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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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戈马俱乐部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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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二十一世纪，关于针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为的问题不断出现。实际上，没有

一天看不到强奸、骚扰、殴打妇女或女孩、各类针对妇女或女孩的计谋和侮辱。

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是任何一个大陆，甚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的祸

患。国际法律文书，如《人权宣言》、《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及安全理事会

做出的其他相关决议都将根除并预防这一灾祸作为一项国际义务。 

 在此框架下并基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现状谈论这一问题，目前，刚果民主共

和国是一个处于后武装冲突时期的国家，国内强奸案件不断，有时甚至被称为世

界强奸之都。 

政治背景和现状 

 在根除和预防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问题上，刚果民主共和国是落后国家之

一。因此，本研究涉及该问题，旨在如实描述国家经历的状态。之后，阐述这一

问题何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存在(原因、暴力情况、社会和文化准则情况、

困难和挑战等)。 

多种形式的暴力行为 

 彻底剖析这一问题，必须首先了解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诸多形式。主要分

为三类： 

 (a) 家庭内部的身体暴力。如： 

• 对女孩的忽视 

• 强迫婚姻 

• 涉及嫁妆的暴力行为 

• 殴打 

• 女孩性服务 

• 切割性生殖器官 

 (b) 社会内部的性暴力。如： 

• 性骚扰 

• 在工作和教育机构内发生的恫吓行为 

• 冲突时期和后冲突时期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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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以上所列内容涉及心理上的暴力行为 

现状 

 2007 年规划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了一项人口和卫生调查，结果如下： 

• 64%，即三分之二的妇女自 15 岁开始就受到身体暴力，59%的妇女

在怀孕期间遭受过身体暴力 

• 18 至 49 岁的妇女中，十分之一的人被迫发生初次性行为 

• 71%的妇女遭受着家庭暴力，这种形式的暴力最为普遍 

• 64%的妇女遭受过性暴力和身体暴力 

• 43%的妇女因为受到心理上暴力行为而感到痛苦 

 产生所有这些暴力形式的根源很多。在此我们列举几个原因，如： 

• 习惯 

• 宗教 

• 结构原因  

• 政治不稳定和武装冲突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确立的社会准则主要基于习惯和宗教。

实际上，民间口号、禁忌、立场甚至是法律条款都对各类形式的暴力行为有所姑

息。 

 此外，为解决这一祸患所实施的机制一直没有达到相应高度。目前的状态证

明各机构、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政策和项目主要针对的是效果而非首要原因。 

 比如，如何消除某些形式的歧视行为就是一个问题，如在宗教的作用大过决

策者的体系中(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泛灵论)妇女不得宣传神的话语。再比如，如

何根除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如在《家庭法》这样的民事法典中要求妇女在工作前

需要得到其丈夫的允许；还比如未婚妇女不容于社会并会受到谴责。 

 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如“所有女孩上学”行动或关于同等的法律(国家所

有机构和组织中须有30%的人为女性)，但是在执行这些条款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国家决策者对于旨在解决针对妇女和女孩暴力问题的

国际文书所做出的承诺并不积极。 

 上一段我们所提到的问题证明现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包括： 

• 刚果民主共和国社会所处于的现代与传统并存的特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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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限制，尤其是对妇女的限制  

• 妇女在反对暴力行为的组织机构中缺乏参与(斗争精神) 

 国家则应加强反对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的组织结构和项目，提高国家

在习俗和宗教问题上的影响力，根据《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的各条建议，

各会员国不得以习俗或宗教为借口逃避落实《宣言》。 

 在涉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法律、培训和机构教育领域，应开展双边和

多边合作，促进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 

 还应通过设立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专业机构(警察，心理学家)为妇女提供

法律和心理支持。 

 预防问题，主要的挑战如下： 

• 动员所有相关人员消除旧有观念 

• 培训司法从业者 

• 确定习俗并从观念上依据习俗行动，制定关于妇女的各项标准 

• 动员所有习俗方面的权力机构 

结论 

 消除和预防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问题，我们应牢记主要结合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特殊国情谈论该问题。我们首先区别了暴力行为的不同形式，

之后给出了一些统计数据。 

 之后，我们审视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导致这一问题的各项基本原因。最后，

我们针对现状提出了一些批评，同时提出了目前的困难和挑战。 

 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内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还

远远没有得到根除。同样，预防这些行为也存在诸多问题。根源主要在于源自习

俗和宗教的各项社会准则和文化准则。 

 在这一问题上，几乎很明显的是公众仍然在预防这一问题上至今保有严重的

抗拒心理。 

 总之，国家应该担负起责任，利用主权权力，成为预防和根除这一落后流弊

的主要参与方。国家应该在社会文化因素(落后观念、旧有观念、偏见、宗教歧

视或宗族歧视、歧视性法律)方面行动起来，同时在其他方面，如人身攻击、性

攻击、强迫婚姻、生殖器官切除或性骚扰等，应不遗余力予以清除，并将行为实

施者送至相关法院审理，使正义得到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