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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原则》倡议成员将在其安保实践中不断改善对人权的促进与尊重，并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冲突发生。

      2019-2022年的工作重点包括为成员创造价值，增加成员数量，通过联合行动和跨界行动最大限度

地发挥影响力，开展落地能力建设，在成员中加强问责制，并继续支持《自愿原则》的有效实施，以使成

员能够在促进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不歧视原则的框架内运营。成员身份强调的是支持人人都享有平等权

利，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并强调考虑其他群体的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性时刻

      2020年标志着倡议发起20周年，这是一个的重要里程碑。借此机会，可以回顾取得的成果、反思经

验教训，并确定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倡议秘书处和指导委员会将确保充分利用20周年纪念日所带来的交

流机会，支持这一战略。

奠定坚实基础

      在过去20年里，《自愿原则》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框架，许多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

和行业协会的绩效标准将其作为全球最佳实践的参考。工具和模板已经开发完成，用于帮助实施《自愿原

则》并改进运营实践。在倡议成员内部，日益增加的跨界合作日益增加，还进行了与坦诚对话，加深了对

复杂议题的理解，并改进了《自愿原则》的实施情况。大量多利益相关方驻在国实施小组（其中部分小组

身处高风险环境）得以创立，并定期举行会议，以改进合作、加强对话，致力于减少人权风险。

加强自身努力

      在解决自然资源行业持续存在的人权脆弱性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挑战。倡议成员越来越意识到人权捍

卫者受到压制，性虐待和性剥削等性别暴力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会损害妇女和女童享受其权

利；以及对特别脆弱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和青年）1的安全和人权的其他威胁。在某些情况下，运营环

境中的冲突正日益增加，对人权的广泛尊重也正在退化。暴力冲突是与安全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一个主

要驱动因素。各成员认识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遭到排斥，缺乏机会，法治缺位，公民空间和对话

能力不足，人权捍卫者受到镇压和迫害，以及恶劣的人类安全状况等潜在的冲突驱动因素，都为暴力冲突

风险的增加创造条件。通过帮助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各成员就是在为实现人权营造有利环境。成员均致力

于对地方治理、和平与稳定产生积极影响，并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非对冲突作出被动反应，

这对《自愿原则》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一. 愿景

     《自愿原则》倡议（VPI）是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携手帮助企业在确保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操作

框架内，维护运营地安全的一个平台。自该倡议发起之后，VPI成员加深了对各种运营环境中与安全有关

的人权风险的理解，并极大地改进了其政策和实践。同时，VPI成员认识到，由于环境复杂，严重风险持

续存在，以及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不断增长，要求持续积累知识并应用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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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巩固《自愿原则》倡议，将其作为安全和人权领域的首要全球指导和多利益相关方论坛，使成员能

够共聚一堂，分享最佳实践并促进尊重人权；

2. 通过加强驻在国利益相关方协调机制，以及倡议成员联合与东道国政府进行沟通，推进国家层面对

《自愿原则》的实施；

3. 通过扩大倡议成员数目，进一步加强倡议的相关性和影响力；以及

4. 继续加强倡议的治理和问责体系。

      东道国政府的合作仍是有效实施《自愿原则》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这往往需要所有界别共同努力。

      已加入倡议的公司、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数量仍然较少，未达到通过更为普遍地实施倡议而能够惠及

的公司数量。本倡议必须加以调整，不断壮大，从而确保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始终切合形势。

      鉴于上述背景方面存在的挑战，本战略力求在四个战略方向推动倡议的工作：

        为推进这项工作，将在以下关键成果领域开展活动：

二. 2019-2022年的关键成果领域：

1. 《自愿原则》倡议能够提供全球引领，是公认的首要安全和人权倡议

 a）通过《自愿原则》倡议的召集力内部分享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包括与其他组织合作以围绕特定

