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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是指男和女，而是指男性和女性－即指社会赋予
每个性别的品质或特征。 

农村妇女占世界穷人的绝大多数。她们是世界上受教
育程度最低、文盲率最高的群体。在所有发展中地
区，农村女户主家庭属于最贫穷的一类。

许多研究强调因农村妇女缺乏教育和资产而产生的社
会成本，将其与高食物不足率、高婴儿死亡率和在某
些国家高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率直接相联系。还有较
高的经济成本：浪费的人力资本和低劳动生产率阻碍
农村发展和农业进步，最终威胁男女粮食安全。

在传统农村社会，商业性农业生产主要是男性的责
任。男人整地，灌溉作物，收割以及将产品运到市
场。他们拥有和交易牛等大家畜，负责砍伐、搬运和
销售森林木材。在渔业社区，沿海和深海捕鱼几乎都
是男人的活动。

农村妇女主要负责维持家庭。他们抚养孩子，生产和
备制食物，管理家禽，采集薪柴和取水。这使妇女和
女孩也在家庭创收方面发挥重要而基本上没有报酬的
作用，为作物的种植、锄草、收割和脱粒提供劳力，

加工产品供销售。妇女还可能通过销售自己种的蔬菜
或林产品获得少量收入。这些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家庭
粮食需要和儿童教育。

虽然妇女对家庭福利和农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
是男人主要控制作物和家畜的销售及收入的使用。由
于妇女的工作没有得到重视而使她们在经济交易、家
庭资源分配、更广泛的社区决策方面没有地位。

随着农业日益商业化，男人的主导地位正在改变性别
作用－朝着有利于男人的方向改变。例如，随着城市
对蔬菜的需求增加，男人开始接管妇女的传统菜园子
以建立商业性企业。由于妇女的活动被接管而减少了
她们的家庭粮食生产和她们的收入，降低了她们的社
会地位。另一个趋势是农村贫穷的男人外出打工，使
妇女除了抚养孩子之外还承担所有粮食和经济作物生
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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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性别

性别作用系指社会认为适合男性和女
性那些行为。



性别平等系指所有人无论男女都享有平
等的权利、机会和报酬这样一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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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在获取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资源方面受到系统
歧视。贷款、推广、投入和种子供应服务通常符合男
户主的需要。在可能增加男人的产量和收入的发展项
目方面很少征求农村妇女的意见，却使她们除了自己
的工作量之外承担更多工作。当工作负担增加时，往
往让女孩停学帮助种植和做家务。

在许多国家，丈夫去世后，丈夫的家庭可能从妻子那
里要走土地和家畜，使她一无所有。女劳力的工资低
于男劳力，而农产品加工中低报酬工作往往“女性化”
。歧视可能变成性别暴力，特别是在发生紧急情况、
妇女孤立而脆弱时。另一种暴力形式是妇女缺乏“性安
全”权利，这是某些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播的一个主
要因素。

粮农组织将获取资源、产品、服务和决策方面的性别
公平作为今后十年农业和农村发展中主要战略目标之
一。性别公平通过建立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关系，旨
在改善性别关系和性别作用及实现性别平等。

公平本质不是同样对待－对待可以相同或不同，但在
权利、利益、义务和机会方面始终应当同等。由于在
家庭、公共政策和机构中男性的主导地位（不仅在农
村地区，而是全世界）长期掩盖了妇女的利益和关
注，性别公平的关键战略在于妇女赋权。发展必须包
含农村妇女的长期需要和愿望、其决策权、其获取和
控制关键资源的权利如土地及其自己的劳力。

这就是为什么性别会成为粮农组织新战略框架的中
心。本简要指南概述了本组织每项拟以战略目标的性
别方面和粮农组织为实现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性别平
等而采取的行动。

性别公平系指根据妇女和男人各自的
需要公平和公正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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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联合国政策和共同计划 。 对在“同
一个联合国”行动框架下对农业和
农村发展进行性别主流化提供支
持；甄别粮农组织技术支持的需
求、差距和切入点；以及在联合国
系统内推动采用关于性别问题的共
同方法。

