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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大会在其第36XT1号决议中，决定在原则上指定1 9 8 7年为“为无家 

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但须遵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0/67号决议附件内 

所列关于国际年经费筹措和组织安排的准则.它请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 

执行主任制订一项提案，载列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之前和该年期间所 

要采取的措施和活动的具体计划，并通过人类住区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 

报告.大会请秘书长根据该项提案，就1 9 8 7年举行“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 

国际年”的组织事项，包括可以得到的自愿捐款，提出一份报告，于1 9 8 2年内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2 .执行主任按照这项决议向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HS/ 

C/5/5 ). 委员会详细审查了该报告\并通过第5/14号决议2 ,其中除其他 

事项外，对执行主任在其报告中所载关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行动的目标、战略、 

标准和方针的提议表示欢迎和赞同，但尚须经委员会评论和年度审查，并注意到执 

行主任提出的体制和行政安排对组织和协调该国际年之前和该年期间的各项活动是 

具有成本效益的.委员会随后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大会将：

⑻宣布1 9 8 7年为“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

(b)赞同须经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评论并须经年厪审查的各项目标、战 

略、标准和方针；

⑹指定人类住区委员会为负责筹划国际年的政府间机构；

⑹指定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为国际年秘书处，并作为协调其他有关 

组织和机构的有关方案及活动的主要机构；

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执行主任的报告 

(hs/c/5/5).理事会在其第1982/46B号决议中同意人类住区委员会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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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号决议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的建议，但须遵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0 

年7月2 5日第1980/67号决议附件内所列关于国际年经费筹措和工作安排的准 

则.理事会要求关于在国际年之前和该年期间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活动的具体方案的提议 

应根据可以得到的自愿捐款数量加以调整，并进一步要求把在国际年之前和该年期 

间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活动的具体方案的工作重点放在国家一级和地方一级•它吁清各 

方向国际年方案提供资金和其他适当支助.理事会在其第1983/154号决定中，授 

权秘书长将其关于举办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所涉经费和工作安排问题的报 

告直接递送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二.所针对的问题摘要

4. 大家普遍认为适当的住房是有助于人类健康和福利的主要因素之一，联合 

国人类住区（生境）会议（1976年5月31日至6月1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 

许多建议要求在这个部门的特别国家行动• 5其后的国际会议和论坛及其产生的 

结论和行动方案一致表明住所和人类住区是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一个主要行 

动领域，常常特别着重穷人的需要.4

5. 不过•尽管有自1 9 7 6年人类住区会议以来的这许多建议和各国及国际 

持续的努力，今天，在发展中世界的几百万穷苦家庭和许多发达厘家的多数家庭* 

其住所和有关的基本设施及服务的整个情况仍在继续恶化.例如：

⑻一些家庭根本没有住所，真正是无家可归，其余的家庭得到的住所则处于 

严重威胁其身心健康的肮脏拥挤情况；

⑽由于不适当住所而且缺乏安全饮水和基本污物处理及卫生设施，他们继续 

遭受高的婴儿死亡率、低的平均寿命和高的疾病发生率；

(c)多数没有租用权的保障；此外，他们的住所一般建造在边缘地带，常易遭 

到洪水泛滥和山崩等天灾和其他环境上的灾害及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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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他们不能使用公共运输，不是因为没有达及他们的住所附近就是因为费用 

太高，因此，他们不是很少使用就是不能使用保健设施、教育和福利服务；

⑻住在贫民区和棚户区的人无法取得廉价建材，还有许多人缺乏为达到任何 

改进所必要的技术和组织技能，只能略微改善他们的住所和住区.

6. 大家普遍承认，不应让穷人和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和生活条件继续恶化. 

新的努力、新的想法、新方法和新政策都是显然需要的，国际年的重点也需要对上 

述各项予以鼓励、测验和应用• 现在愈来愈迫切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年/取得 

改进穷人和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和邻里的新的政治优先次序和承诺*总结从1976 

年人类住区会议以来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并考虑到其后出现的新因素，制订并展示 

新的办法和切实可行的方法，据以制订新的国家政策和方案.在举行该会议的十 

年之后正适于估量所取得的成就，并奠定今后的方向.

