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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和权利

王 可 菊

国际人权条约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之

一
。

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 国为何必须履行有关

条约
、

有何种义务
、

在履行义务时应采取何种

措施及其克减权等
,

都是值得加以探讨的问题
。

信守条约是缔约国的根本义务

根据国际法的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

国际人

权条约对其缔约 国具有约束力
,

缔约 国必须依

照条约善意履行 自己 的义务
。

国际人权条约一

旦依国际法完成其缔约程序
,

条约所创订的规

范对缔约国即行生效
,

缔约国遂有义务实践 自

己的承诺
。

因而
,

信守条约是 国际人权条约缔

约国的根本义务
。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国际人

权条约缔约国必须善意履行条约的法律根据
。

自古以来
,

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国际法的

理论和实践所确认不疑的
,

是久经确立并得到

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

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荷兰

的格老秀斯 一 年 就强调 了国家遵

守条约的义务
。

正如李浩培 一 年

所指出
, “

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约束力
,

是 国际

习惯法所赋予的
。 ” “

在国际社会内
,

⋯⋯各国

信守条约已有长时期的历史
,

各国所缔结的条

约绝大多数是善意履行的
。

而且它们的信守条

约是由于确信它们应当信守条约
,

确信违反条

约它们将遭受违法的谴责
,

从而遭受不利的结

果
。

⋯ ⋯违反条约的当事国一般都不承认其违

约行为
,

而借 口 情事已经变更
,

或者以对方先
已违约等作为辩解

。

这更进一步证明这个原则

的约束力
。 ”

信守条约义务的原则
,

明确载于一系列 国

际文件之中
。

例如
,

《联合国宪章 》序言强调
“

尊重 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的义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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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第 款指出
, “

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
,

履

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
” 。

年 《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 》第 条规定
, “

凡有效之条约

对其各当事国有约束力
,

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

行
” 。

其第 条还规定
, “

条约应 ⋯⋯善意解释

之
” 。

条约必须信守是 国际法上 的一项基本原

则
,

是在 国 际法 中应 普遍适 用 的原则
。

孔兹

一 年 说
,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无疑

是一般国际法的现实规范
。

目前国际法的大部

分属特殊国际法
,

亦即条约创订的法律
。

此种

条约法律其法律上存立 的理由为一般国际法的

条约必须信守规范
。

总之
,

国际人权条约缔约

国根据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善意履行条约是其根

本义务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

所谓善意履行条

约
, “

就是诚实地和正直地履行条约
,

从而要不

仅按照条约的文字
,

而且也按照条约的精神履

行条约
,

要求不仅不 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的宗

旨和 目的
,

而且予 以不折不扣的履行
” 。

当然
,

善意履行条约以善意解释条约为其
“

必要的前

提条件
。 ”

人权条约的签署 国与缔约国所承担的法律

义务是有差别的
。

条约的签署除意味着对条约

约文的认证外
,

只表示签署者所代表的国家初

步同意缔结该条约
,

但 尚须经过批准
。

一国在

批准条约之前
,

将有时间对条约作进一步审查
,

以便最终决定是否接受该条约的约束
。

但同时
,

由于签署意含签署人所代表的国家已初步同意

受该约的拘束
,

所 以在签署后批准前或条约生

效前
,

签署国不得采取行动破坏该条约的宗 旨

和 目的
。

缔约国义务的内容是促进和维护人权

国际人权条约所创订的法律规范
,

不论它

涉及的是较为笼统的
、

广泛的人权保护
,

或者

是某类或某项人权的保护
,

条约缔约 国的义务

无疑都是以促进和维护人权为内容的
。

就促进和维护人权而言
, “

《联合国宪章 》

的确为当代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奠定了法律上和

概念上的基础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残暴蔑视和

侵犯人权的现象
,

促使旧金山会议对人权问题

给予了重视
。

联合国的创始者在 《宪章 》的序

言中申明
,

决心
“

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 , “

重 申

基本人权
、

人 格尊严 与价 值之 信念
” 。

虽 然

《宪章 》授予联合国组织在人权领域的权力是

非常有限的
,

其职责只在于
“

促进
” ,

并且将
“

促进
”

人权的职责交给了联合国大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
,

即大会
“

应发动研究
,

并作成

建议 ⋯ ⋯助成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 自由之实

现
。 ”

经社理事会
“

为增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

基本 自由之尊重及维护起见
,

得作成建议案
”

第 条第 款
,

并要求它
“

设立经济与社

会部 门及 以 提倡人权 为 目的之各种 委员 会
”

