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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妇女心理健康协会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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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侵害妇女的人际暴力行为 
 

 包括《北京行动纲要》、世界卫生组织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

别报告员在内的各种信息来源都承认，人际暴力是全世界的一项严重的公共卫生

挑战，它造成抑郁、生活质量下降和身心健康后果，甚至造成死亡。 

 虽然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可能是暴力受害者，但对于男子和妇女来说，施暴

者和暴力后果一般是不一样的。虽然男子在犯罪实施期间或在战争中最有可能被

陌生人伤害，但妇女更容易受到其男性伴侣或其他家庭成员(通常是与她生活在

一起和她爱的人)的伤害。事实上，妇女更容易被其亲密伴侣而不是陌生人杀害。

此外，男子的块头和力气更大，并且更经常使用武器，导致男女之间的人际暴力

给妇女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所有这些差异都需要在预防、改善和政策中分别考虑

到每种性别的特殊情况；鉴于此，就人际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编写了本共识声明。 

 研究显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造成急性和慢性身心健康后果的情况非常普

遍。受到暴力侵害的妇女更容易患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边缘型人格障

碍、药物滥用、性功能障碍、自卑和心理压抑以及各种急性和慢性身体失调。童

年遭受暴力和虐待预示着将来极有可能患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此外，无论

男女，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遭受殴打或目睹家庭成员遭受殴打，患精神疾病、自

卑以及后来陷入虐待关系的风险都会增加。暴力侵害妇女还对家庭、社区、社会

和经济产生不良的次生影响。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表现为多种形式：殴打、性攻击、精神虐待和性骚扰。文

化习俗、社会期望以及性别角色和关系可助长此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而且这些

社会力量可决定对妇女造成的后果和社会的反应。媒体和广告也常常将暴力侵害

妇女描绘成可以接受的行为。虽然宗教可以作为对妇女施暴的理由，但《圣经》、

《古兰经》和《神训》等核心宗教文件资料的许多地方都表明，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是不可接受的。 

 要了解男性侵害女性的暴力行为，需要探讨男女在身体、法律和经济力量方

面的不平等。贫穷的老年妇女、患有精神疾病的妇女、残疾妇女、社会公共机构

中的妇女、少数民族、性工作者、被贩运妇女和其他处境不利妇女，包括武装冲

突期间的妇女都面临着过高的暴力风险。 

 鉴于精神科医生和其他心理卫生专业人士作为精神保健服务提供者、教育工

作者、研究人员和政策倡导者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帮助塑造心理卫生专业做法

和公众舆论，国际妇女心理健康协会决定： 

 (a) 发表政策声明，确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造成妇女精神抑郁和精神疾病

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并强烈谴责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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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支助各种方案，以改善训练和培训精神病医生识别和治疗暴力受害者的

教育。这种教育应从一开始就在所有精神病学评估中列入暴力行为和受害情况的

定期调查以及对暴力和强奸在许多精神疾病形成中的作用的认识，并将此作为治

疗问题； 

 (c) 促进安全的、尊重人的和无指责的遭受暴力侵害妇女门诊和住院治疗方

案； 

 (d) 支持开展研究，以制定和评价针对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及其子女以及施

暴者的最佳治疗方法； 

 (e) 帮助卫生专业人员和公众获得认识，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视为妇女心理

健康的关键决定因素； 

 (f) 探索各种机会以加强国际一级的跨专业合作(法律、社会、医疗和决策

合作)，以预防和减轻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包括武装冲突期间的暴力； 

 (g) 探索旨在改变将妇女物化的做法——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主要决定因

素——的各种心理教育和社会文化干预措施； 

 (h) 谴责试图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作为可接受现象或文化规范正常化的公

开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