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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关于人权理事会老年人权利问题独立专家 

访华报告草案的反馈意见 

 

 

    中国政府对人权理事会老年人权利问题独立专家访华报告草案有以下意见： 

    2019年11月25日至12月3日，中国政府以坦诚、开放、合作的态度接待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老年人权利问题独立专家玛特访华。期间，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见独立专

家；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同独立专家会谈并主持联合座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

会、民政部、卫生健康委等10家主管部门代表参加。独立专家在京并赴上海、常州

、深圳参访，同当地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负责人交流，实地走访福利院、养老机

构、老年大学、智能科技企业等。中方对独立专家此访展现出的敬业态度和专业精

神表示赞赏，对独立专家与中方一道努力，确保此访顺利圆满表示感谢。 

    中方注意到独立专家在访华报告草案中感谢中国政府为确保其访问成功提供的合

作，赞赏中国政府对促进和保护老年人权利和尊严所做承诺，制定颁布《老年人权

益保护法》 

等一系列关于老年人权利保护的政策、立法和行动计划，中 

央和地方各级综合法律框架体现政府对老年人事业的重视。 

设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协调老龄问题相关工 

作。《“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都 

包含保护老年人权利的章节，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清 

晰的战略目标。 

    报告草案赞赏中国保障老年人教育，特别是在老年大学 

方面的良好实践。欢迎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将消 

除老年贫困人口问题纳入国家减贫战略和发展计划。中国在 

医疗服务、交通、商业、博物馆和文化活动方面实施面向老 

年人的特殊优惠政策，促进参与和社会包容。中国在极短时 

间内成功大幅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使数亿人受 

益，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扩大养老保险覆盖， 

在扩大医疗保健服务提供上取得明显进展，大规模投资卫生 

基础设施。中国运用数字科技、智能技术和创新来应对人口 

老龄化，制定系列政策，建立全面的国家老年人照护信息系 

统，鼓励运用科技更好地向老年人提供帮助，中国企业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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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具体领域已取得进展。独立专家还在报告草案中向中国政 

府提出增加终身学习机会、继续推进减贫项目等有益建议和 

意见。中方对此高度重视，将认真研究并积极考虑予以采纳。 

    同时，中方也注意到，报告草案个别段落表述与事实不 

尽相符。中方尊重独立专家所作观察，同时补充了一些数据 

和事实（具体修改意见详见花脸稿），并愿进一步作出以下解释和说明。 

    一、关于禁止针对老年人的歧视和暴力问题（第25、27、 

29、38、75、85段）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禁止民族歧视、宗教歧视，也对妇女 

等的平等权利作了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婚姻法、劳动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 

从不同层面对反歧视作了规定。2013年7月开始实施的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要求对常住在本 

行政区域内的外埠老年人，给予同等优待。这对打破一些城 

市对老年人的地域歧视，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 

虑了法律的可操作性，规定了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强制报告制 

度，创设了公安告诫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中国高度重视 

并制定制度措施为落实反家暴法提供保障，不断完善反家暴 

联动机制，不断加强反家暴宣传和培训。颁布四年多来，社 

会公众反家暴意识普遍提高，家暴受害人自我保护意识日益 

增高，司法机关对家暴处置能力明显增强。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亦采取针对性举措，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并加大对妇 

女儿童的维权和帮扶力度。 

    二、关于老年人教育问题（第31、32段） 

中国高度重视老龄工作，积极推动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目前正通过实施《老年教育

发展规划（2016-2020)》推动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努力解决资源供给不足，城乡、区

域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中国实施老年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保障权益、机会均等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统筹加强组织管理，实现资源共享和协调发展，最大限度满

足各类老年群体学习需求。 

报告中提到的“专供退休公务员”的老年大学，是指组 

织部门兴办的老年大学，旨在提高退休公务员素质，为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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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学、老有所为创造良好条件。此类老年大学本质上是政 

府部门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教育机构，与面向社会开放的 

公益性老年大学有较大区别。 

    三、关于减贫问题（第33、34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脱贫攻

坚规划》均涉及脱贫攻坚工作 

内容。中国有关部门围绕推进城镇贫困人口脱贫开展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涉及城镇贫困人口的各类问题均有 

科学针对的政策措施，而非简单地以最低生活保障等手段解 

决贫困问题。 

    在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前提下，重点为经济困难失能

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 

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托养服务。 

四、关于户籍制度相关问题（第38段） 

《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提出“创新公共资

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将持有 

居住证人口纳入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 

服务保障范围，使其逐步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 

共服务”要求，推进各项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与户口脱钩。 

五、关于养老金和养老保险问题（第39、40、41段） 

中国已建成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参保人员在 

制度间、地区间的转移接续政策已经完备。此外，将养老金津贴的充分性作为问题

提出不合理，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提供了基本保障 

且养老金待遇不断增长。 

    六、关于卫生机构设置问题（第42段） 

    医疗行业管理职能在卫生部门，已实现职能集中。医疗保障由单独部门管理，符

合国际惯例，不存在协调配合不足和资源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