7. 虽然这些是国际年之前和该年期间所针对的一些具体情况和问题，它们也 

显示出目前在改善城乡穷人住所和住区方面存在的一些更大问题.除非也针对这 

些限制，今后为大多数穷人和处境不利的人改善环境作出的努力便不太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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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动方面的限制及机会

8. 虽然各国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关于改善穷人和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 

和住区的一些主要限制和机会可确定如下：5

K 土地和租期

9. 住在贫民区和栅户区的很多人，以及农村人口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人，都未 

拥有自己所占有的土地，也没有什么希望获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个问题每每 

不是可利用的土地不足的问题，而是土地价格和体制因素的问题，例如土地所有权 

的集中、所有权不清础、麻烦的法律制度及不切实际的规模和占有规定。没法以 

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土地，或者没有一点关于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使用权的保障，低 

收入者当然没有兴趣将时间和有限的资源用在改善他们的住所和住区上。

B.体制因素

10。 很多国家在各级政府之内和各级政府之间缺乏适当的体制和有效可行的体 

制安排。各项需要和问题实际上往往较公共当局可利用的资源大，特别'是较地方 

当局和州政府，因为它们时常没有仅足维持现有的基本设施和服务所需的能力和筹 

资基础，更谈不上有经费来执行大的住所或改良方案。很多政府机关甚至没有适 

当的正式住区地图，这种地图对于有效的土地使用和住房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C.法律和行政结构

11. 在很多国家内，现行的规划和建筑细则和标准，形成满足穷人的需要和改 

善住所和有关的基本设施的障碍。这类细则和标准在某程度上使贫民区和栅户区 

必然存在。不适当的标准造成单位成本和价格上涨，不仅将传统的住房置于大多 

数人民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外，并且制造了在中等收入的人方面对“低成本”住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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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中等收入者因此取代了最低收入者，而最低收入者才是真正所要的受益人^

D.财务因素

U为低成本住房筹资所使用的传统贷款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超出最低收入 

者的财力。这主要是由于不切实际的合格要求和贷款条件，这种情形在非正式的 

住房部分、栅户区和传统的乡村住房尤其如此。没有传统的附属担保品，使用权 

的无保障，收入低与收入不规则，加上文化和新闻方面的障碍，造成无法利用传统 

的筹资办法。

E。低成本的建筑材料和技术

ia新的应用研究和发展方案，现在已使在住房建筑和住区服务方面，继续使 

用资本密集和昂贵的技术成为既不必要也不合理。进口建筑材料及依靠不适当的 

技术，不仅对国家有限的资源造成沉重的负担，并且很少有利于人口中最穷的那 

一部份。而且，这种技术常常是环境污染的来源，同时也非常浪费能源。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能在住房和住区问题上探讨当地可利用的资源及应用经过修改 

的传统技术和基本的创造力，一定会有好处。

14» —个重要问题是，没有增加就业机会和实际收入的措施，则穷人的住所和 

住区就没法实现持久的全面改善。因此，住房和住区方案必须与全国和区域经济 

及社会发展计划联系和结合起来，而不是大部分由各自主机构执行的一些孤立部门 

的事项。

四.住房和经济发展

ia没有适当的住所、基本设施和服务，必然对教育、保健和公共福利和就业 

全面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有所影响。而且，人类住区必须能够积极地、迅速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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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地响应发展的需求。除非能与职业机会、保健和教育同时提供适当的、负担 

得起的住所，在大多数贫民区、栅户区和农村住区的普遍存在、而且时常恶化的居 

住条件会破环其他发展努力的基础和目的u

16.住所和住区政策不仅必须与全盘的经济及社会目标联系和结合起来，以便 

两者都能成功，而且住所和住区活动也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实现任何经济发展 

目标都不外发展有形的基本设施（公用事业系统、道路、桥梁、港口、机场）、其 

他土木工程（水坝、水力发审厂、灌溉工程）和建筑物（工商建筑物、学校、医院、 

住房）。这些全部是建筑部门的产物，5见在越来越多的发展计划认识到建筑业在 

国家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

1Z但是，人们不能时常认识到的是建筑活动本身能在实现所希望的发展目标 

方面起重大的作用。直接投资于建筑方面，立即就能创造收入和就业，从而立即 

将好处带给那些被雇用的人及那些使用最后产品的人。此外，投资于建筑活动有 

很大的增殖作用，并能大量增加整个经济的其余部门的生产、就业、收入、储畜和 

投资。而且，如果所选用的建筑技术有利于使用当地资源，则建筑投资总的增殖 

作用显然会更大。

18.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定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后半 

