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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2012年 4月 30日至 5月 18日)就 
里约＋20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 
的绿色经济”主题通过的声明 

1. 2002 年，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筹备委员会会议(2002 年巴厘岛会议)召开
前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声明(E/2003/ 
22-E/C.12/2002/13, 附件六)，强调需要坚持《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生境议
程》和其他特定的国际合作文书所载的与人权有关的原则。 

2. 10年之后，也即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会议)召开 20年之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大会)将于 2012 年 6 月举行，对成就和挫折进
行盘点，对未来进行展望。 

3. 题为“我们想要的未来”的最后宣言预稿(下称“预稿”)目前正在讨论之
中。在这方面，委员会承认预稿中所阐明的绿色经济概念，但同时强调，需要将

绿色经济纳入更宽广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后者包括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环境

保护，因而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有密切联系。委员会强调必须坚持《里约宣

言》中所倡导的均衡做法。 

4. 预稿阐述的目标无疑是任何健全的经济的重要因素并为政策选择提供了指
导，然而预稿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目标所包含的人权层面，正如下列文书或文件

中所规定的那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和《发展权宣言》
(1986 年)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993 年)、《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
年)、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文件、题为“履行诺言：团结一致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的大会 2010 年 9 月 22 日第 65/1 号决议以及第四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
题会议的成果文件(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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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的许多规定涉及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在与缔约国的对话中也经常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发展

权与环境保护和发展方面的努力的可持续性的相互联系。 

6. 在与《公约》缔约国对话时委员会曾强调《公约》某些具体规定与可持续发
展的关联性，委员会在此特别强调： 

(a) 为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可持续发展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第二条第 1 款)。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必须提高官方发展援助(官发援)数额，
将之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0.7%并确保官发援通过采取基于人权的处理发展办
法，促进可持续发展； 

(b) 妇女在环境保护和使用与管理自然资源方面的作用，以及在耗尽自然
资源并破坏环境之后尤其对妇女产生的过于负面的影响和负担(尤其见《公约》
第三条和第十一条)； 

(c) 保障健康的工作环境的义务(第七条(b)项)； 

(d) 缔约国避免环境对人民食物权的不利影响(第十一条第 2 款(a)项)，尤其
是需要充分评估能源领域新开发的绿色技术的影响，特别是对食物和水获得渠道

的影响。委员会还强调抢夺土地案件和过分利用渔业资源案件可能对食物权的不

利影响，这些案件不仅对环境的可持续性产生破坏影响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今人和

后人的生计； 

(e) 需要保存自然生境并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这是享受健康权
的要素(第十二条)，尤其需要保护获得安全饮用水的渠道，防止水源退化和污
染，从而影响到健康权。此外，卫生状况以及有害废物的收集和处置不仅对环境

有影响，而且可能引起流行病和水传播疾病，从而影响到健康权； 

(f) 保存生物多样性与下述二者的联系：(一) 对促进健康权至关重要的药
学和医学的可能进步(第十二条)；(二) 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文化权利，包括对
其传统知识权利的保护(第十五条)； 

(g) 必须认真地平衡以下二者的关系：一方面是绿色经济的需要，一方面
是《公约》规定的尊重、保护和实施林地居民和土著人民享用其祖居地和传统文

化的义务，特别是针对在未征求林地居民和土著人民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而采取的

会直接影响其权利的伐木措施。保护他们的权利与保护环境和其自然生境有着密

切的联系，失去了环境和自然生境，他们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h) 《公约》缔约国须确保发展方面的努力与发展受益人的权利保持一
致。在这方面，2011 年，《发展权宣言》发表 25 周年之际，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发展权的重要性和相关性的声明(E/C.12/2011/2)； 

(i) 《公约》缔约国须负起责任，确保公司部门遵守涉及《公约》所载权
利的里约原则，正如委员会在其 2011 年关于缔约国涉及公司部门和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的义务的声明(E/C.12/2011/1)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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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员会鼓励里约＋20 大会与会者制订建议，要求在制订和实施影响到人权
并有可能例如导致出于生态原因而强迫迁移人口的政策时，不仅作出环境影响评

估，而且作出人权评估。 

8. 委员会还吁请里约＋20 大会与会者推动将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融为一体。为此，委员会请所有与会者： 

• 重申《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原则 

• 重申发展权 

• 确保新的绿色经济概念(其本身没有明确包含社会发展的内容)与全面的
可持续发展概念有机地联系起来 

• 将人权内容纳入成果文件，尤其应提到《公约》所规定的权利 

9. 委员会仍然确信，缺乏与人权强有力联系的绿色经济不会产生持久的效益，
因此吁请里约＋20大会对预稿作出必要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