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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的两性平等司负责编写第四次和第五次合并报告。

2002 年 11 月，两性平等司编写了报告的初稿，然后在所有政府部门传阅。请各

部门研究和更新报告草稿中有关其各自责任领域的情况。对报告给予主要投入的

部门有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教育和科学部、卫生和儿童部、农业和食品部、

社会和家庭事务部、企业、贸易和就业部以及财政部，所有其他各部也作出了贡

献。在编写报告时，重要的一点是法定机构和相关各部下属机构以及各政党的参

与。其后两性平等司协调并核对了收到的答复，以编写报告定稿。报告于 2003

年 5 月向政府提交供批准，并在 2003 年 6 月提交议会。司法、平等、防卫和妇

女权利问题联合委员会审议了该报告，并在 2003 年 11 月 19 日就该报告的内容

向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国务部长提出询问。 

 2001 年，该部根据妇女平等举措向妇女人权联盟拨款，用于编写给消除对妇

女歧视委员会的影子报告。该报告于 2004 年发表。 

2. 目前，正在对《宪法》第 41、42 和 43 条进行审查。由所有政党参加的议会

宪法委员会目前正在对基本权利进行研究，第 40.1 条是它将要研究的条款之一。 

 如同其他的普通法国家，爱尔兰实行�二元�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爱尔兰

成为缔约方的国际协定并不自动纳入国内法。《爱尔兰宪法》第 29.6 条规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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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平等管理局的报告强调指出，根据《平等地位法》提出的案件有 7％

与性别歧视有关。这涉及到 55个案件。它们提出的问题有关高尔夫球俱乐部（10）、

国家各部和政府机构(8)、教育机构(7)、持牌经营场所(4)、保险(4）、社会福利

规定(4）、卫生局服务(4)、私人住宿(1)和商店(1)，9 项为杂项问题。 

 2004 年共提交 185 个案件，其中 23 个是根据《平等地位法》基于性别原因

提出的，该法覆盖就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在 2004 年判决的 111 个平等地位案件

中，仅有 4 例有关性别，其中又仅有一例的起诉者是妇女，她的起诉没有得到平

等官员的确认。 

 可在 www.equalitytribunal.ie 这一网站查阅平等法庭的所有判决。 

 平等法庭和平等管理局不知道有任何援引《公约》的案件。 

4. 在国家统计委员会的《2003 年至 2008 年统计战略》
1 

中，关键的目标之一，

是制订一组国家统计综合框架，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各领域。该委员会的战略

依据的是 2003 年 4 月委员会的报告《发展爱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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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两 中后平是等中儿
的所责 编编 中科
性 两中业平性编 两 革性 情业平育责等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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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 两性写性编写 写性财他领所

知凡凡 位

环境私知别展此确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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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4-121）、中学（12-17/181）和教育中"（约 16-181）进行了

视察。,学督察员在,学进行督察和全校#$。中学督察员在中学进行全校#$

和分科#$。 

 两性平等股目前正在与督察团的#$、2助和研究股合作，改进社会性别主

34方面的审计和#$56，该56将成为中,学全校#$进7的一部分，并已

于 2003 年开发和在各校进行实8。 

 督察团的全9成员都受:社会性别主34;<，并在督察:7中#$学校执

行社会性别主34的情况。参阅督察报告可=(这一督察的影>，该报告反?出

督察员对学校两性平等问题的认@。督察报告强调以下问题*时A表的B排，女

C和男C所DE7（尤其是传统上女CDE人数不足的E7以及这种情况F在G

H的地方），以及其他两性平等问题，并就IJ行动改K这种情况提出L议。正

在为督察员提供社会性别主34#$和有效利用56方面的;<。将通:向所视

察学校或中"的管理M提供视察报告，GH=(;<的影>。 

 关于学校发展规N2持服务进行的;<的影>，该服务目前正在与平等管理

局和#$、2助和研究股合作，以便扩大它们对学校发展规N主持人的指+方O，

列入平等立法涵盖的九个领域，包括性别领域在内。两性平等股正在对这一进7

作出贡献。 

 自 2002 年以来提供了妇女参与教育管理倡议，目的是P加妇女在教育管理

方面的人数。这些E7是一项QR的举措，S在2持希望T任行政/管理UV的

女教W。 

 目前正在审查这一倡议的影>，包括参加该倡议者晋升至管理职位的人数，

作为研究在爱尔兰学校X求和获得晋升机会方面两性不平等的项目的一部分。该

项目得到两性平等股的资助，Y计在 2006 年Z[\成。 

 此外，两性平等股F在资助一个关于教育系统高]职位任^情况的研究项

目。这是对管理_4的一项研究。该项目研究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部门、教

育和科学部下属机构的高]职位任^情况，以及该部本`的高]管理职位任^情

况。Y计这一项目将于 2006 年Z[\成。 

6. :ab年来，cd教育不利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发生了重大K4。1998

年《教育法》、2000 年《教育(福利)法》、2001 年《儿童法》和 2004 年《ef教

育需要者教育法》e别重要，因为它们是《国家除g战略》和《国家儿童战略》

所h行的!i。 

 在教育部门，有一些措j9现了这一kl发展的框架，它们mno，与p年

前相q，年r人将在学校或教育中"和;<中"度:更长的学s时A。t成这一

点的重要因u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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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教育（福利）法》将v开学校的年龄从 151提高到 161w 

 给予学校更x的资y，以通:一系列倡议和干Y应对学生的各种需要w 

 对不能适应或不能受z于主3学校提供的教育形式的人，有更x的地方

提供其他形式更{|的教育（例如*社区和}~部门的教育提供者，�

Ä学校倡议（非全时），成人ÅÇ和社区教育）w 

 \成学业方案的教W、地区发展ÉÑ关系的教育官员、"理学家、督察

员和Ö来Öx的教育福利官员Üá查明有à学â险的学生，t使他们ä

利ã到å少年教育E7部门。 

 Z[_`a3由教育和科学部设立，S在通:战略拨款（2000-2006 年 444

ç欧元）解决教育不利问题。该倡议得到欧洲社会基金会的援助。其目标是é补

教育上è于不利地位的妇女和ê些ëíì9在受教育和;<方面的îï。提供资

金是为了用于2助有利于ñ来实ó的ò新和学s，尤其是确保为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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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社会研究所½近发表的关于中学生à学情况的普查（即 1999/2000 年

普查）¾¿，分别有 23.5％的男生和 13.2％的女生在Àñ获反编 中 

À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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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³+由不çè酬的}~者提供。成人ÅÇ方案的参加者在 1997 年为 5 000 人， 

