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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人权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 

                                                 

*  本报告的内容是按理事会通过的第一届会议议程和工作方案(见下文附件一和二)

编排的，不应该成为理事会未来届会因循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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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1.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大会，  

 注意到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6 月 29 日第 1/1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通过了《保护

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1.  欢迎理事会通过《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2.  通过本决议所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并开放供签署、

批准和加入；  

 3.  建议在巴黎签字仪式上开放《公约》供签署。  

 

[见第二章 A 节，第 1/1 号决议，以及第五章] 

 

 

2.  人权委员会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14 号  

决议第 5 段起草一份宣言的工作组  

 大会，  

 注意到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6 月 29 日第 1/2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通过了《联合

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1.  对理事会通过《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表示赞赏；  

 2.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宣言》。  

 

[见第二章 A 节，第 1/2 号决议，以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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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以及理事会该届会议商定的主席声明 

A.  决   议 

1/1.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人权理事会，  

 回顾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第 47/133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保护所有人

免遭强迫失踪宣言》作为所有国家均应适用的一套原则，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 2001 年 4 月 23 日第 2001/46 号决议，其中设立了闭会期间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起草一份关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规范性文书，以及委员会 2005 年 4 月 19 日第 2005/27 号决议，  

 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 (E/CN.4/2006/57)，以及工作组决定结束工作，将保护所

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草案提交人权委员会通过，  

 欢迎法国提议在巴黎主办《公约》签字仪式，  

 1.  通过本决议所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2.  建议大会通过《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3.  建议一旦大会通过《公约》，便在巴黎签字仪式上开放《公约》供签署； 

 4.  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案文见第一章，决议草案 1。] 

 

2006 年 6 月 29 日  

第 21 次会议  

[决议未经表决获得通过。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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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序    言  

本《公约》缔约国，  

考虑到各国在《联合国宪章》下的义务――促进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权和基本自由， 

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  

回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及人权、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刑法领域的其他有关国际文书，  

又回顾联合国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第 47/133 号决议中通过的《保护所有人

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  

认识到强迫失踪的极端严重性，认为它是一项罪行，且在国际法界定的某些

情况下，构成危害人类罪，  

决心防止强迫失踪，制止犯有强迫失踪罪而不受惩罚的现象，  

 认为任何人都享有不遭受强迫失踪的权利，受害人有得到司法公正和赔偿的权利， 

申明任何受害人对强迫失踪的案情和失踪者的下落，享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并

享有为此目的自由查找、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  

兹商定如下条款：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条  

一、任何人不应遭到强迫失踪。  

二、任何情况，不论是处于战争状态或受到战争威胁、国内政治动乱，还是

任何其他公共紧急状态，均不得用来作为强迫失踪的辩护理由。  

第  二  条  

在本公约中，“强迫失踪”系指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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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或组织，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

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第  三  条  

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调查未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人或组织制造

的第二条所界定的行为，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第  四  条  

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在本国的刑法中将强迫失踪行为列为犯罪。  

第  五  条  

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行为，构成相关国际法所界定的危害人类罪，应

招致相关国际法所规定的后果。  

第  六  条  

一、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起码追究下列人员的刑事责任：  

(一) 所有制造、指令、唆使或诱导制造或企图制造强迫失踪的人，以及同

谋或参与制造强迫失踪的人；  

(二) 上级官员：  

(1) 知情，或已有清楚迹象表明受其实际领导或控制的下属正在或即

将犯下强迫失踪罪而故意对有关情况置若罔闻者；  

(2) 对与强迫失踪罪有牵连的活动，实际行使过责任和控制；  

(3) 没有在本人的权限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制

止强迫失踪，阻止犯下此种罪行，或将有关问题提交主管机关调

查或起诉。  

(三) 以上第 (二 )款并不影响相关国际法对于军事指挥官或实际上担任军事

指挥的人所适用的更高标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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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何文职的、军事的，或其他方面的公共当局下达的命令或指示，都不

得用以作为强迫失踪罪的辩护理由。  

第  七  条  

一、各缔约国应考虑到强迫失踪罪的极端严重性，对之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各国可规定：  

(一) 减轻罪行的情况，特别是虽参与制造强迫失踪，但还是实际帮助解救

了失踪者的人，或帮助查明强迫失踪案件、指认制造强迫失踪罪犯的

人；  

(二) 在不影响其他刑事程序的条件下，加重罪行的情节，特别是在失踪者

死亡的情况下，或制造强迫失踪的对象是怀孕妇女、未成年人、残疾

人或其他特别易受害的人。  

第  八  条  

在不影响第五条的情况下，  

一、对强迫失踪案件实行诉讼时效法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对刑

事诉讼的时效规定：  

(一) 对此种犯罪的极端严重性质而言，有较长的时效和相称性；  

(二) 考虑到强迫失踪犯罪的持续性，从停止犯罪之时算起。  

二、各缔约国应保证，在时效持续期间，强迫失踪的受害人享有得到有效补

偿的权利。  

第  九  条  

一、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对下述强迫失踪罪案行使管辖权：  

(一) 犯罪发生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上，或发生在在该国注册的船只或飞机上； 

(二) 指称的罪犯为其国民；  

(三) 失踪人为其国民，缔约国认为适当的情况下。  

 二、各缔约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在指称的罪犯留在任何该国管辖的领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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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确定对该强迫失踪罪案的司法管辖权，除非该国根据其国际义务将嫌犯引渡

