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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09 年 3 月 2 日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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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分担责任， 

包括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护理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慈善协会”提交的

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CN.6/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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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 
 
 

  妇女和男子在个人护理、特别是护理艾滋病人方面的作用 
 
 

  导言 
 

 喀麦隆 1986 年首次出现艾滋病毒/艾滋病。由于没有解救办法也没有疫苗，

发病率从 1985 年的 0.5%，增至 1988 年的 5%，最高达到 2001 年的 12%。在这段

时间内，喀麦隆人所持的态度助长了疾病的扩散。人们不愿承认艾滋病毒/艾滋

病的发生甚至根本存在。很多人认为，这是白人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编造出来

的东西。随着疾病在人口中发病越来越多，人们知道疾病存在，却不愿承认这一

点，更不愿承认家属感染或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毒/艾滋病被叫做血癌、慢性中

毒和巫术。所有这些说法正揭示了更深层的惶恐态度；这种态度在若干年以后才

表现出其丑恶面目和恶劣影响，即对病人的耻辱化。这种耻辱化是什么样的？在

广大社会和家庭中有何表现？有何影响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影响呢？ 

耻辱化和家庭的责任 

 “耻辱”一词源于拉丁语，是指用手指点一个人，给他打上烙印。在艾滋病

毒/艾滋病方面，这种烙印是指所有的身心迫害，包括感染和患病者的负罪感、

悔恨、孤独、被排斥和羞耻感。 

 总的来讲，在喀麦隆任何涉及性的问题都是禁忌，这也是感染艾滋病毒/艾

滋病(其中一种传播渠道为性行为)不被公开承认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人员很难

找到药物或疫苗，艾滋病毒/艾滋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进一步加强了患病者的

负罪感和受到排斥。 

 我们在与艾滋病人的许多接触中，看到他们生活在绝望和绝望中，因而产生

了解决耻辱化的意愿。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对患病者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艾滋

病人只要能被接受和包容并受到监测，就可以过几乎正常的生活。 

家庭是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核心行动者 

 我们深信，如果不在家庭和社会中铲除耻辱化，艾滋病毒/艾滋病将会不断

增加。耻辱化及其造成的结果妨碍着消除世纪大流行病的工作，使被感染和患病

者陷入绝望深渊，促使他们做出非理性行为，因为他们的生活永不得翻身。由于

受到家人的排斥，他们的生活就像缓刑犯，这对他们因病毒造成的脆弱健康更是

雪上加霜。 

耻辱化的根源何在？ 

不治之症 

__________________ 

 ∗ 未经正式编辑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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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死亡 

他人的看法 

不容忍 

无知 

一个传播渠道是性行为 

耻辱化的后果是什么？ 

排斥 

指责 

否定 

孤独 

负罪感 

自我封闭 

病态逐步发展(有时甚至导致自杀) 

 艾滋病毒携带者是非常特别的一类社会流行病阶层。他们同时存在感染别人

和自己被再次感染的风险。他们在生理、心理和社会上也是脆弱的。因此，他们

迫切需要社会救助。男子和妇女在消除艾滋病毒/艾滋病计划中都有责任在医疗、

经济和社会方面给予他们特别照顾。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存在重大不足的环

境下，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的工作就不能取得成功。以艾滋病毒/艾滋病感

染者为耻的态度是切实存在的，这是他们所在的社会网络(家庭、就业场所和医

院)促生的。 

家庭中的耻辱化 

 家庭是团结互助建立和延续的良好环境。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无一例外

都是某个广义或狭义家庭的成员；有人感染这种疾病，家庭就要照顾他们。丈夫、

子女、特别是妇女会因艾滋病毒/艾滋病受到耻辱。 

妇女：男权和男性家长制的存在 

 妇女持续受到的社会压迫，在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会进一步加剧。妇女首

当其冲被认为是家庭中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载体。例如，无论在妇女还是其配偶

甚至子女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时，家庭中都常常是妇女受到歧视、排斥、谴责

和摒弃。如果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配偶死亡，妇女及其子女会被赶出配偶的

住房，因为婆家侵占合法继承人的财产和房屋。在极端情况下，妇女还得指称杀

害亲夫。更令人关切的是，有时妇女的娘家也拒绝她，指称她沾染巫术。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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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对消除大流行病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又让人看到加强防治的迫切性。妇女

这种情况属于被侵权。而子女、包括非常年轻的子女只得终生承受多种痛苦。 

子女：无辜受害者 

 由于家人的无知和自私，被剥夺继承权的艾滋病孤儿生活困苦。这造成的后

果有入学率不足、童工、流浪儿、儿童家长、恋童癖和剥削。 

 而借口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这些人为的不公正是可以避免的。立下遗书等公

证文书，可以在家长亡故时保障子女的继承权。完备的家庭法也有利于限制艾滋

病毒/艾滋病引发人为危机的某些后果。另外，普及艾滋病患者的权利也可发挥

这方面的作用。 

家庭是温暖友善的场所，应当充分恢复其首要含义，成为互相宽恕和感爱温馨的场所 

家庭中耻辱化的表现 

驱逐寡妇 

使子女与母亲分离 

夫家没收财产 

男子拒绝接受检测 

缺乏关于性问题的对话 

提倡的解决办法 

男子和妇女应： 

加强提高对寡妇和孤儿权利的认识 

鼓励夫妻开展更多的性问题和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对话 

使民众认识到婚前检查的必要性 

鼓励民众养成写遗书的习惯 

鼓励夫妻接受检测 

加强对传播渠道的宣传 

良好的天主教教育 

良好的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宣传 

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加强责任感、特别是家庭的责任感 

 责任决定着一个人与一个事务或另一个或多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从天性

和定义上都是社会性的。因此，人们有义务建立、特别是维持平衡。人们必须采

取一系列措施，以消除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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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造成耻辱化的主要因素在于惧怕死亡、害怕传染、不了解传播渠道、羞耻和

缺乏容忍。 

 我们倡导加强对根本问题、即传播渠道的宣传，重点强调家庭和家庭在各方

面的责任。消除污辱态度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如果我们想把握解决艾滋病毒/艾

滋病的机会，这种责任是必须和不可或缺的。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