2003 年 12 月éP加到约 30 000 人。 

 男性参加者为 12 542 人（40％），女性参加者为 18 093 人（60％）。向 5 928

Ö参加者提供作为第二êë的ìê或其他êëÅÇ，参加ÅÇ的人有 12％是X求

íî者或î民。 

 此外，F开展了'(框架、经国家8Â的工作人员发展计N、#$研究和国

际合作方面的工作。也扩大了家庭学s方案、非国民的ÅÇ和êë学s方案，e

f需要者和旅行者方案。2002 年发表了工作场所ÅÇ战略组的报告，该报告L议

与社会合作ÉÑ联合设立工作场所ÅÇ基金。该L议已纳入�持H进ï�这一É

Ñ关系协定。 

 F正在全国ð广国家;<和就业管理局/职业教育委员会的重新学s联合方

案，该方案把社区就业方案内部的工作经8与ñ入的ÅÇ³+相ò合。 

 已对工作场所ÅÇ方案进行了成功实8，正与地方当局全国ÉÑ关系委员会

合作，向所有地方当局ð广该方案。 

VWxy5zg{|}9�$%zg~��op 

 通:妇女平等措j，设立和资助了国家;<和就业管理局的�妇女就业门ó�

项目，以便开发专门的2助服务，方便和t进向希望重新工作的妇女提供服务。

计N在 2005 年 12 月é前，将�妇女就业门ó项目�纳入所有地区工作的主3。

项目,组在实8ùû获得的经8将会对主34大有Ò助。 

ÄÅÇÉ 

 教育和科学部的统计科目前正在编制Ø性别分列的教育统计综合报告。该报

告的数据将包括参与各]教育的详情以中后平编等中儿
的所次 中后平以中后平编等中儿
规等中儿第五 中业平合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报等中儿性 两 中责第 中业平据等中儿
编编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五两编 性性写次 中业平据等中儿
编编科
的所次 中后平以中后平目两 中后平的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负两责四次 中业平实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第五 负两责次 中业平情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以中后平编等中 两 中后平科等中儿
编编政两 中后平科等中儿
编编府平合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报等中儿性 两 中责责 中业平情等中儿
编编措两 中后平科等中儿
编编解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次负写 性四性性 中业平情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教等中儿
编责表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负两责四编 中业平情等中儿
编编农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次负写 性四性性 中业平情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第等中儿
在中除次责 革第四 中后平告等中儿
编编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五两第 四五编次 中业负性等中儿
革性释两 中后平教等中儿
编责果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编编 负两责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革性 两 中后平人等中儿
的所年
的所次 中后平以中后平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负写第 编两次 中业平性等中儿
革性例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次性五 负两责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参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育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五写两 负两责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革性释两 中后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五五编 负两责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革性况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两责次 性四四次 中业平性等中儿
革性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五两 四五编编 中业平平性等中儿
革性 两 中后平两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四责性 负两责编 中业平平性等中儿
革性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写负性 性五第平性等平平性等中儿
革性 两 中后平所等中儿
编编关两 中后平育等中儿
的所于两 中后平所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与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与等中儿
编责进两 中后平育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五五编 五五编写性中业平性等中儿
革性何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第五 负两责次写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育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和等中儿
编编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负两责四 中业平平性等中儿
编编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编编 负两责编 中业平平性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将等中儿
的所 两 中后平向等中儿
的所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五五编 五五编性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切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次负写 性四性性两四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告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等中儿
责第将次责 革第四 中负平与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供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性四四次 中业负性等中儿
编责形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负两责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由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编编 负两责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政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四责性 负两责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同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编编 负两责次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负责 四五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度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性四四性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式两 中后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五五编 负两责第两第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责两两 性第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至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次第编 四五编次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两次性 五五编 中业平平性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条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五五第 性五第责第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责两两 五五编编 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易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写负性 性五第平写第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将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平将等中儿
的所责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第第性 编两责责五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两等中儿
负负 两 中后平性等中儿
负负 两 中后平写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四写责 性四性性编五第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发等中儿
编编下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五五编 五五编写次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负写五 性责性第负次业平性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发等中儿
编编发两 中后平告等中儿
编编表两 中后平将等中儿
的所 两 中后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次第五 性负负责两中业平性等中儿
编编责写四 革五第 等中儿 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负部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 等中儿
性性 两 中后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两负 性五第五 中业负负等中儿
负负 两 中后写两等中儿
的所性两 中后写两等中儿
的所加两 中后写两等中儿
的所入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负责 四五第两性业负负等中儿
负负草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性四四性写性业负负等中儿
负负有两 中后写两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四四四 五五第 中业平负等中儿
负负在两 中后写两

负原负第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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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年Z向教育和科学部长汇报。委员会的报告将查明S在P加妇女在科学、工

7和«Ù领域的人数的短á、中á和长á的战略和倡议。 

 两性平等股F资助下列领域的研究* 

 妇女和第三]教育ùû工7 

 在初中ÂÃDÔ实用科目的性别î异 

 应用E7Á业_凭和弱势女C。 

 在妇女平等举措下，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资助设在第三]教育ùû机构的

两个项目，S在P加妇女学s科学、工7和«Ù的人数。一个向在这个领域的女学

生提供指+服务，另一个提供基础E以便利妇女恢复受教育。 

8. 所有政党参加的�议会《宪法》委员会�现在在研究宪法中有关家庭的条款，

包括第 41.2 条。它已收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呈件，它将把其ò论列入它打Õ在今

年夏末或Z[发表的其第p次进度报告。 

 1998 年 12 月 3 日生效的 1998 年《育儿假法》规定合格儿童的È亲和É亲都享

有育儿假。这规定每个,C的ÈÉ享有个别的、不能ã让的 14 个星á无è休假，以

照顾年幼子女。必须在子女 51以前ç这个假，领养子女的ê些情况属例外。 

 该法F规定由于直系亲属受伤或生病，该æ员必须在受伤或生病的直系亲属所

在的地方，因此享有不可抗)造成的有限带è假。æ员因不可抗)而请假，在连H

12 个月áA不能越: 3 天，在连H 36 个月áA不能©: 5 天。在æ员因不可抗)而

请假áA，视为ÿ替该æ主工作，保留就业的全部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分性别所有

æ员都享有的。 

 2004 年 12 月 16 日公布了 2004 年育儿（修正案）法案。这个法案将根据社会

ÉÑ商定的修正 1998 年的法。这个法案将提高æ员请假照顾子女的权利，它准许请

较长时A的假，可以分b次请假，F将这种权利延伸到代替ÈÉ的人。关于这个法

案的主要规定的进一ï细节载于对问题 17 的答复。 

 2001 年《看护假法》于 2001 年 7 月 2 日生效。本法的主要目的是规定（男的

和女的）æ员有权请无è假，以便亲自全时看护和照µ有此种需要的人。æ员有权

请这种假照顾一个人至x 65 周，法定½ã是 13 周。 

 迄今在b乎所有例子中，请看护假的æ员也享有看护者福利。这是付给那些v

开工作队伍a看护需要全时看护和照顾的人的被保险人。目前有 610 人ç看护假和

看护者福利，其中 555 人是女的，55 人是男的。2004 年，700 人ç看护假和福利，

2003 年为 608 人，2002 年为 2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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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Ö 

 政府以《2001 年广播法》来规范在爱尔兰的广播媒9，e别是公共服务

广播者��国家广播事务管理局。这个法补充《1993 年广播管理局法》，因为法律

规定在国家广播事业管理局、TG4 的理事会以及广播控诉委员会必须维持性别均=。 

 在妇女平等举措下，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资助在国家广播事业管理局里的

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对在该公司的管理职位进行性别平等的审查，也编制能参加节

目的妇女撰稿者的电子数据库。 

 自从爱尔兰合并了公约规定的第四和第五次报告以来，政府已介绍了《公共事

务广播宪章》，在 2004 年 6 月发表。《公共事业广播宪章》载有法律规定国家广播事

业管理局对其听众的义务。在性别方面，宪章的指+原则规定�重要#论或节目制

作在性别、年龄、残疾、种族、性的J向、宗教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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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正在将这两个调查确定下来，Yµ不久就会发表。 

 关于强奸和性攻击，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已提供经费，以便全面研究在爱

尔兰在强奸案件方面的损耗·。这项研究题为�在强奸案件方面了解损耗、提Ü撤

Ä、审判7序和查明可协助原告的可能改K�，正在由法律部在爱尔兰戈尔韦国立大

学以及爱尔兰强奸â机网络进行。这项研究需要三年才能\成。这项研究将有助于

了解为什么一些受害人DÔ不向警察报案，对于不¬烈报案能ú些什么以及为什么，

在报案的案件中，只有少数+致庭审。 

 这项研究将包括调查受害人对司法制度的看法，以及在受害人不向警察报案或

撤销法律诉讼的案件，将问受害人什么可能改K该看法或可能Ò助他们GH该案件。 

 国家犯罪问题委员会对在爱尔兰（对男子和妇女的）家庭虐待进行了一项全国

代表性的研究，目前同 ESRI 一起正在起草这项研究报告，我们希望在今年夏[发表

这个研究报告。它可能载有公众对于因家庭虐待而向警察报案的ª度的详情，向警

察报案的家庭虐待的受害人，不向警察报案的理由，对警察è理问题的满m7度，

以及对警察è理问题不满m的理由。它也可能审查那些已设法要事务律WÒ忙的家

庭虐待受害人以及他们对得到的服务的满m7度。 

11. 家庭暴)干Y项目是在 2003 年展开的，目前在都ÆÇ的两个地方法院地区

ô8中。今年是这个项目的 3 年ô8ùû的½后一年，今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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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包括S在2持女成员参加组%和公共决策的一系列措j。爱尔兰统一党ù订了