或移交给另一国家，或移交给该国承认其管辖权的某个国际刑事法庭。  

 三、本公约不排除根据国内法行使任何其他刑事管辖权。  

第  十  条  

一、对强迫失踪罪的犯罪嫌疑人，任何缔约国在研究了所掌握的材料后，确

定情况属实，案情需要，应将在其境内的嫌犯拘留，或采取其他必要法律措施，

确保其不得潜逃。这种拘留和其他法律措施，应根据该缔约国的法律规定，但在

时间上仅限于确保对该人的刑事诉讼、移交或引渡程序所必需。  

二、采取本条第一款所述措施的缔约国，应立即展开初步询问和调查，确定

事实。该国还应将根据本条第一款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拘留和致使实施拘留的犯

罪情节，以及初步询问和调查的结果，通知第九条第一款中所指的缔约国，并表

明它是否准备行使其管辖权。  

三、根据本条第一款被羁押的任何人，得立即与本人所持国籍国之最接近的

适当代表取得联系，如他或 /她为无国籍人，应与其惯常居住地国的代表取得联

系。  

第  十一  条  

一、缔约国在其管辖的领土上发现据称犯有强迫失踪罪的人，如果不按其国

际义务将该人引渡或移交给另一国家，或移交该缔约国承认其司法权的某一国际

刑事法庭，则该国应将案件提交本国的主管机关起诉。  

二、主管机关应按该缔约国的法律规定，以审理任何性质严重的普通犯罪案

件相同的方式作出判决。在第九条第二款所指的情况下，起诉和定罪的证据标

准，不得比第九条第一款所指的情况应采用的标准宽松。  

三、因强迫失踪罪而受到起诉的任何人，应保证其在起诉的各个阶段受到公

正待遇。因强迫失踪罪而受到审判的任何人，应在依法设立的主管、独立和公正

的法院或法庭受到公正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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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条  

一、各缔约国应确保任何指称有人遭受强迫失踪的人，有权向主管机关报告

案情，主管机关应及时、公正地审查指控，必要时立即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

必要时并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举报人、证人、失踪人家属及其辩护律师，以及

参与调查的人得到保护，不得因举报或提供任何证据而受到任何虐待或恐吓。  

二、在有正当理由相信有人遭到强迫失踪的情况下，即使无人正式告发，缔

约国也应责成本条第一款所指的机关展开调查。  

三、各缔约国应确保本条第一款所指主管机关：  

(一) 拥有展开有效调查所需的权利和资源，包括查阅与调查有关的文件和

其他材料；  

(二) 有权进入任何拘留场所，或有正当理由认为可能藏匿失踪者的任何其

他地点，必要时事先取得司法机关的受权，司法机构也应尽快作出裁

决。  

四、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和惩处妨碍展开调查的行为。各缔约国

尤应确保，涉嫌犯有强迫失踪罪的人不得利用其地位影响调查的进行，例如对投

诉人、证人、失踪者亲属或他们的辩护律师，及参与调查的人员施加压力、恐

吓，或实施报复。  

第  十三  条  

一、就缔约国之间的引渡而言，不应将强迫失踪罪视为政治犯罪、与政治犯

罪有联系的普通犯罪，或带有政治动机的犯罪。因此，不得仅以这些理由拒绝对

此种犯罪提出的引渡要求。  

二、本公约生效前各缔约国之间已有的任何引渡条约，应将强迫失踪罪均视

为可予引渡的罪行。  

三、各缔约国承诺，今后彼此之间签订的所有引渡条约，均将强迫失踪罪列

为可引渡的犯罪。  

四、以有效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当收到另一个与之无引渡条件的缔约

国提出的引渡要求时，可考虑将本公约作为对强迫失踪罪给予引渡的必要法律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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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以有效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应承认强迫失踪罪为彼此之间可

予引渡的犯罪。  

六、在所有情况下，引渡均须符合被请求缔约国的法律规定或适用的引渡条

约所规定的条件，特别应包括有关引渡的最低处罚要求，和被请求缔约国可能拒

绝引渡或要求引渡符合某些条件的理由。  

七、如果被请求缔约国有充分理由认为，提出引渡要求的目的，是因某人的

性别、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政治见解或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对之进

行起诉或惩罚，或同意引渡要求将在上述原因的某个方面造成对该人的伤害，则

本公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强制的引渡义务。  

第  十四  条  

一、缔约国在对强迫失踪罪提起刑事诉讼方面，应彼此提供最大限度的法律

协助，包括提供所掌握的诉讼所必需的全部证据。  

二、这种相互的司法协助应符合被请求缔约国国内法规定的条件，或适用的

司法互助条约规定的条件，特别是被请求缔约国可藉以拒绝提供司法协助的条

件，或可要求其必须满足的条件。  

第  十五  条  

各缔约国应相互合作，并应彼此给予最大限度的协助，援助强迫失踪的受害

人，查找、发现和解救失踪者，在失踪者死亡的情况下，挖掘和辨认遗体，并将

之送返原籍。  

第  十六  条  

一、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将某人驱逐、送返(“驱回” )、移交或引渡到另一

国家，有造成此人遭受强迫失踪的危险，任何缔约国均不得采取上述行动。  

二、为确定是否存在这种理由，主管当局应斟酌一切有关因素，包括在适用

的情况下，考虑有关国家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或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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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条  

