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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马丁内斯先生、阿尔弗雷德松先生、本戈亚先生、比罗先生、  

陈士球先生、谢里夫先生、钟女士、德科先生、吉塞先生、  

汉普森女士、卡尔塔什金先生、库法女士、姆博努女士、  

莫托科女士、奥康纳女士、萨塔尔先生、图尼翁· 

韦利斯先生和瓦尔扎齐女士：决议草案  

2006/…  社会论坛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忆及《世界人权宣言》，并回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是不

可分割、相互依存和互相联系的，以及 1968 年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的《德黑兰宣

言》，其中说，若不同时享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

是不可能的，  

 又忆及人权委员会 2001 年 4 月 25 日第 2001/103 号决定(其中授权小组委员会

举办社会论坛)、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22 日第 2003/107 号决定(其中建议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授权小组委员会每年闭会期间在日内瓦举办一个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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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论坛，称之为“社会论坛”)，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 7 月 23 日第

2003/264 号决定，  

 还忆及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 6 段，以及人权

理事会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006/102 号决定，其中决定延长小组委员会的任期，  

 铭记减贫和消除极端贫困仍然是人类在伦理道德上的一种责任，是对人的尊严

的尊重，并注意到 2006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举办的第四次社会论坛主席兼报告员的

报告，其主题是，“与贫困作斗争和参与权：妇女的作用”，  

 注意到过去四次社会论坛的记录，其重点是与结合落实人权消除贫困有关的问

题，而这是其它机制很少涉及的，  

 铭记人权理事会待通过的关于未来专家咨询机制的决定，  

 1.  对 2006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举行第四次社会论坛表示满意，并对论坛主席兼

报告员的报告(A/HRC/Sub.1/58/15)表示欢迎；  

 2.  特别提请注意那些比较熟悉贫困偏重于女性这一情况的人以及那些每天与

穷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人对论坛的重要贡献；  

 3.  满意地注意到 2006 年社会论坛的结论和建议，其中不少令人耳目一新，呼

吁各国、国际组织，尤其是其任务授权与消除贫困有关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民间团体、工会和其他有关各方，在制订和实施消除贫困的方案和战略中对上述结

论和建议给予考虑；  

 4.  还呼吁大会在审查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活动的范围内考虑到 2006

年社会论坛的结论和建议；  

 5.  重申社会论坛在联合国体系中所具有的独特性质，社会论坛使贫困群体的

代表、会员国、公民社会和政府间组织能够相互对话和交流，并强调联合国目前的

改革应考虑到社会论坛作为联合国人权系统内独一无二的对话空间所作出的贡献； 

 6.  建议人权理事会将社会论坛作为一个独特的空间保留下来，以供联合国人

权系统与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穷人和脆弱群体进行互动和对话，因为它在联合国

人权系统中起着一种不可缺少的特殊作用；  

 7.  重申其决定，在不违反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2006/102 号决

定之精神的条件下，社会论坛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主题遵从小组委员会以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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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规定，要求社会论坛下次会议于 2007 年在日内瓦举行，具体日期以最适合尽

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参加的日期为准，决定社会论坛下次会议以下列题目为主题： 

(a) 与结合落实人权消灭贫穷有关的问题；  

(b) 参照基层人士提交社会论坛的资料，抓住与贫穷作斗争的最佳办法；  

(c) 与民间社会共享和讨论小组委员会或其它人权机构提交的有关指导方

针和报告；  

 8.  建议人权理事会按照小组委员会其它工作组的惯例将社会论坛的会议延长

至 5 天，以便它能按照社会论坛目前所采取的形式用两天时间讨论贫困和人权这一

专题，有两天时间讨论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发展与人权领域人权机制的工作，以

便能收到民间社会向各种机制提供的反馈，最后用一天时间与担负任务的人就与社

会论坛主题有关的问题进行辩论，编写提交有关机构的结论和建议；  

 9.  再次邀请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享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及日内瓦以外

的非政府组织参加此次社会论坛并为之作出贡献，尤其是新近出现的各方代表，如：

南方和北方的小型团体和城乡协会、抗贫团体、农民和农业种植者协会及其全国和

国际联合会、志愿者组织、青年协会、社区组织、工会和工人协会、私营部门代表、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区域经济委员会、政府间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区域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开

发机制；  

 10.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采取有效办法，包括与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国际

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确保各方面的协商和最广泛的参与社会论坛；  

 11.  请社会论坛向人权理事会未来的专家咨询机构另外提交一份报告，对讨论

的情况，包括建议和决议草案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的总结；  

 12.  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散发有关社会论坛的资料，邀请有关的个人和组织

参加社会论坛，并为确保这项活动的成功采取一切必要的实际措施，但这不影响人

权理事会将来关于其专家咨询机构的决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