两性平等资µ袋，S在P加妇女T任党内决策UV的人数。新芬党保Â在D举全

国执行委员会成员方面实现男女各û以及设立一个区域的两性平等机构。 

 除了在该举措下的这些|动，其他政党也明白!i2持两性平等。工党在其

2003 年党大会上通:了 10 年党纲，目的是确保党提Ö的妇女修候D人的人数反

?¼个人÷中妇女所ü的q例，绿党的宪章规定在所有委员会和在D举时该党提

Ö的候D人方面必须实现其中一个性别达到 60％/40％的性别均=。在进ï民主

党方面，代表总数的一û是妇女。 

 此外，教育和科学部的两性平等股同都ÆÇ市职业教育委员会的E7制定股

合作，为第二]学校的公民、社会和政¤教育方案ù订一ø称为�D举*性别参

加和民主�的出版物。这ø出版物探讨地方、全国和欧洲各]的D举进7以及总

统职务和妇女参加政¤生|的重要性。 

 财政部_职部门平等股负责监ú在æ用公务员方面执行两性平等政策的情

况。2004 年该股审查了该部为2持机会平等所IJ的倡议。这个审查将成为关于

在公务员制度实现包括两性平等在内的平等的½佳ú法的报告的基础。 

 2005 年是实现两性平等政策的关键目标之一的目标年，即助理校长职位的

33％应由妇女填补，以实现为竞争较高管理职位ò造较大ì妇女候D人的目。 

 关于爱尔兰的外交事务，外交部已规定在一等秘Ã一]两性平等指标是

35％，在参事一]是 30％。GH不断地监督是否实现这些指标。该部的人)资y

战略也规定在ù订的一切新的人)资y政策，必须�Â明平等�。 

 自从在 1993 年开Å实行两性在国家委员会的代表至少ü 40％的政府政策以

来，妇女在国家委员会的总百分·从 1992 年的 15％P加到 2004 年 12 月的 33％。

在同一áA，政府和部长]的任^从 17％P加到 36％，t进在决策机构中的性

别均=，构成政府在两性平等方面的政策的一个重要因u。政府在政府方案和当

前�维持进ï�的社会ÉÑ关系协议中已作出!i，要实现 40％性别均=的指标。

但是，在国家委员会和各委员会的所有任^中，只有©: 40％由政府负责，其他

提Ö机构实际控制剩下的 60％，因此政府在 2005 年 1 月决定，在将来，提Ö机

构必须提Ö男子和妇女，以便政府可以从被提Ö者当中D出，以确保达到¼个目

标。Yµ这项决定将+致情况进一ï重大地改Ë。 

zg 

14． 如爱尔兰第四和第五次合并报告所ö，1998 年《就业平等法》的确提出关于

排除的规定，要J消对第 11 条的保留是一个î题，因为《公约》第 11(1)条没有

关于排除的规定。1998 年《就业平等法》内关于排除的规定正在欧盟新指令ã为

国家法律的背景下¡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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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布 2004 年《就业平等法》是为了在同酬和平等待遇方面执行欧盟《平等

指令》以确保对各种歧视理由同等对待。ò果，就业指令内的男女同酬和平等待

遇允许成员国根据�职业要求�作出排除ú法。经 2004 年法修正的 1998 年《就

业平等法》符合与�职业要求�有关的欧盟条款，mno大幅度缩窄 1998 年法

规定下在这方面的原有排除范c。 

 根据经缩,的排除范c进一ï审议了撤消对第 11 条的保留的问题，不:，

由于经修正的《就业平等法》ÿ有关于排除的规定，尽管已缩,范c，目前不能

解除保留。 

15. 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主持根据繁荣与公平方案设立的协商组，负责向政

府报告è理性别工资î异所需IJ行动。协商组的报告于 2003 年 11 月定稿并提

交给政府，其中载有O对政府一系列政策提出的一些L议，包括E税、法定½ã

工资、教育和<练及制定关爱家庭的政策。根据报告内的一项L议，该部委托经

济与社会研究所研究Á业生之A的性别工资î异，就此提出的报告定于 2005 年

中á定稿。 

 迹象¾¿爱尔兰在解决性别工资î异问题方面大有进展，近年来明¾缩,了

îï，欧统局（欧洲联盟统计局）编制的统计数Ú¾¿出爱尔兰的性别工资î异

为 16％，这是欧盟的平均数。½近îï因一些因u而缩,，包括I用并经常提高

国家½ã工资w执行各种立法规定wð行平等机会儿童保育方案w征税制度部ø

个人4wP加儿童福利金w以及爱尔兰经济和基本劳)需求GH强劲。以下阐ö

其中一些情况。 

 VWêë,í5,íìÇîï*爱尔兰于 2000 年I用国家½ã工资。

目前的½ã工资为每,时7镑。由于妇女不成q例地赚J国家½ã工资，

I用并随后P加½ã工资缩,了性别工资î异。与各社会ÉÑ议定工资

并定áP加。此外，国家ÉÑ关系协定��持H进展，除一般2付给工

人的工资外为ã收入工人另加 0.5％的工资。 

 äñóò_`X*äô*爱尔兰制有综合平等法规禁止在劳动)市场歧

视并t进平等机会。平等管理局的年度YÕ为 545.1ç镑，2持执行法

规。平等法庭获Ü独供资，根据法规是初审的判决机构，此外也为平等

机会问题社会ÉÑ框架委员会提供资金以在企业一]上ð动执行平等

机会。 

 ,-/éè_öõú*新的《产妇、ÈÉ和领养假法》于 2004/5 年适用，

改Ë了这些领域的法定领域。根据《非全日工法》和《看护假法》也享

有权利，这有助于使工作和家庭责任相ò合。 

 _`X*ùûü[hi*迄今为止平等机会儿童保育方案的成就包括*

至 2004 年é向儿童保育提供者和社区,组提供 2 340 补助金w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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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i提供的资金设立将近 33 500 个新的儿童保育场所w28 839 个

新的和原有的场所的人事费，将获2助w其中 21 500 个新场所于 2004

年 6 月é设立。政府½近额外提供 9 000ç镑用以进一ï扩大这个方案，

使至 2006 年é的总投资达 5 亿镑。 

 表 4 和 5Ø性别和年龄列¿相对收入。 

16. 有两种指标=(女性就业。第一是就业·，涵盖 151以上和 641以下的妇



 

 15 
 

 CEDAW/PSWG/2005/II/CRP.2/Add.6

 