 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 通过对影响
人们资源获取的不平等现象及危及
性别平等和农村生计的问题进行分
析，协助各国政府把性别问题纳入
各项发展政策和计划。

 能力建设。 加大对性别主流化培训
工作的支持力度（采用粮农组织“社
会经济和性别分析”计划首创的工
具）并加大对政策制定中所采用的
性别分类数据和统计的采集、分析
和发布工作的支持力度。

 粮农组织的技能、资源和技术计划 
。 提高粮农组织工作人员的性别分
析技能，安排实现性别目标所需的
专门预算并支持整个组织的性别联
络点网络在粮农组织所有技术计划
中推行性别主流化。

性别平等
性别不平等会加剧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和贫困。粮农组织认为农业和农
村发展战略并不总能使农村人口，特别是妇女受益，有时甚至拉大已存在
的不平等现象。 

在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情况下，这一趋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些
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国际移民、跨界传染性疾病和全球经济衰退等。如果
性别问题得不到全面解决，那么国际社会就无法实现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设定的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在粮农组织性别领域工作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开始采纳更具有性别和社会
包容性的发展政策和计划。但目前仍存在巨大差距：社会偏见和政治意愿
不足可能会导致各国在采纳和实施国际上商定的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
的政策和公约时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 

了解生产性资源获取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所需的数据仍然缺乏，许多发展
中国家将性别问题纳入发展计划的能力仍然薄弱。即便有些地方取得了一
定进展，但也往往缺乏对政策进行落实和对影响进行评价的能力。粮农组
织的性别战略力求弥补这些差距，提高农村地区的性别平等水平。

战略目标：
实现性别平等，共同享有资源、产品、服务和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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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物
妇女是作物生产中的重要力量。在东南亚，妇女占到水稻种植所需劳动力
的90%。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80%供家庭自用和销售的基本食物是由
妇女生产的。在家庭庭院，农村妇女种植蔬菜，这对家庭营养十分重要。
妇女在作物生产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某些区域年轻男子从农村地区向外迁
移，造成妇女职责和任务发生了永久性改变。

在提高总产和单产以及从口粮农业向高价值市场化生产转变方面，妇女掌
握的手段却极少。在印度、尼泊尔和泰国，拥有土地的妇女农民不足10%
。在世界农业推广工作者中妇女仅占15%。对非洲农业信贷计划的研究发
现，妇女仅占贷款总量的10%。有关妇女单产、技术采用率和投入品用量
的统计数字也鲜有上报。

妇女在商业化作物生产中参与不足往往并不是刻意所为，而是投入品和市
场渠道有限所致。按照某项研究的计算，如果妇女能够平等享有土地、种
子和化肥的获取权，那么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将能提高20%
。妇女对作物生产新技术的采用也受到作物的掌控者和最终所有者的巨大
影响：当作物生产收益提高时，男人常常会插足“妇女的”作物生产。

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作物多元化。 在制定植物遗传资源
政策和战略的工作中对男子和妇女
关心的问题均加以采纳。

 病虫害综合防治。 在各国的病虫害
综合防治计划和政策中，为生态系
统服务保护和强化开发方法时侧重
脆弱群体，包括妇女。

 园艺生产管理规范。 在有关农村和
城镇/城郊地区的园艺和其他可持续
作物集约化和多元化生产管理规范
的培训中突出性别重点。

 生物能源作物。 对新的生物能源作
物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男子和妇女
的劳力和时间投入以及作物生产或
就业收入的分配等进行研究。

战略目标： 
作物生产的可持续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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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政策和计划。 开发性别敏感工具和
方法，使畜牧专家能够在畜牧业政
策和计划的规划和实施方面对性别
问题进行主流化。

