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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是数字化的，但也需要更多包容性。

联合国妇女署和 ISO 正携手推动世界向更具性

别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当新技术能够为所有人服务时，才最具有变革性。数字技术影响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正在打造的数字化未来将影响每一个人，

但其构建过程却没有兼顾所有人。

研究表明，女性在技术领域的参与度非常低：欧洲仅有 17%的 IT

专家为女性，性别不平等甚至已经体现在前沿创新领域，如元宇宙这

种本就具有明显性别差距的领域。过去 10 年间，由于数字行业对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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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斥，中低收入国家的 GDP 降低了 1 万亿美元。很明显，弥合数字

技术领域的性别差距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刻不容缓。

联合国妇女署在努力改变这一局面。作为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

妇女赋权的联合国实体组织，我们维护全世界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及需

求，并负责协助联合国成员国制定符合妇女利益的法律、政策、计划

及服务。

因此，协助制定相关标准，供公私营组织在设计、开发和实施新

技术时使用越发重要。所以，联合国妇女署和 ISO 正着力提升标准的

性别包容性，以便全世界妇女和女童能从数字经济中获益。

技术和包容性：刻不容缓

联合国妇女署 2023 年妇女地位委员会（CSW）大会的主题是

“以数字时代的创新、技术变革及教育来实现性别平等并为全体妇女

及女童赋权”。该委员会始建于 1946 年，目的是召集全球重要决策

者和专家，以提高妇女权益、记录各国妇女真实生活情况、制定性别

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国际标准。如今近 80 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技术前所未有地成为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关键。

每年在 CSW 大会筹备期间，我们从全球各地召集相关专家交流

专业知识，并在专家协助下为委员会及成员国制定一套政策建议。今

年的商讨得出一个深刻见解，那就是标准在技术设计、开发和实施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专家组经研究发现，标准在学生教育、理论假设的形成和检

验、产品设计、立法草案等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基于非包容性

样本而制定的标准将对实际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现今世界主要由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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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设计，若能在新技术开发和推广中更好地体现性别平等，其影响

力将是巨大的。

朗达·席宾格（Londa Schiebinger）是从事 CSW 重点研究的负

责人，她用汽车安全领域的一个有趣案例来说明性别不平等是如何深

植于技术之中的：尽管现实中的车辆会卖给全球不同性别、体型各异

的顾客，但车辆撞击试验假人却均参照身材中等、无残障的青年男性

为模型制作而成。因此，汽车工程师们设计的汽车倾向于确保男性躯

体的安全，他们使用的材料（例如撞击试验假人）也仅限于男性模型。

其结果就是，女性在车祸中遭受重伤的可能性要比男性高出 47%。此

类案例在各行各业比比皆是。女性在信息技术创新的标准中一再地被

忽视。

席宾格和专家组全体呼吁采用基于人权的“包容性设计”方法，

推 动 实 施 性 别 平 等 的 标 准 。 这 也 呼 应 了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古 特 雷 斯

（António Guterres）在妇女地位委员会大会所做主旨报告中提出的

建议，他强调要建立法律条款和标准，以确保数字技术设计和使用的

透明度、问责制和监管，同时急需解决数字时代影响妇女、女童权利

和安全的关键问题。在技术创新中融入性别视角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重要一步。

标准推动包容性发展

数字领域的性别差距必须解决，唯此才能让数字经济的红利惠及

所有人。为此，标准必须继续进一步发展，并反映妇女参与各个发展

阶段的必要性，这也是在技术诞生之初就必须将女性需求、女性经验

融入其中的原因。多元化的设计团队有助于创造能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女性的研究和数据能帮设计者更好地理解女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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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经验，在产品文件、用户界面、营销材料中使用包容性的语言有

利于营造更包容的环境。

数字时代正在彻底改变社会，这个时代能为女性在将来实现卓越

工作表现、使用重要数字服务、提高在公共政治事务中的参与度创造

有利条件。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支撑相关领域的技术要以女性为核

心。

模糊的承诺和空泛的理论无法带来性别平等，我们只能在包容性

标准的详尽指导和 ISO 等机构的专业支持下，通过采取审慎的行动来

实现这一目标。标准机构在该领域的重要工作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标

准制定过程，以便所有人都能从标准中获益。标准是实现技术和创新

领域性别包容的基础，我们期待未来与 ISO 开展合作。

ISO 中央秘书处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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