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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摘譯 

 

《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一、 國家保護人權之義務 

A. 基本原則 

1. 國家必須保護在其領域和/或管轄範圍內，人權不受第三方，包

括工商企業侵犯。此須要求採取適當之步驟，透過有效政策、

法律、條例及裁定，防止、調查、懲治與救濟此類侵犯行為。 

2. 國家應明確規定對在其領域和/或管轄範圍內之所有工商企業於

其所有業務中尊重人權之期待。 

B. 實施原則 

國家一般監管和政策職能 

3. 國家在履行其尊重義務時，應： 

(a) 執行法律，其目的或其效果是要求工商企業尊重人權，同時

定期評估此類法律之充分性，彌補差距； 

(b) 確保規範工商企業設立和運作之其他法律及政策，例如公司

法，不會限制、而是促使企業尊重人權； 

(c) 切實指導工商企業在各項經營中尊重人權； 

(d) 鼓勵並在適當時要求工商企業通報其如何處理人權影響。 

國家與企業之關聯 

4. 國家應採取額外措施，包括在適當時採取查核措施，保護人權

不受國家擁有或控制、或接受國家機構（例如出口信貸機構和

官方投資保險或擔保機構）實質支持及服務之工商企業侵犯。 

5. 國家如與工商企業簽約，或立法允許工商企業提供可能影響人

權之服務，則應適當監督，以履行其國際人權義務。 

6. 國家應促進與其有商業往來之工商企業尊重人權。 

在受衝突影響之地區支持企業尊重人權 

7. 由於在受衝突影響之地區，嚴重侵害人權之風險不斷加劇，國

家應協助確保在此背景下經營之工商企業不會捲入侵犯人權行

為，包括： 

(a) 盡可能於最初階段與工商企業接觸，協助其確認、防止及緩

解其活動及商業關係之人權相關風險； 

(b) 向工商企業提供援助，以評估和解決不斷加劇之侵犯風險，

尤其應關注以性別為基礎之暴力及性暴力； 

(c) 對涉及嚴重人權侵犯、又拒絕在解決問題時予以配合之工商

企業，不提供公共支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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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確保其目前的政策、立法、條例和執行措施可有效因應工商

企業涉及嚴重人權侵犯之風險。 

確保政策之一致性 

8. 國家應確保規範企業實踐之政府部門、機構及其他國家機構在

履行其各自職能時，意識並遵守國家之人權義務，包括提供企

業相關資訊、訓練與支持。 

9. 國家應維持適當之國內政策空間，以在與其他國家或工商企業

一同追求與企業相關之政策目標時，履行其人權義務，如締結

投資條約或契約。 

10. 國家在擔任處理企業相關問題之多邊機構成員時，應： 

(a) 努力確保這些機構既不限制其成員國履行保護義務之能

力，亦不妨礙工商企業尊重人權； 

(b) 鼓勵這些機構在其各自職責及能力範圍內，促使企業尊重人

權，幫助各國履行其保護人權免於遭受工商企業侵犯之義

務，包括為此展開技術援助、能力建構及宣傳； 

(c) 根據這些指導原則，促進共同理解，並推動在管理企業與人

權挑戰方面之國際合作。 

二、 公司尊重人權之責任 

A. 基本原則 

11. 工商企業應尊重人權。此意味著其應避免侵犯其他人之人權，

且於自身涉及侵犯時，應消除負面之人權影響。 

12. 工商企業尊重人權之責任係指國際公認之人權，在最低限度

內，可理解為《國際人權憲章》以及關於國際勞工組織《工作

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中所載明之各項基本權利原則所闡明

之權利。 

13. 尊重人權之責任要求企業： 

(a) 避免透過其本身的活動造成或加劇負面人權影響，並消除已

產生之影響； 

(b) 努力預防或緩解經由其商務關係與其業務、產品或服務直接

關聯之負面人權影響，即便並非其造成此等影響。 

14. 工商企業尊重人權之責任適用於所有工商企業，無論其規模、

所屬部門、業務範圍、所有權與結構。然而，企業履行這些責

任之手段可能因這些因素及企業負面人權影響之嚴重程度而有

不同。 

15. 為了履行其尊重人權之責任，工商企業應制定與其規模和環境

相適應之政策及程序，包括： 

(a) 履行尊重人權之責任的政策承諾； 

(b) 人權查核程序以確定、防止及減緩人權影響，並對人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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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c) 補救其所造成或加劇之任何負面人權影響的程序。 

