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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
* *
项目 44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的 

执行情况 
 
 
 

  2008 年 8 月 15 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卫生与教

育部长第一次会议通过的题为“教育预防”的部长宣言(见附件)；此次会议于 2008

年 8 月 1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有 31 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参加会议。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44 的文件分发为

荷。 

 

墨西哥副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临时代办 

索科罗·罗维罗萨(签名) 

 

 
 

 
*
 2010 年 3 月 18 日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
 A/6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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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8月15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防治艾滋病毒和性传染病卫生与教育部长第一次会

议部长宣言 
 

  教育预防 
 

 1. 序言 
 

 在墨西哥城，在第十七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上聚会，目标是在正规和非正规的

教育环境中加强防治艾滋病毒流行病，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卫生和教育部长： 

1.1 重申我们致力于当代和后代人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教育、不歧视和福

祉的权利。 

1.2 重申我们深信，当教育和卫生部门联合起来，合力制止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

染病蔓延的时候，教育和健康便会相互加强，共同促进人类发展。 

1.3 认识到国家有责任促进人类发展，包括教育和健康，以及执行有效战略来教

育和保护儿童、少年和青年免受感染，并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 

1.4 批准我们承诺保障各项国际人权文件所确立的健康权和其他相关人权，特别

是我们各国所有儿童、少年和青年在没有暴力、污名和歧视的环境中接受高质量

教育的权利。这要求增加和加强努力，保证直接受艾滋病毒影响的学生能够和继

续上学。 

1.5 重申我们各国政府以往在人权、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

儿童、少年和青年福祉方面作出的各项承诺(见附文，A 部分)。 

1.6 认识到家庭在当代和后代人发展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有必要确保艾

滋病和性传染病防治工作纳入社会所有相关行为体。 

1.7 我们确认联合国各机构编写和发表的文件的存在。这些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总

结了专家对现有科学证据的共识(见附文，B 部分)。 

 2. 鉴于 
 

2.1 艾滋病毒这场流行病需要多部门、协调、立即和持续的应对。 

2.2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艾滋病毒主要通过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传染。为此原

因，应当考虑到导致更易感染艾滋病毒的多种性表示和各种环境。 

2.3 性行为是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一生中表现出来。童年和少年是人民及其国

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为此原因，有必要提供高质量教育，包括作为一项人权，促

进当代和后代人生活质量的全面的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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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性之间和年龄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性取向和特性

的多样性与风险因素相结合，造成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性传染病的情况。 

2.5 相当大比例的青年人在年幼时发生第一次性接触。在大多数这种接触中，青

年人没有使用任何形式的保护来预防性感染。 

2.6 幼年开始的全面的性教育有助于逐渐获取必要信息和知识，以发展充实和健

康生活所需的技能和态度，并减少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风险。 

2.7 科学证据表明，全面的性教育，包括艾滋病毒/性传染预防方法——如一贯

正确地使用男女避孕套，利用艾滋病毒/性传染病诊断测试、性传染病全面临床

治疗以及减少性伙伴人数——既不加快初次性行为，也不提高性关系频率。 

2.8 科学证据表明，在尚未开始性行为的人中，包含不同预防方法信息和扶植自

我保护的全面的性教育，促进个人自主权，从而提高青年人决定何时开始性行为

的能力。 

2.9 只有在预防战略获得成功的情况下，这场流行病的应对措施才可能长期有

效。艾滋病毒感染者普及治疗承诺的唯一实施方式，是加强预防工作，减少流行

病传染和未来治疗需求。 

 3.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卫生和教育部长同意： 
 

3.1 执行和(或)加强全面的性教育和促进性健康的多部门战略，包括预防艾滋病

毒/性传染病。我们的努力必须互补，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和专长作出贡献。为了

确保这些努力是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我们将加强两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建立正

规机制开展联合规划、执行、监测、评价和后续行动，并与其他部门协作。 

3.2 全面的性教育将具有广泛视角，基于人权并尊重一个民主、多元社会的价值

观念。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和社区蓬勃发展。全面的性教育将根据各国法律框架，

纳入道德、生物、情感、社会、文化和性别方面以及与性取向和特性多样性有关

的议题，以促进尊重差异，抛弃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促进青年人对初次性行为作

出负责任和知情的决策。 

3.3 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对现行教育方案进行评价，以查明全面的性教育在多大

程度上纳入各级教育课程，以及在各教育部管辖内的学校中实施的方式和程度。 

3.4 在 2010 年年底之前，各教育部将更新课程的内容和教育方法，与卫生部合

作纳入全面的性教育。这次更新将遵循国际相关组织确认的现有最佳科学证据，

与专家协作，考虑到民间社会和社区，包括儿童、少年、青年、教师和家长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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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审查、更新和加强教育人员培训，从师范学院到在职教员培训。到 2015 年，

各教育部管辖内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所有教师培训方案将纳入新的全面性教育

课程。 

3.6 确保社区和家庭，包括少年和青年充分参加增强健康方案的设计，以便认识

到他们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毒/性传染病防治方面的需要和期望，并

鼓励他们参与拟定和执行适当的对应措施。 

3.7 确保保健服务方便青年，以充分尊重人类尊严的方式提供。而且在每一个国

家的法律框架内，保健服务考虑到少年和青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需求，顾及性

取向和特性多样化，并在保健部门建立合适的转诊程序。 

3.8 确保保健服务有效提供艾滋病毒和性传染病咨询和测试；性传染病全面临床

治疗；避孕套及其正确一贯使用的教育；提供生殖决策咨询，包括为艾滋病毒感

染者提供这种咨询；以及为所有人，特别是少年和青年提供毒品和酒精滥用咨询

和治疗。 

3.9 促进与大众媒体和民间社会的外联工作，以提高信息和消息传播质量，使之

与各部委全面的性教育和促进性健康方案更加一致。 

3.10 在有关国家，与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合作，保证适当的法律框架和必要预