 性别“热点”。 在奶牛、禽类圈养和
散养生产系统中对涉及性别的“热
点”进行分析。

 性别一览表。 编制和使用核对一览
表，确保性别问题在畜牧业领域的
研究中得到采纳和应对。 

畜牧业
所有年龄阶段的男子和妇女在小规模畜牧生产中都有参与。男子通常拥有
和经营大型牲畜，如牛，而妇女大多负责禽类和小型反刍牲畜，如山羊。
事实上，她们的牲畜往往是妇女拥有完全控制权的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之
一。 

虽然所有家庭成员均参与畜牧生产，但性别歧视却剥夺了妇女享有资源、
权利和服务的机会。例如，稳定的土地权属对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但在
多数农村社会，妇女只能通过其男性亲属获得使用土地的渠道。权属不稳
定往往还涉及牲畜本身。在纳米比亚，妇女的丈夫死后由夫家占有该妇女
的牲畜仍是普遍现象（法律所禁止的除外）。 

饲养牲畜的男子更容易得到培训和技术。推广计划通常面向男子饲养的牲
畜，推广人员缺乏与往往都大字不识的妇女打交道的积极性和所需的沟通
技能。

与其他农业领域相比，性别歧视对畜牧业生产力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但
性别平等的潜在裨益使该行业成为性别主流化的一个绝佳切入点。

禽类和小型牲畜生产易于管理，生长速度和收入回报快，这一领域的低成
本投资能够使妇女开展新的创收活动。由于农村贫穷妇女的收入大都用于
购买食物和交纳学校各项费用，因此与提高男子的牛群数量相比，这可以
在提升家庭福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战略目标：
提高可持续畜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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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在沿海和深海水域从事渔业捕捞基本上一直是男性垄断的领域，本身存
在很高的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无论是在小规模还是在工业化渔业中，
妇女最显著的作用体现在收获后处理、加工和销售方面。在西部非洲，有
80%之多的海产品是由妇女负责销售的。在印度接受调查的水产加工厂
中，60%的工人是青年妇女。在越南，女性占水产养殖劳动力的80%。 

但妇女对渔业的贡献有许多是“隐形的”。性别歧视的根源是对妇女的劳动价
值认可程度较低，是造成她们难以享有信贷、加工技术、储藏设施和培训
的痼疾所在。 在得不到培训和储藏技术的情况下，许多从事贸易活动的妇
女就无法对水产品进行保鲜，从而蒙受较大的收获后损失。在西部非洲，
研究发现加工和销售环节中最贫穷的鱼贩只能获得劣质水产品，完全没有
获取市场信息（或冰块）的渠道。

小型渔业生产的机械化方案带有把妇女从传统生计来源排挤出去的风险。
在印度，某地区渔船机动化提高了捕捞产量，但也使男性商人取代了妇女
鱼贩。

对妇女的性别歧视也延伸到工业化加工领域。在印度，研究发现来自捕鱼
社区但已成为海产品出口业雇佣工人的妇女的工资低于男子，且需要长时
间离家在外，令她们更难以承担家务活动。 

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妇女赋权。 在评估小型水产养殖对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时，把妇女
赋权作为一项指标。

 水产养殖培训。在水产养殖开发方
面的信息和其他工具中纳入性别关
注，并提高妇女在管理、种苗生
产和创业经营等领域培训中的参
与度。

 渔业科研和管理。在渔业科研和管
理能力建设方面，提高参加培训和
能力建设活动的男女比例。

 全球会议。在粮农组织“2010年全球
水产养殖大会”中把性别问题作为一
个主题领域。

战略目标： 
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渔业及水产养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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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行业研究。 在社会经济分析和林业
前景研究中纳入性别问题并鼓励各
国提供性别分类数据。

 创  收。 推广男子和妇女从森林和
树木中创造收入的方法，在可持
续的基础上减少贫困和管理自然
资源。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开发和使用
适当方法，提高男性和女性利益相
关者参与涉及森林的进程和活动的
程度。