B. 實施原則 

政策承諾 

16. 作為內置其尊重人權之責任基礎，工商企業應通過一項政策聲

明，表示承諾履行此一責任，該政策聲明應： 

(a) 獲得工商企業最高管理階層之批准； 

(b) 通知有關之內部和/或外部專門人員； 

(c) 規定直接與其業務、產品或服務相關聯之個人、商業夥伴及

其他人對企業之人權期待； 

(d) 有效公開，並內部及外部傳達給所有個人、商業夥伴和其他

相關人； 

(e) 體現於整個工商企業的業務政策和程序中。 

人權盡責 

17. 為確認、防止或緩解負面影響，並對如何消除此類影響負責，

工商企業應恪守人權責任。此一過程應包括評估實際及可能的

人權影響，綜合評估結果並採取行動，追蹤有關反應，並通報

如何消除影響。人權查核： 

(a) 應涵蓋工商企業透過其自身活動可能造成或加劇或因商業

關係而與其業務、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之負面人權影響； 

(b) 依工商企業之規模、產生嚴重人權影響之風險以及業務性質

和背景之複雜度，而變更查核程度； 

(c) 應是持續的，並承認人權風險可能隨時會因工商企業之業務

及經營背景之變化而變動。 

18. 為衡量人權風險，工商企業應確認和評估透過其自身活動或因

商業關係之結果可能涉及之任何實際或潛在之負面人權影響。

此一過程應： 

(a) 借助內部和/或獨立之外部人權知識； 

(b) 根據工商企業之規模及其經營之性質和背景，酌情與可能受

影響之群體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進行切實的協商。 

19. 為防止及緩解負面人權影響，工商企業應聯繫各內部相關職能

和程序，整合影響評估之結果，並採取適當行動。 

(a) 有效整合之要求： 

➢ 責成工商企業內適當層級消除此類影響； 

➢ 內部決策、預算撥款及監督程序有助於切實因應此類

影響。 

(b) 有關行動將因下列因素而有不同： 

➢ 工商企業是否造成或加劇負面影響，或其所涉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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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其營運、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之影響； 

➢ 消除負面影響之程度。 

20. 為確認是否消除了負面影響，企業應追蹤其對策之有效性。追

蹤應： 

(a) 基於適當之定量及定性指標； 

(b) 借助內部及外部反饋，包括受影響之利害關係人之反饋。 

21. 工商企業為就其如何消除其人權影響負責，應準備對外公布有

關情況，尤其是在受影響之利害關係人或以受影響利害關係人

之名義提出關注時。營運或營運內容可能帶來嚴重人權影響之

工商企業應正式報告其如何應對。在所有之情況下，通報應： 

(a) 採取與企業人權影響程度相當之形式及頻率，且供其目標公

眾獲取； 

(b) 提供充分資訊，用以評估企業是否就特定人權影響採取適當

對策； 

(c) 不會對受影響之利害關係人及人員帶來進一步風險，或違反

合法之商業機密要求。 

補救 

22. 工商企業若確認其造成或加劇不利影響，則應透過合法程序補

救或合作補救。 

背景問題 

23. 在所有情況下，工商企業均應： 

(a) 遵守所有適用法及尊重國際公認之人權，無論其在何處經

營； 

(b) 在遇有相互牴觸之要求時，設法信守國際公認之人權原則； 

(c) 在其經營地，將造成或加劇嚴重侵犯人權之風險視為是否守

法之問題。 

24. 如須將消除實際和潛在之負面人權影響之行動排序，工商企業

首應尋求防止及減緩最嚴重之影響、或遲延反應將無法補救之

影響。 

三、 獲得救濟 

A. 基本原則 

25. 作為針對與企業相關之人權侵犯行為提供保護義務之一部分，

國家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此類侵犯行為發生在其領域和/或管轄

範圍內時，透過司法、行政、立法或其他適當方式，使受害者

獲得有效救濟。 

B. 實施原則 

基於國家之司法機制 

26. 國家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國內司法機制在處理與企業有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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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人權行為時之有效性，包括考慮如何減少可能導致拒絕救

濟之法律、實踐及其他有關障礙。 

基於國家之非司法申訴機制 

27. 國家應提供有效且適當之非司法申訴機制，與司法機制一同作

為救濟與企業相關之侵犯人權行為之完整國家制度之一部分。 

非國家申訴機制 

28. 國家應考慮在處理與企業相關之人權侵害時，便捷進入有效的

非國家申訴機制之方式。 

29. 為使申訴可獲得即時處理及直接補救，工商企業應為可能受不

利影響之個人或社群建立或參與有效之申訴機制。 

30. 行業、多重利害關係人及其他基於尊重人權相關標準之合作倡

議應確保有效申訴機制之建立。 

非司法申訴機制之有效性標準 

31. 為確保其有效性，國家或非國家之非司法申訴機制應： 

(a) 合法：以獲得其所面對之利害關係人集團之信任，並對申訴

過程之公正性負責； 

(b) 可獲得性：得到其所面對之利害關係人集團之了解，並向在

進入申訴時可能面臨特殊障礙者提供援助； 

(c) 可預測性：提出每一階段之指示性時間架構以提供清晰及公

開之程序，明確訴訟類型、可能的結果及監督執行情況之方

式； 

(d) 平等性：努力確保申訴方可透過合理管道獲得資訊、諮詢意

見和專業知識，以便在公正、知情及受尊重之條件下參與申

訴程序； 

(e) 透明度：隨時向各方通報進展，提供充分資訊，說明該機制

之運作以建立對機制有效性之信任，並符合有關之公共利

益； 

(f) 權利兼容：確保結果與救濟與國際公認之人權一致； 

(g) 持續的學習來源：利用有關措施，汲取經驗教訓以改善該機

制，並預防未來之申訴及傷害； 

業務層面的機制應： 

(h) 以參與及對話為基礎：就機制之設計及運作與其所面對之利

害關係人集團協商，側重以對話為手段，處理及解決申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