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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16 年 3 月 14 日至 24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 

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性别平等 

主流化、状况和方案事项 

 

 

 

  释放在武装冲突中被劫持为人质的妇女和儿童，包括随后被

囚禁的妇女和儿童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应妇女地位委员会关于释放在武装冲突中被劫持为人质包括后被囚

禁的妇女和儿童的第 58/1 号决议的要求编制的。它包含了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并

介绍了各政府间进程对此专题涉及的有关问题所给予关注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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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 2014 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释放在武装冲突

中被劫持为人质包括后被囚禁的妇女和儿童的第 58/1 号决议。委员会回顾其以往

关于此专题的各项决议，继续表示严重关注在世界许多区域持续发生的武装冲突

及其对人类造成的苦难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到跨国有组织

犯罪造成的威胁及其与恐怖主义日益紧密的关联，谴责为任何目的，包括筹集资

金或赢得政治让步，而制造的绑架和劫持人质事件。委员会确认国际社会需要依

照国际人权标准果断、坚定、协调一致地作出努力，终止此类行径。  

2. 委员会请秘书长参考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向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六十届会议提交关于第 58/1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报告就

是应这一要求编制的。它包含了四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并介绍了各政府间进程

对此专题涉及的有关问题所给予关注的最新情况。 

 

 二.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3. 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黎巴嫩和塞内加尔政府已就请会员国介绍第 58/1 号

决议执行情况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亚美尼亚报告称，决议的规定已在其刑法典中

得到体现。澳大利亚说明，其执行决议规定的方法是实施本国关于妇女、和平与

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贯彻关于保护平民的指导方针，执行危机中和危机后环境

中的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方案，并为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社区性项目提供资金。

黎巴嫩报告了本国通过面向该国女囚犯的社会和个人健康方案执行该决议规定

的情况。塞内加尔表示该国遵守了根据第 58/1 号决议承担的国际义务，并与军方

一起就决议的关键规定开展了培训宣传活动。 

 

 三. 各政府间进程对此专题所涉问题的关注 
 

 

4. 自秘书长上次向委员会提交报告(E/CN.6/2014/7)以来，人权理事会、大会和

安全理事会都继续了解和考虑与此专题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分子和

极端主义团体的劫持人质和绑架行为，还包括强迫失踪和失踪人员问题，也包括

劫持和强迫招募儿童参加武装冲突问题。 

5. 截至 2015 年 11 月中旬，已有 94 个国家签署、50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保护

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继续为强迫失

踪的女性受害者作出呼吁。工作组在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9 日召开的第九

十八次会议上就受强迫失踪影响的妇女通过一般性意见(A/HRC/WGEID/98/2)，

确认妇女和女童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包括本人为失踪人员，或亲属为失踪人员，

或因有人被强迫失踪而受到伤害；而且，妇女和女童由于其深深根植于历史、传

http://undocs.org/ch/E/CN.6/2014/7
http://undocs.org/ch/A/HRC/WGEID/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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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宗教和文化的性别角色，其因强迫失踪而遭受伤害的方式与男性和男童不同。

上述一般性意见向各国提出详细建议，建议各国在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处理强迫

失踪事件的各项措施，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方面的措施。 

6. 提交给政府间机构的一些报告明确表示关注武装冲突局势中不断发生的劫

持人质事件，包括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绑架移民以及出于政治动机的绑架。人权

理事会收到若干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其中论述了妇女被劫持为人质和被强迫失踪

等问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其第十次报告

(A/HRC/30/48)中指出，叙利亚武装反政府团体绑架了 100 多名妇女，目的是交换

被政府拘留的妇女和战斗人员。该报告还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

伊斯兰国”)在 2014 年 8 月对伊拉克北部 Sinjar 地区的袭击中绑架了数百名"雅

兹迪"派妇女，后将其强行带过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接壤的边界，迫使其充当

性奴。鉴于所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其关联团体所犯的侵犯人权行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撰写了关于伊拉克境内人权状况的报告

(A/HRC/28/18)，也详细介绍了被伊黎伊斯兰国俘虏的“雅兹迪”派妇女所遭受的

虐待，包括强奸、性奴役和强迫迁移。 

7. 人权理事会收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A/HRC/25/63 和 A/HRC/25/CRP.1)，其中说明了多起绑架和强迫失踪事件，包括