算，促进执行全面的性教育和促进性健康。 

3.11 确保公私教育和保健服务设有举报歧视的正规机制，与捍卫人权和民间社

会的国家机构协作，在政府机构和社会中主动努力查明和纠正歧视性行动。 

3.12 我们每一个国都指定和(或)调动资源，在 2015 年以前，对全面的性教育、

性健康促进或少年和青年艾滋病毒/性传染病预防的五个以上战略进行严格的影

响评价。 

3.13 建议 2008 年 10 月在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举行的第十八次伊比利亚-美洲

国家首脑会议、2009 年 4 月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西班牙港举行的第五次美洲首脑

会议、2009 年 10 月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的第六次中美洲艾滋病毒问题大会

以及2009年 5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传染

病论坛讨论这些协议。 

3.14 认识到有必要从多边机构和国际供资来源获得技术和财政支持，实现本宣

言所接受的各项承诺。 

3.15 为了遵守这些协议，我们特此设立一个部门间工作组，对本宣言所接受的

各项承诺采取后续行动，并且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及其赞助者参与上述工作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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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将谋求达到以下具体目标： 
 

4.1 到 2015 年，我们已经将教育部管理的不提供全面的性教育的学校数目减少

75%。 

4.2 到 2015 年，我们将没有适当注意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需求的保健服务所覆

盖的少年和青年人数减少 50%。 

 深信这些行动反映我们声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兄弟国

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并反映我们承诺在防治艾滋病毒流行病的全球努力中出一份

力量，我们批准这项宣言，于 2008 年 8 月 1 日在墨西哥城承诺接受这些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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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A. 各国对人权、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 
 

 

•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
1
 

• 《世界卫生组织宪章》；
2
 

• 《联合国青年宣言》，2000 年 9 月 8 日；
3
 

• 《艾滋病毒/艾滋病承诺宣言》(联大特别会议，2001 年)；
4
 

•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 年)；
5
 

• 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政治宣言及进一步行动和倡议，2000

年 6 月 10 日；
6
 

• 进一步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关键行动，1999 年 7

月 2 日；
7
 

• 《第十次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宣言》，2000 年 11 月 18 日；
8
 

• 《加勒比伙伴关系承诺：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泛加勒比伙伴关系承诺

宣言》，2001 年 2 月 14 日；
9
 

• 《布宜诺斯艾利斯教育部长宣言》，2007 年 3 月 30 日；
10
 

• 《美洲人权宣言》《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契约》；
11
 

• 《安第斯人权文书》；
12
 

__________________ 

 
1
 http://www.unhchr.ch/udhr/lang/eng.htm。 

 
2
 http://www.who.int/governance/eb/constitution/en/index.html。 

 
3
 http://www.un.org/millennium/declaration/ares552e.htm。 

 
4
 http://data.unaids.org/publications/irc-pub03/aidsdeclaration_en.pdf。 

 
5
 http://www.un.org/esa/socdev/wssd/agreements/decparta.htm。 

 
6
 http://www.unescap.org/esid/GAD/Events/BeijingPlatform1999/recommendation.pdf。 

 
7
 http://www.un.org/popin/unpopcom/32ndsess/gass/215a1e.pdf。 

 
8
 http://www.sre.gob.mx/dgomra/cibero/Documentos/xcumbre.htm。 

 
9
 http://www.pancap.org/doc.php?id=1。 

 
10
 http://www.unesco.cl/medios/biblioteca/documentos/declaracion_de_buenos_aires_prelac 
_2_ingles.pdf。 

 
11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b-32.html。 

 
12
 http://www.uasb.edu.ec/padh/revista19/documentos/Cartaandinaparalapromocionyproteccion 

delosderechoshumano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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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
13
 

•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4
 

• 《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月 12 月 16 日；
15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6 年 12 月 16 日；
16
 

• 《非政府组织关于普及教育的宣言》，塞内加尔达喀尔，2000 年 4 月 25

日；
17
 

• 世界教育论坛，《达喀尔行动框架》，塞内加尔达喀尔，2000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
18
 

  B．专家共识文件 
 

• 少年中的性传染：需要适当的保健服务(卫生组织)；
19
 

• 保健服务应对青年人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和护理：实现全球目标：获

取服务问题全球协商(卫生组织)；
20
 

• 预防青年人艾滋病毒/艾滋病：有系统地审查发展中国家的证据(艾滋病

规划署青年人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21
 

• 艾滋病毒和性教育对青年人性行为的影响：订正审查(艾滋病规划署)。
22
 

 

__________________ 

 
13
 http://untreaty.un.org/English/TreatyEvent2001/pdf/03e.pdf。 

 
14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text/econvention.htm。 

 
15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treaty5_asp.htm。 

 
16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treaty4_asp.htm。 

 
17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en/files/47105/11806987065WEF2000_NGO_EN.pdf/ 

WEF2000_NGO_EN.pdf 

 
18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11/121147e.pdf。 

 
19
 http://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stis_among_adolescents/index. 

html。 

 
20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9241591323/en/index.html。 

 
21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trs_938/en/index.html。 

 
22
 http://data.unaids.org/Publications/IRC-pub01/JC010-ImpactYoungPeople_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