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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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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23 日至 8月 10 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第 21 条的执行情况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就《公约》在其活动范围领域的执行情况

提交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一. 约旦 
 
 

 据估计，2004 年约旦人口约 500 万人，
1
 其中 2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10％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26％，其中 27％务农。在所有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69％。 

__________________ 

 
*
 CEDAW/C/2007/III/1。 

 
1
 数据由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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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通过这个运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

农组织）支助了约旦的 5 个项目，主要侧重于山羊和家禽饲养以及水果生产。 

 粮农组织通过迪米特拉项目收集详细资料，重点了解非洲和近东地区与农村

妇女、粮食保障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组织和项目。该项目旨在利用传统信息手段

和新型信息技术传播这方面的信息，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农村妇女对发展做出的贡

献。迪米特拉项目力求提高发展行动者的性别意识，并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传播。

在迪米特拉数据库中列入了约旦的 47 个组织，116 个项目涉及各种各样的活动，

主要侧重养蜂、食品加工、家庭园圃、医疗保健和药草栽培。 

 二. 匈牙利 
 

 据估计，2004 年匈牙利人口约 900 万人，
1
 其中 3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9％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5％，其中 5％务农。在所有从

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2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粮农组织为 2005 年 6 月举办的一次有关性别的数据和农业和农村发展统计

研讨会提供了技术支持。讲习班是由匈牙利中央统计局举行的，作为匈牙利 2000

年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复核的后续步骤，以便生成按性别分列的数据集和分析报

告。 

 粮农组织为粮农组织/欧洲农业委员会妇女和家庭参与农村发展工作队于

2006 年 9 月举行的专家会议提供技术支持。专家会议的主题是在农村创造就业机

会和收入，主要侧重于两性平等的农村金融。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交流来自西欧、

中欧、东欧、东南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在通过就业机会和收入多样化促进农村发

展方面的经验，比较并讨论各国在农村创业和融资方面的经验，并确定在佩奇地

区有助于农村发展项目成功的因素。 

 三. 大韩民国 
 

 据估计，2004 年大韩民国人口约 4 700 万人，
1
 其中 2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地区。8％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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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2％，其中 8％务农。在所有从

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4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粮农组织支助了大韩民国的 7 个项目，主要

侧重于开发玉米苗圃以及土豆和蔬菜生产。 

 四. 库克群岛 
 

 据估计，2004 年库克群岛人口约 18 000 人，
1
 其中 28％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地区。29％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3％，其中 33％务农。在所有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5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粮农组织支助了库克群岛的 18 个项目，主

要侧重于促进家庭园圃、建立块根农作物苗圃并开发木薯和香蕉加工厂。 

 粮农组织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编写了一份题为“两性平等发展促进粮食

保障：库克群岛”的概况介绍。  

 粮农组织同库克群岛内政和社会服务部性别和发展司合作，为侧重于加强两

性平等促进粮食保障的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该项目旨在通过建立和维持家

庭园圃，使其成为地方粮食系统的一个中心内容，从而加强国家粮食保障；维护

并加强与粮食保障相协调的传统技能，传播在农村地区和外岛保护和加工季节性

食品的方法和手段；在农业综合开发利益攸关者之间制定粮食保障计划促进两性

平等的方法；并制定妇女能力建设战略以通过当地粮食系统改善粮食获取。到目

前为止，该项目已为约 200 名男子和妇女提供了家庭园圃和食品加工培训。各岛

屿上的妇女发展中心，都得到了基本设备、营养液栽培蔬菜生产额外示范设备、

改良种子和园艺工具，以便继续开展食品加工培训方案。还向该部提供了技术支

持以方便跨部门协作，从而制定促进两性平等的战略以提高粮食保障、椰子产品

小规模企业以及用于制定政策和方案的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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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挪威 
 

 据估计，2004 年挪威人口约 450 万人，
1
 其中 2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4％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7％，其中 3％务农。在所有从

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3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粮农组织为开展欧洲性别敏感统计促进分析农业变革和发展研讨会提供了