期举行，关于该“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供了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发展目标、

指标和战略的全面构架，旨在早日根除贫穷和依赖及促进全球人口的人类尊严和福 

利。大会在1 9 8 0年1 2月5日第35/56号决议中通过的“国际发展战略”， 

特别'明确地叙述：

“发展中国家应拟订提供基本住所和基础结构的政策。为此目的，并且 

为使人类住区投资发挥多种效益起见，各国应发展建筑工业，特别'是廉价住宅 

建筑工业，支助有关的筹资机构，鼓励研究，推广效率高的建筑方法、基袖结 

构的价廉设计和技术、就地生产的建筑材料以及环境保护等”（第35/56号 

决议，附件，第16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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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国际年”之前和该年期间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及社会 

目标，并且有助于实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此外，

它们将为改善穷人和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和社区的新的国家政策和方案，提供一个 

基础和实际可行的备选万法。

20。 因此，在“国际年”之前和该年期间将作出特别努力，详细宣查住房和住区 

方案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联系及对后者的贡献，评价它们所涉的政策问题，及为制 

定新的政策和体制安排提供较现有者更好的基础，以便一方面加强住房和住区方案， 

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发展政策和计划。在为国家和国际行动拟订目标、战略、准则 

和指导方针方面，已经特别注意到为穷人和处境不利的人提供和改善住所和有关的 

基本设施与服务的政策和方案，必须作为国家全面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实施。

五、国际年的目标和目的

21。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的目标将是在1 9 8 7年以前使一些穷人相 

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和邻里地区得到改善.并在2000年以前体现各种改善所有穷 

人相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和邻里地区的方法。

22. 因此必须注重下列各项主要目的：

(a) 保证对改善穷人湘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和邻里地区的工作重新得到政 

治上的优先考虑#承诺；

(b) 结合1 9 7 6年人类住区会议以后所得到的新增知识相实际经验，使 

决策者相项目管理人在业务方面有各种可选择的办法以改善穷人相处境不利的 

人的住所相邻里地区；

(c) 制定相示范各种新的办法湘方式，以作为在2 0 0 0年以前改善穷人 

和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和邻里地区的各国新的政策相方案的基础，

23.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将促请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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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审查相评价穷人对住所的需要湘愿望；因为这些住所使他们享有安全 

相保障，而不受风吹雨打也不致患病；

⑴采取相执行具有创新性的人类住区政策和方案；

(c) 制定相执行各种示范项目和具体的训练方案；

(d) 制订或加强在人类住区领域的各种适当的法律、体制安排相管理能力;

(e) 加强穷人相处境不利的人参与规划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能力，例如. 

改善他们获得各种行政和基本服务的机会；

(f) 制定相传播面向行动的资料；

(g) 在每个国家内以及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合作和在发展中国家间 

进行技术合作的办法创造必要的资源。

24. 国际年各项措施湘活动的具体方案应导致：

(a) 在世界各地执行大量的住所示范项目；

(b) 根据通过各项住所示范项目试验出来的创新性办法相方式•制定实际 

的国家住所战略；

(c) 制定一项世界住所战略以支持各国的住所战略。

25.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的一个特征就是大部分的产出将是具体而且 

可测董的，它对一^人相处境不利的人的生活情况必须能够立即产生有利的影响。 

国际年的最低限度目标是在1 9 8 7年以前，大多数成员国必须在其本国内执行了 

至少一项能直接改备-些穷处境不利的人的住所和邻里地区的有效的住所示范项 

目。

26. 这些示范项目可能包括现^的^项目、现有项目的重要扩建部分或新的项目。 

这些项目将针对下列问题，例如提供或&善基本的住所；创造非正式的部门的就业 

机会；使有机会取得土地、用水湘卫生设备湘卫生和教育服务；制定各项有利于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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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处境不利的人的法律、组织相财务措施；促进使用本国建筑材料相建筑技术； 

