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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二十三届会议 

2000年 6月 12日至 30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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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个领域的执行情

况提交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世界卫生组织 

1. 1999年 11月 18日 秘书处代表委员会请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组织 于 1999

年 12月 20日之前 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有关各国向卫生组织提供的执行 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第 14 条及有关条款情况的报告 以补充第二十三届会

议将审议的那些公约缔约国报告所载资料 本说明的附件载有卫生组织编制的国

家概况  

2. 委员会委员会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涉及卫生组织为促进执行公约第 14 条及

有关条款所进行的活动 实施的方案及采取的政策决定  

3. 本文所附报告是根据委员会的这一要求提交的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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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世界卫生组织给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2000年 6月

的报告 

  导言 

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第 12 条规定缔约国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以消除在保健方面对妇女的歧视 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取得各种保健服

务 包括有关计划生育的保健服务 该条又特别提请注意 有关怀孕 分娩和

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 北京行动纲要 1995年 在这一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并且具体体现在以下五项战略目标 以加强该条规定  

 增加促进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获得恰当 负担得起和优质的保健 资料和

有关服务  

 加强促进妇女健康的预防性方案  

 采取对性别问题敏感的主动行动 以解决性传染疾病 艾滋病毒/艾滋病及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问题  

 促进关于妇女健康问题的研究并分发有关资料  

 增强资源促进妇女健康和监测其后续行动
1
 

2. 本报告列载那些提供第三次或第四次报告的国家 伊拉克 奥地利 古巴和

罗马尼亚 特选健康指标的现有数据 并将数据归纳为以下四大项 性健康和生

殖健康 艾滋病毒/艾滋病 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健康状况 

3. 表 1 至表 6 汇总了生殖健康 艾滋病毒/艾滋病 吸烟和对妇女暴力行为方

面的指标  

4. 伊拉克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指标较差 产妇死亡率高 每 100 000活产有 310

名产妇死亡
2
 只有 54 的生产有熟练人员接生 避孕药具使用率低 估计为已

婚妇女的 14 总生育率相对高 为 5.3 没有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率

妇女吸烟或对妇女暴力行为的资料  

5. 奥地利报告产妇死亡率为每 100 000 活产有 10 名产妇死亡 全部由熟练人

员接生 表明工业化世界的生殖健康状况大大改善 该报告百分之七十一的已婚

妇女使用避孕药具 总生育率仅为 1.4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 据报告到 1997

年底 7 500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 其中 1 400是女性 同性恋传

染是男子的主要传染渠道 1997年底以前的所有艾滋病例的 49 而妇女大多

数通过静脉注射毒品传染 1997年底以前的所有艾滋病例的 42
3
 一项 1995

年调查估计妇女中吸烟的为 24.6 妇女吸烟是持续的健康危害
4
 暴力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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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严重的问题 一项 1992年调查显示 19 的妇女受到影响 占离婚案中的百分

率是 59
5
  

6. 古巴尽管经济不很繁荣 但生殖健康指标较好 产妇死亡率为 95 99 的生

产有熟练人员监督接生 估计 70 的已婚妇女使用避孕药具 与奥地利处于同一

水平 总生育率 1.6 反映了对计划生育的关注
6
 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率很

低 占成年人的 0.02% 而且 90 的感染是通过异性接触  

7. 在罗马尼亚 99 的分娩有熟练人员监督接生 但产妇死亡率仍然较高 为

130 1993年估计 57 的已婚妇女使用避孕药具 但没有更新的数据 1.2的总

生育率符合该区域的趋势 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流行率较低 到 1997年底 据

报告主要传染方式是通过血制品 19 其次为异性传染 没有关于对妇女暴

力行为的数据  

参考资料 

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 1995年 9月 4日至 15日 北京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96 IV 13 第 1章 决议 1 附件二 第四章 第 C节  

2. 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 1990年产妇死亡订正估计数 日内瓦 1996年  

3. 卫生组织/艾滋病方案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传染疾病的流行情况,日内瓦 1999年  

4. 卫生组织 不吸烟倡议 1999年  

5. 卫生组织 关于对妇女暴力行为的数据库 1999年  

6. 联合国人口司 纽约 1999年  

 

表 1.  产妇死亡和接生情况 

 产妇死亡比率 1990年估计数  生产时有熟悉人员照顾  

最新数字  

伊拉克 310 54 

奥地利 10 100 

古巴 95 99 

罗马尼亚 13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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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堕胎的合法情况 

 许    可    堕    胎 

 救生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强奸 乱伦 胎儿问题 经济社会 请求 

伊拉克 X       

奥地利 X X X X X X X 

古巴 X X X X X X X 

罗马尼亚 X X X X X X X 

 

表 3.  避孕普遍程度和总生育率 

 已婚妇女使用避孕占  1995-2000年总生育率 

伊拉克 14 1990 5.3 

奥地利 71 1981-1982 1.4 

古巴 70 1987 1.6 

罗马尼亚 57 1993 1.2 

 

表 4.  艾滋病毒/艾滋病 

 成人所占  城市孕妇 中位数 乡村孕妇 中位数 传染的主要方式 

伊拉克     

奥地利 0.18   静脉注射毒品使

用者 42 和异

性传染 39  

古巴 0.02 0  异性传染 90  

罗马尼亚 0.01   通过血制品传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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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妇女吸烟情况 

 目前长期吸烟者 年龄 15至 25岁 

 百  分  比 调 查 年 份 

伊拉克 不详  

奥地利 24.6 1995 

古巴 34.2 1995 

罗马尼亚 15 1996/97 

 

表 6.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实地 

数据 

抽样 

数字 

抽样 

群体 

 

措施 

 

地点 

 

时间 

 

关系 

所有 

形式 

人身 

暴力  

 

强奸 

 

说明 

奥地利  

维也纳 1992年 1 500 离婚案 报告 

提及 

 目前婚

姻期内 

丈夫 59.0   以暴力为

理由的离

婚案 

维也纳 1992年 200 所有 

妇女 

人际 

冲突 

成人 

教育 

过去 12

个月 

男性非

配偶 

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