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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8 

人权机制的有效运作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不丹*、中国、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日本、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尼泊尔*、  

新西兰*、安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  

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国：决议草案  

2003/……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合作  

 人权委员会，  

 回顾委员会 2002 年 4 月 26 日第 2002/82 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

主义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所有人的

人权和基本自由之尊重，  

 重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国际社会必

须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对待全球的人权问题，不偏不倚，无分轻重，一方面必须

考虑到各国和地区特殊情况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另一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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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各国也有责任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无论它们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制度如何，  

 强调在增进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区域合作可起到重要作用，  

 承认在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合作方面，根据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政府

协商一致确定的速度和优先目标，采取包容的、逐步的、实际的和累积的办法，

是十分重要的；  

 还承认民主、发展和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是相互依存并且相互加强的，  

 进一步承认正式和非正式人权教育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性，  

 承认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独立的国家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可在人权

领域里作出宝贵的贡献，  

 欢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合作第十一次讲习班于 2003 年

2 月 25 日至 27 日在伊斯兰堡举行，  

 1.  欢迎秘书长的报告(E/CN.4/2003/109)和在执行委员会 2002 年 4 月 26 日第

2002/82 号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  

 2.  强调 1998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2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增进

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合作第六次讲习班所通过的《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技术合作框

架》 (E/CN.4/1998/50, 附件二 )的所有四个领域的相互联系和具有相互加强作用的

重要性，这四个领域是人权教育、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增进和保护人权

并加强国家人权能力的国家行动计划及实现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战

略，并在此方面注意到在贝鲁特第十次讲习班通过的《2002-2004 年行动纲领》方

面取得的各项进展；  

 3.  还强调根据本国的条件发展和加强各国增进和保护人权的能力，是在亚洲

及太平洋地区进行人权领域有效和持久的区域合作的最坚实的基础；  

 4.  赞扬巴基斯坦政府作为第十一次讲习班东道国对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增进

和保护人权所作的贡献；  

 5.  赞同第十一次讲习班关于为便利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区域合作进程而应采取

的下一步措施的结论；  

 6.  欢迎第十一次讲习班举行的深入讨论，回顾了亚太地区过去一年在《亚洲

－太平洋区域技术合作框架》确定的四个优先领域中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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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还欢迎各国在第十一次讲习班上更多、更具体地分享在《亚洲和太平洋区

域技术合作框架》确定的所有四个优先领域中的执行经验；  

 8.  注意到独立国家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对第十一次讲习班

的贡献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讲习班正式召开的前一天举行一次非

政府人士磋商的主动行动；  

 9.  还注意到在第十一次讲习班上表达的多样的意见，这些意见涉及作为包容

的、逐步的、实际的和累积的办法的一部分，如何在区域和分区域一级为增进和

保护人权而开展合作，也涉及如何评价《亚洲－太平洋区域技术合作框架》的执

行情况；  

 10.  重申宜于通过保证有关国家各省地方政府部会、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

组织、学术院所和公民社会其他部门广泛参加的程序，拟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并评价这些计划，以便从已学到的教训获益；  

 11.  赞赏地注意到一些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独立国家机构的建立，以及它

们对区域合作进程作出的重要贡献；  

 12.  鼓励各国政府推动拟订全盘的、参与性的、有效的和可持续的国家人权

教育战略，并在《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 (1995-2004)之内加速实施这些计划和战

略，以在上述十年结束时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13.  确认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的良好治理，对于保证所有人权得到保护和

对于合理及有效使用发展资源以实现发展权的重要性；  

 14.  注意到第十一次讲习班，除其他外，讨论了妨碍有效落实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的所有障碍和进行国际合作以支持各国努力克服这些障碍的必

要性等问题；  

 15.  鼓励该地区所有国家结合执行《亚洲－太平洋区域技术合作框架》，在

国家一级采取具体行动并确保在区域范围内举行讲习班的同时还应采取持久的分

区域和国家的活动，以及为政府官员和主要的有关专业群体，视情况如警察、监

狱看守人员、教育工作者、法官、律师和议员等实施培训和提高认识的方案；  

 16.  欢迎高级专员办事处为落实《亚洲－太平洋区域技术合作框架》、加强

该地区各国增进和保护人权的能力而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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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鼓励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政府考虑，视情况利用联合国通过人权领域

的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方案提供的便利，进一步加强本国的人权能力，并在这方

面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继续对方案给予充分重视；  

 18. 欢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捐助，并

邀请该地区所有国家考虑首次捐助或增加捐助额，特别是响应《2003 年年度捐助

呼吁书》中的吁请，提供在技术合作与加强在人权领域内国家能力和基础设施活

动方面的捐助；  

 19.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收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合作第十二次讲习班的结论，以及在落实本决议方面取得

的进展情况；  

 20.  决定在第六十届会议上，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