年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妇女， 
最容易受热浪侵害

老年人是最容易受热浪侵袭的人，62 这是

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因为所有国家都出

现了老年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上升 

(见关于人口与家庭的第1章)的趋势。对

调研研究所做的一项考察63 表明，心血管

疾患和呼吸道疾患所致死亡始终被报告称

在不断增加，在伏天和热浪期间都有老年

人因呼吸问题入院治疗。64 生物和社会因

素二者解释了这种对高温敏感的原因。从

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身体对环境的反应随

着老化而衰变。此外，体温调节和风险感

知可能因为服有药物或因为痴呆而改变。

从社会角度来看，独自生活(如发达国家

许多妇女所做的那样)也可能加剧老年人

高温的易感，在卧床不起或不采取措施避

免高温及降温与补水时更是如此。65 

60 Myung和Jang，2011。
61 Eklund和Tellier，2012。
62 Åström，Forsberg和Rocklöv，2011。
63  2008年到2010年期间在PubMed中以英文发表的

文章。

64 Åström，Forsberg和Rocklöv，2011。
6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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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2004-2013年美利坚合众国按性别和年龄组列示的自然危害所致死亡总数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气象局，自然危害统计数据。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海洋大气署)
http://www.nws.noaa.gov/om/hazstats.shtml(2015年3月访问)。

在各个地点发生热浪期间，包括欧洲2003
年夏季热浪、1995年至2006年期间澳大利

亚发生热浪和2003年中国上海市发生热浪

期间，老年妇女的处境都大为恶化。66 例

如，欧洲2003年夏季热浪所致过高死亡率

对老年人和妇女来说更高。在罗马和米

兰，几乎所有过多死亡都发生在75岁及以

上的人中间。67 几乎四分之三的过多死亡

之人都是女性，基本反映了妇女在老年

人口中所占较高的比例。在法国，热浪期

间观察到的死亡率，就妇女而言高于预期

70%，就男子而言，高于预期40%。68 同

样，在印度，在(西部古吉拉特邦)艾哈迈

达巴德2010年热浪期间注意到，妇女死亡

率的增加大于男子。在热浪前后一年每天

平均死亡人数为男子63个，妇女42个。在

5月19日至25日热浪期间，死亡率增加，

每天男性死亡人数增加53人，女性增加61
人。69 

66 同上。

67 Michelozzi等，2005。
68 Pirard等，2005。
69 Azhar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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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及参与重建工作

在某些国家中，相对于男子，妇女经历自

然灾害之后的恢复能力，因为教育水平较

低，可能更为有限。妇女也可能具备特殊

的技能，限制她们只有从事某些职业，这

些职业可能让她们在自然灾害期间失业风

险增加，或者在灾后重建工作期间对其工

作的需求减少。例如，对尼日利亚首都拉

各斯2011年城市洪水的研究70 表明，社会

经济地位低下的妇女，而不是全体妇女，

最为脆弱。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所做的

另一项研究表明，2004年海啸过后，受过

较好教育的男女都比受教育很少的男女适

应各种变化要快得多，也许反映的不仅是

技能方面的差别，而且也是社会经济资源

的更多积累。71 

妇女在灾后环境获取工作可能比男子 
获得工作更难

在灾后环境中找到工作，妇女可能比男子

面临着更大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在公共

服务中断之时，照顾子女和家人的负担加

重。在妇女为主的那些经济部门和职业发

生失业之时，在新创就业机会集中在男子

为主的部门和职业中之时，妇女找工作也

会经历更多困难。72 例如，在新西兰坎特

伯雷大区，经过2010年和2011年地震和海

啸之后，妇女就业下降10%，男子就业下

降7%。这一差别主要是由于女性为主的行

业，包括零售、酒店和住宿、保健和社会

援助等行业就业下降较大。在智利因2010
年地震和海啸净失业较多的区域，大约有

46%失去的工作为妇女所有，但只有15%的

新创工作归妇女做。73 

在某些情况下，灾后临时就业方案中长期

存在着性别定型观念。在日本，经过2011

70 Ajibade，McBean和Bezner-Kerr，2013。
71 Frankenberg等，2013。
72 Venn，2012。
73 同上。

年地震和海啸之后，男子被派清除瓦砾的

工作，而妇女则在疏散地做饭，而且尽管

通常为清除瓦砾发放日补贴，却没有为做

饭提供此类补偿。74 在墨西哥，2004－2005
年期间，联邦和地方政府灾后提供的临时

工作，有70%派给了男子，因为要求从事

的工作包括向来认为是男子所做的任务，

如从道路和桥梁上清除瓦砾，建造房屋。75 

然而，参与重建工作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得

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联合国实体、捐助

国和接受援助的国家都承诺把性别纳入人

道主义行为的主流，包括在灾后环境中。76 

例如，2012年德国和瑞典捐献的人道主义

资金有几乎四分之三都给了旨在推进性别

平等的项目。77 这些类型的项目也收到了

所有支持菲律宾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台

风海燕战略应对计划援助的近四分之三。78 

在灾后背景下参与决策

妇女在某些背景下参与涉及恢复工作 
和减少风险战略的决策少于男子

妇女参与从事灾后重建工作的机构比男子

少。在日本经过2011年地震和海啸之后，

极少有妇女参与创建社区，包括参与当地

临时住房工作。妇女在38个自治市制订恢

复和重建计划的地方委员会的委员中只占

11%。共有九个自治市委员会没有女性委

员。妇女参与更高层决策也少于男子。例

如，区域灾害管理理事会成员只有9%是

妇女。重建设计理事会15个专家成员只有

1名妇女；理事会研究小组19个成员只有2

74 日本政府，2012。
75 Castro García和Reyes Zúñiga，2009。
76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3。
77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3。旨在推进性

别平等的项目包括性别平等标码级别表上的编

码为2a(该项目有可能大大促进性别平等)和编

码为2b(以推进性别平等为主要目的的项目)的

人道主义援助项目。

78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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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妇女；重建促进委员会15位成员只有4名
妇女。妇女在中央灾害管理理事会中代表

严重不足，其27位成员中只有2名妇女。79 

灾前的性别不平等也反映在印度尼西亚和

斯里兰卡某些2004年海啸之后的恢复进程

中。在印度尼西亚亚齐省的救济营里，妇

女和女孩负责安排膳食和照顾儿童与年迈

的家人，但并不参与营地治理，也没有代

表参与提供供给的援助组织和政府机构。

在斯里兰卡，妇女参与恢复规划和管理在

南方省某些区达到了40%，在社会文化传

统较为保守的东方省各区则不到10%。80 

把性别纳入国家灾害风险减少政策和战略

主流的工作目前只在少数几个国家进行。

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只有20%的

国家报告称把性别纳入国家灾害风险减少

政策和战略的工作取得了进展；23%的国

家报告称，已经采取措施把性别办法纳入

恢复工作；15%的国家拥有按性别分类的

脆弱性与能力评价。从规范框架角度来

看，只有八个国家提到把性别这个横跨各

领域的内容纳入到其灾害风险管理的国家

政策中，包括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洪

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

拉圭和秘鲁。妇女在占据最高职位的决策

者中代表严重不足。在整个区域，只有三

名妇女在负责风险管理的实体中担任领导

职位。81 

B.  让妇女和男子参与环境管理

自然资源损失和环境退化在世界各地都是

一个令人日益关切的问题。根据《2015年
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可再生水资源承受

的压力在某些区域很大，特别是在北非和

西亚的阿拉伯半岛。2014年，只有15.2%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和8.4%的海岸海洋地区

79 日本政府，2012。
80 Ariyabandu，2009。
81 开发署和减灾办AM，2013。

(远达离海岸200海里处)得到了保护。森

林的年度净损失从1991-2000年期间全世界

的830万公顷减少到2001-2010年的520万公

顷。82 然而，这些森林损失仍然在威胁着

生物多样性，加剧了土壤流失，也助长了

向大气层的高水平碳排放。83 

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引起气

候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排放就是二氧化碳

和甲烷。84 全世界已经淘汰了使用消耗臭

氧的物质，但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在

过去几十年中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如今

已经比1990年的水平高出50%以上。85 

环境保护，因此还有可持续发展，都需要

妇女和男子积极参与，包括参与旨在保护

自然资源的日常活动和参与地方和高层的

环境决策。而且，如1995年《北京行动纲

要》强调的那样，让妇女参与各级环境决

策是关键的一步，可以确保把妇女问题和

关于环境的性别平等视角载入从地方到国

家到全球的决策中。86 

1.  个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妇女和男子参与环境保护的差别根源于 
性别角色和责任

妇女和男子参与环境保护因国家和活动类

型而迥然有别。87 回收利用是最普遍的活

动之一。采取积极措施，把纸张、金属和

玻璃之类的可回收利用物品与废物分开，

是一种对环境做出积极贡献的简单有效办

法。如今比过去有更多的人搞回收利用。

例如，在19个有趋势数据的国家里，进行

82 联合国，2015。
83 同上。

8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
85 联合国，2015。
86 联合国，1995。
87  基于国际社会调查方案小组的31个国家的数

据，2012。统计附件所示数据，http://unstats.
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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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利用的妇女的平均比例从2000年的61%
增加到2010年的78%，88 而进行回收利用的

男子的比例则从58%上升到74%。总的来

说，妇女比男子参与略微多一些，这多少

与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有关(见关于工作的

第4章)。妇女比男子更多参与回收利用的

国家有几个实例，包括阿根廷、奥地利、

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拉脱维亚、墨西

哥、大韩民国、瑞典及联合王国。89 

减少开车以减少汽车尾气所致污染，也是

一项对环境保护做出的普遍贡献。个人利

用大众交通，合并差事以减少出行，合伙

用车及(或)以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开车，

都可能是减少污染的有效办法。在19个有

趋势数据可用的发达国家里，为保护环境

而减少开车的妇女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14%
增加到2010年的24%。男子则从14%增加到

