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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人人有责：为在兴都库什喜马拉

雅地区实现性别平等而改变自我

争取性别平等的战斗是需要从我们每个人开始，而且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反思自

己，挑战我们内心潜意识的偏见，实现真正改变的时候

了。

    今天，性别平等这一话题已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获得了广泛关注，在公众意识和大众讨论中无不体

现，甚至是偏远山区也不例外。大家都认识到：性

别不平等是人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至少影响了

一半的我们。性别在发展领域尤其重要，因为在发

展问题的决策过程中亟需代表女性的声音。我们大

多数人并不认同传统的父权制, 我们“期望看到”性别平等与对等。在我们这个时代，基

于性别的陈规旧习和公然偏见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抨击和挑战。 

 

    尽管取得了这些看似令人鼓舞的进展，但《 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几

年，对性别平等持有偏见的人口比例有所增长”。实际上，要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将女性

视为“较弱”（通常等同于“较差”）的性别观念一直非常困难。这种观念在全世界仍然

顽固存在，在山地社区更是如此。这直接体现在男性和女性在家庭、职场、政治活动或决

策中严重的权力不平等。现实情况是太多的人满足于维持这种现状，对性别平等说得很漂

亮，行动却很少。我们需要真正地改变观念与心态，并且用新的观念和心态来指引我们的

行动。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家，让我们反思并审视我们的偏见，从自身做起挑战这种现状。

在这场争取平等的战斗中，我们不要躲藏在团体、社群、组织或者机构的背后。我们需要

认识到正是我们这些个体构成了一个个团体、社群、组织和机构。只有我们自身改变，我

们所属的团体、社群、组织和机构才能改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及时反省自己的想法、态

度、行为和角色，认识自己对不平等长期存在或加剧不平等现象可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需要从内心改变自己以创建一个平衡的、性别平等的社会。让我们每个人都为实现性

别平等而呼吁、参与包容行的实践、采取看得见的行动，共同致力于纠正平等和不公正的

事业。  



    女性尽职尽责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社会却没有对她们公平对待。兴都库什

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表明：不断增长的外出移民现象（绝大多数是男性移民）正在改变性

别角色和男女的活动空间与领域。女性被迫改变角色和进入新的领域，在各个私人和公共

领域都担当着角色、承担着责任，在此过程中她们的能力和技能也得到了提升。然而，她

们对社会的贡献却被明显低估。例如，在农业生产中他们仍然被视为“农业生产者”的

“帮手”而不是“农业生产者”本身；她们被称为“在职母亲/妇女”，这意味人们认为

她们的首要职责仍然应该是家务。结构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参与决策的机会仍然有

限,机构在组织结构和程序上仍然体现着父权制并在很大程度上由男性主导。这导致对女

性存在偏见的政策仍然存在。比如在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土地所

有权政策仍然偏向于男性。另外，尽管新的角色和领域给女性带来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

可她们能够获得的保护和救济措施仍然有限，而改进这些情况的政策非常少。因此，我们

需要对这样的体制进行改革，男性的参与和贡献将是改革的关键。 

    改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开始，反思我们与女性日常互

动中的行为与态度，抨击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歧视性常规和做法，并积极采取行动解除

性别不平等的束缚。 

    在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我们的一项重要自我改变是将性别平等和包容

性发展纳入战略目标。我们是实现这个目标将作为评价我们工作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

并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中进行考察。ICIMOD的另一重要举措是从2019年开始实施

《预防和处理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政策和程序》。

    在 2020 年国际妇女节这个重要的日子，让我们下决心改变自己，消除不平等，结束

偏见，挑战现状，改善女性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地位和现状。让我们永不停歇地

为公平、公正和平等权利战斗！让我们践行“性别平等，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