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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1 0 4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 

在联合B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项途径、方式和方法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卡洛斯‧卡萨胡安纳先生（西班牙） 

一、导言 

1. 1988年9月23日，犬会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依照总务委员会的建 

议决定将标题如下的项目列入议程：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邇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 

方式和方法"： 

"(a)尊重每个人的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和此种权 

利对会员S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 

"(b)财产对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彩响； 

"(c)发展权利； 

"(d)扩展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并将其发交第三委员会， 

2. 委员会于1 9 8 8年 1 1月8、 9、 1 5和 1 7日在其第3 6至 3 8次、 

以及4 2和4 6次会议上一并审议了项目10 5下的各项问题‧委员会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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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载于有关的,要记录中（AXC. 36—3& 42^46), 

3. 在审议此项目时，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秘书长关于扩展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的报告 

0 »秘书长关于大会第 4 2 Z 1 1 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综合报告 

(0秘书长关于尊重每个人的单独财产所有杈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和此种 

权利对会员面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的报告（AX43/739) j 

(d) 1 9 8 8年 2月 1 9日巴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43/163)； 

(e) 1 9 8 8年 5月 3 1日科威特常驻联合邇代表给秘书长的信（^40^384); 

(f) 1 9 8 8年 8月 1 5日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V43/538)î 

fe) 1 9 8 8年 9月 2 9日哥伦比亚常驻联合面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00 1 9 8 8年1 0月6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面代表给秘^^lt(A^43/709); 

(i) 1 9 8 8年1 0月 2 5日保加利亚常驻联合茵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A/43/759). 

« ) 政府专家工作组关于发展权利的报告 4 / 1 9 8 8 ^ 1 0 ) ? 

4. 在1 1月 8 8第 3 6次会议上，主管人权筝务的副秘书长作了介绍性的发 

言， 

二、建议的审议 

A . 决 议 8 1 

- 5 .在 1 1月 1 5 B第 4 2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茵代表提出了题为"尊重每 

个人的单独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和此种权利对会员国经济及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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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的 贡 献 " 的 决 议 单 案 3 X 4 3 ^ 31). 

6. 1 1月 1 7日，委员会在第4 6次会议上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革案 

3X43/3； 31 (参看第2 5段，决议革案一）， 

B .决议草案 A X C , 32 

7. 在1 1月 1 5日第 4 2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邇代表提出了题为"财 

产对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影响"的决议箪案(VC 32). 

8. 1 1月 1 7日，经过一次程序问题的辨论，发言者包括保加利I秘魯、 

印度、德意志联邦共和茵、墨西哥和荷芬诸國的代表和委员会的秘书与主席（见 

f^o. 3 / 4 4 6 ) , 委 员 会 以 1 0 7果对2 4票，1票弃权'，通过了决议拿 

案V: c. 32 (见第 2 5段，决议革案二 ）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汙、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贝宁、 

不丹、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缅 

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 

中国、哥伦比亚、刚果、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 

主也门、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斐 

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 

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约旦、 

肯尼亚、科威特、老撖人民民主共和国、黎6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 

毛里塔尼亚、S西哥、象古、庫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 

'孟加拉国代表团事后表示，如果表决时在场的话,它会投票赞成该决议革案‧ 

2阿雙代表团后来表示，它本来无意参加此决议草案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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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尔、阿灵î巴基斯坦、£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魯、菲律 

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 

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突尼斯、 

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 

拉伯联合首长廣、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鸟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伞大、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頃、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 1、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 

西兰、挪威、有萄牙、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杈:马耳他。 ―-.— 一 

9.决议辈案获得通过后，印度、秘鲁和肯尼亚代表发了言.下列代表对投票 

作了觯释性发言：希腊(代表联合邇会员国中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和哥斯达 

黎 加 （ 见 4 6 ) . 

c .决议箪案 V C . 3 ^ 4 3 ^ 33 

1 0 .在 1 1月 1 5日第 4 2次会议上，古巴代表以下列提案邇的名义提出了题 

为"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S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项途径、方式 

和方法"的决议革案（V^C. 3/43/4 33)：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舰、^宁、 

坡利维亚、布基鈉法索、哥伦比亚、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民主也门、厄瓜多尔， 

俄比亚、加纳、印度、伊拉克、老JîtA民民主共和面、马达加斯加、马里、& 

西哥、其桑比宽、尼加拉瓜S拿马、秘鲁、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S*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邇、越南.南斯拉失和津P. 

