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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03年实质性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41  2003年 6月 30日至 7月 25日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 

 议程** 项目 5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2003年 7月 1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交 2003年 6月 16日和 17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良好人道主义捐助问

题国际会议的会议结论、《人道主义捐助的原则和良好做法》及《良好的人道主

义捐助实施计划》（见附件一、二和三）。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议程 41 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程项

目 5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皮埃尔·肖里（签名） 

 

 

 
 

 
*
 A/58/50/Rev.1 和 Corr.1。 

 
**
 E/200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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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8/99 
E/2003/94  

  2003年 7月 1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件一 

  2003年 6月16日和17日斯德哥尔摩良好的人道主义捐助问题国际会议 

  会议结论 

 政府捐助者和多边捐助者、联合国机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及参与人

道主义行动的其他组织的代表于 2003年 6月 16日和 17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

议，审查过去的成就以及当前全球人道主义行动面临的挑战。 

 捐助者强调对为数众多的人继续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感到关切。 

 关于危机的性质和国际人道主义系统问题，捐助者指出，今天许多危机性质

复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他们指出，难以确保安全地向需要援助者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他们注意到，国际社会日益注意人道主义行动，参与人道主义活动

的行动者大量增加。他们指出，这对国际应对行动的有效和协调形成挑战。 

 关于捐助者的政策和行为，捐助者回顾了在提高应对行动水平和改进国际协

调机制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强调，这些成就不足以确保满足现有的人道主义需

要。在许多危机中，应对措施的水平和协调仍然普遍存在重大缺陷。 

 捐助者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可能不断有大量的人道主义需要，因而强

调必须加强全球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尊重，提高防备能力，加强

国际捐助者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应对行动。捐助者重申各国对满足本国境内人道主

义危机受害者的需要负有主要责任，但同时认识到，他们可采取许多措施，使其

行动更加协调，更有成效，并在此种行动的供资、协调、落实和评价方面对加强

受益者、执行组织和国内赞助者责任。 

 满足全球所有人道主义需要这一共同国际目标，将成为所有此种努力的基

础。 

 捐助者铭记这些考虑因素，并强调执行机构必须继续努力提高成效、效率，

加强问责制，核可了附件二所载的《人道主义捐助的原则和良好做法》，作为理

解良好的人道主义捐助的共同基础，以有助于他们拟定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应急行

动。 

 捐助者决心通过一项《良好的人道主义捐助实施计划》（见附件三），把《人

道主义捐助的原则和良好做法》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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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8/99

E/2003/94

  2003年 7月１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件二 

  人道主义捐助原则和良好做法 

  2003 年 6 月 17 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欧洲联盟委员会、芬

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核可： 

  人道主义行动的目标和定义 

1. 人道主义行动的目标是在天灾人祸期间与过后拯救生命、减少痛苦并维护人

的尊严，以及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和加强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2. 人道主义行动受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等人道主义原则的指导。人道指无

论在何地，要以拯救生命和减轻痛苦为中心；公正指完全根据需要采取行动，而

在受影响人群之间或之中不加歧视；中立指人道主义行动不得在进行这类行动的

地区偏袒武装冲突或其他争端的任何一方；独立指在实施人道主义行动的地区，

人道主义目标独立于任何行为者可能设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目标。 

3. 人道主义行动包括为受影响者的利益保护平民和不再参与敌对活动的人员，

并提供食品、水和卫生设施、住房、保健服务和其他援助物品，以帮助恢复正常

的生活和生计。 

 

  一般原则 

4. 尊重并推动落实国际人道主义法、难民法和人权。 

5. 重申国家对本国疆界内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受害者负有主要责任，同时按照

大力满足人道主义需要的集体义务原则努力确保灵活、及时筹集资金。 

6. 根据需要和对需要的评估分配人道主义资金。 

7. 请实施人道主义行动的组织尽最大可能确保受益者适当参与人道主义应对

方案的设计、执行、监测和评价。 

8. 加强受影响国家和地方社区防备、减少和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目标是

确保各级政府和地方社区能够更好地履行责任，并同人道主义伙伴有效协调。 

9. 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要有助于恢复和长期发展，努力确保在维持和恢复可

持续生计方面酌情提供支助，并把人道主义救济转化为恢复和发展活动。 

10. 支持和促进联合国在领导和协调国际人道主义行动方面的中心和独特作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中的特殊作用以及联合国、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及非