20%。在大约一半有2010年数据可用的国

家里，减少开车的妇女所占比例比男子所

占的比例高5个百分点或更多。日本是一个

显著的例外；在日本，男子减少开车比妇

女多6个百分点。90 

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中，妇女和男子采

取为环境事业捐款的方式的比例相似。一

个显著的例外是芬兰，过去5年中，芬兰

有31%的妇女和21%的男子为环境组织捐过

款。91 

妇女和男子之间对交纳更多税款和支付更

高价格以保护环境的态度的差别，国与国

迥然不同。例如，在阿根廷、德国、以色

列、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及联合王国，

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男子所占的比例比妇

88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国际社会调查方案小组：国

际社会调查方案的数据计算出的未加权平均

数。

89  基于国际社会调查方案小组的31个国家的数

据，2012。统计附件所示数据，http://unstats.
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90 同上。

91 同上。

女所占的比例高5个百分点或更多。但在丹

麦、芬兰、新西兰和挪威，男子所占的比

例比妇女所占的比例低5个百分点或更多。

在若干国家(像在阿根廷、以色列、法国、

德国、大韩民国、西班牙、土耳其及联合

王国)里，男子比妇女更经常报告称，愿意

为了环境利益而交纳更多的税，这也许反

映了男子获得收入的机会更大(见关于贫穷

的第8章)。在许多其他国家里，妇女和男

子都持类似态度，而丹麦和挪威正在打破

这种模式；在这两个国家里，妇女为保护

环境而交纳更多税款的倾向分别比男子高4
和7个百分点。92 

2.  地方自然资源决策

妇女常常被排除在地方自然资源决策之

外。在地方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妇女参与率

低，可能与角色、责任及权利方面的性别

不平等有关，包括与妇女时间有限，家庭

工作负担不平等，缺乏信息，缺乏男子的

支持，敌意或惩罚威胁有关。93 其他因素

可能也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地方管理小

组成员只限于一名家庭成员，男性户主就

可能成为默认代表。94 而且，即使妇女是地

方管理小组成员，其看法也可能无法与男

子的看法一样受重视，或者干脆被阻止。95 

在某些情况下，参与地方自然资源管理的

妇女能够带来积极变化；但在其他情况

下，她们仍然面临种种挑战。例如，印度

和尼泊尔的某些案例研究表明，妇女更多

的参与森林治理可以促进更公平的森林进

出和森林产品分配做法，扩大对妇女资金

分配的影响，增强克服燃料短缺的努力，

92  基于国际社会调查方案小组的数据，2012。
统计附件所示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93 例如见，Mairena等，2012。
94 Agarwal，2001。
9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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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保护惯例和资源再生。96 然而，玻利

维亚、肯尼亚、墨西哥和乌干达开展的其

他研究表明，妇女参与力度较大的森林用

户小组往往效力较低，因为妇女利用技术

较少，劳动力受限制，且权威有限。97 

妇女参与地方森林管理代表不足

妇女参与正规森林用户小组比男子少得

多。妇女参与森林管理少，先前在分析发

展中国家定性和小规模定量案例研究结果

的研究文献中已得到具体阐述，如今也得

到2005-2008年在24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涵

盖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主要

森林区域的多国比较研究98 的确认。99 在所

涵盖的三个区域的每个区域中，远没有实

现地方森林治理性别均等(图7.9)。这项研

究还表明，在研究所涉的大约一半地点，

妇女根本没有参与森林用户小组。

尽管通常都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审议妇

女参与少问题，但这在加拿大之类发达国

家中也是一个问题，事实表明在加拿大妇

女参与森林治理代表不足。例如，2006年
对公共咨询委员会所做的一项全国调查揭

示，只有17%的委员会委员是妇女。100 

3.  高层环境决策

妇女拥有的环境相关权力和决策职位 
少于男子

如关于权力与决策的第5章所示，妇女在多

数公共和私营机构中仍然只拥有少数决策

职位。就环境相关机构而论，情况也是如

96  Agarwal，2001；Agarwal，2009a；Agarwal，
2009b；Agrawal等，2006；Agrawal和Chha-
tre，2006。

97 Mwangi，Meinzen-Dick和Sun，2011。
98  这项研究根据贫困环境网框架而开展，是国际

林业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

99 Sunderland等，2014。
100 Reed，2010。

此。妇女在环境相关机构的劳动力和管理

人员中代表不足，详见世界气象组织(气

象组织)成员国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2013年
所做一项全球研究。101 从全球来看，2013
年，妇女占全球劳动力的33%，占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管理人员的19%。即使在新招

工作人员中也远没有达到性别均等。妇女

占2012年招聘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工作人

员的39%。102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气象水

文部门有一小批感兴趣且受过教育的妇

女，因为员工招聘中存在致使工作人员和

管理人员性别长期失衡的政策和做法。截

至2013年，只有41%的气象组织成员国实

施了把性别平等纳入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主

流的行动计划，只有48%的成员国拥有促

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人力资源政

策。

而且，妇女在涉及环境的政府部委中只

担任很少的政治和非政治决策职位。例

如，在欧洲，妇女在国家政府部委的环

境、气候变化、运输及能源部长中代表不

足。103 2014年12月，妇女的平均占比在涉

及环境的高级部长104 中为28%，在涉及环

101  这项研究涵盖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83个
成员国(占气象组织全部成员国的43%)。

102 世界气象组织，2013。
103 欧洲联盟委员会，2015。
104 在内阁或部长议会中任职的政府成员。

图7.9 
2005-2008年按参与森林用户小组的家庭成员的性别和按区域列示的家庭分布
情况

资料来源：据Sunderland等
(2014)的研究改编。

说明：数据基于24个发展中
国家，涵盖了非洲、亚洲及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主要热
带森林区域。只考虑至少有
一个家庭成员参与森林用户
小组的家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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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初级部长105 占27%。妇女在环境所涉

部委的高级非政治管理职位中代表不足；

在1级行政长官中占30%，在2级行政长官

中占38%。

最后，在国际上代表本国政府的妇女少于

男子。例如，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气候公约》)106 及其《京都议

定书》会议的代表团的目前性别构成与 

《气候公约》各委员会和机构的目前性别

105 不在内阁中任职的政府成员。

10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项国际条

约，为195个缔约方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它

们可以齐心协力审议可以做些什么事来限制

气候变化所致全球平均气温增加并消除其影

响。

构成，总的来说，仍然不公平。2013年，

妇女占参加《公约》最高政治决策机构缔

约方大会第十九届会议代表的36%。大会

主席团11位主席中有三名妇女。107 在当选

进入《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设为

大会提供科学技术咨询和支持的机构的干

事中，妇女也是代表不足(27%)。只在12
个机构当中的三个机构里，妇女代表高于

40%。108 

107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4。
1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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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贫穷

导言

没有贫穷和饥饿的生活是一项基本人权。

如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

言》所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健康和福

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

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然而，消

除贫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要

求，1 也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重中之重——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

挑战之一。

本章从性别和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贫

穷所涉的经济内容。第一部分考虑了家

庭层面的贫穷数据。它表明，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里，工作年龄的妇女

1 联合国，2012，第2段。

在有受扶养子女而无伴侣增加家庭收

入之时，比男子更有可能陷入贫穷。

到了老年，发达国家的妇女比男子更可能

陷入贫穷，当生活在单人家庭之时更是如

此。妇女和男子之间的贫困率差别，包括

在有受扶养子女的单亲父母和在老年人当

中，在某些国家中正稍微缩小，而在其他

国家里却持续存在。本章第二部分把分析

重点转向了获取经济资源的个人指标所反

映的妇女对男子的经济依赖。它表明，在

发展中区域，从系统安排来看，妇女获得

自己劳动现金收入和金融服务的机会都很

少。现行制定法和习惯法依然限制妇女获

得土地和其他资产，妇女对家庭经济资源

的控制仍然有限。

关键结果

•	 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有孩子无伴侣的妇女及以发达区域单人家庭的老年妇女，贫困率都高于

具有同样特点的男子。

•	 妇女获得自己劳动现金收入机会在发展中区域仍然很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是如此；男女这

方面的差距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很大。

•	 许多妇女在自己家庭中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发展中国家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已婚妇女对家庭

的重大采购没有发言权；有十分之一的妇女没有人问她们该如何花销她们自己的现金收入。

•	 在世界各区域，妇女利用正规金融服务都少于男子；从全球来看，有47%的妇女在正规金融机

构有个人账户或联合账户，而55%的男子都有，在中东和北非的某些国家里，在南亚，差距更

大。

•	 男女财产和继承权不平等的国家，总的说来，数量有所减少；然而，在近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

家里，法律不保障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并且在另外一半国家里，持续存在着歧视妇

女的习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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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8.1 
有关贫穷的性别统计数据的缺口

贫穷，一般来说，仍然是统计最成问题的领域

之一，更是性别统计的最成问题领域之一。家

庭层面的贫穷数据，向来都是以家庭收入或家

庭消费加以测量，对三分之一以上的发展中国

家来说都付诸阙如。a 这没有考虑到任何从性

别角度所做的数据分类。此外，统计数据跨国

和长期的可比性，依然因测量不统一而受阻，

包括在贫穷线、收入或消费总量计算、家庭年

龄和性别构成差别调整当量表及生活费用差别

调整价格方面测量都不统一。b

家庭层面的贫穷数据从性别角度利用不足

从性别角度加以分列的贫穷数据在世界各地没

有被各国定期制作，在全球层面也没有得到系

统编制。然而，关于性别和贫穷的统计数据可

得性，受区域层次若干举措的驱动，取得了某

些进展。在欧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关于贫

穷和性别的数据都由区域机构系统加以估计或

编制。就其他区域而言，少数国家在国家贫穷

报告中提供了补充数据，供专门编制，本报告

也是如此。有2000年至2014年期间任何按性别

分列且可供本报告使用的贫穷统计数据的国

家，总共有78个。其中34个是欧洲国家和其他

发达国家。在有数据可用的发展中国家中，23
个位于非洲，16个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个位于亚洲。

只按家庭成员或户主性别列示的数据在把握贫

穷的性别内容方面价值有限。c 如本章所示，

需要更详细的分类，包括按全部家庭成员的性

别、年龄及其他人口和社会特征分类，按家庭

类别（或生活安排）分类，顾及这些家庭的构

成。然而，此类扩充的分类数据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贫穷越来越集中的地方）、亚洲和大洋

