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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c)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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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重大关切领域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 

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妇女平等参与预防、 

管理和解决冲突、以及冲突后和平建设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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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的规定分发。 

 
 

* * * 

 

 国际社会已开始承认有女童参加武装团伙。在过去三年中，公谊会世界协商

委员会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参与一项探究这些女童命运的研究，重点放在复员和

重新融入社会需要方面。研究的题目为“女童子兵之声”、由安哥拉、哥伦比亚、

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女童讲述她们的故事。首次披露了尚不广为人知、记录或被

人了解的经历。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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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不仅研究女童子兵的问题，还在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上

发挥主导作用。我们在小武器方面的工作集中在这些武器给人类造成的恐怖影

响，以及导致人人力求拥有和使用小武器的需求因素。 

 考虑到小武器在女童子兵生活中的作用，因此需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如

何交叉影响的。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认为这一重要但尚未被人了解探讨的关联值

得重视。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指出，妇女和女童与男人和男孩一样

深受暴力冲突和小武器之害。女童与男人和男孩一样都面临某些可能会迫使她们

拿起武器的情况，结果造成战斗人员和平民之间枪支暴力的悲剧。全面了解女童

子兵现象和使她们得到小武器的根源有助于我们切实了解她们在冲突前和冲突

后局势中的需要。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使社区所有成员享有持久和平。 

 研究汇集了不少故事，告诉我们女童是如何到武装部队来，她们作为武装部

队一员的经历以及她们未来将面临的各种挑战。 

 不论这些女童是被绑架还是自愿加入的，总有某种因素使她们有可能成为武

装部队成员。在此研究中涉及的那些女童，在女童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常常能够发

现这些因素。生活在冲突地区附近的女童特别易于受到伤害，或被留在家中没有

成人保护，或与家人分开。同样，生活在贫穷之中、对基本生存需要充满焦虑意

味着她们更有可能加入某种集体或被绑架。最后，如果家中有人对她们进行性剥

削或以暴力相向，女童们就更不愿意待在家里或与家人住在一起。 

 加入武装部队的经历对她们如何考虑未来具有深远影响。对那些自愿加入

者，这种经历常常造成深深的遗憾，使她们对自己的决定产生疑惑。在所有这 4

个国家中，女童们都把教育或职业培训视为是重新融入社会的根本。女童们表示

她们没有伺机报复那些曾经虐待过她们的人，或曾经屠杀过战友的敌人。相反，

她们只是想为自己的行为赎罪，希望战斗停止，屠杀结束。 

 被采访的女童们还谈到使用小武器的经验。她们使用武器的情况因人而异：

一些女孩领到枪支，另一些则没有。有些女孩接受过最多 12 个星期的训练，而

其他人虽拿到武器却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女孩子谈到射击和扛着 AK47s、M16s、

T56s、81 型步枪、手枪。她们学会了如何拆卸、清洗、装配枪支和射击。女孩子

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小武器在她们士兵生涯中的作用。需求使我们理解了这些武器

是如何满足女童子兵的需要以及为她们提供了非如此就可能缺少的东西。这些需

要通常包括身份特征、安全、力量和尊重。 

 一些女孩谈到扛枪带来的特殊身份和被看作“战士”的感觉。在某一国家中，

先发给女孩木头枪支，她们携带枪支，时常被提醒“成为带枪者”；当武装部队

中的军官认为女孩子已经熟悉枪支时就发给真枪。一名年轻妇女说“拿到步枪那

天，我激动兴奋极了”。另一名年轻妇女说，“待时机成熟时你就能拿到真枪……

当他们认为你不再害怕，能够应付枪时就会发给你真枪。我从未拿过真枪。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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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不适合当兵打仗，我也不想打仗。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

