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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8 年 2 月 25 日至 3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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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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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资金筹措问题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反对贩运妇女联盟提交

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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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CN.6/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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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律文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

及诸如《北京行动纲要》等国际协定，两性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仍然是未能

实现的目标。为在法律和政策措施中的两性平等筹措资金，不仅需要政府、国际

机构和民间社会作出承诺，承担公平和必要的财政资源，而且需要改变法律和政

策，包括财政和宏观经济措施，因为它们加剧了不平等和削弱妇女的能力。在法

律和政策方面，严重妨碍实现两性平等的最为深刻的例子之一就是对色情业的忍

受、管理、非刑罪化和（或）合法化，其中包括性旅游的发展。商业性性剥削基

于并加强“历史上男女权力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造成了男子对妇女的支

配地位和歧视现象,并妨碍了她们的充分发展。”
1
 

 男子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能力的重大障碍。商业性性剥

削，包括贩运妇女/女童卖淫、卖淫、利用因特网做媒、色情制品和性旅游是基

于性别的暴力中最为严重、且愈演愈烈的一种做法。例如，人口贩子、皮条客和

买主对寻求通过就业、移徙或其他机会改善自身生活的妇女和女童进行剥削。她

们一次次地被他们当作商品买进卖出，并被要求在卖淫中提供“服务”的无数买

主反复强暴。 

 贩运妇女/女童卖淫和商业性性剥削的泛滥妨碍了妇女在教育、保健和工作

领域取得进展。贩运妇女/女童卖淫和卖淫的受害者通常遭受严重的健康后果，

包括买主、皮条客和贩运者对她们造成的肉体伤害；精神创伤，包括心理创伤、

抑郁和自杀；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性传播疾病；酗酒及因皮条客怂恿或受害

妇女想麻痹受侵害之感觉所引发的药物滥用。受到这些严重而又往往是长期的健

康问题折磨的妇女和女童，在实现平等和促进自身人权方面受到了阻碍。 

 许多政府日益倾向于采取破坏性的经济政策，以追求收益和利润为优先，牺

牲人权和两性平等。政府非但没有承认妇女的技能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反而在国

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世界银行和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组织的明确鼓励下通

过一些政策，有效地将色情业加以常态化乃至在一些地方甚至将其合法化，结果

导致性暴力和性剥削。例如在 1998 年，劳工组织呼吁承认色情业的经济效果及

其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2
 如果色情业在法律上得不到认可，这种情况是

不会发生的。类似地，艾滋病规划署以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为名呼吁将卖淫及

相关“性服务”的各个方面加以管制和非刑罪化。
3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A/RES/48/104,1994 年 2 月 23 日。 

 
2
 Lin Lean Lim,东南亚卖淫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劳工组织，1998 年。 

 
3
 艾滋病规划署，《立法者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手册》，1999 年，第 56 页。世界银行认可艾滋

病规划署《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之法律方面的手册：政策和法律改革指南》内的结论，2007

年。也见艾滋病规划署《性工作和艾滋病毒/艾滋病》，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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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国际机构和一些政府承认，应将贩卖受害者从色情业中解救出来，但它

们没有认识到色情业中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严重程度。联合国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

童贩运所涉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作出这样的结论： 

 世界上实际发生的卖淫通常大都确实满足贩运的要件。人们很少能够找

到一个人走向卖淫和/或在淫业中的经历毫不涉及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

况。在这方面，权力和脆弱性必须理解为包括基于性别、种族、族裔和贫困

的权力差异。简单说来，走向卖淫和在“那种生活”中的生活极少以赋予权利

或充分选择为特征。
4
 

 艾滋病规划署指出，世界上有许多“[在一般妓院或被皮条客操纵卖淫]的人

在童年或青春期就开始从事卖淫活动”，而且相当多的人在街上卖淫或时断时续

地从事卖淫活动，
5
 这么多的人都没有被适当地归类为《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

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所界定的贩运受害者。在色情业中剥

削行为特别是剥削儿童的行为特别严重，这种情况使应将卖淫归类为“性工作”

