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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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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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毒品政策

联合会提交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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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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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因涉毒犯罪被监禁的妇女自 1980 年代以来有所增加，自 1990 年代以来急剧

增加。全世界的情况都是如此，整个拉丁美洲尤其如此。实际上，尽管被监禁妇

女的人数仍然大大低于男子，但因毒品犯罪被监禁的妇女的比例要高得多，而且

正在不断提高。  

 在阿根廷，68%的服刑女囚犯因涉毒犯罪被监禁。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这些

数字相类似——玻利维亚为 48%，巴西为 53.9%，智利为 68.8%，哥伦比亚高达

80%，哥斯达黎加为 65%，墨西哥联邦监狱也高达 80%。 

 这一做法不仅使已经不堪重负的刑事司法系统力不从心，而且还对整个地区

妇女的生活和人权产生严重影响。  

促使妇女参与毒品交易的因素  

 在该地区，妇女主要充当种植者、采集者、低级别的经销商或运送人(“骡

子)，并且将毒品运送到监狱。拉丁美洲妇女因社会经济环境大多从事毒品交易。

事实上，该地区的经济不平等比例在世界上最高，很大比例的人口大多是妇女生

活非常清贫。妇女在合法就业机会方面面临巨大障碍，常常别无选择，只能从事

非法交易来维持自身和子女的生存。这就是所谓的贫穷妇女人数日增现象，并且

见诸于城乡地区。 

 性别关系是促使妇女实施毒品犯罪的另一个因素，因为她们往往通过身为伴

侣、妻子、母亲或女儿的亲情关系参与涉毒活动，并履行根据男女不均等的性别

关系分配的职责。 

妇女因毒品犯罪被监禁的概况  

 拉丁美洲因毒品犯罪被监禁的妇女大多来自被边缘化和遭到排斥的社会阶

层，她们缺乏在法庭上进行充分辩护的经济手段、法律知识和社会资本。  

 大多数妇女是初犯，被控实施非暴力犯罪，通常是单亲家庭的户主，并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来自被边缘化的家庭，而且都遭遇了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性

虐待。大多数妇女是子女的唯一的养育人，并且常常还要供养其他人。她们接受

正规教育的程序低，在被监禁前很少就业或者没有稳定的工作。 

 被捕入狱后的妇女听凭命运摆布，完全陷于无助境地。如果是外籍妇女或土

著妇女或者她们的家庭无力帮助她们(如果她们确实与其家庭有联系的话)，这种

状况就更加严重。  

刑事司法系统未能拿出对策解决妇女脆弱不堪问题：三重徒刑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根本没有采取公平的司法手段应对这些情况，它们制定

的禁毒法规定了审前拘留和不相称的徒刑，但没有规定参加审前释放方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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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在与刑事司法和监狱系统打交道时往往遭受特定形式的暴力。她们在世

界所有监狱系统属于少数这一事实使她们显得微不足道，并且因此在监狱系统遭

受歧视。有关这一专题的各种研究提到的因素有：缺乏单独的妇女中心；监狱工

作人员实施的强奸和性虐待；男女监舍之间存在贩运网络；对心理健康问题关注

不够，比起男囚犯，这在女囚犯当中更为普遍；对被监禁妇女服刑期间所带子女

及其狱外子女造成的伤害；以及缺乏教育、就业和培训机会，等等。 

 因此，因毒品犯罪被监禁的妇女受到三重徒型的影响：  

 歧视性因素造成的影响，这些因素从监狱高墙外就开始产生，并且与持续存

在的歧视性做法有关，也与男女之间在公私领域的权力关系不对称有关；  

 她们与参与毒品犯罪的男子一样被判处过重的徒刑；  

 她们在狱中遭受特定形式的歧视和暴力(无法充分获得法律辩护，无法获得

基本卫生服务，工作、就业培训和教育机会少之又少，在性权利和配偶探视方面

受到限制——这些方面都违反《曼谷规则》)。土著妇女可能遭受更多的族裔和种

族歧视。  

 由于许多被监禁的妇女是单身母亲，因此，她们带着子女服刑，或者，她们

的子女最终得不到其照料者的任何支助，从而更容易陷入贫困和卷入犯罪组织网

络。 

建议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拉丁美洲女性因轻微毒品犯罪遭到过度监禁这一问题。根

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我们提出下述建议，并希望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

将在其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的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  

– 我们建议制定关于拉丁美洲囚犯状况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并按性别加以

细分，并编制犯罪、定罪人员的概况、特定群体(外国人、土著群体等)

的相关数据、家庭状况、与有问题的药物使用相关的任何问题等方面的

信息。  

– 我们建议制定针对可能参与毒品犯罪的特定群体的预防方案。这些方案

的宗旨应当是减少因男性伴侣或自身社会经济状况而被迫参与毒品交

易的妇女的脆弱性。  

– 我们建议该地区各国在本国监狱内执行《曼谷规则》，以确保建立顾及

性别问题的制度(包括获得保健的权利、就业机会、被关押在居所附近

以确保她们与家人保持联系以及出狱后重返社会等)。  

– 最后，我们建议拉丁美洲各国审查其禁毒法律和政策，以确保对低层次、

非暴力的毒贩适当量刑，并考虑到可减轻处罚的因素，如社会经济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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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到胁迫、在毒品链中的作用等。各国政府也应禁止对处于弱势的

非暴力初犯实施强制性审前羁押。最后，应制定替代处分办法，特别是

针对身为子女照料者的妇女制定这种办法，以减少贫穷和脆弱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