 2004 年《育儿假（修正）法案》于 2004 年 12 月 16 日颁布。该法案将加强

æ员的权利，允许零碎地休更长时A的假以照顾其子女并规定代替ÈÉ者享有这

项权利。该法案的主要规定如下* 

 将合格子女的½高年龄从 51P至 81w 

 如子女残疾则将合格子女的½高年龄P至 161w 

 规定代替ÈÉ照顾合格子女者享有育儿假w 

 法定享有 14 周育儿假，可分û休假，每û至少连H 6 周，或与æ主商

定更ö惠条件w 

 æ员休育儿假时如因患病无法照顾子女可在患病áA暂停休育儿假，病

后可重新开Å育儿假w 

 规定育儿假和不可抗)方面的法定业务细则。 

 Yá该法案将于 2005 年年中颁布。 

18. 涵盖 2003-2005年áA的第二个反g困和社会排Î国家行动计N于 2003年 7

月 31 日提交欧盟委员会。计N载入经订正的《2002-2007 年国家反g困战略（反

g困战略）��L设一个包容的社会》和《社会ÉÑ关系协定��持H进ï》内

所作的!i。 

 《国家反g困战略》及《国家反g困和社会排Î行动计N》载有与妇女有关

的一系列目标。2003/2004 年社会包容®公室年度会议报告了落实这些目标的进

展情况，并将GH监ú和#价这些情况。 

 ¡p¢ 

 到 2007 年以前这一ùû，该战略的目标是根据现行的�一贯g困�N

线标准，把�一贯g困�的妇女人数Ì少到 2％以下w如有可能则彻é

消除�一贯g困�。 

 将Ø照 2001 年《国家就业行动计N》的Yá目标，)争到 2010 年把妇

女就业的参与·提高到 60％以上。 

£¤¥¦ 

 一贯g困是指收入少于平均收入 60％的人或一些指标都¾¿出受剥削的人。

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经社研究所）爱尔兰生|调查所含数据提供了 1997 至 2001

年一贯g困²平方面的资µ，这是可以用来协助趋势分析的½新资µ。妇女一贯

g困从 1997 年的 9.2％降至 2001 年的 4.9％。领J丧偶ÈÉ津贴者（大x为妇

女）的一贯g困从 1997 年的 24.9％降至 2001 年的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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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c¨ 

 政府!iGH努)Ìrg困，e别是为了无法工作及无法从高度经济P长带

来的就业机会获得Óè的人。改Ë收入2助成为这些工作的主要部分。1997 至

2005 年áA，½ã社会福利金·q生|费P加·高出 37.1％。老人纳费养恤金

的相等P加·为 38.5％。政府!i至迟在 2007 年将老人养恤金P至每周 200 镑

并GHJ得进展迈向至迟在 2007 年实现夏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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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é 

19． 2002 年妇女保健理事会报告提出的L议之一，是设立一个关键利z有关者论

坛，探讨妇女保健领域政策和行动的参照系数。2002 年，在妇女保健理事会的领

+下，设立了国家妇女保健计N论坛。2004 年 6 月，该论坛发表½后报告。论坛

主要由法定的服务提供者和权z团9以及妇女保健理事会的代表组成。论坛得出

以下ò论* 

  所有妇女因性别而经Ä的不利条件有其共同之è。 

  这一不利条件往往表现为亚理想健康状ª。 

  为使妇女健康状况得到重大改Ë，需要IJ双轨ú法，既涉及社会性别

主34，又涉及有O对性的Ê9行动。 

  两条轨道都应获得为Ê9|动募Ð的相应资金。 

  应指定一机构来发展、t进和监督在卫生领域开Å和实j社会性别主34。 

  应在关系到卫生服务改革进7、妇女健康问题和一般保健事项的所有高

M、区域和地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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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ò构希望确保爱尔兰拥有一个面向×户、并向男子和妇女普遍开放的í孕

服务网络。该战略则è理信Ñ、教育、咨询和í孕服务的问题。 

21. 关于堕胎问题以及委员会L议的就妇女生殖权利进行国家对话，应该指出，

爱尔兰人民在 1983 年制订了目前的宪法立场，并于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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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认@到，È子相传的G!制度是阻§妇女拥有土地的_4¦§。然而，

在爱尔兰，法律上或其他方面不存在阻§共同拥有财产或合É拥有财产的¦§。 

23. 《农村发展白皮Ã》强调在实现平=区域发展时获得服务的必要性。此è的

�服务�是指宽带、保健、&输等，尽管在农村地区，î以获得这些服务不仅限

于妇女。 

 目前的政策是，在国家和地方两]的所有国家机构，包括涉及农村发展的国

家机构，男女的½ã任职人数都应达到 40％。尽管这在:aÂ明î以实现，但Y

计政府½近作出的决定（见问题 13）将对情况产生相当QR的影>。 

 关于妇女参与农村发展项目，在任何农业、Ç业或更广泛的农村发展计N中，

没有区别对待男女项目t进者。 

24. 2000 年 9 月，发表了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该咨询委员会

由决策者、农业社会ÉÑ和女农民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对与女农民和妇女参与农

业有关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提出L议，包括教育，;<，信Ñ«Ù，t进妇女参加

农业组%和L立农业妇女网络，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护理等社会包容问题，农村

&输和与个人财务、经济和其他法律问题有关的事项，例如土地ã移和拥有问题。 

 若干事ª发展，包括国家农村发展论坛的设立，J代了咨询委员会报告的一

些L议。该论坛每年召开两次公开会议，为GH重视报告中提出的许x问题提供

论坛。报告公布后，F设立了社区、农村和爱尔兰ê地区事务部。 

 尽管 2002 年该部的职权范c有所改K以及上ö的事ª发展，农业和粮食部两责次 性编写责 中业平 等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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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性平等股目前正在资助调查,学高年]和中学ã年]�旅行者�男女C情

况的研究。它F在资助一个项目，以便制订男女�旅行者�及其男女C的教育指标。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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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平写中性负次 次两 负性两 两 革性，科
性第次 两 负次的所性 两所
性 两 的所次编编 负性两 两 革性务目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行目收一个育联进性 两 两编革性 四编 负性两 两 革性初目中科负性两 两 革性平目等中儿
编负 两 中后平，等性 两 两 负次的负第性 负性两 两 革性合业平收等负性编责科
中后后中科
性负性编责科
中后，科
性第次 两 负次的所性 两所
性 两 的所 两五编 负性两 两 革性务目草S草 f
-5303-87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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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持IJ主动，说服并影>对妇女j暴的�旅行者�男子。 

  资助�旅行者�组%;<和æ用�旅行者�妇女T任收容所工作人员和

"理³+员。 

  与�旅行者�组%合作，在 2005 年é之前，在�旅行者�人÷较x的

所有保健服务行政区，制订�旅行者�初]保健项目。 

 该战略F规定在该部设立一个�旅行者�保健顾问委员会，并在每一保健服

务行政区设立�旅行者�保健股。该部目前F在策N进行一项�旅行者�保健研究。 

5678 

 已制订一项指标，以便到 2007 年，至少将�旅行者�社区与¼个人÷Yá

寿^之A的îï缩, 10％。 

 成立了一个研究,组，由�旅行者�道德、研究和信Ñ工作组成员、来自北

爱尔兰相关组%的代表和包括�旅行者�妇女在内的利z有关者组成，ð动进行

一项全爱尔兰�旅行者�保健研究。这一研究将包括两个关键部分* 

  =(�旅行者�的健康状况，包括死亡·和Yá寿^，新生儿和婴儿死

亡·、发病·和其他状况指标。 

  #$保健需要和其他与保健有关的问题。 

 该研究将涉及'和(两方面的研究方法，并提出在�旅行者�保健领域需要

IJ

次两次性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 写 编 两 两 革性 性四四第 性四性写 中业平两等中中四负四规

