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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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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

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

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常设大会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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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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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对被剥夺自由妇女权利的审视 

 人权常设大会与阿根廷国家监狱检察官办公室，对被剥夺自由妇女在被监禁

期间权利遭到侵犯的情况以及她们的处境给其子女带来的后果表示关切。 

 对于被剥夺自由的妇女来说，监狱是严重侵犯其权利的空间，这主要是因为

监狱是从男性角度建造的，这就意味着并没有从性别角度来考虑被剥夺自由妇女

所面临的特殊处境。 

 从现实情况看，由于《禁毒法》中规定的刑罚力度加大，近年来在监狱服刑

的妇女人数增长显著。打击贩毒行动遭遇了反弹，导致各项预防政策实施不力。

监狱检察官办公室自行披露的信息显示，每 10 名女囚中就有 7 名是因为犯有贩

卖或运输毒品等涉及毒品的罪行而被逮捕的，16.2%因涉嫌财产犯罪被捕，还有

14.2%因涉嫌侵犯人身罪被捕。而从国内的外籍女囚情况看，则每 10 名外国籍女

囚中就多达 9 名属于这种情况。 

 跨国贩毒活动的组织网络和权力等级结构很复杂，致使处于社会弱势状况的

妇女所受惩罚更为严厉。这些贫穷妇女来自被社会所排斥的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她们将此类犯罪作为唯一的维生手段。她们一般会试探性

地贩运小批量的毒品，但是更容易撞上刑事改革的枪口，改革加大了对拥有、贩

运和交易毒品的惩治力度。 

 在这方面，我们很担心地看到，半数以上（55.4%）的女囚是在没有被确定

判罪的情况下被轻率剥夺自由的。为此，我们呼吁国家应切实遵守根据《囚犯待

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关于享有无罪推定的建议，并实施将

已被定罪判刑的女囚与被预防性羁押的妇女分开关押在不同的监所中的特殊制

度。 

 国家监狱检察官办公室在 2012 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每 10 名女囚中

有 9 名已为人母，她们之中的大多数支撑着单亲家庭的生计，每人平均要养活两

名到三名 18 岁以下的子女”，这加剧了我们对被预防性羁押的妇女状况的担心。

报告中的情况凸显出了妇女作为家庭支柱的作用，揭示出妇女入狱会造成家庭解

体，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对其子女来说尤其如此。为了消除这些影响，国

家监狱检察官办公室编制了一部草案，即后来的第 26472 号法，该法增大了让孕

妇以及子女未满五岁的妇女在家软禁服刑的可能性。 

 在此框架内，还必须要关注与其母亲一起生活在监狱中的 4岁以下儿童所处

的状况。毫无疑问，监狱完全不适合孩子的成长，并会对其身体、心智和情感发

育造成严重影响。刑事惩教机构完全不适合婴幼儿的生活。更进一步说，监狱中

的卫生保健服务不健全，无法满足此类女囚/被剥夺自由的母亲的特殊需要；无

法照顾到孕妇的需要以及小孩子所需的哺乳和照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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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有义务根据《曼谷规则》的规则 48、49、50、51 和 52

的要求，保护孕妇及其子女的身心完整性。 

 此外，国家也必须保证，让监狱系统确保落实让被剥夺自由妇女重新融入社

会这一社会目标。我们从批判的角度看，这一点受到了严重的局限，因为经证实，

在第 24660 号《监禁徒刑实施法》基础上逐步放宽羁押条件的工作并未得到落实。

只有 7.4%的女囚最终获得了假释；此外，还有半数以上的女囚被置于预防性羁押

看管，可见监狱系统没有实现逐步取消刑罚这一目标。 

 计划使妇女重新融入社会的两个基本途径为：教育和工作。第 24660 号法第

106 条规定：“劳动是惩教的基础之一，对囚犯的培养具有积极影响”。国家监狱

检察官办公室呼吁重视对妇女开展的劳教工作，45.2%以上的女囚都在缝纫车间

或者服装车间工作，54.8%的女囚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模式延续了性别陈规定型

观念，不符合第 24660 号法第 107 条 e 款的规定，即：“应根据囚犯的身心承受

能力和条件、在非监禁环境中使用的技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规划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监狱服务局给女囚发放的工资很低，这给女囚及其家庭

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要知道，大多数女囚都来自单亲家庭，她们作为家庭的主要

经济支柱，其作用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必要通过提供能够维持生计且

可调的最低工资，满足其基本需求，以符合第 24660 号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涉及到

的所有社会保障要求。 

 关于另一个有助于使女囚重新融入社会进程的基本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应

当根据《实施法》的规定保障教育权：“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发展和提高对女

囚的教育和指导，落实其学习的权利”。通过之前提到的对女囚的调查研究发现，

只有 35.1%的女囚正在接受正规教育，而工作是阻碍其受教育的主要原因。这是

因为在监狱里，女囚必须通过工作来维持家庭生计和满足其个人需要，因为联邦

监狱服务局并不会为其提供一切必需品。且据披露，63.5%的女囚尚未完成第

26206 号《教育法》所规定的中学义务教育，这使得女囚的教育问题更加令人担

忧。 

 在获得卫生服务方面，国家监狱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组收集到的与对妇女体

检相关的数据令人震惊，数据显示，43.2%的妇女并没有进行巴氏涂片检查，61%

的 35 岁以上妇女没有进行乳腺钼靶检查。另一方面，62%的妇女虽然接受了这些

检查，但是并没有被告知检查结果。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数据是，申请避孕药具的

妇女中有 35%的申请被拒绝。面对这一医疗卫生服务不到位的情况，国家监狱检

察官办公室和人权常设大会重申了监狱场所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应当符合政府卫

生保健政策这一原则。此外，我们认为，国家应当根据《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

规则》第 22、23、24 和 25 段的要求，确保被剥夺自由的妇女能够获得卫生保健

服务；我们还要强调医务人员独立于联邦监狱服务局行政机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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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国家监狱检察官办公室和人权常设大会敦促国家立即采取行动，

根据《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规则》的规定，基于性别观点

出台相关监狱政策，确保有效落实被剥夺自由妇女的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