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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实现基本人权的主要障碍，它直接威胁着数百万女童

和妇女的生命和健康，也严重阻碍着包容与可持续社会的构建进程。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从内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有时甚至在家庭中制造出恐惧氛围，既有

损于互信的建立，也侵蚀着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整个社会机体。 

今年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重点强调的是这样的暴力行为会对

女童与妇女的教育造成怎样的损害。教育是不容谈判的人权，是充分行使诸多

其它基本权利的前提条件。现今，有大量女性因早婚和逼婚而辍学。五分之一

的女学童宣称自己在学校里经常成为恐吓对象。2015 年，全世界 15 到 19 岁

的女青年之中有十分之一沦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并且多数情况下这些暴力行为

发生在上学路上或者校园之中。学校应该是获得自信实现自我成长的胜地，是

可以一心向学的神圣安全的庙宇。我们不能容忍学校成为充斥着恐惧、暴力和

骚扰的场所。 

在与暴力作斗争、保护女童和青年女性并帮助她们实现自我保护方面，教

育是我们的同盟军。教科文组织与其合作伙伴携手并肩，致力于推动包容的和

有质量的全民教育。在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框架范围内，教科文组织在亚洲开

发了教育工具，为该地区教师提供遏制暴力并与歧视女性现象作斗争的相应手

段。通过与联合国妇女署的密切协作，我们制定了一些准则性方针，帮助会员

国清除校园性别暴力现象。在菲律宾、塞内加尔、南非、黎巴嫩、阿根廷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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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国家，我们与教师工会合作探讨解决方案。这也是教科文组织新近通过的

“无恐惧学习”决定的主旨所在。 

任何社会，只要它的一半人口还生活在对暴力的恐惧之中并且持续成为各

种偏见的牺牲品，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一些简单的原则有必要在此时加以

重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行使

自由权利、作出个人选择并参与到那些影响社会进程的决策之中。女性与男性

应该同工同酬。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发表 20 年后的今天，适逢联

合国通过新的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男女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具

有空前迫切的必要性。今年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正是采取行动落

实这些目标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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