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主导的农村社区

可再生能源转型与治理

联合国妇女署项目



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的碳减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气候行动减缓方面的一项重要
措施。中国农村妇女约占农业劳动力的 70%，要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农业低碳转型，
必须要赋能农村妇女。

农业是农村妇女最重要的就业领域，但在许多国家该领域仍然长期存在性别薪酬差
距。全球范围内，农业部门女性的工资比男性低 18.4% 。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仅能促进农村地区的碳减排，还能提高小农户的生产率和收入，
对女性小农尤其如此。例如，很多太阳能解决方案可以同时在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
妇女赋权两方面产生协同效益（见表 1）。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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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促进农村妇女的经济赋权与发展，联合国妇女署和青海省
乡村振兴局共同启动了“女性主导的农村社区可再生能源转型与治理项目”（2023-
2024）。该项目旨在提高青海省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对可再生能源的获取和利用，
探索可再生能源助力农业生产、妇女赋权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最佳实践，并促进妇女
参与和领导绿色转型。

本项目与中国的发展重点保持一致，根据《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进行设计，突出了绿色农村发展和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性。此外，本项目与中国政府对国际合作框架、政府间协议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承诺保持一致，包括《巴黎协定》、《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本项目也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
合作框架（2021-2025 年）》相关事项进展。

项目设计

2021 年 9 月 21 日，在中国青海省玉树市，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合作伙伴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女性环保人成员合影留念。

©️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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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气候效益 性别公正

太阳能温室 替代或减少化石燃料能源和化肥实现

高产作物种植的需求 

帮助小规模生产的女性农民提高

生产力和收入 

分散式太阳能发
电在畜牧业生计
中的应用 

解决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减少生物

质燃烧，以满足牧民畜牧业和灌溉牧

场的基本需求 

帮助满足牧民妇女的水和卫生需

求，减少无偿护理负担，如烹饪

和安全饮水收集，并为牲畜创造

更好的草坪条件和繁殖环境    

太阳能水泵 
取代导致地表臭氧产生，从而破坏农

作物、树木和其他植被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

高的柴油动力泵柴油发动机的排放。

柴油燃机排放会增加地表臭氧的产生，

因而对农作物、树木和其他植被产生

损害

帮助女性节省劳动力和能源成本

太阳能滴灌 取代能源和水高度密集型的高压电力

或柴油动力灌溉技术；减少灌溉中的

水浪费和过度消耗地下水的需要 

可被缺乏机械技能、无法驾驶拖

拉机运水或无法处理灌溉机械女

性农民操作。减少妇女小农为获

取足够水来灌溉田地而花费的时

间和劳动力

太阳能冷却和制
冷系统

减少农业商业对化石燃料能源的需求 帮助更长时间地保持产品新鲜。

农村妇女面临的最后一公里的物

流挑战以及包括无法开车到最近

的冷链送货服务在内等的流动性

限制使她们向遥远市场出售产品

的能力不成比例地受到限制

表 1：在减缓气候变化、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具有协同效益的太阳能技术示例

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行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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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 在地方政府、基层妇女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一个交流平台，
以促进对于妇女获得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设施。

• 对青海农村妇女及其网络进行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培训，提高她们在农村碳中和
战略、可再生能源技术、农业生产和商业技能以及妇女创业和领导力方面的知识
和能力。 

• 与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企业和技术专家进行研讨，以确定满足妇女需求的有效
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

• 在妇女领导的农业及畜牧业合作社孵化一个项目试点，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
示范。

 
• 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国际政策对话，

讨论并确定促进女性参与和领导绿色治理和气候行动的战略。

• 总结、记录和传播中国利用可再生能源增强妇女权能的最佳实践，以及女性在中
国绿色转型中的领导作用和贡献。

2023 年 10 月 24 日至 26 日，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在青海省三江源地区、青海省民和县组织了

为期三天的性别平等与新能源及电商技能线下互动式培训，近 70 名社区妇女代表及其男性家属、服

务供应商、基层妇女组织代表及项目实施点人员参加培训。 ©️ 联合国妇女署 / 吴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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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阶段性成果

