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18-04144 (C) 200318 200318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3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富汗、阿塞拜疆*、智利、厄瓜多尔、格鲁吉亚、肯尼亚、马尔代夫*、尼

泊尔、菲律宾、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沙特阿拉伯、西班牙、泰国*、

多哥†、土耳其*、乌拉圭*：决议草案 

  37/… 

通过透明、负责、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促进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两公约和其他有关国际人权文书， 

重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重要意义， 

回顾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包括人权理事会关于善治和反腐败的各项决议， 

还回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第六届会议通过的题为“应用最佳做法

和技术创新促进透明、负责而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从而预防腐败”的第 6/8 号

决议， 

又重申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通过的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 号决议，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该目标鼓励会员国创

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

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代表属于非洲国家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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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会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 号决议，该决议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

成部分， 

注意到多边平台和公私伙伴关系机制的重要性，这些机制促进善治政策和实

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开放的政府伙伴关系”，其目标是促进透明度，赋予

公民权力，打击腐败并利用新技术加强治理， 

回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公共服务作为善治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作用的报告，1 

确认恪守效率、才干、忠诚、便民、不歧视之最高标准的专业、负责和透明

的公务员队伍是善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

十五条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按照一般平等条件参与本国的公务，不受《公约》

第二条所述的任何种类的无理限制或区别， 

承认促进和保护人权与《2030 年议程》相辅相成； 

关注腐败普遍对享有人权的不利影响，并认识到腐败是有效促进和保护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障碍之一， 

承认按照公民的需求和反馈提供不歧视、高效、便民、负责和透明的公共服

务是在公共部门建立反腐败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并有助于促进和保护人权

及《2030 年议程》的实施， 

强调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更多地应用技术创新和电子服务能通过提高透明度和

问责在减少腐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能改善必要的环境和工具，以促进公众

获取有关预防和打击腐败的信息， 

在这方面强调各国政府在有效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符合

国家需要和优先目标的公共服务，包括以多利益攸关方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

重要作用，以按照大会 2014 年 12 月 19 日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的

第 69/204 号决议的规定，支持国家发展努力， 

确认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设计、提供和促进公共服务的透明、负责

和高效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强调需要将透明、负责和高效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纳入地方、国家和区域发

展计划中， 

作为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强调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性，

并强调尊重、促进和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 19 条所规定的那样，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 

指出每个人，包括居住在一国偏远地区的人，都应该有机会获得简单和面向

消费者的公共服务，包括通过在线和移动服务以及电子应用程序获得公共服务， 

认识到持续地对公共服务进行质量控制的重要性，以确保问责， 

  

 1 A/HRC/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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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需要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在各个级别自愿交流关于高效、透明和负责地

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成功的国家做法的信息、经验、知识和技术， 

注意到多部门区域和国家公共卓越中心对审议公共服务创新趋势和应用，加

强以证据为基础的机构和同侪学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  确认政府作为服务提供者以及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在内的所有其他

利益攸关方在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方面以及可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亚的

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方面的重要作用； 

2.  赞赏地注意到各国将创新方法，特别是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公共服

务的提供，确保所有人最充分地获得公共服务并努力将腐败风险减至最低限度； 

3.  强调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高效、问责和不歧视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

鼓励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努力加强国家统计局和数据系统的能力； 

4.  鼓励具有公共服务有效提供模式的国家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框

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其最佳做法，并呼吁所有国家考虑到

其他国家的最佳做法酌情建立一个透明、负责和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5.  欢迎各国通过举办区域和国际活动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人权和善治专题

的一个方面加以推进的举措； 

6.  鼓励国际合作和国家努力，包括加强能力建设和公务员培训，以涵盖人

权、法治和公共服务中的善治等领域，并且鼓励提供技术援助，按照共同商定的

条件自愿交流知识和技术； 

7.  强调联合国公共服务奖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联合国系统对优秀的公共

服务的最重要承认，这一奖项有助于确认和推动公共行政方面的创新和新概念，

将腐败风险减至最低限度，并且鼓励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国际组织继续促进和奖励

这些倡议并推广这些倡议； 

8.  赞赏地注意到 6 月 23 日举行的赞美公共服务对社区的价值和美德的

“联合国公共服务日”，强调公共服务在发展进程中的贡献，承认公务员的工

作，鼓励青年人在公共部门谋求职业发展，并鼓励各国在这个日子举办特别活

动； 

9.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每年 6 月的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纪念“联合

国公共服务日”，以期提高对提供公共服务的人权层面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