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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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月17日，希腊代表（以联合IS会员11中的欧洲经济共闳体成负BD的 

名义）在表决前对投累作了解释性芡言（见 3 X 4 3 / 8 1 ^ 4 6 ) . 

12. 委员会接着以1 1 2 票 对 1 票 ， 2 5系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了决议尊 

案AXC. a^43yiv 33 (见第 2 5段，决议革案三）。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根廷、巴哈马、ë^̶、巴巴多斯、贝宁、 

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缅 

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 

得、中国、哥伦比亚、剛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 

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墻寨、民主也门、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 

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危 

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胡伊 

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撖人民民主共 

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菌、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g西哥、象古、摩洛 

哥、莫桑比克、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曰尔、阿曼、巴基斯坦、 

巴伞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 

旺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庫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 

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a联盟、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 

匈牙利代表团随后表示它准备投票赞成该决议箪案。孟加拉国代表团事后表示 

如果在场的话，它会投票赞成该决议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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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美利坚合众阖。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希腊、冰^、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曰本、卢森堡、马 

耳他、荷兰、挪威、藜律宾、餐萄牙、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大不列枭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3. 表决后，新西兰、索马里和瑞典（代表北欧国家）代表作了,性发官 

( 见 3 / 4 3 / 1 ； 4 6 ) . 

D . 决 议 零 案 a / 4 3 ^ 34 

14. 在 1 1 月 1 5 日 第 4 2次会 i l _ b巴基斯坦^提出了一次题为"发展权 

利"的决议革案（A^c. 3 X 4 3 ^ 3 4 ) . 

1 5 . 1 1月 1 7日，委员会主席在第 4 6次会议上指ffi,决议革案的题目已改 

为'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 

和方法"， 

1 6 . 在同次会^±,巴基斯坦代表发言后（见A/c n 46),委员会 

以 1 1 5票对 9票， 1 3累弃权* ,通过了这项决议覃案（见第 2 5段，决议辈案 

四）‧表决情况如下： 

m--阿窗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贝宁、 

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缅 

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 

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剛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 

美利坚合众s代表指出，美国代表团不参加就此决议革案采取的行动，孟加拉 

国代表团指出，如果表决时在场的话，它会投票赞成此决议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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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噢塞俄比亚、斐济、德意志民主共和頃、加 

纳、危地马#、几内亚、圭亚邵、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庹、印庹 

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 

墨西哥、衆古、廉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阿曼、 

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波兰、卡塔尔、^ 

马尼亚、卢旺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庫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阖、秦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鸟拉圭、委内瑞拉、 

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M: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卢森堡、荷兰、曹菊 

牙、大不列*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弃杈: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肼、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 

17. 表决后，日本、秘魯和瑞典（代表北欧国家）代表作了解释性发官（J?A/ 

c. 3 / 4 3 1 ^ 4 6 ) . 

决 议 草 案 a ^ 4 3 / I j 35 

1 8 . 在 1 1月 1 5日第 4 2次会议上，南^拉夫代表以下列各提案国的名义提 

出 题 为 " 发 展 权 利 " 的 决 议 革 案 （ 3 / 4 3 / ^ 35)：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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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亚、中国、哥伦比亚、哥澌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多来尼加共和B、厄瓜 

多尔、埃及、^&俄比亚、危地马拉、印度、伊拉克、牙买加、基西哥、庫洛哥、 

尼加拉爪秘鲁、菲律宾、卢旺苏丹、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B、委内瑞 

拉、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后来£1也加入为此决议革案的提案国。 

1 9 . 在 1 1 月 1 7日第 4 6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此决议草案，^ 

第 2 5段，决议单案五）， 

2 0 . 瑞典代表（以北欧国家的名义）在表决后解释了立场（见 W 

SII 4 6 ) . 