促进大众参与住区的规划、发展相管理的工作；相制定各项训练措施以增进穷人相 

处境不利的人自己所采取的企业性相合作性行动。

27. 所有指定的示范项目应当在1 9 8 6年1 2月3 1日完成，并在1 9 8 7 

年2月1 5日以前进行评价，以便能在国际年期间对所得到的评价结果加以传播相 

审查。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及各双边相多边援助机构必须支持示范项目。同 

时，如果能收到充分的自愿捐款也可能从国际年的预算'中得到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 

资金。

28. 各种住所示范项目将作为审查和改善现有国家政策的基础，同时也将作为 

制定在2 0 0 0年以前加速改善穷人相处境不利的人住所方案的国家住所战略相一 

项支助性世界住所战略的基础.这些战略应当在国际年期间开始拟订。

六国家行动和国际行动准则 

A„国家一级行动准则

29. 在《国际年》前后和《国际年》期间主要的行动直点必须放在国家一级上。

30. 有关政府应对贫穷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处境和住所需要作出评估，然后积 

极采取下列行动以改香情况：

(a)审查和调整现行政策和方案，以提供住所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主要部分为优先事项；

(切制订和加强有关法律以改#下列情况：例如，贫穷和处于不利地位者

取得冢样的和担负得起的住所的基本权利；

(c)制订和加强有关的行政和菅理能力，特别是在国家以下各级和地方各

级上；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527
Chinese
Page 11

(â)制订和执行住所示范项目；

⑹推动和支持应用研究的广泛方案；

(幻发展和敢播资料；

(g)调动必需的人力、物质和财政资源；

⑼确保群众的切买有效参与。

31. 在审查国家政策、方案和法律时，应优先注意必须公平和平等地分配土地， 

以及必须改善或调整建筑法例、规章和其他有关办法，以期增加负担起的1氐廉住所 

的数目并对建造这种住所提供便利。

32. 住所示范项目和方案应看直于提高贫穷和处于不利地位者参与建造和改善 

自己的住所和街坊环境的能力•这种住所示范项目应在1 9 8 7年前带来一些直接 

的显著成果。

33.各国政府应促进人类征区方面的宣1专活动，以期提高群众的认识和瀲发他 

们采取行动。宣传活动应着重于促进努人参与改香其住所和取得必要的基本服务的 

努力。

34*在原则上，应通过国家一级分配和调动资源资助国家活动。在发展中国家 

开展和执行示范项目则应利用双边、多极边和多边发展後助。发展中国家可利用同样 

的渠道取得关于规划、管理、佯制建立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行动领埤的专家咨询意见。

35.群众的切买有效参与是《国际年》前后和《国际年》期冏所采取行动圆滴 

成功，产生影啊的先决条件。除了推行其行动方茱外，各国政府也可以米取下列兵 

体行动作为其行动方案的一郤分：

(a)拟订和加强促进人民参与有关其住所和衡坊环境的观划和决衆过程的 

办法；

⑼制订创新办法（例郯，采用非传统的信贷设施），便努人能取得适当 

的住所；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57/52T 
Chinese 
Page 12

(c) 增加基本住房单位的供应和减仳费用为建适和改告住房以及饮水供应

和垃圾处理之类的基本服务提供泮性贷款；

(d) 广泛敢播有关费用低廉的建現材料、设计和适当的夜术等领域的研究

成来；

⑹在改#住所和基本服务方面增加和促逬穷人和政府当局双方的意见交

流。

36. 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确保在各级上采取适当的体制安 

排，以推动《国际年》的活动，推进其目标和通过设立国家委员会或为《国际年》 

指定中心点来协调有关的活动.

37. 各国政府，特别是国内情况不须设立国家中心点或委员会的发达国家的政 

府，应集中注意力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料.财政及其他支助•

3a 在国家一级推进《国际年》的目标和有关行动方面，应争取大学、研究中 

心、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恧愿ai体充分合作，以便无分利用它们的却识和经验。

B.区域一级行动准则

39. 区域一级行动的重点主要应放在为区域内各国逬行的关于共同感兴趣和关 

切的难题和问题的活动提供便利和支助.

