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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

处于应对核心的人权

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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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



01

02

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为动物传人的人畜共患疾病种类
的增加创造了条件，这些疾病可能导致病毒性流行病。它们
加剧了既有的疾病，例如哮喘，使人们更容易受到病毒感
染。150多个国家承认以某种形式享有安全、清洁和健康的
环境的权利。这项权利的实质内容包括安全的气候、水和环
境卫生、清洁的空气、健康和可持续生产的食物、无毒环
境、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这些要素是人类面对疾
病时保持健康和复原力，以及降低人畜共患疾病风险，减少
现有病媒扩散的前提。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环境退化“对今世后代享有生命权构
成最紧迫和最严重的威胁”，而保护生命权“取决于各国采
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制定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
时，应尊重、保护和实现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应该促使我们所有人重新思考
我们与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的互动。在所有人类传染
病中，约有60%是人畜共患疾病；在包括2019冠状
病毒病在内的所有新型传染病中，有75%是人畜共患
疾病。平均每四个月就会在人类中出现一种新的传染
病。生态系统完整性是人类健康和发展的基础。人为
引起的环境变化改变了野生生物的种群结构并减少了
生物多样性，从而形成了有利于特定宿主、病媒和/
或病原体的新条件。

将享有健康环境这一人权纳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等主要环境协定和流程，对于全面应对
2019冠状病毒病至关重要，其中包括重新构想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以降低风险并防止未来环境恶化造
成的危害。

实现享有健康环境
的权利

重新思考我们
与大自然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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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权、环境与2019冠状病毒病的关键信息

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揭示了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灾难性风险的明确事实：有效的应对需要在
国际层面上采取即时、充满决心并且基于证据的预防措施。为了避免未来的全球威胁（包括大
流行病），我们必须保护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健康
和福祉的基础。我们还需要采取基于人权的方式来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以解决其对贫
困、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不平等影响及其潜在驱动因素（包括环境恶化）。以下关于人权、环
境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关键信息强调了各国和其他实体（包括企业）在处理和应对2019冠状
病毒病危机中承担的基本人权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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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贫困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受2019冠状病毒病和环境危害
（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等）影响最严
重，这些危害对充分有效地享有所有人权构成了
威胁。

环境损害对已经生活在脆弱境况中的个人、群体和民
族的影响尤其严重，其中包括妇女、儿童、穷人、少
数民族、移民、土著人民和残疾人。2019冠状病毒病
等危机对获得粮食和土地、水和卫生设施、住房、生
计、体面工作、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必需品产生负面
影响，从而加剧了这些影响。

实现人权，包括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不但能减少不
成比例的影响，而且还能促进建立更具复原力的社
会。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表明，社会的健康程度取决
于其最脆弱成员的健康程度。制定2019冠状病毒病应
对措施时，应解决不平等现象，并重点保护弱势群
体，不让任何人掉队。

保护贫困人群
或受歧视人群

04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促成我们当前
局势的政策和做法。与其削减环境法律和政策，不如
加强环境保护和执法，以建立复原力并减少未来发生
大流行病的风险，同时要记住，放松管制虽然能带来
短期经济收益，但是往往要付出长期代价。

各国应在其宪法和立法框架中承认人民享有安全、清
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并针对侵犯这一权利
的情况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在实践层面，例如，各国
可以加强努力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减少人畜共
患疾病的潜在途径，促进法治，同时确保替代生计和
可持续生计。

旅游收费常为公园和保护工作提供资金。2019冠状病
毒病危机危及了这种用于打击偷猎、非法野生动植物
贸易和受到禁止的其他形式的自然资源利用的收入来
源和资金，给自然系统带来更大压力。有效和包容的
保护工作对于保护健康的生态系统及依靠它生存的社
区至关重要。

环境人权捍卫者是保护环境的重要盟友，在2019冠状
病毒病危机期间也保护人类健康。需要采取行动保护
环境及其捍卫者（在许多情况下包括土著人民），他
们的世界观和传统知识可以为可持续和基于权利的发
展提供重要的视角。对公民空间的限制削弱了环境人
权捍卫者开展的重要倡导行动，反过来可能为短视和
危险的行动铺平道路。应增强捍卫者的权能，包括与
紧急法令和立法有关的权能，使其免受威胁、报复和
骚扰。