F . 决 议 单 案 V C . 3X43^1； 40 

2 1 . 在 1 1 月 1 5日第 4 2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以下列提案国的名义提出 

了 题 为 " 扩 展 人 权 领 域 的 新 闻 活 动 " 的 决 议 蕈 案 3 X 4 3 / 1 . 40)：澳大利亚、 

坡利维亚、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厄瓜多尔、德意志联邦共和菌、印度、爱尔兰、 

蠆西哥、荷兰、挪威、秘鲁、菲律宾、塞内加尔、瑞典和南斯拉夫,后来，意大利 

和萨摩亚也加入为此决议草案的提案面》 

2 2 . 在提出决议革案时，澳大利亚代表作了口头订正如下： 

(a)下面的序言部分第五段： 

"相倌《世界人权宣言》一一应当将其原则作为鼓舞各国和面际上保护和 

促进人权的努力的根本濂泉继续加以遵守一一通过四十用年应当使联合面系统 

在人权领械进行的推动活动获得新的动力，并为其提出一个重点"； 

以下面的案文代替： 

"强调所有政府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中揭示的原则的重要性，并相信它 

美利坚合众国表示该国代表团不参加就此决议箪案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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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第四十周年提供了一小让联合邇系统促进人权领械中活动的焦点和新的 

m," , 

0»在执行部分第8段的后面加上"扩展人权领域的世界新闻活动"。 

2 3 . 在 1 1 月 1 7日第 4 6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作了一项声明，在其中她 

以提案国的名义又进一步修改了此决议蕈案，将执行部分第1 1段中的"特剁是" 

改为 "包括 "， 

2 4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过口头订正的决议箪案（见第25 

段，决议革案六）， 

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2 5 .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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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一 

尊重每个人的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 

的所有杈和此种权利对会员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 

回顾其1 9 8 6年 1 2月4日第41/132号决议，其中大会坚信《世界人 

权宣言》 6笫17条所载每个人充分享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 

所有杈对促进广泛享受其他基本人权特别重要，并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 

所揭示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目标， 

进一步回顾人权委员会 1 9 8 7年 3月 1 0日第 1 9 8 7 / 1 7 号 决 议 ， 7 

其中委员会敦促尚未这样傲的各国根据本国的立宪制度并根据《世界人权宣言》， 

提供充分的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保护每个人的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 

人合有的所有权和个人财产不得被任意剥夺的杈利， 

重申各国有杈自行选择和发展本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并有杈 

决定本国的法律和规章， 

认 识到在全国范围内、就 各国能够促进每个人充分享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 

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的途径和方法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是很有价值的， 

认识到在这方面,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协助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以便 

便每个人都能够单独购置财产或同他人合购财产是非常重要的， 

第2 1 7 A ( m )号决议， 

见（^济及社会,事会正式记彔， 1 9 8 7年，补编笫5号》（E/1987/ 

1 8和corr* 1和 2 ) ,第二章,第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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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界 人 权 宣 言 》 第 1 7条所规定，并在《残废人权利，》一7^4 

段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笫1 6条第1(h)鈥中将到重申的每个 

人的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对促进广泛享受其他基本人权 

是特别重要的， 

重申按照《世界人权宣言》笫2 9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 

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 

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 

利的正当需要，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尊重每个人的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 

