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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 年是国际妇女节 100 周年。一个世纪以来，

特别是’95 世妇会以来，国际妇女节已成为以联合国为主的国

际社会推动性别平等，促进妇女发展的重要日子。为纪念国际妇

女节 100 周年，本期简报特编辑了国际妇女节的由来、’95 世妇

会以来国际妇女节的主题及近年来联合国秘书长的国际妇女节

致辞等内容，供参考。 

 

● 国际妇女节的由来 

● ’95 世妇会以来国际妇女节的主题 

● 近年来联合国秘书长的国际妇女节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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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妇女节的由来
1
 

1910 年，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在哥本哈根

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妇女节，以推动妇女争取权利的运

动，以及促进实现妇女的选举权。这一提议得到了来自 17 国家

100 多名与会妇女的一致拥护，其中包括芬兰议会最早的三位女

议员。但会议没有择定妇女节的具体日期。 

1911 年，根据上一年在哥本哈根作出的有关决定，奥地利、

丹麦、德国和瑞士庆祝了首次国际妇女节（3 月 19 日），共有 100

多万名妇女和男子参加了各种集会活动。除了选举权和担任公职

的权利之外，集会者还要求给予妇女工作权、职业培训权以及终

止妇女在工作场所遭受的歧视。时隔不到一周，也就是 3 月 25

日，纽约市发生了“三角火灾”，夺去了 140 多名女工的生命，

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和犹太移民。这场悲剧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

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的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都提及了导致这场灾

难的工作条件问题。 

1913 年至 1914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酝酿的和平

运动中，俄罗斯妇女于 1913 年 2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了她

们第一个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欧洲其他地区的妇女也在翌年

3月 8日或前后举行集会，表达对战争的抗议或对“姐妹”的声

援。 

1917 年，200 万俄罗斯士兵战死沙场，促使俄罗斯妇女再次

选择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罢工，要求得到“面包与和

平”。政治领导人认为罢工时机不当，但妇女们仍坚持举行罢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人所共知：四天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

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按照俄罗斯当时采用的罗马儒略历，这个

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日是 2 月 23 日，而在其他地方通用的公历

是 3月 8 日。 

国际妇女节产生于千百年来妇女为与男子平等地参与社会
                                                        
1 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women/iwd/2005/history.html 

http://www.lnqn.com/html/qingniancankao/jierizhufu/2009/0226/264.html 

 

 

 2

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women/iwd/2005/history.html


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体现了普通妇女创造历史的过程。经过百年

的努力，国际妇女节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纪念日，对发达国家及

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来说都具有新的意义。日益发展壮大的国际妇

女运动，通过联合国四次妇女问题全球会议得以加强。在其推动

下，纪念活动已成为一个号角，它号召协力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

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国际妇女节已日益成为一个回顾进展、

呼吁变革以及彰显普通妇女壮举及决心的日子，正是这些平凡的

妇女在争取妇女权利的历史上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自 1975 年国际妇女年以来，联合国每年都将 3 月 8 日作为

国际妇女节来纪念。1977 年 12 月（第 32/142 号决议），联合

国大会倡议各国根据其历史和民族风俗习惯宣布该年中的任何

一日为联合国妇女权利与国际和平日。大会呼吁所有国家作出贡

献，为消除针对妇女的歧视，促进妇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社会发

展创造条件。这一行动是大会宣布的国际妇女年（1975 年）和

联合国妇女十年（1976-1985 年）的后续行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三八”国际妇女节，并以

此作为推动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的良好时机。中国妇女第一次纪

念自己的节日是在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市

的劳动妇女联合了各界被压迫妇女在第一公园举行盛大的

“三·八”节纪念大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同工同酬”、“保护童工、孕妇”、“同等教育”、“ 禁止

童养媳、多妻制”、“禁止蓄婢、纳妾”、“建立儿童保护法”

