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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69.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大会，

嘈虑到«联合国宪 ．汽乃所揭示的宗旨包括促成因际

合作以增进和鼓励对个人类的人权和从本 l] 由的咋

币，不分种队、什别 、 ilf言或宗教，

特别回顾q仕界人权廿言没坪lX. .r人权的各项因

杯公约Q

又回顾 大会 一 九七 f·i. 仆 I· .. .. JI 儿日第 3152

(XXX)号决议所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酪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追或付辱人格的彷遇或处罚＇订 了，．））．

注意到维护公共秩Ir·的执让任务的性质和执行这

种任务的方式， 1＇［接影响到个人乃毛整个礼会的牛沽

素质 ，

了解到执法人员心守人权原则，勤勉严正地执行

的币要任务，

但也慧识到在执行这种任务时可能发4滥用职权

的情市，

认识到制订--项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只足保护执法

人员所服务的公民的所有权益的若干重要措施之一 ，

认识到要使执法合乎人情尚有其他币要原则和先

决条件，即：

(a) 象一切刑 '.F 司法制度的执行机构一样，每

一执法机构应能代表整个礼会，为其服务，丿t对其负

责；

(b) 要有效地维持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

需要有一套设想周到并且为一般人节地接受的合乎人

情的法律制度；

(C) 每一执法人员都是预防及控制犯叩的刑 1i

司法制度的一分子，这个制度的每一L作人员的行为

都会影响到整个制度l

( d) 每一执法机构履行其专业的第一个前提，

应该是完全依照这里所规定的原则及标准实行自律，

＠办217A(III) 勺决议。

＠m2200A(XXI) 勺决议，附f'I 。

执祛人员的行动应随时接受公众的检杏，这种检杳li]．

由审杏委员会、部会、检察机关、法院、 监察员、公

民委员会或者是这此机构和人员的组合或任何其他审

布机构加以执行：

(C) 这些标诽除非通过教育和训练，并通过监

东，使其内容和，意义成为每一执法人员的伈条，足不

会仔实际价值的；

兹通过本决议附件内所载的«执祛人员行为守

m，井决定将其送交各国政府，同时建议它们对于什

闪家立法或惯例范闱内使用这项守则仵为执法人员 J1;/．

该辽守的一在原则，给予｛心l 的考虑。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附件

执认人员~ J为':j' 则

第 一 条

执认人员儿论何时均仙执 i r 让、 i l＇队］．他们的 fr 计，个 [i ll 

1; 、IV)沂 牧水的凶 1艾 ，t i r ̀$．为 fl 会叶 1个 1恨行，保护人人小·之 II

从 i 1 为 的 i1J .，l;: 0 

评注，值

(a) “执法人员” · 词包栝｛ J，使吓东权力、特别）Lii

使逮捕或拘饮权 J) 的 l•li {J , ，团、人从，儿论是指派的还 足边

卒的。

(I,) {t究察权力山 一个论儿否分行制服的 ',t'l~ 人员

行使或由国家保安邓队 i d山的 I 14 '豕甲 ． 如人人从的;L 义 l,V

视为包栝这种机彴的人员。

~ (') 对 fl 会 ！ff f个的 I怅行竹协1 快包括卜 1 !1i这种 1怅行．

对 It'( 休中因个人 奄 ·'，伈h. 、 f l 会则由或且他紧急1,I\ ，兄 l(IJ.，..:'· ·,1,1 

援助的成 从促队的拔助 l肚竹。

(d ) 个爷义的述 llliLII,1 小仅包括． l)J 暴力、抢 JJl f1I 

化',IH 』·为， 1lli 1 1扩人到 ）flJ 1卜让、规卜 ！iJr 饮 i1的 切 'li 项。它

还扩人到个能担负 Ir1l 'li }tf 「．的人的 il· 为。

＠个计叶促 i!t的负卞1 是为 j.)、』使 (ll 1、1'众、，让、 f11 惯例范 lI;1

内 id妇'、、I,IJ!II》规心 。 此外． l 叶＇水或 I><域 i`l ii: I li 以，I＼ II）1 各 1 叶或 I-<

风政府间．织的认 i 1r ;1}1 以和惯例的牛'j tl，从曲促进《＼、l． l1肿 》 的

述 I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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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条

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炒芍币外保护人的炸严，）i且维

护每个人的人权。

评注：

(a) 上述人权是同家法仆和国 1补认所明 1iff1 规定和

保护的。有关的旧阮文书包括钊t界人权饮 ，，心、 «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l问林公约>. «保护人人不受酌刑和丿［他残

