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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巴西、布基纳法索、哥斯达黎加、古巴*、
埃及*、 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摩洛哥*、 挪威*、
巴基斯坦、秘鲁、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国*、泰国、
东帝汶*、突尼斯*、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决议草案 

  23/… 
根据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的权利获得药品 

 人权理事会，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还重申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的权利是源于人类固有尊严的一项人权， 

 忆及人权理事会 2011年 6月 17日第 17/14号决议以及理事会、大会和人权
委员会以前通过的所有关于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的权利的决议和决定以及

2012年 12月 12日通过的关于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的第 67/81号决议， 

 还忆及《发展权利宣言》，其中除其他外特别规定，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应确保，除其他外，特别是所有人在获得基本资

源，如保健服务方面机会均等， 

 关切地注意到，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而言，充分享有最佳身心健康的

权利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来

说，这个目标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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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各国需要与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合作，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创造有利条件，确保所有人都能充分和切实享有最佳身

心健康， 

 忆及《多哈部长级会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协定问

题宣言》申明，这些协定没有也不应该阻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采取措施保护公

众健康，因此，宣言重申了对协定的承诺，同时强调，协定的解释和执行可以而

且应该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利，特别是促进所有人获得药

品的机会；并承认，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有权充分利用上述协定的规

定，协定对此作了灵活的规定， 

 遗憾的是，仍有很多人不能获得可负担、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强调

改善这种状况可每年挽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深深关切地注意到，仍有超过十亿

的民众不能得到基本药品， 

 关注的是，贫穷与实现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的权利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健

康不佳即可能是贫穷的原因，又可能是贫穷的后果， 

 还关注的是，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对社会构成一项沉重负担，造成了

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是人类健康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威胁；认识到紧迫需要有

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采取更有力措施来防治这些疾病，以促进充分实现人人享

有最佳身心健康的权利， 

 忆及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和 5/2号决议， 

 1.   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的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根据这一权利获得
药品的现有障碍以及克服障碍的办法和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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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认识到获得药品是逐步实现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权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3.  强调国家有责任不带任何歧视地确保所有人得到药品，特别是可负担、
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基本药品； 

 4  强调预防的核心作用，特别是通过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加强保健制度； 

 5.  鼓励各国： 

 (a)  落实或(在没有的情况下)制定国家卫生纲领，不带任何歧视地确保所有
人都能得到可负担、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 

 (b)  酌情制定地方药品生产政策纲要，以确保药品的长期可得和可负担
性； 

  

 1  A/HRC/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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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采取价格管制措施，以确保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能获得可负担、
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 

 (d)  提高对合理使用药物的认识，包括广泛散发这方面的资料，同时考虑
到可能的健康风险； 

 (e)  酌情促进有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制订国家药品政策和方案，同时防止公
众健康受到任何形式的实际、想象或可能的利益冲突的影响； 

 (f)  加强或(在没有的情况下)建立有关获得药品的政策的国家监督和问责机
制； 

 (g)  确保药品采购办法和程序的透明、公平、竞争性和无歧视性； 

 (h)  通过充分利用《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条款促进人人获
得药品(该协定为此目的提供了灵活性)，同时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开发新药品
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价格影响的关注；    

 (i)  促进按照国家优先事项开发技术和依据双方商定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的
自愿技术转让，同时考虑到发达国家应鼓励其境内的企业和机构促进和鼓励向最

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以帮助它们建立坚实和可行的技术基础； 

 (j)  采取加强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但要避免给可负担、安全、有效和高
质量药品贸易制造障碍，提供保障，防止滥用这种措施和程序； 

 (k)  加强或(在没有的情况下)建立国家卫生管理制度，确保药品的质量、安
全和有效； 

 (l)  促进改善获得可负担、安全、有效和高质量药品所必要的卫生基础设施； 

 (m)  确保投资、工业或其他政策有助于开发和获得药品，特别是其可负担性； 

 (n)  按照《公共卫生、革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探索和促进
实行激励办法，包括探索可将研究和开发费用与医药产品价格分开的范围； 

 (o)  提高国内管理能力以改善高质量、安全、有效和可负担药品的提供和
获得； 

 (p)  通过法律问责措施解决制药公司的不道德药品商业销售和推销问题； 

 (q)  促进国家系统的健康保险全覆盖以作为促进人人获得药品的有效手段； 

 6.   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充分实现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
康的权利，特别是通过获得或负担、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包括通过财政

和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同时认识到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主要责任在国家； 

 7.  请有关联合国方案和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
织，在其职能范围内考虑特别报告员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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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注意到协助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和药品的一些创新性筹资机制，如全
球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联

合援助计划，呼吁各国、联合国方案和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政

府间组织，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鼓励有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制药公司，进一步

合作，使包括穷人、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内的人人能获得可负担、安全、有效

和高质量药品，同时防止任何实际或想象的利益冲突对公共卫生不应有影响。 

 9.  促请各国、联合国机构和方案以及有关政府间组织在各自职能范围内，
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利益攸关方，促进治疗过度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的新药

品以及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非传染病药品的创新研究与开发、供应和可负担

性，解决由日益增加的这些疾病的负担产生的困难； 

 10.  请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的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现有职责范围
内，在考虑充分实现健康权的各种办法的同时，继续重点研究获得药品的问题，

包括对各国的定期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