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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2011 年 6 月 25 日－7 月 2 日，罗马  

粮农组织性别审计状况报告 

 

 

内容提要 

本文件简要介绍了： 

• 由粮农组织委托、与现已成为联合国妇女组织一部分的联合国妇女发展

基金合作开展的粮农组织性别审计的过程和目标； 

• 委托进行这项审计的背景； 

• 粮农组织再度对性别平等作出的承诺。 

性别审计报告和建议将与性别评价报告和建议一并提交计划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份的会议。 

建议大会采取的行动 

请大会回顾迄今为止就粮农组织性别审计所开展的工作，评价这项活动

与全组织性别评价的互补性，这两项活动目的均在于更好地把性别问题纳入

全组织的工作。 

 



2 C 2011/INF/16

 

 

2 

粮农组织性别审计状况报告 

1. 联合国早就认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1。过去20年中，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多项

决议，要求联合国各组织将性别平等纳入其规划工作。2006年10月，联合国行政

首长协调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平等政策，要求联合国各组织“一致和

协调地实施性别主流化工作，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目标。”2009年，联合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秘书长报告“联合国各实体在设计、

实施、监测和评价所有政策和计划以及在能力开发方面，把性别考虑纳入主流活

动所取得的进展，包括通过对所有员工进行强制性培训，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专

门培训，作为提高其认识，增强知识、承诺和能力的关键手段，以及为确保在联

合国系统内有效实现性别主流化而开展的合作努力。” 

2. 粮农组织早就认识到促进性别平等对实现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并尽一

切努力履行联合国的决议，对性别主流化采取全面方针，确保取得更大的总体

成效。  

3. 正如粮农组织《2010-1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所述，“实现性别平等，

赋予妇女权力，不仅是该做的一项工作，而且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至关重

要。” 2 该报告对农业部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使各国在农业生产力和饥饿方面

付出的代价作出了估计。 

4. 确保女性农民与男性农民具有获得生产性资料，如土地、信贷、农业投入

物及服务和信息的同等手段，缩小单产方面的性别差异，可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产量提高2.5-4%。这将使饥饿人口减少12-17%，相当于全世界1亿至1.5亿人口摆

脱饥饿。 

5. 正如粮农组织大会所授权的，本组织于1989年开始实施其第一项妇女参与

发展行动计划（ 1989-1995年），于 2002年实施其第一项性别与发展行动计划

（2002-2007年）。然而，根据2007年对粮农组织进行的独立外部评价，与性别平

等有关的进展缓慢、不一，本组织“在性别 [平等 ]方面的表现，与该主题同粮农

组织许多授权方面的相关性相比不佳。”独立外部评价指出，对性别关切的考

虑，尚待全面纳入粮农组织的工作领域，性别平等仍被视为主要是性别、平等及

农村就业司的责任，该司以外的其他部门仍需在性别问题方面负起全面责任。独

                                                 
1  “性别平等”一词，在本报告全文中，指“男女在公民和政治生活中享有同等权利、机遇和待遇的一种

状况”（粮农组织，2009c，第 4 页）。  
2  粮农组织，《2011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妇女与农业：缩小性别差异，努力促进发展》，意大利，罗

马，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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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外部评价建议粮农组织更加重视对性别分析的培训，性别问题应充分纳入粮农

组织新的战略框架，而不是作为一项单独的计划。根据最后一项建议，粮农组织

成员国确立了战略目标K，呼吁在农村地区获得资源、商品、服务和决策方面实

现性别平等。 

6. 粮农组织与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联合国妇女组织合作，于2010年委托开展

了一项性别审计，以便使粮农组织与联合国性别主流化政策保持更加一致，从而

能够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K。这项审计以组织机制、系统、结构问题而不是以计

划绩效为重点，因为人们认为这是建立一项更加一致的计划所依赖的必要基础。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同年委托进行了一项性别评价，平行而单独开展，主要以粮

农组织的计划、项目和人力资源为重点。这项评价计划于2011年4月完成。这两项

活动一起将对粮农组织的记录和运作进行全面分析，便于在更加知情的前提下推

动这项工作。 

7. 性别审计的目标是： 

 确定和分析性别主流化组织机制和过程中的强项、佳法、弱点、空白

和挑战； 

 评估粮农组织在履行其职责，实现与性别主流化有关的战略目标K方

面的机构能力； 

 拟定一个在粮农组织各级实现性别主流化的问责框架，并为搭建这一

框架的过程提出建议； 

 就如何加强粮农组织机构能力，实现性别主流化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8. 对性别审计人员提出的根本问题是：粮农组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才能调整

其组织机制和过程，在全组织范围内实现性别平等主流化？ 

9. 审计小组在四个月内完成了工作，它使用了参与性方式和其他各种方法，

包括书面审查，对专业人员和长期顾问进行在线调查，与性别问题联络员和代表

进行小组讨论，性别、平等和农村就业司内部进行自我评估和全司评估，在总部、

三个区域办事处、两个分区域办事处以及三个国家代表处组织面谈和小组讨论。 

10. 审计于2010年12月结束并提出了一份报告，对机构背景进行了分析，并正

在这一背景下审视粮农组织的性别问题，提出将改变现有结构以确保把性别问题

更好地纳入全组织工作的建议。粮农组织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落实其中某些建

议。审计的结论和建议将与性别评价得出的结论一并提交计划委员会2011年10月

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