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妇女署执行主任 Phumzile Mlaamo-Ngcuka 发表 

关于#MeToo 的声明 

 

男人别做沉默的围观者: 共同发声，结束性骚扰者免责现象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一百多万个人通过#MeToo 推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个人

性骚扰和性侵害经历。大家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来的团结，恰恰表明我们需

要寻找一个共同的声音，告诉大家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性侵害的普遍性。

当女性选择隐蔽自己，大家不会知道她们到底经历过什么。  

在网络上发声如此重要，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看清那些被我们因为社会习惯

而忽略和默认的错误行为。骚扰女童和妇女而不受到惩罚是个残酷的特权，

但在很多地方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只有当女性证实彼此的经历，当男性也加

入支持这个运动并有所行动，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声。 

我们通过大家分享的故事看到了真相。而这也反映了当我们选择沉默时，有

多少人在免责的情况下犯错。 

沉默庇护了伤害性少数群体（LGBTI）的人，庇护了伤害在经济地位上、年

龄上、种族上处于弱势群体的人。这些群体中的女性最受影响，最隐蔽，但

其实也是最能够从社会文化的改变中获益的人群。我们看到 Tarana Burke，

一个服务弱势女性的纽约社区组织者，先提出了#metoo口号，被她的朋友

Alyssa Milano引用，并随后被几十亿人看到。 

为了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让女性的权益受到尊重，女性必须自由充分地参

与到社会、政治和职场中。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机构的领导，就会有更多

的机会改变拥有掌控权的男性欺凌女性的现象，改变性骚扰者免责现象。职

场中以及家庭内外的性骚扰和任何其他形式的骚扰都不可以被接受，不可以

被忽略。 

我们不能继续忽视这个问题，不能再说“这没什么”。加入到这个运动的男

性还远远不够。女性和男性必须一起改变 ta 们对性侵害的反应，团结起来

让性侵害不再被接受，不再隐蔽。男人别做沉默的围观者。 



我们需要赋权于所有女性， 让她们发声，让她们的权益和她们的身体受到

尊重，将犯罪的人绳之于法，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们向那些为妇女和女童权益而奋斗的女性致敬，也号召大家重新投入到消

除一切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奋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