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 
 

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不断加剧，联合国妇女署呼吁人们采取具体措施以应对与疫情

同时出现的“藏在暗处的‘流行病’”（shadow pandemic）  
 

随着 16 日行动拉开序幕，我们鼓励合作伙伴们对公益组织提供资助，响应幸存者的需求，预防暴
力行为并收集相关数据，从而构建疫情后的“新常态” 
 

纽约，11 月 25 日——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和“有罪不罚”的现状已威胁到我们在争取性别

平等以及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取得的进展，联合国妇女署呼吁人们采取有效且果断

的行动，在“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共同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在 2021 年的“平等

的一代”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行动方将在论坛上做出更进一步的承诺，加快行动的步伐，从而

根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开幕之际，政府、民间组织、青年、意见领袖和私营企业将通

过今天起至 12 月 10 日的全球动员运动——“消除性别暴力 16 日行动”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将

提出一项共同的要求：在社会经济重建之时，建立一个让所有妇女和女童远离暴力的未来。 

早在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之前，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就已成为最普遍的人权侵害行为之

一。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 18%的妇女和女童在过去的 12 个月内曾遭受亲密伴侣施加的身体或性

暴力行为。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持续蔓延，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这一“藏在暗处的‘流

行病’”变得日益严重，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而家庭、街头、网络和其他各类环境中的暴

力事件均有增多。在疫情爆发的前几周，在一些国家，求助电话的被拨打次数增加了五倍；而在

其他国家，由于妇女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寻求帮助，或正与施暴者者处于同一寓所之中，求助电话

的被拨打次数反而减少了。预测显示，封锁政策每持续 3 个月，受暴力行为影响的妇女和女童就

会增加 1500 万。  
 

“我们发现，全世界都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做出了响应，每个人都动员了起来，坚定地投入了
抗疫事业、执行了相应的措施。然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也是一种“疫情”——这种“疾病”出现
的时间远早于冠状病毒，并且存续时间会比病毒更长久。面对当前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 2019 冠
状病毒病疫情，我们决心将我们综合性的资源用于解决最严重的问题，永远终结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的行为，而此刻，正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时刻。”  
 

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今年年初提出的 “家庭和平（Peace in the home）”号召，近

150 个国家已同意将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作为关键组成部分纳入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计

划，还有许多国家随后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基本服务，如庇护所、求助热线和其他暴力行为报告机

制。然而，在参与了一项近期调查的 206 个国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48 个）国家表示，会

将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相关服务视为其国家或地方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计划的一部分，而

且，只有极少数的国家会为这些措施提供充足的资金。 

为解决制止性别暴力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资源不足的问题，联合国妇女署组建了“性别暴力问题行

动联盟”——这是一个由政府、民间组织、青年领袖、私营企业和慈善机构所组成的创新合作项

目。该项目旨在制定一份极具魄力的行动促进议程，并通过募集资金来根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的行为。我们将在于墨西哥和法国举行的 2021 届“平等的一代”论坛上公布这些行动议程和投

资，以及另外五个与“平等的一代”行动联盟相关的内容。  

点亮橙色：募资、响应、预防、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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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界各地的民间组织助力的“16 日行动”为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推进提供了一次机

会。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使我们认识到了这一行动的紧迫性，帮助我们落实针对性别暴力行为的

措施。在国际日纪念活动筹备期间，联合国妇女署呼吁成员国在“16 日行动”中做出具体的、切

实的承诺。 

今年“16 日行动”的主题是“点亮橙色：募资、响应、预防、收集！”。针对今年妇女与女童受到

的暴力侵害行为急剧增加的现象，“16 日行动”可以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整个联合国系

统对此问题的积极回应。  
 

“性别暴力行为会影响并伤害到每个人——家庭和社区、社会和经济——并妨碍我们为实现和
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团结统一的行动：我们需要加强问
责制，质疑那些纵容暴力的态度和做法。我们必须为一线的妇女民间组织提供资源，” 联合国秘
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道。 
 

