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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7 日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阿根廷、阿塞拜疆*、中国*、斯威士兰*、纳米比亚、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

索马里、南非*、土耳其*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44/… 国家在应对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情况及其对推动可持续发展

和实现所有人权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方面的核心作用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回顾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实现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

义性质的国际问题，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作任何区别， 

 遵循《世界人权宣言》这一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回顾所有有关国际人权条约，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又回顾大会 2020 年 4 月 2 日关于全球团结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的第 74/270 号决议和 2020 年 4 月 20 日关于开展国际合作，确保全球获得应对

COVID-19 的药品、疫苗及医疗设备的第 74/274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主席

2020 年 5 月 29 日关于 COVID-19 大流行对人权的影响的 PRST 43/1 号声明， 

 向所有受这一大流行病影响的国家表示声援，并向所有 COVID-19 受害者家属

表示哀悼和同情，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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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每个国家应单独并通过国际援助与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援助与合

作，尽其资源能力所及采取步骤，以期通过所有适当途径，尤其是通过采取立法

措施，逐步全面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的权利， 

 回顾《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申明，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

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国际社会必须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在同样的基础

上，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全面对待人权，而且虽然必须铭记各国和各区域特点及

各种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重要意义，但各国不论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如

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重申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这要求各国采取必要步

骤，预防、治疗和控制流行病、风土病、职业病和其他疾病，并创造条件，确保

人人在患病时都能获得医疗服务和医疗护理， 

 回顾各国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和《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

中强调，它们有责任根据《宪章》依照《宪章》培养和鼓励对所有人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尊重，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残疾、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

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 

 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包括

充分尊重国际法，以《世界人权宣言》、各项国际人权条约、《联合国千年宣言》

和《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为依据，并参照了《发展权利宣言》等其他文书， 

 深为关切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享有所有人权包括身

心健康和社会福祉的负面影响、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内

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加剧， 

 认识到穷人和最脆弱人群受影响最大，这一大流行病的冲击将波及发展成

果，阻碍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回顾《发展权利宣言》，其中确认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

策，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

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 

 重申联合国系统在协调全球控制和遏制 COVID-19 传播的对策方面发挥根本

性作用，并在这方面确认世界卫生组织起到的关键带头作用， 

 强调人权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方面的重要性，无论是对公共卫生紧急情况，

还是对人民生活和生计的更广泛影响而言， 

 表示深为关切在 COVID-19 大流行中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污名化、仇外行

为、种族主义和歧视，包括种族歧视，并强调需要与之作斗争， 

 认识到国际合作和有效的多边主义十分重要，有助于确保所有国家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制定行之有效的国家保护措施，确保重要医疗用品、药品和疫苗的获取

和流动，以期在所有受影响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避免大流行病再度

发生，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促进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而开展的

活动，活动主要包括：开展技术合作、通过外地办事处开展工作、向联合国各机

构提交相关报告、开发内部专门知识(包括人权指标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就相关

议题编制出版物和开展研究、培训及宣传活动，包括利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开展这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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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2030 年议程》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国情、能力和发展程度，尊重各

国的政策和优先事项，因而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并适用于所有国家；而且可持

续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标具有普遍性，涉及每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 

 1. 强调国家在应对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情况及其对推动可持续发展

和实现所有人权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方面的核心作用； 

 2. 重申特别是在发生卫生紧急情况和大流行病期间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国际合作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充分尊

重各国的主权，同时顾及各国的优先事项； 

 3. 又重申各国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采取的紧急措施必须符合各国根

据适用的国际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 

 4. 强调各国需要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大流行

病和卫生紧急情况及其对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所有人权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 

 5. 呼吁作为全球优先事项，普遍、及时和公平地获得并公平分配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所需的所有高质量、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基本卫生技术和

产品，包括其成分和前体，并根据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规定和《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与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所确认的其灵活性，紧急消除这方面的不合理障碍； 

 6. 强调人们必须能够及时、公平、不受阻碍地获得安全、负担得起、有

效和高质量的药品、疫苗、诊断和治疗以及其他必要的医疗卫生产品和技术，以

确保充分、有效地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包括受武装冲突、极端贫困、自然灾害或

气候变化影响的最弱势人群，还必须紧急消除妨碍他们获得上述用品的不合理

障碍， 

 7. 认识到一旦有了安全、高质量、有效、可获得和负担得起的疫苗，广泛的

COVID-19 免疫接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将在预防、遏制和阻止传播以结束这一

大流行病方面发挥的作用； 

 8. 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手段至关重要，同时铭记高债

务水平影响到各国承受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情况的冲击及其对推动可持续发

展和实现所有人权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的能力； 

 9.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现有努力范围内，与

各国协商，开展一项需求评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求评估，支持它们努力在应

对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情况及其对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所有人权造成的社

会经济后果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互动对

话中就此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并在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互动对话中口头

介绍最新情况； 

 10.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