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届会议(1998年)* 

第9号一般性意见：《公约》在国内的适用 

A.  在国内法律秩序中适用《公约》的义务 

 1.  在关于缔约国义务性质(《公约》第二条第一款)1  

的第3号一般性意见(1990)中，委员会论述了与缔约国义务的性质和范围有关的问题。本一般性

意见尝试进一步阐述以前陈述中的某些内容。《公约》提到的中心义务是缔约国实施《公约》确认

的各项权利。《公约》要求各国政府“以各种适当方式”这样做，对此采取了宽泛、灵活的作法，

考虑到了每一国家法律和行政制度的特点以及其他有关因素。 

 2.  

但是，灵活性与每一缔约国的义务是共存的，缔约国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实施《公约》

确认的权利。在这方面，必须铭记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必须在国内法律秩序中

以适当方式承认国际规范，必须向受到伤害的个人或群体提供适当的纠正或补偿，必须建立追

究政府责任的适当手段。 

 3.  

在国内适用《公约》的问题上，必须考虑两项国际法原则。第一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七

条所载的原则2 

，即“[一]当事方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换言之，国家应对国内法律秩

序进行必要的修订，以履行它们的条约义务。第二项原则反映在《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中，根

据这项原则，“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院

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3款(乙)项要求缔约

国“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条款。不

过，要证明自己无法采取任何国内法律补救措施纠正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行为时，缔约

国必须表明，这类补救要么不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意义内的“适当

方法”，要么就使用的其他措施而言它们是没有必要的。作出这样的表明很困难，委员会认为

，在多数情况下，其他措施如果不以司法补救措施辅助或补充，可能没有效果。 

                                                             
* 载于E/1999/22号文件。 



B.  《公约》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地位 

 4.  

一般而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标准应该在每一缔约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中直接并即刻适

用，使个人能够在国家法院和法庭中寻求行使自己的权利。要求用尽国内补救措施的规则强调

国内补救措施在这方面的首要地位。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处理个人申诉的国际程序是重要的，但

这些程序只能是有效的国家程序的补充。 

 5.  

《公约》没有规定国家法律秩序执行《公约》的具体方式。也没有任何规定要求将其全面纳入国内

法或在国内法中赋予它具体的法律地位。虽然在国内法中实施《公约》所载权利的确切方法是由

每一缔约国决定的问题，但采用的方法应该是适当的，产生的结果必须与缔约国充分履行义务

相一致。委员会的审查缔约国履行其依《公约》所负义务的情况时还将对所选择的方法进行审查

。 

 6.  

从分析各国对待《公约》态度中可以看出，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些国家没有任何具体

行动。在采取措施的国家中，有时对现有法律加以补充或修正，将《公约》变成国内法律，但没

有引述《公约》的具体用语。有的加以采用或将其纳入国内法，对其用语原样保留，在国家法律

秩序中给予正式的承认。它们这样做往往是通过宪法规定，使国际人权标准条约规定优先于任

何与其不相符合的国内法律。国家对待《公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法律秩序对待条

约的总体做法。 

 7.  

但是，无论选择何种方法，实施《公约》的义务都产生几项原则，对这些原则必要遵守。第一，

选择的实施方法必须足以确保《公约》规定的义务得到履行。当决定如何以最佳方法赋予《公约》

所载权利以国内法律效力时，确保司法管辖(见下第10段)就很有必要。第二，应该考虑有关国

家中已证明对保护其他人权最为有效的方法。如果实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使用

的方法与实施其他人权条约所使用的方法出入很大，应该在明确的理由加以说明，因为《公约》

所使用的表述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条约所使用的表述十分相近。 

 8.  

第三，虽然《公约》没有正式要求各国将其规定纳入国内法，但最好这样做。直接纳入的方法避

免了将条约义务转变为国家法律可能产生的问题，为个人在国家法院直接引用《公约》所载权利

奠定一个基础。出于这些理由，委员会十分鼓励在国内法中正式采用或纳入《公约》。 



C.  法律补救措施的作用 

法律还是司法补救措施？ 

 9.  

得到有效补救的权利无须解释为一定需要司法补救。行政补救在许多情况下是足够的。生活在

一缔约国司法管辖之内的人们依据诚信的原则理应期待所有行政当局在它们的决策中考虑到《

公约》的要求。任何这类行政补救措施都应是人们可以利用的，可负担得起的，及时的，有效

的。对这类行政程序的最终司法上诉权有时也有必要。同样，有一些义务，如不歧视的义务(绝

不限于这一义务)3,为了满足《公约》的需要，对其提供某种形式的司法补救似乎是必须的。换言

之，每当没有司法机构的作用便不能充分实施《公约》所载权利时，司法补救措施是必要的。 

司法管辖可能 

 10.  