本着这一精神，今年的活动将敦促所有政府部门和合作伙伴在以下四个领域加快实施切实的政

策：  
 

o 募资   在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各项工作中，为消除性别暴力的基本服务和致

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妇女组织提供资金 

o 预防  通过动员活动和零容忍政策来防止性别暴力行为  

o 响应  为幸存者提供求助热线、庇护所和司法响应等服务，即使在封锁期间也不例

外 

o 收集  收集数据以改善服务、方案和政策   

 

  
在人道主义危机中解决性别暴力问题 
 

面对人道主义危机，妇女和女童受到的影响格外严重。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已经证明了一点：在

人道主义危机之中，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需求。在疫情封锁期间，亲密伴侣的

暴力行为和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均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妇女会被困在住宅、帐篷和难民营中，与

施暴者待在一起。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今日宣布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 800 万美元，供该机构在紧急

情况下与性别暴力行为作斗争，这表明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财政资源正在持续增加。  
 

中央应急基金（CERF）的最新拨款将提供急需的动力，帮助那些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工作的，

以妇女为主导的机构或妇女组织预防性别暴力，简化司法流程，并向妇女和青春期的少女提供面

向幸存者的服务。这还将促进由包括暴力幸存者在内的妇女发起并主导的内的过渡性正义程序

（即，解决大规模人权侵犯遗留问题的措施），在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这些资金将被用

于五个国家的两年期项目。在这些国家，那些旨在于满足妇女基本需求的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出现

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世界各地的情况 
 

本次联合国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官方纪念活动将首次以虚拟形式进行，各成员国可利用

这一机会加强并推进其消除妇女及女童暴力侵害行为的承诺。部分与会者将现场参与本次活动，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2020/11/announcer-executive-director-appeals-to-governments-to-end-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


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成员国代表、副秘书长兼妇女署执行主任普

姆齐莱-姆兰博·努卡，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娜塔莉亚·卡内姆。同时，联合国

妇女署亲善大使妮可·基德曼和辛迪·毕晓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亲善大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迪娅·穆拉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兼 Rise 创始人阿曼

达·阮将通过视频参与本次活动。 
 

与往年一样，埃及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智利东岛的摩艾雕像、摩尔多瓦共和国议会、科威

特塔、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市政厅等世界各地的标志性建筑和纪念碑都将点上橙色的灯光，以呼吁

人们打造更光明的未来，让妇女和女童生活在没有暴力的环境中。在荷兰，有 200 多个城市将点

亮橙色灯光以声援幸存者，参与 16 日行动。 
 

此外，世界各地还将举办数百场活动来照亮“藏在暗处的‘流行病’”：在泰国，领导人将参与

一场广受关注的电视节目，并在活动中表达在疫情期间消除性别暴力的承诺；在约旦，各大高校

将以男性在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主题，开展一系列讨论、辩论和艺术展

览；德国波恩将组织一场平权之旅，其参与者可以利用 GPS 坐标和地图探索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当

下，了解这座城市的著名女性人物和性别平等的历程。  
 

孟加拉的居民将组成一条传递链条；一群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高人气视频博主将进行一次在线快闪

表演；印度尼西亚将组织一场视频竞赛，让人们讨论移民女工所遭受的暴力和贩运问题；阿尔巴

尼亚的妇女组织将接受自卫培训；还有其他多项活动将于 16 天内举行，包括由巴拿马及该区域成

员国代表组织的高级别虚拟活动。  

 
*** 

如有访谈请求，请联系 media.team[at]unwomen.org。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联合国妇女署的贴纸和GIF动图，使用Instagram滤镜和#orangetheworld、# 

GenerationEquality和#16days等标签来表明你对性别暴力的立场，并在推特上关注@SayNO_UNiTE

和@UN_Women的对话内容。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本社交媒体包。  

联合国妇女署已将话筒交给幸存者和一线人员。如需查看个人证词、经历和多媒体内容，请访

问：https://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end-violence-against-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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