等口号，并列队游行。从一九二五年起，“三八”节的纪念就逐

渐普及于各大城市。无数爱国劳动妇女和女共产党员前仆后继地

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妇女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着。1949 年，我国

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将 3月 8日定为妇女节。作为法定节日，

每年这一天全国妇女放假半天，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全国

妇联自 1949 年起（除文革期间外）每年举办“三八”妇女节的

纪念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为纪念“三八”妇女节，全国妇联每

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妇女招待会。在 1990 年纪念“三·八”

妇女节 80 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作了题为“全党全社会要树立

 3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讲话。其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的主要内容，即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社

会现象；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参加社会

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

史过程；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95 世妇会以来国际妇女节的主题 

2010: Equal rights, equal opportunities: Progress for all 

      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全面进步 

2009: Women and men united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男女共同努力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 

2008: Investing in Women and Girls 

投资于妇女和女孩 

2007: Ending Impunity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终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不受惩罚的情况 

2006: Women in decision-making 

妇女参与决策：迎接挑战，开创变革 

2005: Gender Equality Beyond 2005: Building a More Secure 

Future 

2005 年后的性别平等：建造更安全的未来 

2004: Women and HIV/AIDS 

妇女与艾滋病毒/艾滋病：宣传、预防和增强能力 

2003: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性别平等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02: Afghan Women Today: Rea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今天的阿富汗妇女：现实和机会 

2001: Women and Peace: Women Managing Conflicts 

妇女与和平：妇女管理危机 

2000: Women Uniting for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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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平妇女团结起来 

1999: World Fre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让妇女生活在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里 

1998: Women and Human Rights 

妇女与人权 

1997: Women at the Peace Table 

妇女参与和平谈判 

1996: Celebrating the Past,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庆祝过去，规划未来 

 

 

近年来联合国秘书长的国际妇女节致辞（2003-2009） 

2009 年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妇女节致辞 

 一年前，我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

联合起来，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的行为。该运动将持续进行

至 2015 年，即预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时。这一运动同千年发

展目标之间的联系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制止习惯性和社会根深蒂

固的暴力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摧残生命，损害健康，使贫穷长期

存在，并使我们无法实现妇女平等和增强妇女力量的目标。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还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有关联。在

一些国家，每三名妇女中就有一人在其一生中会遭殴打、被迫发

生性关系或遭受其他虐待。在战争期间，妇女和女孩还会被当作

蓄意强奸和性暴力的对象。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直接有悖于《联合国宪章》作出的“促成

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的承诺。其后果并不局限于

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死亡、受伤、医疗费用和失业只是冰山之

一角。它破坏了妇女和女孩及其家庭、社区及社会的生活和生计，

其影响无法计算。这些罪行经常没有受到惩罚，犯罪人经常逍遥

法外。任何国家、任何文化以及任何妇女无论老幼都不能置身于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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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们也越来越多地高声谴责当今社会中的这一污点。全球

实例不胜枚举，其中包括“白丝带运动”及其对应活动“战胜暴

力运动”的“无暴力男子”。在社区讲习班中，男子们相互告诫：

还有其他方式，“真正的男子汉不打女人”。 

改变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并非易事。需要我们大家——

即个人、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参与其中。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在最高级别上发出响亮而明确的声音，表明绝不容忍任何形式、

任何背景和任何情形下发生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我们需要制定有关经济和社会政策，支持增强妇女力量。我

们需要制定有助于消灭暴力的方案和预算。我们需要在媒体中树

立妇女积极正面的形象。我们需要制定有关法律并加以实施，将

暴力定为一种犯罪，并追究施暴者的责任。 

“联合起来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运动鼓励男女携手合

作，反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创造

更加平等与和平的社会。值此国际妇女节之际，让我们大家下定

决心，有所作为。 

2008 年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妇女节致辞 

所有国家的政府在 2005 年的世界首脑会议上一致认为，“妇
女的进步就是全人类的进步”。然而，《北京行动纲要》执行情

况的十年审查揭示，很多国家的政策与实践相距甚远。最能说明

缺乏政治意愿的一点是缺乏资源和预算拨款不足。这就是为什么

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投资于妇女和女孩”。 

供资不足，不仅损害我们为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所开展的工

作，而且妨碍我们为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所进行的努力。不容

置疑的长期经验告诉我们，投资于妇女和女孩，将对生产力和持

续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没有任何其他措施对增进教育和健

康，包括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更为重要。也没有任何其他政策

更有可能改善营养或降低婴儿和产妇死亡率。 

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可以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已