加强环境法治
和保护环境人权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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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书规定，
参与和获取信息属于人权。人们经常重申参与和获取
环境问题信息的重要性，包括《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
约宣言》原则10、《巴黎协定》、《奥胡斯公约》和
《埃斯卡苏协定》。

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共享与其解决环境和健康危机的工
作相关的信息时应保持透明，并确保所有人知情地参
与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在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和
国际社会应找到新的工作方式。环境治理应实现现代
化，包括通过包容和基于权利的工具进行数字化参与
和获取信息，从而确保无论2019冠状病毒病造成的
紧急情况如何，仍能继续以包容和有效的方式制定重
要的环境决策。

有意义、知情和有效的参与不仅是每个人的人权，而
且还能推动采取更加有效、公平和包容的环境行动。
利用包括妇女和女童、当地社区和土著人民在内的所
有人的不同兴趣、需求和专门知识，可以为包容和可
持续的环境行动提供重要见解。2019冠状病毒病危
机应成为催化剂，通过改善对数字空间和包容性协商
进程的利用，促进各个层面环境决策的进一步民
主化。

保证有意义的
知情参与

06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导致医疗用品用量增加，包
括检测试剂盒和防护设备，以及一次性塑料制品等包
装/运送用品。有效而全面的废弃物（包括医疗、家庭
和其他危险废弃物）管理，对于最大程度地减少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可能对健康和环境造成的二次影
响至关重要。

健康、生计和权利方面的二次影响对没有废弃物管理
或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最贫穷、最脆弱、最边缘化的
社区打击最严重，今后也将继续如此。预防环境损害
并确保充分和有效地执行基本人权，例如健康、健康
环境以及水和卫生设施等基本人权，对于预防和减少
传染病风险至关重要。 

各国和其他义务承担人应确保废弃物的安全处理和处
置，将其作为有效而全面的应急措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将废弃物管理，包括医疗、家庭和其他危险废
弃物的管理，作为一项紧急且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
应通过适当的识别、收集、分离、储存、运输、处
理、保护、培训和处置，确保对生物医学和医疗废弃
物进行有效和公平的管理。

尽量减少医疗废弃物的
有害影响



07 基于权利的2019冠状病毒病恢复和应对方法要求我
们重建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家园。经济刺激方
案应在努力实现人权，实现《2030年议程》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保护和惠及最弱势群体，
并最大程度地限制全球变暖。

应对危机提供了支持改进社会保障措施的机会，以
及向建立在可再生能源、环境友好型技术、可持续
资源利用、增强社区权能和有尊严的生计基础上的
可持续无碳经济公正过渡的机会。

各国既要合作，又要独立开展工作，以尽可能多地
调动可用资源，重建更美好的家园。可以将2019冠
状病毒病在国家层面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共同国
家分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作为重要切入点，重建更
美好的家园，落实享有健康环境这一人权。

还必须保障所有人从科学和科学应用中受益的权
利，以确保所有人公平分享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方案，例如，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或无害环境技
术。从长远来看，包容、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将更
有活力。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追求能使人类和地球都受益，并
公平分配利益的发展。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追求
可持续发展也符合其最大利益。

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08面对全球性风险，迅速采取循证的参与性集体行
动不但能产生最佳结果，而且还能履行人权义
务。面对2019冠状病毒病和环境危机，采取基于
团结、同情心、尊重人类尊严和生态完整性的全
球应对措施才能奏效。

必要的行动和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律框架
和文书中（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发展权利
宣言》和《里约宣言》）各国和其他义务承担人
的义务基础之上。

需要各国政府、国际合作伙伴、民间社会、活动
家、私营部门以及所有个人和民族开展合作，以
实现人权，包括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
环境的权利，并实现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需求的
可持续发展。

从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中
汲取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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