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2年莫桑比克签署了

和平协议，终结了长达15年的

痛苦内战。在那时，莫桑比克

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从那

以后，政治稳定以及民主管理

为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铺平

了道路。现在，莫桑比克被视

为非洲战后重建和经济复苏的

典范。1994年莫桑比克进行了

第一次民主选举，同年批准了

《儿童权利公约》。十年之

后，该国进行了第三次和平的

民主选举。

 莫桑比克在过去十年间

经济增长迅速，2008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幅预计超过6％。就

贫困率而言，根据所能掌握到

的最新数据，2003年是54％，

而1997年估计是69％。政治和

经济的稳定带来人与社会的发

展。全国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从1990年的每千例活产儿死亡

201例下降到2007年的168例。

小学入学率在2008年上升到

99％。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

莫桑比克仍然深陷贫困（2005
年75％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

1.25美元），并仍饱受接连发

生的自然灾害以及艾滋病之

苦。据估计，2007年在15－49
岁的人群中，每七人就有一人

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建立保护儿童的法律框架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莫

桑比克一直致力于将国家立法

与区域和国际关于人权的契约

相一致。除了在1994年5月26
日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及

其两个任择议定书，还批准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利

宪章》（及其关于妇女权益的

协议）和《非洲儿童权利和福

利宪章》。2004年通过的国家

宪法特别强调了儿童权利，为

儿童制定了新的法律和政策框

架。根据宪法，所有与儿童有

关的行动，无论是公共部门还

是私人部门，一律要将“儿童

的最大利益”考虑进去。

 通过对法律体系进行全面

改革来更新国家立法，并使之

与《公约》和其他人权条约相

一致已经取得重大改变，比如

产后免费出生登记的期限从30
天延长到120天；通过了《家

庭法》，规定了父母责任、看

护、收养和继承权；将最低

结婚年龄从16岁提高到18岁。

2008年通过的《儿童法案》有

效地将《公约》的条款纳入国

家儿童权利立法，并列述出各

利益攸关方为落实儿童权利而

承担的责任。《2006－2010年国

家儿童行动计划》旨在推动并

协调关键利益攸关方的行动；

它的目标和对象是基于2001年
非洲儿童论坛和2002年联合国

儿童问题特别会议的倡议。

《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多部门

计划》旨在解决这一数量增长

人群的特殊需要；据估计，

2008年孤儿人数达到150万，其

中约51万是艾滋病致孤儿童。

从立法和计划到行动和成果

 政府面对的最主要挑战是

将新的立法转变为有效的项目。

在很多领域已经有明显进步。

2009年，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建

立一个全国儿童理事会的决

定，这个儿童理事会受托协调

儿童权利的落实。而且，在六

个省设立了特别儿童法庭，

专门关注儿童事务的审理。

2006年以来，一项全国性的出

生登记活动帮助注册了440万
儿童；这项活动将继续到2011
年，旨在届时实现全部儿童注

册登记。

实现儿童权利的困难

 在莫桑比克实现儿童权利

的两大挑战是贫困和不平衡。

近年来，与贫困做斗争是莫桑

比克政府的首要任务。然而要

想取得成功，稀缺的预算就要

平等地投入有利于儿童福利和

发展的部门，特别是教育、卫

生保健、水与环境卫生和社会

保护。在部门当中、在各省和

各项目间公平地分配资源是减

少不平衡的关键。

 扩大与儿童有关的基础

服务和社会项目的规模，对于

减少儿童贫困和保证儿童权利

来说是个关键。为采取一致的

行动来满足《公约》对莫桑比

克1100万儿童的承诺，需要政

府、捐助方、民间社会、媒

体、公司部门、家庭和社区协

调一致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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