杈和此种杈利对会员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 

-注意到该报告载一 5 ^会员国、各专门机构以及联合 Ï系铳其他主管机 

关所提出的意见，主要包括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法律原则的摘要，但对于每个 

人的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在确保个人充分和自由参与各 

国的经济和杜会体制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都给予较少的注意， 

1 r 认 识 到 会 员 国 中 存 在 者 m 舍 法 # 有 射 产 的 形 式 ^ 

所有和国有形式，每种形式都: i有助 m & m , mm^'Exm±në 
基‧l^tifiÉl—ISHX^资祈 

2. ï f f t 照 《 w x ^ w y 笫 《 一 ï ï 一 》 , m r i ^ ^ 

人的单¥~的―财产所有—杈&及―闳â入合有的所有权，均不#將为意味着任何国 

8 第 3 4 4 7 ( X X X )号决议 ‧ 

'第 3 4 / 1 8 0 ^决议，附件, 

, 0

 A/43/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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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该《宣言H载^任何权乖丄和t由的活 

3 . 国家 H宜于！取，一步措施 , ^确保按照《世界人 ^ C Ë言》 

m7条的规定,尊重每个人的单独的财产所，多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和 

；AM产不^任意剝夺的权利； 

4. 因此，皿各国按照本国的宪法制度和《世界人权宣言》在尚未做到 

的地方航适当的宪法和法律条例，保护每个人的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 

人合有的所有权和个人财产不得被任意剥夺的权利； 

5. $秘书长征求会员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主管机构关于单独 

的财产所¥ 攻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对发展个人自由和主动的情况和程度的 

意见，个人自由和主动有利于促进、加强和提高其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 

6. g会员圑、专门机构和联合画系统其他主管机构就它们对单独的t 

产所有权以及闳他人合有的所有权的彩响作出评论时，不访特别说明下列类型 

的财产所有权： 

(a)个人财产，包括本人及其家属的住宅； 

(W有经济效益的财产，包括与农业、商业和工业有关的财产； 

7.重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画内就其调査结果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 

报告； 

8 在其枭四十五届会议题为"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 

合国系统内¥以^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下审议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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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 

财产对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响 

g^《世界人权宣言》，，、《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和《发展权利宣盲》：' 

这些文书规定财产在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作用， 

X m其关于财产对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响的1987年12月7 

日第42/115号决议以^A枚委员会1 9 8 7年 3月 1 0日第1987Z18号决 

议"和 1 9 8 8年3月7日第1988/19号决议'' 

还回顾关于收回侵权者非法转移的国家财产问题的人权委员会1988 

年 3 月 7 日 第 号 决 议 19 

鱼丞《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国义务：促进较髙的生活水平，全民就业， 

经济及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条件，以及国际经济、社会、保健及有关问题的觯决, 

— g i有必要促进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邀守，不分种族、 

肤 色 、 性 别 、 语 言 、 宗 教 、 政 治 见 解 或 其 他 意 见 、 民 族 或 社 会 a 

身或其他地ï,̶ 

I毒 

第217A(工工工）号决议， 

第2542(XXIV)号决议。 

第41X128号决议，附件. 

见《经济及社会 ‧会正式记录， 1 9 8 7，补叠朵5岑》—，(E/1987/ 

18及COrr* 1和 2 ) ,第二章么节， 

同上，《1 9 8 8车，补编第 2号》（ H 9 8 8 / 1 2 ) ,第二聿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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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确认所有各民族都有自决权,他们由于这种权利可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 

地位，并可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还确认各民族的自决权,包括行使他们对其一切自然财富及资源享有充分 

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深信社会正义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人民只有在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中 

才能彻底实现他们的各种愿望， 

还深信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关系与合 

作能够促进社会发展， 

重申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 8条，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

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宣言》所载的枚利和自由能够获得充分实现， 

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使绝不能透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或妨 

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忆及其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1 9 7 9卑 

1 2月y—日笫34?13?号决议,其中大会强调了^[率公共部门在发展进程 

中的重要性， 

根据《社会进步和发展宜盲》第6条，£f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要求对土 

地和生产资料要建立符合人权和基本自由及符合正义和财产的社会功能原则的 

所有权形式，以排除对人的任何种类剝削，确保人人有享有财产的平等权利并 

创造达到人民之间真正平等的条件，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直Î各国有义务采取有效步骤以便充分实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 