技术援助。这次讲习班是挪威农业和粮食部、创新挪威、北特伦德拉格郡行政长

官和粮农组织共同开展的。该研讨会由粮农组织/欧洲农业委员会妇女和家庭参

与农村发展工作队发起，于 2006 年 6 月举行，旨在提高规划者、政治家和其他

人对于作为政策制定工具的统计重要性的意识、在制作更加性别敏感的农业和农

村发展统计时促进多学科协作并提高与会者管理和分析农业性别敏感统计数据

的技能。 

 六. 几内亚 
 

 据估计，2004 年几内亚人口约 800 万人，
1
 其中 6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83％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7％，其中 95％务农。在所有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8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粮农组织为当地从事熏鱼的妇女合作社提供

了支助。两个村庄大约 150 名妇女更换了改良烤炉，即节约稀缺木材，又能通过

集热减少炉烟。加工后的熏鱼质量和价值更高。妇女们还接受了识字培训，使她

们能够管理其资源。粮农组织还为几内亚类似的 19 个项目提供了支助，主要侧

重于园艺、家禽饲养、农业生产和水稻种植。 

 粮农组织通过迪米特拉项目收集详细资料，重点了解非洲和近东地区与农村

妇女、粮食保障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组织和项目。该项目旨在利用传统信息手段

和新型信息技术传播这方面的信息，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农村妇女对发展做出的贡

献。迪米特拉项目力求提高发展行动者的性别意识，并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传播。



 CEDAW/C/2007/III/3/Add.1

 

07-32311 5
 

在迪米特拉数据库中列入了几内亚的 33 个组织，89 个项目涉及各种各样的活动，

主要侧重农村信贷、实用识字、医疗保健、蔬菜生产和食品加工及保存。 

 七. 伯利兹 
 

 据估计，2004 年伯利兹人口约 261 000 人，
1
 其中 5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

区。30％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24％，其中 4％务农。在所有从

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粮农组织支助了伯利兹的 9 个项目，主要侧

重于学校园圃、蔬菜生产、养蜂、水果种植和庄稼收割后贮存。 

 八. 巴西 
 

 据估计，2004 年巴西人口约 1 800 万人，
1
 其中 16％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15％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36％，其中 8％务农。在所有从

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1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粮农组织支助了巴西的 8 个项目，主要侧重

于养蜂、家禽生产和有机蔬菜生产。 

 2006 年 3 月，粮农组织与巴西政府合作主办了一个国际会议，以审查全世界

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问题并确定有助于减少农村贫困和饥饿的可持续农村发

展方案。农业改革和农村发展国际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分析各国土地改革和农村发

展经验，确定政策、做法和经验教训，以便在促进社会融合、环境可持续性和保

障贫困人口生计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农村发展模式。两性平等问题被列为会议

重要议程。会议举行了两个特别专题讨论会，主要侧重于加强妇女的领导、改革

促进可持续农村发展的组织以及土著妇女的土地权利。会议在共识基础上达成若

干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在政策、体制格局和计划中应更好地确认若干基本权利(例

如，妇女、土地和自然资源、粮食主权、土著人民、牧民和弱势群体)。粮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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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92 个成员国派遣代表团参加了会议。150 多名农民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参加

了会议和并行召开的特别论坛。 

 九. 洪都拉斯 
 

 据估计，2004 年洪都拉斯人口约 700 万人，
1
 其中 5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

区。28％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33％，其中 18％务农。在所有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2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粮农组织的一个 Telefood 项目为一个由于

缺水而 3、4 年来玉米收失的村庄提供了一台柴油水泵和灌溉管线。新的水泵造

福了妇女合作社的 14 名成员及其家人。妇女能够通过种植西红柿、豆子和西瓜

扩大耕地和生产。粮农组织支助了洪都拉斯的 13 个项目，主要侧重于水资源管

理和粮食保障。 

 十. 肯尼亚 
 

 据估计，2004 年肯尼亚人口约 3 200 万人，
1
 其中 59％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

区。74％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7％，其中 78％务农。在所有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5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粮农组织支助了肯尼亚的 2 个项目，主要侧