三个项目试点

七家妇女领导的农业合作社

       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妇女经济赋权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在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COP28）期间，联合国妇女署与决策者和其他相关方分享了从该项目获
得的经验和建议，以促进持续讨论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实现性别公正的绿色转型。

项目加强了年轻女性在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力和参与度

      获得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电商、金融以及性别平等和妇女领导力相关的技术培训，
其中，83 名女性骨干社员赴四川省多个先进示范村进行了考察学习。

      包括两处妇女领导的农业合作社和一处藏民社区，获得了新型太阳能设备支持，
惠及近 400 户家庭，超过 1000 名人口。
• 在俊红种植专业合作社，项目支持安装太阳能绿色照明系统，可降低合作社的

日常用电开销，并为女性社员提供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
• 在卓牧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项目支持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将在寒冷的冬季

为牛群提供温度适宜的饮用水，提高合作社养殖业的可持续性和效率。
• 在青藏高原的甘达村，项目为 10 户牧民家庭提供太阳能冰箱，方便其在夏天保

存肉类，节约了女性牧民在传统的肉类储存上所花的时间，即用河水浸泡再打
捞食物。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正式成立了首个三
江源女性环保人网络，致力于发挥女性在环境保护中的
领导作用，目前已有 25 名成员。22 岁的女性环保人、
三江源女性环保人网络成员巴央入选 BBC 巾帼百名
2023 榜单，以表彰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贡献。

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



2018 年至 2021 年，联合国妇女署与青海省扶贫开发局（现青海
省乡村振兴局）密切合作，成功实施了“青海省农村妇女应对气
候变化的经济赋权”项目，致力于支持农村妇女，帮助其发展能
力并获取气候智慧生计和创业发展所需的资源。

在项目支持下，中国青海省六盘山区七个县超过 69,000 名妇女、
6 个妇女网络直接受益于该项目提供的能力建设，以及技术和资
金支持。项目支持的行业包括可持续农业、畜牧业、民族手工业
以及电商。

项目旨在通过推进农业作物多样化、推广气候适应性的耕作模式
以及发展农村妇女的非农业生计技能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
不确定性。依赖气候敏感的农作物为生的生计模式使青海农村妇
女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该项目支持妇女向多元化的农作物生产
转型，并通过对接多样的线下线上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帮助她们
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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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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成功解决项目领域的问题。在联合国妇女署成功开展
的“青海省农村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赋权（2018-2021）”项目基础上，联合国
妇女署与包括政府和基层妇女网络在内的当地合作伙伴建立了牢固且紧密的伙伴关
系，项目所积累的经验、理解和知识将有助于本项目的成功实施。 联合国妇女署在
各层级的合作伙伴中具有的号召和协调能力，将有助于实现有影响力的项目结果，
并将其成功事例在国内与国际范围内进行推广。

联合国妇女署的比较性优势

基于联合国妇女署青海项目经验的设计



• 联合国妇女署与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就该项目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以协调该领域的
主要合作伙伴，在青海省生态环境厅、青海省能源局、青海省妇联等地方政府合
作伙伴之间建立协同效应。

• 在联合国妇女署的协调下，项目促成了由妇女领导的合作社、青海省女子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与青海省乡村振兴局的联络机制，连结了超过 30 个相关方和女性领
导人，以支持农村妇女的产业发展和领导力提升。

• 该项目还动员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技术力量，包括行业协会、可再生能源企业以
及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等，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 总结可再生能源在促进农业生产、妇女赋权和气候变化减缓方面的最佳实践。

• 加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流，讨论并确定促进女性参与和领导绿色治理和气候行
动的战略。

•  在第二阶段扩大项目实施的规模，采取系统性综合性的项目设计思路，促进性别
平等在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家政策和全球伙伴关系中的主流化。 

2024 - 2027 年的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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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关系

2023 年 4 月，藏族女性环保人娜萨拉姆在中国青海省玉树

市的农业大棚内采摘蔬菜。©️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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