洲仍然基本缺乏。

由于未加说明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生成 
适当的男女贫穷计数仍然具有挑战性

使用从性别角度编制的家庭层面的贫穷数据，

一大限制就是缺乏关于各种家庭成员消费商品

和服务的不平等的信息。家庭层面的办法假

定，所有个人收入都集中起来共同使用，资

源都平等共享，所有家庭成员都享受同样水平

的福利。关于家庭内部资源共享的现有数据表

明，收入在家庭内通常都集中起来共同使用，

但并非总是如此，d 并且支出分配可以反映性

别内容。关于本专题，缺失系统的国家统计数

据，某些关于歧视妇女和女孩的统计证据不是

决定性的e且取决于所用的统计方法。f 不过，

研究表明，在某些特殊环境中，特别是在经济

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女孩和男孩资源分配不平

等显而易见，涉及私立教育、儿童保育所用时

间及获取健康服务时更是如此。g

标准家庭层面的贫穷测量没有考虑到家庭内部

的不平等，因为很难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家庭

收入/支出分配情况，涉及食物、住房、供水

或卫生设备等共用物品时更是如此。此外，当

观察到不同的消费模式时，也并不总是清楚它

们是否与个人生物需要水平不同、偏好不同或

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有关。

根据家庭层面的测量，在同一家庭里，即使妇

女消费或花销少于开展身体和社会正常活动所

需，男子消费了所需或更多，但仍然认为二者

贫穷状况相同，贫穷或非贫穷，具体取决于家

庭层面估计的平均消费。在妇女地位低于男子

并且在家庭中不平等使用资源的国家里，对按

性别列示的贫穷计数做简单分类会导致低估贫

穷的性别差距，因为在某些非贫穷家庭可以发

现更多的贫穷妇女。

目前，没有从性别角度进行的单一简明贫穷测

量，也没有可以给出更有意义的男女贫穷计数

的单一国际商定指标。这就要求考虑家庭内部

的不平等，包括采用关于贫穷某些方面的某些

个人层次的指标（见关于多方面贫穷的方框

8.2）。然而，最近方法上的改善表明，关于

贫穷和性别的思考已经从注重家庭作为经济单

位的角度转向了有个人能动作用（个人化选择

或行动的能力）及特殊限制、需要与偏好的妇

女和男子。这将包括在个人层面上对资产所有

权的测量（见方框8.5）；个人粮食不安全经

历（见方框8.4）以及个人获取正规金融服务

的情况（B.2节）。

a 联合国，2014b。
b 世界银行，2015。
c 联合国，2015a。
d 欧洲联盟委员会， 

2013。
e Duflo，2012。
f 例如见Zimmermann， 

2012。
g 例 如 见 ，K o o h i -

K a m a l i ， 2 0 0 8 ； 
Barcellos，Carvalho和
Lleras-Muney，2014； 
F u w a 等 ， 2 0 0 6 ； 
P a r p i e v等，2 01 2； 
G ong，v a n S o e s t和
Zhang，2005；Azam
和 K i ngdon，2013； 
Duf lo，2012；Do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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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庭层面的收入/消费贫穷

从全球来看，每日生活费少于1.25美元2  

的赤贫之人的数量从1990年的19亿下降到

2011年的10亿。3 生活赤贫人口的比例（这称

为赤贫率），在同一时期，全球从36%下降到

15%，发展中区域从47%下降到18%。预计

到2015年贫穷会进一步减轻，包括赤贫之

人的数量再下降1.75亿。果真如此，2015
年，全球赤贫率将为12%，发展中区域将

为14%。4 

减贫进展向来不一。观察发现，东亚和东

南亚减贫最大。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区域进

展则没有这么大。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贫穷率，同期下降缓慢，从1990年的

57%下降到2011年的47%。不过，该区域

的赤贫人数增加了1.4倍，因为人口增长

速度超过了减贫速度。的确，撒哈拉以南

非洲已是全球赤贫人数（2011年41%）最

多的区域，最近超过了南亚。5 

尽管多数国家有以国际或国家贫穷线为基

础的贫穷率6 和穷人数量估计数可用，但

通过统计数据把握贫穷的性别差别则不那

么容易。如方框8.1讨论的那样，贫穷向

来都是根据家庭收入和支出总量加以测量

的。家庭层面的贫穷数据，在分析阶段，

可以归于家庭所有成员，因此才能计算按

家庭成员性别及其他特征分类的贫穷率和

贫穷计数。尽管此类数据没有考虑到家庭

内部的男女不平等，但它们却可以表明，

2  每日1.25美元的贫穷线基于2005年的购买力平

价价格，代表了同年15个最贫穷发展中国家的

国家贫穷线的平均值。

3 联合国，2015b。
4 同上。

5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6  贫穷率（或贫穷发生率或人头计点指数）是指

生活在收入或消费支出低于贫穷线之家的人口

所占的比例。贫穷线可以从单一全球标准的

角度在国际上加以定义，如世界银行所定每

天1.25美元的赤贫标准，也可以由国家具体规

定。它也可以指一个绝对或相对标准。

由于生活安排差别，男女之间是否存在贫

穷率差距。换句话说，它们都考虑到了不

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

当着重按选定的年龄组或婚姻状况之类与特

定生活安排有关的其他人口特征分类的人口

亚群时，男女之间的贫穷率差别更加明显，

详见下一小节。不过，当各种年龄或其他特

征并用（平均计算）且贫穷数据只按家庭成

员的性别分类之时，揭示的贫穷性别内容微

乎其微。尽管在少数几个国家里，主要是发

达区域的国家里，贫穷率是妇女稍微高于男

子，但女性和男性的贫穷率在有数据可用的

多数国家里都是相似的。7 

1. 各年龄组的贫穷

注重按家庭成年8 成员的性别和婚姻状况分

类的数据所把握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与生活

安排，揭示了更有意义的贫穷性别差别。男

女之间贫穷率的这些差别在各国之间都不相

同，具体取决于生活安排的性别差别和国家

的具体情况。此类情况包括妇女和男子获取

劳动力市场收入和利用福利/社会保护系统

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情况。9 

例如，在欧洲国家里发现，当妇女和男子鳏

寡、离婚、分居或从未结婚而更经常地无伴

侣生活时，首先在老年年龄组男女当中，其

次在青壮年男女中间，贫穷率差别巨大（图

8.1）。在65岁及以上年龄，欧洲多数国家

的妇女陷入贫穷的风险高于男子。在18至24
岁，贫穷率的性别差别常常不利于妇女，只

在为数更少的国家里非常显著。

7  联合国统计司编制的数据（截至2014年4月）。

统计附件所示数据，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
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

8  女孩和男孩（15岁以下）的生活安排没有显著

差别，详见关于人口与家庭的第1章。因此，

儿童的贫穷率（不考虑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在

两性之间是相似的。不过，在穷人中发现男孩

多于女孩，因为在这个年龄组的人口中男孩多

于女孩。

9 Brady和Kal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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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有数据可用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注意

到了成年时期某些年龄组的男女之间的贫

穷存在差别。跨越各年龄组的模式与发达

区域不同。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

现，女性和男性的贫穷率的最大差别存在

于25岁至34岁的青壮年当中，10 与该区域

带子女的单亲母亲家庭的比例高于其他区

域相一致。11 随着年龄增加，贫穷率的性

别差别逐步消失。在65岁及以上年龄，女

性和男性的贫穷率在该区域多数国家都是

相似的（图8.2）。有两个因素可以说明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老年人贫穷率不存在性别

差别或性别差别很小的原因：生活在单人

家庭的老年妇女比例较小12 和该区域社会

保护系统对老年人的覆盖较好，包括通过

公共养老金计划和保健予以覆盖。13 

工作年龄的男女的贫穷

工作年龄的妇女（20至54岁） 
在有孩子、无伴侣之时， 

比工作年龄的男子更可能生活在贫穷家庭

20至54岁工作年龄成人的贫穷率的性别差

异，与婚姻状况和父母身份状况密切相关，

具体说明见图8.3。这个年龄组有伴侣的妇

女和男子经历相似的贫穷率，一如30个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所示。没有伴侣、

没有子女的人的情况混杂不一；在某些国家

里，这个群体的女性贫穷率较高，而在其他

国家里，则是男性贫穷率较高。不过，就拥

有无伴侣、带子女之人的可比较数据的为数

有限的国家来说，14 有孩子的单亲母亲的贫

穷率往往高于有孩子的单亲父亲。

10 拉加经委会，2014。
11 联合国，2014a。
12 见关于人口与家庭的第1章。

13  例如见，James等，2008；Arza，2012；联合

国，2013；妇女署，2015。
14  仅11个国家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在比较所含的

其他19个国家里，与子女一起生活的单亲父亲

的人数太少，不足以计算可靠贫穷率。

图8.1 
2012年欧洲国家按家庭成员性别和年龄组列示的贫穷率

资料来源：欧统局，2014a（2014年5月访问）。

说明：为31个国家提供的数据。其中每个国家都使用了国民中位均化收入60%的相对贫
穷线（均化收入是按年龄和家庭性别构成加以调整的家庭收入）。

图8.2 
2006－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按两个年龄组的家庭成员 
性别列示的贫穷率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2014。
说明：基于国家贫穷线的数据。为17个国家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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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某些国家加剧工作年龄妇女贫穷