经筹集财政资源，以赋予妇女权力，加强小额供资的作用，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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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妇女的企业提供信贷，推动公共财政改革。已有 50 多个国家

开始采取注重两性平等的预算编制举措。私营部门正在加紧努

力，为妇女经济赋权提供资金，妇女基金和基金会正在成为创新

的资金来源。 

但是，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我们这些国际社会成员，包括各

国政府、多边组织、双边机构和私营部门，都需要计算两性持续

不平等的经济代价以及为纠正这一问题所需的资源。我们需要建

立机制来跟踪对两性平等的投资，需要经常性地监测和报告资源

分配情况，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国内预算和国际援助流动，并

保证使这些资金流动得到持续。 

在联合国大家庭内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更好地提供与需求相

称的资源。必须以更可持续、更可预见的方式为性别平等主流化

提供资源，在区域和国家两级尤其如此。为了产生实际影响，我

们为实现性别平等而专门建立的机制需要与挑战相称的供资。我

坚信，如果有一个生气勃勃和强化的处理两性平等问题实体，把

当前分散在若干机构的资源集合起来，将从捐助界吸引更多的资

金。这样一个实体通过在全球一级调动变革力量，并激励在国家

一级取得更好的成果，将能够更好地推动我们的事业，从而在世

界各地赋予妇女权力和实现两性平等。我促请各会员国调动政治

意愿，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协商圆满结束。 

今年，我们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预定时间 2015 年，还有

一半时间。只有通过投资于世界上的妇女和女孩，才有希望达到

我们的目标。值此国际妇女节之际，让我们下定决心，团结起来

履行这一使命。 

2007 年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妇女节致辞 

  值此国际妇女节，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

祝愿。这是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的第一个国际妇女节。我希望

你们在未来的几年中，把我当作你们的代表和盟友。 

  今天这个日子使我们大家，不论男女，有机会团结在一起，

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而奋斗。赋权妇女不仅本身是一个目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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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创建更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 

  这一确凿证据是无可争辩的。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

也不容置疑。在那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重申两性平等和普遍人

权对推动发展、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但是，要把共识变成普遍实践依然任重而道远。几乎在所有

国家中，担任决策职位的妇女人数依然不足。妇女的劳动价值依

然被低估，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或根本没有报酬。在全世界一亿多

的失学儿童中，女孩占了大多数。在八亿多的文盲成人中，妇女

占大多数。 

  最严重的是，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在每个大陆、每个国

家和每种文化依然有增无减，给妇女的生活、家庭和整个社会带

来破坏性后果。虽然大多数社会禁止这种暴力，但实际上常加以

掩盖或默许。 

  正因为如此，国际妇女节才如此重要。它说明我们有责任设

法持久地改变价值观念和态度。它呼吁我们——政府、国际组织、

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它敦促我们设法在社会各级改变

男女之间的关系。它迫使我们加强赋权妇女和女孩的一切手段—

—包括教育和小额信贷。 

联合国必须率先为此而奋斗。我保证一定竭尽全力，确保联

合国不仅在国际妇女节而且在每一天都这样做。我期待与你们同

心协力，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 

2006 年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妇女节致辞 

很高兴在这对世界各地妇女和男子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

与你们在一起。我感谢你们大家的光临，并对到此帮助我们庆祝

这一节日的各位主讲人表示热烈欢迎。  

  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妇女在决策中的角色，这对提高全

世界妇女地位及全人类进步具有核心意义。 

  《北京宣言》告诉我们，“赋予妇女权力和能力以及她们在

平等基础上充分参加社会所有领域，包括参加决策进程和掌握权

力的机会，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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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宣言》距今已有 10 年多时间，但我们在确保世界一

