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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65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2010 年 6 月 8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转递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为保护和促进人权，特别是儿童权利所

做努力的资料(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65项下文件分发为荷。 

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 

穆拉德·阿斯卡罗夫(签名) 

 

 



A/64/810  
 

10-40011 (C)2 
 

  2010 年 6 月 8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乌兹别克斯坦保护人权简报 

 乌兹别克斯坦全力支持海牙全球童工问题会议的主要目标，以加强迅速实现

普遍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 低年龄)和第 182 号公约(

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的全球性运动，并推动实现 2016 年指标目标的努力。此外，

乌兹别克斯坦支持题为“加紧行动，打击童工现象”的世界劳工组织童工问题第

三次全球报告。 

 乌兹别克议会根据这一支持，批准了劳工组织 13 项根本性公约，尤其是上

述劳工组织关于准予就业 低年龄的第138号公约和关于 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的 182 号公约。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 2008 年以特别法令的形式，通过了执行劳工组

织这些公约的国家行动计划。这一国家行动计划由 37 项具体措施组成，将在四

个阶段采取： 

• 第一阶段：加强对非法利用童工的法律控制； 

• 第二阶段：监测劳工组织第 138 号和第 182 号公约执行情况； 

• 第三阶段：开展广泛的提高认识运动，宣传劳工组织第 138 号和第 182

号公约的要求； 

• 第四阶段：实施旨在废除 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国际合作项目。 

 为推动提高认识和遵守情况，乌兹别克斯坦与劳工组织消除童工现象国际方

案建立伙伴关系，出版了乌兹别克语的劳工组织/各国议会联盟《议员手册：消

除 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劳工组织第 182 号公约实际指南》，以及《劳工组织

30 项主要公约选编》。 

乌兹别克斯坦对童工的法律保护 

 乌兹别克斯坦一贯执行并遵守劳工组织在保护和禁止童工领域制订的国际

标准，这些标准得到可靠的保护儿童权利法律机制的保护： 

• 《宪法》禁止一切强迫童工劳动的企图，在保护儿童方面制订了国家保

障措施。 

• 《保障儿童权利法》规定，按照国际标准，儿童系年龄低于 18 岁者，

该法还确定了在防止童工劳动方面的保障措施。 

• 劳工法规定 低就业年龄为 16 岁，严格限定的例外情况为 15 岁，并规

定了低于 18 岁者的劳动条件和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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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贩运人口法》规定建立抗击任何形式剥削的机制，包括实施童工法。 

• 《刑法》规定对让儿童参与非法活动实施更严格的刑罚。 

• 2001 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禁止 18 岁以下儿童参与的劳动活动种类

清单。 

• 2009 年，开始对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利用童工实施行政赔偿。 

关于童工规定执法情况的监测机制 

 乌兹别克斯坦创建了一个国家机构系统，其明确目的是监测童工情况和消除

非法童工的做法，其中包括： 

• 保护家庭、母亲和儿童综合体 

 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副总理领导，负责协调国家机构和管理层关于执行宪

法保障的儿童权利问题的活动。 

• 未成年人事务委员会 

 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部长内阁内设立，由乌兹别克共和国总检察长领导，

负责处理与儿童社会地位相连的几乎所有问题，包括监测不准许存在 恶劣形式

的童工劳动。 

• 劳动和社会保护部的地方监测 

 在乌兹别克斯坦每个区对劳动条件进行法律视察，并审查遵守童工法的情

况。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在乌兹别克斯坦，存在积极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基金会、民间社会团体和国

际组织，它们开展外联活动，监测几乎所有关于儿童权利和促进儿童身心、智力

发展的问题。 

教育改革 

 得到国际社会接受的防止童工劳动的一个有力机制，是乌兹别克斯坦教育制

度改革的开展，它要求向该国所有儿童提供 12 年义务教育。 

 乌兹别克斯坦的教育经费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每年对教育的投入超过国

内总产值的 10%，即国家预算的 37%。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平

均教育时间几乎达到 12 年，结束义务教育的年龄超过 18 岁的国家之一。 

 这些努力的结果已经表明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多么巨大的人力资源潜力。根据

世界银行的数字，乌兹别克斯坦的识字率属于世界之一，达到 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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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方面的努力 

