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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10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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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主题：消除贫穷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世界青年联盟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CN.5/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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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扶贫灭贫发生在个人身上，通过教育和人的投资来实现，使其具备创造力和

自然能力，发展繁荣。它需要整个社区共同努力，维护共同利益。扶贫灭贫需要

家庭稳固，各自履行职责，照顾家人，代代相亲。在另一层面上，国家负责善治，

遏制腐败，确保人们有条件脱离贫困，维系尊严，走向繁荣。 

 世界青年联盟为全球青年携手促进政策和文化上人的尊严，欢迎有机会回顾

今年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优先主题：消除贫困。联盟声明的重点是家庭帮助消除青

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消除贫穷的重要性。 

家庭 

 《世界人权宣言》承认，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的单元。自通过之后，联

合国一直努力探讨这种承认的意义和影响。把家庭确定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这就

需要会员国给予支助和保护，必须承认家庭在消除贫穷方面的关键作用。 

 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的单元，因为这是孩子们得到抚养的地方，这就确

保了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家庭是“自然的”，因为它是在国家之先，绝非由国家

创建。国家必须承认，家庭是发挥社会职能和发展的基本单位。因此，家庭既优

先于自由、健康和繁荣社会的发展，也是其所必需。家庭由于其对社会运作的重

要性，由于其对儿童、老人和最脆弱者的呵护，应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给予支助。 

青年 

 关于年轻人状态全球统计数据突出表明，青年需要融入任何扶贫议程。据《世

界青年报告：青年与气候变化》，青年界定为 15 至 24 岁者，占全球总人口(12

亿)的约 18%。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世界，青年占大多数，他们具有

创造潜能，能够改造社会。 

 因贫穷和缺乏充分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机会，年轻人的许多创造潜力都丢

失了。大约有 87%的青年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世界失业人口中，约 40%是青年。

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青年识字率低于 80%。今天，数百万青少年，特别是女

童，面对不完整的教育前景，从而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中，更可能染上传染病。 

 家庭对青年最为重要，因为家庭影响到青年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失业

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青年在家庭生活中接受的爱和鼓励，直接影响到其学业及就

业的机会。因此，对家庭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有助于承认和促进青年的权利，

特别是涉及消除贫困方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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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 

 60 岁或 65 岁以上者为老年人，大约相当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虽

然各国之间，不同时段的定义不同。过去几十年，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上升到发

展议程的前列，因为世界各地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 

 老龄人口越来越多，构成独特的人口和经济挑战，因为老年人工作较少，需

要看护较多。因老年人需要更多医疗看护，为此，提出了安乐死。根据“有尊严

的寿终”的观念，一些国家协助常年患身体和精神慢性疼痛的人自杀。随着协助

自杀越来越为在社会和道德上为人接受，更加普遍，为老年人提供治疗和保健服

务的政治意愿就会下降。看护减少，就给老年人造成间接压力，如其觉得给社会

或家庭造成负担，便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违反人的尊严。 

 老年人的传统作用是教育青年一代，把价值观传承下去，这确保了人类的进

步，促进了一代代人相互团结的文化，促进了共同利益，尤其对子孙后代实现了

尽职尽责。为维系这一作用，必须认可和支持老年人对社会和社会团结做出的贡

献，必须让青年了解自然变老的过程，以及尊重老人的重要性。 

 在世界上，家庭提供传统照顾和满足老龄人需求的总的责任正在消失。因此，

联盟强调，必须让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其男性成员，参与和分担看护的负担。

家庭还必须作为团结典范，唯有通过家庭，人类方可迎接老年人口带来的挑战。 

残疾人 

 《联合国 Enable 通讯》表示，世界上大约有 6.5 亿残疾人，其中 80%生活在

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十分贫困。对残疾人的隔离是耻辱、歧视、误传、误解和无

知造成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双向关系：残疾增加了受穷的风险，而贫穷又增加了

致残的风险。残疾人因机会有限，受到歧视，会陷入贫穷。卫生条件差、无基本

保健服务等贫困条件，又增加了残疾风险。政府和社区往往不能提供特殊保健和

教育，让残疾人得到整体发展。 

 国家必须促进残疾人平等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也显示出我们对各种人类

生存条件的尊重。残疾人一如既往，是自我完善和个人发展价值观的范例。其对

社会的独特贡献，鼓励我们履行责任，帮助和保护他们。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仅仅因为残疾，就把人作为终止的对象；基因诊

断和产前筛查技术通常用来在产前就确定是否有残疾。这种做法忽视了人固有的

尊严，是对人权的明显侵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员国均应采取措施，避免

这类违反人权的做法，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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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消除贫困需要认识到家庭在所有人的生活，包括青年人、残疾人和老年人生

活中的作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和睦的家庭。世界青年联盟呼吁会员国承认这

一作用，向家庭提供相应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