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小武器问题调查》：第2章 概述

危及家庭
枪支和亲密伴侣暴力

在枪支持有及枪支暴力问题中，虽然常常忽略性别差异，但在非冲突环境中，性别差异已变得异常明显 - 例如在以家

庭为背景的环境中或在家庭暴力中。针对多个国家的相关研究表明，大约40%~70%女性谋杀受害者是遭到亲密伴侣谋杀

的；在那些特别容易获取枪支的国家，枪支是经常使用的武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枪支暴力的大多数男性受害者常常在

家庭外面遭到杀害，而这些凶手往往并非其亲密伴侣。

本章突出强调枪支与亲密伴侣间暴力的关系，对关于使用枪支进行杀害、伤害及恐吓的现有有限数据进行审查；考

虑武器持有及使用的性别本质，以及男性持有枪的文化支持。本章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 虽然绝大多数的与枪支谋杀有关的受害者及行凶者为男性，但是在亲密伴侣间暴力背景下有更多的女性因枪支暴力而

受到杀害、伤害及恐吓。

• 在枪支暴力水平高的国家，针对女性的亲密伴侣间的枪支暴力事件远高于其他地方。

• 男性为主要对亲密伴侣实施谋杀的行凶者，继而自杀（“谋杀-自杀），枪支是主要的凶器。

• 大多数的枪支持有者为男性，他们同时也占个人使用枪支者的大多数，例如各种武装力量、警察或私人保安；家庭中的

枪支及与工作有关的枪支的出现使得女性在受到亲密伴侣间暴力伤害及恐吓方面的风险增加。 

• 性别的不平等、对女性使用暴力的容忍及文化认同及男性概念中对枪支持有（男性和女性可能都赞同）的认可，共同使

得女性处于涉及枪支危害的亲密伴侣间暴力的环境中。

• 针对亲密伴侣谋杀事件及相应的风险评估而放弃使用枪支，有助于阻止暴力发生，但仅出现在一小部分报道事件中。

• 承诺制定有关减少与枪支有关的亲密伴侣间的暴力，包括更加严格监管公民对枪支的持有、出台更广泛的预防性政

策，引起持有枪支的家庭对潜在危险的警醒，及设法改变人们针对男性概念中的本应持有枪支这一文化态度。

• 为解开受害者-行凶者间的关系，及在亲密伴侣间实施的暴力，以及杀害过程中所使用的武器类型，我们需要相应的数

据来研究枪支使用的发展形式及变化趋势，并且同时进行干预及作出相应评估。

图2.1   在所选国家中，家庭中发生的凶杀对比总体凶杀率（最新可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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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111个国家及地区的数据表明，每年大约有66000名女性死于暴力，占所有蓄意杀害的17%。这些死亡时间通常

发生在家里，而行凶者通常为受害人现在或以前的伴侣。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受害者是因枪杀致死的。与其他暴力手段相

比，使用枪支更易造成死亡及重伤。

尽管枪支暴力已经高度性别化，但研究还未发现其对于男性及女性影响的差异。

在暴力事件蔓延的地区，如南非、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女性正在遭受极高的来自伴侣及陌生人杀害的风险。在

凶杀率发生较低的地区，如西欧，亲密伴侣间的暴力主要来自于蓄意杀害。图 2.1 显示从凶杀案频发的国家到发生率较低

的国家中，在私人住所遭到杀害的女性的比例。图 2.2显示在所选欧洲国家中，43%的亲密伴侣间暴力受害女性遭到现任

或之前的配偶杀害，而在这种情形中男性仅占3%。 

在与现有数据有关的所有国家中，男性为亲密伴侣谋杀-自杀事件的主要行凶者，枪支是主要的凶器。家庭持枪率越高

的国家，发生枪支谋杀-自杀几率越高。

家中存放枪支所造成的风险远远超过所带来的益处。

男性伴侣使用枪支主要用于对其伴侣进行非致命性伤害、威胁及恐吓。枪支主要用来威胁、恐吓对方，而并非进行杀

害。 

大多数枪支被男性持有及使用，包含武装力量、警察及私人保安等。总的说来，并未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女性持有枪支

就可以保护其不受伴侣的攻击。反而，家中存放枪支所造成的风险远远超过所带来的益处。

那些暴力频发及枪支持有率高的国家，往往男女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很严重，并且漠视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一些女性

认为，男子对妻子实施暴力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他们支持助长男性持枪的男权概念。

广泛的枪支监管法律改革，似乎对遏制与枪支有关的亲密伴侣间暴力事件起到了一定作用。对枪支使用进行限制的措

施，若能得到较好的执行，如同风险评估来估计未来亲密伴侣间枪支暴力风险一样，则有助于防止此类暴力事件发生。但

是，遏止亲密伴侣间枪支暴力事件的发生需要从文化层面上进行更深刻的改变，因为它影响着人们对于暴力及枪支的看

法。应展开针对家庭枪支对女性造成潜在危险的教育，这样可以帮助她们提高警惕；有关男性用枪问题、性别不平等及对

女性所受暴力侵害的容忍的公共对话，也会起到相应的作用。同时，迫切需要搜集更完备的关于紧密伴侣间暴力事件的数

据资料，这样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影响此类事件发生的因素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我们对此进行有效的干涉。 

图2.2   按照受害者性别，16个欧洲国家中行凶者及受害者之间关系（最新可用数据）

男性受害者 女性受害者

 配偶或原配（男性3%；女性43%）

 其他亲属（男性34%；女性27%）

 其他熟人（男性24%；女性14%）

 受害者不认识的（男性31%；女性13）

 未确认的（男性8%；女性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