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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阁下，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代表，亲爱的各位会议代表：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这个重要的会议，与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劳动世界的性

别平等。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借上海 2010 年世博会的机会，积极促

进他们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承诺，即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权利。 

 

消除歧视、促进男女平等是国际劳工组织自 1919 年创立以来各项工作中秉

承的基本原则。性别平等对于人人实现体面劳动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也贯穿于国

际劳工组织的四项战略目标之中：（1）促进工作中的基本原则、权利和国际劳工

标准；（2）创造就业；（3）社会保护；以及（4）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 

 

国际劳工组织促进劳动世界性别平等的使命体现在其章程和各项国际劳工

标准中。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有四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尤为重要，分别是同酬

公约（第 100 号——中国 1990 年批准）、歧视（就业和歧视）公约（第 111 号—

—中国 2005 年在三方协商后批准）、有家庭责任工人公约（第 156 号）以及生育

保护公约（第 183 号）。 

 

在过去 20 年里，国际劳工组织加强了在工作场所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通

过国际劳工大会，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会组织敦促国际劳工组织采取行动来促进

性别平等、薪酬平等和生育保护，并采取性别审议等切实措施，加强对现有的行

动计划和技术合作项目的监督，确保把性别平等问题纳入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各方

面工作中去。这代表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在工作场所还存在男女之间的严重

不平等，那么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三方会员伙伴的努力下，各国的性别平等工作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成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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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显著提高，这具体表现在各国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

采取措施纠正对女性的长期偏见和直接歧视，为女性提供接受教育、参与政治和

就业的机会。国际劳工组织在促进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的工作中重点关注促进男

女享有同等权利以及均等的社会和经济机会两方面的工作，这种方法证明是可行

的。 

 

促进性别平等工作已经成功的影响了很多的雇主和工会组织。这些成功做法

包括： 

 

-向贫困人口倾斜的政策，同时要关注政策对女性和男性产生的不同影响； 

-推动国际劳工组织 111 号和 100 号公约的实施； 

-在国家法律、政策和各项工作中加入性别平等内容，在某些地区，雇主和

工人在工作场所中有效地加强了相关法规的实施和知识普及工作； 

-为青年女性和男性提供更多的技能提升和职业选择的均等机会； 

-帮助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女企业家和女经理人的数量越来越多； 

-采取积极行动来促进女性的职业发展； 

-更加关注女性的就业合同状况，明确女性的就业关系形式； 

-收入差距的减小（但速度非常缓慢！） 

-多数地区的制定政策者都开始接受男女同工同酬的理念。 

 

仅在一年之前，在 2009 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进行了关于性别平等在体面工

作中的核心地位的深入讨论。此次讨论非常及时，因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

影响了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大会结论明确指出，经济危机不应该成为造成男女

不平等和进一步削弱女性权力的借口。 

 

然而我们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在威胁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促进性别

平等方面的工作。国际劳工组织 2010 年报告《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评估成绩

并寻找挑战》指出正在产生新的性别差距。尽管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参与率

在提高，但往往都集中在低收入、不稳定、非全日制、家庭作坊或非正规部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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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妇女在薪酬上仍然无法实现同等价值工作同等报酬。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包

括体制性性别歧视和国家在统计工作中对收集性别分类数据不够重视。 

 

已经取得的进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实现性别平等的道路上仍然障碍重重，

包括国家政策得不到有效实施。自满的情绪、止步不前（有时是一种“性别疲惫”

状态）甚至退步都在拖累在性别问题上改革的脚步。当前的金融和经济衰退等危

机可以使多年来取得的成绩付诸东流。性别歧视态度和行为可能会卷土重来。在

已经消除了性别歧视的工作场所里会出现倒退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监督和

评估工作，用各种方法来衡量我们是在向目标迈进还是渐行渐远。 

 

在2009年6月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了全球就业契约来减少危机的社会影响。

该契约呼吁各国在实施复苏方案时要在各项措施中加入性别平等因素。例如，很

多妇女从事的都是没有报酬的照顾他人的工作。随着危机深入发展，这种现象会

更加普遍，进一步影响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因此必须采取政策促使男性

分担此类无报酬的工作。 

 