政府组织在实施人道主义行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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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8/99 
E/2003/94  

  捐赠者筹措资金、管理和问责制的良好做法 

 (a) 资金筹集 

11. 努力确保对新危机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的资金筹措，不会对满足现有危机中

的此种需要产生消极影响。 

12. 认识到必须动态和灵活地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变化的需要，向联合国各组

织、基金和计划署以及其他主要人道主义组织提供资金时，要努力确保可预测性

和灵活性。 

13. 一方面强调实施人道主义行动的组织必须从全局角度透明地确定优先事项

和进行财务规划，另一方面探索能否减少或增加专用资金的灵活性并采用更长期

的筹资安排。 

14. 依照分担费用原则，对联合国机构间联合呼吁及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

呼吁作出应有的贡献，并积极支持制定人道主义行动共同计划，把它视为在复杂

紧急情况下制订战略计划、确定优先事项和协调的主要工具。 

 (b) 推广标准并加强执行工作 

15. 请实施人道主义行动的组织充分遵守良好做法，并承诺在实施人道主义行动

中推广问责制，提高效率和效用。 

16. 推广适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人道主义活动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关于国内

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和 1994 年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及非政府组织救灾

行为守则。 

17. 做好准备随时支助人道主义行动的实施工作，包括便利人道主义安全出入。 

18. 支持人道主义组织的应急规划机制，包括酌情分拨资金以加强应对能力。 

19. 申明民间组织特别是在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实施人道主义行动方面的首要地

位。如果把军事能力和资产用于支助人道主义行动的实施工作，则要确保按照国际

人道主义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加以使用，并且认识到人道主义组织的主导作用。 

20. 支持实施 1994年《使用军事和民防资源救灾的指导方针》和 2003年《使用

军事和民防资源支助联合国复杂紧急情况人道主义活动的指导方针》。 

 (c) 学习和问责制 

21. 支持学习和问责制倡议，以便有效实施人道主义行动。 

22. 鼓励定期评价国际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包括评价捐助者的履约情况。 

23. 确保捐助者报告官方人道主义援助费用时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

度，并鼓励为编写这类报告拟订标准化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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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7月 1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件三 

  良好的人道主义捐助实施计划 

  2003年 6月 17日拟定于斯德哥尔摩 

 为了通过加强协调、成效和问责制来推动人道主义应急行动，捐助者核可了

《人道主义捐助的原则和良好做法》（见附件二），并拟定了下文细述的《实施计

划》。 

 捐助者并一致认为，在采取《实施计划》中的后续措施时，应同各种人道主

义组织合作，并充分考虑到关于改进联合国机构间联合呼吁程序的蒙特勒进程和

其他有关进程的人道主义筹资工作方案。 

 1. 有关捐助者将同人道主义组织协商，确定就至少一场危机发出机构间联

合呼吁，并至迟于 2005 年以协调一致方式对其适用《人道主义捐助的原则和良

好做法》。将立即为此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2. 捐助者强调对人道主义行动进行同侪审查的重要性，将邀请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在现有和(或)补充同侪审查中

审议以何种方式大力扩大人道主义行动的所涉范围。加强发援会秘书处所需的资

源可自愿提供。 

 3. 捐助者回顾发展合作领域内公认的捐助行动进展，包括 2003年 2月 25

日的《罗马标准化宣言》（A/57/763，附文）的有关内容，基于这些进展，他们

承诺将共同探讨可否使对人道主义行动执行组织的报告要求和管理要求标准化。

捐助者决定从一个试验项目开始努力实现这一标。 

 4. 捐助者将同联合国和经合组织发援会协商，努力为报告和统计目的商定

官方发展援助的全面、通用定义，包括用明确的定义把多边和双边人道主义援助

相区别。 

 5. 与会捐助者将设法推动所有官方捐助者更广泛采用《人道主义捐助的原

则和良好做法》，邀请所有有关捐助者参与落实本计划。 

 为了有效地努力实现和进一步完善本计划所述目标，并确保同其他现有进程

充分协调，捐助者议定将设立一个良好的人道主义捐助实施问题非正式小组。 

 实施问题小组将酌情由相关捐助者和其他人道主义伙伴组成。除非另有决

定，实施小组的期限为一年，设在日内瓦。 

 实施小组可建议在一年内召开一次会议，审查本计划的实施情况和其他有关

事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