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五届会议(1989 年) 

第 17 号一般性意见：第二十四条 

(儿童权利) 

 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确认每一儿童应有权享受家庭、社会

和国家为其未成年地位给予的必要保护。因此，执行这项规定就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儿童，

虽然第二条已规定国家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人人享受《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缔约国提出的报告

似乎往往低估这项义务，它们没有提供充分资料说明如何使儿童享有受特别保护的权利。 

 2.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指出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权利并非是《公约》确认儿童应享有

的唯一权利，儿童作为个人享有《公约》所阐明的各项公民权利。在阐明一项权利时，《公

约》一些规定明白指出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使未成年人享有比成年人更多的保护。为此，就生命

权来说，不得对 18 岁以下的犯人判处死刑。同样，被控的未成年人如依法被剥夺自由，他们

应与成年人隔离，而且有权尽快受审判；此外，被判罪的少年犯应受一个与成年人隔离而且与

其年龄和法律地位相符的惩罚制度监管，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们接受改造和重新纳入社会。在

其他情况下，儿童获得《公约》所确认的某项权利可能受到限制的保护(如果这种限制是合法

的话)，例如在法律诉讼或刑事案件中发表一项判决的权利；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可能

对这项权利作出例外。 

 3.  但是，就大多数情况来说，《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所应采取的措施，每个国家应根

据它在自己领土和管辖范围内在保护儿童方面的需要而加以确定。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要指

出，这些措施虽然主要是为了确保儿童充分享受《公约》所阐述的其他权利，它们也可能是经

济、社会和文化措施。例如，必须采取各种可能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措施，以便降低婴儿死亡

率、消除儿童营养不良，使他们免受暴力行为和残忍非人的待遇，或防止他们被下列手段或任

何其他手段剥削：强迫劳动或卖淫、利用他们非法贩卖麻醉药品。在文化领域，应采取一切可

能的措施促使他们发展人格，向他们提供一定水平的教育，使他们能够享受《公约》所确认的

权利，特别是发表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此外，委员会想提请缔约国注意，它们必须在报告

内说明采取了什么措施，以确保儿童不直接参与武装冲突。 

 4.  由于儿童的未成年地位，每一个儿童都享有受特别措施保护的权利。然而，《公

约》没有说明儿童在什么年龄成为成年人。这必须由每一缔约国根据有关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加

以确定。在这方面，缔约国应在报告中说明儿童在民事方面成为成年人并负起刑事责任的年

龄。缔约国也应说明儿童在法律上有权工作的年龄以及根据劳工法被视为成年人的年龄。缔约

国应进一步说明为第十条第 2 和第 3 款的目的被视为成年人的年龄。但是，委员会要指出，

为上述目的而定的年龄不应过低，无论如何缔约国不利免除自己根据《公约》对年龄在 18 岁

以下的人的义务，虽然这些人根据国内法已达成年人年龄。 

 5.  《公约》规定儿童应受保护，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国籍和社会

出身、财产或出生等任何理由而受歧视。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要指出，虽然就儿童的情况来

说，对《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的享受不得歧视也源于第二条和规定他们在法律之前平等的

第二十六条，但第二十四条的不歧视规定是与该条所指的保护措施具体有关的。缔约国的报告

应说明立法和实践如何保证保护措施是旨在消除各领域包括在继承方面的歧视，特别是国民和

非国民的儿童之间以及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之间在继承方面的歧视。 



 6.  保证儿童受到必要的保护的责任落在家庭、社会和国家身上。虽然《公约》没有说

明这种责任应如何分配，但家庭――其广义解释是在有关缔约国的社会里所有组成一个家庭的

人――特别是父母有主要责任创造条件，促进儿童人格的和谐发展，使他们享受《公约》确认

的各项权利。但是，由于父母在外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相当普遍，缔约国的报告应说明社会、社

会机构和国家如何履行它们的责任，协助家庭保证儿童受到保护。此外，如父母和家庭严重失

责、虐待或忽略子女，国家应进行干涉，限制父母的权力，而且在情况需要时子女可与父母分

开。如果解除婚姻，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必须采取步骤使他们得到必要的保护，并尽可能保

证他们与父母都维持个人关系。委员会认为有用的做法是，缔约国的报告应提供资料，说明采

取了什么特别保护措施，以保护被遗弃或失去家庭环境的儿童，确保他们能够在最类似家庭环

境特点的条件下发育成长。 

 7.  第二十四条第 2 款规定，每一儿童均有权在出生后立即获登记并有一个名字。委员

会认为，这项规定应被理解为与儿童有权享受特别保护措施的规定有密切联系，其宗旨是使儿

童的法律人格获得承认。就非婚生子女来说，规定儿童有权有一个名字是有特别意义的。规定

儿童出生后应予登记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儿童被诱拐或贩卖的危险，或受到与《公约》所规定的

权利的享受不符的其他待遇的危险。缔约国的报告应详细说明为确保在它们领土内出生的儿童

立刻获登记而采取的各种措施。 

 8.  在给予儿童保护方面，也应特别注意每一儿童均有取得一个国籍的权利，如第二十

四条第 3 款所规定一样。虽然这项规定的目的是避免儿童因无国籍而无法享受社会和国家提供

的充分保护，但它未必使国家有义务授与每一名在其领土内出生的儿童其国籍。但是，国家必

须在本国并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确保每名儿童在出生时都有国籍。关于这

一点，国内法不得因子女是婚生或非婚生、或子女的父母无国籍，或根据父母两人或其中一人

的国籍，而对国籍的取得加以歧视。缔约国的报告应经常提到确保儿童有国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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