半人口在世界决策中占据应有位置这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国际社会终于开始认识到一项根本原则：人类在二十

一世纪面临的诸多挑战对妇女的影响丝毫不比对男子的影响小，

无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还是在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是如此。

妇女所受影响往往更大。因此，应当而且也的确必须让妇女以与

男子平等的力量和数量参与所有领域的决策过程。 

  全世界还开始认识到，赋予妇女及女孩权力，这是推动进步

的最有效政策。一个又一个的调查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没有其他

政策可能如这一政策那样提高经济生产力或降低母婴死亡率。没

有其他政策可能如这一政策那样确保改善营养和促进健康，包括

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没有其他政策可能如这一政策那样大力

增加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而且我敢说，这也是在预防冲突或冲

突结束后达成和解方面最重要的政策。 

  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世界领导人申明了这些原则。

正如他们在《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所述，“妇女的进步就是全

人类的进步”。 

  我们确实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到今年 1月，各国议会中

妇女的比例创下全球新高。在近期被选和再次被选担任政府最高

职务者中，妇女领导人取得了量的飞跃，她们的代表比例提高了

30％以上。现在，各大洲国家中共有 11 名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

脑。有 3 个国家——智利、西班牙和瑞典——在政府人员构成上

实现了两性均等。 

  在联合国秘书处，我们也有所成就。25 年前我们首次庆祝

国际妇女节时，担任 D-1 及以上职务的妇女比例不到 4％。今天，

这一比例是 26％。但我要带头承认的是，联合国实现两性均等

方面的进展远未达到应有目标。 

  显然，我们有许多、许多工作要做，在联合国、在全世界都

是如此。 

  妇女在国家决策最高层的代表比例仍严重不足。按照目前的

进展速度，我们要到 2025 年才能达到女议员比例平均为 3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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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到 2040 年达到比例均等的目标。 

  在联合国，我们需要做许多工作，包括加强与政府、民间社

会、专业团体和学术界的协作，以期吸引有才干的妇女担任决策

职务。至于已担任决策职务的妇女，我们需要改进总部和外地的

调动、培训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内部程序，以期保留和激励已在

决策岗位的妇女。 

  我们要牢记的是，在一些国家，妇女决策者人数的增加并不

是自然发生的。相反，这往往要通过机构或选举举措，如推行指

标或配额、政党承诺及持续动员等才得以实现。这也是采取目标

明确且协调一致的措施以改善妇女生活与工作平衡的结果。 

  这些经验教训应在我们联合国引起高度重视。 

  妇女在去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大获成功，我想，我们从中也

可看出一个明晰的信息，那就是：世界已经为女性担任联合国秘

书长做好准备。我的一些男性同事会把我杀了，不过那也无所谓。 

  各位朋友，这是我作为秘书长最后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我

希望在我离开联合国时我可以认为，联合国不仅自身更有活力，

而且更大力地增强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妇女的权力及满足她们的

需要。我希望看到，我作为秘书长推行的改革也为妇女参与开辟

了空间，有助于改善世界各地妇女的生活。 

  在我们工作的每个方面，无论是加强联合国人权机制还是制

订全面反恐战略；无论是审议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设立还是新的高

级别小组努力探讨联合国大家庭如何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人道主

义援助和环境更协调一致、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我们都需赋予妇

女权力并使这些工作增强妇女的权力。 

  我要说的是，即使在离任之后，我也不会放弃这一事业。我

的太太娜内和我打算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推进妇女和女童教育

上。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便能在所有各国之间、在联合

国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全方位推进了伙伴关系，包括与各国政府、

民间社会、基金会和大学的伙伴关系，我们还必须加强这些伙伴

关系。我十分珍视你们在过去 10 年中的支持和姐妹精神。我祈

 10



愿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保持勇气和力量。 

非常感谢各位。 

2005 年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妇女节致辞 

今年对促进两性平等和提高妇女地位运动来说具有里程碑

意义，因为将在今年对北京会议和《行动纲要》进行十年审查。

1995 年，妇女们汇集在北京，代表全人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结果是，世界首次明确承认，两性平等对每个国家的发展与和平

