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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
 项目 8和 9  

一般性交换意见 

2002年《关于老龄问题的政治宣言和国际行动计划》 

 

  2002年 4月 1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题为“涉及老年人的道德问题”的文件（见附件），尤其要突出

该文件倒数第 2段，马耳他政府在该段中除其他外建议世界会议要求设立国际专

家工作队，并授权其编写一份综合报告，探讨人类在老龄化过程中所面对的道德

问题。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定于 2002年 4月 8日至12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二次

老龄问题世界会议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沃尔特·巴尔赞(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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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涉及老年人的道德问题 

 

鉴于 

 (a) 二十世纪后半叶，预期寿命增长了大约 20年，预期到 2050年还会增长

10年，从而引起有关生活素质的各种新问题； 

 (b) 寿命增长方面取得的这一成就是普遍的，但是生活素质方面预期的改善

仍然不平等； 

 (c) 各国政府对长寿带来的挑战均表关心，但是为了对这一现象作出适当的

回应，所有公营和私营部门伙伴、公司和个人都必须一起来深入反省和采取行动。 

鉴于 

 (a) 1969年，在马耳他政府的倡议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优

先审议老龄现象； 

 (b) 1982年 7月 26日至 8月 6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会议

上，马耳他在拟订《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

用； 

 (c) 1988年 4月 15日，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1987年 5月 14日通

过了第 1987/41 号决议之后，按照关于在老龄领域内进行世界范围的研究和培训

的行动计划的建议以及联合国和马耳他政府之间在1987年10月9日签署的协议，

当时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马耳他主持了国际老龄问题研究所

正式成立的仪式。 

鉴于 

 (a) 自从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会议以来，联合国、欧洲联盟和其他国际实体

拟订了各种有关老年人的权利的声明以及有关他们的生活素质的战略，在这一过

程中，产生了若干道德问题，不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可用司法方式处理或直截了当

地处理，相反政府当局、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对这些问题深入进行道德反省

和作出负责任的承诺； 

 (b) 在这些问题中，可突出下列问题： 

㈠ 在自己作出决定的能力下降的情况下维持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这种

能力下降的情况通常是因身体、智力和心理日益衰弱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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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特别是下列各种人对老年人使用的语言：年轻人，工作使其同老年

人接触的专业人员，媒体和作者以及老年人自己； 

㈢ 老年人利用才智而又不强加于其他人或者接受其他人的利用； 

㈣ 亲戚和护理人员分担责任，包括传达或者封锁信息； 

㈤ 家庭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互相履行义务； 

㈥ 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分担责任，包括考虑强制退休和适当工作机会； 

㈦ 对于老年人犯下的罪行、对老年人犯下的罪行以及需要考虑给予老

年人区别对待的其他社会问题，都应区别对待； 

㈧ 设想如何让老年人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非边沿化角色； 

㈨ 按照不同的文化方式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让老年人传授只有

年龄和经验才能提供的某种智慧； 

㈩ 创造条件，使所有人包括老年人慷慨大方，宽宏大量，不要什么都

严格得不合情理。有可能实行这种团结也是人类大同的表现。 

 马耳他政府建议，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会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设立国际专家

工作队，并授权其编写一份综合报告，探讨人类在老龄化过程中所面对的道德问

题。 

 该工作队无须对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而是提出不同的相当可

行的解决办法，供公营和私营部门决策者考虑。该报告的目的将是促使大家普遍

地认识到涉及老年人的道德问题和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所负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