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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气候变化直接和间接对享有所有人权造成
干扰，包括生命权、住房权、水和卫生设
施权、食物权、健康权、发展权、人身安
全权和适足生活水准权在内。此外，气候
变化的影响加剧了不平等，过多殃及已经
处于弱势的个人、群体和人口，包括儿童、
土著民族和残疾人在内。

防止、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对策必
须立足于人权和环境方面的国际标准和原
则，例如团结、合作、透明、知情、参与、
平等、公平、问责以及污染者付费和预防
原则。

企业在气候变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量
导致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源自企业
驱动下的经济活动。不过，企业活动也可
推动创新，为找到防止、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及其对地球和人类不利影响的解决方
案作出贡献。为避免将来造成气候危害并
确保气候公正，企业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
组成部分。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指
导原则》)为防止和解决与企业有关的消
极人权影响——包括与企业有关的气候变
化所致人权影响，提供了权威性的全球框
架。《指导原则》体现了国际人权法的核
心要素。与企业有关的气候变化人权影响
的任何法律或政策对策，均应符合《指导
原则》以及相关国际标准及其现行解释。

本文件探讨《指导原则》在人权和气候变
化方面对国家和企业的主要法律影响和政
策影响(第一部分)，最后介绍人权高专办
在该问题上的一些宣传主信息(第二部
分)。

上述材料的制作由以下机构拨款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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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必须防范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企业侵犯人权情况：所有国家均有义务防范企业在其领土和/或管辖

范围内侵犯人权，包括在气候变化方面。

各国应采取“明智的组合措施”，使企业在气候变化方面尊重人权：各国在履行其保护人权义务时，

应阐明期望所有企业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尊重人权并防止和减轻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不利影响。为此，

各国应通过并执行一系列明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鼓励或迫使企业减少排放并采取其他措施，防

止因气候变化而对人权产生不利影响。这其中可能包括要求企业在人权问题上尽责管控，开展环境

和气候影响评估并/或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及气候变化影响。各国还应考虑采取措施，鼓励企业优

先考虑低碳投资和零碳投资。

处理国家与企业的纽带关系：各国应额外采取举措，防范由国家拥有或控制的企业或是从国家机构

获得大量支持和服务的企业侵犯人权，包括在气候变化方面。举例来说，国家和国有企业可在其采

购合同中采用严格的可持续性要求。

确保政策具有一致性：国家政策承诺，例如借《企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或《气候公约》之下

的“国家自主贡献”作出的承诺，能够且应当处理企业在气候变化及其对人权的不利影响方面的作

用问题。

支柱一：国家负有保护人权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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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二：企业负有尊重人权之责任

企业应在气候变化方面尊重人权：所有企业的基本责任是尊重所有国际公认的人权，包括在气候变

化方面。这意味着企业应采取积极举措来发现、防止、减轻和解决与自身有关的不利影响，包括因

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影响在内，从而避免对人权造成侵犯。

不止步于合乎法律：尊重人权之责是一项关于应有行为的全球标准，即使是在国内并无明确的气候

义务情况下也同样适用。该项责任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国家是否有能力且/或有意愿尊重、保护和

实现人权，包括在气候变化方面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此外，该项责任不止于遵守适用的法律

(例如关于企业环境影响的国内法律)。

在人权方面尽责管控，以发现、防止和减轻与气候有关的人权影响：为了履行尊重人权之责，企业

应针对其自身活动可能导致或促发的气候相关不利人权影响，或是因其业务关系而与其运营、产品

或服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气候相关不利人权影响，开展人权方面的尽责管控。企业应持续不断地：

发现和评估任何实际或潜在的不利人权影响：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企业应不断评估本企业的环

境和气候影响何以可能导致侵害人权。影响评估应优先考虑最严重的人权风险，并重点着眼于

对脆弱性和边缘化风险增高的个人和群体所造成的影响。评估过程应包括与可能受影响的利益

攸关方，包括土著民族和当地社群在内，所进行的切实磋商。若无法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充

分接触，企业应考虑合理的替代办法，例如咨询可信且独立的专家资源，包括环境人权维护者

和民间社会在内；

整合评估结果，并采取适当行动防止和减轻影响：企业应在其所有活动和供应链中采取必要举

措，以停止或防止对气候变化所致人权侵害发挥任何促成作用。此外，企业应利用(并争取增

大)优势来影响与其有关联的企业，从而防止或减轻任何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侵害(例如确保对方

遵守气候和环境标准)；

对本企业的应对措施是否有效进行跟踪：跟踪应利用一系列专家信息源，以使企业能够了解气

候变化相关人权影响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

向外界传达本企业如何处理其人权影响：企业应公布足以对其应对气候变化相关人权侵害是否

充分进行评估的信息。�

确保所有企业活动中的政策具有一致性：企业应努力使其尊重人权之责与其更广泛的企业活动和业

务关系所遵循的政策和程序相一致，包括在气候变化方面。举例来说，这应当涵盖：员工经济及其

他绩效激励措施相关政策和程序的气候变化维度；采购实践；间接影响气候变化相关人权问题的游

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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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三：补救渠道

