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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3卷）：走向赋权》是由国际刑法与妇女人权领域的专家撰写的三卷本巨
著之一。

　
作为一部全面深入地研究人权法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的著作，从理论和文化习俗到法律文书以及国际法
庭的判例法，对国际法上的妇女权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阐释，对妇女权利领域的具体问题与解
决方法、针对妇女的犯罪与侵犯、可予利用的资源和积极有效的赋权等，提供了犀利透彻的分析。

　
第三卷强调在特定区域和文化语境下对妇女的赋权，所涉地区和国家包括中东、巴勒斯坦、东欧、美
国、澳大利亚和非洲。
重点研究了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宗教传统中妇女在人权领域发挥的作用，以及特定妇女群
体如女童、难民妇女、武装冲突中的妇女、寡妇、土著妇女和残疾妇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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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所采取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以及对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惩罚措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极大的关注。
这不仅导致中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且还导致了对该国经济援助的撤销。
中国对此的反应就是称这些外部措施是对在本质上属于国内事务的干涉。
对于外界有关中国的计划生育计划和人口控制政策侵犯个人自由的广泛批评，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
，并声称：“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国际社会所制定的人口领域内的基本原则，而且还
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在这一语境下所使用的“干涉”一词含义非常模糊。
它可以包括国际批评或负面的媒体报道，而这些都不被任何国际法规则所禁止。
另外，国际人权法的最新发展也大大降低了有关主权和人权对立的原则的实际意义。
 另外，强制性措施不仅违反了自由选择的原则，而且还包括野蛮的身体暴力措施。
对有关各种避孕措施的副作用的信息的歪曲和隐瞒如果妨碍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则也可以被视为“强
制”的一种要素。
另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一些社会对夫妻生育子女的道德义务的强调。
虽然无可否认，生育子女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当的社会利益，但是使用强制手段迫使个人生育子女的做
法在国际人权法领域是没有正当性的。
恰恰相反，上面所提到的包括强迫受孕等做法会对妇女造成严重的后果。
它们对妇女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侵犯了她们根据《妇女公约》第16条第1款第5项所享有的“
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及其生育间隔”的权利。
 与艾滋病相关的强制措施 另—个与本文有关的重要问题就是：国家以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和后果
为由在其国内法律和／或行政实践中对计划生育权利进行限制的做法是否符合人权标准。
妇女的一些生物、社会和生理特征使她们更容易受到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大多数性病的侵害。
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对母亲和未出生胎儿的保护构成了政府干预的正当目的。
与此同时，1989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艾滋病与人权国际咨商会议表明，国际社会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
识，即以上这一目的还“不足以”成为那些违背母亲愿望的措施的正当理由。
虽然艾滋病病毒的迅速传播是—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在
不受歧视的条件下自由作出决定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对感染艾滋病的妇女进行强制性堕胎或绝育的做法是对其受国际法保护的建立家庭的权利和计划
生育权利等人权的侵犯，因此——根据本文作者的观点——任何法律理由都不能证明其正当性。
尽管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母亲所生下的孩子中60％-80％都没有受到感染，但是在一些国家中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孕妇都受到了来自各方——尤其是来自医生的——要求她们终止妊娠的压力。
 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个问题就是目前正在讨论的选择性堕胎的正当性问题，在许多国家中，优
生学的倡导者不时提出为保护社会免受某些群体的后代的侵害而对生育进行强制性控制的必要性。
有些国家曾经基于此动机而制定了针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生育子女的人——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中的精神病患者和罪犯——实施强制性绝育的法律。
然而根据如今的人权法，此类选择性规则显然是不具正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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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固本兴邦，必伸民权。
“民权译丛”着眼于民权的制度规范建设，力求全面、深人地介绍国际和国外基本民权的历史由来、
原理原则和相关的操作知识，为中国民权文化的发展和权利保护的加强提供必要的智识资源和参考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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