一、任何人都不应受到秘密监禁。  

二、在不影响缔约国在剥夺自由问题方面的其他国际义务前提下，各缔约国

应在本国的法律中：  

(一) 规定下令剥夺自由的条件；  

(二) 说明有权下令剥夺自由的主管机关；  

(三) 保证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只能关押在官方认可并加以监督的地点；  

(四) 保证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都能获准与其家属、律师或他或她选择的任何

其他人取得联系并接受探探视，且仅受法律规定条件的限制，如果此人

是外国人，应根据相应的国际法，准许其与本国的领事机构联系；  

(五) 保证主管机关和法律授权机构的人员可进入被剥夺自由人的关押地

点，如有必要，应事先得到司法机关的批准；  

(六) 保证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或在怀疑发生强迫失踪的情况下，由于被

剥夺自由的人无法行使这项权利，任何有合法利益的人，如被剥夺自

由人的家属、他们的代表或律师，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向法院提起诉

讼，以便法院立即对剥夺其自由是否合法作出裁决，如果剥夺自由不

合法，则应下令释放。  

三、各缔约国应保证编制并维持一份或数份被剥夺自由者的最新官方登记册

和 /或记录，并在收到要求时，及时将之提供给有关缔约国在这方面有法律授权的

任何司法或其他主管机关或机构，或该国已加入的任何相关国际法律文书所授权

的司法或其他主管机关或机构。登记册中收入的资料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 被剥夺自由者的身份；  

(二) 被剥夺自由的人，收监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以及剥夺此人自由的负

责机关；  

(三) 下令剥夺自由的机关及剥夺自由的理由；  

(四) 负责监管剥夺自由的机关；  

(五) 剥夺自由的地点、收押日期和时间，以及剥夺自由地点的负责机关；  

(六) 被剥夺自由者健康的主要情况；  

(七) 若在剥夺自由期间死亡，死亡的情况和死因，以及遗体的下落；  

(八) 释放或转移到另一羁押地点的日期和时间、目的地，及负责转移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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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条  

一、在不违反第十九和第二十条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应保证，任何对以下信

息有合法利益的人，例如被剥夺自由者的亲属、他们的代表或律师，应至少能获

得以下信息：  

(一) 下令剥夺自由的机关；  

(二) 剥夺该人自由以及收押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三) 负责监管剥夺自由的机关；  

(四) 被剥夺自由者的下落，包括在转往另一监押场所的情况下，转移的地

点和负责转移的机关；  

(五) 释放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六) 被剥夺自由者健康的主要情况；  

(七) 若在剥夺自由期间死亡，死亡的情况和死因，以及遗体的下落。  

二、必要时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本条第一款中讲到的人和参与调查的人

员，不得因查寻被剥夺自由者的情况，而受到任何虐待、恐吓或处罚。  

第  十九  条  

一、在查找失踪者的过程中收集和 /或转交的个人资料，包括医疗和遗传学资

料，不得用于查找失踪者以外之其他目的，或提供给其他方面。这一规定不影响

在审理强迫失踪罪的刑事诉讼中，或在行使获得赔偿权过程中使用这些资料。  

二、收集、处理、使用和储存个人资料，包括医疗和遗传学资料，不得侵犯

或实际上造成侵犯个人的人权、基本自由或人的尊严。  

第  二十  条  

 一、只有在对某人采取法律保护措施，且剥夺自由受到司法控制的条件下，或

者转交资料会对该人的隐私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妨碍刑事调查，或出于其他相

当原因，方可作为例外，在严格必需和法律已有规定的情况下，依法并遵照相关

国际法和本《公约》的目标，对第十八条中讲到的信息权加以限制。可能构成第

二条所界定的行为或违反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对第十八

条中讲到的信息权施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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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不影响审议剥夺某人自由是否合法的前提下，缔约国应保证第十八条第

一款中所指的人有权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补救，以便立即得到第十八条第一款

中所提到的信息。这项获得补救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取消或受到限制。  

第  二十一  条  

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被剥夺自由的人获释能得到可靠核实，即他

们确实得到释放。各缔约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获释时这些人的身体健全并

能完全行使他们的权利，且不得影响这些人在本国法律下可能承担的任何义务。  

第  二十二  条  

 在不影响第六条的情况下，每一缔约国都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和惩处以下行

为：  

(一) 拖延或阻碍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六 )项以及第二十条第二款中讲到的补

救办法；  

(二) 任何人被剥夺自由而未予记录，或记录的任何信息并不准确，而负责

官方登记的官员了解这一情况或应当知情；  

(三) 尽管已经满足提供有关情况的法律要求，但仍拒绝提供某人被剥夺自

由的情况，或提供不准确的情况。  

第  二十三  条  

 一、各缔约国应确保，执法人员、文职或军事人员、医务人员、国家官员，和

其他可能参与监押或处置任何被剥夺自由者的人，对这类人员的培训应包括有关

本公约重要规定的必要教育和信息，以便：  

(一) 防止这类官员卷入强迫失踪案件；  

(二) 强调防止和调查强迫失踪案件的重要性；  

(三) 确保认识到解决强迫失踪案件的迫切性。  

 二、各缔约国应确保禁止发布任何命令和指示，指令、授权或鼓励制造强迫失

踪。各国应保证，拒绝遵守这类命令的人不得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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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当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人有理由相信强迫失