 林权制度。 通过政策和法律改善森
林资源的获取、使用和管理，从而
促进公平的林权制度，为男子和妇
女造福。

 森林机构。 收集有关公立森林研究
中心就业和林业教育机构毕业生的
性别分类数据。

林  业
研究显示，树木和森林对农村妇女生计的重要性大于其对男子的意义。在
马达加斯加，某社区贫穷妇女的收入中有37%来自林产品，而男子只占
22%。在安得拉邦，某些地区妇女收入的77%来自森林。

无论是对于男子，还是对于妇女，森林资源的获取正在变得更为复杂，因
为基于可协商解决的习惯法的权利越来越多地让位与政府行为，这些政府
行为的目的是通过限制人类蚕食来保护受到威胁的森林生境。

享有权的限制对男子和妇女产生影响的方式不同。森林可能在务农妇女的
生存战略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照料家中感染
艾滋病毒/艾滋病成员的责任主要落在妇女肩上，她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
减少。因此，她们对林产食物和木柴收入的依赖程度加深。在冲突和自然
灾害期间，流离失所的农村民众对林产品和森林服务的依赖程度也提高。

由于妇女在满足家庭食物和燃料需求方面所肩负的责任，森林资源的枯竭
尤其加重了妇女的负担。马拉维的一项研究发现，森林采伐使老年妇女不
得不步行10多公里外出打柴。在赞比亚，妇女每年用于打柴的时间平均为
800小时，而坦桑尼亚为300小时。在东部非洲，木柴稀缺迫使贫困家庭减
少了做饭的次数。

战略目标： 
森林和树木的可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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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作为农民和家庭供养者，妇女每天都在对自然资源进行着管理。虽然妇女
依赖自然资源，但她们对自然资源的享有和控制权却少于男子。把土地、
水、植物和动物等投入商业用途的通常是男子，这与妇女的家庭用途相比
往往受到更大重视。

在土地享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最为突出。许多国家风俗习惯不允许妇女拥
有土地。经常是妇女只能通过男子获得使用权，而这些权益极不稳定。无
地的农村妇女通常依赖共有财产资源获取木柴、饲草和食物。在许多国
家，这些资源的过度利用对农村生计和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没有稳定的土地产权，农民获取信贷的渠道（和积极性）就大打折扣，难
以为提高管理水平和保护性经营进行投资。当妇女和男子拥有稳定的所有
权并对收益心中有数的时候，他们会更倾向于做出对环境有利的土地管
理决策。妇女农民享用灌溉网络的渠道有限，即便可以享用，她们也难以
参与灌溉管理决策：水资源用户团体的成员资格往往是与土地所有权挂钩
的。妇女水资源权益受限迫使她们不得不采用养家糊口至上的耕作手段，
这可能导致土壤流失，而土壤流失正是流域不稳定性的一大根源。

为保护自然资源，必须向农村妇女和男子进行赋权，使他们能够参与将对
其需求和脆弱性产生影响的决策。解决自然资源管理中的性别问题将有助
于政策制定者设计出更有效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措施。

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计划

 土地问题与性别。 开发有关性别与
土地权利的培训模块，把性别分析
作为土地利用规划的固有组成部分
加以利用。

 世界土地和水资源状况。 在有关世
界土地和水资源状况的报告中探讨
妇女与男子在资源获取、控制和所
有权方面的差异。

 水资源管理项目。 收集和发布有关
农业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性别分类数
据并在水资源管理项目中采用性别
分析。

 植物遗传资源。 在报告《植物遗
传资源国际条约》实施情况时探讨
妇女在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方面的
问题。

 土地覆被与地理信息系统。 开发地
理信息系统并在其中整合与性别相
关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数据。

战略目标：
土地、水和遗传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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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涉农工业与农村基础设施。 在对涉
农工业开发的政策指导中应对性别
问题，编写认可性别需求的基础设
施设计规范技术准则。

