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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四届会议 

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15 日，内罗毕 

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9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决议 

4.17  在环境治理中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增进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权能 

联合国环境大会， 

重申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和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的结论2中得到体现的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增强妇

女和女童权能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有助于制订国际法律和政治框架，以实现

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让所有妇女和女童充分而平等地享有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申明各国必须在执行环境法和政策时，包括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领域

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决策工作以及促进政策一致性、合法性和可持续成果的

过程中，尊重、保护和履行人权义务，包括妇女的权利，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7/8 号决议指出，有 100 多个国家在国际协

定和本国的宪法、立法或政策中，承认某种形式的健康环境权， 

确认里约三公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

公约》）以及《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的缔约国都

确认在执行方案中处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问题的重要性，并因此各自制

                                                        
1 联大第 70/1 号决议。 

2 转载于 E/2016/27；另可查阅 http://www.unwomen.org/-

/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csw/60/csw60%20agreed%20conclusions%20conclusions%

20en.pdf?la=en&vs=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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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性别平等行动计划来支持缔约国3， 

又确认包括全球环境基金、气候投资基金、绿色气候基金和适应基金在

内的主要环境基金已批准了性别平等政策或框架， 

认识到气候变化、污染、不可持续地管理和使用自然资源、化学品和废

物的管理不健全及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减少，也可以对

人类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产生影响， 且环境损害对切实享有

所有各项人权（特别是对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群体

而言）产生直接和间接的不利影响， 

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经常更多遭受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的影响，其中

包括：毁林、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污染和现有的性别不平等造成的自然

灾害，认识到妇女作为变革的关键推动者，在制定创新办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

促进可持续的包容性消费和生产方面发挥的积极而有意义的作用， 

认识到可以按得到妇女环境部长和领导人网络支持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全球性别平等与环境展望》的倡议，更加重视妇女是变革推动者的作用，

《全球性别平等与环境展望》强调了处理性别平等与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法，提

出一个承认性别平等是变革因素的变革议程，以制定更加以人为本的环境政策， 

确认查明和满足妇女和男子的需求并促使妇女成为决策者，对确保环境

政策、环境规划和环境方案编制工作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表示注意到联大关于《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

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责任宣言》二十周年和宣传的 2017 年 12 月

24 日第 72/247 号决议， 

注意到由会员国组成的“为所有人谋利联盟”发挥作用，通过各项多边

环境协定同时共同促进人权、性别平等、妇女权利和增强妇女权能， 

着重指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在其组织任务规定范围内，努力在其规

划文件、投资框架和全部门方案中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特别是修订

和更新《2014-2017 年关于性别平等与环境问题的政策和战略》，表明环境署

承诺在内部业务中和所有方案的编制工作中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

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性别平等的具体目标，取得切实的性别平等成果， 

确认妇女的知识和集体行动在提高资源生产力、加强生态系统的养护和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建立低碳和更可持续的粮食、能源、水和保健系统

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1. 邀请会员国： 

(a) 根据自己的能力向联合国环境大会提供信息，说明地方和国家层面

                                                        
3 《生物多样性公约》，2015-2020 年性别平等行动计划，见 

https://www.cbd.int/gender/action-plan/；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性别平等行动计划，2017 年，草案见

https://unfccc.int/files/meetings/bonn_nov_2017/application/pdf/cp23_auv_gender.pdf；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宣传政策框架草案：性别平等、干旱和沙尘暴，见
http://ww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7-08/ICCD_COP%2813%29_19-

1711042E.pdf；《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关于性别平等与湿地问题的第 XIII.18 号决议， 

见 https://www.rams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ibrary/xiii.18_gender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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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别平等纳入环境政策和方案主流的进展，重点阐述挑战和机遇，为修订

《2014-2017 年关于性别平等与环境问题的政策和战略》提供借鉴； 

(b) 考虑加入“为所有人谋利联盟”，以加强和提高性别平等和人权信

息的认知度，并争取各项多边环境协定更广泛地支持促进性别平等和人权的承

诺和行动； 

(c) 优先执行根据会员国加入的多边环境协定制定的性别平等政策和行

动计划； 

(d) 为国家层面环境项目和方案的的执行工作和筹资机制制订社会和性

别平等标准； 

(e) 继续开展和加强国际合作与援助，特别是在筹资、按相互商定的条

件自愿转让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促进为所有妇女和女童制订促进性别平等的

非歧视性环境政策和措施，并帮助保障妇女的权利，确保她们享有自己的权利

并获得粮食和营养、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保健服务、教育和培训，适当的

住房和体面工作、清洁能源、科学和技术； 

(f) 加强和实施旨在加强妇女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环境决策

和措施中的参与和主导的政策，并酌情请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署（妇女署）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在接获要求时支持这方面的国家方案和项目； 

(g) 认识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妇女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者和保护

环境的变革推动者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 

(h) 支持对妇女和男子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工作，以实现性别平等问题

主流化和让所有妇女积极切实参与全球进程，协助实现性别均衡的目标； 

2.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a) 协助收集按性别、年龄和残疾情况等分列的数据以及会员国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的经验教训，包括就以下事项开展协商并呼吁提交材料：地方、国

家和国际环境政策、方案和举措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取

得的进展； 

(b) 根据从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收集到的信息，向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五届会议报告联合国环境署《2014-2017 年关于性别平等与环境问题的政策

和战略》的执行情况，包括环境署的规划文件、投资框架与网络和全部门方案

的执行情况，同时考虑到它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多边环境协定、性

别平等行动计划和《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4的协同作用、相互

联系和下一步工作； 

(c) 加强与妇女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与享有安

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民间社会组

织的合作，以便从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角度制定应对环境挑

战的创新解决办法，加快转向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d) 继续支持采取举措，鼓励和支持妇女代表参加环境大会和相关的政

府间会议并在会上起领导作用，包括与妇女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利益

                                                        
4 A/CONF.216/5，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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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关方等合作，结合相关政府间机构和进程附属机构的届会，开展提高认识、

培训和能力建设工作； 

(e) 确保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性别平等与环境问题的政策和战略》

和《性别平等执行计划》纳入环境署所有由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提供

资金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