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十年来，妇女不仅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

权利，而且更有能力行使这些权利。 

过去十年来，我们看到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预

期寿命延长了，生育率提高了。小学在校女生人数增多了。有收

入的妇女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

的挑战。例如，贩运妇女和儿童的恶行日益泛滥；再如，在武装

冲突中，将妇女作为袭击目标的情况日益增多；再如，妇女，尤

其是年轻妇女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人数的增长速度令人心悸。 

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十年的时候，最突出的一点是：我们

知道了妇女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而且，我们知

道了哪些办法奏效，哪些不奏效。如果我们要改变那种使妇女在

大多数社会处于不利地位的旧传统，就必须将我们取得的经验教

训运用到更广的范围。我们必须在许多领域采取具体的、有针对

性的行动。 

今年就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这样做，因为 9月份全

世界的领导人将聚集在联合国举行首脑会议，审议《千年宣言》

的实施情况。该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于 2000 年为了在二十一世

纪建设更美好世界而商定的蓝图。作为该进程的一部分，我敦请

国际社会牢记，促进两性平等不仅仅是妇女的责任--这是我们所

有人的责任。 

自从联合国创始国在我们的《宪章》的第一页规定男女权利

平等以来，六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从那时起，一次又一次的研究

使我们认识到，对促进发展来说，没有比赋予妇女权力更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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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没有任何其他政策能够如此有效地提高经济生产力，或降

低婴儿和产妇死亡率。没有任何其他政策能够如此确保改善营养

状况，提高健康水平--包括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没有任何其

他政策能够如此有效地增加下一代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我斗胆

说，不论是在防止冲突还是冲突后实现和解方面，没有任何政策

比赋予妇女权力更重要。 

无论在妇女问题上的投资取得何种实际效益，最重要的事实

依然是：妇女本身有权利过上有尊严、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生

活。在国际妇女节之际，让我们再次承诺为将这个理想变成现实

作出我们的奉献。 

2004 年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妇女节致辞 

在我们庆祝今年的国际妇女节之际，我们面对着全球流行的

艾滋病毒/艾滋病给妇女造成的沉重代价，也面对着妇女在防治

艾滋病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起初，许多人把艾滋病视为一种主要是男子感染的疾病。即

使在十年前，统计资料显示妇女染病的人数较少。但此后却出现

了一个可怕的规律。在世界各地，妇女愈来愈多地成为这一流行

病的主要受害者。如今，在撒南非洲，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成年人中半数以上是妇女。非洲年青妇女的感染率远远高于青年

男子。综观整个世界，新发病例至少有一半是妇女，而在 24 岁

以下的人中，女孩和年青妇女目前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占近三分

之二。倘若这些感染率持续下去，妇女不久将在全球感染者中占

多数。 

妇女是社会的生命线。就在艾滋病袭击着这一生命线之时，

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由于艾滋病的影响，贫穷妇女在经济上

更加缺乏保障，常常被剥夺了住房权、财产权或继承权，甚至被

剥夺了充分的医疗服务。在农村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协助妇

女在旱灾和饥荒时养活家人的应对体系因艾滋病的冲激而崩溃，

这又反过来造成家庭瓦解、移徙、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愈发增加。

由于艾滋病迫使女童辍学--她们被迫照顾生病的亲人、持家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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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帮着养家--她们陷入了更难以自拔的贫穷之中。她们自己的孩