 条件和工资。 推动涉农工业中男女
享受平等就业条件，衡量标准是男
女工资比例。

 渔业政策和企业发展。在向各国政
府提出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指导意见
中包括性别问题，并通过企业发展
增加男子和妇女的收入。 

 价值链中的性别平等。针对农村男
子和妇女的不同需求编制业务发展
培训教材，推动性别敏感活动，把
男性农民和女性农民均与价值链联
系起来。

就业与生计

随着农业从口粮经济向商业化生产转型，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者的前途
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开拓新的多元化创收活动，包括非农就业。性别角色
降低了农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程度并使她们限制在报酬较低且更
为不稳定的农村就业活动当中。

妇女农民在资源和服务的获取方面面临系统性歧视，例如信贷、稳定的土
地权属和教育；而这些资源和服务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须的。北部非洲和近
东的性别偏见限制了妇女对拖拉机等机械的使用，这影响到妇女经营的农
场的生产力。

某些国家的妇女农民开办了有利可图的经营事业，向国际市场提供有机或
公平贸易产品。但研究显示，在产品从农场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妇女可能
丧失收入和掌控——在乌干达，城镇对叶菜类蔬菜的旺盛需求导致男子接
管了妇女的菜地。

当具有非农就业机会时——例如作为农场工人或从事农产品加工——妇女
仍然面临性别歧视。在印度，女性农场工人的平均工资比男子低30%。农
产品加工业中的低收入岗位普遍“女性化”，而男子则更可能得到需要培训且
工资较高的岗位。

农村付酬就业可以提高妇女收入，增强她们在家庭中据理力争的能力，从
而帮助她们脱离贫困。但这样做可能需要做出较大牺牲。在厄瓜多尔，青
年妇女在切花出口业中参加就业，这为她们带来了经济收益，但却使她们
从事社区工作和照料子女的时间减少。

战略目标：
创造有利市场环境，改善生计并提高农村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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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与营养
妇女在家庭粮食安全、膳食多元化和儿童健康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男
子主要种植大田作物，而妇女通常负责种植和制作家庭消费所需的食物，
以及饲养小型家畜（提供蛋白质）等。

农村妇女还承担着大部分家庭食品加工工作，确保膳食多元化，尽量减少
损耗并提供可出售的产品。妇女更倾向于把自己的收入用在食物和子女需
求上——研究显示，当母亲掌控家庭预算时，儿童的存活率将提高20%。

但生计资产控制权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限制了妇女的食物产量。在加纳，研
究发现土地使用权不稳固导致妇女农民的休耕期短于男子，这降低了她们
的单产、收入和家庭粮食供应量。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艾滋病毒/艾滋
病等疾病迫使妇女承担更沉重的照料任务，从而减少了她们用于种植和制
作食物的时间。

妇女对教育的享有在营养和儿童健康水平方面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来自
非洲的研究发现，母亲受过五年初等教育的儿童存活到五周岁以上的几率
要高出40%。

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生理需求也使她们更易发生营养不良和微量养分缺
乏。妇女营养不良发生率是男子的两倍，而女童营养不良死亡率则是男童
的两倍。母亲的健康对儿童的存活率至关重要——母亲营养不足产下的婴
儿更易出现体重偏低，大大增加了夭折的风险。

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营养政策。 在认识到各性别需求、
机遇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为提高
国家和社区各级的营养水平推行行
业性政策和计划。

 营养教育。 针对男子、妇女、女童
和男童，开发性别敏感的营养教育
方案、培训计划和教材。

 食品质量和安全。 为降低家庭自制
食物造成的疾病发生率，编写有关
家庭食物处理的普及和教材。

 街头食品。通过对男性和女性商贩
进行基本卫生常识的培训，提高街
头食品的质量和安全。

 分性别数据。 促进对养分需要、膳
食摄入量和营养状况的评估，这些
评估应该对性别、年龄和发展阶段
进行分析。

战略目标：
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

* 说明：本文整合了粮农组织关于改进食品质量和安全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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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预  警。 在粮农组织关于粮食供应
难点和作物前景的专业警报中兼顾
与性别相关的关切，并在区域粮食
安全评估中对性别进行主流化。

