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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 综述

实现和保障残疾人的权利，需要必要的统计

和数据。其统计数据需要基于符合残疾人人

权方针的概念、按残疾程度分类，并反映残

疾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多样性。本报告提

供了 (i) 对2009年至2018年全球范围内国家人

口普查结果和家庭调查中的关于残疾问题的

系统分析，以及 (ii) 拥有基于国际可比的残疾

问题的人口普查或家庭调查数据的41个国家

按残疾状况分列的指标。 

本报告发现，全球 24%的国家的普查和65%

的调查数据中，没有设置任何形式的关于残

疾人的议题。此外，符合国际可比性标准的

残障议题，即那些收集关于功能障碍（如视

障、听障、行走困难）的信息的议题已被越

来越多地采用。然而，在180个国家中，只

有84个国家的普查数据和16%家庭调查数据

中有国际可比的残障议题。在许多国家的人

口普查和家庭调查中，残障人群仍然是被忽

视的。 

本报告还介绍了41个国家的微观数据分析，

这些国家在人口普查或家庭调查中设置了在

四个领域功能障碍（视觉、听觉、行动、认

知）的议题。其中的28个国家，还额外加入

了自理能力和沟通能力方面的数据，其中包

括21个国家采用了经过国际测试的华盛顿残

疾统计小组问题集 (Washington Group Short 

Set of questions)。本报告采用多种分类方法，

提供了15岁及以上有和没有功能障碍的成年

人的功能障碍发生率和教育、工作、健康、

生活水平和多维贫困指标对比的结果。 

在这41个国家中，功能障碍并不罕见。在他

们当中，有功能障碍的成人人口的比例中位

数为12.6%，而家庭里有功能障碍的成人比例

的中位数为27.8%。功能障碍在妇女和老年群

体中以及在农村地区更为常见。视障和行动

障碍往往是最常见的功能障碍。需要注意的

是，通过解决生活环境障碍和完善解决潜在

健康问题状况的政策，其中一些功能障碍可

能是可以预防的。 

本报告发现在教育、健康、工作和基本生活

标准（如电力等）方面存在与功能障碍相关

的显著不平等。残障差距，即有功能障碍的

人与没有功能障碍的人相比，在教育程度、

识字率、粮食不安全、受冲击程度、资产所

有权、健康支出和多维贫困等方面，在不同

国家和分类方法中都一直存在着差距。即使

有功能障碍的成年人更有可能获得社会保护，

但这种差距仍然存在。此外，对于大多数国

家来说，在就业人口比例、青年闲散率、非

正规工作中的成人比例、生活条件和家庭暴

力方面都存在残障差距。在许多国家的指标

中，功能障碍和劣势之间存在着分级联系，

残障越严重的人，劣势越严重。多维分析下，

无论是基于考虑多重剥夺还是逐个指标的基

础，都一致地显现出较大的不平等。 

本报告中显示的明显不平等现象突出了对于

保障残疾人权利以及关于其福祉的政策之迫

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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