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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9/14 

《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亚太实施进展审查曼谷声明的执行

情况
 11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关于在亚太区域全面有效执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第

67/5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决定召开亚洲及太平洋《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

计划》第二次区域审查和评估高级别政府间会议， 

满意地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第二次区域审

查和评估高级别政府间会议取得圆满成果，并通过了关于亚洲及太平洋《马德里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实施进展审查的曼谷声明，
116
 

1. 核可通过本决议附件内所载关于亚洲及太平洋《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

行动计划》实施进展审查的曼谷声明，但须考虑到各国的具体国情； 

2. 请执行秘书： 

(a) 优先落实曼谷声明所载的建议； 

(b) 向经社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13 年 5 月 1 日 

附件 

《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亚太实施进展审查曼谷声明 

我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

代表，于 2012 年 9 月 10－12 日在曼谷举行的关于对《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

计划》进行第二次审查和评价的亚洲及太平洋政府间会议上聚集一堂， 

回顾大会在其 2002 年 12 月 18 日关于第二次老龄化问题世界大会后续行

动的第 57/167 号决议中核准了相关的《政治宣言》、
117
  以及《2002 年马德里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118
 

还回顾大会在其2010年 12月 21日关于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续行动

的第 65/182 号决议中鼓励所有会员国进一步执行《马德里行动计划》，以此作为

其国家发展计划和消除贫困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建议各会员国扩大各区

域委员会在老龄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 

认识到亚太区域人口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老龄社会转变、以及随之

而来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10 年 7 月 22 日关于《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

题国际行动计划》今后执行工作的第 2010/14 号决议中决定：于 2013 年社会发

                                                 
115 

 见第三章第 149-190 段。
 

116 
 见 E/ESCAP/69/11(也见 ST/ESCAP/2652)。

 

117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报告》，2002 年 4 月 8日至 12 日，马德里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02.IV.4)，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 

118
 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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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对《马德里行动计划》进行第二次全球审查和评价，

并确认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对《马德里行动计划》的执行、审查和评价的不可或

缺的贡献， 

还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11 年 7 月 28 日关于《2002 年马德里老龄

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第二次审查和评价的方式方法的第 2011/28 号决议中鼓励各

区域委员会继续在区域层面推动审查和评价工作，同时鼓励各成员国和各联合国

组织酌情支持各区域委员会推动审查和评价进程、并于 2012 年举办区域大会审

查国家一级的审查和评价结果， 

进一步回顾经社会在其 2011 年 5 月 25 日关于“在亚太区域全面有效执行

《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第 67/5 号决议中决定：于 2012 年召开关

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第二次区域审查和评价的亚太高级别政府间

会议，以便为全球审查工作提供区域投入， 

注意到，到 2050 年，亚太区域四分之一人口将超过 60 岁， 

还注意到妇女在老年人中所占的比例较高， 

非常关切地注意到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在贫困、社会孤立和暴力行

为面前的脆弱性， 

欣见各成员和准成员自 2002 年以来在《马德里行动计划》的执行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包括在建立相关机构领导和协调执行《马德里行动计划》方面的各项

国家努力， 

还欣见 2011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了关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第二次区域审查和评价的亚洲及太平洋政府间会议筹备会议， 

进一步欢迎秘书处在其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执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

行动计划》的综述
119
  中审查了《马德里行动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并找出了差

距， 

回顾，在 2012 年 6 月 20-22 日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大会的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中，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代表承

诺为所有人、尤其是儿童、青年、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推动建立一个安全和健

康的生活环境，
120
 

认识到，在老龄化问题上还有许多挑战需要应对，其中包括收入无保障、

缺乏社会保护、医疗系统能力有限难以解决老年人面临的一系列慢性疾病，在满

足老年护理服务、尤其是长期护理服务需求方面存在人力资源缺口等，而且还需

要提供一个善待老年人的环境，以便鼓励老年人的积极参与使整个社会更美好， 

确认，亚洲及太平洋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化给本区域带来了重大挑战，各国

政府必须在为准备应对老龄化未来方面发挥推动作用， 

                                                 
119
  文件 E/ESCAP/MIPAA/IGM.1/1。 

120
  见联大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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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确认，《马德里行动计划》为准备应对老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总体框

架，并确认必须在亚太区域加快行动步伐， 

赞赏地欢迎民间社会在老龄化相关问题上支持老年人和政府方面所发挥的

作用， 

1. 建议各成员和准成员： 

(a) 在法律和政策框架中优先重视处理老年人的权利问题； 

(b) 确保采用多部门协调应对的办法，并将老龄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和方

案的主流； 

(c) 为准备迎接和应对人口结构转变，提高国家的认识、能力，并增加

相关资源； 

(d) 建立包容性的社会保护制度，尤其关注老年人及其对于穷困和被社

会孤立的脆弱性； 

(e) 优先重视把性别层面的问题纳入国家应对行动的主流； 

A． 老年人与发展 

(f) 实施关于老龄化问题的具体国家政策和方案； 

(g) 对各项国家政策进行定期审查，确保将老龄化问题纳入国家发展计

划的主流； 

(h) 酌情建立或加强处理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协调机构或机制，以便增进

并保护老年人的权利，并对用于解决老龄问题的资源分配进行协调； 

(i) 通过立法、无年龄限制的灵活就业政策、培训和技能开发活动以及

创业资助，鼓励和促进消除老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 

(j) 为正规部门以及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建立全面的社会保护制度，包括

通过养老金制度提供全民老年收入保障； 

(k) 处理农村和偏远社区老年人、贫困老人、老年妇女以及“高寿老人”

