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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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希恩传教

团提交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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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于暴力的容忍令人不安。无论是语言暴力还是肢体暴力，无论是使用

言语还是武器，暴力都是不能接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暴力已经来势汹汹地渗

入到公共对话当中，以至于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想使用武力就代表软弱。实际上，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在社会上总能得到容忍，在一些社会，殴打伴侣或妻子以强迫

发生性关系的做法被人接受，甚至被认为是男子气概的表现。 

研究表明，暴力行为在亲密关系中日渐普遍，这不仅伤害了受到粗暴对待的

妇女和女孩，而且也损害了她们所属的社会。这种暴力有着可能致死且显然令人

不安的后果，那就是受到伤害的妇女和女孩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增加。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普遍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估计，在 15 岁之前有过首次性体验的妇女中，

11%至 45%是被迫发生首次性关系的。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该比例高达 40%。妇女也

报告被迫首次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很高，从 8%到 30%不等。亲密伴侣实施基于性别

的暴力与未成年妇女感染艾滋病毒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世卫组织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发生在亲密关系内、对处于这种关系中的

人造成身体、心理或性伤害的任何行为，其形式包括身体攻击、精神虐待、强迫

性行为和其他形式的性胁迫和各种强制行为。《世界暴力与健康问题报告》指出，

性暴力包括性行为、性企图或者通过胁迫侵犯他人性欲的性挑逗。胁迫包括使用

各种不同程度的武力。其中包括精神恐吓、勒索或其他威胁，如身体伤害。还包

括以财物为诱饵，这种方式被称为四“C”：以性换取手机、衣物、现金和汽车。

同时，胁迫还发生在受到此类攻击的对象无法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贫穷、

失业、力量制衡和年龄差异也是助长性虐待和性暴力的已知因素。公开和隐蔽的

暴力行为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传播。 

 

暴力和艾滋病毒传染 

 
研究证实了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与暴力之间的联系。在美利坚合众国，13

至 19 岁少女是受感染比例最高的女性群体。该群体中近 36%的人最近刚刚确诊。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艾滋病毒流行“中心”，妇女占感染艾滋病毒成年人的 59%，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该区域 15 至 24 岁的年轻妇女占所有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

年轻人的 76%。在博茨瓦纳，未成年女性比其男性伴侣的感染率更高。研究发现，

一些文化习俗允许男子拥有多名伴侣，允许年长男子与年轻得多的妇女或女孩发

生性行为，这导致全球年轻妇女比年轻男子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更高。在马拉维，

由于其 14%的人口感染了艾滋病毒，该国妇女的全球感染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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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一项研究认识到，与处于非暴力两性关系中的妇女相比，遭到男友

或丈夫殴打的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高出 48%。此项研究显示，遭受精神或身

体虐待的妇女的感染几率比没有遭受虐待的妇女高出 52%。 

研究还表明，强奸增加了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被迫与受感染男子发生

性行为给年轻妇女和女孩带来了生理上的风险，因为她们更容易发生阴道壁撕裂

和破损，从而使病毒更加容易扩散。 

妇女和女孩在冲突期间容易遭受性暴力。在发生战事时，妇女经常被士兵当

作强奸、轮奸、强迫怀孕或强迫婚姻的目标。妇女成为战争中被蓄意使用的武器，

遭到非人待遇并被当作社区的耻辱记号。2004 年，据报告，利比里亚有近 50%的

15 至 70 岁妇女在五年内战期间遭到士兵的身体虐待。 

性虐待和身体虐待通常离不开其他艾滋病毒风险因素，如拥有多名性伴侣、

拥有一名高危主要伴侣、过度饮酒或贫穷。被贩运后从事卖淫活动的妇女和女孩

感染风险更高。检查发现艾滋病毒血清反应呈阳性之后也会发生暴力，也就是，

向性伴侣或家庭成员透露艾滋病毒阳性检测结果招致更多暴力。甚至有这种情况

发生，对妇女实施暴力的人正是造成其感染的元凶。相对于男性伴侣而言，对艾

滋病毒呈阳性妇女的蔑视和歧视经常要严重得多。 

联合国、世卫组织和医学研究院认识到艾滋病毒与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联

系，但在全球范围并未开展多少工作，将数据分类以记录已经认识到的未成年女

孩面临的更高风险。性暴力对女孩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观察发现，亲密伴

侣暴力会造成身体伤害、艾滋病毒感染和各种心理影响，如负罪感、愤怒、焦虑、

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性功能障碍、睡眠障碍、从两性关系中退缩、家庭和社

区谴责及企图自杀。必需应对女孩的特殊需求和保健风险。 

 

建议 

  
我们敦促成员国立即采取行动： 

1. 与地方和国家两级的保健和教育机构合作，整合各项资源，以发起长期

运动提高公众对暴力与艾滋病毒传播的联系的认识。 

2. 确定社会上当前盛行的从根本上造成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歧视形式，致

力于实行体制改革，以消除使妇女面临暴力虐待风险的有害传统或社会

做法。 

3. 在符合文化特点的背景下，解决艾滋病风险和亲密伴侣暴力问题以及其

他保健问题。 

4. 为遭受暴力袭击的妇女和女孩提供心理和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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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保军队接受培训，防止将强奸妇女作为战争武器，起诉据查犯有此类

滔天罪行的人。 

6. 打击贩运人口行为，为在国内遭受贩运的人提供一切必要的服务。 

7. 将性胁迫和身体暴力作为与预防艾滋病毒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来解决。

同时还应解决在财政和性别力量方面存在的根本差异。 

8. 鼓励企业和私营公司制定明确表示对贩运人口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零

容忍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