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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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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会第 

二十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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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对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基督教儿童基金协会和

国际援救委员会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以下声明，现依照 1996 年 7 月 25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印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CN.6/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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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对国际社会表示，“普遍”存在着一种无视和否认

针对妇女和女童暴力的文化。他指出，“难民是这种文化的主要受害者”，
1
 应该

加强男女之间的两性平等。“不论在联合国系统和任何组织，还是在难民营，关

键是要增强妇女的力量，并且必须使之成为现代化民主制度和容忍社会的主要标

准之一。”
2
 为了消除针对女童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必须对难民和境内流离

失所妇女和女童加以保护。 

 境内流离失所和沦为难民的妇女和女童，在性暴力、性别暴力、迫害、社会

排斥、拘禁、赤贫、被迫返回和其他危及生命的情况和侵犯行为方面，往往遭受

更大的风险。
3
  

 “妇女和女童在逃亡、流亡和冲突后局势中的经历与男子大不相同。流离

失所妇女和女童能够做到维系家庭，即使面临 困难和 不人道的情况，即使

其安全和福祉面临更大的风险，如强奸、殴打、酷刑、饥饿和遗弃等。”
4
 

 “我们遭遇同样的危险，不论距离远近。问题是近处没有柴禾。我们去

拾柴，当地人就扒我们的衣服做坏事。在拾柴的地方，他们命令我们‘挨个

排队’，要我们‘排成两行’，然后他们就扒了我们的衣服强奸。有时，要持

续到晚上。我们去报警，警察却说‘不出帐篷，就不会出事。’”——2005

年 1 月 16 日妇女委员会对乍得米尔营地难民女童的访谈。
5
  

 境内流离失所和难民女童，由于她们年轻和正处于发育成熟阶段，遭受虐待、

剥削、胁迫和控制的风险更大。女童比男童更容易遭受虐待，人口贩子和武装派

别也更愿意招募女童。女童有时缺乏自信，不能保护自己，也无法拒绝风险和危

险局势。她们可能把年长的男子视为给钱给物的保护者，而没有意识到其中暗藏

的风险，并可能从事交易性性关系，即以性换取食物或其他帮助。女童可能缺乏

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认识和这方面的教育，她们承担着巨大的家

庭负担，比如照顾兄弟姐妹、当家、操持着自家或其他家庭的多种家务等。因此，

女童可能无法上学，也可能无法参加有利于减少其遭受风险机会的正常发展活

动。
6
  

 在流离失所期间，女童有机会遭到绑架而被迫入伍。战区女童常常遭受性虐

待，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性传播疾病、意外怀孕和不安全流产。但是，女童却得不

到任何医疗护理。甚至在冲突后局势中或发生灾害时，离散女童遭受性别暴力、

歧视和社会边缘化的事件仍有增无减。许多年纪较大的流离失所女童已经成为母

亲，为养活子女而受尽煎熬。这些年轻母亲没有实现粮食保障和提高社区内社会

地位所必不可少的土地权。出于贫困，许多流离失所女童可能涉足危险工作，包

括商业性性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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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外国的流离失所和难民儿童，特别是女童，在获得教育和保健方面的困

难尤其突出。流离失所儿童认为，只有接受教育，掌握赚取收入的重要技能，才

有生活和前途。无法接受教育是流离失所造成的诸多影响之一，将对儿童的未来

和国家产生长期影响。部分儿童在完成初级教育后，在继续学习方面常常受到严

重限制。许多儿童，特别是女童，因害怕袭击或绑架而不敢上学。在其他情况下，

长达数十年的战争摧毁了学校、全部教育基础设施和保健设施。身陷冲突局势的

千百万儿童，常常无法接受正式或非正式教育。
8
 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提供了教

育服务，但是学校却没有为女童提供安全的场所。几乎在所有冲突和流离失所的

情况下，女童在课堂、在长长的上学和放学路上都面临着教师和男生的性骚扰和

虐待。 

 不仅难民和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面临上述风险，身心残疾者也因缺乏抵御身

体暴力和性挑逗的意识和身体能力而特别容易遭受虐待和性剥削。男子和青年认

为她们更缺乏保护自身的能力，因此往往把她们当作侵犯对象。这些妇女和女童

因残疾而遭到社会的蔑视，更难以得到社区成员的保护。在家庭或其他看护人提

供食物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时，她们也可能是 后的受援对象。
9
  

结论 

 “如果人们被迫逃离家园，如果仍未建立起保护系统，性暴力即对妇女

和女童的身心健康和福祉构成威胁。性暴力（包括强奸、性虐待和性剥削）

的长期和短期后果，将对妇女和女童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和福祉的方方面

面产生影响。这种后果不仅影响到每个妇女，而且还对她们的家庭和整个社

区造成不利影响。”
10
  

 为了切实保护难民和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不受暴力和剥削，国际社会必须通

力合作，执行以下各项建议： 

建议
11
  

• 全面执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防止紧急局势中性别暴力指导方针，以迅速

确保对妇女和女童实施保护，并建立专门机制确保追究指导方针执行方

面的责任。 

• 援助机构都应制定人道主义和安保人员行为守则，并征聘和部署女性工

作人员。 

• 提供适当的财政资源，落实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 

• 动员社区参加风险识别、预防和干预工作，以此减少流离失所妇女和女

童在保护方面的风险。并且，让收容社区参加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提供援助和服务的工作，以减少对他们的歧视和憎恨，减少流离失所者

成为犯罪活动目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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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妇女和女童参与制定自身保护战略。包括男子在内的社区成员，必

须同样参与保护妇女和女童的工作。 

• 支持社区的应对措施并采取补充干预措施，如提供安保人员和女性工作

人员等。 

• 确保营地布局、取水点和基本服务点有利于保护和安全出入，包括安全

提供柴禾和（或）替代燃料。 

• 确保妇女和女童公平得到医疗保健和教育，公平参与培训方案和创收活

动。妇女和女童为了谋生更容易遭受剥削。而她们必须谋生才能得到收

入支付学费。 

• 加强地方保护儿童的能力，增加安全的教育方案（正规、非正规、职业

和扫盲方案）、心理/社会支助以及安全和儿童友好空间。 

• 确保适当并及时地就针对妇女和女童的严重犯罪行为采取法律措施。 

• 执行前战斗人员，包括以任何形式参加战斗的妇女和女童的复员和重返

社会方案。 

• 在整个流离失所期间为妇女和女童提供经济机会，避免让她们被迫采取

消极的应对策略，如从事交易性或商业性性工作。 

• 确保把性暴力作为跨部门紧急情况评估的标准部分之一，并把人道主义

工作与国家发展计划相结合，确保把流离失所者纳入发展计划，并使其

与当地居民融合。 

• 对性别暴力采取严厉措施，包括开展预防活动，建立有效的投诉机制，

并从健康、精神健康、经济、社会、安全和法律各个方面作出全面、及

时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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