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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澳大利亚∗、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哥伦比亚∗、克罗
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法国∗、德国∗、危地马拉、洪都拉
斯∗、冰岛∗、伊拉克∗、爱尔兰∗、立陶宛 ∗、卢森堡 ∗、墨西哥、黑山∗、荷
兰∗、挪威、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
伐克∗、西班牙、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乌
拉圭：决议草案 

  20/… 
国籍权：妇女和儿童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规定， 

 又遵循《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该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任何人

的国籍不得被任意剥夺，以及该宣言第二条，该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

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因性别等因素加以任何区分， 

 铭记世界上所有国家在扭转男女不平等现象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 

 承认国籍权是一项普遍人权，不得任意否认或剥夺任何人的国籍，包括出于

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

生、残疾或其他身份等歧视性理由否认或剥夺国籍，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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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条款承认每个儿童取得国籍，且国籍不被任意剥

夺的权利，除其他外，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 3
款、《儿童权利公约》第七条和第八条，以及《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九条，还承认平等的国籍权，除其他外，包括《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九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八条，以及《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卯)款(3)项， 

 还注意到国际和区域人权及其他文书条款明确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在儿童出生

后立即登记，除其他外，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 2
款和《儿童权利公约》第七条，并注意到出生登记在防止无国籍状态方面的作

用， 

 铭记《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和《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8 年 3 月 27 日第 7/10 号决议、2009 年 3 月 26 日第
10/13号决议和 2010年 3月 24日第 13/2号决议，以及 2009年 10月 1日第 12/6
和 12/17号决议和 2012年 3月 22日第 19/9号决议， 

 强调与国际社会妥善合作防止和减少无国籍状况首先是各个国家的责任， 

 回顾 2011年 12月 19日大会第 66/133号决议，其中大会敦促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在识别无国籍人身份、防止和减少无国籍状态以及保护无

国籍人方面开展工作， 

 欢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加大努力防止和减少妇女和儿童中的无

国籍状态，并酌情为无国籍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保护， 

 欢迎在《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60 周年和《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50 周年
纪念活动期间举办的联合国会员国部长级政府间活动，特别是各国作出的承诺， 

 考虑到所有没有国籍或出生登记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容易遭受贩运，以

及其他虐待和侵犯其人权的行为， 

 1. 重申国籍权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一项普遍人权，每个男人、女
人和儿童均有权享有国籍； 

 2. 认识到应当由每个国家通过法律确认其国民，前提是这种确认符合该
国在国际法下的义务； 

 3. 吁请各国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通过并执行国籍法，以期防止和减
少妇女和儿童中的无国籍状态； 

 4. 鼓励各国根据国内法律，为境内出生的儿童或父母为本国国民的境外
出生的儿童取得国籍提供便利，这些儿童若不能取得该国国籍将成为无国籍人； 

 5. 敦促所有国家不要颁布或维持具有歧视性的国籍法，以期避免无国籍
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中的无国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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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敦促各国通过赋予男女在将国籍传给子女方面，以及取得、改变和保
留国籍方面的平等权利，修订歧视妇女的国籍法； 

 7. 还敦促各国在没有证据证明弃儿为其他国家国民的情况下，授予在其
境内发现的弃儿国籍； 

 8. 吁请各国确保为每个儿童免费办理出生登记，包括免费或收取较低费
用办理推迟登记，并强调有效的出生登记，以及不论其本人、父母或家庭成员是

否为移民身份均提供出生证明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减少无国籍状态，以及降低其

遭受人口贩运、其他虐待和侵犯人权行为的可能性； 

 9. 敦促所有国家在所有关于取得、剥夺、丧失或改变国籍的决定中，确
保遵守国际义务和程序保障，包括提供有效和及时的司法审查； 

 10.  吁请各国确保所有国籍权遭到侵犯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都能够
获得有效和适当的补救，包括侵犯其国籍权的国家恢复其国籍，并临时提供国籍

证明； 

 11.  鼓励人权理事会有关的特别程序，包括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
工作组，以及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

女权能署，并邀请条约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协作，处理并强调有关国籍权的问题，以及妇女和儿童中的无国籍状态问

题； 

 12.  鼓励尚未加入《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和《减少无国籍状态公
约》的国家加入公约；  

 13.  吁请各国履行打击人口贩运的国际法律义务，包括确认贩运的潜在受
害者，向可能成为贩运受害者的无国籍人提供适当援助，并特别关注对妇女和儿

童的贩运； 

 14.  吁请所有国家不论国籍，确保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享有人权和
基本自由； 

 15.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各国政府及其他有关利益攸关方磋

商，在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之前，编写一份报告，说明根据国内法律和国际

法，在国籍相关问题上对妇女的歧视，包括对儿童的影响，并介绍各国的最佳做

法，以及消除对妇女的国籍歧视、避免或减少无国籍状态的其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