和际
性 两 两 革性 四责两五两业平至等中儿
正的委社 编编中业平被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责第儿
正的委社 编编中业平被等中儿
的编 两 中违草 性四性写 中次业平府等中儿
编编 两重性第写 编 两 两 革性 性四四第 性四性写 中业平两责平非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写 性第性五 中业平次平一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个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编 性四性五 中业平次两次性  两 中后平两等中儿
负负 两 中后平四等中儿次性四性五 中业平次性 性负性负 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次
性 两 两 革性 性 性责性两 四性性 中业平行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性 两两 两 革性 写写四 性两第写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科
性 两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性两第写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写
正的委社 编编中业平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五性性科
性 两社 编编中业平 两 中后平进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行等中儿
科
性 两两社 编编中业平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四等中儿
两社 编编中业平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次性五 性两第写 中业平个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人等中科
性 两 次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五两四 性两第写 中业平例科
性 两 两次两 中后平领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是等中儿
的所性写 编科
性 两 两次两 两 革性 写性负 性性责负 中业平关等中儿
的所五 编四四四 性负两次两 两 革性 写写第 性性责负 中业平给等中儿
的所写 编次负两 性四性次两 两 革性 第两两 性性责负 中业平之等中儿
的所五 编次第编 性四性 两 革性 性 性责性两 革性责平成等中儿
的所平初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两 革性  编编 中业平的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五五写  编编 中业平收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到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 中科
  编编 中业平性 次性五 性性责负 中业平表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第五五
  编编 中业平平改等中儿
的所责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中科
  编编 中业平
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四国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四家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四反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四次四
  编编 中业平学初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次第责  编编 中业平际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五写两科
  编编 中业平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科
性 两  性两第写 中业平由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四责编 性两第写 中业平性性次五写  编编 中业平
性 两 两 革性 性两责平至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报性 两 两 革性 性两责性 第两负 性编写四 中业将 第两负 性编写四 中业提至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供 第两负 性编写四 中业与至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这 第两负 性编写四 中业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编责责 次四责 中业平各等次四
  编编 中业平平由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四责编 性两第写 中业平性四两科
  编编 中业平责两 性第性五 中业平两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四国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四家性 两 性负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次负编 性负 编编 中业平向 写写第 性性责负 中业平给等中儿
的所写 编次负第四
  编编 中业平据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四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次次次 次四责 中业平至等中儿
  编编 中业平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五责性 次四责 中业平研等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中科
性 五编编业平两责平非等中儿
的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究等中儿
编负负四性 五编编业平两责负 性两第写 中业平负等中月 性两第写 中业平负等中 性次负两 第等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第编责 两五编编业平两责收非等中儿
的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究等中儿
编第编性 性五编编业平两责五 性两第写 中业平负等中等 性两第写 中业平负等中 革性 五写写 第编编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两 革性 性两责性 第两负学
两 两 性 新有
的所性四 编编 中五责第 性五编编业平两责写性负 五第五 中业平写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第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负五两五 中编编 两 中后平次等中儿
的所性编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负五两五 中编编平改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写性负负五两五 中编编平非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编 中科负五两五 中编编平一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个等中儿
的所第 编科
性 负五两五 中编编两次性  两 中后平两等中儿
负负 两 中后平四科
性 负五两五 中编编性 性负性负 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次 两 两 两五 中编编性 性责性两 四性性 中业平行等中儿
的所次 编次第性 负五两五 中编编性 性编负五 编五两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革性 五负五两五 中编编第两两 性两第写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五五责五负五两五 中编编任 性负性负 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两
性 负五两五 中编编平非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性两四五科负五两五 中编编平一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个等中儿
的所第 编五五编 性负五两五 中编编两次性  两 中后平两等中儿
负负 两 中后平四中科
性 负五两五 中编编性 性负性负 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中科
性 两 两五 中编编性 性责性两 四性性 中业平行等中儿
的所次 编教等中儿
两 两五 中编编性 性责写编 四性性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负五性 负五两五 中编编性 性责五次 四性性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责编 五负五两五 中编编第五性 性四性写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科责次性负负五两五 中编编编 性编写四 中业平的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编 中科编负中科负五两五 中编编 性写负五 四性性 中业平两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编编四性 两 两五 中编编目儿
的所性负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四写写四 性两第写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科 两 负五两五 中编编中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四第五性 性四性写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科写次 性负五两五 中编编编 性编写四 中业平的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编 中科科
性 负五两五 中编编写写五 性负负次 中业平阅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科
性 负五两五 中编编平容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所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负负两 性负五两五 中编编违 性两第写 中业平个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人等中第编 性负五两五 中编编领写五 性负负次 中业平阅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两 中后负性两 两 革性根容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据 性负性负 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写五责五负性编 两 中后平非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第责第 负性编 两 中后平一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个等中儿
的所第 编第四五科负性 两 两 革性 性性第次 次两四 中业平核等中儿
的所次 编四负中后负性两 两 革性性 性负性负 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四第写后负性两 两 革性性 性责性两 四性性 中业平行等中儿
的所次 编次两责五负性编 两 中后写写四 性两第写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次编第 负性编 两 中后第两两 性两第写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次次五科负性 两 两 革本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革责中后负性两 两 革性主两两 性两第写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五四写后负性两 两 革性性 五两五 性编写四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性次后负性两 两 革性纳 性两第写 中业平个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人等中两次第责负性两 两 革性写写五 性负负次 中业平阅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性两编责负性两 两 革性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第五性 编编四责负性两 两 革性儿容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童 性责性两 四性性 中业平行等中儿
的所次 编教等责责五负性编 两 中后中儿
的所责中后平府等中儿发 性责五次 四性性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责性编责负性两 两 革性领写五 性负负次 中业平阅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性责写四责负性两 两 革性性 性责写编 四性性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五五写负性两 两 革性性 性责五次 四性性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编编责五负性编 两 中后性 性负五五 次两四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次写后负性两 两 革性编 性编写四 中业平的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编 中科负负四性负性两 两 革性写写五 性负负次 中业平阅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中写四五写负性两 两 革性平容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中儿
的所责中后平府等中儿四次 性两第写 中业平教等中儿
编责 两 中后平等中儿
编负性两 两 革性个 性责写编 四性性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四责四性负性两 两 革性普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性 第负负负性两 两 革性得容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责两 性第性五 中业平两等两 革性 第负负 编两责 中业平 等中儿
的所五性编 中科负性两 两 革性是 写写第 性性责负 中业平给等中儿
的所写 编次负两中后负性两 两 革性平两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第编 性负性两 两 革性平，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两 中后负性四 两 革性 性责编五 编革性 性五两四 性两第写 中业平例等中写后负性四 两 革性更两 性第性五 中业平两等新非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第编性后负性四 两 革性次一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个等中儿
的所第 编第次性负负性四 两 革性果两 性第性五 中业平两等。两 性第性五 中业平两等两写编 次四责 中业平何等中儿
的所四责 中业平何等正儿
的所四责 中业平何等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所容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责两 性第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性两负中科负性科
性 两 两 革性 次五性 次四责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四性后负性四 两 革性编 性编写四 中业平的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编 中科
性性负负性四 两 革性平动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等中儿
的所性写 编性写四责负性性 两 两 革性 性五写 次四责 中业平同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次四责 四性性 中业平负次写后负性四 两 革性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献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领写五 性负负次 中业平阅等中儿
的所五 编编 性编性性负负性四 两 革性负 性负负次 中业平度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编写四责负性性 两 两 两 革性 五两五 编五两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革性 负性性 两 两 司 性负性负 次两四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中写编中后负性四 两 革性性 性责五责 编两责 中业平食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次写后负性四 两 革性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在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科负中科负性科
性 两 写第两 性四性写 中业平核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四性后负性四 两 革性第两责 性四性写 中业平新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性性负负性四 两 革性性 性责性两 四性性 中业平行等中儿
的所次 编教四写四责负性性 两 两 性 性责写编 四性性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次五五写负性四责两 革性性 性责五次 四性性 中业平收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次编责五负性 两 两 革性 性四第四 次四责 中业平草等中儿
的所第 编编 中科第后负性四 两 革性编 性编写四 中业平的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编 中科五负性 负性性 两 两  性写负五 四性性 中业平两等中儿
的所性负 编编五四中后负性四 两 革性性 性写四责 四性性 中业平至等中儿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至等中儿
负性四 两 革性等中儿
编责 写负第平的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五两四性性 中业被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责第儿
正编一等中儿
编编 两 中后平个等中儿
的所第 编科 两 负负第。等中儿
的所责 编两 两 革性 性中儿
的所
编编 两 中后责两 性第
的所次 编编 中科
性 两 两 革性 中科
负负第。等中儿
性 次性五 性四性性 中业被等中儿
 性四性写 中业平贡等中儿
的所写 编编 两
负负第。

