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國際哺乳週的目標

告知人們有關聯合國新的永續
發展目標(SDGs)及這些目標與
母乳哺育和嬰幼兒餵養間
的關係。

牢固的錨定母乳哺育是永續發
展的關鍵元素。

在永續發展目標的新時代，在
所有層級中激發各種行動於母
乳哺育和嬰幼兒餵養。

參與並與更廣泛的行動者合
作共同促進、保護和支持母乳
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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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
是永續發展之鑰

國際母乳哺育行動聯盟|國際哺乳週

告知 牢固的錨定 激發行動力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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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是一種自然及
低成本的嬰幼兒餵食方式。和人工餵養
比較，母乳哺育是每個人都負擔的起，

而且不會增加家庭預算。
母乳哺育可以減少貧窮。

1 
消除貧窮

純母乳哺育及持續哺乳到兩歲以上，
可提供高品質營養和足夠的能量，

有助於避免飢餓、營養不良及肥胖。
母乳哺育也代表嬰兒的食物安全。

母乳哺育顯著改善嬰兒和兒童的健康、
發展和生存。

它也有助於改善母親的健康和福祉，
無論是在短期和長期的。

母乳哺育和適當的副食品餵食
是準備開始學習的基礎。

母乳哺育和品質好的副食品顯著地有
助於心智和認知的發展，

從而促進學習。

母乳哺育是偉大的均衡器，
讓每一個孩子生命有公平和最好的開始。

母乳哺育是女性的獨特權利，
她們應該得到社會的支持，以利母乳哺育。
當哺乳母親能掌控如何餵食她的孩子時， 

她們就可以在哺乳的經驗中
得到滿足以及被增能。

依需求哺乳提供嬰兒所需的水分，
即使在炎熱的天氣中。另一方面，

配方奶餵食需要獲得清潔的飲用水、
衛生和衛生設備。

和配方奶製造工業相比，
母乳哺餵耗費更少的能源。

也減少了家庭中對水、
柴火和化石燃料的需求。

雇主的支持能讓哺乳婦女
生產力更好也更忠誠。

母職保護及其他有關工作場所的政策可
以讓婦女得以兼顧哺乳與工作。

體面的工作應該顧及哺乳婦女的需求，
尤其那些在不穩定狀況中的婦女

隨著工業化及都市化，
離家工作的哺乳婦女需要應

付日益增加的時間及空間的挑戰，
也必須得到雇主，家人及社區的支持。
工作場所附近設有托兒所、哺乳室，

及哺乳休息時間就可以使情況大大改善。

母乳哺餵的做法在全世界都不同，
需要被保護、宣導及支持。

特別是在貧窮和弱勢的族群。
這樣有助於縮小差距。

在忙亂的大都市中，
哺乳母親及嬰兒需要在所有的公
共場所都覺得安全及受歡迎。

當有天災人禍危機時，
婦女及兒童受到的影響特別大，

懷孕及哺乳婦女在危
機時需要特別的支持。

母乳哺育提供一種健康的、活性的、
沒有污染、不消耗大量資源，

永續及自然的營養和糧食來源。

在全球暖化引起和氣候相關的災難時，
母乳哺育守護嬰兒的健康與營養。

相較於配方奶哺餵，
母乳哺育製造的廢棄物非常少。

配方奶的製造及行銷導
致垃圾增加污染海洋，

影響海洋生物。

母乳哺育在許多人
權架構及公約中被明文記載，

母乳哺育的母嬰需要國家
立法和政策來保護支持，

以保障他們的權益

全球嬰幼兒餵食策略(GSIYCF)
促進了多個部門的合作，

並透過母乳哺育計劃及倡議行動來
建立支持此發展的許多合作夥伴關係。

母乳哺育比配方
奶哺餵更符合生態環境，

製造配方奶往往意味著乳品
業會給自然資源帶來壓力，

增加碳排放並造成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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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有效關係

永續發展在本質上是關於生態，經濟和公平性
以下是每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和母乳哺育間的可能關聯性。

母乳哺育
是永續發展之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