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理專業對「武力衝突」的觀點 

國際護理協會立場 

國際護理協會極力反對在任何情況下發生的武力衝突，也相信透過談判、斡旋、

其他和平解決衝突，以及應該尋求外交解決方案來避免這種情況。本會特別關心

被波及的市民、難民及流離失所者遭到的重大影響，包括：健康的嚴重損害與基

本人權的危害。 

 

身處在戰區的婦女、孩童及老人等易受傷害族群，需受到妥善的照顧、諮商，以

幫助他們維持或重建身心健康。國際護理協會譴責越來越多的戰區兒童加入武力

士兵行列，及不顧及兒童意願的童兵行為。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現代奴隸制度及嚴

重侵犯兒童的基本人權。 

 

國際護理協會深信護理師在處理武力衝突事件上，如：關於難民的急難救助、長

期照顧的健康需要、戰亂流離失所者、其他民眾、受傷戰士、維護戰區醫療設備，

以及顧及醫療專業人員的健康，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於醫療設施、人員、病

人及交通運輸等蓄意攻擊行為，皆屬於違反國際法律規範。 

 

武力衝突時，國際護理協會應督促各國家護理學（協）會從事： 

 要求政府立即人道救援，例如：對難民及流離失所者之健康照顧、促進戰區

接受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的幫助。 

 檢視本國政府的處置，且協助當地政府、聯合國代表及非營利組織，不分種

族對所有需要者，提供合宜的健康服務。 

 呼籲各國政府確保護理人員及其他醫護人員的護理義務不因政治原因而受

到阻礙。 

 保障傷兵、戰地醫療工作者及戰俘，均能得到健康照顧。 

 推動公開報導屠殺、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制度，及注意報導之正確性與及時

性。必要時，應扮演監督人權的角色。 

 加強建立國內相關機構以保護及促進人權。 

 遊說對士兵（包括童兵）的遣散、復健並安置其至安全健康的環境。 

 

背景 

戰區內約 90％飽受武力衝突的受害者中是一般民眾。據統計目前遍及世界各地

有超過 1050 萬難民、超過 2750 萬的流離失所者，以及超過 30 萬的兒童雇傭兵。

對戰區民眾、難民及流離失所者，給予妥善的健康照顧及人權的維護是必要的。 

 



國際護理協會贊同國際人權宣言及 1949 年 8 月 12 日的日內瓦宣言，以此為國際

人道法律及原則，用以保護戰時人性尊嚴，也呼籲任何武力衝突地區實施以上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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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立場聲明 

˙ 護理與人權 

˙ 兒童的權利 

˙ 移民、難民與流離失所者的健康服務 

˙ 護理人員在照顧囚犯和被拘留者的角色

˙ 戰爭與衝突事件中排除武器使用 

 

 

 
國際護理協會是由 130多個國家護理學（協）會組成的聯合會，代表著全球 2,790

萬的護理師。國際護理協會由護理人員與國際領先的護理人員營運，致力於確保

全球所有人的健康照護品質和良好的健康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