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明天会越来
越好，因为中国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决心坚定不移，维护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决心
坚定不移，世界上所有拥
护正义的力量都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

近日，白俄罗斯代表 70 个国家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

作共同发言，重申支持中国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强调香港

特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香港事

务是中国内政，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

重中国主权，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

国内政。此外，还有 20 多个国家在人

权理事会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中

方在涉港问题上的立场和举措。广大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

联手发出正义之声，充分体现了事实

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

不干涉别国内政，是联合国宪章

的 明 确 规 定 ，是 国 际 关 系 的 基 本 准

则。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

预。然而，某些西方国家近年来一再公然干

预香港事务，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

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当前，围绕中国全国

人大会议将就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

定，西方一些政客再次跳出来，妄图打着人权

旗号，借涉港问题向中方施压。殊不知，在世

界正义力量面前，这种行径注定失败。

香港选举制度是中国的地方选

举制度，如何设计、如何发展、如何完

善完全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

涉。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

人民，以及真正关心香港繁荣稳定的

国际人士普遍认为，完善香港特区选

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既

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保持香港长

治久安的实际需要，也是中国宪法赋

予全国人大的权力和责任，完全合宪

合法，正当合理。“我想再次强调，香

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完

善选举制度在内的任何决定既是中

国的权利，也是中国的责任，这些决

定有利于香港的长远发展和繁荣。”

白俄罗斯常驻日内瓦代表安布拉泽

维奇的话，代表了国际上正义力量的

普遍看法。

西方一些政客抛出的种种奇谈

怪 论 ，暴 露 出 彻 头 彻 尾 的“ 双 重 标

准”。放眼世界，无论在哪个国家，效

忠自己的祖国都是公职人员以及竞

选公职的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伦

理。然而，面对中方完善香港选举制

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合法行

动，他们却如坐针毡，试图给中方安

上种种莫须有罪名。对于造成这种

不正常反应的原因，国际社会看得很

清楚。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和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董事阿里·萨瓦

尔·纳克维指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是中国采取的正确且十分重

要的举措，而一些国家却在企图利用

香港事务给中国制造麻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阻挡正义事业、正

义力量的任何鼓噪都注定是徒劳的。香港的

明天会越来越好，因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决心

坚定不移，世界上所有拥护正义的力量都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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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0日电 （记者王莉）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西藏脱贫攻

坚和文化保护”云上边会 9 日在京举行。会

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中国

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共同主办。

有关减贫和文化保护领域的中外专家学

者与会，重点研讨交流了中国西藏自治区大

力开展脱贫攻坚、倾力保护和发展文化的实

践经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所长扎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

所长肖杰、尼泊尔阿尼哥协会主席萨尔波塔

姆·什雷斯塔、英国藏学学者罗布森等专家学

者在会上作主旨发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

干事郑堆主持会议并作会议总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西藏脱贫攻坚和文化保护”云上边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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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世界的发展需要进入更加
平等、包容、可持续的轨道，妇女
事业是衡量的重要标尺。近年
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积极采
取行动，通过制定修订法律法
规、完善福利制度、加强教育和
普及平等理念等多种方式，促进
性别平等。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2021 年女性、营商与法律

报告》，对全球 190 个经济体过去一年间的性别平

等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报告指出，在各国政府

的积极努力下，全球性别平等不断改善，但新冠肺

炎疫情给女性的健康、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

新的挑战。相关专家呼吁，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应

加强合作，克服疫情影响，保障女性权益，进一步

促进性别平等。

全球妇女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世界银行的报告研究了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0 月间，全球 190 个经济体影响女性获得经济机会

