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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起卫生巾、缺少性教育，这些隐
匿在大山深处的问题随着“散装卫生巾”
冲上热搜而再次引起关注。如何为女孩
们提供帮助呢？目前，世界多国已采取一
定措施。

例如，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从2019年
1月1日开始，澳大利亚将取消原先对女性
卫 生 用 品 所 收 10% 的 商 品 及 服 务 税

（GST）。美国俄亥俄州此前通过一项提案，
取消了众议院对月经产品的州销售税。

早在 2010 年，印度政府就批准了女
性生理卫生方案，向 1500 万青少年女孩
提供卫生巾。通过这一方案，为中标的卫
生巾给予价格补贴销售，每片售价仅为1
卢比。2018 年，印度宣布取消极具争议
的、高达12%的卫生巾税。

值得关注的是，新西兰政府在今年6
月表示，将向全国各地的学校提供免费的
女性卫生用品，以解决“月经贫困”问题。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曾披露，新西
兰9岁至18岁之间近95000名女孩生理期
只能待在家里，原因是买不起卫生巾和卫
生棉条。

苏格兰更进一步，承诺在公共场所免
费提供卫生巾和卫生棉条。据媒体报道，
苏格兰从2018年就开始在大中小学免费
提供卫生巾和卫生棉条。2月25日，苏格
兰议会批准一项计划，允许在社区中心、
药房和青年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免费提供
经期卫生用品。

南都记者关注到，取消或降低卫生巾
等用品的税费，在微博上引起不少关注。

在清幽看来，全民免费尚待进一步讨
论，但她也期望能为 18 岁以下的女孩们
免费提供卫生巾等用品，保障她们的生理
健康权利，“因为她们还是孩子，是即使有
钱也不好意思买的年龄”。

从南都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有多
家公益机构为农村女童开展物资、教育等
生理卫生服务。但在全国范围内，仍有较
大缺口。提供服务的公益机构也存在较
大压力。以清幽所在的UU公益为例，今
年的筹款缺口为 300多万元，可为 1万多
名女孩提供卫生用品和生理心理健康关
爱。“捐了一年，第二年孩子们用期盼的眼
神问今年还会有么。每当这时候，我都很
想哭。”清幽说。

社会观念也在影响女孩们获取健康
服务。一些女孩因为卫生问题或使用劣
质卫生巾等原因患上了妇科疾病，但女孩
们却不愿去妇科看病。“这是特别让我苦
恼的一件事。”清幽表示，女孩们会担心被
同学家长碰到，认为自己“怀孕了”。

她多次向南都记者强调，除了物质上
的支持，孩子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例
如把“妇科”改名为“女科”、让受“重男轻
女”影响的女孩感受到“爱”。（为保护隐
私，宋薇、高洋、张小雅为化名。）

（宋承翰 杨天慧）

关注
如何保障女孩的生理健康权利？

散装卫生巾冲上热搜

“月经贫困”问题引广泛关注
不少女士卫生巾自由不容易容易

“关于卫生巾，我也是偶然看到才知道原来网上还有卖散装的。”在网友的感叹后，“月
经贫困”（买不起卫生用品）迅速引起关注。

散装卫生巾引起关注，与极低的价格不无关系。从初潮到停经，女性们承受着显而易
见的身体和经济压力。行业报告称，这是一个价值 400亿元的市场，从南都记者的采访
看，一名女性一年在卫生巾上的开销从200余元到千元不等。金额看似不大，但对不少女
性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压力。而看不见的社会压力，也在影响女孩们的生理健康。为留
守和低收入家庭的女童们提供生理健康支持的公益组织发现，因为缺少性教育和家庭收
入不高，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都可能成为女孩们应对月经的选择。

在专业定义中，“月经贫困”（Period
Poverty）指的是，女性因经济负担能力不
足或受落后观念等因素制约，无法在经期
内得到足够的卫生用品，而无法有尊严地
度过生理期。

如果说卫生巾的缺乏是一个显而易见
的问题，社会观念带来的压力则常被忽视。
在清幽的观察中，农村地区部分老师也缺少
生理卫生的观念，甚至常因不好意思给孩子
们上生理卫生课而改为自习。“知识匮乏，孩
子也不愿面对。”清幽在开展公益生理卫生
课时，有的孩子都快把头藏进抽屉里了。

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军
担任通讯作者的一篇论文发现，自 2000
年以来，中国15岁至19岁青少年婚育率意
外反弹。除男性比例偏高等原因外，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教育。

“尽管在过去20年中，中国教育中的性别
和地区差距已大大缩小，但经济困难地区
的教育参与仍令人担忧，特别是对贫困的

农村女性而言。”
较之城市女性，农村女性的早婚和生

育风险更高。“因为她们的教育水平更低，
贫困地区的传统性别规范依然存在。”研
究者分析。“关爱贫困女童生理健康”项目
刚开展时，很多农村学校对此并不热心，
相比书包和直接的经济支持，“卫生巾”和

“性教育”很难对外宣传。
贵州省务川县民族中学医务室的护

师文娟对贫困地区的12岁至19岁青少年
抽样调查发现，80.0%的学生对有关青春
期及生殖健康知识有需求。其中，男生对
性、手淫、遗精、避孕方法、预防性病/艾滋
病传播措施、男性生殖系统的内容更感兴
趣，而女生对月经问题感兴趣。

“我们的生理卫生课很受欢迎。”清幽
说，在开展“关爱贫困女童生理健康”项目
后，机构收到的女童来信明显增多。“在我难
过时知道了UU公益，它教会我来大姨妈是
正常的事。”在感谢信中，一位女孩如此写道。

