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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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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全球非屠杀研究中心提

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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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2015 年既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二十周年，又是千年发展目标初期行动

结束之年。这两项文书都作为重要基准，用以判断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日

益加强的斗争是否成功以及有哪些不足。 

 大会第 48/104 号决议所载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强调妇女的“生

命权利”(第 3 条)，其后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重申签署国“决心防止和消

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整个《行动纲领》从多方面关注这一问

题，特别是暴力侵害妇女和妇女与武装冲突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详细

认真地分析通过执行当时所述和此后建议的行动实现这两个领域战略目标的进

展情况。 

 全球非屠杀研究中心是一个具有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也是世界卫生

组织防止暴力联盟的参与者。本中心承认，无论是相对于各种暴力的整体情况，

还是相对于致命暴力本事而言，针对妇女的致命暴力问题都只是冰山一角。在致

命人际暴力的受害者和施害者中，青年男性迄今一直占最大比例。然而，新的数

据表明，妇女、女童和儿童遭受严重非致命暴力的情况超出正式记录的范围。妇

女遭受的性暴力和亲密伴侣间暴力伤害格外严重，这影响到她们的性健康和生殖

健康，还影响到其子女和家人的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 2002 年发布的《世界暴力与健康问题报告》以及后续发布的

《全球预防暴力状况报告》提供了关于全球暴力问题的可靠数据，有助于妇女地

位委员会评价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特别是他杀、自杀和武装冲突致死的实

际人数和趋势。重要的是，这两个出版物都将暴力描述为“可预防的疾病”，并

强调各种已证明行之有效的预防战略和建议。委员会可从世界卫生大会第 67.15

号决议中找到对多部门行动的进一步支持，该决议要求加强卫生系统在消除暴

力，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女童以及针对儿童的暴力方面的作用。 

 在同一决议中，世界卫生大会还敦促会员国采取各种步骤，扭转社会上对一

切形式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女童以及针对儿童的暴力的接受和容忍态度。世

界卫生大会根据用公共健康办法预防暴力的社会生态模式，指出“防止对男女儿

童施加人际暴力可大大有助于预防针对妇女和女童以及儿童的人际暴力，婴幼儿

时期遭到虐待和忽视的人长大后更可能对妇女实施暴力、虐待自己的子女和参与

青少年暴力”，因此，防止对男女儿童的暴力可有效阻止人际暴力的代际延续。 

 全球非屠杀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许多组织一同申明，我们已有足

够的认识，应该大幅减少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女童以及针对儿童的潜在致命

性暴力。适逢《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0 年审查和确定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应

该借此良机，强调必须重视预防暴力，推动和扩大社会、政治和体制方面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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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加强现有知识和基于证据的预防暴力政策、方案和战略并将其付诸实践，

为在世界各地建立没有杀戮的安全社区打开大门。 

 因此，我们请妇女地位委员会重申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

行为的必要性，这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一个主要关切领域，并请委员会

开展斡旋，呼吁把妇女不被杀的权利和不杀人的权利纳入预防和减少针对妇女的

致命暴力和其他形式暴力的目标，将其作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一部分。2015

年后发展框架对于确定当今一些最紧迫问题的全球处理办法至关重要，应该利用

这个特别的机会，将预防和减少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列为实现发展目标以及《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要》战略目标的一项主要可衡量因素。 

 按照《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宣言》第 3 条，以及已故助理秘书长、联合国

授权建立的和平大学第一任校长罗伯特·穆勒提出的把每个人不杀人和不被杀的

权利列在首位的呼吁，将预防和减少针对妇女的致命暴力列入 2015 年后发展议

程，并将暴力所致死亡情况的可衡量数据作为实现该议程的一项指标，无疑会在

确认人的生命权利方面迈出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