五编编业负负第。食在核新行草草收草/夏信网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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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和科学部里的两责 两 中后平学等中儿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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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WàÂhi 

 µ理家务者方案在 1994 年开Å实行，用m是保护那些因照µ家人而v开有

è工作的人享有养恤金的权利。这个方案准许在计Õê人保险-.的平均数，以

#$享有缴款的养恤金时，至x 20 年不予理会。这个方案本`不会限制ê人享

有养恤金，因为F必须符合与2付的或-入贷方的缴款的类型和数(有关的标准

限制条件。 

 2000 年 8 月，社会和家庭事务部公布对老年金（缴款的）和退休金的限制条

件的审查。这项审查F包括对µ理家务者方案的一般审查，审查报告L议了一些

改革，供进一ï´虑。这些改革包括改K这个方案的&作日á的可能性以及以实

际-入贷方的缴款为基础的®法J代不理会®法。在这项审查的第二部分将更详

细地研究这些L议。审查的这个ùû也要看看在第一ùû报告中同一系列其他问

题一起L议的对缴款的退休金的限制条件的改动。审查的第二ùûYµ将在今年

ý迟发表，将根据该报告的ò论´虑在µ理家务者方案方面的发展。 

áâã$/äå9æç 

 关于 66 1以上的寡妇或鳏夫，政府已保Â使其付款款额与老年缴款养恤金

的一致。这是通:在½近YÕ中一系列e别P加\成的，这个进7在 2004 年Y

Õ中\成。老年缴款的养恤金和寡妇（鳏夫）养恤金的½高款额现在是每周 167.30

欧元。 

 这ì寡妇和鳏夫也因为一些YÕ宣布家庭福利计N的改动而受惠。在这些B

排下，所有 70 1以上的人现在不管其财)或家庭组成都享有全部福利（即免费

电/煤气、免费电视执照、电话津贴）。 

IJK§*üèYé 

 反?从前努)使社会保险制度更全面产生的ò果，以及劳动市场改K的ò

果，在:ab年中，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险范c大(扩大了。 

 被保险人的人数从 1996/97年î不x 1.92百ç人P加到在 2002年将近 2.53

百ç人。社会保险制度保险范c的这种扩大，同时引起妇女保险人数P加和享有

福利的机会P加，如下ö* 

  2002 年，享有全部福利的 1.9 百ç被保险的工人（即 PRSI A 类缴款）

中，î不x 48％是妇女， 

  那年©: 293 000 缴费者作为自æ的缴费者2付 PRSI，其中î不x

23％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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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获得福利的数据也反?保险人数P加。关于每周社会保险为基础的付

款，53.2％的付款是付给妇女。
4

 关于Ø性别分列的一些进一ï数据载于表 15，

表¿长á福利和短á福利之A的î异。 

长á计N，观察到* 

  从 1996 年到 2003 年，领J老年缴费养恤金的妇女保持相对稳定（从ü

总数的 37.6％到 37％）w 

  领J退休金的妇女百分q从 1996 年的 24.7％P加到 2002 年的 27％w 

  付给配偶死亡的人的付款主要是付给妇女（2003 年ü 89.2％）。 

 在短á社会保险付款计N方面，付给妇女的失业金从 1996 年的 54.2％到

2003 年 51.2％，残疾福利则在同一áA上升î不x 7 个百分点（领J者从 55.9％

到 62.8％）。 

êëìíâ*0 TD(ì)Tj
44 0 1260 1148 Tm(¶215 Tm( )Tj
1 0 0 rg12 1311 Tm70 1260 114TD(ë)Tj
0 RG
1 0 0 -1 1142 469 Tm( )Tj
/4 0 T4020 2099 2090(.)Tj
21 0 TD(2)Tj
22 0 TD(6)Tj
/F5 44 Tf
1 080 -1 721 1215 Tm(>)Tj
/F01 T4020 20/F3 44 Tf
1 0$0 -1 765 1215 Tm( )Tj
189 444020 2021 0 TD(0)Tj
22 0 TD(3)Tj
/F5 44 Tf
1 040 -1 721 1215 Tm(>)Tj
/80 TT4020 20/F3 44 Tf
1 0 0 -1TD(d)Tj
43 0 TD(>)Tj
1 0 1 rg
1 0 0 0 -1 1084 986 Tm(Q)Tj
/F50 TT4020 20¥0 -1 1177 1082 Tm(?)Tj
/F40 T4020 20è 0 -1 1084 986 Tm(Q)Tj
/F22  T4020 20¶0 -1 1260 1148 Tm(Ý)Tj
4329 T4020 20[0 -1 1266 1082 Tm(^)Tj
4473 T4020 20è3 0 TD(>)Tj
Í0 -1 1345 1148 Tm(î)Tj
/F61 T4020 20·0 -1 1487 1082 Tm(m)Tj
/F 44T4020 20E0 -1 1485 1148 Tm(7)Tj
/F59444020 2021 0 TD(0)Tj
50 -1 1345 1148 Tm(î)Tj
/5144T4020 2010 -1 1516 1148 Tm(à)Tj
/F574T4020 20þ 0 1 rg
1 0 z0 -1 1684 1148 Tm(f)Tj
/F444T4020 20Ý0 -1 1602 1148 Tm(ñ)Tj
438 TT4020 2044 0 TD(/)Tj
F4 0 TD(/)Tj
G 0 1 rg
1 0 !0 -1 1813 1148 Tm(S)Tj
4363 T4020 20N3 0 TD(>)Tj
Í0 -1TD(â*0 TD(ì)T 1995 728 Tm(ü)Tj
/F8 44T4020 20 0 -1 1598 890 Tm(Í)Tj
44 0 T47>)Tj
45 0 TD(â*0 T@0 -1 1813 1148 Tm(S)Tj
58 TT47>)Tj
 0 -1 1727 1148 Tm(Y)Tj
96 TT47>)Tj
 0 -1 920 794 Tm(Ä)Tj
/F675TT47>ü>â*0 TD 0 1 rg
1 0 d5 0 TD(â*0 Te5 0 TD(â*0 T44 0 TD(/)Tj
!0 -1 1813 1148 Tm(S)Tj
4513 T47>)Tj
N3 0 TD(>)Tj
Í0 -1TD(â*0 T 0 -1 1872 986 Tm(>)Tj
/F/F5 T47>)Tj
 0 -13D(0)Tj
E0 -1 1485 1148 Tm(7)Tj
/221 T47>)Tj
51 0 TD(0)Tj
50 -1TD(0)Tj
-1 0 TD(0)Tj
50 -1TD(6)Tj
/F5 4 1345 1148 Tm(î)Tj
/F51 T47>àSà0>îm728

别认金洲地。

写出，收的 收个了个易业，业两写。

5Èï

6

0

0

3

>

2

3 8

％

认

 