40. 应当争取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以及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合 

作，以便在筹备和纪念这个国际年时能够得到它们的充分和积极的参与•

41. 在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合作下，各区域经委会 

应：

(a)经常审查本区域贫困及条件不利者的一般情况和需要；

⑼增删修改现行在人类住区领域的区域性政策、方案和项目；

⑹促进和鼓励研究及资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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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鼓励和举办有关的区域性会议、讲习班和讨论会；

⑹协助向本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收集专家意见和向它们提供所要求的专家意见, 

以筹备、执行和资助选定的国别活动。

C.国际一级的行动准则

42. 国际一级活动的重点主要应放在鼓励、便利相支助国别行动，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国别行动。

43. 将争取同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政府间组织以及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合作，便它 

们最大可能地参与筹备和纪念这个国际年，

44. 将个别地和集体地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单位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合作, 

目的是：

⑻经常审查一般的居住情况和贫困者的有关需要；

⑼增删修改人类住区领域的政策、方案和项目；

⑹参加联合方案制订工作，并在这个范围内筹备和执行示范性项目及具体的 

培训班；

⑻促进、鼓励研究和资讯的传播；

(e)根据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专家意见，帮助它们筹备、执行和资助选定的 

国别活动；

⑺促进各国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之间在人类住区领域的其他有 

关方面进行双边、多边一双边、以及多边各级的技术合作.

45. 为便利和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各项努力的全面协调，应在机构间会议内定期 

讨论这个国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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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的作用

46. 关于国际年，人类住区委员会将充当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国际年之前和国 

际年期间协调各项措施和活动的具体方案的执行工作。

47. 人类住区委员会将根据其议程中的一个特别的单独项目来讨论国际年问题。 

它将根据执行主任提出的进度报告来讨论有关国际年的问题，特别是在执行各项措 

施和活动的具体方案方面取得的进展。举行这些讨论会可以无需将委员会会议目 

前的1 0个工作天会期加以延长，不仅1 9 8 3年不需要，可能直到1 9 8 5年都 

不需要。委员会将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关于国际年的报告。

48. 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是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服务机构，它也是联合国系统内 

这个国际年的秘书处和焦点-这个中心担负的一些职责和任务如下：

⑻向人类住区委员会提供服务，包括编写有关国际年的会前、会期和会后文 

件；

⑽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项措施和活动的具体方案的执行工作，包括同各有关 

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定期进行协商，并同各区域娶员会进行合作和取得协调；

(c)同联合国系统外的政府间组织进行联络；

⑹同有兴趣各非政府组织进行联络；

⑻推动并协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包括，例如，鉴别 

最需要采取国家行动的一些领域；汇集对这些领域的专门知识来支持国别行动；以 

及在遍有请求时，协助发展中国家拟订训练方案和其他示范项目；

(幻鉴别和探讨获取为国际年展开的各项国家和国际活动所需的经费和其他支 

助的手段和方法，并为方案筹募自愿捐款；

(g)编写及分发有关国际年的新闻，包括，例如，一份特别的定期通讯；载有 

可供国家方案和示范项目直接使用的资料的事实报告；以及组织召开新闻简报讨论 

会和座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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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根据有关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其他单位和组织，联合国 

系统外的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对各项措施和活动的具体方案 

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价。这些工作包括：发表有关贫困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 

人在住房、基础结构和服务方面的境况和需要的调查摘要；在国际年期间定期友表 

有关各项活动的执行情况摘要；以及除了正常的年度进展报告以外，另编写一份关 

于国际年的最后报告，其中载列有关为了在公元2 0 0 0年制订一项世界住房战略 

将来所应釆取的行动的各项建议。

注

'委员会对本项目审议经过的有关摘录载于文件E/1982/81，附件二内。

2《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8号》（A/37/8.附件一(A))，

英文本第2 1至2 4页。 ..

J参看《联合国生境一人类住区会议报告，温哥华，1 9 7 6年5月3 1日至6 

月1 1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6.工V. 7)，第二章。

4主要是：联合国水源会议；国际饮水供应及卫生十年；联合国科学和技术问题 

会议；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世界会议；国际儿童年；《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 

及国际合作以促其工业发展的新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 

会议；《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国际残废人年; 

以及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5在执行主任提交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报告中对这些论点有较为详尽的 

叙述（HS/C/5/5,第 1 9 至 2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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