踪案件已经发生或正在计划之中时，应向上级报告，并在必要时报告拥有审查权

或补救权的有关当局或机关。  

第  二十四  条  

一、在本公约中，“受害人”系指失踪的人和任何因强迫失踪而受到直接伤

害的个人。  

二、每一受害者都有权了解强迫失踪案情的真相，调查的进展和结果，以及

失踪者的下落。各国应在这方面采取适当措施。  

三、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查寻、找到和解救失踪者，若失踪者已

经死亡，应找到、适当处理并归还其遗体。  

四、各缔约国应在其法律制度范围内，确保强迫失踪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补

救，和及时、公正和充分的赔偿。  

五、本条第四款中所指的获得补救的权利，包括对物质和精神伤害的赔偿，

以及视情况而定，其他形式的补救，如：  

(一) 复原；  

(二) 康复；  

(三) 平反，包括恢复尊严和名誉；  

(四) 保证不再重演。  

六、在不影响缔约国的义务――继续调查，直至查明失踪者下落的条件下，对

尚未查明下落的失踪者，各缔约国应对其本人及家属的法律地位问题，在社会福

利、经济问题、家庭法和财产权等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七、各缔约国必须保证自由组织和参加有关组织和协会的权利，以求查明强

迫失踪的案情和失踪者的下落，及为强迫失踪受害人提供帮助。  

第  二十五  条  

一、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根据本国刑法防止并惩处以下行为：  

(一) 非法劫持遭受强迫失踪的儿童，其父母或法律监护人遭受到强迫失踪

的儿童，或母亲在遭受强迫失踪期间出生的儿童；  

(二) 伪造、藏匿或销毁证明以上第(一)项中所指儿童真实身份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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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查找和认定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所指的儿童，

并根据法律程序和适用的国际协议，将儿童归还本来的家庭。  

三、各缔约国应相互协助，查找、辨认和找到本条第一款第(一 )项中所指的儿

童。  

四、鉴于必须保护本条第一款第(一 )项中所指的儿童的最佳利益，他们保留或

恢复本人身份的权利，包括法律承认的国籍、姓名和家庭关系，承认领养关系或

其他安置儿童形式的缔约国应制定法律程序，审查领养或安置程序，并在适当情

况下宣布任何源自强迫失踪的儿童领养或安置无效。  

五、在所有情况下，特别是在本条所涉的所有问题上，儿童的最大利益均应

作为首要考虑，有独立见解能力的儿童应有权自由表达意见，并应根据儿童的年

龄和成熟程度，对本人的意见给予适当考虑。  

第  二  部  分  

第  二十六  条  

 一、将设立一个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履行《公约》规定的

职能。委员会将由十名德高望重、在人权领域的才能受到公认的专家组成，他们

应以个人身份任职，秉持独立、公正之立场。委员会成员将由缔约国根据公平地

域分配的原则选出。应适当考虑吸收具有相关法律资历的人士参加委员会的工

作，注意代表的性别平衡。  

 二、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应由联合国秘书长为此目的每两年召开一次缔约国会

议，由缔约国从本国国民中提名，对提名的名单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在这

些会议上，三分之二的缔约国即构成法定人数，当选的委员会委员为获得票数最

多、且获得出席会议并投票的各缔约国代表绝对多数票之人士。  

三、第一次选举应在本公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应在每一

次选举日之前四个月致函各缔约国，请他们在三个月之内提名候选人。秘书长应

将所有提名的人按字母顺序列出名单，注明每个候选人的提名缔约国，并将此名

单提交所有缔约国。  

四、当选的委员会委员任期四年，可连任一次。然而，在首次选举中当选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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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委员，他们的任期将在两年后届满，在首次选举结束后，本条第二款中所指会

议的主席将立刻通过抽签方式确定这五位委员的姓名。  

五、如果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死亡、辞职或由于任何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履行他/她

在委员会的职责，提名的缔约国应根据本条第1款所列标准，从其国民中指定另一位

候选人完成剩下的任期，但须征得多数缔约国的核准。除非一半或更多的缔约国在

联合国秘书长向其通报了拟议的任命后六周内表示反对，否则应认为已获得这一

核准。  

六、委员会应制定自身的议事规则。  

七、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有效履行委员会的职能，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

段、工作人员和设施。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召开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八、委员会委员应享有《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有关章节所规定的联合国出

访专家所享有的各项便利、特权和豁免权。  

九、各缔约国应在其接受的委员会职能范围内，与委员会合作，每委员会委员

履行任务提供协助。  

第  二十七  条  

 在本公约生效后至少四年但最多六年，应举行缔约国会议，评估委员会的工

作，并依照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确定的程序，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前提下，决定是

否应根据第二十八至三十六条规定的职能，将本公约的监测职能转交给另一机构。 

第  二十八  条  

 一、委员会应在本公约所授予的权限范围内，与所有联合国有关机关、办事

处、专门机构和基金合作，与各项国际文书所建立的条约机构、联合国的特别程

序合作，并与所有有关的区域政府间组织和机构，以及一切从事保护所有人不遭

受强迫失踪的有关国家机构、机关或办事处合作。  

 二、委员会在履行任务时，应与相关国际人权文书所设立的其他条约机构磋

商，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立的人权事务会，以确保彼此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相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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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九  条  

