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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童婚，一个不轻松的任务 
 
刘滢 

 
 
    在今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发出了一个名
为“加快行动，结束童婚”的倡议，以在全球保护数百万最脆弱女童的权利，力争到 2030 年在
全球消除童婚现象。 
    倡议中说，将采用已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策略，包括增加女童接受教育和健康服务的
渠道，向女童的父母和社区宣传童婚的危险性，以及通过强化立法和执法以确保 18 岁为最低适
婚年龄等措施。该倡议还呼吁国际社会对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 12 个童婚现象普遍的国家中已
婚女童提供必要支持。 
    童婚是指未成年男女结婚，在世界多国曾流行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很多国家已
被禁止，但在有些地方至今依然比较盛行。据有关组织的数据，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 15 岁以下
的女孩被迫结婚。 
    这些本该在父母怀中撒娇、在学校教室读书的女童，却在对婚姻生活非常懵懂的年纪嫁为人
妇，其命运普遍苦楚不堪。她们干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家务，经常遭受夫家的指责和打骂。有的十

几岁便做了母亲，有的年纪轻轻就已守寡。她们发育还未成熟，极易受到性伤害和感染，甚至死

于非命。2013年 9月，也门哈杰省哈代市部落地区一名叫拉万的 8岁女孩，在与一名 40岁男子
结婚的当晚便一命而亡。媒体报道称，这名可怜的女孩，外阴撕裂、子宫破裂并严重出血。 
    早婚的女孩也是性病和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因为她们很难与丈夫协商安全的性行为。
至于生儿育女，更是她们的一道鬼门关。15岁以下女孩的身体还在发育，骨盆狭窄，美国国际开
发署估计，这使得她们因怀孕或分娩死亡的几率是 20岁以上妇女的 5倍多。2012年，也门就有
一名 12 岁的“娃娃孕妇”在分娩时挣扎了 3 天后死去。另外，女童所生的孩子也面临很大的健
康问题，因为母亲年龄不足 18岁的婴儿更易出现体重过轻或夭折。 
    应该说，童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丑陋现象。2015 年 9 月，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通过了以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将消除童婚列为努力实现的具体目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日前说，如果任由童婚现象持续下去，在儿童时期结婚

的女性 2030年将达到 10亿人。 
    但是，在全球消除童婚现象，并非易事。一方面，童婚在很多地方，是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
比如在阿富汗部落地区，女孩子与男孩子相会或约会被视为家庭的耻辱。一些父母为避免这种情

况发生，就努力尽早把女儿嫁出去。印度一些偏远农村的人认为，女孩子早早结婚，可以保证贞

洁。实际上，印度政府在 1929 年就通过了禁止童婚的法律，但未奏效。1978 年印度政府把男女
婚龄分别提高到 21岁和 18岁，但在许多地区，童婚仍很盛行。而在有些国家，连法律都相当滞
后。也门在上世纪 90年代，一度立法将 15岁设为最低结婚年龄，但后来这条法律被废除，原因
是议会认为父母有权决定女儿几岁结婚。2009年 2月，也门出台了一条法律，规定女性的最低法
定结婚年龄为 17岁，又由于保守派的反对而废除。 
    另一方面，童婚现象也与贫穷、战乱紧密相连。童婚现象基本都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地区，那
里许多父母都将包办女儿婚姻视为拯救家庭的手段。比如童婚“大国”印度、阿富汗等国，那些

极贫人家早把女儿嫁出去，既可减少抚养费用，又可拿到彩礼。阿富汗在过去 30 多年里一直处
在战乱之中，女孩子经常面临被绑架、被强奸的危险。因此安全问题也是童婚现象的一个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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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消除童婚现象虽然是一个不轻松的任务，但毕竟联合国已经加大了行动的力度。不过，在加
强宣传教育、强化立法和执法的同时，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结束战乱，也是不可或缺

的因素。多管齐下，效果才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