在朝鲜境外对妇女实施此类行为的事件。委员会注意到，基于妇女的性别对其进

行劫持是一种性别暴力行为，而且女性被拘留者比男性更易遭受性暴力侵害。人

权理事会还收到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A/HRC/29/42 和

A/HRC/29/CRP.1)，其中详细叙述了妇女在该国被强迫失踪和隔离监禁的遭遇。1

一些曾被囚禁者描述了其中某个监狱的拘留状况，称其无法忍受、极为悲惨。在

该监狱，被单独监禁者包括孕妇和儿童。报告还记载了强迫失踪男性受害者的妻

子、母亲和孩子们的遭遇，包括其了解失踪者下落真相的权利遭到侵犯，还包括

如果他们继续查问其丈夫和父亲的下落，就会受到威胁，甚至遭到拘留。 

8. 安全理事会已对冲突局势中劫持人质问题明确表示关注，特别是关注恐怖主

义团体劫持妇女和女童问题。安理会第 2199(2015)号决议最强烈地谴责伊黎伊斯

兰国、胜利阵线和其他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劫持妇女和

儿童，并对其剥削和虐待妇女和儿童表示愤慨。安理会第 2222(2015)号决议强烈

谴责恐怖主义团体制造绑架记者事件，并确认女记者面临特殊风险。安理会第

2225(2015)号决议表示严重关注大规模劫持女童事件，并敦促冲突各方立即无条

件安全释放被劫持儿童。安理会还曾从总体上论述将妇女和儿童劫持为人质的有

__________________ 

 1 调查委员会注意到，“强迫失踪”和“单独监禁”的区分往往是模糊的，并指出，只要国家当局隐

瞒人员的命运或下落，从而将他们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就相当于强迫失踪。(A/HRC/29/CRP.1，第

791 段)。 

http://undocs.org/ch/A/HRC/30/48
http://undocs.org/ch/A/HRC/28/18
http://undocs.org/ch/A/HRC/25/63
http://undocs.org/ch/A/HRC/25/CRP.1
http://undocs.org/ch/A/HRC/29/42
http://undocs.org/ch/A/HRC/29/CRP.1
http://undocs.org/ch/A/HRC/29/C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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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包括在第 2143(2014)号决议中强烈谴责武装冲突各方一切违反适用国际

法、招募和使用儿童包括将其劫持的行为。 

9. 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这一领域，包括此

领域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团体劫持妇女、强迫妇女失踪等问题之间的

关系。安全理事会在 2015 年 10 月 13 日通过的第 2242(2015)号决议中确认，妇

女往往是恐怖主义团体的直接目标，并在该方面提及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

报告(S/2015/203)。安理会表示其打算考虑各种措施，包括在规定或延长有针对性

的制裁时，指认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实施强迫失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恐怖主义团体，包括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此类团体。   

10. 为了响应安全理事会第 2122(2013)号决议，秘书长委托开展一项关于执行第

1325(2000)号决议的全球性研究。这项研究以“预防冲突、改革司法、保障和平”

为题目，研究报告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论述了执行第 1325(2000)号决议方面的

良好做法、差距和挑战，探讨了与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相关的新问题。报告的

一章涉及妇女反暴力极端主义问题，介绍了妇女和女童被劫持及其随后遭到虐待

的情况，以其为例说明了极端主义团体给妇女权利造成的威胁。该研究报告提出

了若干建议，包括将妇女和女童遭劫持事件报告数量增加作为冲突早期预警系统

的一项不安全性上升指标。   

11. 政府间机构也继续努力制止将妇女和女童劫持为人质的行为，措施包括由秘

书长的各位特别代表们发布报告和情况简介。负责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

特别代表继续更新名单，列举其违反国际法行为包括招募和使用儿童参加武装冲

突的冲突当事方。最近，该特别代表的年度报告(A/70/162)指出被劫持儿童人数

显著增加，而且极端主义团体日益大肆实施此类行径。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

秘书长特别代表也继续应对妇女被劫持为人质这一问题，而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

暴力的报告则说明了伊拉克、尼日利亚、南苏丹、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也门境内妇女和女童被诱拐、绑架或劫持为人质的情况。秘书长按照

大会第 67/177 号决议的要求，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失踪人员的报告(A/69/293)，其

中论述了儿童据报在武装冲突中失踪的的问题。 

 

 四. 意见和建议  
 

 

12. 自上次报告发布以来，妇女和儿童被劫持、强迫失踪和绑架，特别是被恐怖

主义团体劫持、强迫失踪和绑架的情况引起了人权理事会、大会、安全理事会等

政府间机构的注意。向这些机构提交的报告日益详细、全面叙述了妇女和女童遭

受此类侵犯行为的经历，这些机构的决议、发言和其他成果文件也反映了这些罪

行的严重性。一个显著的进步是，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规范性框

架目前明确规定，必须对出于恐怖主义目的而劫持妇女和儿童并在其被关押期间

对其犯下其他罪行的团体进行制裁。 

http://undocs.org/ch/S/2015/203
http://undocs.org/ch/A/70/162
http://undocs.org/ch/A/6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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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会员国为本报告贡献的资料表明它们已努力加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立法和

政策机制。然而，收到的这 4 份答复仅就这一领域的工作提供了有限的信息。回

复率如此低可能表明，在其他政府间进程中对第 58/1 号决议所涉问题的报告和审

议日益增多，其详情见本报告有关部分。因此，妇女地位委员会不妨考虑精简就

此主题提交意见的方式，即：将其作为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交常规意见的

一部分，包括作为就秘书长有关报告提交意见的一部分，而不是以两年期报告的

形式单独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