Jl A ^ 4 3 / 7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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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承认会员国中存在许多形式的法定财产所有制,包括私有、公有和画 

家所有制形式，每一种形式都应通过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正义建立稳面的基础 

来确保人力资源的有效发展和利用； 

4. ，各国在不妨碍其自由选择和发展它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 

制度的枚利的情况下确保其有关各种财产形式的国家立法应排除对享受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任何障碍； 

5 .兰秘书长在根据1 9—8 8年 第 4 3 / 号决议编写向大会—^四+ 

五届会议提出的损告时考虑到本决议； 

6 . . 韭 1 其 第 — ^ ^ ; 义 ， ： ^ ¥ ^ ¥ 和 ， 百 — 冊 切 百 ^ 在 

^miEmu^mïmi^方式和方法"的项目下审议这个问题. 

决议革案三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 

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 

大会， 

回顾我联合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宣布他们同兹决心重申基本人权、 

人的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国家权利平等的信念，并决心运用国际机构促 

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又回顾《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文化 

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以及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 

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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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世界人权宣言》' 7和关于人杈的两项国际公约"在促进对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尊重和遵行方面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匣至其1 9 7 7年 1 2 月 1 6日笫32/130号决议，其中决定今后联合国 

系统内有关人权问题的工作应考虑到该决议所阐述的概念， 

又回顾其1 9 7 9年 1 1 月 2 3 日 第 3 4 / 4 6 号 、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 3 5 / 1 7 4号、 1 9 8 1年 1 2 月 1 4 日 第 3 6 / 1 3 3 号 、 1 9 8 3年 1 2月 

1 6日笫 3 8 / 1 2 4号、 1 9 8 4年 1 2 月 1 4日第 3 9 / 1 4 5号、 1 9 8 5年 1 2 

月 1 3 日 第 4 0 / 1 2 4 号 、 1 9 8 6年 1 2月 4日笫 4 1 / 1 3 1号和笫 4 1 / 1 3 3 

号、以及1 9 8 7年 1 2月 7日第 4 2 / 1 1 9号决议， 

考虑到人权委员会1 9 8 5 年 3 月 1 4日第 1 9 8 5 / 4 3号决议， " 

f，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平等是各国的和各国内的 

个人的一项特权， 

认识到人是发展的主体，人人有权参与发展过程并从中受益， 

再次重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使所有人的人杈和基本自由得以有效促 

进和充分享有的基本因素， 

又重申深信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相辅相成的,并深信对公 

民和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施、增进和保护应给予同等的注 

意和紧急的考虑， 

强调有必要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创造条件，增进并充分保护个人和各国人民 

" 笫217A(工工I)号决议。 

"笫 2 2 0 0 A ( X X I )号决议，附件， 

'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5年，补编第 2号》 ( 

2 2 ) ,第二 I j ^ A i T , 一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876 
Chinese 
Page 17 

的人权， 

认识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充分实现人杈、包括发展杈利在内的基本因素， 

考虑到裁军所节余的资源可以大大有助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 

皇，所有国家在尊重各国独立、主杈和领土完整、包括各国人民有权自由 

选择其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对促进和平与发展是必 

不可少的， 

深信这种国际合作的主要目的必须是人人可过自由、尊严和免于匮乏的生 

活, 

然而^世界各地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 

^ 5《世界人杈宣言》或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中的任何部分均不得视 

为意^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从事或进行旨在破坏其中规定的任何权利 

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充分参加发展过程和公平分配由此得来 

的利^基础上稳定地增进他们的福祉，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为本国的发展所作的努力应获得更多的资源流通以及采 

取旨在创造有助于其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的适当和实质措施的支持， 

考虑到1 9 8 6年9月1日至6日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和政 

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2 7 

A / 4 1 / 6 9 7 - S / 1 8 3 9 2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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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铕记1 9 8 8年 9月 5日至 1 0日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举行的不结盟国 