的助长因素之一是有孩子、无伴侣的妇女

的比例增长。15 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了工

作年龄妇女当中有孩子的单亲母亲的比例

不断增加的趋势，并且与离婚和婚外生育

显著增加有关（见关于人口与家庭的第1
章）。然而，这些明显变化不是与妇女劳

动力市场参与和社会保护方案的相应显著

变化联袂而至的。在所有国家里，妇女的

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工资依然比男子的低

得多，在许多而非全部区域都看到进步微

乎其微（见关于工作的第4章）。另一方

面，社会保护方案没有全面顾及有偿劳动

和无偿劳动的性别分工，没有适应单亲父

母日益增加的发生率。16 其中有些因素，

包括母亲的利益、子女的利益、税款减免

及失业福利通常都与参加工作有关，而获

得社会服务特别是保健服务的机会有限，

都限制了妇女的就业机会。17 

单亲家庭妇女的经济脆弱性会影响儿童的

贫穷和福祉。童年贫穷造成长期后果，包

括影响建设人力资本、过有作为生活及创

造经济安全退休的终身进程。18 随着单亲

家庭儿童在许多国家全部儿童中所占比例

的增加，单亲家庭的儿童贫穷越来越成问

题。19 如关于人口与家庭的第1章指出的

那样，大约三分之二的家庭都是有孩子的

单亲母亲，并且上文已经指出，在大多数

有数据可用的国家里，带子女的单亲母亲

家庭比带子女的单亲父亲家庭更可能陷入

贫 穷。20 生活在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与生

活在双亲家庭儿童之间的儿童贫穷率差别

非常突出（图8.4），特别是在发达国家。

有数据可用的发达国家共27个，在其中17

15 例如见，Kodras和Jones，1991。
16 妇女署，2015。
17 同上。

18 Börsch-Supan等（编辑），2011。
19 联合国，2014a。
20 卢森堡收入研究，2014。

图8.3 
2004年按家庭伴侣的状态和子女存在列示的20至54岁男女的贫穷率

资料来源：卢森堡收入研究，2014（2014年5月访问）。

说明：基于各小组30个国家（23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除了关于子女年
龄未满18岁的无伴侣男女的第四小组；在第四小组中，11个国家（6个发达国家和5个发展
中国家）数据可供使用。第四小组介绍的国家为数更少，因为无法为某些子女年龄未满18
岁的无伴侣男子案例数量很小的调查计算贫穷率。在某些调查中，只有可关于户主或参考
人的伴侣的信息可用。儿童可以指生活在家中的儿童，不只是妇女或男子自己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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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2005－2013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家庭安排类型列示的儿童贫穷率

资料来源：卢森堡收入研究，2015（2015年3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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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8.2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测量多方面的贫穷

贫穷涉及多方面，这种观念在全球得到普遍接

受。《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

动纲领》a和《北京行动纲要》b承认“贫穷有

各种表现，包括缺少足以确保可持续生计的收

入和生产资源；饥饿和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

佳；接受教育和其他基本服务机会有限或缺少

这种机会；发病率和生病死亡率增加；无家可

归和住房不足；不安全的环境；社会歧视和社

会排斥。贫穷的另一个特性是不能参与决策及

公民、社会和文化生活。”

对贫穷的多面性有广泛的共识，但在如何测量

贫穷方面则未必有广泛的共识。c一方面，经

常使用“仪表板办法”。通过这种办法，贫穷

的每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测量，可以用来指导各

自领域的决策。采用这种办法一个广泛为人接

受的样板就是千年发展目标；根据这些目标，

通过不同指标来监测发展与贫穷的主要方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本报告各章也明确地介绍了

妇女比男子更经常被剥夺的福利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采用一个单一“测量尺度”，可以

概括总体贫穷水平并评估长期趋势，有一定的

吸引力。此种测量尺度可以是一个指标，以对

贫穷的传统货币测量为基础（如世界银行和世

界多数国家过去几十年采用的测量尺度）；或

者是总计或综合指标，如牛津大学贫穷与人类

发展研究中心最近拟订的多维贫穷指数。然

而，如下文所示，还必须把性别平等视角纳入

这两种测量中，以便获得有意义的男女贫穷计

数。

金钱匮乏

传统的金钱匮乏，是迄今测量贫穷最常用的办

法，它以家庭层次的消费或收入测量为基础。

有些人认为它是多方面的，意思是说，消费 

（和收入）涵盖许多构成因素，如全都按市场

价格总计的食物、衣着、住房和教育。d基于

收入和消费的贫穷测量的构成因素或所含“方

面”及赋予每个方面的“权重”，都基于个体

家庭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模式方面的选择以及

为所消费的这些商品与服务支付的金钱或与之

有关的价格。

然而，把对贫穷的金钱测量当作对多方面剥

夺的测量有种种局限。如联合国2009年一份报

告《重新思考贫穷：2010年世界局势报告》所

论，不应当把消费模式当作纯粹的消费者偏

好。例如，涉及教育和健康等关键方面的剥

夺，可能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预算制约或缺

乏以可承受价格提供教育和健康服务的结果。

而且，关于用作权重的价格的某些信息可能不

足或缺失；结果，重要方面就可能在收入或消

费总计中体现不足。在某些社会服务“免费”

为家庭提供——如教育或健康服务——并因此

在贫穷测量中忽略不计之时，情况就是如此。

福利或损害的某些重要方面可能缺乏相应的 

“相对价格的合理估计数”。e例如，政治参

与、赋予权能和暴力遭遇就是如此。剥夺的

这些方面并非是不分性别的；如本报告自始至

终所示，妇女往往比男子更经常地在所有这些 

“测量不足的”方面遭受剥夺。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金钱办法有一个

要当心的重要方面就是缺乏个人层面支出和消

费分配的信息。本章开头已经提到，这是有关

贫穷问题的性别平等视角的一个关键因素。在

家庭层次测量贫穷之时，就需要个人层面的

更多信息——包括从性别平等和贫穷角度来看

有关剥夺最重要方面的信息，具体阐述见上

文——以获得顾及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有意义贫

穷计数。衡量剥夺方方面面，测量个人层面的

剥夺，及把所得信息与关于家庭层次的金钱方

面信息结合起来的方法，都有待制订。

贫穷的多维指数

近年来，对贫穷的多维指数的兴趣日益深厚。

最著名的是牛津大学贫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

为《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拟订的多维贫穷指

数。f它基于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维贫穷测量

框架；该框架确定穷人是指在一系列方面同时

经受多种剥夺的人。g多维贫穷指数系基于用

来确定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三个方面的剥夺

的10项指标。

以多维指数为基础评估贫穷充其量也不过是具

有挑战性罢了。多维贫穷指数的一个主要局限

是，它要求每个方面使用相对权重，而这些权

重是分析人员一定程度上随意选择的。不同方

面的选择、有关方面的指标、权重和截止日期

也可能因国家而异，很难进行国际比较。

因为穷人系指同时经受多种剥夺的人，所以评

估所用的全部数据必须来自同一来源（抽样调

查或人口普查）。这从理论上讲没错，但实际

上可能限制将要使用的方面与指标的选择。例

如，从性别平等和贫穷的角度来看很重要的关

于剥夺的某些方面的数据，通常可能无法在用

来测量多维贫穷指数的家庭调查中加以收集。

这种制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多维贫穷指数中，

a 联合国， 1995b，附件
二，第19段。

b 联合国， 1995a，第 47
段。

c R a v a l l i o n ， 2 0 1 1 ； 
Lustig，2011；Ferreira和
Lugo，2012。

d Ravallion，2011。
e Ferreira和Lugo，2012。
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
署），2010。

g Alkire和Fost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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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标准指标只限于住房条件、家庭资产和耐

用消费品等方面，而不考虑当前的收入或消费

水平。多维贫穷指数拥护者确定的，对于被剥

夺之人看来很重要但在大规模调查中被忽视的

其他“缺失”方面的贫穷数据，可能涉及工作

质量、赋予权能、人身安全、社会联系及心理

安康。h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需要更多的指标，特别是

能力主要方面的个人层次指标。但是， i迄今

在其最近的贫穷评估中实施了多维贫穷指数办

法的20多个国家，多数都只使用家庭层面的数

据来确定剥夺。例如，在多维贫穷指数中，如

果（1）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营养不良，或者

（2）如果过去12个月家中有一个或多个孩子

死亡，就认为一个家庭及其所有成员在健康

方面遭受剥夺。这些指标反映了在国家及其以

下层面监测发展与贫穷的健康方面所用的某些

公认指标，如儿童体重不足的比例和儿童死亡

率。然而，把它们移用到家庭或个人层面并不

管用，从性别平等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如“过

去12个月家中有一个孩子死亡”这样的指标，

丝毫不能说明妇女和男子之间及男孩和女孩之

间的健康状况差别。

贫穷的不同测量办法和定义，不仅其揭示的贫

穷程度和穷人状况（对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可

能不同，而且其揭示的贫穷方面的性别差距也

可能不同。例如，在南非，分析2008－2009年
的生活条件调查就会看出，金钱测量办法揭示

的贫穷性别差异大于多维办法揭示的差异。j

在多维贫穷指数中使用不同方面、指标和权

重，也可能描绘出穷人的不同画面和不同的贫

穷性别差距。因此，需要从性别平等角度彻底

测试所有这些构成因素。

h 详情见牛津大学贫穷与人
类发展研究中心，贫穷的
缺失方面http://www.ophi.
org.uk/research/missing-
dimensions/（2014年5月
访问）。

i  墨西哥的国家官方贫穷测
量是例外之一。其测量，
根据个人层面的数据确定
了认定剥夺所用三个主
要社会方面——教育、健
康和社会保障——的剥夺 
（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价
理事会，2010）。

j  南非统计局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儿基会）， 
2013。

方框8.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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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里，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的贫穷率

