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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联合国大会第72/279号决议将联合国发
展援助框架（现更名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提升为 "在国家一级规划和实施联合国发展活动以
支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年议程）的
最重要工具"。

合作框架是联合国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决定
并反映联合国发展系统在该国的贡献，并形成该国
境内外所需的联合国资产配置。“
https://unsdg.un.org/zh/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
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https://unsdg.un.org/zh/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https://unsdg.un.org/zh/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5.1 在全球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
5.2 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括贩卖、性剥削及其他形式的
剥削。
5.3 消除童婚、早婚、逼婚及割礼等一切伤害行为。
5.4 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政策，在
家庭内部提倡责任共担。
5.5 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决策，并享有进入以上各级决策领导层
的平等机会。
5.6 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行动纲领》及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确保
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
5.A 根据各国法律进行改革，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
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获取金融服务、遗产和自然资源。
5.B 加强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增强妇女权能。
5.C 采用和加强合理的政策和有执行力的立法，促进性别平等，在各级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导言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4632030%20Agenda_Revised
%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4632030%20Agenda_Revised%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4632030%20Agenda_Revised%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


一. 历史
要在女权运动和发展研究的双重背景下去理解。



女权运动从街头延伸到国际间政府组织

UN Women（2011年1月1日）:

● 两性平等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

● 提高妇女地位司

●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DGs 2000-2015）

● 八项国际发展目标（48个具体指标），从多个方面着手
抗击贫困：
○ 3.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 5. 改善产妇保健；

● 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过程，由官员制定政策，没有广泛
社会参与，尤其没有邀请项目受益对象的参与，一种
“家长制”的工作方法 —— “为你好“；

● 把”发展“的简化为狭隘的、技术性的”贫困“问题，没有
去寻求或解决造成这些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 即使对”贫困“的解决方案，也倾向于”治标不治本“，没
有提及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基本普遍的人的权利；

● 由资助者制定的议程，维持了原有的体系，不触及造成
贫困和不平等的机构性问题。



3. 促进两性平等
并赋予妇女权利

5. 改善产妇保健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具体目标:

1. 争取到2005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
育中的性别差距，最迟于2015年在各级
教育中消除这种差距。

2. 妇女在议会中所占席位比例

3. 妇女在非农部门有薪酬就业比例。

具体目标：

1. 1990年至2015年间， 产妇死亡率降低四
分之三 

2. 至迟到2015年，实现普遍享有生殖保健

两个与性别和妇女相关的MDG目标：

”一些千年发展目标仍未实现，特别是那些涉
及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的目标和涉及生
殖健康的目标。” – UN 2015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
4632030%20Agenda_Revised%20Chinese%20translation.p
df：p.5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4632030%20Agenda_Revised%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EF%BC%9Ap.5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4632030%20Agenda_Revised%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EF%BC%9Ap.5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4632030%20Agenda_Revised%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EF%BC%9Ap.5


“No empowerment without rights.
No rights without politics.”

印度女权学者 Gita Sen, 2014

没有权利就没有赋能。- 人权
没有政治就没有权利。- 组织和运动





二. 统计



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以
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面向2030及未来的路线图

Source: sdgindex.org



2022年 - 中国 - 目标5 性别平等

● 现状：Significant challenges remain (面临可观挑战）

● 趋势：Moderately improving (略有改善）

来源：https://dashboards.sdgindex.org/map/goals/SDG5/trends



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的目标5（中国）

Source: https://dashboards.sdgindex.org/static/profiles/pdfs/SDR-2022-china.pdf

Value/Year/Rating/Trend

根据SDR2022 Codebook，缺失了第五项指标：Gender wage gap (% of male median wage) 性
别工资差。中国在这一项的数据为空白，所以没有纳入统计。

总结来说，在2022年的SDG报告和排名中，关于性别的五项指标，两项缺少近20年内的数据。其
中生育计划可能因为历史情况较好，采用了历史高点数据；性别工资差则被排除在统计以外。同时
，纳入统计的另外三项指标，采用的是2019或2020年的数据，没有更新。



