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拉格声明  

 
通过日期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2 年 7 月 28 日第 1992/10 号决议通过 
    
 
  从公共卫生和人权角度探讨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问题全欧协商会议于 1991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在布拉格举行，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的 22 个成员国的与会者在会上

讨论了预防和控制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问题上的人权、道德和人道原则，特别是共同

承担一项重要任务：制订一套简短的，切合实际并注重行动的准则，以便采取适合各成员国

经济及流行病学情况的必要和紧急行动，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艾滋病全球战略中概划的社会

政策和公共卫生战略角度执行许多关于人权的宣言中确定的原则。 
 
  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下列建议： 
 
A. 公共政策/国家责任 

 
  1. 各成员国接受关于遵守其已经签署的各项有关的国际人权法律文书规定的人权、道

德及人道主义原则的义务，应确保使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的预防和

控制、或者会阻碍妇女的易受打击群体的解放和权利的所有法规、政策及做法充分考虑到这

些原则，从而使其更新，以有效地对付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同时，应考虑到人

体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代表提出的看法，在这方面，尤应重视同男子性交的

男子、吸毒者、性问题研究和工作人员、犯人、移民、难民以及少数民族的需要和权利。具

体而言，成员国应当重新估价公共卫生领域的立法措施，看其对这一流行病是否有效，效果

如何，在道德上的接受性如何，并对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不适当的政策和做法进行修改，使其

跟上时代、得到更新，推动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战略的实施。 
 
  2. 成员国应当作出努力，使公共政策和做法不因有些人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状况而对

其区别对待，同时，应酌情采用保护性立法，向个人提供法律保护，防止和纠正公共机关、

私人团体或个人因某些人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状况而在工作权、受教育权、社会和

医疗保险权及其他福利权的享受方面所表现出的歧视。边界之间的来往自由应得到保证。 
 
  3. 成员国应作出努力，为提高健康水平、健康教育和咨询等提供鼓励和支持，为公众

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服务，提倡能防止人体免疫缺陷病毒传播的行为。此外，成员国应考虑在

这方面制定恰当的立法。应公平合理地为预防人体免疫病毒和艾滋病提供资金。应针对易受

打击群体的特殊需求酌情向其提供服务。 
 
B. 职业道德和责任 

 
  4. 既然国际人权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包括国家确保提供保护防止对隐私权享受任意干

预的义务，成员国应审查当前的法律和实践，以便确保建立充分的保障在各级保健和社会福

利服务中保护机密性。 
 
  5. 负责培训保健和福利工作者的部门应该确保在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的预防和



护理方面的充分的教育和培训是他们的基本训练方案的一部分。为此应注重使受培训者理解

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易受伤害群体的特别要求。要让受过训练的人充分了解构成世界卫生

组织艾滋病战略中心要素的社会政策和公共卫生基本原理中包含的道德和人道原则，包括他

们有义务在实施治疗前，包括在进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化验前，须获得患者/服务对象

的知情的同意，有义务保证不仅仅由于怀疑或证实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状况而在提供治疗，

护理或服务方面进行歧视。 
 
  6. 应重新评估所有涉及处理带有或感染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的人的专业的做法，

必要时应修改或提出行为守则，确保专业人员充分保护这类人得到和享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

权利。应考虑确保专业行为守则的实施办法包括可对在此方面违背专业道义责任的专业人员

采取纪律措施。凡是认为为之施行治疗的专业人员未按道义准则行事的个人均应有权寻求适

当的补救措施。 
 
C. 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责任 

 
  7. 负责规划、设计和执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宣传和教育运动的国家和地方艾滋

病方案应确保与此类运动针对的社区和群体成员协商。社会有责任提供支持和必要的实际手

段，使一切个人均能在行为上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避免人体免疫缺陷病毒传播的危险。上述

运动必须结合促进尊重人权和道义及人道主义原则，特别是有义务避免基于种族血统、信仰、

性别、性倾向、健康状况、职业、经济和社会地位或生活方式的污蔑和歧视，并提倡容忍和

无偏见的态度。 
 
  8. 必须鼓励大众媒介协助防止视而不见和盲目乐观倾向，协助开展针对阻碍人体免疫

缺陷病毒/艾滋病预防和护理工作的偏见、污蔑和歧视态度的斗争，为此要由国家和地方人

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方案管理人员以定期情况介绍会的形式获得大众媒介的参与和合作，

并要为之提供准确的和最新的资料。 
 
  9. 在共同以协调一致方式展开与艾滋病这一流行病的斗争时，欧洲区域各成员国必须

确保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方案和其他国际、多变及双边援助方案从技术和资金援助

上使资源有限的地区得到不断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