是在双亲家庭儿童的二倍多。在一些发展

中国家也观察到了巨大差别，只是有数据

可用国家为数很少限制了概括结果的可

能。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的贫穷率要高得

多，这与家中有收入的人为数较少有关，

也与妇女的个人收入比较而言低于男子有

关。21 此外，养育子女的货币成本较高，

因为当家庭唯一一个成人为了提供收入必

须从事有偿工作之时，就不得不购买托儿

服务。这在公共政策不规定免费或费用低

廉的托儿服务的国家里特别重要。

工作年龄的男子，一旦失业时 
和在某些国家生活在单人家庭之时， 

贫穷率高于工作年龄的妇女

工作年龄的妇女的贫穷率高于男子，与母

亲单亲和来自劳动或社会福利的收入很低

有关。相比而言，在欧洲背景中，男子的

贫穷率升高与失业有关。失业男子比失业

妇女更可能陷入贫穷（图8.5），因为他们

仍然扮演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并且常常

是家庭主要或唯一赚钱人。相反，妇女常

常是家庭的次要赚钱人。在身为主要收入

提供者的配偶继续养家之时，失业可能不

会让妇女的家庭落到贫穷线之下。

21 经合组织，2014。

在某些欧洲国家里，工作年龄的男子，若生

活在单人家庭之中，贫穷率也高于妇女。虽

然妇女的收入往往低于男子，但生活在单人

家庭之中却未必与65岁以下的妇女贫穷率较

高有关。22 就18至64岁的年龄组而言，在三

分之一的欧洲国家里，包括六个差异大于10
个百分点的国家里，男性单人家庭的贫穷率

高于女性单人家庭。生活在单人家庭的工作

年龄的妇女贫穷率高于男子的国家，数量相

同，但性别差距却小得多。

公共收入转移在减少贫穷和工作岁月的性别

贫穷差异方面，在减少单亲母亲之家的儿童

贫穷方面，都发挥了关键作用。23 然而，关

于福利构成因素水平的系统数据，包括关于

儿童和家庭福利、税款减免及失业福利的系

统数据，以及对每个构成因素可能如何影响

男女的贫穷的分析，都普遍缺失。

老年妇女和男子的贫穷

老年妇女比老年男子更有可能陷入贫穷， 
在生活于单人家庭之时更是如此

到了老年，妇女的收入和贫穷状况在很高

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作经历、子女数量、婚

姻状况及本国的养老金制度。工作年龄期

间有偿工作时间短，与老年在贫穷中度过

的时间更长有关。24 妇女拥有基于其自身

缴款的退休计划的可能也小于男子；即

使有这种退休计划，她们收到的退休金也

少得多。25 换句话说，许多妇女面临着双

重惩罚。与男子相比，她们在工作年龄个

人收入很低或者没有个人收入（因为她们

扮演的生育角色和家庭工作负担分担不平

等），这转化为退休之后和老年收入很低

22  欧 统 局 ， 在 线 收 入 和 生 活 条 件 数 据 库

（2014a）。

23 例如见Gornick和Jantti，2010。
24 Vartanian和McNamara，2002。
25  例如见Arza，2012；劳工局，2014；妇女

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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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2012年欧洲国家按性别列示的18至64岁失业人员的贫穷率

资料来源：欧统局，2014a 
（2014年5月访问）。

说明：为31个欧洲国家显示
的数据。失业指前一年最经
常的工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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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没有收入。然而，在某些国家里，现

代养老金制度已经承认妇女和男子有偿和

无偿工作模式的差别，在计算国家养老金

时考虑到了儿童保育时期。26 例如，在拉

丁美洲国家里，2005年之后的养老金制度

改革包括了增进性别平等的措施，27 其中

有些措施考虑到了男女在退休年龄的预

期寿命差别；关于配偶生存者权利的条

款；非缴费福利；母亲因生育或收养每个

孩子所得补贴红利；离婚或取消婚姻的经

济补偿，包括退休金转移。

在多数欧洲国家里，老年人（65岁及以

上）的贫穷率是妇女高于男子（图8.6）。

平均来说，2012年，该区域有16%的老年

妇女和12%的老年男子贫穷。特别是生活

在单人家庭增加了老年男女贫穷的风险，

并且在三分之二的国家里，对妇女来说比

对男子而言更是如此。再者，在三分之一

有数据可用的国家里，与所有家庭相比，

性别差距在单人家庭中较大，反映出妇女

在独自生活时的脆弱性比与他人一起生活

时的脆弱更大。2012年，欧洲国家单人家

庭生活的老年人的平均贫穷率，妇女为

23%，男子为17%。

发达国家与男子相比老年妇女的贫穷率较

高，再加上妇女在全体老年人口所占比例

较大，结果导致妇女在穷人中所占比例很

大（图8.7）。例如，在欧洲国家里，妇女

在老年穷人中所占平均比例是64%，高于

她们在全体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贫穷和

非贫穷的合计56%）。较年轻的年龄组并

非如此。妇女在65岁以下的穷人中所占比

例与妇女在65岁以下全体人口中所占比例

类似（图8.7）。另外，如果考虑到各个年

龄，妇女占贫穷人口的一半或稍多。在欧

洲国家里，妇女占所有穷人的53%，占18

26 Vlachantoni，2012。
27 James等，2008。

岁以上穷人的54%。28 在发展中区域里，

妇女和女孩占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

全部穷人的一半。29 根据另一个财富测量

尺度，在有数据可用的多数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里15至49岁妇女在最贫穷的20%家

庭里占比高于正常比例。30 

28  联合国统计司为本报告编制的数据。数据基

于欧洲国家均化中位收入60%的贫穷线和其他

国家的国家贫穷线。

29 世界银行，2013。
30  妇女署，2015。这些结果基于家庭层面的财富

资产指数以及人口和保健调查与多指标类集调

查提供的数据。尽管这一分析填补了某些现有

数据缺口，显示了性别与贫穷之间的联系，但

也只是学者解决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问题的一

个办法。需要国际和各国多加努力，促进从性

别平等角度更好地利用现有的金钱匮乏数据，

制订充分把握性别差距的扶贫测量尺度（见方

框8.1和方框8.2）。财富指数在用作贫穷测量

尺度时，特别是设想为监测长期变化的工具

时，有种种局限。从性别平等角度来看，财

富指数测量遇到了使用家庭层面数据的固有挑

战。此外，根据这种方法确定的穷人类型是什

么，对决策的直接影响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

澄清。此类指数在财富尺度的低端也分别力很

差。Hartgen等，2013；Booysen等，2008。

图8.6 
2012年欧洲国家所有家庭和单人家庭按性别列示的老年人（65岁及以上）贫穷率

资料来源：欧统局，2014a（2014年5月访问）。

单人家庭65岁及以上的妇女 单人家庭65岁及以上的男子

所有家庭65岁及以上的妇女 所有家庭65岁及以上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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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妇女在有受扶养的子女而没有

增加家庭收入的伴侣时，或者她们自己没

有收入或收入太低不足以养活全家之时，

在工作年龄期间比男子更可能陷入贫穷。

在没有受扶养的子女时，包括独自生活在

单人家庭时，工作年龄妇女和男子之间的

差别就消失了，或者在各国之间并不一

致。到了老年，发达国家单人家庭的妇女

一贯比男子更可能陷入贫穷。本节介绍的

数据限于为数较少的国家，对发展中区域

的覆盖有限。然而，它们确认，面向缩小

贫穷性别差距的政策措施，除其他外，还

必须考虑提供托儿服务，以便让母亲腾出

时间，促进她们在抚养子女的岁月里融入

劳动力市场，减少她们在老年陷入贫穷的

可能。旨在针对妇女在不同生命阶段的特

殊挑战与脆弱性，特别是她们的生育角色

及其更多参与照料工作的社会保护措施，

也很重要。

在家庭层次上分析的数据，通过比较某些

类型女性户主家庭的贫穷率与男性户主家

庭的贫穷率，也表明，单亲母亲和独自生

活的老年妇女的贫穷风险较大。还必须指

出，按家庭类型和户主性别分类的贫穷数

据分析在发展中国家里更为常见。相形之

下，在发达国家里，更经常通过按家庭所

有成员的特征分类的数据来把握金钱匮乏

的性别方面，有了这种数据就可以比较不

同人口亚群的贫穷率，如本章前一部分所

做的那样。然而，以这两种方式（家庭

所有成员，或女性/男性户主家庭）为基

础，从性别平等角度分析贫穷所得的结

果，是一致的。例如，在拉丁美洲，没有

配偶/伴侣的生活安排中，以妇女为户主

的家庭比以男子为户主的家庭更可能陷入

贫穷（图8.8）。另外，在该区域的某些国

家里，有独自生活的妇女的家庭贫穷率高

于有独自生活的男子的家庭。不过，与男

性户主家庭相比，不可一概地说所有女性

户主家庭的贫穷程度更高，详见图8.8第一

格和方框8.3的解释。

图8.7 
2012年欧洲妇女65岁以下和以上在全民和全体穷人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欧统局，2014a（2014年4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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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2006－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拉丁美洲按家庭类型和户主性别列示的贫穷率

资料来源：CEDLAS(拉普
拉塔国立大学)和世界银
行，2014(2014年7月访问)。

说明：为17个国家显示的数
据。贫穷数据基于每日2.5
美元的贫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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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8.3 
女性和男性户主家庭的贫穷

在发展中国家，常通过分析女性和男性户主家

庭来把握贫穷的性别方面。不过，基于这两个

类别的总体简单区分的分析，没有按家庭具体

类型做进一步的数据分类，产生了令人迷惑不

解的结果。如为本报告和先前比较评估而编制

的数据所示，贫穷率较高与女性或男性户主家

庭都可能有关，关键要看国别情况。a例如，

图8.8以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具体阐明了这一

点。此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常见的情况

是，在23个有贫穷数据可用的国家里，男性户

主家庭的贫穷率高于女性户主家庭。例如，男

性户主家庭的贫穷率高于女性户主家庭，在喀

麦隆、尼日尔和多哥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在

贝宁、冈比亚、加纳和塞内加尔高出10个百分

点以上。不过，在某些国家里，女性户主家庭

的贫穷率大大高于男性户主家庭，从纳米比亚

的6个百分点到南非的18个百分点不等。b

概括女性和男性户主家庭之间的贫穷差异的

难处，不仅涉及妇女和男子地位方面的背景

差别，而且也涉及可以归入这些标签之下的

各种类型家庭——按大小、构成和所用户主的

定义——的特定组合。女性户主家庭涵盖广泛

多样的情况，从单人家庭、有孩子的单亲母亲

家庭到有孩子或无孩子、上报称妇女而非男子

为户主的对偶家庭。虽然大家都认为，只有在

没有男子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时，家庭户主才

是妇女，但未必总是这样。男性户主家庭也是

多种多样的。许多被定为男性户主的家庭都是

男性户主有一个女性伴侣（有孩子或无孩子）

的家庭。而其他男性户主家庭可包括单人家庭

或有孩子的单亲父亲家庭。

而且，为了统计数据收集和分析确定一家之主

所用的标准，因国家而异，并且也不是始终都

很清楚的。c这对评估贫穷有种种影响。上文

已经表明，界定户主使用不同的标准导致确

定只有小幅度重叠的不同群组家庭，贫穷率不

同，穷人状况不同。d

因此，通过比较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

来简单分析贫穷数据，在把握贫穷的性别内容

方面价值有限。相反，需要按家庭大小和构成

对贫穷数据做详细分类。例如，在贝宁，总体

贫穷率是男性户主家庭高于女性户主家庭。就

已婚户主来说，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但

是，对鳏寡和离婚/分居的户主来说，是女性

户主家庭更贫穷。e在马达加斯加，女性户主

家庭的总体贫穷程度与男性户主家庭的贫穷程

度相似。不过，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小家庭若

是女性户主家庭而不是男性户主家庭，则始终

贫穷率更高；而大家庭不论是妇女为户主还是

男子为户主，贫穷率都相似。f在冈比亚和尼

日尔，女性户主家庭贫穷率较低则因为家庭规

模较小并且收到了汇款。g另一方面，在女性

户主家庭贫穷率较高的南非，这些家庭较大，

较少有可能包括单人之人和核心家庭，倒更可

能是“跨代”家庭或三代或更多代同堂的大家

庭。h

a 统计附件所示数据，查
阅可登录http://unstats.
u n . o r g / u n s d / g e n d e r /
worldswomen.html。另
见 联 合 国 ， 2 0 1 0； 及
Lampietti和Stalker，2000

