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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协会（Beijing NGO）和 

北京市红十字会（BJRC）提交的 UPR 联合报告 

——关于维护人道生命权 

                           2018 年 3 月 

 

1. 我们认为，近 5 年来，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

特别是在红十字人道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投入了大量资源，

成效显著，最易受损害人群人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我们重点就红十字人道领域提出评论和

建议。 

2.我们高兴的看到，201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

法修订完成，为改善最易受损害人员境遇提供了最根本性的

法律保障，使红十字人道领域工作法律依据更加完善。 

3.为了促进红十字人道事业健康发展，中国国务院和北

京市先后出台了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

则。北京在 16 个区建立了红十字组织，成立了学校和国有

企业系统工作委员会。全市现有基层红十字组织 4159 个，

团体会员单位 5499 个，会员 132.23 万人，红十字志愿者

11.63 万人，形成了完整的红十字组织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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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红十字紧急救援中心承担了全市 50%的医疗急

救任务，5 年来受理急救电话 1500 余万次，出车 150 余万

次，救治病人 150 余万人次。为全市 95%的被监管人员提供

24 小时诊疗服务，被监管人员快速转诊时间从 10 分钟缩短

至 3 分钟，全市监所内实现“零死亡”。 

5.5 年来，我们组织北京 500 百余名专家先后赴西部欠

发达地区开展先心病、白内障等项目义诊活动。派遣救援队

参与菲律宾台风灾害救援；派遣 4 批队员共 16 人赴巴基斯

坦开展为期两年的医疗急救工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贡献力量。 

6.我们积极参与政府主导的“助老、助医、助残、助困和

助学”活动。年均发放救助款物 1500 余万元，受益家庭达

16000 余户。针对失独单亲、“两劳”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等

特殊困难群体开展了帮扶工作，给他们带去人道关怀。 

7.我们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截止到 2017 年末，北京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资料超过

12 万人份，使包括 10 名境外患者在内的 300 位患者获得干

细胞移植。21103 人报名志愿捐献遗体，2367 人实现遗体

捐献。 

8.我们参与政府主导的城市应急体系建设。截止 2017

年末，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668 万人次，急救员培训 103 万人

次，教育师资 5000 余人，招募、培训红十字专业志愿者，

在人员密集场所建立了紧急救援志愿服务站，配备专用救援

设备，联合天津、河北红十字会每年开展以应对处置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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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和突发事件联合培训演练，逐步构建形成了覆盖北京，辐

射京津冀的红十字人道应急体系。 

9.我们广泛开展防艾知识的推广宣传工作。每年向全市

高校发放红丝带 3 万条、宣传折页 4 万册、宣传贴 2 万个、

宣传手册 2 万本。每年在 20 至 30 所高校开展防艾同伴教育

培训支持，培养优秀的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主持人900余名，

受益青年超过 20 万人。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宣传防艾

知识，累计覆盖人群达 50 万以上。 

10.我们认为，在维护生命权领域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

也看到一定问题。如人道资源投入不充分、社会参与度不高、

人道服务不精准等问题，制约着人道生命权工作的发展。 

11.我们建议，政府应加大对人道工作的支持力度，从人

力、财力和物力上给予全面保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和社会救助体系，更好的改善最易受损人群生存状况。 

12.我们建议，加大红十字人道领域工作理论研究，探索

和推广高效的保障人道生命权服务新技术、新方法和新项

目，更好的服务于人道生命权力保障。 

13.我们倡议，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等各界

力量，志愿参与红十字人道工作，形成促进红十字人道事业

发展的合力，不断开创人道生命权保障工作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