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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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提交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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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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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北京会议后二十年：观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人权取得的进展和尚

未兑现的承诺 
 

 

 自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后二十年以来，在各个国家、区域和国际舞

台及机构，包括联合国系统本身，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无疑获得了突出地位和可

见度。 

 对于本网络的工作区域，也就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15 个国家，我们想强

调的是，虽然在女权组织的广泛支持下，实现了承认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进

步和公共政策，然而，为确保切实执行这些法律和政策并实现既定目标，仍有许

多工作要做。 

 日益认识到如何通过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的体制机制来促进平等，其中因国

家不同，其独立程度不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制的预算少，成功地突

破了其他政府机构的界限。 

 尽管时间推移，但贫穷妇女人数日增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背景下妇

女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种模式将过度开发环境和资源、积累财富和保护市场

高于保护人的尊严作为优先事项，这尤其影响妇女的生活。 

 关于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性与生殖健康，法律限制（例如限制安全和免费堕

胎权利的法律）、性暴力或对妇女生命或健康的威胁阻碍妇女享有这项权利。应

特别注意将妇女的生殖自主权定为犯罪的法律，例如智利、萨尔瓦多、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克共和国的法律。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自通过《贝伦杜帕拉公约》20 年以来，34 个国家

批准了这项公约，但仅有 9 个国家在家庭暴力条款框架内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确

定为其国内立法的一项具体罪行。我们提请注意尼加拉瓜立法的倒退步伐，该国

第 779 号法案修正案中纳入了暴力案件的调解，这是一种失败，承认了不平等的

权力关系，使妇女面临更大的风险，并造成更多的有罪不罚现象。 

 此外，将杀戮女性定为犯罪是突出强调这种极端暴力侵害妇女现象的重要方

式，但这不能是孤立的工具，预防和消除这种极端暴力侵害妇女形式的政策应被

作为优先事项。还有必要执行统计和报告制度，采用符合方法论标准的方法，有

助于将这种现象公之于众。 

 我们提请注意，妇女人权维护者遭到攻击，对其实施的罪行越来越多。2012

年，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报告有 414 起针对妇女人权维护者

的攻击，其中仅墨西哥就发生了 118 起。恐吓、殴打和杀戮女性都是施加虐待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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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逐步享有作为人的各项权利还有待实现，针对女孩权利的多重侵犯行为

持续。研究显示，家庭和学校环境中针对年轻女孩的性别暴力对少女怀孕造成影

响。 

 我们呼吁无性别歧视和反歧视教育权，这种教育要充分涉及性方面的事情。

缺少这种教育导致少女高怀孕率，延续了基于远离科学事实的生物或宗教解释的

态度。 

 《行动纲要》并未在其发布二十周年之际结束。必须扩大《行动纲要》做出

的承诺，只要其超越联合国系统的其他议程，例如开罗议程和 2015 年后发展议

程。 

 我们认为，《纲要》的目标尚未实现。我们，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妇女，继续

呼吁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