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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难民国际保护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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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1951年日内瓦公约及 1967年纽约协定, 难民本质上是因为政治、种族、宗教、

战争、环境等原因被迫逃离本国或经常居住国而流亡到其他国家的人。难民问题是当今世界

各国必须面对的严峻而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涉及人权和国家主权的重要国际问题。为了保

护难民权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国际性或区域性文件为难民保护制定了一些基

本原则,以促进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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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 ( refugee)是个源于法语的词汇, 它的

基本意思是指逃到国外以躲避危险和迫害的人。

难民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战争、宗教、种族矛盾

等都可能导致难民的产生,但该问题进入国际法领

域以及难民成为法律上的概念是从 20世纪 20年

代开始的。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所谓的

难民 是指 ##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

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

之外, 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

的人; 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

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

愿返回该国的人 。[ 1] 3
可见, 难民本质上是因为政

治、种族、宗教、战争、环境等原因被迫逃离本国或

经常居住国而流亡到其他国家的人。难民问题是

当今世界必须面对的严峻的社会问题,需要国际社

会提供有效的保护。在难民定义的不断完善过程

中,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也制定了一些难民保护

的基本原则,以强化对难民权利的和尊重和保障。

一、人道主义与人权原则

人道主义渗透在人权法、难民法、人道主义法

等中。因此,人权条约往往是国际难民保护的有效

工具, 比如, 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提出不推回原则。

第 33条规定: 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

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

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 。 (第 1款 )此外, 为了确

定这种理由是否存在,有关当局应考虑到所有有关

的因素,包括在适当情况下, 考虑在有关国家境内

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

况  。同样, 1966年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

的禁止酷刑条款第五条和 1950年 !欧洲人权公

约 ∀第三条也禁止推回难民。[ 2]

!联合国宪章∀把促进人权的尊重规定为联合

国宗旨之一。难民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人权问题,

是由于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和持不同社

会政见等原因害怕遭受迫害, 而不得不离开自己

的国家或原居住地的人, 其人权正在或将要面临

严重的侵犯。对此, 国际社会应进行干预, 实行

人权的国际保护。这是人权领域内加强国际合作

的重要内容, 也是人权的国际保护所面临的艰巨

任务。
[ 3]
难民之所以成为难民, 原因就在于其国籍

国或经常居住国拒绝或不能继续给予难民生命、自

由或精神上的保障,甚至肆意践踏和剥夺其人权和

基本自由。而在居留国, 难民因丧失了本国的保

护,又不能取得新的国籍, 常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境

98

* [收稿日期 ] 2009- 11- 04

[作者简介 ]甘开鹏 ( 1976- ), 男,江西崇义人; 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主要从事社会学及法律社会学研究。



地,人权极易受到侵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
公约∀及其议定书正是国际社会考虑到 联合国宪

章和联合国大会于 1948年 12月 10日通过的世界

人权宣言确认人人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歧视

的原则  而制定的。然而, 国际难民法本身、联合

国难民署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努力并没能从根本上

改变国际社会这一领域的现状,国际人权法则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国际人权法对难民保

护的意义在于,人权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 国民、

外国人、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 ∃ ∃ ∃ 无论是合法还是

非法地在一国国土上。当一个国家加入了有关的

国际人权公约后, 其政府在对待个人的某些权利

时,就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了,而应负有国际法上的

义务依照公约规定行事。 1966年 !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2条第 1款规定: 本公约每

一缔约国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

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

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因此, 将

国际人权法的理论适用于难民保护领域, 不仅可以

确保东道国在难民到达其管辖的领域后, 确保以普

遍接受的人权标准对待旅居、临时或永久居留的难

民,使得他们享受各项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权利和

基本自由,而且也可以对那些制造难民的国家进行

道义上的谴责。
[ 2 ]

二、难民不推回原则

推回 一词源于法语 refou ler ,它的意思是

对敌人予以赶回或驱逐,在欧洲大陆控制移民的情

形下, 推回  特指对于那些非法进入一国边境的

人和没有合法证件而入境的人予以拒绝。 不推

回  被引入国际法之后, 是指如果将难民遣送回本

国有遭受剥夺生命或自由之危险, 则不得将之遣

返。
[ 5]
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

庇护原则才逐渐确立, 1905年大英帝国的 !外国人

法 ∀第一部分规定对那些 因宗教、政治理由或犯

罪具有政治性质, 为逃避追诉或处罚;或基于宗教

信仰而可能受到监禁、被杀死等迫害  的人, 准许

其入境。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实践

才接受不推回的概念。
[ 6]