忍 、 不人道或有好人格的片遇或处罚＇,-r 心汃«联合114 ii'l 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宜 ，、心、 Q如1月惩治种从阰离 1F行国队

公约》、《防止及惩办灭绝种攸 'lI1公约汃«囚犯竹遇最低限

股标准规则》、 0关1领市义系的绯也纳公约》。

(b) 各因对本条的评ii丿｀v' 指明 IX域或 1付家明定 和

保护这些权利的规定。

第 三 条

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JIl 武力， iiil1 不得超出

执行职务所必儒的范围。

许注1

( a ) 本条强调， 执法人员应在特殊悄况下才使用武

力；虽然本条暗示，在防I犯罪或在执行或协助合认逮捕

罪犯或埬疑犯的估况下，日J /11，许执法人员按照估肿仗 Jl l 必

要的武力，们所川武力刁、得超出这个限度。

(b) 各 I＇ti(法律通常按照相称原则限制执法人员使

用武力。应当了解，在解释本条义时， J贮片炸币各因的这

种相称原则。但是， 本条文绝不应解释为准许使用同所要

达到的合法目标）十不相称的从，力 。

(C) 仗川武器应认为是极端捎施，应竭力设认特别

不对儿?M使用武砒 一般说来除II从婕疑犯进行武装抗扣或

威胁到他人生命，而其他较不激烈措施无法加以制jI· 或逑

捕时，不得使用武器。每次使川武器后，必须＼、／刻向 i．竹

当局提出报告。

第四条

执法人员拥有的资料如有机密性顶， J兑守机密，但杠务执

行或司法上绝对需要此项资料时个在此限。

评注：

执法人员由干本身任务的性质会得到有关别人私牛

活或可能对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名脊有害的资料。他们肘

该极力小心保护和使用这此资料，只有在执行任务或为r

I Il 法 1： 你／，；要时才 11f f以披说凡为八他 II 的 I,II披，加这种

资料都比亢个个还｀i 的。

第五条

执法人员不得施加、暧使））戈容许 (r il"昏刑行为或 Jt 他戏

忍、不人迫））戈,{j lff. 人格的竹遇或处罚，也不得以 1． 级命令或竹

殊估况， 例如战＇（十状态、战 'f• 威胁、 l·I~'豕安个的威胁 、 围内政

J,，i 小捻定））戈什 (11f 丿 ［他 公丿t 紧急 tl'I 况 ， 什为施h·代 jhl 或 Jt 他戏

忍、不人．；如妇'l.f吓 人格的 1-'1 ，遇或处罚的则由。

评注：

( a) 这顶饮令椋 l大会通过的 q保护人 人小受八许 l刊

和 Jl他残忍｀ 个 人迫或1｝并人格的付遇或处罚．订 ，、I》,依

照该欢 ，、I. ; 

"（这种 i i为是） ．．．．．对人的均产的 '1 f 犯 ， 应视为

？这«联合国先，·：,·》水旨和仗犯{lII：界人权甘，．fm （如t

他义 1 人权的 1叶际文书） 所＇i.f 仆的人权和从木 l,I 由 ，

面加以沁山。”

(b) i亥宜 ，、，对付，刑的定义如卜：

"·····忖i刑足指政府官员或在他怂懋之下， 对 ． ．

个人故心．施加的仔何使他在肉体 1鸿WI神 I :. 极度捅

＇，A，以谋从他））戈忱．名取得情报或招认，或对他做过

的或涉嫌攸过的 •J~加以处罚，或对他或别人施加恐II下

的行为。按照q囚犯彷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施行合

法处罚而引起的、必然产J.上的或随之而米的捅苦不在

此列。 ”@

( c ) 大会对“残忍 ． 小人迫或｛伍＃人格的1'r遇或处

罚”-－ i.It还没才j 卜定义， flIJ`V斛释为尽 lIf能如｀泛地队 11

I,t:it',． ，儿论是肉休 I．的或是梢神 1 ·(t'-JJ,14t1 。

第 六 条

执认人员应保证允分保护被拘招 人的健康， 竹别是必要时

J``，即采取行动确保这些人获得仄疗照陕。

评注：

(a) ”仄汁照峡”指的是由任何朕务人员、 包括合格

佚生和医务辅助人员提供的版务， J．V l勹l,}要时或提出沾求

时确保取得这种照饺。

画«第一·次联合 11A 侦防犯叩及叩犯彷遇大会： 秘书处编制

的报告X联合因出版物， 出仵品编炽 1956.IV.4) ， 附 fl． 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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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压然 1久务人员可能足执法炉J1的从 J凶部分，但