一、各缔约国应当在本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两年内，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

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为履行本公约义务而采取措施的情况。  

二、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报告提供给所有缔约国。  

三、委员会应对每份报告进行审议，之后酌情提出评论、意见或建议。评

论、意见或建议应当转达有关缔约国，缔约国可主动或应委员会的要求作出答

复。  

四、委员会也可要求缔约国提供有关履行本公约的补充资料。  

第  三十  条  

一、失踪者的亲属、他们的法律代表、律师或任何得到其授权的人，以及任

何拥有合法权益的其他人，均可作为紧急事项，向委员会提出查找失踪者的请

求。  

二、如果委员会认为根据本条第一款提出紧急行动请求：  

(一) 并非明显地毫无依据；  

(二) 并不构成滥用提交来文请求之权利；  

(三) 在可能的情况下，已经正式提交有关缔约国的主管机关，如有权展开

调查的机关；  

(四) 并不违背本公约的规定；及  

(五) 同一问题目前未由同一性质的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理；  

委员会应请有关缔约国在委员会限定的时间内，向其提供所查找人员境况的资料。 

 三、根据有关缔约国依本条第二款所提供的资料，考虑到情况的紧迫性，委员

会可向缔约国提出建议，如请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一些临时措施，遵照

本公约，找到有关个人并加以保护，并在委员会限定的时间内，向委员会报告采取

措施的情况。委员会应将它的建议和委员会收到的国家提供的情况，通报提出紧急

行动要求的人。 

四、在查明失踪人士的下落之前，委员会应继续与有关缔约国共同作出努

力。应随时向提出请求的人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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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一  条  

一、缔约国可在批准本公约时，或在之后的任何时候宣布，承认委员会有权

接受和审议受该国管辖、声称是该缔约国违反本公约规定之受害人本人或其代理

提出的来文。委员会不得受理来自未作此宣布之缔约国的来文。  

二、委员会不应受理下列来文：  

(一) 匿名来文；  

(二) 来文构成滥用提交此类来文的权利，或不符合本公约的规定；  

(三) 同一事项正由具有同一性质的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理；  

(四) 尚未用尽一切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如果补救请求长期拖延，不合情

理，本规则不复适用。  

三、如果委员会认为来文满足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要求，委员会应将来文转交

有关缔约国，并请该国在委员会限定的时间内提出意见和评论。  

四、在收到来文后，但在确定是非曲直之前，委员会可随时向有关缔约国提出

请求，请该国紧急考虑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以避免对指称侵权行为的受害人造

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委员会行使酌处权，并不意味着已就来文是否可予受理或其

是非曲直作出决定。  

五、委员会在根据本条审查来文时应举行非公开会议。委员会应当向来文提

交人通报有关缔约国所作的答复。委员会在决定结束程序后，应将委员会的意见

通报缔约国和来文提交人。  

第  三十二  条  

 本公约缔约国可在任何时候声明，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一个缔约国声称

另一缔约国未履行本公约义务的来文。委员会不应接受涉及一个尚未作此声明的

缔约国的来文，也不应接受未作此声明的缔约国的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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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三  条  

一、如果委员会收到可靠消息，表明一个缔约国正在严重违反本公约的规定，

委员会可在征求有关缔约国的意见后，请一位或几位委员前往调查，并立即向委

员会提出报告。  

二、委员会应将安排访问的意图书面通知有关缔约国，并说明代表团的组成情

况和访问的目的。缔约国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向委员会作出答复。  

三、委员会在收到缔约国提出的有充分依据的请求后，可决定推迟或取消访

问。  

四、如果缔约国同意接待来访，委员会应与有关缔约国共同制定访问计划，缔

约国应为顺利完成访问，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  

五、访问结束后，委员会应将有关缔约国通报它的意见和建议。  

第  三十四  条  

如果委员会收到的消息表明，有充分迹象显示，某缔约国管辖下的领土正在

发生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可向有关缔约国索取一切有关资

料，并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将问题紧急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  

第  三十五  条  

一、委员会的管辖权仅限于本公约生效后发生的强迫失踪案件。  

二、若一国在本公约生效后成为缔约国，则该国对委员会的义务仅限于本公

约对该国生效后发生的剥夺自由案件。  

第  三十六  条  

一、委员会应就本公约下开展活动的情况，向缔约国和联合国大会提交年度

报告。  

二、在年度报告中发表对缔约国的意见之前，应事先通报有关缔约国，并给

予适当时间作出答复。该缔约国可以要求在报告中发表其评论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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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第  三十七  条  

本公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影响对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更有利的规定，包括

以下法律中的规定：  

(一) 缔约国的法律；  

(二) 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法。  

第  三十八  条  

一、本公约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供签署。  

 二、本公约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批准。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三、本公约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供加入。加入经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入

书后生效。  

第  三十九  条  

一、本公约于第二十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第 30天后生效。 

二、在第二十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每个国家，本

公约将于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 30 天后生效。  

第  四十  条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及已签署或加入本公

约的所有国家：  

(一) 根据第二十八条签署、批准和加入的情况；  

(二) 根据第二十九条本公约生效的日期。  

第  四十一  条  

本公约各项规定适用于联邦国家的全部领土，无任何限制或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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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十二  条  

