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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六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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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 
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通过体育和健康的生活

方式来促进 

 人权理事会，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回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

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回顾大会通过的关于体育问题的各项决议，尤其是 2012 年 11 月 28 日题为
“通过体育促进教育、健康、发展与和平”的第 67/17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3 年 9 月 26 日第 24/6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大会和
人权委员会通过的以往所有有关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决

议和决定， 

 还回顾人权理事会以往关于体育与人权问题的各项决议，尤其是 2010 年 3
月 26日第 13/27号决议、2011年 9月 30日第 18/23号决议和 2013年 9月 26日
第 24/1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而言，充分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

准的身心健康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感到关切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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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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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迫切需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采取进一步措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

性疾病，尤其是处理吸烟、酗酒、不健康饮食和缺少锻炼等共同风险因素，以逐

步充分实现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又确认各国需要与国际组织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合

作，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创造有利条件，确保人人都能充分和切实享有可达

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还确认在增进和保护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活动中，

各国在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挑战方面担负着主要作用和责任，社会所有部门都必

须作出努力并参与进来，以拿出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有效对策， 

 确认在增进和保护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活动中，国

际社会和国际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以向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援

助，并辅助各国为拿出有效对策应对非传染性疾病而作出努力， 

 又确认体育作为一种通用语言，可以促进关于尊重、多样性、宽容和公平的

价值观教育，并可作为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促进人人融入社会的手段， 

 还确认体育和重大体育赛事，如国际足球联合会世界杯、奥运会和残奥会，

可以用来增进人权，加强对人权的普遍尊重，从而促进人权的全面落实， 

 欢迎北京、伦敦、索契、里约热内卢、平昌和东京等城市分别主办 2008、
2012、2014、2016、2018 和 2020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南非、巴西、俄罗斯联邦
和卡塔尔分别主办 2010、2014、2018和 2022年国际足球联合会世界杯，强调可
以借这些重大活动的机会增进人权， 

 确认体育在帮助促进发展与和平、尤其是增进健康和预防疾病方面所具的潜

力， 

 承认正如 2011 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
言》

1 所述，体育和锻炼对于防治非传染性疾病十分重要， 

 1. 赞赏地注意到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
员的工作； 

 2. 感谢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不
健康食品和与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的报告，

2 同时确认还应处理非传染性疾病
的其他风险因素；请各国适当考虑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3. 吁请各国在社会各阶层人口中推动身体锻炼和体育运动，以此增进和
保护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1 大会第 66/2号决议，附件。 

 2 A/HRC/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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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吁请各国利用体育和重大体育赛事增进人权，加强对人权的普遍尊
重，从而促进全面实现人权； 

 5. 鼓励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合作，包括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及三边合作，
支持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努力促进体育，将之作为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增强

所有人福祉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手段，同时确认健康、体育、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联

系； 

 6. 吁请国际社会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及人员培训等方式，继续帮助发展
中国家促进充分实现人人享有可到达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同时确认增进

和保护所有人权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 

 7. 请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与会员
国、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基金(会)和计(规)划署、国际和区域组织、包括非政府
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协商，编写关于“通过体育和健康的生

活方式促进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这一主题的研究报告，

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2014年 6月 26日 
第 38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