ê

 0 8

即ÄEôEîàÄE 物 服金似％即保即

％拥

 E€E‰*0 T×0 -143(>)Tj
Ø5 0 TD(‰*0 TÙ5 0 TD(‰*0 TÆ0 -14 Tf
1 0&3 0 T3(>)Tj
â0 -14 Tf
1 0 0 -1 1905 403 Tm(x)Tj
/F25 T4961TT 0 0 -1 1950 403 Tm(/)Tj
/F5 444961TT 0?0 -136g
1 0 ç0 -1 1905 403 Tm(x)Tj
/F382 4961TT 0ü0 -1 1345 1148 Tm(”)Tj
/426T4961TT 0´0 -1 1822 890 Tm(8)Tj
/FT470T4961TT 0/F8 44 Tf
1 0R0 -1 1905 403 Tm(x)Tj
/FF574T961TT 0Ÿ0 -1 1345 1148 Tm(”)Tj
/9 44T961TT 0–0 -1 1905 403 Tm(x)Tj
/FF444T961TT 0±0 -1 1950 403 Tm(/)Tj
/F38 TT961TT 0 0 -1 1276 403 Tm(™)Tj
/F5 2 4961TT 0;F8 44 Tf
1 0–3 0 T3(>)Tj
;0 -1 2007 469 Tm(?)Tj
-4363 T961TT 0b0 -1 1821 1215 Tm(>)Tj
/1907 4961TT 0;F8 4 1950 403 Tm(/)Tj
/F121 4961TT 0“0 -1 1276 403 Tm(™)Tj
/F8 44T961TT 0À0 -1 735 1082 Tm(p)Tj
4882220(¡)Tj
43 0 TD(¢)Tj
/F9 44 Tf
1 0 0 -14 Tf
1 0Æ0 -14 Tf
1 0&3 0  1063 794 Tm(€)Tj
4 31220(¡)Tj
b0 -1 791 1148 Tm(?)Tj
/F75220(¡)Tj
Ä0 -1 655 1215 Tm(€)Tj
4 19220(¡)Tj
~0 -1 602 1082 Tm(E)Tj
/363 20(¡)Tj
43 0  1345 1148 Tm(”)Tj
5 4420(¡)Tj
 0 -1 1865 469 Tm(˜)Tj
4950420(¡)Tj
ŸF9 44 Tf
1 0 0 -141g
1 0 ç0 -1 1345 1148 Tm(”)Tj
/079220(¡)Tj
á0 -1 602 1082 Tm(E)Tj
/T122220(¡)Tj
EF9 44 Tf
1 0 0 -1 1558 469 Tm(Ÿ)Tj
/F210420(¡)Tj
ŸF9 4 1256 728 Tm(!)Tj
/F154420(¡)Tj
V3 0 T3(>)Tj
}0 -14 Tf
1 0®0 -14 Tf
1 0r0 -14 Tf
1 0/F8 44 Tf
1 0[F8 44 Tf
1 00 0 -14 Tf
1 0?0 -1 1345 1148 Tm(”)Tj
/9 4420(¡)Tj
 0 -1 1736 728 Tm(‹)Tj
44F44420(¡)Tj
G0 -14 Tf
1 0Ö0 -1 1345 1148 Tm(”)Tj
/5 2 20(¡)Tj
:0 -1 721 1215 Tm(>)Tj
//575220(¡)Tj
EF9 44 Tf
1 0 0 -1 1276 403 Tm(™)Tj
/F363 20(¡)Tj
;F8 44 Tf
1 0‘0 -1 1345 1148 Tm(”)Tj
/950420(¡)Tj
x0 -1 1276 403 Tm(™)Tj
/F8 4420(¡)Tj
 0 -1 778 794 Tm(/)Tj
/F8822206 TD( b0 -1 1821 1215 Tm(>)Tj
/8 44206 TD( ;F8 44 Tf
1 0 0 -1 737 403 Tm(ð)Tj
/FF444206 TD( áF8 44 Tf
1 0G 0 1 rg
1 0 U0 -14 Tf
1 0/F8 44 Tf
1 0Æ0 -14 Tf
1 0&3 0  1063 794 Tm(€)Tj
45 44206 TD( b0 -1 1865 469 Tm(˜)Tj
49504206 TD( Ä0 -1 655 1215 Tm(€)Tj
48 44206 TD( ~0 -1 602 1082 Tm(E)Tj
/T5 44206 TD(  0 -1 155 1215 Tm(€)Tj
449 44206 TD( –0 -14 Tf
1 0;F8 4 1164 469 Tm(U)Tj
44 092206 TD( b0 -1 1821 1215 Tm(>)Tj
/F3 44206 TD( ;F8 41 1222 1082 Tm(Q)Tj
/F 44206 TD( ƒ0 -1 1905 403 Tm(x)Tj
/F3004206 TD( /F15 44 Tf
1 bF15 44 Tf
1 ÌF8 4 1164 469 Tm(U)Tj
444344206 TD( ×F15 44 Tf
1 Ø 0 1 rg
1 0 Ù5 0 TD(‰*0 TÆ0 -14 Tf
1 0&3 0 T4790)Tj
66ˆm(?)Tj
/F87 454/)Tj7Tj
/f6T6020/O6 728 T44 Tf
1 2 -1/)Tj7Tj
105 T54/)Tj
/F3 4 1133 100 -1f
1 2 -1
48 44200916 986 Tm( )Tj
-169 T4790)Tj
40 83F5 44 Tf Tf
1 0&3 0 T4790)Tj
1 1222 1082 Tm(Q)Tj
/F Tm(06 TD(1121 490(¡)Tj
43 0  1345 1148 T)Tj
(1121 49Tf
1 0R0 -1 1905 403 Tm(Tf
1 1F574T961TT 0Ÿ0 0 -1 731 469 Tm(/)Tj 1F574T9Tf
1 0 0 -1 1345 1148 Tm(?)Tj1F574T9ij
444344206 TD( ×F9 44 Tf
1 0TF9 44 Tf
1 0 0 -136(€)Tj13 0 T3(>)Tj
; 0 -1 917 403 Tm(™)TD(1121 4906 TD( b0 -1 1865 469 Tm(€)Tj
1&0 -14 Tf
1 0 0 -1 1038 536 Tm(A)Tj
1&0 -14
1 0}0 -14 Tf
1 0,0 -143(/)Tj
1&0 -14 Tf
1 00 -1 2025 890 Tm()Tj
-13 3 T 0 TT 0 )T2>)TjTm1602 1148 Tm(ñ)Tj
43E0 -1 1345 13E0 -1 1™4 Tf
1 0 0 -1 602 728 Tm(!)Tj
/F3 44 T)TjTm1602 28 Tm(!)T0 -1 1905 403 Tm(Tf
1 1F57602 28 Tm(!)T0 -1 1905 46402 239Tm(!)T0 -1 1905 403 Tm(T
1 0/F8 44 Tf
1 0Æ0 -14 Tf/0420(¡)Tj
1002 1082 Tm(E)Tj
/ 0 T479659D(2)Tj
22 0 TD(8)Tj
/F8 4 TD( /F15 44 Tf
1 bF15 44 Tf
102 1082 Tm-1TD(0)1 0 TD(0)Tj
50 -1TD(6)TD( ×F15 44 Tf
1 Ø 0 1-14 Tf
(6)TD( ×F15 44 Tf
1 Ø 0 1-0 ç0 -1 130m(N)Tj
/F5 44 Tf
1 0 0 -110 T47965g47Tj
/F8 44 ª2 1082 Tm-1TË6 TD( b0 -1 1865 469 Tm(€)Tj
1( b0 -1 ?)Tj
-4363 T790)Tj
80 -147084 Tf
1 0 6020 20 0 -1 54/)Tj
€F3 446g
1 086 Tm(ü)Tj
/F3 44 Tf
1 0 0 -1 1779 44 Tf
1 Ø'865 469 Tm(€?)Tj
-4363 T790)Tj
80 -14 954 Tf
1 0 6020 20 0 -1 (@)Tj
/F50 T54/)Tj
NF3 441121 Tf
1 0  2007 469 Tm(?)Tj
-4363 T790)Tj
80 -1 Tf
132469 Tm(F)Tj
/F821 T47>)/8 44206 TD( ;F8 44 121132469 TT47>)Tj
 0 -1 1865 469 Tm(?602 1082 Tm(ò1865 469 Tm(³865 469 Tm(€-1 655 1215 TûTj
/363 20(¡)Tj
43 0  13711132469 T¸
1 0TF9 44 Tf
1 0 0 -1369
/F132469 TyTj
1&0 -14 Tf
1 0 0 -1 108F132469 T¶Tj
-13 3 T 0 TT 0 )T2>)Tj0f
132469 T4 Tf
1 0H0 -1 1950 403 Tm(ß/)Tj
1&0 -14 Tf
1 00 -1  122132469 Td>)Tj
/F3 44206 TD( ;F8 41721132469 T
1 2 -1
48 4420091345 1148 Tm(”)Tj
/9 4…0091345 1148.0091345 1148ñT44 Tf
1 2 -1/)Tj1082 Tm(ÐTm(”)Tj
/9 4a/)Tj
1&0 -14 Tf
1 00 -1 568F132469 T×1345 1148 Tm(”)Tj
/5 2 20Tf
132469 T$x)Tj
/F3004206 TD( /F15 46 Tf
32469 T)Tj
43 0 TD(\)Tj
/F9 44 7U)Tj32469 TTD(0)Tj
-1 0 TD(0)Tj
50 -75/F132469 Tm(€)Tj
498 TT Tf
1 0 0 -1 1663 986 Tm(ü4 Tf
1 0;F8 44 Tf
1 0ˆ0 -1522132469 TD(2)Tj
/F8 44 Tf
1 0 0 - Tf
1132469 T(@)Tj
/F50 T54/)Tj
NF3 4414)Tj32469 T"(2)Tj
/F8 44 Tf
1 0 0 - T9/F132469 T Tf
1 0 0 -1 (@)Tj
/F50 T54/)Tj
NF3 4 Tf
13f
1 0 #T44 Tf
1 2 -šT44 Tf
1 2 -765 1215 Tm( m(€)Tj
4 31220(¡)TjTj
/9 4Tf
1 0R0 -1 1905 403 Tm(Tf
1 1F 0G 0 1 rg
1 jTj
/9 4=T44 Tf
1 2 -1/)Tjj
/F8 44 Tf
1 0 0 -1
1 03f
1 0 0 -1 6482602 728 Tm(!)Tj
/F3 44 T)TjTm1602 28 4Tf
1 0m(€)Tj
4 0 T4961TT 0~0 -143(>)Tj
-F9 44
1 1F 0G 0 1 …g
1 jTj
/9 4(?)Tj
/F12 44 Tf
1 0 0 -61TT 4Tf
1 0m(Q)Tj
/F5 44 Tf
1 0 0 -14 Tf4Tf
1 0?1 1F 0G 0 1 çTm(”)Tj
/9 4a/)Tj5 1215 TûTj
/363 20(¡)Tj
43 0  14790)f4Tf
1 0‚>)Tj
/F3 44206 TD( ;F8 4115 f4Tf
1 0ª/)Tj
1&0 -14 Tf
1 00 -1  71114Tf
1 0D/)Tj5 1215 T~/)Tj5 1215 T•0 1-0 ç0 -1 130m(N)Tj
/F503114Tf
1 0 Tm(”)Tj
/9 4 1148 Tm(¶215ˆ1865 469 Tm(?602  0 0 -1 Å(2)Tj
/F8 44 Tf
1 0 0 - 5U)Tj4 986 Tm(!)Tj
498 TT Tf
1 0 0 -1 1663 986 Tm(ü 1916 986 Tm( )Tj
-13 0 T6U)Tj4 986 T!/)Tj5 1215 TûTj
/363 20(¡)Tj
43 0  14345 14 986 T(>)Tj
/F3 44206 TD( ;F8 4 Tf
14 986 T3/)Tj5 1215 TXTm(”)Tj
/9 4*61TT 0~0 -143(>)T4 Tf Tf
1 0&3 0 T4790)Tj
4 986 T$@)Tj
/F50 T54/)Tj
NF3 441121 4 986 T02 1082 Tm-1TD(0)1
/F3004206 TD( /F15  Tf
155469 Tl61TT 0~0 -14mm(!)Tj
/F3 44 T)TjTm1602 0
155469 T@1950 403 Tm(ß/)Tj
1&0 -14 Tf
1 00 -1345 155469 Td>)Tj
/F3 44206 TD( ;F8 TD( ×55469 T 1148 Tm(¶215ˆ1865 469 Tm(>1950 403 Tm(ß/)Tj82 Tm-1Tà61TT 0~0 -143(>)Tj
-F9 44 1148 Tm(¶215ˆ1865Tj
/F 44206 TD( ƒ0 -1jTm1655469 T-1 112 1311 Tz>)Tj
/F3 44206 TD( ;F8 41 12255469 Tç1 112 1311 T 1347 986 Tm(ûTj
/363 20(¡)Tj
43 0  143 0
155469 T‚>)Tj
/F3 44206 TD( ;F8 4331 455469 Tª/)Tj
1&0 -14 Tf
1 00 -1 345 155469 T-1 1813 1148 ~/)Tj5 1215 T•0 1-0 ç0 -1 130m(N)Tj
/F0)Tj155469 T/(>)Tj
-F9 44 1148 Tm(¶215ˆ1865Tf
1 2 -1/)Tjj
/F8 44 Tf
1 0 0 -1 11 455469 T-1 2302 30344 Tf
1 0 0 -414/)TjTT 0r_1 231)Tj
10 _1 231)Tj
10 _1 231)Tj
10 _1 2316Tj
10 _1 231)Tj
10 _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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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法庭在 1994 年 5 月作出的一项裁决探讨了非婚生C子