一、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出现任何争端，如不能

通过谈判或本公约明文规定的程序得到解决，应在其中一方的要求下提交仲裁。

如在提出仲裁要求之日起六个月内各方不能就仲裁组织达成协议，则任何一方均

可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请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二、各国在签署、批准，或在加入本公约时，可声明不受本条第一款的约束。

其他缔约国对发表此项声明的任何缔约国，也不受本条第一款之约束。  

三、根据本条第二款发表声明的任何缔约国，可随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收回其

声明。  

第  四十三  条  

 本公约不影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包括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

约》及 1977 年 6 月 8 日公约附加议定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也不影响任何国家在

国际人道主义法没有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授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查访羁押地点。  

第  四十四  条  

一、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均可提出修正案并将其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

随即将提议的修正案发给公约各缔约国，并请各缔约国表明他们是否赞成召开缔

约国会议，审议该项提案并对之进行表决。在发出通知之日起四个月内，如果至

少三分之一的缔约国赞成召开这一会议，秘书长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会议。  

二、得到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三分之二缔约国通过的所有修正案，均将由

秘书长提交所有缔约国接受。  

三、根据本条第一款通过的修正案，经本公约三分之二缔约国根据本国宪法

程序予以接受后即行生效。  

四、修正案一旦生效，即对接受修正案的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其他缔约国

仍受本公约各项规定及之前他们已接受的一切修正案的约束。  

第  四十五  条  

一、本公约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各本同一作准，

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21

二、联合国秘书长应将经过核证的公约副本发送第三十八条中提到的所有国家。 

1/2. 人权委员会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14 号决议  

第 5 段起草一份宣言的工作组  

 人权理事会，  

 回顾人权委员会 1995 年 3 月 3 日第 1995/32 号决议，其中设立了一个闭会期

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其唯一目的是在考虑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1994 年

8 月 26 日第 1994/45 号决议附件所载草案的情况下，起草一份联合国土著人民权

利宣言草案，供大会在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范围内审议和通过，  

 意识到人权委员会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14 号决议第 5 段起草一

份宣言的工作组在 1995 年至 2006 年期间共举行了十一届会议，  

 考虑到大会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74 号决议敦促参与谈判进程的各方尽最

大努力，顺利完成工作组的任务，并尽快向大会提出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最

后草案以便通过，  

 强调大会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决议通过的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

件第 127 段重申，国际社会致力于尽快向大会提出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最后

草案以便通过，  

 注意到  2005 年 12 月 5 日至 16 日和 2006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在日内瓦举

行的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CN.4/2006/79)，  

 欢迎工作组报告第 30 段所载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的结论以及报告附件一所载

主席兼报告员的提案，  

 1.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人权委员会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14 号

决议第 5 段起草一份宣言的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CN.4/2006/79)附件一内

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提议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2. 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案文见第一章，决议草案 2。] 

 

2006 年 6 月 29 日  

第 21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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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记录表决以 30 票对 2 票、12 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阿塞拜疆、巴西、喀麦隆、中国、古巴、捷克共和国、厄瓜多

尔、芬兰、法国、德国、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

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荷兰、巴基斯坦、秘鲁、波兰、

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南非、斯里兰卡、瑞士、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赞比亚。  

反对：  加拿大、俄罗斯联邦。  

弃权：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加纳、约旦、摩洛哥、

尼日利亚、菲律宾、塞内加尔、突尼斯、乌克兰。  

见第五章。] 

附  件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人权理事会，  

 确认土著人民与所有其他人民完全平等，同时承认所有人民均有权与众不同、

有权自认与众不同，并有权因此得到尊重，  

 又确认所有人民都对同属全人类共同遗产的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做出了贡献，  

 还确认凡是基于或鼓吹以民族出身、种族、宗教、族裔或文化差异为由的民族

优越或个人优越的学说、政策和做法，都是种族主义的、在科学上是错误的、在

法律上是无效的、在道德上是应予谴责的、在社会上是不公正的，  

 重申土著人民在行使其权利时应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关注土著人民因殖民统治和丧失自己土地、领土和资源等原因而遭受了历史不

公正待遇，致使他们尤其无法按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行使发展权，  

 承认亟需尊重和增进土著人民源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精神

传统、历史和思想体系的固有权利，特别他们对其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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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承认亟需尊重和增进土著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所

确认的权利，  

 欢迎土著人民正在为提高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结束无论何处发生的

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压迫而组织起来，  

 深信土著人民如能掌握影响他们自身及其土地、领土和资源的开发，可以使他

们保持和加强其机构、文化和传统，并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要促进自身发展，  

 承认尊重土著知识、文化和传统习惯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和公平发展与适当管

理，  

 强调实现土著人民土地和领土非军事化，有利于和平、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发

展，有利于世界各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友好关系，  

 特别承认土著家庭和社区有权根据儿童权利保留养育、培养、教育子女和为子

女谋幸福的共同责任，  

 承认土著人民有权本着共处、互利和充分尊重的精神自由确定与国家的关系，  

 认为国家与土著人民之间的条约、协定和建设性安排所确认的权利，在有些情

况下，是国际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带有国际责任和性质，  

 又认为此类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及其所代表的关系，是土著人民与国

家之间加强伙伴关系的基础，  

 承认《联合国宪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确认所有人民享有自决权至关重要，根据此项权利，他们可

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追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铭记本《宣言》任何内容不得用来剥夺任何人民依照国际法所行使的自决权，  

