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蔓延，数十亿人被告知呆在家中。但是，对于那些无家可归

者，或居住在不安全或过于拥挤的住房中的人们来说，这项简单的公共卫生预防措施是无

法实现的。 

• 据估计，约有 18 亿人，也就是世界人口的 20%以上，缺乏适当的住房，其中包括约 10

亿生活在非正规住区或贫民窟的人。 

• 住房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目前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核心。没有适当的住房，就

不可能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全世界都将面临感染致命疾病的风险。正

如联合国适足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雷拉尼·法哈（Leilani Farha）所说:“住房已经成为

对抗冠状病毒的前线，我们的‘家’从未显得如此生死攸关。” 

• 城市和城镇纷纷采取了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措施，居民无法外出，可能对居民的精神和身体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紧张的居家环境，特别是非正规住区狭小拥挤的住房，社会和保护网

络均遭到破坏或承受着巨大压力，获得服务的机会也在减少，这些都加剧了妇女和儿童遭

受暴力的风险。 

• 缺乏基本服务、压力过大和不健康的生活条件均会造成身体不适。无家可归者往往已经存

在严重的呼吸问题，很可能因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而进一步恶化。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蔓延正在加剧业已存在的全球住房危机，已使数百万人受到影响。当

前，应立即采取的短期行动是控制感染的传播，而较长期的干预措施应包括对现有的住房

和土地治理方法进行审查。现在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措施可能对未来灾后恢复工作的成败

产生重大影响。 

• 在短期内，联合国人居署敦促各国、地区和地方当局至少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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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为所有没有安全住所的人提供具备基本卫生设施的临时性应急住所，使其能够保持合

适的社交距离，采取隔离和自我隔离等其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可利用目前空置的

酒店等场所，利用已经关闭的学校和社区中心等社区资产实现管控。 

o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正造成收入的不稳定，特别是对面临无限期停业的小型企业，

面临失业的低收入和非正式工人，以及面临经济困境的个体经营者。疫情可能导致他

们拖欠租金和抵押贷款，并受到被强制驱逐的威胁。各国、各地区和地方当局应立即

采取措施，确保人人享有住房权，包括通过暂缓对拖欠租金和抵押贷款者的驱逐；延

缓按揭还款；延长冬季暂缓令，暂不强制驱逐非正规住区和贫民区居民；采取稳定或

减少租金的措施；在疾病大流行期间暂停收取公用事业费用和附加费；建立应急基金，

以减少风险类别。与此同时，应考虑制定应急计划，避免房东们面临经济困难。 

o 探索备选方案，满足脆弱社区的其他基本需求，特别是食品和卫生必需品。造成无家

可归的原因多种多样，且往往相互关联，从国家层面，可借助适当的全民保障体系，

通过扶贫、减少失业期间的某些开支，改善健康状况，解决无家可归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危害极大，但它同时也是一次独特的全球性机会，向人们展示为所有人

提供住房和土地保障的可能性。它还反映了可持续住房部门在提高城市地区极端事件防范能力

方面的重要性。 

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地方当局要积极采取行动，减少不平等和贫困，为所有人提供适当的住房，

以此作为实现其他基本权利的催化剂。 

资料来源：世卫组织住房与健康指南和联合国住房权特别报告员——新冠肺炎指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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