传统理念挑战教育能力“卫生巾”“性教育”很难对外宣传

这是一个普遍到常被社会忽视的问题。
12岁，宋薇第一次来了月经。惊慌失措

的她弄脏了床单，起床后用被子盖住了血迹
就去上学了。她一直记得，那晚回家被妈妈
骂了一顿。初潮的经历，让宋薇觉得来月经
是件羞耻而费钱的事。她说，虽然一家人生
活在县城中心，也不属于很贫困的家庭，但
父母始终对生理健康的教育讳莫如深。

在家人看来，卫生巾的价格太贵，加之
认为女孩子来月经是“羞耻”的，因此舍不得
花钱给宋薇买卫生巾。在初潮后的几年里，
宋薇一直是把卫生纸叠起来当卫生巾用。

“太贵了，父母不重视，不给钱买，没有人正
确引导。”宋薇说，“那时我们县城普遍都是
卫生纸叠起来用，学校也没有正确指导过。”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她十五六岁。在同
学和姐姐的引导下，宋薇慢慢开始使用卫生
巾，但她始终觉得卫生巾是很贵的东西。

如今，宋薇已经 30 岁了，在做编辑工
作。她有条件花钱买卫生巾，但依然“舍不
得充分地用”。“没有真正像人家规定的那
样，每四个小时换一次。”宋薇说，“我是使用
比较节俭的，量少的时候一般半天用一片，
为了节俭，有时候还会往里面垫纸。”不仅如
此，宋薇买的卫生巾一般都是普通的或者偏
低价的牌子。在宋薇的观念里，十几块、二
十块一包的卫生巾已经属于“昂贵”范畴，偶
尔会买一次，但不会经常买。

比起宋薇，还在读书的高洋或许幸运得
多。从来月经开始，高洋用的大多是超市里

能买得到的品牌卫生巾。但她也坦言，自己
往往是等超市打折了就囤两包。“（一个月的
花费）怎么也得四五十吧。”高洋说，“虽说买
得起，但是还是觉得作为必需品是贵了。”

大四学生张小雅一直记得，一个月前自
己和朋友站在货架前，掰着手指计算哪一包
卫生巾更便宜。她一直觉得每月购买卫生
巾是笔不小的花费，而目前因实习需要支出
的昂贵租房费用更是让她觉得卫生巾几乎
属于“奢侈品”范畴。她时常与朋友调侃，每
月买卫生巾的钱已经是“巨款”级别了。

“量多的时候，可能一天就要用到5片
日用卫生巾和至少1片长的夜用卫生巾。”
张小雅说，“一天花在卫生巾上的钱，已经够
我吃一顿饭了。”

一名大四学生的自述：卫生巾就像“奢侈品”

宋薇十多年前遇到的困境，今天依然在
不少女童身上上演。一年数百元的卫生巾
费用，仍是很多女孩难以承受的负担。

UU公益创始人清幽原本做“一对一”助
学项目，为贫困儿童提供书包等物资支持。
项目进行中，有女生提出缺少卫生用品，清幽
走访发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她说，农村留
守女童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大多和爷爷奶奶
生活在一起。由于缺少生理卫生知识，她们
很多时候羞于谈起身体的变化。

清幽发现，当月经到来时，女孩们只能
“有什么用什么”，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
本、破布条都可能是她们的选择。清幽有个
印象很深的案例，一名女童原本用草纸应对
月经，但骑车时草纸掉了出来，孩子只能蹲
在路边哭。“大部分女生都是自己想办法，如
果追问她们用什么应对月经，她们也不会仔
细回答你，有的女孩听完就会哭。”清幽说。

除了缺少必要的知识，经济压力也限制
着女孩们的选择。清幽介绍，女童一年在卫
生巾上的开销为300多元，对于她们来说，
这笔钱更需要用来购买文具、吃饭、坐车，

“绝对不会去买卫生巾”。
“我的家在农村，家庭条件比较差，经常

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自卑，看到年迈的爷
爷奶奶，我真的不想开口向他们要钱买生活
用品。”一位女孩告诉清幽。

学校的女老师也反馈，村里买不到合适
的卫生巾。小卖铺货架上摆着的卫生巾，大
多有和大牌相似的标签，但使用体验堪称

“劣质”，这也威胁着女孩们的健康。看到这
种情况，清幽在五年前发起了“关爱贫困女
童生理健康”项目，为女孩们提供免费卫生
用品和生理心理指导。

其实，“月经贫困”是全球都面临的一个
问题。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近1/5的美国

女孩要么提前辍学，要么就是因为无法负担
起经期产品而被迫旷课或辍学。据“英国计
划”（Plan UK）的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时，
英国 14 岁至 21 岁的年轻女性中，仍然有
49%的人因为经期而缺课，每10位女性中就
有一人买不起卫生用品。

非洲女性教育家论坛（FAWE）提供的
数据显示，2011年，肯尼亚中学八年级前女
孩的辍学率达到了65%，贫民窟女孩想要获
得卫生用品往往只能依靠结婚或是交易。

咨询公司FSG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在
全球范围内，超5亿女性无法获得管理月经
的“一切所需”，相当于育龄女性人口的近1/4。

从公开信息来看，中国近年来尚无对此
方面情况的权威统计或全面摸底，但从多家
公益组织的调研来看，在留守女童和农村低
收入家庭的女童中，不少孩子确实仍面临

“月经贫困”的问题。

“有什么用什么”困境女性买不起卫生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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