义 《 最 后 文 件 》 — ' 丄 的 ― 规 ^ 是 " 经 ¥ ^ ^ ^ 1 5 8 

理调其（发展权利宣言》"所！:称的宗I和原观的特别重要性， 

考 虑 到 人 权 委 员 会 1 9 8 8 年 3 月 1 7 B 第 1 9 8 8 / 2 2 号 和 1 9 8 8 / 

2 6 号 决 议 ， ^ 

重申按照(宪聿》原JII增进联合国各机构在人权领械的活动的重要性， 

强调各阖政府有责任确保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尊重， 

1 •重申要求人权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2/130号决议及其他有关案文的规 

定和概念，继续其当前关于全面分析以进一步增进和巩面人权和基本自由、包 

括委员会的方案和工作方法问题的工作，并且继续其关于全面分析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的工作； 

2•申明人权领槭的国际合作的一个首要目标是使所有各国人民和每一个 

人都可过自由、尊严与和平的生活,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互相 

关联的，对一类权利的增进和保护，绝不能成为各廣避免或借以避免增进和保 

护其他各类权利的理由； 

3 ‧申明其深信对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执行、增 

进和保护^予闳等的注意和紧急的考虑； 

4‧重申为了,进人权和基本自由，至为重要的是会员国应当加入戒批准 

" A / 4 3 / 6 6 7— S / 2 0 2 1 2 ,附件， 

" 同上，第 ^节， 

〖第 4 1 /丁 2 8号决议， l t # o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8年，补编第 2号》（ E / 

IF88/12)'第二孝，Ai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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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械的各项国际文书，从而承担具体义务，因此，应当鼓励联合S系貌内 

在人权领槭树立标准的工作，并且敖励有关各项蹰际文书获得警瑰接受和执行; 

5 .再次重申国际社会对于遭到诸如大会第 3 2 / 1 3 0 f决议第 1 (e)投所述 

情况彩响的各国人民和个人其人权受到大规禊和公然侵犯的情形,应给予或继 

续给予优先注意以寻求解决办法，同时对其他侵犯人权的情况给予应有的注意; 

6 大会有责任傻成国际合作，以便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并 J J t严重侵犯人权、尤其;^规楔和公然侵犯人权的情絲示关切, 

不 M种情况发生在何处； 

7.表示关切在实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宗旨和目标方面的当前情况 

以及其对充分实现人权、尤其是发展权利的不利彩响； 

8 ‧重申发展杈 利是一项不可剝夺的人权; 

9‧又重申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充分实现发展权利的基本要素; 

10‧确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 分割和相辅相成的; 

1 1 •认为所有会员国必须在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促 

进国际合作，包括各国人民有权自由选择其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以期觯决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各种国际问题； 

1 2 . 定规范和原则同世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际情况 

之间存在的差距； 

13. 促请所有国家与人权委员会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14. 重申耱要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创造条件,全面増进和保护个人和各面人 

民的人权； 

1 5 . 再次重申为了便利充分享受所有人权而不损及个人尊严,有必要透过 

在国家一级采取措施，包括规定工人参加管理的措施，以及在阖际一级采取橫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876 
Chinese 
Page 20 

施，包^à :新的国际经济餅，以堉逬教育、工作、保健和适当营养的权利; 

16.决定联4国系统内关于人权事项的今后工作的方法还应考虑到《发展 

权利宣言》的内容和其执行的必要性； 

17.决定将飑为"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 

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 

决议草案四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 

在联合国系统内可 j ( 采 „ 各项 

途径、方式和方法 

大会， 

回顾其有关发展权利的各项决议，特别是1986年1 2月4日第41/133 

号决议， 

^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享有发展权利的重要性， 

1.强调发展权利的达致需要按照《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 

领》 2 '、合国笫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章》"的规定，进行协调一致的国际和[U家的努力，在全世界所有地区无歧 