 确信本《宣言》承认土著人民的各项权利，有助于在公正、民主、尊重人权、

不歧视和善意的原则基础上增进国家和土著人民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关系，  

 鼓励国家与有关人民协商合作，遵守和切实履行国际文书规定的所有适用于土

著人民的义务，特别是与人权有关的义务，  

 强调联合国在增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方面可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相信本《宣言》是朝承认、增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和自由、在联合国系统该

领域开展有关活动方向迈出的新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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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并重申每个土著人都享有国际法承认的所有人权，不得歧视；土著人民还

享有其整个民族生存、福祉和整体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集体权利，  

 庄严宣布如下《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作为以伙伴关系和相互尊重精神

争取实现的标准，  

第  一  条  

 土著人民，无论集体还是个人，均有权充分享受《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

宣言》和国际人权法承认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第  二  条  

 土著人民和个人享有自由，与所有其他人民和个人完全平等，有权在行使其权

利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特别是基于其土著出身或身份的歧视。  

第  三  条  

 土著人民享有自决权。根据此项权利，他们可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

追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第  四  条  

 土著人民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有关其内部和地方事务以及为自治职能提供经费

的筹资方法和方式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  

第  五  条  

 土著人民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独特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

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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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条  

 每个土著人都享有国籍权。  

第  七  条  

 一、每个土著人都享有生命权、身心健全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二、土著人民集体有权作为独特民族自由、和平与安全地生活，不得对其实施

种族灭绝或任何其他暴力行为，包括不得强行将一个族群的儿童迁移到另一个族群。 

第  八  条  

 一、土著人民和个人有权免遭强行同化或文化毁灭。  

 二、各国应提供有效机制，以防止和纠正：  

(一) 任何旨在或实际上剥夺他们作为独特民族的完整性或剥夺其文化价值

或民族特性的行动；  

(二) 任何旨在或实际上剥夺他们土地、领土或资源的行动；  

(三) 任何形式旨在或实际上侵犯或损害他们任何权利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四) 任何形式通过立法、行政或其他手段将其他文化或生活方式强加于他

们的强制性同化和融合；  

(五) 任何形式鼓动或煽动针对他们的种族或民族歧视宣传。  

第  九  条  

 土著人民和个人有权按照有关社区或民族的传统和习俗，归属某一土著社区或

民族。行使此项权利不得引起任何形式的歧视。  

第  十  条  

 不得强行让土著人民迁离其土地或领土。未经有关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

同意，未事先就公正和公平的赔偿达成协定，未在可能情况下允许作出返回的选

择，不得迁移土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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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实践和振兴其文化传统与习俗。这包括有权保存、保护和发

展其文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表现形式，如考古和历史遗址、手工艺品、图案设

计、典礼仪式、技术、视觉和表演艺术、文学等。  

 二、国家应通过与土著人民共同制定的有效机制，对未经土著人民自由、事先

和知情同意，或违反其法律、传统和习俗夺走的土著文化、知识、宗教和精神财

产予以补偿，也可包括归还原物。  

第  十二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展示、实践、发展和传授其精神和宗教传统、习俗和礼仪；

有权保存、保护和私下进入其宗教和文化场所；有权使用和管理其礼仪用具；有

权要求归还遗骨。  

 二、国家应通过与有关土著人民共同制定的公平、透明和有效机制，对外开放

和/或归还国家所占有的礼仪用具和遗骨。  

第  十三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振兴、使用、发展和向后代传授其历史、语言、口述传统、

思想体系、书写方式和著作，有权为社区、地方和个人取用和保留土著名称。  

 二、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此项权利得到保护，确保土著人在政治、法律和

行政程序中能够理解他人和被他人理解，必要时应提供翻译或采取其他适当办法。 

第  十四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建立和管理以自己语言提供教育、适合其文化教学方法的教

育体系和机构。  

 二、土著个人，特别是土著儿童，有权获得国家提供的各级和各类教育，不受

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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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家应与土著人民共同采取有效措施，让土著人，特别是土著儿童，包括生

活在土著社区外的土著人，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得以其自己语言提供的土著文化教育。 

第  十五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保持其文化、传统、历史和愿望的尊严与多样性。应在教育

和公共信息中对此予以适当反映。  

 二、国家应与有关土著人民协商合作，采取有效措施，反对偏见、消除歧视，

促进土著人民与社会其他各阶层之间的互相宽容、相互谅解和友好关系。  

第  十六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以自己的语言建立自己的传媒，有权使用各种形式的非土著

传媒，不受任何歧视。  

 二、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国有传媒恰当反映土著文化多样性。国家应在

不影响确保言论充分自由的情况下，鼓励私有传媒充分反映土著文化多样性。  

第  十七  条  

 一、土著个人和土著人民有权充分享受适用的国际和国内劳工法规定的所有权利。 

 二、国家应与土著人民协商合作，根据土著儿童特别脆弱的情况及教育对土著

儿童成长具有的重要意义，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土著儿童不受经济剥削，不从事

任何可能危及或妨碍他们接受教育、或任何可能有损他们健康或身体、智力、精

神、道德或社会成长的工作。  

 三、土著个人有权不接受任何歧视性劳动条件，特别是就业和薪水方面的歧视

性条件。  

第  十八  条  

 土著人民有权通过他们按自己程序选出的代表参与决策事关自身权利的事务，

有权保留和发展自己的土著人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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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条  