发生气候变化相关人权侵害时，所有受影响者均必须有获得有效补救的渠道：各国必须采取适当

举措，确保可就气候变化相关人权侵害获得有效的补救。这其中包括提供有效的司法和非司法机

制，例如环境法庭、国家人权机构和经合组织国家联络点。除了这些国家机制外，各国还应考虑

如何为诉诸有效的非国家投诉机制提供便利。

企业在补救中的作用：为了履行尊重人权之责，企业必须解决与其有关的气候相关人权侵害。企

业应建立或参与有效的运营层面投诉机制，以补救受影响者所提出的气候和环境关切。企业应本

着诚意参与，而不是对在提交法律或非法律仲裁机构前促进就气候危害问责的程序进行暗中破

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尤其是在企业参与导致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例如参与发电和供热、运输、工

业化农业以及其他高排放行业的大型企业)，每个企业均应提供与其对危害应负的责任相匹配的

补救。

必须防止一切形式打击报复：所有寻求诉诸于投诉机制或是与投诉机制沟通者，均应能在无需害

怕报复的情况下诉诸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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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企业与人权方面，若干措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除了《指导原则》所列上述基本的

应有行为外，为了确保更好地尊重人权，国家和企业应努力：

01
加大力度以权利为本开展气候行动，从而预防气候相关人权侵害

预防始于减少和消除温室气体排放。各国应加大力度开展气候行动，包括确保其企业活动，包括
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展的活动在内，在尊重人权的同时有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各国应各自和
共同努力，尽其资源能力所及开展权利为本的气候行动，包括将公共采购与气候承诺挂钩。企业
应在整个运营过程中设定以科学为基础的指标，以便与《巴黎协定》所述目标保持一致，即将全
球变暖控制在低于高出工业化前水平2℃的水平之下，努力将其控制在高出工业化前水平1 .5℃
的水平上，并争取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02
保障知情和透明，包括通过气候相关披露和报告进程予以保障

各国有义务保障人人享有知情权，包括有权获得气候相关信息。这对于开展透明、可予问责和权
利为本的气候行动至关重要。各国应酌情借助环境、证券、公司治理及其他方面的法律法规，针
对在其领土和/或管辖范围内运营的企业规定强制性的气候相关披露和报告义务。企业应确保以
易于理解的方式充分且准确地披露和报告其气候影响。

03
确保透明，并使碳密集型活动的相关游说活动与尊重人权之责相符

企业的披露和报告内容应包含涉及气候政策的企业游说活动相关信息。此外，企业应避免支持建
立在不准确、误导性和无根据的说辞基础上的公共宣传运动——此类公共宣传运动有损国家和公
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知情决定的能力。

04
确保公众切实、知情且有效地参与气候相关决策和行动

国家有义务保障人人有权在知情情况下切实参与公共事务，包括参与环境决策过程。企业有责任
尊重参与权，避免对参与公共事务产生负面影响，并应就自身很可能产生气候相关人权影响的决
定和行动开展妥善而充分的磋商。举例来说，未经土著民族事先在知情情况下自主表示同意，绝
不能采取有可能影响土著民族权利的气候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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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保护环境人权维护者和公民空间

环境人权维护者是气候行动中的重要盟友。对公民空间施加限制，会破坏至关重要的人权维护者
宣传活动，而破坏至关重要的人权维护者宣传活动，会为采取短视而有害的行动铺平道路。不应
对新闻界、民间社会及其他人权维护者的工作横加阻挠，而是应增强其权能，并保护其免受企业
的威胁、报复和骚扰。应尤其注意防范旨在阻挠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并为青年人和儿童在环
境方面维护人权的举措提供安全而有利的氛围。

06
确保人人有权从科学及其应用中受益

各国有义务确保人人有权从科学进步及其应用中受益。为了履行这项义务，各国应为在支持气候
适应型未来的技术领域投资创造有利环境，与此同时确保此类技术的惠益切实可获得、费用可承
受，且可予以广泛应用，不会出现歧视情况。各国必须按照其国际义务采取举措，确保知识产权
制度不会阻碍开发和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技术解决方案，并确保保护知识资产的方式有利于为
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实现环境可持续性所需的技术。企业还应尊重所有人从科学及其应用中受
益的权利。

07
确保政策具有一致性，并支持公正地向气候适应型脱碳经济过渡

为了履行本国的人权义务和气候承诺，各国必须借助旨在避免对贫困和边缘群体造成负面影响的
有效政策，停止针对化石燃料提供财政激励措施，包括补贴和其他形式公共资金在内。此外，各
国必须确保投资符合人权，且符合向脱碳的气候适应型未来公正过渡的轨道。各国应与企业及其
他利益攸关方协同努力，使本国的气候行动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相一致，包括有关保护
环境、人类健康、就业和生计的目标，也包括不让任何一人掉队的承诺。企业应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作出贡献，并努力防止和减轻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资产影响和工作岗位流失。这其中应包
括为社会保护工作提供支持，尊重获得体面工作条件和可持续生计的权利，以及停止可能产生气
候变化相关不利人权影响的活动。

08
确保气候行动中的公正和公平

各国须在公正和公平基础上，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的能力，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公正和公平的气候行动应惠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以及诸如贫困人口、土著民族、妇女和儿童等弱
势个人和社群，还应惠及子孙后代。《气候公约》和《发展权利宣言》所载的公平原则以及公平
分享惠益和分摊负担原则要求高排放发达国家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资源和技术援助。企业也应采取举措，与受影响者团结在一起——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其他
受影响严重地区的人口在内，也包括子孙后代在内，实施公平、公正的政策和方案，以应对气候
变化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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