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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9 

政治宣言和 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主要委员会的报告 
 

  增编 
 

政治宣言草案 

 

报告员：伊万娜·格罗洛娃女士（捷克共和国） 

1. 2002年 4月 12日，主要委员会第 3次会议核准对政治宣言草案 
*
 作下列修

改，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2. 第 4条和第 4条之二已删除。 

3. 第 5条修改为： 

  “我们重申决心不遗余力地促进民主，加强法制，促进两性平等，并增

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发展权。我们决心消灭一切形式的歧视、包

括年龄歧视。我们确认，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他们应当享受充实、健康和

安全的生活，并应积极参加各自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我们

决心增进对老年人尊严的认识，并消除对老年人的一切形式忽视、虐待和暴

力。” 

4. 第 6条修改为： 

  “现代世界有着空前的财富和科技能力,也展现了各种特别的机会：增

强男女的能力，使之更健康地进入老年，同时享受更加充分的福祉；力求使

老年人充分融入和参与社会；使老年人能够更有效地为其社区和社会发展作

出贡献；并且不断改善老年人所需要的照顾和支持。我们认识到，必须采取

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便随着男女年龄的增长，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机会和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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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确保他们的支助系统得以持续，从而为建设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

社会奠定基础。当老龄被视为一种成就时，对高龄群体人力技能、经验和资

源的依赖就自然会被公认为成熟、充分融合及富有人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一笔资产。” 

5. 在第 6条之后插入新的一条，内容如下： 

  “第 6条之二. 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经

济转型国家仍面临大量障碍，无法进一步融入和充分参与全球经济。除非社

会和经济发展能惠及所有国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所有国家甚至整

个区域的老年人，仍将处于全球经济的边缘地位。因此，我们认识到，必须

将老龄问题纳入发展议程，以及纳入消灭贫穷战略和争取使所有发展中国家

充分参与全球经济的战略。” 

6. 第 8条及其备选案文修改为： 

  “我们致力于有效地将老龄问题纳入社会和经济的战略、政策和行动

中，同时确认具体的政策将因各国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确认必须将性

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以便考虑到老年妇女和男子的需求和经验。” 

7. 第 9条已删除。 

8. 第 10条之二修改为： 

  “我们强调，关于老龄和与年龄有关问题的国际研究十分重要，这种研

究是根据特别是国家和国际统计组织拟定的可靠、协调一致的指标制定老龄

问题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9. 第 11条修改为： 

  “为了满足老年人的期望和社会的经济需求，应当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

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老年人只要愿意并有能力，应一直有机

会工作，从事令其满意的生产性工作，同时继续有机会参与教育和培训方案。

增强老年人的能力和促进他们的充分参与，是促进老有所事的基本要素。应

当向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可持续的社会支持。” 

10. 第 12条修改为： 

  “我们强调政府担负着主要责任，应促进、提供和确保获得基本社会服

务，同时铭记老年人的具体需求。为此，我们必须与地方当局、民间社会、

包括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志愿者和志愿组织、老年人自己、老年人协会

以及家庭和社区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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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 12条之二修改为： 

  “我们认识到，必须逐步达到充分实现人人享受最高水平身心健康权利

的目标。我们重申，实现最高水平的健康是全世界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目标，

而要达到这项目标，除了卫生部门外，其他许多社会和经济部门也必须采取

行动。我们致力于向老年人提供普遍、平等获得保健和服务、包括身心健康

服务的机会。我们认识到，随着老年人口各种需要的增加，必须拟定新的政

策，特别是给予照顾和治疗，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支持环境。我们将促进

老年人独立自主，向其提供机会，使其有能力充分参与社会的各方面。我们

认识到老年人作为提供照料者对发展作出的贡献。” 

12. 第 14条修改为： 

  “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各代人之间的团结和伙伴关系，对老年人和

青年人的特殊需求都应铭记在心，并鼓励各代人建立相互照顾的关系。” 

13. 第 15条和墨西哥提议的该段备选案文修改为： 

  “各国政府担负着主要责任，应在老龄问题上以及在实施《2002年老龄

问题行动计划》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国际机构、

老年人自己和老年人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民间社会的其他方面、以及

私营部门之间开展有效协作是至关重要的。要实施《行动计划》，就需要许

多利益有关者的合作和参与：专业组织、公司、工人和工人组织、合作社、

学术研究机构及其他教育和宗教机构以及媒体。” 

14. 第 16段修改为： 

  “我们强调，联合国系统、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可发挥重要作用，在《2002

年国际行动计划》的实施、后续行动和国家监测方面，应政府的请求，为其

提供协助，同时考虑到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和人口情况的差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