丛甘这J匕人从建议由执认行动以外的队务人从 为被拘讯

人提供适肾 I夕、计或会 1司执让巾动以外的I~½- 人员为被拘

甘1 人促伙丛、竹 1欠灯 II寸 ， 执让、人如bV 另虑到他们的判断。

(C) -·· 般的则斛丛， 执认人 员 也 I、V．确保犯让、 1 r 为受

'.II；片或犯让、过程中心外扣收的受飞占 i)；得 1?、打照胜。

第 七条

执法人员付小h贪沁1 ！令 为， Ji•· J,y极力仇拒和反劝一 切贪沁

i i 为。

评注 1

( a) 贪沁行力和儿他 if 1IlI 滥 J l 1 权力行为-·样，都足

执法人员片业所个容订的。凡执认人员犯41 贪沁行为，即

l`V 切实绳之以认， 因为政府如朱小能、或打才、应对 l,1 己的

人员片在 1,I 己的机构小执行认仆规定的话，就不能期中对

个因公民执行认仆规儿。

( b) 贪污的正义固然要由国豕 Udlt决定 ， 但J,V.J11！觥

贪污应包栝个人在执行仕竹时或仆切且仕务仆关 的估况

下 ， 要求或接受礼物、 许议或酬·为 ． 从血采取或小采取朵

种行动，或在采取或4习采取朵种行1Jj后 II认坟受这此扎

物、许访、 酬少的一切行为。

(C) . I ．．文所指“贪沁i r 为 “-.blJ,y押斛为包括祔．心

贪沁在内。

第 八 条

执法人员应桴项法律和木C钮D, ）i· J!V尽丿j 防止和极力抗

拒触犯法律和本《守贝1J>的任何行为。

如执法人员有则由认为触犯本们则》行为已经发化或将

要发生， 应向上级机关报告，月在必要时向赋4.1 ·， l（介或补救权

力的其他有关机构提出报心。

评注：

(a) 《守则》 一经纳入个 l·!i1认律或惯例即J立获得辽

行。如法律或惯例载仆比本心徘l"史为严格的规如1寸，则

应遴照规定从严办埋。

(b) 本条力图保持下述悄形之间的平衡， -· ．方面，

公共安全在很大程度l．所依都的机构盂要有内部纪jjt, 另

一方面，也衙要处理触犯基本人权的＇l顷。执法人员应在

指挥系统的范围内报告触犯行为， 只有在没有其他补救办

经发牛或将如·友 'I触犯本守则的行为曲受~ j·政处分或 Jl

他处罚。

(C) 刊戊{} II i 介或补救权力的机构＂析的儿 1叶家认

lit I、机14iiLi.i.:(下） 、 习惯的或儿他的权力 ， 以 ·1|i 什个«'、、网1l 》

范 1 日 内的触犯行为所引起的免悄和控诉的 f干何现｛j机构，

儿论）上设仆执认机构以内，或是独 V的。

(d) 在某此 li4家 ， 司以认为新闻工只丛在执行类似

评论 (e) I所述的 ·1 |i 介控诉的 1 f1 ， 这杆 ， 执让、人员仆拉

照本国法1 1t 和1 习惯以及个«守则》小四条的规定的悄况下，

礼 II［以1l ll． 当 押由 i1 为 - .种最后的手段，纾由新间 1 ！口1

起负论注总他所提 i,'Hi.，议的触犯行为。

(e) 遵照个守则的规定1 j ·J怕的执法人员的受到他

所服务的 iI会群f,t;和执法机构及 ，3)法界的抒讯、允分支扑

勺合仆。

34/ 170. 受教育的权利

大会 ，

回顺大会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 日第 2200A

(XXI)号决议内通过的«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 国 际

公约＂承认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一九

六0年十二月十四 日 通过的《反对教育歧视公约》＠ 的

重要性，

深信载有《社会进步及发展宜言讨的一九六九年十

二月 十一 日 第 2542(XXIV) 号决议的规 定 切 合 时代

需要 ，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特别强调为社会的全面发

展训练本国人员及干部的重要性，

强调实现受教育的权利对于个性的充分发展和其

他基本人权与自由的享受均极为重要，

考虑到教育可以对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各国人

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 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作出

重大贡献，

重申训练本国人员和干部，包括建立和改善立法

机构的关键重要性， 立法机构必须确保实现和保证受

教育的权利获得充分享受，

法或没有其他有效补救办法的时伙， 才丿立在指挥系统以外 ＠联合 I讨 1« 条约 iL 编}, 第四二九心，弟 6193 月 ， 沉 93

采取法律行动。一般的理妍足，执认人员个｝立囚报估 j，已 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