的法律法规，并以社会流动性、工作环境、薪资待

遇、就业创业等 8 项指标作为衡量标准，设置 35 个

问题，对各经济体的性别平等状况进行评分。

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妇女事业取得长足进

步，主要体现在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失业率的

降低及在政府机构中表现的提升。在全球范围

内，一些经济体消除了工作领域的性别限制，或致

力于实现男女“同工同酬”；有关婚姻、生育及消除

女性创业限制的法律法规也得到改进。疫情期

间，企业大量关闭，一些经济体出台创新性举措，

给予妇女就业、育儿、诉讼及免受家庭暴力等方面

的保障。

报告也发现，不同地区、经济体之间的性别

平等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从地区层面看，经合组

织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分最高，中东和北非地区

的平均分较低。区域内部各经济体间的性别平

等状况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国家间相差悬殊。衡量

同 一 经 济 体 性 别 平 等 状 况 的 指 标 间 也 存 在 差

异。在全球范围内，生育权益一项的提升空间最

大，各地区此项的得分均为 8 项指标中最低，其次

是薪资待遇。

促进性别平等措施持续出台

全球性别平等状况的不断改善，得益于国际

社会及各国长期不懈的努力及采取的积极措施。

为保障女性合法权益，韩国专门设立了女性

家族部，负责主导制定性别平等方面的政策，帮助

女性掌握就业所需技能。墨西哥 2019 年修订宪

法，规定在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行政、立法和司

法三个部门及自治机构中，一半的政治决策职位

应由女性担任。哥斯达黎加修改劳动法，废除了

禁止女性夜间工作的条款。

两性婚姻和生育权益保障日益受到重视。例

如，欧盟《工作与生活平衡指令》规定，各成员国应

实施 14 周的产假和 4 个月的育儿假，父亲必须在

孩子出生前后，至少休 10 个工作日的陪产假，并得

到相应经济补偿；同时，要求雇主对 8 岁以下儿童

的在职父母实行更为灵活的工作安排。韩国实施

育儿休假补偿制度，父母申请育儿假可得到相当

于工资 50%至 100%的社保补偿，上限为 250 万韩

元（1 美元约合 1139 韩元）。

各国不断加强合作，保障女性合法权益。爱

尔兰、西班牙和立陶宛已启动相关国家行动计划，

并加强卫生、司法、执法部门之间的协作，共同打

击侵犯女性权益的暴力事件。巴西联合莫桑比

克，与国际组织开展三边南南合作项目，重点是消

除贫困及赋权女性；项目还在当地开设课程，教授

相关人员如何帮助暴力受害者。阿根廷和智利去

年启动一项全天候热线服务，遭受暴力伤害的女

性可用通信软件向热线发送文本信息，举报并请

求援助。

各国还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民众

对两性平等问题的认知和参与度。欧盟把每年 11
月 10 日定为“同工同酬日”，呼吁关注男女薪酬差

距。去年 10 月起，新加坡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女性发展对话”活动，全面探讨与女性相关的

课题，活动收集到的意见将反馈给政府，并由政府

整理成白皮书，于今年上半年提交国会。

实现宏伟愿景仍需多方努力

在去年 10 月 1 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

世界妇女大会 25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170 多位国家

领导人、国家高级代表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发言

并形成共识，强调 25 年前在北京世妇会上通过的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仍具有重要意义，是实

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最全面

和最具变革性的全球议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各国在性别平

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例如女童受教育机

会比历史上任何阶段都多。但《北京宣言》所描绘

的宏伟愿景并没有得到全面实现，例如 1/3 的女性

一生中仍会经历某种形式的暴力。而新冠肺炎疫

情突显妇女权利受到侵害。

欧洲议会研究机构政策分析师罗莎蒙德·史

瑞夫斯表示，疫情期间，许多女性退出就业市场，

工作与生活的冲突导致女性在就业、薪酬和职业

发展上更易受到冲击并长期受到影响。如果不立

即采取相应措施，疫情将加剧全球性别不平等。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姆兰博—努卡指出，

疫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妇女面临的债务危机、失

业及女童受教育权无法得到保障等问题更加突

显。她呼吁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加强合作，保障女

性权益，促进性别平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杜洁对本报记者表

示，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在妇女健康、教育、减贫、

环保等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

100 个“快乐校园工程”和 133 个“妇幼健康工程”，

邀请 3 万多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培训。在抗击

疫情中发起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使包括妇女儿童

在内的受援人口广为受益。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英桃对

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妇女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

史性成就，是全球妇女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去

年，中国大幅增加了援助全球妇女事业的力度，成

为主要援助国之一。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助理教授利嘉·法布

里斯表示，旨在促进两性平等的国际合作项目有很大

发展空间。在她看来，开展南南合作是促进女性平

等，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女性提供支持的有效方式。

（本报北京、布鲁塞尔、里约热内卢、首尔 3月
10日电）

加强合作，携手促进性别平等
本报记者 杨 一 方莹馨 朱东君 张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