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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04 年 2 月 4 日至 13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b)(二)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的后续行动：审查与社会群体状况有关的联合国 

行动计划和行动纲领：残疾人机会均等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伊丽莎白·西顿 

联合会、国际慈善协会和美洲慈光会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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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关注残疾人：挑战、观点、优先事项和机会” 

 社会发展任务规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隐性部门”——即往往没有或不能

为自己发表意见的残疾人。残疾人经常被忽视或受歧视、人们往往避开他们。残

疾人值得世界人民公正地予以关注，并像其他人一样享有人权和尊严。在各个领

域建立一个较佳的生存环境是非政府组织的任务规定。非政府组织有条件代表残

疾人召集公共部门、政府、商业界和个别捐助者促成伙伴关系的建立。 

 面对的事实是： 

• 几百万残疾人心身受残疾影响，残疾程度从童年发育受阻和学习能力差

到长期患病、听讲能力受损、以及失明和无法行走。 

• 美国将近有 70％的残疾人失业，这种情况使他们加倍感到人生毫无价

值。 

• 美国有 25 万人患硬化症，这是一种无法治疗的进行性和间歇性疾病。 

• 目前全球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约为 4 000 万人。 

• 每年许多婴儿生下来就有缺陷，他们的母亲往往吸毒成瘾。许多母亲产

前得不到护理，以致数以千计的婴儿的健康进一步受到损害，容易患上

疟疾、结核病和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 

• 美国逾 70％的老人有残疾，39％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照料。 

• 一名使用轮椅的日本议员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有 4 亿残疾人，其中 1.6

亿人极为贫穷。 

 挑战： 

• 有时往往很难认出谁是残疾人，因为在许多地方残疾人许多时宁愿关门

躲起来，不愿面对另一种经历，即博取公众同情、躲避退缩，或感到无

能为力。 

• 确定残疾的严重程度、设法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并通过医疗和精神护理、

教育和技能培训确保他们能够融入社会，并监测他们在这方面的进度。 

• 加强当地社区、政府和支助系统。 

• 设立对残疾人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文娱设施。 

• 有策略地减少残疾人遇到的障碍，他们受限制的形式包括愚昧无知、侵

犯权利和非自愿地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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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二十年来，公众对残疾人处境的认识大大提高，但要确保别人接受

他们，并承认他们是社会上有生活力的一分子，仍须做很多工作。有策

略地设法完成这个目标是一个优先事项。在特定情况下争取媒体的参与

或许会产生好的效果。 

 观点： 

• 着重注意现时造成残疾的根源，并集中力量尽量减少其灾害性影响；地

（水）雷、灾难性工业事故；各种形式的虐待；病菌滋生；天生缺陷；

早年的疾病没有治疗；职业危险事故；非法武器的使用；家庭事故，等

等。 

• 认识到残疾人易受伤害，他们行动不便或无法走动，获得服务的机会有

限，而且移动困难，在就业市场受人歧视，或有人以施惠者自居，所有

这些情况都会削弱他们恢复健康的信心。 

• 认识残疾人的问题，着重注意他们的长处和能力而不是残疾，以及提高

他们四周的生活素质。（这对经济往往有帮助。） 

 优先事项： 

• 保障残疾人的权利，即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纽约新闻部/非政府组织第

五十六届大会开幕式上宣布的获得人身安全与尊严的权利。 

• 鼓励宽容待人，并持欢迎态度。提供教育、特别职业训练技能、医疗技

术新发展的资料、疗法和工业讲习班。鼓励家庭、倡导者、看守者、机

构和公共部门以及病人自己“分享”这些经验。协调这种伙伴关系对残

疾人恢复正常生活会大有帮助。对这些努力进行监测应是一个优先事

项，应予以高层监督，并与残疾人接近，而不是把这些任务交给系统内

最新的低层人员。这些人的意图或许良好，但缺乏与残疾人配合工作的

经验或专门知识。 

• 残疾人的努力和才能在许多领域确实获得成功。应在许多领域制定可行

的就业倡议，争取残疾人重返劳动队伍。这样他们或许能够自给自足，

并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些领域包括：电脑技术、写作、技术、演奏、作

曲或指导、教学、科学，等等。 

• 争取关心社会的机构和慷慨的捐助者支助使残疾人获得基本需要的运

动，这种运动的目标可以达到。办法是协助政府和私人部门设置路缘斜

坡、路面坡道、提升设备…以便利残疾人进入建筑物、银行、保健提供

机构、办公室及其他公共承场所。 

• 鼓励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并协力加强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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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地区不同的情况会有差别，在最不发达国家内维持残疾人生命的必

需设备对大都会一名有类似残疾的人来说可能只是特别附加的设施。 

• 支持颁布保护残疾人福利和幸福的法规，监测在我们当地这些法规的执

行情况及其对残疾人的影响。 

• 建立一种关心残疾人的文化。周到地预先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视他们为

值得敬重的朋友，而不是同情的对象。确认他们的才能和需要，这不仅

是出于好意，而且是做人的义务。 

 机会： 

• 利用残疾人本身的能力，争取他们参与拟订改善其生活方式的计划。汇

集残疾人与伙伴关系中其他成员（政府、保健提供者、家人、财政捐助

者和其他人）的知识和想法，以争取最佳的结果。 

• 倡导一种残疾人境况值得同情、可予信赖和他们融入社区生活会有好处

的想法。 

• 安排当地活动、讲习班、小组讨论和座谈会，特别研讨“残疾但有才能”

的题目，强调残疾人的成就，并举例说明他们如何在社会的帮助下以其

坚定的意志努力克服困难和战胜不利的条件。 

• 在地方一级或更广范围内制定与境况相同的其他群体分享经验、采纳战

略和共同努力的“姐妹关系”计划。 

• 在业务上，建议拟定表彰计划，奖励雇用残疾人的雇主，并请媒体注意

这种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涉及的人。 

• 考虑每年为残疾人主办特别运动会，以体育界重要人物做年轻运动员的

榜样。预先将计划告知媒体。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对残疾人建立自信非常

有效，可为增强年轻残疾人的能力奠定基础，帮助他们今后设法克服残

疾障碍。 

最后—— 

 应像欢迎新交的朋友一样热情地欢迎残疾人融入生活主流。尽可能给予帮

助，提供资料，并回答问题。预先考虑到他们眼前的需要。对他们关心体谅，并

认识到有些情况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完全正常的，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不可

克服的困难，（或许他们根本不想谈论这个问题）。帮助他们评估在立法、医疗、

治疗和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帮助他们顺利地克服困难的新的发展情况。但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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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助他们培养和维持一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人的这种看法，这是他们的人

权。 

建议： 

 为能更有效地运作，公共部门必须重申并加强对伙伴关系过程的支持，通过

这个过程残疾人或许会达到其目标——即希望今后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