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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93(a) 

社会发展:有关世界社会状况和有关 

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和家庭的问题 

安哥拉、阿根廷、阿塞拜疆、巴哈马、中国、 

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冈比亚、 

格林纳达、几内亚、圭亚那、海地、牙买加、马里、 

马耳他、蒙古、摩洛哥、巴拉圭、塞内加尔、苏里南、 

土耳其和乌拉圭:订正决议草案 

《老龄问题宣言》 

大会， 

在《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通过十周年之际，于1992年10月15日至16日召开 

：！老龄问题国际会议， 

通过了本决议附件《老龄问题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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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宣言〉〉 

大会, 

全世界发生史无前例的人口老化现象， 

全世界人口的老化是对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团体空前未有的 

但却是很紧迫的政策和方案挑战，以期确保老年人的需要及其人力资源潜力能得到 

充分照顾和发挥， 

发展中区域人口的老化比发达世界的更为快速， 

社会人口结构的革命性改变要求社会在安排其事务的方法上有根本的改 

变， 

的是未来十年将可见到更多专门针对老龄方面的伙伴关系、切实倡议 

和资源， 

皿老年人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还欢迎广泛参与联合国老龄问颞古案. 

老化现象是一生的过程，防备年老须从孩童时期开始，并终身行之， 

老年人有权享有追求和获得最高程度健康的权利， 

AMii随着年纪变大，有些人将需要全面的社区和家庭照料， 

复$_大会1982年12月3日第37/51号决议核可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和 

大会1991年12月16曰第46/91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注意到在发展、人权、人口、就业、教肓、保健、住房、家庭、残疾和提高妇 

女地位范畴内处理老龄问题的许多联合国活动， 

1参看《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维也纳,1982年7月26曰至8月6日》（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5：.82,1.la)，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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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执行《行动计划》所遇见的挑战， 

确认有必要制订1992年至2001年这十年的老龄问题切实战略， 

1.促请国际社会: 

(a) 促进执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b) 广泛传播《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C)支持实现2001年以前达到的老龄问题全球指标的实际战略;2 

(d) 支持联合国秘书处通过在老龄问题方面改进数据收集、研究、训练、技术 

合作和交流资料，不断努力阐明各种政策选择； 

(e) 保证人口老化问题在联合国各主管组织和机构的经常方案中得到足够重 

视，并且通过调用方式来分拨足够的资源； 

(f) 在联合国老龄问题方案范围内，支持建立广泛和切合实际的伙伴关系，包括 

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g) 加强联合国老龄信托基金,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人口老化问题的一种 

方法； 

(h) 鼓励捐助国和受援国将老年人納入其发展方案； 

(i) 在即将举办的重大活动中，包括近期在人权、家庭、人口、提高妇女地 

位、预防犯罪、青年问题领域的活动以及拟议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 

中，突出老龄问题； 

(j)鼓励报界和传煤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对人口老化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包括纪 

念10月1日国际老人节和传播《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k)促进区域内和区域间合作和交流资源，以促进关于老龄问题的方案和项目， 

其中包括终生健康地老化、创造收入和新形式的创造财富老化等方案和项目； 

( 1 )加紧努力，促进裁军方案，提供适应人类成年所 i l需的巨大人力和物资资 

源，人类成年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口现象，但也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 

象； 

参看A/4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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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b) 

(c) 

面合作; 

(d) 

(e) 

(f) 

皿直支持各国根据自己文化和条件在老龄问题上采取的积极行动，从而,-

使适当的国家老年人政策和方案被视为总体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扩大和支持增强政府、志愿部门和私人团体作用的政策； 

使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老年人初级保健、增进健康和自助方案方 

使老年人被视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不是负担； 

使全体人民为生命的后期阶段作好准备； 

使老年和青年两代人合作，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共同实现传统与 

创新之间的平衡； 

(g) 制定适应老年妇女特点、需要和能力的政策和方案； 

(h) 充分支持老年妇女对经济和社会福利作出贡献，这种贡献基本上未得到承 

认； 

(i) 鼓励老年男子发展在其养家糊口年月未能发展的社会、文化和感情能力； 

(j)在老年人参与下制定和执行各种方案和项目时鼓励社区意识和参与； 

(k)支持家庭提供照顾，鼓励所有家庭成员合作提供照顾； 

(1)使地方当局与老年人、工商界、市民协会和其他方面合作，探索维持家庭 

和社区年龄融合的新途径； 

(m)使决策人员和研究人员合作，进行着眼于行动的研究； 

(n)使决策人士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到切实的机会上，而不是用在可望而不可 

及的目标上； 

(0)在2001年以前达到的老龄问题全球指标战略前题下，尽可能扩大国际合作； 

3. 决定将1999年定为国际老人年，以认识人类人口已经成年以及人口成年为 

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事业方面促进态度和能力成熟而带来的希望，以及同样 

重要的是在下个世纪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方面带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