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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3 日和 6 月 15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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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理事会 2020 年 6 月 22 日通过的决议 

 43/18. 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促进人权 

 人权理事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国际人权文书，包括主要国际人权条约的有关

规定，特别是《儿童权利公约》第 31 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一条和第三十条

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条(g)项和第十三条(c)项， 

 又回顾大会就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2018 年 12 月

3 日第 73/24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回顾其宣布 4 月 6 日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

平国际日，并回顾其关于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更美好世界的

各项决议，特别是 2019 年 12 月 9 日第 74/16 号决议， 

 重申人权理事会以往关于体育与人权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2010 年 3 月

26 日第 13/27 号决议、2011 年 9 月 30 日第 18/23 号决议、2013 年 9 月 26 日

第 24/1 号决议、2014 年 6 月 26 日第 26/18 号决议、2014 年 9 月 25 日第 27/8 号

决议、2016 年 3 月 24 日第 31/23 号决议和 2018 年 3 月 23 日第 37/18 号决议， 

 回顾大会一向支持体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支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奥

林匹克运动的使命以及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残奥运动的使命，并指出，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道德守则》及其他相关国

际标准和原则，上述委员会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在保护运动员的利益和权利及

体育诚信方面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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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原则 4 和原则 6, 原则 4 规定，

每一个人都应能在奥林匹克精神下不受任何歧视地参加体育运动；原则 6 规定，

必须确保人人以不受任何歧视的方式享有《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权利和自由， 

 确认有必要更深入地思考《奥林匹克宪章》、《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

道德守则》所载有关原则及体育运动中的良好榜样对于实现普遍尊重和实现所有

人权的价值， 

 回顾大会已确认体育对于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层面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

和平、合作、团结、公平、社会包容和健康作出了宝贵贡献，并指出，如《2005 年

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所述，体育能够促进各族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宽容与谅解

气氛， 

 承认 2015 年 11 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宣布修

订的《国际体育教育、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宪章》，以及 2017 年 7 月在俄罗斯

联邦喀山举行的第六届国际体育教育与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通过的

《喀山行动计划》，并欢迎世界卫生大会认可《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

行动计划》， 

 又承认联合国系统及其国家方案在通过体育和体育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方面的

重要作用以及会员国在这方面的作用，以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残疾人奥

林匹克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在诸如人类发展、减贫、人道主义援助、健康推广、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预防、儿童和青少年教育、性别平等、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所作的共同努力， 

 回顾咨询委员会关于利用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增进所有人的人权并加强普遍

尊重人权可能性的最后报告1 及其对各国、国家、区域和国际体育组织及其他利

益攸关方的建议， 

 欢迎奥林匹克运动会、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球

志愿者运动的重要推动作用，肯定志愿者为成功举办这些运动会作出的贡献，并

在这方面呼吁主办国促进没有任何歧视的社会包容， 

 确认体育作为一种通用语言，可以传递尊重、尊严、多样性、平等、宽容和

公平等价值观，还可以作为打击一切形式歧视、促进所有人融入社会的手段，并

重申有必要打击在体育运动范围内外发生的歧视和不容忍现象， 

 又确认体育、奥运会和残奥会及其他重大体育赛事，可用来增进对《世界人

权宣言》的认识、了解和实施，以及用来促进人权、加强对人权的普遍尊重，从

而促进人权的全面实现， 

 欢迎继续提高妇女和女童在体育运动和活动中的地位并通过体育运动和活动

提高其地位，特别是支持她们逐步增加对体育赛事的参与，这为赋予妇女和女童

权能和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机会；认识到迫切需要让她们进一步参加体育运动，

并为此促进她们参与国家和国际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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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体育运动和重大体育赛事，包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够让包括大学