二战以后,不推回原则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正

式形成, 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第 33条第

一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不推回原则。该公

约第三十三条规定: 除非 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足

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者难民已被确定判决认为

犯过特别严重罪行从而构成对该国社会的危险  ,

任何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

(推回 )至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

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

胁的领土边界。 [ 7]
不推回  是国家庇护权的重要

内容之一, 是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 驱逐

或送回 (推回 )  至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

边界。此原则确保难民不被强行遣返回其受迫害

的国家或地区, 是难民保护的基本前提和基础, 也

是国际法上人道主义在难民保护方面的具体体现。

根据 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和 1961

年纽约协定,不推回原则的适用对象应该是 由于

1951年 1月 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

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

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

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

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

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

人  。[ 1 ] 8
从此条约规定来看, 政治难民、经济难民和

战争难民等传统难民均属于不推回原则的适用对

象,但主要侧重于政治难民。一般而言, 不推回原

则的主要内容包括不拒绝、不驱逐和不引渡三方面

的内容。

当然, 不推回原则也存在例外情况,即 1951年

公约第 33条第 2款规定: (二 )但如有正当理由

认为难民足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者难民已被确

定判决认为犯有特别严重罪行从而构成对该国社

会的危险, 则该难民不得要求本条规定的利益。 

1951年公约对于 危害所在国的安全  也没有给出

明确解释, 危害所在国的安全 必须是严重的威

胁,是对难民居留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 如间谍

犯罪、非法的特务活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等。

三、临时避难原则

临时避难是难民大规模涌入国际背景下现实

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发生有一定的必然性。临时避

难是指难民在不推回原则之下被授予的一定的国

际保护,这种保护的临时性在于持久性解决方案的

未决。对于大量涌入的寻求避难群体,避难国不仅

有义务不将其拒绝在国门之外,而且有义务提供临

时的保护, 主要是指对寻求避难的群体进行临时收

容,提供临时安置的场所。临时避难的提法最早正

式出现于 1979年难民署执委会所作出的 15(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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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难民国际保护结论中, 其中提到: 在大规模涌

入中, 庇护寻求者应至少得到临时避难。 1980年,

难民执委会即就临时避难专门作出了一个结

论 ∃ ∃ ∃ 19(XXX I)临时避难 ( Tem porary Re fuge) , 阐

述了临时避难一些重要的方面, 如与不推回原则、

国家公平分摊原则的关系等, 且 认识到应到对临

时避难的性质、功能、含义所应当作出界定。 国家

宣称采取临时避难一定要符合以下条件: ( 1)有大

规模涌入的情形发生 ∃ ∃ ∃ 基础条件; ( 2)如果接受

国在边境允许难民的进入被认为是自动的、持久性

的解决难民问题,从形势来说, 是不合理的,从接受

国方面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 3)接受国在接受难

民进入的时候, 应明确声称,此种进入是基于临时

性质之上。
[ 8 ]

在临时基础上允许难民进入,是国家行使主权

的表现, 在很多公约或文件中已得到反映。如

1967年 12月 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领土庇护

宣言∀认为,对个人予以庇护是国家 行使主权  ,

庇护之给予有无理由, 应由给予庇护之国酌定

之  。但该宣言第 1条规定: 一国行使主权, 对有

权援用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四条之人, 包括反抗殖民

主义之人, 给予庇护时, 其他各国应予尊重。 同

时,这种 进入  另一层面上的意义在于在多个有

关庇护和难民地位的国际公约中,临时基础上允许

的进入无一不和在其他国寻求庇护的机会相联系。

我国 1982年 !宪法∀也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 可以给予受庇

护的权利 。难民的这种权利是不可剥夺的。由

于政治、宗教、战争或种族等诸多原因,难民往往不

能返回自己的家乡, 也不能在其他国得到安置, 这

就需要在临时避难国家得到就地安置。因此, 临时

避难不仅仅是在临时基础上进入后接受国给予的

保护这种简单的行为,而是难民保护体系中的一种

保护方式,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法律地位。
[ 9 ]

