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挑战：在“新常态”下增强妇女的领导力以促进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对于实现全人类的福祉至关重要。促进领导力的性别平等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关键一

步。 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 ）及其具体的领

导力目标，已经引起了全球对性别平等的迫切关注，推动了促进性别平等行动的开展。可持续发

展目标 要求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决策，并享有进入以上各

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

急速的气候、社会经济和流行病疫情变化是 “新常态”的特征。这些变化持续给妇女带来不

平等的负担。经验和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应对新的现实情况的方式不同。因为性别差异，社会

的准则和权力关系塑造了人们不同的角色、责任和生活经验，从而形成了值得分享和思考的各种

见解和观点。由此，增强妇女的领导力有助于提升女性在重要的对话与讨论中的话语权。这是实

现性别平等的重要一步。

在全球劳动力总数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然而，无论是在全球政策和治理论坛、在领先思

想讨论、还是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体系中，女性代表在顶层机构中的人数仍然很少。巨大的

性别差距无处不在，而这种现象在高级别管理和领导层尤为明显。专业职位层级与女性人数之间

一直存在反比关系。全球 ％的议员是男性， ％的管理职位被男性占据。这些情况同样存在于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许多区域成员国和他们的行政区已经或者正在

由被选举出来的女性所领导。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各国女性代表在议会所占的席位的比例在

％（尼泊尔）到 ％（缅甸）之间。该地区女性领导者的人数正在稳步增长。

在家庭和社区层面，因为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移居到城市和其他国家工作，兴都库什 喜

马拉雅地区的女性不仅在家庭和农业生产中而且在公共生活中（特别是生意及与政府和其他机构

接触）常常处于主导地位。

历史上多次证明，在世事艰难、面对家庭和社区的需要的时候，妇女们都能够挺身而出，勇

挑重担。随着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进步和发展，女性当权尽管不是常态但已经不再是稀有的

情形。在新冠疫情期间，女性作为医护人员、社区领袖、社会工作者、教师和立法者，她们的身

影在抗疫前线随处可见。我们看到妇女的组织、网络和社区团体肩负着防止病毒传播并为最需要

的人群服务的重任。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和南亚妇女发展论坛最近就新冠疫情对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和南亚地区女性企业家的影响进行的评估也显示：尽管面临巨大挑战，通过创

新并以多种方式重组业务，中小型企业的女性企业家仍表现出了她们的韧性和领导力。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女性展现了持续的的韧性和领导力，特别是在得到家人和管理者支持的

情况下。 这种积极的变化需要个人、家庭、组织的和工作的态度以及实践方面的整体改变。 为了

促成这些改变，机构和组织必须制定和实施支持性的政策、措施，并建立体系和工作流程。最重

要的是，这样的变革始于我们自身。我们必须重建和改善我们的家庭和工作环境以明确地解决长

期存在的权利和机会不平等问题并支持女性作的领导者发挥领导能力。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始终致力于有利于性别平等转型的工作方法，核心是肯

定女性的价值及支持女性的领导力。对我们来说，这种方法最重要的支柱就是加强我们的合作伙

伴、有关社区及中心自身的能力及女性的领导力。中心在提升女性的领导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

进展，并在中心区域性项目的实施中通过培训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女性社区领导者以提高女性

能力和领导力。在我们的价值链项目中，我们从鼓励女性作为价值链中的生产者和积极参与者转

变为提高女性作为独立创业者的技能和能力。然而，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

们必须将技术干预措施和变革性干预措施相结合，在经济上增强妇女的平权能力，加大我们重塑

性别关系的工作力度。

在 年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再次承诺将一如既往用

我们的努力以及我们对工作、家庭和社区的态度来说实现转型式变革。让我们选择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