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一般认为对侵权行为实施司法补救是必须的。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总是

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出相反的假定。无论是这类权利的性质还是《公约》的有关规定都表

明不应有这样的差距。委员会已经明确地表示，它认为《公约》的许多条款可以直接执行。它在

第3号一般性意见(1990)中作为示例引述了第三条、第七条(甲)项(1)目、第八条、第十条第三款、

第十三条第二款(甲)项、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四款和第十五条第三款。在这方面，重要

是对司法管辖(指由法院合理解决的事宜)与自动生效规范(无需进一步阐释法院便可执行)加以

区别。虽然对每一法律制度的一般做法都要加以考虑，但没有任何《公约》权利在大多数制度中

不被认为至少具有某些司法管辖内容。人们有时提出，涉及资源分配的事宜应由政治当局而不

是法院来决定。尽管不同政府部门的各自权限必须受到尊重，但也需要承认法院已经全面参与

与资源有重大关系的各种事宜。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加以严格地分类，在定义上将它们置

于法院的管辖权限之外，这是武断的，与两套人权原则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原则相违背。这

样做也会严重削弱法院保护社会中最脆弱、最贫困群体的权利的能力。 

自动生效 

 11.  

《公约》不否认它所载的权利在具有自动生效选择的制度中可以自动生效。实际上，当初起草时

，就试图在《公约》中列入一项具体条款，大意是应认为《公约》“不能自动生效”，但遭到强烈反

对。在多数国家，决定一项条约规定能否自动生效取决于法院，而不取决于行政或立法机构。

为了有效地行使这一职能，必须向有关法院或法庭说明《公约》的性质和影响，以及司法补救措

施在《公约》执行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当政府参与法院审理时，它们应该促进对能使其《公约》

义务生效的国内法加以解释。同样，司法培训应该充分考虑《公约》的司法管辖问题。特别重要



的是避免事先推定这些规范是不能自动生效的。事实上，其中的许多规范至少与法院通常认为

其规定可自动生效的其他人权条约的规范阐释得一样清楚、具体。 

D.  国内法院对《公约》的处理 

 12.  

委员会在关于提交国家报告的指导原则中，要求各国说明是否“可在法院、其他法庭或行政当

局面前引述《公约》条款，或法院、其他法庭或行政当局直接实施《公约》条款”。4 

有些国家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但在今后的报告中应该更加重视这一方面。委员会特别要求各

缔约国详细说明在国内法院引用《公约》规定的重要判例。 

 13.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看出，缔约国的做法参差不齐。委员会注意到，有些法院或者直接或者通过

解释性标准适用了《公约》的规定。有些法院愿意原则上承认《公约》对解释国内法有关系，但实

际上《公约》对案件的推理或审理结果的影响很有限。也有些法院审理个人设法援引《公约》的案

件时拒绝给予《公约》以任何法律上的承认。在大多数国家的法院更多地援引《公约》的规定仍有

很大的余地。 

 14.  

在适当行使司法审查职能的范围内，如有必要确保国家行为符合其依《公约》所负义务时，法院

应考虑《公约》所载的权利。法院忽视这项责任与法治原则不相符合，因为法治原则必然认为包

括对国际人权义务的尊重。 

 15.  

人们普遍认为，对国内法应尽可能以符合一国国际法律义务的方式加以解释。因此，当国内决

策者面对着对国内法的解释将该国置于违背《公约》地位或符合《公约》地位的两种选择时，国际

法要求选择后者。平等和不歧视的保障应尽可能解释为便利于充分地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 

注 

1
 E/1991/23, 附件三。 

2
 联合国条约集，第1155卷，第331页。 

3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二款，“各国承诺保证”“没有任何区分”地实施内载权利。 

4
 见E/1991/23, 附件四，A章，第1(d)(四)段。 

 


	第十九届会议(1998年)*
	第9号一般性意见：《公约》在国内的适用
	A.  在国内法律秩序中适用《公约》的义务
	B.  《公约》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地位
	C.  法律补救措施的作用
	法律还是司法补救措施？
	司法管辖可能
	自动生效

	D.  国内法院对《公约》的处理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