" 笫 3 2 0 1 ( 8 - 7 1 )和笫 3 2 0 2 ( 8 - 7 1 >号决议， 

" 笫35/56号决议，附件。 

'， 笫3281 ( X X I X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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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地消除经济落后、饥饿和疾病； 

2.，为此目的，国际合作应针对维持安定和持久的经济增长，并同时 

采取行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让性援助，建立世界粮食保障，解决债务负担 

消除贸易障碍，促进货币稳定和加强科技合怍。 

决议草案五 

― ^发展枚利 

大会， 

âi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颁布了《发展权利宣盲》,» 

并回顾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有关^展权利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业已核可的人权委员会1 9 8 8年 3月 7日第 1 9 8 8 / 2 6号决议"， 

复Î发展权利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画家的重要性， 

fj5在颁布《发展权利宣言》之后，人权委员会己进入旨在执行和进一步 

加强该宣言而就此事项进行审议的新阶段， 

‧ 了发展权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的报告"以及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 

" 第41/128号决议，附件，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2号》（E/1988/12) 

第二章 A节， 

， 0 E / C H . 4/1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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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所有其 他有关文件， 

认识到若干会员国、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工作组的工作所表现的兴趣， 

1 .表示希望那些应秘书长依据人权委员会第1988Z26号决议提出的安 

求，就执行《发展权利宣言》爭苴提出评论^恿见的各国政府、联合国机关和专 

门机构及其他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复文中载入各种进一步加强宣言的切 

实可行的建议； 

2 . ffl人权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即今后关于发展权利问题的工作应分阶 

段逐步进行； 

3 ‧皿发展权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É第十二届会议研究秘书长根据人权 

委员会第1988X26号决议要求收到的所准复文编写的分析性汇編，如有必要 

并与个别复文一起研究，并向人权委员会笫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最后建议，说明 

哪些提议最有助于在个人、国家和国际各级进一步加强和执行《宣言》，而且 

特别说明秘书长和各国政府关于建立一个扭行和进一步加强《宣言》的评价制 

度办法的意见； 

4 .仿进其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根据对工作组报告的审议和委员会成 

员在该届会议发表的憨见，就有关这一问题的未夹行动方针，特别是就执行 

和加强《发展权利宣言》的实际措施，作出决定； 

5 •潼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该事项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提出报告； 

6. ^ 在其第四十四届会议题为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 

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下审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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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六 

扩展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 

M, 
重申促进公众对人权领域的认识的活动是实现《联合国宪章》笫一条第三 

项所载的联合国宗旨的必要条件，而周密制订的教学、教育和宣传方案对于达 

致人权和基本自由永远受到尊重十分重要， 

回顾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其 1 9 8 7年 1 2月 7日 ^ 4 2 / 

1 1 8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1 9 8 8 年 3 月 1 0日笫 1 9 8 8 / 7 4号决议，，' 

认识到联合国的倡议对人权领域的国家和区域新闻活动所起的促进作用， 

并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的宝贵作用， 

强调所有政府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中揭示的原则的重要性，并相信它 

逋过的笫四十周车提供了一个让联^国系统促进人权领域中活动的焦点和新的 

动力, 

还相信举办世界人杈新闻运动将宝赍地补充联合国在^¥界进一步促进和 

保护人权的活动， 

1.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扩展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的报告'-和关于在现有的 

资源内发动一场世界人权新闻运动的明智性的报告；"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8 # ,补编笫 2号》（ E / 1 9 8 8 / 

12)，笫二章，A节。 

" 第 2 1 7 A (工工工）号决议。 

，，A/43/721。 

，* A / 4 3 / 7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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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申必须用明了、便于取得的形5:周密编写关于人权的资料，资料须 

适应各区域和各国的需求和情况和有具体的针对对象，并以各国和地方语言和 

充分的数量加以有效的散发以取得预期彩响，还必须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特别是广播电台、电视和视听技术，来接触更广泛的公众，重点放在儿童、其 