第 条第 款
、

第 条
。

但从 《宪章 》的

有关规定人们可 以看出 《宪章 》的缔约国

承认促进人权是联合国的宗 旨
,

人权是国际关

注的主题之一
。

《宪章 》明确规定 了不歧视

原则
,

缔约国有义务
“

不分种族
、

性别
、

语言

或宗教
” ,

来促进人权和基本 自由
。

《宪章 》

缔约国同联合国在促进人权和基本 自由上有进

行合作的义务
。

有学者将缔约 国的义务划分为消极性义务

和积极性义务
。

消极性义务是指那些缔约 国应

该对某些事物加 以制止
、

废止或者对其避免采

取行动的义务
。

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

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废止奴隶制和奴

隶贩卖
。

应该指出
,

缔约国履行此类义务也是

要采取一些必要措施的
。

正如意大利的卡波道

蒂所说
,

即使是消极性义务也必须伴随着适当

的措施
,

从而保证国家行政当局 和一切受国内

法约束的人遵守法律 的规定
,

不 干 预公 民的

自由
。

所谓积极性义务是指那些缔约国需要采取

适当行动才能履行的义务
。

例如
,

为实现男女

同工同酬
、

保护儿童
、

提供一些与刑事程序有

关的保障
、

保障受教育权等
,

国家都须采取适

当的行动
。

由于国际人权条约与只须由国家对外履行

的条约如同盟条约等不同
,

它涉及的是国内的

人权保护
,

因而缔约 国必须保证在国内实施有

关条约的规定
。

正如 《奥本海 国际法 》 第

版 所说
, “

如果条约包含有规定涉及在缔约

国管辖下的人或团体的权利和义务
,

各缔约 国

就必须按照其国内法采取必要步骤
,

保障其权

利和义务符合条约的要求
。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际人权条约一般都有要求缔约国采取措

施以保证人们享受到条约所承认的权利的规定
。

例如 《经济
、

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分别规定
“

尽最大能力个别采取步骤
” , “

按照宪法程序

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
,

以采纳 ⋯ ⋯所

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 ,

以保证权利或 自由被侵

犯的人
“

能得到有效的补救
” 。

《消除种族歧视

公约 》规定
,

缔约国应
“

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

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策加 以检查 ⋯ ⋯
” “

应

以一切适 当方法
,

包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
,

禁止并终止种族歧视
。 ”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

约 》的第 一
、 、

一 条都规定
“

缔约国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

以消除在有关领域对妇

女的歧视等等
。

在为履行 国际人权条约所采取 的措施 中
,

国内立法措施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

由于条约在

缔约国国内法的效力上各国的实践不同
,

因而

立法措施各异
。

比如
,

在英国条约须通过国会

法案才能执行
。

在美国
,

按照宪法第 条
,

在

美国的权威下 ⋯⋯订立的条约是本国最高法律

的一部分
,

对各州法院有约束力
。

在荷兰
,

按

照 年生效的经修正的宪法第 条
,

条约

的规定
,

由于它们的内容可能对一切人都有拘

束力
,

经公布后应具有这样的效力
。

再者
,

由

于条约的规定通常都较为原则化
,

因而需要根

据本国实际情况 由国 内法使之具体化 以付诸

实施
。

缔约国的几项有关权利

一
、

对 国际人权条约的保留

年 《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 》第 条对
“

保留
”

所下定义是
, “

称
‘

保留
’

者
,

谓一 国

于签署
、

批准
、

接受
、

赞 同或加人条约时所做

之片面声明
,

不论措辞或名称如何
,

其 目的在

摒除或更改条约 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

律效果
” 。

周鲤生 一 年 说
, “

这样

的保留
,

实质上就等于对条约的一种修正
,

多

少是影响条约的效果的
。 ”

为使条约得到普遍接

受
,

许多多边条约容许缔约 国对其某些条款作

出保留
。

但由于一个缔约国的保 留须得到其他

缔约国的明显或默示 同意才能成立
,

一般说来

保留国对条约的修正通常是有限的
。

现今关于保留的程序一般如联合 国秘书长

在其向联大提出的有关多边公约保留的报告中

所说
,

如果一个公约 中没有规定关于应遵循的

提出和接受保留的程序时
,

秘书长在其执行保

管者的职能中依从下述原则 只是在 已经确定

任何其他直接有利害关系 的国家并不提出反对

的条件下
,

保留才能被确定地接受
。

这样
,

如

公约已生效
,

就 向保 留提出时 已成为当事国的

一切国家征询其明示或默示 的同意
。

如果该公

约尚未生效
,

那么
,

附有保 留的批准书或加入

书只在生效之 日已批准或加人的一切 国家同意

下
,

才能被接受而确定地予以存放
。

目前国际人权条约在条约的保 留方面有 以

下几种情形

禁止任何保 留 例如 年 《废止

奴隶制
、

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之制度与习俗

辛卜充公约 》
。

准许对某些条款的保留 例如 的

《关于难 民地位的公约 》规定可对第
、 、 、

日
、 、

及 一礴 各 条 以 外 的 规 定 作 出

保留
。

条约规定反对保留的国家须少于缔约

国总数
,

才准予保 留 例如
,

年 《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

对保留未作明文规定 例如
,

《经济
、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和 《公 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 》
。

