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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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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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生命神父组织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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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段予以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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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维护生命神父组织认为，《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二十年以来，虽然在

诸多领域已取得进展，但为了使妇女与生俱来的价值得到承认、获得尊重及受到

保护以免遭歧视和暴力，还需要做更多工作。 

 女童仍面临歧视，最为严重的是性别鉴定技术的使用，该技术可确定子宫内

胎儿的性别，最终通过针对胎儿性别进行的选择性人工流产终结女胎的生命。《北

京纲要》反对进行产前性别选择，其第 38 段写到：“对妇女的歧视甚至始于生命

之最初阶段，因此必须从出生时起加以解决。” 

 很不幸的是，在制止此类针对女童的最初阶段歧视行为方面进展甚微，该行

为在许多国家和重男轻女文化中仍然存在。反女童的歧视还导致了通过杀婴和弃

婴的手段扼杀女婴。世界上最危险的三个字仍然是“是女孩”。 

 《纲要》还承认，重男轻女不但限制了女童获得食物、接受教育和享受医疗

保健的机会，而且“甚至”限制了她们享有“生命本身”的机会。虽然自北京（会

议）以来，确保女童获得食物、接受教育和享受医疗保健方面的努力有所收益，

但确保女童普遍享有“生命本身”的努力却停滞不前，因为未能在全球范围对女

童采取始自“生命之最初阶段”的一致性非歧视保护。 

 我们努力确保，如《纲要》所述，女童从一开始、即当她们孕育在子宫中时

便受到尊重。我们的组织致力于确保未出世的女婴不遭到人工流产并保障其生命

权。我们坚信，所有新创造的个人，无论性别为何，其生命都应获得尊重、保护

和无差别待遇。 

 第 283(d)段项建议政府“颁布和实施立法，保护女童免受各种形式的暴力，

包括溺杀女婴、产前性别选择”，但法律却未能保护女童免遭产前性别选择，这

让女童一生都低人一等，也让女童的价值取决于对“被需要”和“有用性”的主

观看法的支配。女童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成为一件商品。 

 目前，有两亿妇女和女童正从世界上消失，她们是暴力的受害者，这些贬低

了她们生命价值的暴力行为往往源于重男轻女的文化。这些“消失”的女童中许

多都是死于针对胎儿性别进行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和杀婴行为；其他的则是针对女

童和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或者因忽视和营养不良导致死亡。 

 我们非常赞同对女童多维发展需求的认可，“如要女童能充分发挥潜力，就

需要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培育她，这种环境能满足她在生存、保护和发展方面的

精神、知识和物质需要并且维护她的平等权利”（第 39 段）。 

 女童的精神需要包括精神基础的必要发展，精神基础会为其注入强烈的自我

价值和尊严感，让其能够承受导致丧失自尊和产生自卑的短暂情况。强大的精神

基础能够帮助青年妇女在青少年时期做出正确选择：保持性尊严、克制性行为，

从而继续接受教育，为实现抱负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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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贯穿女童的一生，未有减少，如第 39 段所

述：“……对女童的歧视和暴力始于生命的最初阶段，这种现象在她们一生毫无

稍减。” 

 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与妇女特有的生殖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针对胎儿

性别进行的选择性人工流产最初被用作人口控制工具就极为明显地证实了这一

点，这类人工流产会减少女童的出生数量，从而减少未来母亲的人数。 

 针对胎儿性别进行的选择性人工流产的长期影响——男女出生比率失衡  

——将导致暴力行为增加，妇女被诱拐和卖作新娘，少女则被迫卖淫。这一现

象在中国尤为明显，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为 124:100，“消失妇女”的数量惊人，

预计到 2020 年，年轻男性将比年轻女性多出 3 000 万至 4 000 万。 

 《北京纲要》通过二十年以来，中国仍在实施强迫人工流产和绝育，将其作

为确保符合“只生一个”的限制政策的工具，然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却未提出

反对。 

 强迫人工流产同样揭示了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与妇女生殖能力之间的联系。

孕妇面临人工流产的威胁和压力。在美国，妇女称一旦拒绝堕胎，便会遭到拳打

脚踢、受到威胁恐吓，甚至面临致命武器威胁，直至她们同意人工流产为止。另

一些妇女则会遭到殴打和旨在导致其流产的暴力攻击或在未获告知或未征得自

己同意的情况下被人下了导致流产的药物。 

 在妇女和健康领域，还需实施更多措施以确保妇女拥有平等获得医疗保健和

专门孕产妇护理的权利。妇女会经历的妊娠和分娩等生命的里程碑，但她们不应

被视为比男性低等或因其特有的生殖能力而受到惩罚。然而，尽管《纲要》第 29

段规定：“妇女的怀孕、喂养、履行家长责任以及发挥女性职能等，不能成为歧

视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限制她们充分参与社会的因素”，但是对妊娠和分娩的消

极态度仍然存在。 

 提供技术熟练的分娩帮助和产科急诊的进程必须不断推进。需要预防和治疗

分娩并发症，尤其是失血。提供更多的产前护理将会继续挽救母亲和婴儿的生命。 

 《纲要》承认需要为妇女和女童提供营养食物，该领域急需强化，因为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生命最初的 1 000 天里，提供充足的营养至关重要，这可以

挽救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并促进国家的繁荣。《柳叶刀》系列文章《母亲与婴幼儿

的营养》恳请各国政府将所有育龄妇女分娩后 1 000 天的营养问题作为新发展目

标的中心。 

 当育龄妇女获得充分的营养，便更加健康，就能为子宫中的胎儿提供营养，

有助于确保胎儿身体与认知的健康发展。健康的儿童才能够成长为身体健康、心

智健全的成年人，进而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做出意义非凡的贡献。 

 妇女是家庭的核心。她们是照顾者。她们不仅要照顾未出世和出世后的孩子，

还要照顾病人、残疾人和年长者。妇女始终在为别人的生活奉献。然而，有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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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工作本身的价值和贡献却得不到回报，不被尊重，个人应有的尊严也不被

肯定。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期间，圣约翰·保罗二世发表了《致妇女函》，信

中，他对妇女尊严予以肯定，他写到：“有必要重视‘妇女的才干’……每一天，

妇女都在为别人奉献，她们完成了最伟大的使命。也许妇女比男性更了解人，因

为她们以心待人。她们待人的态度不会受意识或政治制度的影响。她们看到别人

的优点与缺陷；她们努力了解、帮助他们。” 

 我们还记得大会在 S-23/3 号决议第 98c 段中提出的建议，即国内和国际层面

应采取行动，以“增进对男女思想、意识和宗教自由等权利的尊重。认可宗教、

精神和信仰在数百万妇女与男性的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015 年后议程已敲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已达成共识，全世界都应承认、肯

定宗教与宗教信仰在妇女和男性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普遍、重要的作用，这一点

至关重要，也符合联合国大会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