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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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希望精神障碍者

生命救助区域联盟提交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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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和国家反应机制评估 

 对妇女的暴力体现为多种形式，包括身体、心理和经济形式的暴力，以及性

暴力。所有这些暴力形式都是相互关联的，妇女在一生中有可能遭受其中任意一

种形式的暴力。随着社会变迁，暴力模式也呈现出新的形式。  

 遭受暴力的妇女会出现一系列健康紊乱，并且无法充分参与社会生活。长久

以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直危害着家庭和整个社区，同时为社会中其他形式暴

力的滋生蔓延构建了温床。  

 除此之外，对妇女的暴力还会导致她们自身及其家庭、社区和国家的贫困，

影响经济生产率，分散国家机构和雇主资源，并且会妨碍个人资本的积累。  

 暴力侵害妇女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会造成深远且长久的

影响和伤害。为了彻底消除此类行为，需采取全面、系统且坚决的措施。  

 妇女权利是人权领域国际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则直接

侵犯了这些权利。因此政府和国家机关应当采取措施打击暴力行为，包括在家庭

中实施的暴力行为。国家应对自己的作为和不作为承担责任。 

 目前，俄罗斯国家一级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系统方法。主要原因是缺少关于

打击暴力侵害妇女的专门法律。当前，有 89 个国家有各类直接针对打击家庭暴

力的法律条款，有 90 个国家有各类针对性骚扰的法规。一些前苏联国家，例如

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也通过了关于打击暴力的法律。  

 世界经验证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公开表明

国家的政治决心，例如，根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和联合

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通过专门法律或联邦一级的国家行动计划，

其中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说明了歧视的概念包含暴力侵害妇女问题。 

 目前，俄罗斯现有的与家庭暴力相关的对妇女的犯罪行为统计数据并不完

整，难以获取，并且经常随意缺失。此外，通过国家机构代表进行的专项调查和

发言，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问题。 

• 四分之一的家庭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  

• 三分之二的谋杀行为是由于家庭和生活原因； 

• 每年有近 14 000 名妇女在丈夫或其他亲人手下死亡； 

• 近 40%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发生在家中； 

• 俄罗斯妇女在家中遭受暴力行为的几率比遭受陌生人暴力行为的几率

高出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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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妇女在她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双重歧视。与残疾男性相比，残疾妇女

更容易感到贫穷和隔绝，通常来说，她们更容易成为暴力受害者，这与她们对他

人的依赖性加强以及应有机会和权利被剥夺的因素有关，而这其中大部分因素都

可以免受惩罚。  

 专家们注意到，有精神和心理障碍的人士更容易受到暴力的伤害，特别是在

专门机构接受照顾的人。 

 对已实施犯罪的统计数据表明，除了妇女之外，儿童往往也会成为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会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也是暴力的直接受害者。

被迫长期看到家庭暴力的儿童成年后在自己的人际交往中做出此类暴力行为的

概率很大。 

结论 

 俄罗斯现行的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缺少有效性。法律法规的理论基础并未考

虑到针对妇女的犯罪行为的特征以及危害其健康、安全和生命的暴力威胁。缺少

针对受害者的保护性措施，例如在家庭暴力情形中尤为重要的保护令。  

 将大部分家庭暴力案件列入自诉案件范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1 部分

第 115、116 条)的结果是，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来自国家的保护。他们不得不独

自承担起诉人的角色，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也没有免费获得辩护人或律师援助

的权利。这项条款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应承担的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义务。尤其

是这项条款还违反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2 条关于确保通过各国

主管法庭及其他公共机构，保证切实保护妇女不受任何歧视规定。  

建议 

 根据俄罗斯联邦的国际义务，建议： 

 (a) 通过关于针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法律和社会保障措施的联邦法律。 

 (b) 将家庭犯罪行为从自诉案件范畴中取消，将其列入公诉案件范畴。  

 (c) 为了降低对暴力行为的刑事定罪并防止攻击性行为的累犯，在《俄罗斯

联邦刑法典》第 44 条“处罚类型”中添加了补充处罚类型，即强制参

加改造课程，可作为主要或补充处罚类型。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

的其他惩罚条款也做了相应修改。 

 (d) 在民事和刑事司法系统中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实施全面保护。这些保护应

通过专门法律或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予以加强。建议采取保护令等特别

保护措施，或对《俄罗斯联邦关于被害人、证人及其他刑事诉讼程序参

加人国家保护法》进行补充，将保护令纳入第 2 章“国家保护类型”作

为保护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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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俄罗斯在有效应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方面的主要障碍是没有在联邦一

级通过调节此类问题的国家政策，这严重阻碍了妇女权利的维护与落实。  

 1990 年代初，国家和社会在维护妇女权利领域的积极性有了显著提高(《北

京提高妇女地位行动纲要》)。但联邦权力机关的行政改革(2004 年起)实际上破

坏了之前存在的保护妇女平等权利的国家机构。 

 在工作中直接审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独立国家机构——家庭暴力、性暴力

和贩卖人口问题部际委员会于 2005 年终止活动。 

 目前，性别问题绝大部分领域的国家级活动由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妇

女、家庭和青年问题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负责实施。 

 另外，俄罗斯联邦未参加欧洲委员会于 2006 和 2007 年开展的打击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的运动，这也表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非优先性。 

 国家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非优先性也体现在缺乏足够数量的专门机构——

为受害妇女提供的社会旅馆和庇护所。目前，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俄罗斯共有 23

家类似机构，通常是由地方预算拨款。总共约有200 个床位，这些床位不仅要提供

给妇女，还提供给儿童。与国家不同，俄罗斯居民能更深刻地意识到为受害者提供

帮助的专门组织的重要性。根据调查，近70%的被访者表明应当建立危机中心。 

结论 

 尽管俄罗斯在近二十年间开展了大量打击暴力侵害妇女的工作，但至今在国

家一级仍没有解决该问题的系统性方法。俄罗斯政府在打击此类现象方面所做的

努力略显不足。在全俄法律和执行权力层面缺少打击暴力和为受害者提供援助的

机构、统一联邦方案和国家行动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必须表明政治决心，将维

护妇女权利，特别是暴力侵害妇女领域的问题，纳入优先事项范畴。必须制订打

击暴力和为受害者提供援助的联邦方案或国家行动计划。 

建议 

 在联邦一级建立有效的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构，有权做出强制性执行决

定。为了建立国家机构，必须起草和通过相应的“关于在俄罗斯联邦落实男女平

等机会宪制原则的国家机构”的联邦法律，在联邦、区域和地方建立全权机构并

给予其相应的预算拨款。该国家机构的职能之一是制订防止暴力侵害妇女的措施

并监督执行。 

 通过《打击和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联邦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