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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人权理事会 2016 年 7 月 1 日通过的决议 

  32/20. 

实现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特别回顾《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

权利公约》和其他所有有关国际人权文书， 

 回顾人权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尤其是 2014 年 9 月 25 日第 27/6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其中会员国决心确保按照全民教育议程和与教

育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到 2015 年，使世界各地的儿童，不论男女，都能上完

小学全部课程，并确保男女儿童都享有平等机会接受各级教育；欢迎大会通过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包括关于确保所有人享有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

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的目标 4， 

 还回顾需要确保所有男女儿童平等获得优质幼儿发展、看护和学前教育，为

他们接受初等教育做好准备，必须到 2030 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并且必须

建立和改善兼顾儿童、残疾和性别平等的教育设施，为全民提供安全、非暴力、

包容、无障碍和有效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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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

人口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和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大韩民国仁川举

办了 2015 年世界教育论坛，论坛通过了题为“2030 年教育：实现包容和公平的

全民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宣言，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部门、机构和机制(尤其是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开展的工作，以及各组

织和民间社会为促进女童享有受教育权所做的努力， 

 深感关切的是，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称，虽然过去十年来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是到 2015 年，在全球范围没有实现一项全民教育目标， 

 又深感关切的是，虽然近年来取得了进步，但是包括残疾女童和属于族裔、

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女童在内的许多女童在教育系统内依然终生遭受严重的歧

视和排斥，而且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尚未在等级教育中实现平等， 

 还深感关切的是，人道主义危机和武装冲突剥夺了儿童特别是女童受教育的

机会， 

 强烈谴责因女童上学或希望上学而对其进行袭击和绑架；痛惜所有对教育机

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袭击(包括恐怖袭击)；确认这种袭击对实现受教育权，尤

其是女童的受教育权具有不利影响， 

 重申每个儿童都平等享有受教育权，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注意到女童常

常面临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 

 深感关切的是，社会和文化定型观念、对女童的暴力行为以及暴力极端主义

运动和恐怖团体将学校作为袭击目标的做法继续妨碍着女童接受教育， 

 决心继续让所有女童逐步实现受教育权， 

 确认教育是一种有乘数效应的权利，它使妇女和女童有能力做出选择以伸张

自己的人权，包括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并充分参与作出影响社会的决定， 

 1.  欢迎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就实现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问题举行

小组讨论会，以交流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并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编写的讨论会纪要报告；2
 

 2.  促请所有国家加强努力并加大力度，逐步实现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

权，如采取必要及适当的措施： 

(a) 消除教育领域对女童的歧视，排除一切妨碍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

权的障碍，包括歧视性法律和政策、习俗、传统或宗教因素、经济障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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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学校环境中的性暴力)、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以及切割女性生殖器、性

别定型观念、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及早孕等有害习俗； 

(b) 确保教育机构安全且不存在暴力和虐待； 

(c) 降低女童辍学率，帮助确保所有女童均能接受完整、优质的中小学教

育和培训，平等享有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为其提供适当支助并合理满足个人的

要求，而不加以任何形式的歧视； 

(d) 让所有女童都能在与住所相距合理的中小学入学； 

(e) 采取措施，以便所有女童，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均能在包容、无障

碍、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中上学、放学、求学，包括提供安保服务及实行专项政

策，消除一切形式的校园暴力，并在必要时酌情提供安全、有保障的校车服务； 

(f) 为边缘化或受排斥群体的女童、残疾女童、土著女童、属于族裔、宗

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女童及农村女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g) 为处境不利的女童及其家人提供适当支助，确保她们有机会入学并防

止女童因经济原因辍学；  

(h) 为每所中小学提供受过专业培训、能够按照有教无类的包容性目标，

在顾及儿童特点、最有利于发展学习和社交能力的环境中为儿童提供有效个性化

支持的合格教师，包括女教师；建设全面无歧视、包容、无障碍、顾及文化特

点、安全、扶持和有保障的环境，以利于为所有女童提供优质教育，包括人权教

育，使之能够最充分地发展个人能力，成为社会中积极主动的行为者； 

(i) 为每所中小学充分提供独立、充足、安全的供水和卫生设施，适当配

备卫生用品包，这有利于女童入学和留校就读，并保护女童在使用卫生设施时免

受人身威胁或攻击； 

(j) 确保所有完成中小学教育的女童具备有效参与社会的基本技能，包括

财务知识； 

(k) 在所有教育过程、实践和教材中消除性别定型观念，提高对逐步实现

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重要性的认识； 

(l) 在国家预算中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建设教育系统，制订以平等原则

和儿童权利为基础的法律和政策； 

(m) 帮助处于紧急状况中的女童、移徙女童、境内流离失所女童和难民女

童及处于人道主义危机包括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女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3.  鼓励各国扩大投资和国际合作，让所有女童都能完成免费、公平、包容

和优质的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包括为此扩大和加强全球促进教育伙伴关系等

各项倡议，在公共资源与民间资源相结合的模式基础上探索更多的创新机制，同

时确保所有教育机构充分尊重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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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鼓励开展国际合作，以辅助各国与教育有关的工作，尤其着眼于消除教

育中的歧视；支持联合国系统在这方面的努力； 

 5.  促请各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努力逐步实现受教育

权，包括逐步实现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为此提供适当资源，包括财政和

技术资源，以支持国家主导的全民教育计划；  

 6.  重申必须加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受教

育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与努力实现女童教育目标的其他伙伴之间的对话，以期进一

步将女童受教育权问题纳入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 

 7.  鼓励高级专员和有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在履行任务和报告工作时对实

现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给予必要关注，并采取实际有效的步骤，共同努力

实现这项权利； 

 8.  请高级专员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各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其他有关部门和机构、有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区域组织和人权机构、国

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及儿童本人密切合作，编写一份关于实现所有女童平等享

有受教育权的报告，说明妨碍女童切实接受教育的障碍，参考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就到 2030 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的适当措施提出建议，并将报告提交人权理

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 

 9.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16 年 7 月 1 日 

第 44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