在另一个武装部队中，女孩子们谈到被挑选扛“特别枪支”时的兴奋激动和骄傲。

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才会发给她们枪支。这些摘录说明小武器给女孩

带来身为士兵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的感觉。 

 小武器还给女孩们带来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在残酷的暴力冲突中所缺少

的。一名年轻妇女说“三个星期后，他们给我一支枪，但我特别害怕，老是担心

枪会走火。最主要的是，他们问我，如果敌人来了，如果无法逃脱的话，要么我

死，要么我把别人给打死。那时就必须使用枪了。”来自敌人的威胁不是女孩子

受到的唯一威胁。女孩子对不安全感最有力的说明诚如一个菲律宾女孩所说，“我

感到非常安全。我没有恐惧。如果有人想要虐待我，他有枪，我也有。” 

 最后，那些被采访的人指出，枪给她们带来了力量和尊重。一个女孩子说，

“有枪可以以防万一。因为在农村某些地方，如果你没有枪的话，就没有人会注

意你。平民现在知道，我们必须要扛枪或其他武器，这样人家才会尊重你。”另

一个女孩说，“在集体中，我感到充满了力量，因为我有一支火力强大的步枪”。 

 关于身份特征、安全、力量和尊重的这些说法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女孩子生活

中缺少什么，说明导致她们拿起小武器的一些根本原因。这些武器能帮助满足一

些人的需要，但很多人也谈到使用这些武器带来的恐惧和强烈的负罪感。所有这

些女孩（菲律宾的除外）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从对方考虑，都为自己的生命担心。

死亡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但最常见的是死于子弹。女孩为自己的生命和安全担心，

但她们也害怕伤害其他人的生命。有人说，“他们命令我做的最可怕的事情是杀

人。他们命令我杀人，但是我只是伤了别人，我告诉他们我不想杀人。”两个女

孩对扣动扳机有不同的感觉。一个担心如果她开枪，别人就会朝她开枪；另一个

说必须开枪，否则就会被打死。 

 一些妇女谈到目睹枪杀或朝平民扣动扳机以及因而造成的强烈的负罪感。在

拿到步枪时据说“兴奋激动不已”的妇女后来谈到对一个村庄的攻击以及造成无

辜平民死亡的事件。她说“我不想枪击或杀死无辜平民。结果我被当作叛徒遭到

叱责。他们（武装部队）冲进来杀了这对夫妇和婴儿。我感到万分悲痛。我没能

救得了他们。此事我将终身难忘。” 

 所有女孩在离开武装部队时都被要求上缴枪支。研究中提到的女孩子在被捕

或投降后很少提到枪，但她们确实喜欢谈论曾经参与杀戮的感觉。很多人乞求上

帝，质疑她们的信仰，或希望不会受到谴责。其他人常常回想起战斗或杀戮的场

面。没有一个女孩愿意再去打仗，杀人或突袭。被采访的女孩认为，18 岁以下的

孩子应被当作儿童对待，家庭和政府都应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生计，使他们不

必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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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女孩告诉我们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

行动。我们已经得知，曾经参与武装部队作战的女孩和小武器在这些经历中的作

用。枪支也许可以提供某种身份，为那些极易受到伤害的人带来安全感、力量和

尊重。小武器还给女童子兵的生活带来恐惧，使用这些武器使她们在负罪感和对

未来的惶惑中挣扎。最后，一旦手中握有枪支，他们就将永远失去童年。 

 我们像教育儿子那样教育我们的女儿如何对付小武器。这当然不是一种进步

或我们竭力促进的性别平等。让我们寻找其他办法来应付这些女孩的需要。不但

不应让女孩携带武器参与战争寻求保护，我们还应让男人、妇女、男孩和女孩都

解除武器。让我们研究这些女孩面临的易受伤害境况，确保她们在家中得到保护，

支助家庭满足她们的基本需要。 

 这项研究让我们初步了解了女童子兵的生活。但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

况。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开展有效、文化适宜的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方案。

进一步的研究也将帮助我们理解导致女孩拿起武器的那些因素。有了这些了解，

我们就能够着手与女孩及其家人携手解决这些问题，并力行改革。要想建立人人

可享有的具有包容性的和平，加深了解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