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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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联盟提交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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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妇女的暴力侵害这一严峻问题重新在我们的社会中抬头，但并没有被列为

政府日程和社会安全日程的优先事项。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妇女全面、及时的特别

关爱工作上的欠缺，并使得妇女由于在应对此类暴力行为方面的政策及体系的缺

失而处于弱势状况，但是从根本上说这要归因于用于应对此类问题的结构性战略

的缺失。 

 世上发生的不计其数的暴力案件，尽管会引起一时的震动，但却不会从根本

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案件显示出妇女在生老病死、工作和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

不平等因素，也显示出性别偏见，权力、资源和社会福利分配，法律法规、价值

观以及组织结构和方案运作的方式所引发的两性不平等，这对妇女的福祉和生活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其中就包括基于性别原因的暴力，而此类暴力也决

定了妇女在艾滋病毒/艾滋病等疾病面前的脆弱性。 

 举例来说，众所周知在拉丁美洲平均每 150 分钟就会发生一起针对妇女的性

侵犯。其中有一半案件的受害者为未成年少女。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件被举报，而

其中只有 10%的案件以实施侵犯者被捕告终；90%的案件是由男性实施的。我们也

知道，对妇女的暴力侵害最高可能会将妇女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风险提高三

倍。此类案件在性活跃年龄段人群中最为高发，这意味着双重风险，因为存在母

婴垂直传播的可能性。 

 妇女在其生活中面临暴力威胁，而对其伴侣则处于高度从属的地位，因此在

性关系中没有决定采取何种防范措施的话语权。 

 羞辱和歧视是遭受性侵犯的受害妇女所面临的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她们害怕

受到歧视，害怕“二次受害”，也害怕受到社会的非议。 

 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侵害，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全球性的问题。暴力与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交叉反应使得这一问题的影响更为严重。 

 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掌握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可比信息，只有少数国家从统计学

和交叉研究的角度对这类信息进行了整理。能够整合此类问题并反映其真实规模

的相关信息系统尽管被视为推动出台公共政策和敦促将这一主题纳入到非政府

组织、政府部门乃至私营部门的工作日程中的一项关键要素，但也并非是工作重

点。 

 由于缺失涉及到全面关注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侵害问

题的公共政策，从性别和人权的角度看，导致医疗卫生服务在对此类问题的响应

上缺乏大局观，而其他部门也是片面独立地自行应对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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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两类问题进行关联和深化研究的相关律师工作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

相对较新的，而这方面的工作大部分是由非政府部门开展的。因此，也没有足够

的财力来资助开展将这两类问题结合考虑的研究或干预方案。 

 在用于开展初级护理——乃至研究——以便全面解决对妇女的性侵犯以及

由其引发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上，可以看出，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这些行为的

描述、对这些行为的理解以及在文化体系框架内组织开展此类行为。更是要在这

些文化背景下深刻理解各行为方——男性、女性、保护和关爱服务机关——之间

的权力制衡关系，这对于界定在面对暴力侵害以及艾滋病毒感染风险上个体所面

临的各种脆弱性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当前的一项主要挑战就是要发展各项更为复杂的应对模式，使之超越

传统的基于风险角度的流行病学应对模式，将关注点落在权力与脆弱性现象上；

从总体上关注各项社会决定因素；也就是“原因的原因”。 

 显然赋予女性权利并敦促社会设定条件来促成赋予女性权利这一目标的实

现是当务之急。一旦女性能够得到更多的教育、工作机会以及收入，能够使其实

现经济独立，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沟通的进步，促进妇女的社会参与并使其了

解与基础防范、保护和关爱服务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就可以减少妇女感染艾滋病

毒的风险以及基于性别原因的暴力。 

 除了深具说服力的传统性社会化市场营销运动外，还需要划拨充足的预算，

以有计划的系统性方式开展在社会宣传和公共信息方面的努力，而这些努力的首

要目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正视这些隐藏于社会之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则是种种弊

端被默许的根源所在。 

 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明白写入公共日程以及决策层的日程中，这就是导致资金

不足以及在社会和政治上得不到关注的决定性因素，并进而导致在解决这一问题

上的政策不力、分散或根本不存在。一项仍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就是要转变意识

形态和文化体系，因为正是由此才导致世界上主要是由男性掌握了决策权，女性

却屈居其下。为此，需要让妇女也进入决策性领域和决策岗位，出台相应政策，

提高全社会的思想觉悟和对女性的认同，努力使这一问题真正成为每一个国家的

一项工作重点。 

 在这方面，要着重指出中美洲在美洲国家组织的美洲妇女委员会以及西班牙

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支持下为出台一项综合了艾滋病毒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政

策和纲领模式所做的努力，作为此类问题发生率较高的中美洲诸国，努力从人权

角度解决这一弊端。在这一框架内，就在最近，即 2012 年 6 月份，美洲妇女委

员会已经在拉丁美洲地区公布了旨在全面解决艾滋病毒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

十项推荐做法。将此类经验记录成文并加以宣传推广应当成为在社会治理各项倡

议框架内的一项当务之急，这些经验认识应当超越国界，并对其他地区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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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国际合作社联盟及其两性公正世界委员会来说，重中之重就是要促进在

行动、政治倡议、调查研究和培训领域的各国行动、国家间行动以及多边合作，

以便能正视这一问题，促进与公共政策制定者之间就全面解决艾滋病毒和暴力侵

害妇女问题开展对话程序，在沟通过程中取得进展，以便赋予女性权利并重视对

这方面的社会治理，使得这一问题能够被纳入到公共日程中，确定其优先性并划

定必要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