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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11(f)㈣ 

审议《条约》的现况和实施情况以及对实现《条约》的 

目标和宗旨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事项：对实现《条约》的 

目标和宗旨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事项：执行《条约》的 

性别平等条款 

  性别平等问题协调人的报告(智利) 

 一. 概述 

1. 本报告着重介绍自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以来开展的活动，以

便在上述《条约》框架内介绍和阐述性别平等影响和平等参与问题。 

2. 鸣谢缔约国、学者、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等在闭会期间的积极参与。 

3. 报告载有六项建议，供第二次缔约国会议就执行《维也纳行动计划》行动

47 至 50 作出决定。1  

4. 为编写本报告，2023 年 1 月 30 日、3 月 21 日和 7 月 14 日举行了三次非正

式会议。八位专家在会上作了发言。所有发言者在这一领域都有广泛的经验，

大多数发言者在 2017 年以各种方式参与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谈判。 

5. 必须铭记，大多数缔约国强调指出，需要纳入性别视角和对性别问题具有

敏感认识的方法，以最好地应对核武器的各种负面影响。缔约国在各种论坛采

取了这样的做法，特别是大会第一委员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十次审

议大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十一次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  TPNW/MSP/2023/1。 

 1 TPNW/MSP/2022/6，附件二。 

https://undocs.org/ch/TPNW/MSP/2023/1
https://undocs.org/ch/TPNW/MSP/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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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强调了性别视角以及妇女全面、平等和切实参与裁军及预防和减少暴力和

冲突的重大贡献，这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 

 二. 非正式协调人组织的活动 

7. 2023年1月 30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一次面对面会议，发言者如下：“达成关

键意愿”项目主任 Ray Acheson；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级武器顾问 Véronique 

Christory。 

8. 2023 年 3 月 21 日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发言者如下：非政府组织“性别与

辐射影响项目”创始人 Mary Olson；加拿大地雷行动组织共同主任 Erin Hunt；

国际咨询人 Wanda Muñoz。 

9. 7 月 14 日，与以下发言者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核时代和平基金会主席

Ivana Hughes；学者 Vanessa Griffen；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 Zia Mian。 

10. 在这三次会议上，就以下几点交换了意见和观点： 

 (a) 民间社会的参与对于支持《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宣传、普遍加入和执

行至关重要； 

 (b) 必须保证妇女积极和切实参与本《条约》所述承诺和活动； 

 (c) 可以考虑其他背景下对性别和年龄具有敏感认识的受害者援助方案； 

 (d) 必须考虑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层面； 

 (e) 承认电离辐射影响因年龄和性别而异，电离辐射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了

格外严重的影响； 

 (f) 应鼓励培养足够数量的科学家，专门研究核活动造成的辐射损害，而

且必须确定和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协作文书； 

 (g) 核武器的相关灾难性后果是无限的，并对人类生存、环境、社会经济

发展、全球经济、粮食安全以及今世后代的健康造成严重挑战。所有上述后果

以不同方式对男子、妇女和儿童产生影响； 

 (h) 应避免消极和有害的性别成见。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适当空

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促进传播关于性别视角及其对平等及促进和保

护人权的贡献的信息。 

 三. 分析和结论 

11. 在闭会期间，缔约国和签署国重申，为了废除核武器以及实现核裁军，必

须让妇女全面、平等、切实和有效地参与和领导根据《条约》作出的决策，并

在执行《条约》的整个过程中纳入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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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强调了关于核武器对妇女和女童造成格外严重影响的科学证据的重要性。

解释了除其他因素外，辐射影响细胞、包括生殖细胞，导致变形并转化为生育

力丧失、小产、先天缺陷、可能的遗传突变、孕产妇死亡和因不确定性而避免

生育。在这方面，强调指出必须考虑 1945 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经

历，特别是鉴于女童是最受影响的群体。 

13. 各个发言者指出，虽然无法确定妇女最受影响的原因，但有一种假设认

为，妇女体内“对辐射敏感”的生殖组织较多。此外，女童和男童身体受到

与成年人相同的辐射，但其身体乃至细胞较小且分裂较快，更可能在细胞分

裂期间遭受 DNA 损伤。在任何年龄，辐射对妇女的伤害都大于男子，而女童

受辐射的伤害最为严重(以其一生中癌症发病率衡量)。 

14. 在医疗护理(性和生殖健康权利)、康复和心理支助(早期发现和干预)以及确

保社会和经济包容(丧失祖传土地)等领域，重点指出了将性别视角纳入国际合作

与援助的重要性。这在执行《条约》第六条(援助受害者和环境补救)和第七条

(国际合作与援助)的过程中尤其重要。 

15. 敦促考虑联合国关于性别平等准则的出版物，其中载有受害者援助一节，

以及关于数据收集、接触幸存者、设施和设备、流动性、康复、心理和社会心

理支持及社会经济包容等方面的跨领域性别平等准则。 

16. 缔约国在编制和分享国家行动计划以及分类和循证统计数据方面的协作被

认为是有益的。这有助于更便捷地指导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的政策和方案。 

17. 关于分类统计，鼓励根据性别、年龄和其他相关类别收集和分析数据。此

外，应鼓励缔约国之间交流支持收集此类数据所需的技术和良好做法。 

18. 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认识到性别视角与透明度和民间社会参与之间的

联系。 

19. 为了促进性别视角，承认科学工作和证据的重要性。 

 四. 建议 

20. 性别平等问题协调人建议第二次缔约国会议： 

 (a) 欢迎缔约国、签署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闭会期间就性别影响和平等

参与问题开展工作； 

 (b) 鼓励缔约国继续执行《维也纳行动计划》行动 47 至 50，特别强调在与

《禁止核武器条约》有关的所有国家政策、方案和项目中考虑与性别有关的问题； 

 (c) 指定一个会员国在下一个闭会期间担任协调人； 

 (d) 在闭会期间审查其他与裁军有关的条约如何在受害者援助方面纳入对

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准则和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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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鼓励协调人酌情与受影响社区的妇女以及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开展外联，

以加深对核武器的各种影响和受害者援助方面的不同需求的了解； 

 (f) 保持并扩大与作为技术和科学信息宝贵来源的科学咨询小组的密切合

作，以便进一步收集关于核武器对妇女和女童影响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