b 联合国统计司用各国家统
计局资料编制的数据（截
至2014年4月）。统计附
件所示数据，查阅可登录
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 ldswomen.
html。

c 例如，分析131个在2010
年一轮调查中开展人口普
遍的国家的人口普查元数
据可以看出，户主概念主
要在发展中国家（88%的
国家）中，而不是在发达
国家（29%）中使用。户
主的定义也因国家而异：
在有元数据可用的半数国
家里，确定户主所用标准
涉及收入、权威和决策权
力，国家彼此之间又有所
不同。在另一半国家里，
户主被模糊地定义为自称
的户主或家庭其他成员公
认的户主。

d Fuwa，2000。
e 贝宁共和国，2013。
f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国家
统计研究所，2011。

g 冈比亚统计局，2011；尼
日尔国家统计研究所和世
界银行，2013。

h 南非统计局，2014。



2015年世界妇女190

2. 长期贫穷的性别差别

过去二十年发生了重要的人口和社会变

化，可能已经影响到男女的贫穷趋势。如

前一节所示，有孩子的单亲母亲和独自生

活的老年妇女与情形类似的男子相比贫穷

率更高。在某些国家里，家庭多样化发挥

了作用，让妇女的经济脆弱性更加醒目，

就是说，单亲母亲和独自生活的老年妇女

对总体贫穷的贡献极大，足以增加妇女在

全体穷人中所占的比例，改变了某些工

作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贫穷率性别差

别。如果把贫穷女性化理解为在穷人中妇

女目前所占比例大于男子和（或）从长期

来看妇女在穷人所占比例的增加，那么过

去几十年发达国家发生了贫穷女性化，其

驱动力是成年人口生活安排的变化及老年

性别比例的变化。

如本报告所述，贫穷女性化也可以理解为

妇女的贫穷率相对于男子的贫穷率增加

了。尽管人口变化可能也有助于成年女性

和男性总体贫穷率之间差距的相对加大，

有损于妇女，但教育、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及就业条件最近的改善可能也产生了相反

作用。部分年龄组或者以无伴侣妇女为户

主的家庭的妇女的类型，相对于男子贫穷

率的变化，就是本节所述分析的重点。

不利于妇女的贫穷性别差距在某些国家正在
略有缩小，在有其他国家则仍然存在

现有趋势数据表明，据某些国家的记录

看，各种不同测量所得的贫穷率性别差距

有所缩小，而在其他国家性别差距多年来

仍然如故或者略有波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的现有趋势数据31 表明，女性和男

性总体贫穷率之间的差别（按生活在每天

2.5美元贫穷线以下的男女人口所占比例

31  分析基于CEDLAS和世界银行，2014年7月。

只有长期数据点在五个以上和测量贫穷采取

类似方法的国家纳入了分析，依据的是来自

CEDLAS和世界银行元数据信息，2012。

加以测量）在该区域各国仍然处于相似水

平，很小32 。33 若看特殊类型的家庭，女

性和男性单人家庭之间的贫穷率差别总体

来说缩小了，只是在某些国家它们在调查

年份之间时大时小。图8.9用部分显示较长

期变化趋势的国家具体阐明了这一点。在

家庭成员超过两人的家庭里，无伴侣女性

户主家庭与无伴侣男性户主家庭之间的贫

穷率差别，就多数国家而言，长期时大时

小，或者仍然保持同一水平。不过，在巴

西和秘鲁等一些国家中，都观察到了贫穷

率和相关性别差距的总体缩小趋势。

在18个欧洲国家观察到的最近趋势（2006
至2012年期间）表明，平均来看，妇女的

贫穷率高于男子，对工作年龄人口而言，

高的幅度很小，在老年人口中则高的幅度

较大（图8.10）。在老年人口中看到性别

差距略有缩小，从2006年的5个百分点缩小

到2012年的3个百分点。至2009年，老年妇

女的贫穷率比男子的贫穷率下降略快，后

来性别差距仍然保持稳定，但妇女和男子

的贫穷率均增加了。就工作年龄人口的贫

穷率而论，性别差别仍然长期保持相当恒

定，且保持在低水平上。

如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的案例具体所

示，涵盖1995年以来较长时间的贫穷数据

只有某些其他发达国家具备。美国的数据

表明单亲家庭的贫穷风险很大；自2000年
以来，男性和女性单亲家庭相对于其他类

型的家庭贫穷程度不断加大；缩小女性单

亲家庭与男性单亲家庭贫穷之间的差距没

有进展（图8.11）。

而加拿大的数据则表明，妇女的贫穷率仍

然高于男子的贫穷率，但差距在缩小，包

32 小于2个百分点。

33  CEDLAS和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社

会经济数据库（拉加经社数据库）（2014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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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1995－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按部分类型家庭列示的贫穷率

资料来源：CEDLAS和世界
银行，2014(2014年7月访
问)。

说明：贫穷率基于每日2.5
美元的贫穷线。某些国家趋
势线的中断显示了调查设计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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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2006至2012年18个欧洲国家按家庭成员性别和年龄组列示的贫穷率

资 料 来 源 ： 欧 统 局 ， 
2014a(2014年7月访问)。

说明：贫穷率固定在时间上
一个固定时刻（2005年）。
平均率基于18个欧洲国家的
数据。

图8.11 
1995年至2012年美国按家庭类型列示的贫穷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
局，2014。历史贫穷表，表
7（2014年4月访问）。

图8.12 
1995年至2011年加拿大部分类型家庭的贫穷率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2014(2014年8月访问)。

说明：分析基于税后低收入
门槛数据，1992年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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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老年人口当中也是如此。34 部分类型

家庭的贫穷程度分析也表明，单亲家庭的

性别差距有所缩小（图8.12）。

B.  妇女经济自主

妇女相对于男子的福祉，包括在某些类型

的生活安排中，如单亲家庭和老年人单人

家庭，是性别与贫穷之间的一项重要关

联。不过，身处任何种类生活安排中的妇

女都应当增强权能，包括增强经济权能，

做她们作为活跃的经济行为体想做的事，

影响她们个人的福祉及其家庭的福祉。本

章第二部分从获取三类经济资源：现金劳

动收入、金融服务及财产的角度来审视性

别平等。

1. 获取收入

妇女获得劳动现金收入的机会，整体来看，
在发展中区域都很小

如关于工作的第4章所示，妇女就业的可

能小于男子；就业后，她们也更可能从事

不稳定的工作，如做家庭雇员。与其他工

34  加拿大统计局，2014。分析基于税后低收入门

槛数据，1992年的基数。统计附件所示数据，

查阅可登录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
worldsw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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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8.4 
从性别平等角度测量粮食不安全a

测量和监测粮食不安全，对终结饥饿和实现

1996年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宣布的获取充

足、安全和营养食物的基本人权的工作来说非

常关键。b但是，评估粮食不安全是一项严峻

的挑战。如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高级别专家小

组成员所言，“全球没有对粮食不安全之人的

数量的直接估计”。c总计国家层次的营养不

足估计数是基于宏观数据的间接估计数，“没

有认识到饥饿的严重性。”d它们也没有显示

不同人口的粮食不安全分布，包括按性别的分

布，这就要求各国必需依赖调查数据。然而，

通过大规模的全国住户调查收集粮食消费和支

出的数据需要大量的财政、人力和时间资源，

并且开展和维护此类调查必须做的工作通常代

价过于高昂。e

即使在有大规模的全国住户调查提供粮食消费

和支出的数据之时，数据也是在家庭层面上加

以收集。从性别平等角度来看，这把分析限制

于女性和男性户主家庭的对比，可能无法得出

结论或者可能局限于某些类型的家庭。例如，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对21个国

家家庭层次的饮食能量消费所做的分析f表明，

在其中某些国家里，女性户主家庭人均粮食消

费从统计学上讲要低得多，而在其他国家里，

男性户主家庭则显示粮食消费较低。不过，数

据的进一步分类表明，大型女性户主家庭和单

人妇女粮食消费始终都低于具有类似特征的男

性户主家庭。g

同金钱匮乏相似，以家庭层面的粮食消费数据

为基础分析粮食安全无法揭示家庭内部的不平

等，也无法适当计点粮食不安全的妇女和男

子。而且，收集个人层次的粮食消费数据起码

也得说是一件难事，可能会导致可观的估计失

误。因此，个人层次获取粮食的数据是粮食安

全的重大方面，目前仍然不可得。h

饥饿者之声，粮农组织及其伙伴推出的一项举

措，i旨在利用基于经历的粮食不安全分级表，

填补全球监测获取粮食和粮食不安全严重性，

包括个人获取粮食和粮食不安全严重性方面存

在的缺口。为此目的开发的分级表——粮食不

安全经历分级表包括一套八个问题j，涉及自

述粮食相关行为以及因资源限制获取粮食越来

越困难的相关经历。这些问题反映了连续恶化

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从担心粮食到质量和种类

妥协，再到削减数量、少吃几顿及挨饿。2013
年在四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开展试验调查之

