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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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贩运妇女联盟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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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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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反对贩运妇女联盟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妇女和女童人权并采取行动消除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尤其是贩运和卖淫的非政府组织。该联盟重申 1995 年第四次妇

女问题世界会议上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要旨，即，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的一个障碍。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后

的 20 年里，许多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变化，在消除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行为的

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必须加快努力，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和歧视行

为。性别平等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这一目标需要会员国加大投入力

度。我们不能否认或忽视妇女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也不能将责任归咎于遭受此

类侵犯的妇女。 

 侵犯人权行为经常发生在妇女被买卖以进行商业性性交易的过程中。重点关

注精英妇女的成就和将商业性性产业视为所谓的经济机构和妇女性表达的体现

这一倾向，使得一些政府、联合国机构和某些民间社会部门对商业色情剥削及其

固有的性别暴力和歧视熟视无睹。商业性性产业的扩散不会损害妇女人权这一谎

言，掩盖了社会经济条件中持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并且维护了父权社会男性

获取性行为的权利。 

 《北京宣言》带来的女性和男性、女童和男童机会平等的希望，促使世界上

许多地方的法律和惯例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但是，妇女和女童现在已经拥有平

等选择权，因而商业性剥削只是选择问题的错误观念，导致相关政策非但没有消

除不平等，反而强化了不平等。同其他形式性暴力一样，卖淫也是因历史上妇女

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和妇女无法做出选择引起的。性交易建立且稳固在妇女社会地

位低下的基础上，并将妇女视为性商品。用金钱与妇女身体做交易并不能抹去妇

女在商业性性产业中经常面临的人贩子、皮条客、嫖客的性骚扰、性暴力、生理

和心理伤害以及人性丧失。商业色情剥削不仅不会增强妇女的权能，反而会使性

别不平等得到体现和延续。 

 为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各国政府必须消除一切形式暴力和歧视，包括商

业色情剥削。《行动纲要》（第 130（b）段）敦促各国政府和区域及国际组织采取

适当措施，解决鼓励贩运妇女和女童以进行卖淫和从事其他形式商业化性行为的

根源，包括外部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根源是，由于政府和社会接受这种有害的

文化习俗，卖淫需求得以持续和发展。必须通过综合立法应对这种需求，通过起

诉嫖客和人贩子，将购买商业性行为和从他人卖淫中营利定为刑事犯罪、对年轻

人进行卖淫危害教育、解决媒体中妇女和女童色情化和卖淫正常化等问题。另一

个根本因素是妇女和女童由于贫穷、种族歧视或曾遭受性暴力而处境边缘化，妇

女和女童因此易受伤害。为这些弱势妇女提供援助，包括住房、医疗、教育、金

融和精神健康服务，对于为潜在受害者建立安全网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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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行动纲要》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措施，解决人口贩运的根源问题（第 130

段），《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

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 9 条第 5 款随后也做出规定，要求各缔约国采取

措施，打击助长人口贩运的各种形式人口剥削，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剥削的需求，

但打击贩运妇女和女童方面取得的成功却很有限。事实上，一些国家采取了通过

性产业合法化来规范商业色情剥削的政策，使得男性对妇女和女童卖淫的需求增

加，刺激了全球人口贩运市场的扩大。只要男性和男童将妇女和女童视为可买可

卖的商品，这一想法就会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每个妇女都有定价，所有妇女都

将被视为生来就不平等并遭受不平等对待。此外，年轻男性和男童必须接受教育，

应对参与商业色情剥削造成的社会压力，学习在其家庭和社区中与妇女和女童建

立性别平等关系。 

 鉴于我们越来越依赖技术和在线交流，媒体仍然是助长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行

为的强有力工具。根据《行动纲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对色情制品和媒

体中对妇女和儿童暴力行为的设计进行适当立法（第 243（f）段）。媒体中将妇

女和女童色情化和商品化，直接破坏了妇女平等和人权的增进工作。情色化形象

不仅未能彰显妇女的“解放”，反而成为平等进步的一种抵制形式。它们散布了

一种危险信息，即，女性通过扮演色情化和陈规定型角色，行使她们的选择自由，

并且隐藏了将妇女和女童置于性暴力和剥削风险境地的不平等和漏洞。 

 政府、媒体和民间团体在描述在性交易中遭受剥削的妇女和女童时必须十分

谨慎。《行动纲要》鼓励媒体避免将妇女刻画得低人一等及将她们作为性对象和

性商品（第 243（d）段）。“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等术语使得界定商业色情交

易的普遍性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正常化并得到掩饰。此外，在国际法和《行动纲

要》中都找不到这些术语，因此，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文件中也就不会出现这些

术语。 

 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色情制品普遍化和获取方便问题，尤其是在互联网

上。自《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以来，新一代男童和女童对色情制品和其他

媒体中的性暴力行为变得麻木。性虐待和性暴力在色情制品中正常化，不仅会对

其中的妇女有害，而且也对所有社会成员有害，受影响的社会成员对有辱人格的

图片变得麻木，并将陈规定型的性角色灌输到其信息中。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通过根除男性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包括商业色情剥

削和贩运行为，履行其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中所做承诺。我们迫切呼吁采

取以下行动： 

 (a) 执行旨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际和区域公约，包括《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禁止贩卖人口及取

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

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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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各级机构参与者进行培训和实行问责制，其中包括警察、法官、检察

官和其他社区领导者，将被剥削妇女和女童视为犯罪被害人而不是不道德或罪

犯； 

 (c) 加强法律和政策，以援助性别暴力受害者，包括强奸和性侵犯受害者； 

 (d) 将一切性剥削罪的犯罪者，包括强迫妇女和女童卖淫和对其进行贩运的

嫖客和淫媒者定为刑事犯罪； 

 (e) 为遭受贩运和性剥削风险的妇女制定经济方案，并提高她们对被贩运危

险的意识； 

 (f) 为性暴力和性剥削受害者通过移民补救措施，包括收容所和合法居住

权； 

 (g) 在性别平等大背景下，支持解决性暴力预防问题的教育方案，包括为妇

女和女童提供教育和权利，为男性和男童提供性暴力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危害方

面的教育； 

 (h) 增加对性剥削和其他暴力行为受害者的医疗援助，包括适当的精神卫生

服务，治疗她们遭受的巨大创伤、抑郁、焦虑和毒瘾； 

 (i) 反对性暴力合法化和正常化或企图让负有责任的犯罪者免于起诉或执

法的行为； 

 (j) 认识到媒体和互联网在助长性暴力方面的作用，采取措施，应对色情制

品制作和消费中妇女和女童色情化及虐待妇女和女童行为不断增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