主题开发和提供新的或更新的工具和指南，从而促进《自愿原则》倡议成员的能力得以提升，能够应

对实施过程中新出现的挑战，并营造人权得到尊重的安全环境。优先考虑的主题包括缓解风险、预防

冲突、营造实现人权的有利环境、防止性别暴力、制定兼顾所有弱势群体需求的政策，以及开展风险

评估和培训；

 b）《自愿原则》倡议通过汇编和分享最佳实践，制定在风险评估中识别和处理冲突驱动因素的指

南，以及制定识别和利用机会，促进营造实现人权的有利环境的指南来预防冲突；

 c）《自愿原则》倡议与其他组织和倡议（包括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工作组、日内瓦国际安全治理中

心、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采掘业透明行动倡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商业和人权资源中心、人

权与商业协会）就具体实施议题开展合作，从而能够集思广益，汇聚专业知识和资源，例如：制定最

佳实践指南；以及              

 d）通过制定和实施每年更新的宣传计划，支持加强《自愿原则》的国际知名度。

2. 通过支持驻在国实施小组等方式加强国家层面对《自愿原则》的实施

 a）在大力鼓励地方自主权的背景下，向驻在国实施小组提供有意义的政策和项目支持。其中包括制

定预算框架和支持实施小组所开展活动的计划，重点在于可交付成果要清晰，对成果要有规划；

 b）对驻在国实施小组提供支持，其中可包括运营筹资，以及研讨会、培训、外联等活动；

 c）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支持一名驻在国实施小组成员参加年度全体会议，以加强同行学习，从

而改进《自愿原则》的实施；              

 d）秘书处和正式成员在参与成员的运营环境内支持其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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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探讨建立新的驻在国实施小组的可行性，确保在建立任何小组之前，了解实地多利益相关方的需

求，并能获其支持； 

 f）考虑制定《自愿原则》筹资机制，以提供一个框架，用于向驻在国实施小组分配任何适当的《自

愿原则》协会资金，并可能用于指导委员会所确定的其他活动，从而为2020-2021年工作提供更大的

可预测性和更好的可持续性；

 g）基于在预防冲突、营造有利于人权的环境，以及妇女和妇女组织切实参与的相关领域的经验教训

和多利益相关方工作组的最佳实践，为驻在国实施小组制定和传播工作指南；

 h）各界别都采用了有效的跨界协调，以应对实地改进《自愿原则》实施方面的具体挑战，包括与东

道国政府接触、预防冲突、为实现人权营造有利环境，在实施过程中顾及弱势群体需求等；以及

 i）提供支持、工具和指导，对《自愿原则》倡议的新成员也是如此。

3. 《自愿原则》倡议不断壮大，进一步加强倡议的相关性和可持续性

 a）《自愿原则》倡议将通过一项针对所有界别的外联计划吸引新成员，包括采掘业以外的公司和非

经合组织的国家政府。外联计划将针对具体的公司和政府制定。

4. 确保在倡议范围内实施可信而富有意义的问责制，并加强治理

 a）采用“参与公司”这一类别并加以落实，以便按照商定的程序接纳新成员。更广泛地说，申请过程

对成员和申请人来说是高效、负责和透明的；

 b）通过相关假设情景对倡议申诉机制进行审议。对《自愿原则》申诉机制的实质内容和（或）程序

进行任何必要的调整，包括在适当情况下解决弱势群体在申诉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障碍，从而以建设性

的方式处理成员所发现的问题，使其得到圆满解决；

 c）核查情况介绍的人员名册与讲解人轮换方式，制定得更加公平、透明、有规律可循，，并分发给

所有成员；

 d）采纳同行审议程序，以及审议年度报告的时间表；

 e）通过研究相关的示范指标，制定倡议成员评估《安全与人权自愿原则》实施影响的通用方法；

 f）探讨了针对荷兰现有《自愿原则》协会的替代方案，旨在降低成本，提高《自愿原则》协会运作

的效率；

 g）审议和加强政府主席、指导委员会和秘书处的有效作用和职责，以确保每年具有很强的连续性；

 h）鼓励当前不活跃的成员重新积极参与倡议；

 i）采取盈余/储备金政策，满足《自愿原则》协会的需求和关切；以及

 j）对《自愿原则》倡议进行性别分析，以便为地方和机构层面对性别敏感问题的决策和性别主流化

提供信息。

2019年10月15日

三、 进度审议：指导委员会将每年审议这一战略，并向年度全体会议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