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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締約國採取適當有效措施以期根除女性割禮習俗。該等措施應包括： 

(1)由大學、醫學或護理協會、全國婦女組織或其他機構，蒐集和傳播關於傳統

習俗的基本數據； 

(2)支持國家和地方的婦女組織努力消除女性割禮和其他對婦女有害的習俗； 

(3)鼓勵政治家、專業人員，各等級宗教和社區領導人，包括大眾傳媒和藝術領

域在內進行合作，以影響對消除女性割禮的態度； 

(4)依據以女性割禮所引起問題的研究結果，舉辦的適當的教育、培訓方案及研

討會； 

2. 於國家衛生政策內載列其消除女性割禮的適當公共保健策略。可包含衛生人

員(包括傳統助產人員)負有特別責任解釋女性割禮的有害效果； 

3. 請聯合國相關組織提供援助、資料和諮詢意見，以支援和協助進行消除有害

傳統習俗的工作； 

4. 在向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中，載列關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0

和 12條消除婦女割禮的資料。 

 

第九屆會議第九屆會議第九屆會議第九屆會議(1990)第第第第 15 號號號號一般性建議一般性建議一般性建議一般性建議：：：：各國防治後天免疫各國防治後天免疫各國防治後天免疫各國防治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缺乏症候群缺乏症候群缺乏症候群(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

的的的的策略避免對婦女策略避免對婦女策略避免對婦女策略避免對婦女造成造成造成造成歧視歧視歧視歧視 

依據委員會所收到的資料，其中涉及愛滋病全球傳染防治戰略對的行使對婦女權

利可能產生影響，考量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聯合國組織、機關、機構就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愛滋病毒)所編制的報告和資料，尤其是秘書長向婦女地位委員會提交

的關於愛滋病對提高婦女地位所生影響的說明，以及 1989年 7月 26日至 28日

於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愛滋病與人權問題協商會議的《最後文件》，特別提到 1988

年 5 月 13 日世界衛生大會關於避免歧視愛滋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患者的第

WHA41.24 號決議、1989年 3 月 2 日人權委員會關於衛生領域不受歧視的第

1989/11 號決議，以及 1989年 11月 30日關於婦女、兒童與愛滋病問題的巴黎

宣言，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布，1990年 12月 1日「世界愛滋日」的主題將是「婦

女與愛滋病」，茲建議： 

(a)各締約國加強宣導，使群眾提高警覺，瞭解愛滋病毒感染和愛滋病，尤其是

對婦女和兒童所造成的危險，以及對他們的影響； 

(b)愛滋病防治方案應特別注意婦女和兒童的需要、有關婦女生育的角色、婦女

於某些社會中的從屬地位，特別易受愛滋病毒感染之害； 

(c)各締約國確保婦女積極參與初級保健工作，在預防感染愛滋病毒方面，加強

婦女身為兒童保育人員、衛生工作人員、教育工作者的作用； 

(d)所有締約國在《公約》第 12 條下的報告內容中，列入愛滋病對婦女地位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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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應受感染婦女需要所採取的行動、避免基於愛滋病特別歧視婦女。 

 

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1991)第第第第 16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城鄉家庭企業中的無酬女工城鄉家庭企業中的無酬女工城鄉家庭企業中的無酬女工城鄉家庭企業中的無酬女工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考量《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2 條(c)項、第

11條(c)、(d)和(e)項，以及關於婦女狀況統計數字的第 9號一般性建議(第八屆會

議，1989 年)，各締約國有高比例的婦女未能獲得薪酬，而社會保障和津貼多半

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員所享有；並從所遞交的報告中發現普遍未提及家庭企業中的

女性無以獲取薪資等問題。無酬勞動是剝削婦女的一種形式而有悖於《公約》，

建議締約國： 

(a)在其提交委員會的報告中，列入關於家庭企業中無酬女工的法律和社會狀況

的資料； 

(b)蒐集關於家庭企業中婦女未有薪酬、社會保障、社會津貼的資料，並列入提

交委員會的報告； 

(c)採取必要措施，保障在家庭企業工作但未獲薪酬、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婦

女享有該等待遇。 

 

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1991)第第第第 17 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婦女無償家務活動的衡婦女無償家務活動的衡婦女無償家務活動的衡婦女無償家務活動的衡酌與量化酌與量化酌與量化酌與量化及其在及其在及其在及其在

國民生產國民生產國民生產國民生產總值中的確認總值中的確認總值中的確認總值中的確認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1條談到《奈洛比提升婦女前瞻策略》第

120段，申明婦女的無償家務活動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對該等無償活動進行衡

酌和量化，將有助於揭示婦女實際上的經濟作用，而為制定提高婦女地位的新政

策提供依據。統計委員會第二十五屆會議就目前修訂國民核算制度和擬訂婦女統

計數字問題作出討論，建議締約國： 

(a)鼓勵和支持調查和實驗研究以衡量婦女無償家務活動的價值；例如進行對時

間利用的調查作為全國家庭調查方案的一部分，並收集兩性關於參與家務活動和

勞動力市場活動所需時間的統計數字； 

(b)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奈洛比提升婦女前瞻策略》的各

項規定，定量計算婦女的無償家務活動並將其列入國民生產總值； 

(c)在其根據《公約》第 18條提交的報告中，列入關於為衡量無償家務活動的價

值所進行的調查和試驗性研究的資料，以及在將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納入國家計

算的統計資料。 

 

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第十屆會議(1991)第第第第 18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身心障礙婦女婦女婦女婦女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顧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 條等，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