这意味着可 以对有关条约作

出保留
。

二
、

缔约 国在 紧急状 态威胁到 国家的安全

时得克减其依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第 条

明文规定了缔约 国在履行该公约时的克减权问

题
。

该公约称
“

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

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
,

本公约缔约 国得采取措

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
” 。

为防止缔

约国滥用克减权
,

该公约同时对此项权利的行

使程序和克减内容作出严格的限制 克减国

必须
“

正式宣布
”

紧急状态的存在并且还要经

联合国秘书长将它
“

已克减的各项规定
、

实行

克减的理 由
”

通知该项公约的其他缔约 国家

许可的克减程度仅
“
以 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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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限
” ,

并且不得与其依国际法所负其他义务

矛盾
,

不得
“

包含纯粹基于种族
、

肤色
、

性别
、

语言
、

宗教或社会出身为理由的歧视 ,’ 不

得克减的权利具体有 生命权 第 条 禁止

酷刑或施以残忍 的
、

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

或刑罚 第 条 禁止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

奴隶买卖及禁止强迫役使 第 条 不得仅因

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 第 条 任何

人的行为或不行为
,

在其发生时依照 国家法或

国际法并不构成刑事罪者
,

不得据以认为犯有

刑事罪 第 巧 条 在法律面前的人格权 第

条 享受思想
、

良心和宗教 自由权 第

条
。

按照 国际法
,

缔约 国在履行条约 义务时
,

如遇情况有重要变更
,

依情势不变条款可终止

或退出条约
,

同时条约 的履行受 自保权

的限制
。

因此
,

在紧急状态

威胁到国家的生命时缔约国克减条约所赋予的

义务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
。

同时
,

在克减义

务情况下保留了对与人的生命和尊严最枚关的

权利的保护
,

是符合国际人权条约的宗旨的
。

一些学者对于此项克减权的规定表示 了担

心
。

约翰
·

汉弗莱就说
, “

克减权很容易成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唯一 的致命

弱点
,

这是因为如果让政府决定什么时候存在

和是否存在社会紧急状态 的话
,

这项公约在人

权非常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就无能为力了
” 。

因

此
,

为避免此项权利的滥用
,

尤其需要的是缔

约国对此项权利的善意行使
。

三
、

对某些权利的行使可依法律加 以 限制

按照国际人权条约的规定
,

人们在行使某

项权利和 自由时受法律的限制
。

《经济
、

社会和

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没有规定克减权 的条文
,

但它的第 条规定 了实施公约可做出的一定限

制
。

该条文说
, “

在对各国依据本公约而规定的

这些权利的享有方面
,

国家对此等权利只能加

以同这些权利的性质不相违背而且只是为了促

进民主社会中的总的福利的 目的的法律所确定

的限制
。 ”

在该公约第 条关于工会权利的规划

中
,

明确提到受
“

法律所规定及在民主社会中

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

权利和 自由所需要 的限制
。 ”

在 《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也有几处对行使有关条

款所阐述的权利予 以 限制的规定
。

例如
,

其第

条规定
“

人人有 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 ,

但

同时又规定该
“

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

责任
,

因此得受某些限制
,

但这些限制只应 由

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 甲 尊重他

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

秩序
,

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 ”

对于上述两公约的规定
,

一些学者作出了

如下理解 人权两公约认为
,

大部分权利都不

是绝对的
。

这种思想在 《世界人权宣言 》中就

已有表述
。

《宣言 》第 条规定
, “

人人在行

使他的权利和 自由时
,

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

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 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

利和 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

并在一个民

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
、

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

正当需要
” 。

众所周知
,

《宣言 》并没有给诸如

道德
、

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以及 民主的社会这

些抽象概念下定义
。

这样一来
,

人权两公约实

际上赋予了缔约国在立法上一定的 自由裁量的

余地
。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文化背景
、

社会制度

和发展阶段有所不 同的状况下
,

这样的规定就

可能使得两公约的实施在不同的国度会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
。

国际人权条约 的这种规定在一定

意义上可以说
,

既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又在某种

程度上承认了人权的特殊性
。

正如荷兰的范
·

戴克所指出
“

人权的普遍性并不要求在解释和

实施人权方面不能有差异
。

⋯⋯有普遍效力的

规范并不要求在适用中方方面面都完全一致
。 ”

《人权 》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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