 确定脆弱家庭。运用社会经济和性
别分析确定粮食不安全和脆弱家庭
（如女性户主家庭、孤儿户主家庭
和老人户主家庭），把他们吸收为
紧急项目的参加者。

 需求和生计。在需求评估和生计评
估准则中顾及妇女和男子的不同需
求及家庭生计问题。

 性别暴力。在旨在降低紧急情况流
离失所者脆弱性的项目中，要特别
注意解决男子、妇女、男童和女童
的脆弱性（如性别暴力）问题。

紧急情况
在紧急情况的局面下，农村社区常常饱受创伤，农业系统遭到破坏，导致
粮食生产、生计、医疗保健和执法方面的混乱。紧急情况使农村所有民众
均遭受苦难，但对男子和妇女产生影响的方式不同。

在紧急情况期间，由于妇女和儿童获取土地、牲畜和储蓄等资源的渠道受
限，他们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较高。由于生存手段减少，女性户主家庭尤
其可能被迫卖身为生，这就增加了她们感染艾滋病毒和其他疾病的风险。
男子和男童存在尤为脆弱的方面——例如，当他们成为征兵对象而参加武
装冲突时，或者男童由于不会做饭而无法养活自己。

自然灾害过后，妇女仍比男子更为脆弱。除获取资源的渠道减少之外，她
们必须承担起照料家庭成员的更沉重责任。洪都拉斯发生破坏性飓风后，
妇女的家庭劳动负担加重，因此许多妇女无法从事原有的工作。随着工作
负担的加重，妇女的营养和健康也可能受到影响。

如果农村妇女享有的土地权益本身就有限，那么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她们的
权利甚至可能进一步削弱。由于许多土地所有者丧生，土地界限不复存
在，被边缘化的贫穷妇女和男子往往别无他法，只能长期生活在难民营，
而且在土地重新分配的计划中基本没有发言权。

战略目标：
提高能力，防备和应对粮食及农业方面的威胁和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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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在劳动分工、资源获取及对作物和出售作物所得的控制权方面对性别关系
进行分析是可持续投资计划所不可或缺的。对农业时间分配的性别分析或
许能说明，缺乏对土壤的正确管理是由于男性家庭成员外出，因此妇女承
担了更繁重的农耕任务，没有时间进行土壤保护。作物除草、收获和脱粒
通常是“妇女的任务”——因此，旨在提高经济作物产量的计划会对本已有家
务劳动缠身的妇女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由对妇女工作量的认识可以得出其他投资领域。在巴基斯坦北部，调查发
现农村妇女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打柴汲水。为此，政府启动了一项为农
村家庭提供自来水和煤油的计划，从而使妇女可以从畜牧业和园艺业中增
加收入。

农业投资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对服务的平等享有。在某些国家，妇女农民很
少能得到生产贷款。各种项目的信贷子项目可能为妇女团体单独设定信贷
额度，或指定贷款用于妇女的作物或活动，例如农产品加工。调整推广口
径向妇女掌控的活动侧重可以有助于她们与男性推广人员打交道。

最后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要把男子包括在内。旨在惠及男子和妇女两方
面的计划更有实效。获得男子的支持对性别敏感项目的成功十分关键。 

粮农组织2008-2013年的目标

 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合作计划。 在
为世界银行开展的所有行业和分行
业研究中以及在对世行资助的项目
的评估和评价中均对性别问题加以
应对。

 农发基金项目和研究 。在代表农发
基金制定的所有根除贫困的项目和
研究中均包括一个性别侧重点。

 供资机构 。在为国际、双边、区
域和分区域发展供资机构编写的所
有有关文件中均论及性别层面的
问题。

 社会分析 。制定农业投资项目时，
在社会分析准则中对性别因素进行
主流化。 

战略目标：
更多更好地利用公共和私人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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