后，把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纳入了每年在

150多个国家开展的盖洛普世界民间调查®，从

2014年开始。

在个人层次使用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可以把

握男女之间粮食安全的差异，包括因为家庭内

部资源分配和进食优先权的差别所致的差异。

来自117个国家的初步结果k表明，在26%的国

家里，妇女粮食不安全的可能大于男子，在

12%的国家里，男子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更大。

在其余的国家里，妇女像男子一样可能遭遇粮

食不安全。粮食不安全与性别之间的联系在发

展中国家里较普遍。妇女粮食不安全的可能大

于男子的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增加到39%，而

男子粮食不安全的可能大于妇女的发展中国家

所占比例仍然处于同样水平，为13%。不过，

在实行分级表的国家里完成数据收集活动之

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以确认全球基于经历

的不安全分级表的效力，确保各国结果的可比

性，包括从性别平等角度来看的可比性。

a 本方框初稿由粮食组织统
计司起草。

b 粮农组织，1996。
c 高专组（粮食安全和营养
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 
2012。第21－22页。

d 同上。

e Jones等，2013；de Weerdt
等，2014。

f 粮农组织编制的数据和
分析，2014。统计附件
所示数据，查阅可登录
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 ldswomen.
html。

g 同上。

h 比较而论，儿童和孕妇营
养不良个人层次的数据，
反映粮食利用方面的内
容，通常可以从人口和保
健调查中获得。

i  关于项目的详情，见
粮农组织，饥饿者之
声 （ h t t p : / / w w w . f a o .
org/economic/ess/ess-fs/
voices/en/）（2015年6月
访问）。

j  直接询问被调查者，过去
12个月里，是否因为缺钱
或缺乏其他资源而如下述
时候：他们（1）担心粮食
会吃完；（2）吃不上健康
有营养的食物；（3）只吃
少数几种粮食；（4）不得
不少吃一顿；（5）吃得少
于他们觉得应该吃的量；
（6）他们的家庭没有粮食
了；（7）饥饿，但没有吃
饭；（8）一整天没饭吃。

k 粮农组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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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比，这些类型的工作通常更与不稳定

的低收入或根本没有收入相关，结果导致

拥有现金劳动收入的妇女所占比例较低。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34%的15
至49岁已婚妇女在过去12个月有工作，获

得了现金报酬，另有12%得到了现金和实

物报酬；已婚男子的相应比例分别为57%
和18%（图8.13）。在有数据可用的44个
发展中国家中，过去12个月挣得现金劳动

收入的已婚妇女所占比例大有不同，从

东帝汶的8%至加纳的79%。就男子来说，

这一比例则从东帝汶的33%到马尔代夫的

97%不等。性别差距从加纳的7个百分点到

巴基斯坦的74个百分点不等。35 

获取现金劳动收入对农村妇女来说最为有
限，但性别差距是城市地区最大

就获取现金劳动收入而论，农村地区妇女

处境最不利（图8.14）。她们在有数据的

所有国家里都落后于男子，在多数国家

里，获取现金劳动收入的机会都少于城市

地区的妇女。平均而论，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农村地区，43%的15至49岁已婚妇女和

68%的男子在过去12个月里获得了现金劳

动收入。城市区域的相应数字分别是56%
和90%。此外，性别差距是城市地区大于

农村地区，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外，这表明

35  ICF国际，2014。统计附件所示数据，http://
unstats.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
html。

妇女无法获得城市提供的更广泛就业机

会。与此同时，它也表明，农村地区的现

金收入机会对妇女和男子来说仍然有限。

妇女缺乏现金劳动收入的数据，如ICF国
际根据人口和保健调查提供的数据，清

楚表明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子是家庭和

市场性别分工的结果（见关于工作的第4 
章）。然而，还需要更多的统计资料，包

括关于个人从劳动和其他来源（如政府转

移支付）中获得的个人收入水平的更多统

计资料，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妇女的经济

脆弱性，以及妇女、男子与国家共同分担

的照料工作责任。

发展中区域有为数可观的已婚妇女在如何花
销她们的现金收入方面没有发言权

在发展中国家里，有工作和现金收入未必

就能控制所获得的经济资源。在有数据的

发展中国家里，平均有十分之一的已婚妇

女自己的现金收入如何花销，没有征求她

们的意见。36 发展中国家里在自己所挣现

金如何花销方面没有发言权的已婚妇女所

占比例迥然不同，从柬埔寨、哥伦比亚和

洪都拉斯的2%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

亚、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的20%以上和马

拉维的42%不等。感到无法支配自己收入

的妇女所占比例在最穷的五分之一国家里

较高，在最富的五分之一国家里较低。37 

再者，虽然妇女通过有偿或无偿工作确实

为其家庭福祉做出了贡献，但她们通常都

对家庭经济资源缺乏决策权力。例如，在

发展中国家里，只有三分之二15至49岁的

36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来自ICF国际（2014）50个
发展中国家人口和保健调查方案数据库2005-
2012年期间可用的最近数据计算的未加权平均

数。

37  基于ICF国际（2014）的数据。统计附件所

示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
worldswomen.html。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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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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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业

图8.13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按过去12个月的劳动收入类型列
示的15至49岁已婚男女的分布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根据ICF国际（2014）的数据计算(2014年6月通信)。

说明：以30个国家的数据为基础的未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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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妇女参与家庭重大采购的决策。38 撒

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情况通常就是这样

（图8.15）。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大约只有半数已婚妇女（54%）对家庭重

大采购有发言权。有决策权力的妇女所占

比例在最穷家庭较低，为49%，而在最富

家庭则为62%。39 

38  基于ICF国际（2014）关于51个国家的数据。

统计附件所示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
gender/worldswomen.html。

39  联合国统计司根据来自ICF国际（2014）的数

据计算的未加权平均数。

比较而言，在欧洲国家里，就孩子的重要

支出、耐用消费品的采购、借钱和动用存

款来说，夫妻的决策模式通常都是平等主

义式的。然而，妇女比男子更经常参与有

关日常购物决策和涉及子女及其需要的支

出的决策。40 

40 欧统局，2014b。

图8.14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按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列示的过去12个月挣得任何现金劳动收入的15至49岁已婚男女的分布

资料来源：ICF国际，2014 
(2014年6月通信)。

图8.15 
2005－2012年（期间最近可用年）最穷和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参与重大采购家庭决策的15至49岁已婚妇女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ICF国际，2014 
(2014年6月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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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正规金融服务

在世界各区域，妇女使用正规金融服务都没
男子那么经常

妇女接触金融系统没有男子那么多。从全

球来看，2011年，47%的妇女在某个正规

金融机构（一家银行、信用合作社、合作

社、邮局或小额金融机构）开办了个人账

户或联合账户，而男子则为55%。在发展

中国家里，只有37%和46%的男子有正式

账户。41 

在世界各个区域里，在正规金融机构开有

账户的妇女所占比例都低于男子的比例 

（图8.16）。性别差距在中东和北非及在

南亚（世界分行所界定的区域）最大。

在南亚，与41%的男子相比，只有25%的

妇女有账户（相差16个百分点）。在中东

和北非，13%的妇女和23%的男子有账户

（相差10个百分点）。在这些区域的各国

当中，沙特阿拉伯性别差距高达57个百分

点，土耳其高达49个百分点。在其他国家

也观察到了巨大的性别差距，在黎巴嫩、

摩洛哥和阿曼达20个百分点或更高，在印

度为17个百分点。

41 Demirguc-Kunt和Klapper，2012。

在发展中区域各个收入五等分中，妇女拥

有正式银行账户的可能都小于男子。42 更

深入的研究也表明，拥有账户的全球和区

域性别差距，在考虑到教育、年龄、收入

和国家水平等特征之后，从统计上看仍然

很显著（除了东亚和太平洋）。43 

在为接收工资和其他商业目的 
而使用银行账户方面发现了最大的性别差距

就全球而言，个人持有的银行账户最经

常地就是用来接收工资、政府付款和其

他商业目的，不那么经常地用于寄送或

接收汇款。在为接收工资和其他商业目

的而使用银行账户方面，性别差距最大 

（图8.17），这与妇女就业可能小于男子

的事实吻合（见关于工作的第4章）。

最常见自报不开办正式银行账户的理由包

括：没有足够的钱使用一个正式银行账

户；银行或账户费用太贵；另一家庭成员

已经开办了一个。妇女比男子更可能提到

最后一个理由（全球有26%的妇女和20%
的男子提到）。论到所报的其他理由，如

银行太远、缺乏必要的证明文件、对银行

缺乏信任和宗教理由，则男女之间没有差

别。44 

42 同上。

43 同上。

44 同上。

图8.16 
2011年按性别列示的在正式金融机构开设账户的成年人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4(2014年3月访问)。

说明：世界银行区域的加权平均数，由世界银行计算。区域和全球总计未计如抽样排除
20%以上人口或所用方法与其他国家的不一致的国家。所示地理区域（即所有类别，除
了“世界”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数只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世界 中东和北非 撒哈拉
以南非洲

南亚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欧洲
和中亚

东亚和
太平洋

高收入
国家

%

15岁及以上的妇女 15岁及以上的男子
0

5

10

15

20

25

收工资 收政府支付 企业 发出汇款 收汇款

%

15岁及以上的妇女 15岁及以上的男子

图8.17 
2011年世界按目的和性别列示的本人银行账户的
使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4(2014年3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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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涉及过去一年储蓄和从正规金融机构贷

款的活动而论，也观察到了较小而显著的

性别差距。高收入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中东和北非、南亚及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如此。45 全世界，

在正规金融机构存款的妇女所占比例为

21%，男子则为24%。在发展中经济体里，

这一比例分别为16%对19%。存款俱乐部 

（集中其成员的存款成池，每周或以其他

时间间隔把全部金额支付一个不同成员）

在发展中国家里，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是取代在正规金融机构存款的常见办

法，并且平等地为男女所使用。

在全球各地，过去一年从金融机构贷款的

人所占的比例，妇女8%，男子10%。性别

差距在高收入国家更显著——12%的妇女

对16%的男子。在发展中区域中，贷款比

例为妇女7%，男子9%。通常都以为妇女

比男子更经常地使用非正式贷款和存款，

但数据表明他们彼此没有显著差别。

45 Demirguc-Kunt和Klapper，2012。

3. 财产权与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

妇女在继承权和财产权方面处于劣势

在许多国家里，与男子的权利相比，妇女

的总体法定权利仍然是不对等的。世界银

行《2014年妇女、商业和法律》考察了143
个经济体，其中有多达90%的国家拥有至

少一项法定区别，限制妇女的经济机会及

其经济独立能力。46 虽说如此，过去四十

年已经撤销了许多限制。研究表明，尽管

冲突局势和法治不力令歧视长期存在，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

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之类的国际公约和

国家级的妇女政治代表制在弥合妇女经济

权利方面的法定差距方面发挥了作用。47 

就妇女的法定权利而论，拉丁美洲国家取

得了巨大进步，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48 

最近，在1995年和2010年期间，有不少发

展中国家，其中多数都位于撒哈拉以南非

洲和东亚，也在妇女涉及其经济独立的法

定权利方面经历了积极变化（图8.18）。

46 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2014。
47 Hallward-Driemeier，Hasan和Rusu，2013。
48 同上。

