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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13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冈比亚、

德国、吉尔吉斯斯坦、卢森堡、巴拉圭、葡萄牙*、南非、西班牙* 和乌拉

圭*：决议草案 

  54/… 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问题工作组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又遵循《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及所有相关国际人权文书， 

 回顾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必须保证农民

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包括妇女和女童充分享有其权利和自由而不受任何歧

视， 

 赞赏地欢迎《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不限成员名额政

府间工作组五届会议上的建设性谈判、参与和积极合作1，并欢迎工作组第五届

会议的报告， 

 回顾大会 2018 年 12 月 17 日第 73/165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 2018 年 9 月 28

日第 39/12 号决议，其中大会和理事会通过了《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

者权利宣言》，确认世界各地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过去、现在和未来为

发展及维护和改善生物多样性做出的贡献，这是全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基础，

又确认他们为确保充足食物权和粮食安全做出的贡献，这对于实现国际商定发展

目标，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各项目标至关重要，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1 A/HRC/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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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 年)，该倡议提升了人们对家庭农业

在促进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方面作用的认识2；回顾 2024 年为国际驼科动物

年，确认驼科动物是居住在地球上最恶劣的生态系统中数百万贫困家庭的主要生

存手段，它们有助于战胜饥饿、消除赤贫、增强妇女权能和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

系统3；回顾大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山区可持续发展的第 77/172 号决议， 

 还回顾《营养问题罗马宣言》，其中确认家庭农户和小农，尤其是女性农民

发挥的重要作用；回顾其《行动框架》，其中建议 9 呼吁加强地方粮食生产和加

工，尤其是小农和家庭农户的生产和加工，同时特别关注妇女赋权问题；又回顾

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 年)及其工作方案呼吁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行为

体的参与，确保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赞赏地注意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土地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的第 26 号一般性意见(2022 年)，以及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农村妇女权

利的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2016 年)， 

 注意到 2023 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七十五周年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

纲领》通过三十周年，承认这些文书对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至关重要， 

 确认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除其他外对战胜饥饿以及维护和改善生物多

样性作出的重要贡献，认识到需要尊重、促进、保护和实现他们的各项人权， 

 又确认世界所有区域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对于发展和对确保食物

权、粮食安全、营养以及清洁、健康、可持续环境的贡献，这些贡献对于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 年议程》至关重要， 

 关切地注意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造成的日益沉重的经济和财

政负担进一步加剧了现有不平等并暴露了其他不平等，尤其是对农村妇女和女童

而言，同时加剧了贫困和饥饿，使来之不易的发展增益化为乌有，并降低了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能性， 

 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减轻和应对疫情对享有和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负

面影响，特别是对贫困人口和弱势及边缘化人群的影响，并应对更为严重的不平

等现象， 

 确认贫穷、暴力、气候变化、发展不足，以及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

施、缺少接触科学进步的机会、不承认农民对科学的贡献对农村地区的生计，特

别是农村妇女和女童的生计影响尤其严重， 

 关注世界各地农民老龄化，而且由于农村生活缺乏动力又辛苦乏味，越来越

多的青年不愿务农并移居城市；确认需要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多样化，特别为农村

青年创造非农就业机会， 

 确认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荒漠化以及

全球气候变化、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冲击，对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的影

响往往格外严重， 

  

 2 见大会 2017 年 12 月 20 日第 72/239 号决议。 

 3 见大会 2017 年 12 月 20 日第 72/210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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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严重关切的是饥饿与贫穷一样，仍然主要是农村的问题，在农村人口

中，生产粮食的人遭受的苦难尤为严重，并震惊地注意到 80%的饥民生活在农村

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50%的饥民是小农户和传统农户以及自给农民和农

村地区其他劳动者，他们特别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歧视和剥削的影

响，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议和关

于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强调任务负责人应当根

据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1. 吁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机构和组织、政府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促进有效和全面地宣传和落实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并

促进《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的执行； 

 2. 决定设立一个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问题工作组，任期三

年，由具有均衡地域代表性的五名独立专家组成，专家由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五届

会议任命，工作组任务如下： 

 (a) 促进《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的有效全面传播

和执行，同时查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执行《宣言》的挑战和差距，并就此提

出建议； 

 (b) 查明、交流和推广在执行《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

言》方面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并从所有相关来源寻求和接收信息，包括各国

政府、《宣言》第一条所界定的权利持有人、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人权理

事会其他相关特别程序、条约机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系

统各专门机构、基金、方案、机构和组织以及区域机制； 

 (c) 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程序和其他人权机制、条约

机构、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国际组织、区域机制密切协调工作； 

 (d) 与《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第一条所界定的权

利持有人协商，促进和推动开展技术援助交流、能力建设、技术转让和国际合

作，以支持各国为更好地执行《宣言》而作出的努力、采取的行动和措施； 

 (e) 根据人权理事会和大会各自的工作方案，向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年

度工作和活动报告，其中纳入工作组的结论和建议； 

 3. 吁请所有国家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问

题工作组执行任务时与之充分合作，并考虑落实工作组在根据任务提交的报告中

提出的各项建议； 

 4.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工作组提供充分和有效执行任

务所需的一切必要资金和人力资源，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便利以透明的方式

组建工作组； 

 5.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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