(将满 80 岁者)的特殊需要，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享有适中的生活标准； 

(l) 支持建立老年人协会，为强化老年人的呼声提供一个有效的社区机

制； 

(m) 提高老年人在政策制订和执行中的代表性； 

B． 将健康和福祉延伸到老年 

(n) 调整医疗和社会体系，通过综合性一条龙护理(包括预防性护理、急

性护理、慢性疾病管理、长期护理以及临终关怀)来应对老年人的需求； 

(o) 制订有利于促进健康养老的政策和模式，支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

极养老以及保健护理的权利； 

(p) 制订战略，满足对老年护理日益上升的需求，尤其重视家庭和社区

护理，并改进正规和非正规护理的覆盖范围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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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为护理人员、包括非正规护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培训分配充分的资

源，以解决满足老年护理需求方面存在的人力资源缺口； 

(r) 把老年病学和老年医学纳入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部门专业人员的培

训课程中； 

(s) 加强初级医疗保健系统，以处理老年人口和社会支持系统对长期护

理的医治卫生需求，包括为此建立正规和非正规的能力建设机制，以培养和协助

卫生专业人员和社会护理人员； 

(t) 鼓励社区和非盈利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在与政府机构合作提供老年护

理服务和培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C． 确保营造有利的辅助环境 

(u) 营造并促进有利的环境，以支持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和社会，包括

在住房、公共建筑、公共空间以及当地基础设施的通用设计领域加大投资力度； 

(v) 建立公私营伙伴关系，为老年人研究并开发更为有效的产品、服务、

药品和技术，包括辅助性和适应性技术，使老年人得以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

并享有信息通信的便利； 

(w) 进一步重视老年人面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高度脆弱性及其各种

具体需求； 

(x) 针对老年人遭受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和暴力的根源、性质和程度开展

研究，并就此类研究的结论采取行动； 

(y) 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加强对老年人权利的保护，从而消除对老年人

的各种形式歧视、虐待和暴力行为，包括就业、医疗保健和其他背景下的年龄歧

视； 

(z) 通过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以及老年人的呼声来推动老龄化和老年人

的正面形象，包括确认老年人对家庭、社区和社会所做的积极贡献； 

2. 还建议调集更多的国内和国际资源，而且为了对国家发展努力进行补

充，应加强国际合作，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执行《马德里行动计划》； 

3. 请各相关联合国基金和方案确保把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纳入其方案和

项目，包括为此在国家一级采取相关行动； 

4. 请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 

(a) 加强经社会在支持各成员和准成员执行《马德里行动计划》方面所发

挥的作用； 

(b) 加强有关老龄化问题的区域知识基础，支持成员和准成员努力制订循

证知情的老龄化问题国家政策； 

(c) 继续推动就老龄化问题交流经验和良好做法； 

(d) 与民间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合作，提高公众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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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请求支持成员和准成员制订前瞻性政策，为适应老龄化问题所带来

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做好准备，并将老龄化问题纳入国家发展框架、计划和方案的

主流； 

(f) 协助各成员和准成员开展能力建设，提供全面的社会保护体系，以便

向民众提供终身支持，包括以各种具体形式向老年人提供支持； 

(g) 把本次会议的成果提交 2013 年的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作

为亚太区域对“《马德里行动计划》第二次全球审查和评价”的投入； 

(h) 把本次会议的报告提交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审议核可。 

决议 69/15 

亚洲及太平洋改进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高级别会议成果的执行工

作
12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
122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23
  《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124
  《发展权利宣言》、

125
  《儿童权利公约》

126
  和

《联合国千年宣言》，
127
 

 回顾其第 67/12 号决议“改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

并重申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系统，对于维护人权、生产用以支持决策者的关

键信息、促成实行善政、改善发展成果、测量援助有效性和监测实现国家和国际

商定的发展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十分重要， 

 确认运作良好的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系统，对于促进本区域的包容性和

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确认亚洲及太平洋改善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高级别会议取得了出色的

成果，这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和 11 日在曼谷举行，
128
  汇集了来自 43

个成员和准成员负责卫生的相关部委、民事登记办公室和国家统计组织以及 22

个国际发展合作伙伴的高级官员，以便就《亚洲及太平洋改进民事登记和人口动

态统计区域战略计划》达成共识，
129
 

 赞赏许多成员和准成员为改进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系统所作的努力，这

体现于 48 名成员和准成员表明它们根据经社会第 67/12 号决议的要求对其民事

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系统进行了评估，包括太平洋岛国和地区通过《2011-2014

                                                 
121 

 见第三章第 192-210 段。
 

122
  联大第 217A(III)号决议。 

12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9 卷，第 14668 号。 

12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3 卷，第 14631 号。 

125
  联大第 41/128 号决议，附件。 

12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127
   见联大第 55/2 号决议。 

128
  E/ESCAP/69/26，附件。  

129
  E/ESCAP/CST(3)/6/Ad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