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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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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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妇女观察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兹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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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妇女观察是一个区域网络，代表来自亚洲及太平洋 5个次区域的声音。

亚太妇女观察欢迎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把“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对妇

女和女孩暴力行为”定为优先主题。  

 亚太妇女观察认识到，这个优先主题是落实《北京行动纲要》和《国际人口

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的先决条件，同时也认识到，这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解决

受到冲突和战争影响地区内妇女特有情况的一个机会。 

 全世界人口 60%居住在亚太区域，其中相当大比例是妇女。这个区域有的文

化给予男人特权，这就造成了对妇女暴力行为加剧的状况。这个区域也有一些国

家和非政府组织实行多种干预方式，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为的

发生。 

 1993 年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定义，确

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由他人在公共或私人空间对妇女实施的身心方面或性

方面的行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可以由任何性别、家庭状况的施暴者或者由国家

实施。《北京行动纲要》把定义扩大到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

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以及“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

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这确认了少数民族社区妇

女、土著妇女、难民和流离失所妇女、移徙妇女、贫穷妇女、赤贫妇女、住在收

容院的妇女、残疾妇女、老年妇女以及处在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和恐

怖主义情况下的妇女的特别易受伤害性。以上没有包括的另一些形式的暴力行为

是约会强奸、所谓的“名誉”犯罪和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暴力行为。这些形式的暴

力行为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持续不断地发生，十分普遍。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整个亚太区域普遍存在的问题，深深植根于重男轻女

思想。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有潜在可能加重多种已知的造成两性不平等、

社会隔离、经济条件不利、包括心理健康在内总的健康不良等情况的决定因素。

暴力行为会减损获得教育、谋求生计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暴力行为严重限制

妇女行使性权利和生育权利的能力，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产生严重后果，并且使

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增加。 

 在处于冲突中和冲突后情况下的国家，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对妇女充分享

受其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种严重障碍。在法治崩溃、妇女被强迫流离失所的情况

下，她们面对性暴力和剥削，生命、身体、尊严和安全都受到直接威胁。她们无

法获得基本服务，没有机会从事有酬的工作，并且被排除在建设和平进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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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灾害发生后，妇女特别容易遭受暴力伤害。亚太区域越来越多地发生洪水、

火灾、地震、飓风、旱灾和海啸等灾害。妇女占流离失所人口的 50%，却承担了

大部分暴力行为和对性健康及生殖健康的伤害，包括强奸、恐吓、早婚和强迫婚

姻、拐带和流产。 

 在亚太区域各地，亲密伴侣暴力行为增多得令人震惊。处于这种境地的妇女

一再受到身心和性暴力伤害。 

 土著妇女和农村妇女在自己的社区和社会经受多种形式的暴力行为，她们在

地方一级和国家一级的经济发展方案和进程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妇女还面对殖

民化、军事化、生态破坏和采掘业不当做法导致的暴力行为；在许多法律制度之

下，土著妇女往往被彻底忽视，她们持续不断地承受着代间创伤造成的痛苦。 

 移徙妇女和难民妇女在她们的新社区和社会受到压迫、暴力和歧视，在这些

社区和社会，仍然盛行着传统上、文化上和宗教上对妇女有害的信仰。移徙女工

要面对强迫劳动、扣押证件、身心和性骚扰、每周休息日被剥夺、议定工资不获

支付、被贩运等暴力行为。薪酬低、工作量繁重、工作时间长、职业发展机会少，

都是很常见的情况，在有些国家，连行动自由都没有。职位往往是在低工资部门，

例如做家务工作或者受雇于工厂。移徙工人在国外死亡的，都被归类为意外事故、

他杀或自杀。贩运妇女是一个引起关切的大问题，会导致严重的剥削、诱骗、胁

迫和残暴行为。被贩运的妇女由于不会讲当地语言，并且在其所在的外国没有正

当身份，所以特别容易受到剥削和暴力伤害。 

 加入劳工队伍的妇女要面对结构性暴力，即得不到同等报酬和福利。她们之

中很多享受不到经正式确认的应享权利。 

 残疾妇女和女孩是亚太区域各国受到性别暴力风险最大的群体，而且最少人

代表她们说话。残疾妇女比其他妇女有更大可能受害于多个层次和方面的暴力行

为，经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残疾妇女人数高相当多。 

 亚太区域各国社会都受到宗教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在不容忍

多元化的社会，妇女面对越来越多暴力事件。名誉杀人大多数不会报上去；妇女

因耻辱、财产争端和继承权等原因而遭杀害。以宗教和文化的名义实行女性生殖

器切割仍然是一大挑战。有些政府以文化和宗教多元化权利作为借口侵犯人权，

包括法律保证妇女和女孩、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和具有不同性取向的人应

享的权利。一些国家将同性恋定为刑事罪，或者作为应加惩罚的罪行处理。 

 在我们着手构筑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之际，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对为了消

除所有情况下所有形式的对妇女暴力行为而作出的所有努力进行审查、分析和重

新制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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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妇女观察吁请各国政府加强政治意愿，作出投资和分配资金，使妇女和

女孩有机会获得保健和教育，并且能够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 

 亚太妇女观察吁请各国政府在国家重建中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包括在妇女

的需要和优先事项、人权(包括性权利和生殖健康权利)、司法救助、和平进程中

的代表权和参与等方面。 

 亚太妇女观察吁请各国政府确保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得

到执行，并确认妇女在冲突中和冲突后情况下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必须得到全面照

顾。 

 亚太妇女观察敦促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在应付灾害和紧急情况时，确保提供

符合两性平等需求的救济战略，采取有力的预防措施，和向妇女和女孩提供必要

的服务，包括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并努力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要采取长

期措施动员妇女和女孩，使她们能够建立信心和能力，为自己的保健权利、性权

利及生殖权利作出选择和防止暴力行为的发生。 

 亚太妇女观察吁请各国政府认识到将劳工迁移问题纳入国家的就业、两性平

等、劳动力市场和发展政策的主流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问题对于尽量扩大移徙工

人在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机会和降低各种风险都有关键性影响。各国政府还应确

保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移徙政策和措施都反映两性平等的需求，并确保为妇女和

发展带来更多的两性平等和利益。 

 亚太妇女观察吁请各国政府提供保密、安全、符合多种多样妇女需要的家庭

暴力和性暴力干预措施，目前向她们提供的服务并不足够。所需的服务包括在需

要时提供特别服务，例如能提供较好临床治疗的安全避难处/妇女庇护所，特别

是提供给残疾妇女等需要较多支助的妇女。 

 亚太妇女观察吁请各国政府加强其与对妇女暴力行为/基于性别的暴力有关

的保健政策和法令，这些政策和法令对于启动和坚持保健部门的应对措施具有根

本重要性，要做到综合一体，并应包括在社区一级以基于权利、性别敏感和文化

敏感的方式开展提高认识方案；将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纳入医学课程；和在学校

里提供关于性和生殖保健与权利的教育，作为初级预防方法。 

 亚太妇女观察建议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建立进行能力建设的专家资源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