许多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迅速实施了主动性刺激方案，具体内容包括在公共

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中创造就业岗位、支持绿色就业、为失业者提供培训和社会保

护。国际劳工组织在这些工作中都提供了支持，包括创建“基本社会保护”的创

新性政策调研，从而在社会开支下降期间维护人们的基本社会权利和福利。 

 

重要的是各国的复苏计划应该加入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包括修改劳动法、

为男性和女性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制定政策来为妇女提供新

技能培训；使用现代技术、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包括针对女性的积极

支持行动和消除对妇女的性别角色成见等。 

 

有效的社会对话是成功实施全球就业契约的关键。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是在

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推动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的重要政策工具。劳资政三方在社会

对话过程中要切实推动制定和实施非歧视的立法和性别平等政策。社会对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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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能否提高女性的参与程度。因此必须提高妇女在政府、雇主和工会组织中

领导职务上的比例。女性参加社会对话和集体谈判是消除性别歧视的关键一步，

应鼓励政府和社会伙伴在其代表中增加更多的女性。这里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

题： 

 

-怎样确保社会对话机构中有同等比例的男女代表？ 

-怎样确保社会对话能在促进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问题上发挥作用？ 

 

我们今天都希望了解中国是如何通过让女性担任领导和决策职务来确保在

三方和两方的磋商和谈判过程将性别平等放在首位。 

 

性别平等是中国政府在社会发展政策方面的核心内容。自从 1995 年在北京

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加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机制建

设。我感到高兴和骄傲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在此过程中一直积极给予协助。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一直在进行立法改革，这对促进性别平等至关重要。《妇

女权益保护法》的通过为性别平等政策提供了基础。国际劳工组织非常荣幸地参

与了《就业促进法》和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劳动合同法》的起草过程。

2006 年中国批准 111 号反对就业歧视公约是里程碑性事件，标志着平等原则将

体现在中国的劳动、就业和产业关系法规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国际劳工组织一直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实施刚批准的

111 号公约，通过挪威政府资助的一个项目来帮助中国在全国层面和各省加强消

除就业歧视的能力建设和促进劳动法的实施。 

 

通过中国三方和中国妇联共同参与的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项目，自 2002 年

以来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建立了3+1的工作机制来促进性别平等。通过3+1机制，

在以下领域实施了性别平等措施：就业和劳动政策和工作的性别主流化能力建

设、弱势群体女性创业培训、薪酬平等培训和能力建设、工作和家庭责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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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护，以及在低教育水平女性从业为主的行业——家政行业提供更多的保

护。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促进性别平等和体面工作的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方。我

高度赞扬全总在性别主流化、在经济危机时期维护劳动权益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过

程中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全总一直积极在工会内部和会员之中大力宣传性别平等并努力开展能力建

设工作，鼓励会员在促进就业、集体谈判、民主管理、工人培训和职业安全与卫

生等各方面工作中将性别问题主流化。 

 

我非常高兴的了解到全总正在开展家政工培训工作，这将进一步促进改善女

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和性别平等状况。到目前已应有 137,000 人接受了培

训，其中有 83,000 人找到了的工作。 

 

但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尽管中国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比例一直很高，但女

性仍然要克服各种就业歧视。传统的性别角色成见意味着妇女肩负着主要的家务

负担，但与此同时，妇女还要工作来获得一份收入，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

种态度渗透到了工作场所，深深植根于劳动制度中。妇女在政治和经济决策机构

中缺乏代表和声音，政府和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中高级职务上的妇女比例仍然很

低。 

 

我非常高兴有今天的机会让中国的三方成员来进一步推动工作场所的性别

平等，分享经验，共同探讨如何面对今后的挑战。国际劳工组织非常高兴能够有

机会参加这次各方高度重视的会议。我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也期待着今后继

续了解你们在这项工作中所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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