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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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妇女组

织世界联合会提交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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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正值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 20

周年之际，同时也是审查千年发展目标并据此重新制定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

标框架的前夕，我们支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评估北京承诺执行进展情况

所做出的努力。我们还希望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将有助于确保

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成为讨论、战略以及谈判的重点与核心。  

 我们一致同意减少全球贫穷是最主要的关切点，因为贫穷密切影响到妇女，

导致她们失去权能，并加大她们遭受一切形式暴力的可能性。尽管对于妇女来说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权力分享仍是一个亟待改进的领域；而且，似乎没有什么问

题比有增无减的暴力行为更加迫切了，它影响着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年龄的妇

女和女童。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侵犯妇女人权的行为仍然有罪不罚，受害者也不

去寻求保护。 

 妇女组织世界联合会认同乌克兰的传统共性，并在欧洲经济委员会所涵盖的

整个区域内的国家活动，我们欢迎于 2014 年 11 月初开始在日内瓦进行的区域审

查进程。我们敦促本区域国家的妇女，包括东欧和前苏联共和国，分析并公开乌

克兰近期所发生的事件对当地妇女的影响，包括流离失所、工作和教育中断、贫

穷以及同时出现的医疗和社会问题。  

 最近发生并且正在持续的冲突最初的起因是，俄罗斯联邦于 2014 年 3 月非

法吞并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半岛；随后，俄罗斯联邦军队很快对乌克兰东部地区

实施军事侵略，意图援助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这些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丝

毫无助于平息事端，冲突至今仍未逐步消减。  

 在对乌克兰发动军事侵略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俄罗斯通过总部设在俄罗斯以

及俄罗斯政府所有和支持的媒体发动社会和文化攻势，这些媒体在乌克兰的许多

地区都开展业务。过去两年里，俄罗斯发动了一场媒体战争，使乌克兰融入西方

体制的计划脱离正常进程。通过这场运动，俄罗斯联邦将自身描绘成对抗西方颓

废的道德堡垒，并寻求根据俄罗斯的性别政治重新定义经济、政治和社会话语。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通过一场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媒体运动对“性别”的攻击，它

针对的是乌克兰民间社会，特别是乌克兰最充满希望的声音，即，有组织的妇女

们的声音。  

 在 2013-2014 年冬天的独立广场抗议活动中，以及在随后展开的打击腐败的

乌克兰尊严革命进程中，妇女是与男性平等的伙伴。在不宣而战的战争开始后，

妇女在参与积极军事战斗的部队中成为少数群体。但是，在由于冲突导致流离失

所的公民中，她们的人数之多已到了极度失衡的程度。在来自乌克兰东部战争地

区的流离失所者中，妇女占多数。在来自克里米亚的流离失所者中，她们同样占

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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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场正在持续的危机，让人最感悲痛的一点是乌克兰土著人民克里米亚

鞑靼人在境内流离失所——正是这群人反对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半岛以及随后

的伪全民公决。为逃离俄罗斯的迫害，他们成批来到乌克兰的大陆地区。官方必

须承认他们作为被迫流离失所社区成员的被迫流离失所者地位，以及这一暴行对

其境况的影响。  

 此外，在整个乌克兰，是妇女——士兵们的母亲以及妻子和孩子——首当其

冲地受到这一冲突所造成后果的影响，她们要照料受到身体和心理创伤的伤员。

流落到世界各地的乌克兰妇女还参与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人道主义行动，为受影响

的家庭和不堪重负的乌克兰医疗保健机构提供援助。  

 在这场战事中，看起来几乎没有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的空间：一个社会该如

何在本国领土上对外国侵略进行非暴力抵抗。虽然渴望和平与和解，忠诚于国家

的乌克兰人只能支持祖国捍卫自己边境的权利。然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

第 1325 (2000)号决议 14 周年之际，我们仍然渴望出台与支持妇女、和平与安全

相一致的明确指导方针和措施。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对妇女力量的认

可以及将妇女纳入冲突后规划的做法为他们的社会带来了更加积极的未来。因

此，我们深信应当效仿这些例子。  

 我们敦促在每项事关妇女努力争取平等权利的议程中纳入乌克兰。除促进妇

女参与决策谈判外，我们还倡导通过与政治领导人进行对话交流继续努力加强作

为一个整体的民间社会的力量，从而不仅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范围内建立问责

制，还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政府之间形成问责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