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表明，妇女儿童面对

经济危机总是格外脆弱。2008－
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前发展中国

家遭受的金融和经济冲击导致更

高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更低

的入学率、不安全感上升以及儿

童被迫在危险的环境工作。在健

康和教育方面的公共开支减少使

得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陷入贫困，

即使危机过去也很难摆脱困境。

 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

机以及近期的粮食和能源价格

波动使人们日益担忧这会加剧

发展中国家贫困和营养不良。

在本报告2009年8月开始印刷

时，尽管近几个月前瞻性的经

济指标有所好转，但全球经济

前景仍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

 危机对儿童权利会有哪些

影响在近期尚不明朗，只有随

着对全球贫困状况、儿童发展

状况和营养情况做出新的全球

性评估后才会明朗。为保护儿

童和家庭免受经济危机影响，

需要采取合适的政策措施。

 确保家庭获得足够营养。

虽然国际粮食价格在2008年达

到顶峰后有所下降，但是相对

于长期趋势来说价格仍然偏

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内

粮食价格仍然远远高于历史记

录。在经济危机时期保证家庭

营养状况的措施包括直接补充

措施（比如给婴儿食用的有治

疗作用的食物）和支持性措

施，以确保获得微量营养素、

改进环境卫生设施、保证有质

量的健康护理、推广卫生学的

最佳做法。营养监测也应包括

对儿童成长和营养方面直接和

潜在数据测定的评估。

 保护基础性服务的预算。

保证甚至是增加社会预算应该

是国家应对危机政策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部分。减少对儿童的

投资将会对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前景产生负面影响。这也会限

制一个国家未来的潜在增长。

对120个发展中国家在1975－
2000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在

15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中针对

教育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拉

动整体的小学入学率，并将贫

困人口减少17%。

 在关乎儿童的社会保护

方面投资。有效而全面的社会

保护规划可以改善经济危机对

贫穷家庭的负面影响。作为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之前

这一区域发生的干旱的应对措

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

国政府实施或加强了针对儿童

的营养项目，并通过提供奖学

金和资金分配支持教育，同时

还开展社区意识建设活动。在

2002年债务危机中，阿根廷通

过对失业人员提供资金援助支

持并帮助贫困家庭避免生活恶

化，据估计这一行动避免了额

外百分之十的家庭生活在食品

贫困线以下，也降低了全国极

端贫困的发生率。知名的且正

在进行的社会保护项目如墨西

哥的“机会项目”、巴西的

“家庭项目”都减少了婴儿死

亡率并降低了贫困率。

 尽管社会保护项目有这么

多优点，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却

并没有这样的体系。根据近期

对144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49
个低收入国家中的19个和95个
中等收入国家中的49个就没有

社会保护网络项目，被调查的

国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有

某种形式的现金转移。

 限制对妇女和女童的额外

需求。增强妇女的能力使她们

能够成为家庭的决策者以及

使女童和青年女性获得良好的

教育与卫生保健都是确保对妇

女进行有效的社会保护的关

键。伴随着经济危机，政府在

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开支的减

少了，并将提供这些服务的重

担转移到家庭和社区身上，增

加了妇女和女童本已沉重的负

担。妇女和儿童也忙于采取应

对措施，包括减少对一些基础

性服务和商品，如食品、燃

料、教育和卫生保健的采购，

并想方设法增加储蓄或者干活

赚取额外的收入。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以及之

后的经济复苏期，想办法确保儿

童权利虽然是很困难的，但是确

实需要我们的决断力。为了不使

危机对下一代造成危害，我们的

选择应该是保护、支持并在可能

的情况下拓展儿童在任何时候都

应该享有的权利，即基本服务、

保护以及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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