子因而也更不可能上学，感染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艾滋病对

妇女造成致命的打击，但社会还要为此付出高许多倍的代价。 

妇女通常不是婚外性伴最多的人，采用注射方式吸毒的可能

性也不比男子大，那么，为什么妇女更容易受到感染呢？在通常

情况下，社会的不公平使她们处在危险之中。因素有许多，包括

贫穷、虐待与暴力、缺乏信息、年龄较大男子的胁迫、以及有多

个性伴的男子。这就是许多主流预防战略失去效用的原因，譬如，

那些完全依赖“ABC”办法（“禁欲、忠诚、使用安全套”）的战

略。在性暴力肆虐的地方，禁欲或要求使用安全套对妇女和女孩

而言并不是一个实际可行的选择。婚姻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方，大多数妇女不到 20 岁就结婚，她们

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却高于那些未婚但性生活活跃的同龄人，其原

因往往是她们的丈夫有多个性伴。 

目前，需要的是积极、具体的变革，增强妇女和儿童的权力

和信心，在社会各个层面改变妇女与男子之间的关系。 

需要作出的变革是，加强对妇女的财产权或继承权的法律保

护，确保妇女充分获得各种预防药具，包括杀微生物剂和女用安

全套。 

需要作出的变革是，使男子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无论是确保

自己的女儿受教育；避免从事危及他人的性行为；不跟女孩和年

纪很小的妇女发生关系；还是认识到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是绝不

能容忍的，也没有任何可以宽宥的借口。 

这就是为什么艾滋病规划署上个月成立了妇女与艾滋病问

题全球联盟，来确保增强妇女的能力成为艾滋病对策的核心，妇

女在遏制艾滋病毒/艾滋病斗争中所发挥关键作用的基础上再接

再厉。在我到过的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社区中，妇女一直是遏制

艾滋病的斗争中最积极、最有效的倡导者和活动家。艾滋病在哪

里造成严重危害，哪里就有英勇的妇女团体和合作组织在开展出

色的预防和护理工作。支持这些妇女，鼓励其他人效仿她们的榜

样，必须是我们今后的策略。这场战争的真正英雄就在她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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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给她们力量、资源和希望。 

2003 年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妇女节致辞 

 《千年发展目标》--包括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

代表了进行发展事业的一种新方式。这八项承诺源自联合国全体

会员国批准的《千年宣言》，构成了在 21 世纪建设一个更美好的

世界的一份具体的、目标明确、规定时限的蓝图。这套目标简单

明了、效力宏大而且可以衡量，易于得到从纽约到内罗毕到新德

里的普通民众支持和理解。  

正如《千年宣言》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我们为了实现这些

目标所作的工作中，两性平等不仅本身是一个目标，而且对我们

实现所有其他目标的能力也至关重要。一项又一项的研究都表

明，任何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都需要妇女发挥中心作用。当妇女

充分参与时，成效是立竿见影的：家庭成员的身体更健康了，吃

的更好了；收入、存款和再投资更多了。对家庭来说是这样，对

社区，进而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发展工作--从农业到保健，从环境保

护到水资源管理--都必须重视妇女的需要和优先事项。这就是

说，要促进女童的教育，因为失学儿童多为女童。这就是说，要

对占全世界成年文盲三分之二的 5 亿不能读不会写的成年妇女

进行扫盲教育。  

这就是说，要使妇女在我们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斗争中

居于中心地位。目前妇女在全世界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占 50％。

在非洲，这个数字现为 58％。我们必须确保妇女和女童具备保

护自己所需要的所有技能、服务和自信。我们必须鼓励男子从甘

冒风险变为负起责任。我们需要进行一场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深

刻的社会革命，以改变妇女与男子之间的关系，使妇女在经济上

和身体上都更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们要在目标日期 2015 年之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就必须只争朝夕。只有向世界妇女投资，才可望实现我们的目标。

当妇女兴旺发达时，整个社会都会受益，今后世代会有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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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点。在今天国际妇女节之际，我呼吁大家在上述理解的基础

上，以更大的紧迫感投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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