1951年 !难民公约 ∀第 31条规定: (一 )缔约

各国对于直接来自生命或自由受到第一条所指威

胁的领土未经许可而进入或逗留该国领土的难民,

不得因该难民的非法入境或逗留而加以刑罚, 但以

该难民毫不迟延地自行投向当局说明其非法入境

或逗留的正当原因者为限  。公约表明, 对于非法

入境的难民应该给予宽容和便利,适当地提供临时

安置, 不得仅以其非法入境或逗留为由而追诉其刑

事责任,或者给予任何刑事处罚。

四、国际团结与合作原则

从国际法角度而言,国际团结合作原则要求世

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

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

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此原则是由 条约必

须遵守  这一古老的规则演变而来的, 现已为众

多国际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件所确认。 !联合国宪

章 ∀明确规定: 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 履行其依本

宪章所担负之义务 。!国际法原则宣言 ∀规定, 忠

诚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 1 )每一国均

有责任一秉诚意履行其依联合国宪章所负之义务;

( 2)每一国均有责任一秉诚意履行其依公认之国

际法原则与规则所负之义务; ( 3)每国均有责任一

秉诚意履行其在依公认国际法原则与规则系属有

效之国际协定下所负之义务。遇依国际协定产生

之义务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义务发

生抵触时, 宪章之义务应居优先。在国际交往中,

国家必须善意地履行其依国际法所承担的国际义

务。一个国家既然对某项国际义务明示的 (通过

条约 )或默示的 (通过习惯 )表示接受, 那么就必须

善意地履行。凡是符合国际法的、由有效条约产生

的国际义务,而非奴役性的、侵略性的或由非法条

约所产生的国际义务, 国家都应善意地履行, 不得

违背。

难民问题也属于国际法的范畴。国际法的有

效性和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各国认真遵守国际法规范,善意履行其承担的

国际义务。国际团结与合作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构

成了国际法律制度存在的基础之一。 1951年难民

公约及 1967年议定书是根据 !联合国宪章 ∀和!世
界人权宣言 ∀制定的, 而我国是条约当事国之一,

理应承担给难民以庇护的义务, 维护难民的合法

权益。
[ 3]
凡是已加入 1951年日内瓦公约及 1967年

纽约协定的国家都应该遵守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根据 善意履行原则  承担国际责任。

1984年 7月, 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

举行,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援助非洲难民的

!宣言和行动纲领 ∀。文件确认, 难民状况的改善

是国家社会的普遍责任,必须由所有的成员国公平

地分担。为了使难民问题得到尽可能快得和满意

的解决,国际合作原则应该体现在各个环节: 无论

是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以促使其自愿遣返,还是在就

地安置或其他国安置中分担一定的费用,还是作为

第三国接受一部分的难民在其境内得到安置。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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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问题涉及了政治、经济、环境、发展、人权、国家安

全、冲突解决等等方面。国际合作原则不仅包括政

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区域性组织、各国政府对接受

国实行物质援助,还包括一道致力于多方面问题的

解决。世界各国在难民保护上是重要的行为体, 但

是只有单个国家不能完全解决难民问题。所以需

要各个国家与地区、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团结与合

作。为了在难民保护中实施有效的国际合作, 欧

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相继出台了一些相关的

公约、建议、宣言。联合国也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

的相关文件,都涉及了难民保护方面的内容。诸如

1945年 !联合国宪章∀为联合国会员国规定了对难
民署的国际保护职能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些一般义

务; 1948年 !世界人权宣言 ∀系普遍性文件,规定了

包括难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1966年!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规定盟约各缔约国有义务

尊重并确保盟约规定的所有人 (在国家领土和管

辖权范围内 )的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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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princip les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refugee

GAN Ka i peng
(P ublicAdm inistra tion S chool, Yunnan Un iv ersity, YunnanK unm ing 650221, C hina )

Abstract: Acco rd ing to 1951 Geneva Convention and 1967 New York Protoco,l refugee actua lly is those peop lewho are fo rced

to escape from their coun try due to po litics, race, re lig ion, w ar o r env ironm ent and so on. The prob lem o f refugee is a severe and

rea listic so cia l prob lem that every coun try m ust encounte r and settle. It is a lso invo lved in the hum an r ights and na tiona l sove r

e ignty. In o rder to pro tect the re fugee% s rights, UN and other inte rnational organ iza tions set up som e bas ic pr inc iples fo r the re fu

gee% s pro tection through var ious inte rnational docum en ts, so as to m ake inte rna tiona l so ciety conce rn about the prob lem of re fu

gee.

Keywords: 1951 Convention; re fugee; UN; hum an r 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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