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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联合国适足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米隆·科塔理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越来越不平等，为了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是最弱势、最易受侵害群体对这些权利的享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可以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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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隆·科塔理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越来越不平等，为了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是最弱势、最易受侵害群体对这些权利的享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发出了有力的呼吁，要求全世界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要像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样重视。会议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
互联系。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看待全球人权。”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承继者人权理事会响应呼吁，在健康权问题、食物权问题、适足住房问题、安全饮水和卫生问题、极端贫困问题、外债问题等领域任命了特别报告员，以此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理事会
通过了两年一次的经社文权利总括决议，以及指导在各方面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利特别报告员工作的决议，而且还通过了一系列开拓性的专题决议（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权利，人权捍卫者权利等）。

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及其机制新订了一套保护经社文权利的软法律标准，包括：《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发展权利宣言》、《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极端贫困问题指导原则》、《结构调整和
债务问题指导原则》、《强迫迁离和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准则》。一系列新的标准也在制订的过程中，其中包括：《农民权利宣言草案》，初步讨论制订一部对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理事会对经社文权利的持续关注是值得欢迎的，但是鉴于危机的规模不断扩大，对这些权利给予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世界各地的大量证据表明，对最弱势群体经社文权利的侵害还在继续，包括社会和经济不平等
的加剧。各国政府即使承认经社文权利是人权，也仍然将这些权利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穷亲戚。不承认和不执行这些权利的借口不胜枚举，包括：缺乏资源；不可诉诸法律裁决；全球经济和贸易政策将利益和
投资置于落实经社文权利之先，特别是最易受侵害群体的权利，这种现实令人无能为力。

鉴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仍然不愿承认和执行经社文权利，人权理事会还能做些什么？

对抗导致贫穷和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

如果理事会打算以建设性的介入改变这一严酷现实，它面临着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那就是要鼓足勇气，分析和应对由于被误导的全球、区域和国家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产生的结构性错误。这种错误的路径继续大张旗
鼓地推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信誉。为了改变这一现实，理事会必须作出决议并利用其机制，对抗经社文权利（包括健康、住房、饮用水和卫生）的私有化，以及对
土地和财产肆意妄为的投机，包括现在遍布世界的史无前例的土地掠夺。此外，理事会还必须采取行动，应对跨国公司权力的剧增，对抗支持破坏性新自由主义路径的全球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所继续施加的广泛作用和影响。

规范性发展和承认土地权

理事会必须继续对经社文权利作出规范——例如承认土地是一项普遍人权。全世界都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问题，然而导致这种民众迁离现象的根本原因并没有得到解决。这种迁移一般来说不是自愿的，而是农村极
端贫困的产物，其原因在于：没有土地，土地缺乏安全，土地转用，由于未能优先进行土地改革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而造成生活物资匮乏，项目引发的搬迁和流离失所，危房，或工业收购农田。在城市，这些移民常
常不能获得适当的住房，被迫生活在不安全且居住条件不当的非正式住所。

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城郊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行为，其原因在于当局不能或不愿意充分控制在土地和住房方面的投机行为，扭转土地所有权集中化和房地产囤积的现象。这种现象也蔓延到农村地区。土地私有
化往往导致土地变得难以负担，这尤其影响了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土地对于一些在历史上因世系、种族或肤色遭受歧视的群体也非常重要。对土地权缺乏法律承认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

通过普遍定期审议增加对经社文权利的特别关注

为了拉平经社文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理事会可以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在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过程中通力合作，让各国在经社文权利方面提出问题和建议。

经济社会权利中心和科学人权诊所对第一轮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所作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建议中，有关经社文权利的建议不足五分之一。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建议的实质内容时，发现它们更向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一边倾斜。通过对抽样国家的建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集中于经社文权利的建议中只有三分之一要求采取具体行动，相较而言，集中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建议中有三分之二要求采取具体行动。

对于捍卫经社文权利的团体来说，精确和具体是至关重要的。理事会承认那些捍卫经社文权利的特定群体的作用，于2016年3月通过了关于人权捍卫者和经社文权利的决议，这是走对了路子。然而，如果未能对
那些倡导和捍卫经社文权利的人提供保护，未能对那些侵害人权捍卫者的政府和第三方提出起诉或进行追责，那么这种重要的承认就几近于无。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必须继续推进理事会关于人权捍卫者和经社文权利
决议的开创性工作。

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有关经社文权利的建议要准确。这些建议要呼吁制定指标和监测工具，对政策和计划的影响进行评估，要为评估经社文权利进展准备预算分配。这些建议要指导各国让国家人权机构、议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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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社会和独立机构都参与到不断对话和监测的进程中。理事会通过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所作的任何努力，都必须致力于消除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周期中偏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现象。

国家层面的协调、执行和问责

联合国人权体系确保非国家行为者，特别是民间社会和国家人权机构，在监测联合国三大人权机制（即普遍定期审议、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所提建议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和合法的作用。人权理事会作为联合国
最重要的人权机构，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指导各国利用一系列充满生机的机会，开展国家层面的人权行动。这种行动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在各个部门推行人权培训，对社会各阶层和各级政府进行人权教育，在地方和国
家层面建立机制监测该国政府的人权承诺。如果能让全国议会、国家人权机构、政党结构和非政治组织都积极参与，确保政府落实人权承诺，那么也许可以在最关键的国家层面确保向政府问责。这样，在国际人权承
诺国内化和维护国家宪法尊严的过程中，由此衍生的执行机制就会得到加强并形成制度。

为了承继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的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世界各地数百万民众仍然受到侵害的经社文权利，人权理事会必须尽其所能，使经社文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权理事会在
全球的信誉已经受到威胁。

米隆·科塔理是独立国际人权顾问，也是“印度及联合国人权工作组”的联合创始人和前召集人，曾任联合国适足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现任普遍定期审议信息组织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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