 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建立了一个由人口社会保护机构构成的基础设施，并拥有

对家庭、监护人和托管人提供物质援助的制度，因而创建了对抗 恶劣形式童工

劳动的文化。乌兹别克斯坦几乎消除了“忽视儿童”这一社会现象，而在许多国

家这种现象是产生 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主要因素。 

 目前正在坚定地执行《国家行动计划》的规定，监测遵守劳工法的情况，尤

其是遵守关于 低就业年龄和 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法律的情况。由于 2009 年

进行的监测，200 多名官员受到行政起诉，27 个刑事案件立案。 

 国家统计报告列入了反映出 18 岁以下工人数目的数字。这些报告还包括建

议制订特别规定，保障禁止童工、特别是 18 岁以下儿童以及确保其在工作场所

得到社会保护的劳工法和劳工保护法规定的权利和更多保障措施。 

 此外，2008 年 10 月 2 日，农场协会、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劳动和人口社会

保护部就在农业劳动中不允许使用强迫童工，通过了联合声明。 

 为防止童工劳动，还定期为劳工机构的雇员、媒体、工会领袖以及区和市的

行政人员举办了一系列培训研讨会。 

 自 2008 年以来，该国所有地区都开通了一条童工问题热线，儿童及家长的

权利如果受到侵犯，可随时打电话给这条热线。 

• 正以若干方法在乌兹别克斯坦消除 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 为值得尊重的劳动和新的工作场所创造条件，作为对童工的替代； 

• 加强社会保护，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据国际专家认为，低收入家庭

是童工的主要提供者； 

• 提高每个儿童接受教育的潜力； 

• 加强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测，尤其是关于保护儿童权利、自由及合法利

益的法律。 

 在劳工组织总干事的报告中，再次非常关注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情况下国

家一级在创造和确保工作场所方面的努力，以及在消除包括童工劳动在内的强迫

劳动方面的努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中提高生活水平 

 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有几项旨在减轻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方案。这些方案于

2009 年启动，将继续到 2012 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在题为

“在乌兹别克斯坦克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方法和措施”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

些方案。除其他外，其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人口生活水平下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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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约 50%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集中在农村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宣

布 2009 年为“农村发展和改善年”，并通过了一项国家方案，实施建立工作单位

和确保农村人口就业的特别措施。尤其是在 2009 年，产生了 94 万多个工作机会。

今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是 215 400，其中 150 100 个就业机会在农村地区，几

乎占 69.7%。 

 这些措施充分遵守了劳工组织建议的其他措施和关于工作场所的全球公约

的规定。 

2010 年——“一代人和谐发展之年” 

 在乌兹别克斯坦，今年被指定为更大力解决主要问题的一年，包括： 

• 改进保护儿童和青年权益的法律框架，加强其和谐发展的法律基础； 

• 主要是通过提供健康的传统，进一步执行“健康母亲——健康子女”方

案和改善母亲、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殖健康，培养健康的一代。 

• 加速在年轻一代体育教育和儿童体育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青年，特别

是农村地区的女孩更多参与正规锻炼。 

• 制订一系列措施，进一步促进和解决在发展小企业和私人企业家精神、

中产阶级企业方面的现有问题，为青年参与企业活动，特别是农村地区

的企业活动创造条件。 

• 加强对青年家庭的照护，确保在法律和社会上对他们的保护，为形成健

康和强大的家庭创造必要条件。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为支持从社会意义上讲脆弱的家庭和需要援助的大家庭，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自独立以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为母亲和儿童提供国家社会

支持的完整系统。 

 2006 年，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的总支出占 51%。2009 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

55.6%，2010 年达到 59.1%。2010 年，在保健方面的投入将达到 17 000 亿苏姆，

比 2009 年增加了 30%。对社会部门发展的需要如此注重，作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

应对措施，这在世界上也很罕见。 

 我们同意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先生的估计，即“第三次全球报告

和 近监测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进展情况后出现”好坏参半的情况。在这方

面，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正在逐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首先旨在减少贫穷

和改善生活水平，以及推动妇女在参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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