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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赋权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商定结论 

执行情况的材料 

 

中国始终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完善法律政

策体系，积极落实《北京宣言》、《行动纲领》及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认真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等国际公约及其义务，坚持不懈推进性别平等和

妇女全面发展。在妇女赋权及可持续发展方面，中方主

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举措和进展 

（一）成立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部级协调

机制。为推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目标，中

国成立了由 45 个部委组成的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部际协调机制。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妇

联、教育部、人社部、国家卫健委等是该部际协调机制

成员单位，单位负责同志担任部际协调机制成员。议程

每项目标的落实均分解到具体责任部门，各部门协同合

作，共同推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

方案和进展报告。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全

面深入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率先发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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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别方案，将落实工作同《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等中长期发展战

略有机结合，详细制定了中国落实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 169 个具体目标的方案，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

事项均列为优先举措，重点推进。比如在消除贫困方面，

要求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的法规政策，

确保妇女平等获得经济资源和有效服务，确保妇女享有

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

益分配权等。 

中国于 2017 年和 2019 年各发布一份《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及时梳理和评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展，对下步工作提出规划

和目标，并分享中国落实议程的经典案例，为各国提供

有益借鉴。 

二、建立健全推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性

别平等目标的工作机制 

（一）制定实施促进妇女发展的国家规划纲要。中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专门设定“促

进妇女全面发展”一节，强调“实施妇女发展纲要”，提

出“保障妇女平等获得就学、就业、婚姻财产和参与社

会事务等权利和机会，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提高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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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参与决策管理水平。加强妇女扶贫减贫、劳动保护、

卫生保健、生育关怀、社会福利、法律援助等工作。严

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暴力侵害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改善妇女发展环境。” 

中国先后颁布三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明确

各阶段妇女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领域及策略措施。目

前正在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设

置了 7 个优先领域、57 项主要目标和 88 条策略措施，

涵盖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提到的性别平等目

标。 

中国已启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编制工作，将结合中国促进性别平等的要求，对标《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科

学设置纲要目标和策略措施，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与可

持续发展。 

（二）完善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国务院妇女

儿童工作委员会于 1990 年成立，是国务院负责妇女儿童

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执

行有关妇女儿童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发展妇女

儿童事业。委员会由 35 个部委和人民团体组成，现任主

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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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政府均成立了妇女儿童工

作委员会，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协同配合的组

织工作体系。 

（三）创新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出台法

律、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两性的

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目前，中国 31 个省区市

已经全部建立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促进将男

女平等理念纳入法规政策制定全过程，从源头上保障妇

女合法权益，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三、疫情期间积极保障妇女生命安全，维护妇女合

法权益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党和政府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

部署，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过程中，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妇女需求，注重发挥

妇女作用，积极保障妇女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 

（一）发挥女性半边天作用。中国妇女在抗击疫情

的斗争中贡献了半边天力量。从科学院院士到普通医护

人员，一大批优秀的女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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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驰援湖北的4万多名医务人员中，

女性 2.8 万人，占 2/3。在全国 65 万个城乡社区，千万

女社区工作者、巾帼志愿者、女新闻工作者等各行各业

的女性奋战在交通运输、药品及防护用品生产、心理咨

询、社区工作、志愿服务、新闻报道等各个领域。她们

以忠诚履职、顽强拼搏的实际行动奉献社会，助力抗疫。 

（二）关注妇女健康。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党和政

府高度重视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习近平主

席明确指出要“密切关注孕产妇、婴幼儿等病例”，强调

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中国就儿

童和孕产妇疫情防控、孕产妇疾病救治与安全助产、因

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等密集出台政策

措施，加强对孕产妇的特殊保护和帮助。全国确立了

1774 家新冠肺炎感染疑似或确诊孕产妇产检和住院分

娩定点医院，为疑似和确诊孕产妇产检、住院分娩提供

服务，注重孕产妇、儿童等患者差异性诊疗策略。截至

目前，中国未发生直接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孕产妇死亡，

妇女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三）助力妇女参与经济。为促进妇女复工复产，

帮助女性领导的企业纾困解难，中国先后出台了 100 多

项减免税费、加强就业培训等有利于妇女复工复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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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其中减免费用、减少负担的 17 项，拓宽就业渠道的

18 项，支持就业创业的 37 项，加强职业培训的 18 项，

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障 24 项。 

妇联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妇女复工复产。一是

召开女企业家座谈会，深入女性创办的企业了解复工复

产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积极协调政府部门给予解决。

二是在网上举办女性专场招聘活动，共组织各类招聘活

动 4500 多场，257 万多妇女参与，成功介绍 40 多万名

妇女就业，组织劳务输出女性 8 万人。三是加强金融扶

持服务，全国妇联与中国建设银行联合开展“巾帼创业

金融扶持行动”，计划三年内服务不少于 1 万家女性企业

创业，提供综合信贷支持超 100 亿元。湖南、山东、安

徽、河北、四川、重庆、河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

妇联与金融机构也开发了各具地方特色的金融服务产品。

从今年 3 月至 7 月上旬，山东推出的“巾帼信用贷”“鲁

担信用贷”已经为女企业家发放了 12000 余笔、总额

22.86 亿余元的贷款。四是推进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协作和

对口支援，为企业用工需求和妇女就业求职提供双向服

务，做好“点对点 一站式”服务，帮助贫困地区妇女转

移就业。五是搭建网络销售平台，开展直播带货等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各级妇联组织仅帮助销售农产品就超过



7 

 

5000 万元。一些女性企业家抓住新机遇，以新的经济模

式展现新作为。比如上海一个社区电商爱库存，通过创

新经营模式得到了蓬勃发展，在疫情期间为社会提供了

22 万多个就业机会，其中女性占 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