他肯年人和处境不利的人、包括偏僻地区人身上； 

3. 赞赏秘书处在1 9 8 8年通过人权中心和新闻部采取的各种措施： 

(a) 增订人权新闻资料，特别是关于联合国基本人权文书和机构的资 

料，扩大其数量并增加其语种；并在这方面，敦促秘书处采取措施，确 

保同各区域、国家和地方组织及政府合作，以各国和地方语言进一步印制 

和有效散发这类文件，同时充分和有效地利用联合国各新闻中心，这些中 

心在区域和国家一级能在人权领域发挥关键的促进作用； 

(b) 在新闻部设立一个新的传播司，该司正在修订秘书处的分发方法 

并使其电脑化，以便对各区域和全球具体对象更具有针对性，该司将协助 

各组织、学校和非政府组织确定适当材料供其使用； 

(e)扩大人权领域内的视听活动，并再次请秘书长探讨是否可能为未 

来视，节目作出共同制作安排，以便在费用经济的条件下取得最大可能的 

公共影响， 

4•鼓励所有会员国——特别为了进行《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后 

续活动——作出特别努力，提供、促进和鼓励关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的 

宣传，并优先以各国和地方语言，散发《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人权的两项 

国际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书和资料，以及就行使根据这些文书享受的权利和 

自由的实际方式进行教育； 

，， 第2200A(X3Ç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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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敦促所有会员国在其教育课程中包括涉及全面了解人权问题的教材， 

鼓励所有在法律和执法、武装部队、医疗、外交等方面和其他有关领域负责训 

练工作的人士在其专业科目中包括适当的人权成分，并为此目的，请秘书长提 

请 各 会 员 国 注 意 人 权 教 学 小 手 册 ， 这 本 小 手 册 可 在 人 权 教 学 的 结 构 

和发展方面，充当适应各国国情的广泛和灵活的纲领； 

6 .注意到在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下，同各国政府、区域及国 

家和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的区域和各IU训练班和讲习班在促进人权领域的教育 

和意识方面的特殊价值，并欢迎人权中心优先重视举办这类活动； 

7,决定在《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即1 9 8 8年 1 2月10日，按现 

有资源，^一项世界人权新闻运动，为这一运动，将以全球和注重实际的方 

式发展和加强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同时进行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 

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的补充活动； 

8 .，秘书长确保最充分地有效调集联合国秘书处所有有关部门的技能和 

资源，并在现有资源内，特别是从新闻部预算内，为发展实际和有效的人权新 

闻活动，包括扩展人权领域的世界If闻活动各方案内的活动，提供充足资源； 

9 .要求联合国系统内负人权；^面主要贵任的人权中心根据大会和人权委 

员会的指导，协调世界运动的实务活动，并在发展和执行该运动的活动方面与 

各国政府、区域和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关心人士保持联络； 

10. 要求在新闻活动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新闻部协调世界运动的新闻活动并 

作为联合^闻事务联合委员会的秘书处，负责便进人权领域有协调的全系统 

新闻活动； 

11. 强调联合国需要协调它与其它组织在人权领域的活动,包括在传播 

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资料方面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协调，在人权教育方 

面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协调，大会1 9 8 3年 1 2月 9日第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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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号决议曾请该组织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其人权教育和培训 

方案的报告； 

12。敦促所有尚未指定国家协调中心的会员国这样做 a以便可向这些中心 

提供有关^^权材料，并可作为在发展和实施世界运动方面与联合国之间的联 

络点；请秘书长在他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的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中公布这些联络中心的名单； 

13„ ，秘书长向人权委员会笫四十五;I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世界运动的现行 

和拟议的目标和活动的报告； 

14. 鱼人权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i义上以秘书长的报告为基础，优先审 

议这个问题，以期在世界运动的目标和活动方面提供&当的指导； 

1 5 . 进一步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 

的综合报告，以供在题为"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 

可以釆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下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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