生在内的全世界青年本着谅解、宽容、公平竞争和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不受歧视

地参加体育运动，从而启发和教育他们并促进他们融入社会， 

 又承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关于奥林匹克休战(也称为“握手言和”)的呼吁

可为国际理解与和平以及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宝贵贡献，并回

顾娱乐项目、体育和运动会曾帮助一些武装冲突地区减缓紧张局势， 

 注意到体育可以成为促进平等和多样性的强大力量，并可在促进同情、容忍

和接受难民和移民方面发挥作用；在这方面欢迎难民队参加奥运会、残奥会和超

大型体育赛事，这可能激发人们重新认识全世界身陷危机的数百万人的权利， 

 承认媒体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和普及体育运动，使公众进一步认

识到体育运动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好处，从而促进享有能达到的

最高标准身心健康，并发挥积极作用，报道体育如何能够转化为对人权的尊重，

促进社会凝聚力，促进接受多样性和体育价值观，包括诚信、团队合作、追求卓

越、尊重、宽容、公平竞争和友谊， 

 欢迎东京、北京、巴黎、米兰、科尔蒂纳(意大利)、洛杉矶(美国)将分别在

2021、2022、2024、2026 和 2028 年主办奥运会和残奥会；欢迎 2020 年在瑞士

洛桑举行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结束；强调可以借此机会促进人权，特别是

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促进人权， 

 确认体育和重大体育赛事有可能促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鼓励会员国为此目的利用体育及其价值观提供的一切机会，并回

顾在这方面，大会第 74/16 号决议确认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力求确保以可持续方

式举办奥运会， 

 考虑到有必要处理和避免参与组织和筹备体育赛事的利益攸关方的某些不当

做法，这类做法可导致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产生不利

影响，回顾大会第 73/24 号决议鼓励参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有关实体遵守相关

法律和国际原则，包括《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并确认应本着和平、相互

理解、友谊、宽容的精神举办此类赛事，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 

 意识到有必要积极调动体育、奥运会、残奥会及其他重大体育赛事的作用，

使残疾人充分、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权，并使其固有尊严得到尊重，同时承认主办

国在为残疾人创造无障碍环境方面所作的努力，强调有必要在上届夏季和冬季奥

运会以及残奥会、2018 年俄罗斯联邦国际足球联合会世界杯所做努力的基础

上，以及 2020 年东京奥运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承认残奥运动在向全球观众展示残疾运动员的成就，以及作为主要手段促进

积极看待残疾人和推动残疾人进一步参加体育运动和融入社会方面发挥的作用， 

 确认有必要支持体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各方面维护体育诚信，为此妥善

治理体育执行机构，公正有效地实施反腐败、反兴奋剂和其他有关条例，但不得

妨碍运动员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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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鼓励各国推广体育运动，以此为手段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 

 2.  吁请各国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合作，

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及之后，努力以体育为工具促进人权、发展、和平、对话

与和解，特别是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3. 鼓励各国采取最佳做法并利用各种手段，促进社会所有成员参加体育

运动和体育活动，在社会中培养体育文化； 

 4. 请各国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体育组织酌情实施新的方案或加强现有

方案，为所有人，特别是为儿童和青少年、残疾人、妇女和女童无障碍地参加体

育活动提供更多机会和便利，大量增加妇女参与所有体育运动领域并发挥领导作

用的机会；在这方面鼓励各国利用体育以及体育教育政策和方案推动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5. 鼓励各国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体育组织提高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

体育官员对人权、包括体育价值观的认识，并促进这方面的教育； 

 6. 吁请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在体育赛事期间和前后发生的破坏和暴

力行为，同时尊重和保护人权；鼓励国家、区域和国际体育组织为此作出贡献； 

 7. 欢迎会员国、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

会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之间开展合作，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体育的潜

力，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有意义和可持续

的贡献；鼓励奥林匹克运动和残奥运动与国家、区域和国际体育组织紧密合作，

利用体育为这一目的服务； 

 8. 决定，鉴于 COVID-19 大流行，将已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7/18 号决议列

入理事会工作方案并定于第四十四届会议举行的四年一次关于通过体育和奥林匹

克理想促进人权的专题小组讨论，推迟到计划于 2021 年举行的 2020 年东京奥运

会和残奥会之前的第四十七届会议，并为此目的，使用已根据理事会第 37/18 号

决议划拨给第四十四届会议的资金； 

 9. 又决定上述专题小组讨论的主题为“利用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促

进年轻人人权的潜力”，残疾人完全可以无障碍参加； 

 10. 还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20 年 6 月 22 日 

第 45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