5.1 在全球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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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Source: https://unstats.un.org/sdgs/dataportal/analytics/DataAvailability

14个与”目标5：性别平等“相关的指标中，
有十个自2015年来的数据都没有共享，因此有大量数据缺失



缺失的性别平等数据 1



缺失的性别平等数据 2

*83.3%



缺失的性别平等数据 3



量(KPI)会带来质的变化吗？

● 如何针对17个相互关联的SDG发展目标进行时间纵向比较，和国家间横

向比较？

● 169个SDGs具体指标，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针对各个目标聚焦化、定

量化和简便化，也为政策制定和公共沟通提供了长时间段跨国追踪比较

的依据，我们可以用来它了解变化，来问责和质询，来收集证据提出更

有效的建议。

● 但是，发展目标 ⇒ 统计指标：是否能有效转换？

● 数字统计的意义有时候会被技术性的问题掩盖：数据缺失、质量或更新

不及时，统计口径的选择，加权及汇总的方法，国际合作...
● 具体实施的效果：选择性、简化、各国情差异

● 更重要的是，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能否通过”统计指标“来达成

改变？量会带来质的变化吗？(Gita Sen ,2019)



三. 缺陷



3.1 联合国和联合国妇女署 2020 开支 - 0.76%

UN All
2020
56.21 B

UNWomen 
2020
0.43 B

Source: 
https://unsceb.org/expenses-function



3.1 资源困境

政府

● 受政治影响颇大：内政
，右翼保守主义崛起

● UN本身在近年也渐显
弱势。

企业

● 对企业角色的肯定和企
业融资的日渐侧重

● 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是
否本身是性别不平等的
受益者，角色缺乏挑战，
也缺乏有效制约

社会

● 公民社会的发展受政治
条件的限制

● ”自下而上“的方法时间长
但仍值得培育和尝试



3.2 缺乏系统性变革

● 与MDG相比，有多少质的变化，尤其是关于当SDG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
方面寻求发展的时候，性别不平等与这三个方面都紧密相连，但是究竟是在”
打补丁“，还是挑战了全球结构和问题根源？

● 没有承认女性人权，性别平等和全球经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

● 没有对贫困和不平等提出改革策略，也没有挑战现行的贸易、税收和金融架
构，而这些都是高度性别化的。所以它没有为性别平等的进步提供促进的环
境。

● SDG有些目标之间是矛盾的，如”持续增长“和”环境保护“



3.3 依赖善意和承诺，缺乏制衡

● 谁应该对人权的保障、可持续目标的追求、性别平等的完善中扮演主要角色，在联合
国体系中，这个角色应当有各国政府承担吗？如果如此，需要明确政府责任。

● 对私营部门和跨国企业的包括：用工歧视、同工不同酬、性别就业区隔、职场性别暴
力、强制劳动免费劳动、女性产假和性别配套设施的缺乏、女性管理者稀少等等，都没
有有效的约束。

● 投资和贸易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可以借鉴ESG体系的优点，进行事前评估和事后报告
，对公众定期公布，形成监督和制衡。

● 强调多方合作，但很容易在现实中变成空有承诺，却多方推诿不作为



3.4 女权运动不可或缺

● 寻求资源、系统性变革、制衡机制，都离
不开增强女性组织的活动能力，来为女权
运动提供支持或者蓄能。

● 2015年前，联合国妇女署想把这条单独列
成性别目标，但是没有成功。5.5提到了女
性的有效参与，但局限在”领导能力“上，
这也是SDG的遗憾。

●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框架，是否重新想象何
为“发展”？是否实现了“为了女性的发展”
，而不是利用女性去延续现有的诸多不平
等，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2018年8月9日，陕西西安，网图



四. 未来



兼顾个人权利、社会结构和其它物种

重新想象“发展”

监督、坚持、连结、拓展、赋能、梯队、内外、想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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