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最突出的是中国

和印度，不同收入和群体中妇女、新生儿及儿童

的卫生保健也有极大的差异。儿童权利倡导者担

忧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将导致这些差异进一步扩

大，除非采取矫正行动，确保容易受到忽视、处

于边缘状态的贫困儿童的权利。（见差异部分，

17-19页，以及第62页第三章节方框内文字，“全

影    响

儿童权利委员会

 正如其他基本国际人权

文书，《公约》及其任择议定

书的实施也由一个委员会进

行监督，即由条约第43条建

立的儿童权利委员会。1991
年初选举就职的委员会由来

自十个国家、拥有各个专业

背景（包括人权、国际法

及青少年司法等）的专家组

成。此后根据2002年11月对

第43条的修正案，委员会扩

展至18名成员。

 委员会每年在日内瓦召

开三次会议，时间分别是1
月、5月及9月，每次会议历

时四个星期。除了监督《公

约》的实施，委员会也定期

颁布有关条约规定和问题的

一般性指导意见并进行若干

天的全体讨论。

 批准《公约》的国家同

意定期向委员会递交进展报

告，第一个报告在批准后的两

年内提交，之后每五年递交一

次报告。每个报告都须包含被

讨论国家的详细背景信息并汇

报其实施《公约》规定的进展

和问题。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须提交额外的进展报告。

 委员会建议各政府将其

报告重点关注实施《公约》和

为加速进展而设立目标时遇

到的“影响因素和困难”。

委员会也欢迎各国非政府组

织提交报告；这些报告通常

（虽然并不必要）遵循国家

主要报告的格式，旨在解决

相同的问题。此外，主要联

合国组织，包括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也可就提交报告的

国家的儿童状况发表看法。

 委员会任命两个报告员

全面分析每个报告和相关文

件，起草主要问题列表以备

与缔约国代表讨论。重点在

“建设性对话”委员会举行

闭门会议最终确定结论性的

意见。这些通常包括确认应

采取的积极措施，指明需投

入更多努力来解决问题的领

域，为可提高儿童权利的实

际措施提供建议。观察结论

也可涉及委员会认为对保护

和提高儿童权利十分重要的

事宜。这可能涉及诸如要求

改变政策或者认可非政府组

织的观点等方面。

 观察结论对外公开，使

公民社会的新闻媒体和其他

组织能够督促其落实的情

况。实际上，虽然委员会可

以指派报告员关注在报告之

间的五年内的相关问题，但

是非政府组织在监督政府表

现和提供适当支持以履行其

对儿童的义务中可以起到十

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条约和会议

事务处与主办政府和联合国

机关合作，在日内瓦举行了

关于落实观察结论的区域和

次区域研讨会。这些研讨会

专门为一些国家所举行，吸

引了各领域的与会者，包括

政府官员、国家人权机构代

表、非政府组织及联合国机

构、基金会和项目代表。

见参考书目，90-92页

球经济危机对儿童权利的潜在影响” ）

 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第三条规定要求：

“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

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

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这第二个基本原则

强调了对儿童的法律保护和基于事实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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