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力量
推动可持续未来：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妇女经济赋权
增强农业农村的气候韧性

联合国妇女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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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农村妇女依靠农业来维持生计，这是一项极易受到气候影响
的产业。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威胁着女性农民的创收能力，以及农村家庭和社区
获得食物及营养的能力。农村妇女占中国农业劳动力的 70% 以上，增加她们对生
产资料、资产、技能的可及性，以及她们在气候智慧型农业实践中的领导地位，
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为此，联合国妇女署正在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和湖南省农业农村厅（DARA）
开展三方合作，通过赋能予妇女，提高该省 10 个县的气候适应性农业生产力和农
村经济活力。在未来 5 年（2021-2026 年），该项目将调动 1.73 亿美元的资金，
预计将直接惠及 32 万人，其中 50% 是妇女和女童。

本项目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方合作。联合国妇女署将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和中国政府伙伴一起，利用创新模式，最大程度地惠及项目受益人群。

项目主题

- 培训女性农民及妇女主导的农业合作社，提高她们在气候智慧型农业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

- 支持建立及加强妇女组织和网络，提升妇女在商业管理、领导力和公司治理方
面的技能

- 进行包括电商平台在内的市场渠道分析，以支持女性农民及妇女主导的合作社
销售其农业和非农业产品

- 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妇女组织、政府部门、企业等伙伴之间的经验交流与知识
共享

- 提高政府合作伙伴和服务提供者的性别意识，建立地区层面政府伙伴的性别规
范

- 国际国内经验交流与传播，分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
最佳实践

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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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期成果

164,000 多名农村妇女
将提升能力及资源触达，获得适应气候变化的生计机会 

10 个妇女组织及网络 
将通过技能交流和建立伙伴关系而得到强化

20 多个妇女主导的产业试点 
将提升能力，并获得对接市场、金融服务和数字转型的机会，具有
气候适应性及复原力

500 多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将提升对性别平等的认识和理解，以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妇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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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四五”规划目标

乡村振兴是十四五规划中的战略重点之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本项目将提升
女性小农的知识和技能，支持女性领导的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利用具有气候适应
性和环保的技术，实现农业生产力和收入的提高。

国家妇女发展纲要目标 

本项目从多个方面为实现国家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目标做出贡献，特别
是从以下方面：
- 发展妇女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能力和知识 
- 承认并支持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 增强妇女在绿色发展实践领域的知识和领导力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UNSDCF) 相关事项方面的进展

本项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2021-2025）中的若干事项：
- 向以人为本的包容性经济过渡 
- 减少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 
- 实现可持续的生计 
- 打造更有韧性的环境 

促进中国及国际农业和农村政策中的性别主流化 

通过在湖南省的试点，本项目旨在提高中国农村和农业政策和实践中的性别包容
性和性别敏感性。具体角度包括 ：
- 促进农村妇女融入高效、绿色和公平的农业市场和价值链
- 通过分享国际规范，提高各级政府在环境、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性

别意识
- 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联合国机构、学术界和妇女团体之间的对话，记录

并摸索在气候变化中赋权予妇女的创新且实用的模式

项目贡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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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署将利用其在性别平等和妇女经济赋权方面的技术专长和机构使命，
助力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村妇女赋权与发展。联合国妇女署有能力开展国内与
国际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形成包容性环境，以确保不同性别的群体能够平
等地受益于乡村振兴工作成果。

联合国妇女署的比较性优势

联合国妇女署将与中国政府伙伴密切合作，包括直接的项目合作伙伴，湖南省农
业农村厅、湖南省妇联及项目试点县级妇联机构。项目将通过试点最佳做法，提
升妇女组织的能力，提升政府部门的意识，创造更加有助于妇女发展的良性环境。
同时，项目也将采用自上而下的战略，获得中央政府部门，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的支持。该项目涉及乡村振兴、性别平等、农业和农村发展等多个领域，并对
这些领域提供规范性贡献。

合作伙伴关系

2018 年至 2021 年，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与青海省地方政府密
切合作，实施了“青海省农村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赋权”项目，
该项目侧重于为农村妇女提供气候智慧型经济赋权并开拓新的市场。 
迄今为止，项目所在的六盘山地区已有超过 69,000 名妇女、6 个
妇女网络（包括的一个妇女领导的农业合作社）直接受益于该项目
提供的能力建设和资金支持。 项目培训涵盖了可持续农业、畜牧业、
民族手工艺和电子商务等内容。 除了增加妇女收入、增强农作物和
农村生计的多样性外，该项目还在推动农村妇女参与地方治理的性
别主流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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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合国妇女署青海项目经验的设计



扫码关注微博
@联合国妇女署
Scan QR Code to 
follow our Weibo

扫码关注联合国妇女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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