重于小规模养禽场和鱼塘改造。 

 粮农组织通过迪米特拉项目收集详细资料，重点了解非洲和近东地区与农村

妇女、粮食保障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组织和项目。该项目旨在利用传统信息手段

和新型信息技术传播这方面的信息，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农村妇女对发展做出的贡

献。迪米特拉项目力求提高发展行动者的性别意识，并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传播。

在迪米特拉数据库中列入了肯尼亚的 33 个组织，74 个项目涉及各种各样的活动，

主要侧重植树、粮食保障信息、水产养殖和奶牛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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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农组织为一个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高农村贫困人口住房保障的区

域研讨会提供了技术支持。该研讨会于 2006 年 10 月举行，有 60 人参加。该研

讨会的目的是在增强穷人法律能力工作委员会工作范畴内审查在改善非洲穷人

的产权制度方面的当前证据和最新调查结果、趋势和最佳方案。 

 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和其他伙伴合作，创立了几所年

少农民田间生活学校。年少农民田间生活学校专门招收孤儿和其他弱势儿童，特

别是那些因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而成为孤儿的弱势儿童。学校的宗旨是向 12-18

岁的孤儿和弱势儿童传授农业知识、创业技能和生活技能，使他们长大后能够成

为独立、正直和具有创业精神的公民。传授这类知识和技能，是为了增强青年人

的经济能力，并将他们培养成为尊重两性平等和人权、且富有责任感的公民。另

外，该学校还讲授一些有关的议题，如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了解和预防、对性

别问题的敏感认识、儿童保护、心理援助、营养教育及经营技能等，并竭尽全力

确保男孩和女孩的不同需要都能得到确认和满足。目前肯尼亚有 10 个年少农民

田间生活学校。每个学校有大约 30 名学生。 

 粮农组织与 3 所培训机构和高校（埃格顿大学、巴拉卡学院和肯雅塔农业技

术大学）合作，调整其课程以便纳入农业生物多样性、两性和当地知识问题。这

些院校为有关人员提供了这些问题方面的能力建设。 

 粮农组织参加了一个培训讲习班，以支持搜集用于粮食和农业的植物遗传资

源的全球行动计划的信息共享机制。粮农组织为全球行动计划编写性别敏感问卷

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 

 十一. 印度尼西亚 
 

 据估计，2004 年印度尼西亚人口约 2.22 亿人，
1
 其中 53％的人口生活在农

村地区。46％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1％，其中 48％务农。在所有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4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赋权农村妇女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开展 Telefood 募捐运动，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实现两性

平等的必要性和这项问题的紧迫性。粮农组织支助了印度尼西亚的 19 个项目，

主要侧重支助渔民妇女、开发蘑菇养殖场和创收活动。 

 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编写了一份题为“妇女、环境和农村生产”

的概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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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2 月，粮农组织为在印尼国家禽流感控制项目框架内举行的一次研

讨会提供了技术支持。该研讨会侧重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疾病控制，探讨了应用社

会研究支持以社区为基础控制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可能性。研讨会的目的是确定当

前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方案的局限性、确定以社区为基础的疾病防治方法帮助印尼

控制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机会并分享当前的经验。 

 2006 年，粮农组织帮助印尼政府努力恢复农业部门和受地震影响的日惹和中

爪哇地区脆弱农村农户的生计，并实施紧急援助项目以支持恢复农业部门和受地

震影响的日惹和中爪哇地区脆弱农村农户的生计。该项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制订

了一项受地震影响地区与农业有关的生计恢复战略，其中包含性别观点并考虑了

默拉皮火山爆发的影响。该努力的一个例子是海啸区域林业项目，该项目正在实

行社区参与的做法并作为社区协定的一部分特别针对妇女加强植树和果树恢复。 

 2007 年 1 月，印尼的牵头重建机构制订了两性问题指导原则。粮农组织确保

在所有的过渡项目中遵守这些导则。采用可持续生计方法开展了研讨会和培训，

社区所有成员齐聚一堂，以充分参与的方式讨论现有资源分析、准入权、使男女

双方受益的战略规划和工作计划、参与性监督制度等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