并作为其他职业而予以承认的论点站不住脚。据认为被贩运和受性剥削的儿童年

满 18 岁或卖淫不再对其健康造成伤害时，就应被视为“志愿从业者”，而不是贩

运受害者，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 

 此外，几个国际机构确认被利用卖淫会使妇女和女童面临感染艾滋病毒/艾

滋病的重大风险，并遭到买主和皮条客的严酷的暴力侵害，例如如果她们试图讨

论安全性行为就会遭到暴力对待。
6
 这些机构所没有看到的是，这种持续不断和

甚至致命的伤害已严重到足以需要采取法律及其他措施来遏制这种的需求，从而

根除色情业。鉴于卖淫所造成的伤害，认为贫困和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妇女和女

童应宜承担这种风险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 

 卖淫合法化使男性嫖娼获得道德和社会上的认可，因此会使更多妇女和女童

受到商业性性剥削，最终导致贩运妇女/女童卖淫的活动增加。此外，色情业是

集体虐待妇女的方式，造就一种遭受男性束缚的文化。因此将卖淫作为一种工作

予以合法化会形成一种导致色情业不断发展的恶性循环，并增加对贩运妇女/女

童卖淫的受害人的需求。卖淫不仅伤害卖淫妇女，而且伤害所有妇女。卖淫行为

加强了侮辱妇女人格的定型观念，即妇女本身是可以随时买卖的商品或玩物，而

不是拥有充分人权和尊严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 

 
4
 E/CN.4/2006/62,联合国 2006 年。 

 
5
 艾滋病规划署《性工作和艾滋病毒/艾滋病》，2002 年，第 4页。类似地，世界银行指出：“许

多成年人在童年就进入[色情业]。”世界银行，同上，第二期，第 103 页。劳工组织发现，“在

童年被迫从事性行为的经验增加了从事[卖淫]的可能性。” 劳工组织《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在

全球化世界的工作》，2005 年，第 38 页 

 
6
 见：例如，同前，第 5页；劳工组织，同上，第 4期，第 38 页，第 47 至 4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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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促进两性平等，联合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必须采取行动根除对妇女和女

童的性暴力和性剥削。我们敦促采取下列行动： 

 1． 提出有关根除某种男性暴力形式以及改变体系性社会及经济结构（如使

妇女持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男轻女传统和有害的经济制度）的具体的、地方性

建议。 

 2． 通过法律和政策消除使妇女易受贩运者、皮条客和买主伤害的经济、社

会、法律和政治结构，如贫穷、体系性男子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歧视性经济政策

和结构性调整方案、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剥削，如种族主义。 

 3． 消除在结构上助长妇女从属地位的法律（如嫁妆、不平等婚姻、遗产法

和财产法）。 

 4． 将妇女和女童卖淫非刑罪化，并提倡法律惩罚那些刺激需求并驱动全球

性剥削市场的买主、皮条客、妓院老板及其他贩运者。 

 5． 教育执法和刑事司法官员如何调查和起诉贩运者、皮条客、和买主针对

卖淫受害者和贩运受害者所犯的罪行。 

 6． 为国际和国内贩运及卖淫的幸存者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支助服务，包括有

财政援助的退出方案、教育和职业训练、就业机会、住房、保健服务、法律宣传、

居住许可证和语文训练。 

 7． 执行协调一致的国家政策，明确谴责卖淫行为，指出这是侵犯妇女人权

和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并拒绝予以合法化。 

 8． 抵制使用被误导的“性工作”一词，该词特别是在提到贫穷和边缘化的

妇女时，极力淡化卖淫的虐待和剥削，试图将卖淫重新界定为一种普通的工作。 

 政府不得使用短视的经济措施，如允许和鼓励色情业的泛滥，政府必须设法

处理发展和贫穷妇女人数日增的问题。色情业的合法化和正常化对所有妇女和女

童的人权和尊严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采取这种短视的政策会妨碍社会实现两性

平等和赋予妇女能力的目标。 

 
 

注： 

 声明获得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下列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认同：亚美尼亚教

会国际妇女协会、好牧人慈悲圣母会、多明我会领袖会议、美国妇女海外俱乐部联合会、灰豹

组织、国际社会工作学校协会、国际犹太妇女协进会、国际老龄问题联合会、国际女律师联合

会、国际法律界妇女联合会、乌纳尼马国际组织、圣杯会、美国妇发基金委员会、乌克兰妇女

组织世界联合会、世界母亲运动、世界康复和训练组织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