的生È在爱尔兰收养7序中的地位。该法庭裁定，根据《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

约》，该È亲不知道、也ñ同m别人收养他的C子，他在收养7序中也没有发ë

权，因此他的权利遭到侵犯。 

 1998 年《收养法》规定开Å实行新的法定7序，就是在将非婚生的C子让人

收养之前必须同C子的生È协商，以便该È亲有机会行使其申请监护和（或）照

管其C子的权利，如果这是他希望的。 

 在开Å实行该法之后的b年中，收养局注m到生È在收养局通知他该局收到

其子/女的生É及其夫提出将其子/女让人收养的通知后要求听Â的人数P加了。

一些生È在收到该局的通知后向法院申请要求维持与其C子关系的权利。在其他

案件中，生È在该局的听Â之后提出诉讼。在一些案件中，生È乐于收养申请G

H进行，条件是在作出收养^令之后，他GH维持与其子/女的关系。在另外案

件中，生È决定他乐于对他的子/女作出收养^令，因他认为这是对其子/女½有

利的。 

 2001 年，生È出席收养局对别人申请收养其C子表¿m见的人数Ì少很x

（从 2000 年的 19 人Ì少到 2001 年的 5 人）。这½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该局在该年

初改K了7序。生È在获得申请收养的通知后，从那时起可DÔ同该局的社会工

作者讨论其对申请收养的看法。他们F获得该局关于由GÈÉ收养的新的资µ,

册子。他们的询问往往只是关于7序和法律事项，不表¿反对作出收养^令。在

这之前，他们在此种情况的¯一DÔ是要求该局的听Â，该局则认为，正式听Â

不是è理此种询问的½适当的方法。被通知有人申请收养的所有生Èÿ可DÔ该

局的听Â，但是在 2003 年获得通知的 135 个生È，只有 5 个要求听Â。 

 收养局已要求卫生和儿童部探讨有无可能提议修订法律，使该局能对作出收

养^令附上条件，以确保在作出收养^令后生È能GH与其C子¡触。 

30. 维持这项保留是因为非婚生子女的È亲的权利与生É的权利不同。Ê9地

说，É亲自动是其子女的监护人，ñ与其子女的生Éò婚的È亲则必须J得监护

人的资格。这个7序在 1997 年制定了《儿童法》之后少了很x麻烦。这个法修

正 1964 年的《婴儿监护资格法》，e别是提供一个机制以确认生È是其非婚生子

女的监护人。该法准许ñ同其子女的É亲ò婚的È亲，在J得该É亲的同m的情

况下，被指定为其子女的监护人，不必á以前那样必须上法院。 

 另一项´虑是，撤销这个保留会被解释为政府否认在这个领域法律对待男子

和妇女ÿ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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