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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缔约国关于企业部门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问题的

声明∗ 

1.  由于全球化以及非国家行为者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委员会越来越多
地论及缔约国在企业部门对贯彻《公约》所规定权利的影响方面的义务。在许多

情况下，企业部门通过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生产性投资等方面的投入，

为实现《公约》所规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做出贡献。然而，委员会也经常

观察到，企业活动可不利地影响《公约》权利的享有。相关问题有多种事例，从

童工、工作条件不安全、限制工会权利和歧视女工，到有害地影响健康权、生活

水平(包括土著人民)和自然环境，还有腐败的破坏性作用。委员会重申，缔约国
有义务确保企业活动充分尊重《公约》规定的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且

权利持有人得到充分保护。 

2.  委员会指出，它在 1998 年发表了与本声明相关的关于全球化对享有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的声明。

1 委员会也肯定关于企业人权责任的倡议，并在
执行任务时予以考虑。在国际层面上，继 1977 年《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
三方原则宣言》，

2 国际劳工组织在 1998 年通过了《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
权利的宣言》。

3 后者处理的问题包括结社自由和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消除所
有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

2000年，联合国发起了《联合国全球契约》，至今有 7,700多家公司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签订，承诺遵守企业关于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的责任。

4 委员会注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 

 1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正式纪录，2005 年，第 2 号补编》，第六章 A 节 (E/1999/22-
E/C.12/1998/26)。 

 2 劳工组织 DOCNO：28197701。 

 3 http://www.ilo.org/declaration/thedeclaration/textdeclaration/lang--en/index.htm。 

 4 见：“联合国全球契约――世界经济中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联合
国，(纽约，2011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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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人权理事会在 2008 年欢迎秘书长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特
别代表提出的“保护、尊重和救济：工商业与人权框架”。

5  

3.  缔约国负有首要义务，在国有或私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方面尊重、保护和贯彻
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人的《公约》权利。这源于《公约》关于缔约国义务性质定义

的第二条第 1款；该条款提到立法和其他相应的实施步骤，包括行政、财政、教
育和社会措施，国内和全球需求评估，以及提供司法或其他有效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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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尊重权利，要求缔约国保证有关企业活动的法律和政策符合《公约》规定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这一义务的一部分，缔约国须确保公司尽责地保证

本身不阻碍那些依赖其活动的人享有《公约》权利或受其活动的消极影响。 

5.  保护权利，意味着缔约国应通过制订适当的法律和法规，结合监测、调查和
问责程序，制定和实施公司业绩标准，从而切实保障权利持有人涉及公司行为者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免受侵犯。如委员会已多次解释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可

导致不遵守这项义务。极为重要的是，缔约国须以司法、行政、立法或其他适当

手段，确保企业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行为的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措施。缔

约国也应采取步骤，防止总部受其管辖的公司境外违反人权，但不侵犯东道国的

主权或克减东道国的《公约》义务。例如，在关于水权的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
(2002 年)中，委员会指出，“缔约国应采取措施，禁止本国公民和公司侵犯其他
国家个人和群体的水权”。它还强调说，“当缔约国可以采取步骤通过法律或政

治手段促使其他第三方尊重水权时，它们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适用的国际

法采取这类步骤”。在关于工作权利的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2005 年)中，委员会
强调说，国内和跨国的私营企业，“在创造就业、雇用政策和无歧视找工作方面

发挥集体性作用。它们应当根据立法、行政措施、行为守则和由政府与公民社会

达成的促进尊重工作权利的其他恰当措施从事活动”。在关于社会保障的权利的

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强调说，“缔约国应当防止本国的公民和国家实
体侵犯其他国家的这项权利，以在境外保护社会保障的权利”。 

6.  履行权利，要求缔约国争取企业部门支持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有很
多海外业务的公司总部若设在某一缔约国，该缔约国还应当鼓励这类公司，包括

在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酌情协助东道国，进行必要的能力建设，以解

决企业遵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责任问题。 

  

 5 见：A/HRC/Res/8/7和 A/HRC/8/5。 

 6 见委员会第 3号一般性意见(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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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此，委员会决定特别关注缔约国在《公约》所保护的权利方面有关企业责
任的义务，以促进这些权利的全面实现。为了能够对本声明所阐述的问题采取有

效后续行动，委员会呼吁缔约国在初次和定期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在企业部门

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作用和影响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所采取的措

施。也鼓励其他利益攸关方酌情在对委员会的陈述中提供有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