图8.18 
1995至2010年在部分问题上规定了男女平等法定权利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2014(2014年5月访问)。

说明：基于80个发展中国家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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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多限制仍然存在，特别是涉及女

儿和妻子的继承权以及妇女成为户主和未

经丈夫许可而接受工作方面的限制。男女

之间法定差别最多的国家都集中在北非、

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西亚。49 

在其他不少国家里，虽然法律规定全民继

承权性别平等，实际上在某些人口群体中

仍然发现了歧视（图8.19）。有资料可用

的发展中国家共116个，其中大约一半都

是这样。歧视性非正规法律、习俗和做法

在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里都限制妇女获

得土地和财产，包括在四分之三以上的国

家里限制获取土地，在近三分之二的国家

里限制获得其他财产。

尽管关于阻碍妇女获得财产的歧视性法定

和习惯做法的数据对多数国家来说都可以

找到，但关于土地及其他资产所有权的

个人层面的数据目前却付诸阙如（见方 

框8.5）。然而，为数有限的现有案例研

究都指出的性别不平等。例如，在厄瓜多

尔、加纳和印度，妇女没有男子那么经常

地拥有土地、住所、家畜及农业设备。50 

总之，妇女获取现金劳动收入的机会大大

少于男子，持久存在的歧视性成文法和习

惯法在许多国家都限制妇女获得土地和其

他资产。许多妇女对自己的现金劳动收入

49 同上。

50 Doss等，2011。

和其他家庭资源没有决定权，在最穷家庭

更是如此。获取经济资源的机会如此少，

加重了妇女对男子的经济依赖，并且在某

些类型的家庭安排中，导致妇女的贫穷率

升高。贫穷的性别差异随着家庭安排的多

样化，包括单人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增多，

变得日趋明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工作年龄的妇女，如果有受扶养的孩子而

没有增加家庭收入的伴侣，或者她们自己

没有收入或收入太低不够养活全家，那么

就比男子更可能陷入贫穷。进入老年，发

达国家的妇女比男子更可能陷入贫穷，若

生活在单人家庭中更是如此。新出现的家

庭安排多样化，包括单亲父母增多和老年

期间独立生活在单人家庭之中，都涉及到

性别问题，有待社会保护方案充分予以考

虑。为了就性别、贫穷、生活安排与社会

保护方案各个构成要素的影响之间的联系

提供全面情况，和支持和监测决策，还需

要有更多的数据。贫穷测量本身需要纳入

性别平等视角，并计入一系列限制妇女选

择与机遇的剥夺的家庭内部的不平等。

图8.19 
2014年在继承权、土地和其他财产所有权权利方面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发展中
国家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统计司
根据经合组织（2015）的数
据计算。

说明：116个国家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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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8.5 
从性别平等角度测量个人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

传统贫穷研究把贫穷界定为缺乏收入或消费，

但这个方法通常无法把握个人亲身感受到的多

种多样的弱势。基于资产的研究提供了对人们

福祉的重要洞察，因为它们以生命周期内的财

产积累为重点。资产发挥多重功用。资产在其

生产能力方面，可以创造收入，便利获取资本

和信贷。它们也增强了家庭处理和应对种种冲

击的能力，提升家庭实现收入多样化及缓和流

动性约束的能力。而且，资产也意味着财富的

贮存，可以出售以创造收入。最后，它们可以

提供地位与安全。

多数资产都为家中的个人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拥

有和控制。先前的研究提出，家庭谁拥有资产

与重要的发展结果，包括营养、健康和教育方

面的结果之间存在着强大的联系。例如，在加

纳，妇女拥有土地与家庭食物支出有正向联

系。a在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妇女

结婚时拥有的资产越多，家庭花在子女教育上

的费用比例就越大。b在孟加拉国，妇女手中

掌握的资产比例较大也与女孩的健康结果较好

有关。c妇女资产所有权的指标也与厄瓜多尔

和加纳的平等主义决策有关，d并且有几项研

究表明，资产所有权可以抵挡配偶暴力。e

因此，通过测量个人层次的资产所有权与控制

权，决策者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妇女的权能赋予

和福祉，包括她们的经济脆弱性与决策，并且

更好解决其他相关政策问题，比如涉及生计的

政策问题，包括农业生产力与创业，以及减轻

贫穷与脆弱。不过，尽管有这些重要的政策影

响，但关于资产个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数据比

较少，从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调查中获得的数据

更少。f相反，在收集资产数据时，通常都是

在家庭层次收集，询问家庭任何人是否拥有土

地、住房或其他主要资产。

为把个人层次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数据收集

纳入官方统计数据的常态生产，性别平等证据

和数据项目，g一个联合国统计司与妇女署推

出的联合举措，正在为国家统计局编制方法指

导，阐明如何测量金融和实物资产，包括农业

土地、住所、其他不动产、家畜、农业设备、

贵重物品、企业资产、金融资产与债务等，在

个人层次的所有权与控制权。

性别平等证据和数据倡议的方法把资产所有权

构想成一组权利，包括出售、遗赠和管理资产

并使用资产自然收益的权利。应当指出，这些

权利可能并非全归同一个人，并且所有权可以

得到了法律文件的支持，也可以在群体内简单

得到承认。关于这一点，性别平等证据和数据

倡议提出了收集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数据的四

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收集关于上报所有权的

信息，请被调查人确定谁拥有该资产，是个人

拥有还是共同拥有。第二种方式是收集关于文

件认定的所有权的信息，询问某一资产是否有

正式所有权文件，文件上把谁的名字列为所有

人。第三种方式是收集关于经济所有权的信

息，询问被调查者哪些人会控制资产出售的收

益。第四种方式是咨询有关某项资产的特殊权

利，包括出售和遗赠资产的权力。目前正在部

分国家试验性别平等证据和数据项目提出的这

种办法。这些试验的结果将写入从性别平等角

度测量个人层次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国际准

则中，它们将使各国能够以可比较的方式收集

数据，监测资产所有权的性别模式，创立或完

善增进妇女及其家庭福祉的政策。

a Doss，2005。
b Quisumbing和Maluccio， 

2003。
c Hallman，2000。
d Deere和Twyman，2012。
e Bhattacharyya，Bedi和 

Chhachhi，2011；Grabe， 
2010；Panda和Agarwal， 
2005。

f 包含某些个人层次资产数
据的倡议包括了世界银行
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农业综合调查，粮农组织
支持的农业人口普查，性
别资产差距项目在厄瓜多
尔、加纳和印度所做的工
作，农业增强妇女权能指
数及人口和保健调查。

g 欲了解详情，见联合国
统计司，性别平等证据
和数据，网址是：http://
u n s t a t s . u n . o r g / u n s d /
g e n d e r / E D G E / a b o u t .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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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和地理组群一览表

非洲

北非

阿尔及利亚a

埃及a

利比亚a

摩洛哥a

突尼斯a

撒哈拉以南非洲

安哥拉b

贝宁c

博茨瓦纳b

布基纳法索c

布隆迪d

佛得角c

喀麦隆e

中非共和国e

乍得e

科摩罗d

刚果e

科特迪瓦c

刚果民主共和国d

吉布提d

赤道几内亚e

厄立特里亚d

埃塞俄比亚d

加蓬e

冈比亚c

加纳c

几内亚c

几内亚比绍c

肯尼亚d

莱索托b

利比里亚c

马达加斯加d

马拉维b

马里c

毛里塔尼亚a

毛里求斯b

莫桑比克b

撒哈拉以南非洲 （续）

纳米比亚b

尼日尔c

尼日利亚c

留泥旺岛

卢旺达d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e

塞内加尔c

塞舌尔d, f

塞拉利昂c

索马里d

南非b

南苏丹d

苏丹a

斯威士兰b

多哥c

乌干达d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d

赞比亚b

津巴布韦b

亚洲

高加索和中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东亚

中国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蒙古

大韩民国

东南亚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东帝汶

越南

南亚

阿富汗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马尔代夫

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西亚

巴林

伊拉克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巴勒斯坦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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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加勒比

安圭拉f

安提瓜和巴布达f

阿鲁巴

巴哈马

巴巴多斯

英属维尔京群岛f

开曼群岛f

古巴

多米尼克f

多米尼加共和国

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岛

海地

牙买加

马提尼克

蒙特塞拉特f

波多黎各

圣基茨和尼维斯f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f

美属维尔京群岛

拉丁美洲

阿根廷

伯利兹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圭亚那

洪都拉斯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马

拉丁美洲（续）

巴拉圭

秘鲁

苏里南

乌拉圭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大洋洲

美属萨摩亚f

库克群岛f

斐济

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f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瑙鲁f

新喀里多尼亚

纽埃f

帕劳f

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

汤加

图瓦卢f

瓦努阿图

发达区域

东欧

白俄罗斯

保加利亚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波兰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斯洛伐克

乌克兰

北欧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冰岛

北欧 （续）

爱尔兰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挪威

瑞典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南欧

阿尔巴尼亚

安道尔f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克罗地亚

希腊

意大利

马耳他

黑山

葡萄牙

圣马力诺f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西欧

奥地利

比利时

法国

德国

列支敦士登f

卢森堡

摩纳哥f

荷兰

瑞士

其他发达区域

澳大利亚

百慕大f

加拿大

塞浦路斯

以色列

日本

新西兰

美利坚合众国

说明
a 根据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用的非洲经委会子区域群组列入非洲。
b 根据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用的非洲经委会子区域群组列入南部非洲。
c  根据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用的非洲经委会子区域群组列入西部非洲。
d 根据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用的非洲经委会子区域群组列入东部非洲。
e 根据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用的联合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子区域群组列入中部非洲。
f   2015年7月1日人口少于100 000人的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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