 国家在通过和执行可能影响到土著人民的立法或行政措施前，应通过土著人民

自己的代表机构诚心诚意地与有关土著人民协商合作，征得他们自由、事先和知

情同意。  

第  二十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或机构，有权安稳地享

用自己的谋生和发展手段，有权自由从事其一切传统及其他经济活动。  

 二、被剥夺了谋生和发展手段的土著人民有权获得公正和公平的补偿。  

第  二十一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在不受歧视的条件下，改善自己在教育、就业、职业培训和

再培训、住房、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二、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必要时采取特别措施，确保不断改善土著人民的经

济和社会状况。应特别关注土著老人、妇女、青年、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和特殊

需要。  

第  二十二  条  

 一、执行本《宣言》时，应特别关注土著老人、妇女、青年、儿童和残疾人的

权利和特殊需要。  

 二、国家应采取措施，与土著人民共同确保土著妇女和儿童享有充分的保护和

保障，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  

第  二十三  条  

 土著人民有权确定和制定其行使发展权的重点和战略。土著人民尤其有权积极

参与制定和确定影响到他们的医疗、住房、及其他经济和社会方案，并尽可能通

过自己的机构管理这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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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四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使用自己的传统医药，有权保留自己的保健方法，包括有权

保护重要的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土著个人还有权享用所有社会和医疗服务，

不受任何歧视。  

 二、土著个人享有获得最佳身心健康的平等权利。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逐步

充分落实此项权利。  

第  二十五  条  

 土著人民有权维持和加强他们同历来拥有、或以其他方式占有和使用的土地、

领土、水域、近海和其他资源特有的精神联系，并在这方面负起他们对后代的责

任。  

第  二十六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享用他们历来拥有、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获得的土

地、领土和资源。  

 二、土著人民有权拥有、使用、开发和控制历来归他们所有、或历来由他们占

有或使用、及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土地、领土和资源。  

 三、国家应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这些土地、领土和资源。这种承认应充分尊重

有关土著人民的习俗、传统和土地所有权制度。  

第  二十七  条  

 国家应在充分承认土著人民的法律、传统、习俗和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

与有关土著人民共同制定和执行公平、独立、公正、开放和透明的程序，承认和

裁定土著人民有关自己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包括有关他们历来拥有或以其

他方式占有或使用的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土著人民有权参与这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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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八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要求补偿他们历来拥有或以其他方式占有或使用、但未经其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而被没收、夺走、占有、使用或破坏的土地、领土和资

源，补偿的办法可包括归还原物，在无法归还原物的情况下，应得到公正、合理

和公平的赔偿。  

 二、除非有关人民自愿另行同意，赔偿的方式应为质量、面积和法律地位相等

的土地、领土和资源，或货币赔偿或其他适当补偿。  

第  二十九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养护和保护环境及其土地、领土和资源的生产能力。国家应

制定和执行对土著人民在这种养护和保护方面的援助计划，不得歧视。  

 二、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未经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不得在

土著人民的土地或领土上存放或倾倒危险材料。  

 三、国家还应采取有效措施，根据需要，确保受危险材料影响的土著人民所制

定和执行的监测、保护和恢复其身体健康的方案得以充分实施。  

第  三十  条  

 一、不得在土著人民的土地或领土上进行军事活动，除非因有关公众利益受到

重大威胁而有必要，或有关土著人民自愿同意或提出要求。  

 二、国家在使用土著人民的土地或领土用于军事活动前，应通过适当程序，特

别是通过土著人民的代表机构，与有关土著人民进行有效协商。  

第  三十一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保存、管理、保护和发展其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及其科学、技术和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人类和遗传资源、种子、医

药、有关动植物群特性的知识、口授传统、著作、图案设计、体育运动和传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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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视觉和表演艺术。他们也有权保存、管理、保护和发展自己对这些文化遗

产、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知识产权。  

 二、国家应与土著人民共同采取有效措施承认和保护行使这些权利。  

第  三十二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确定和制定其土地或领土和其他资源的开发或利用重点和战

略。  

 二、国家在批准任何影响土著人民土地或领土和其他资源，特别是有关开发、

利用或开采其矿产、水利或其他资源的项目前，应通过土著人自己的代表机构，

诚心诚意与有关土著人民协商合作，事先征得他们的自由和知情同意。  

 三、国家应提供有效机制，为任何此类活动提供公正和公平的补偿，并应采取

适当措施，减少对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或精神的不利影响。  

第  三十三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按照其习俗和传统决定自己的身份或归属。这并不损害土著

个人享有获得居住国公民资格的权利。  

 二、土著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程序决定其体制机构，选择这些机构的成员。  

第  三十四  条  

 土著人民有权根据国际人权标准，促进、发展和保持其体制结构及其独特的习

俗、信仰、传统、程序和做法、以及已有的司法制度或惯例。  

第  三十五  条  

 土著人民有权决定个人对其社区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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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六  条  

 一、土著人民，特别是被国际边界隔开的土著人民，有权与边界另一边的同族

和其他人保持和发展接触、关系与合作，包括开展精神、文化、政治、经济和社

会目的的活动。  

 二、国家应与土著人民协商合作，采取有效措施，为行使这一权利提供便利，

确保落实。  

第  三十七  条  

 一、土著人民有权要求他们与国家或其继承国订立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

安排得到承认、遵守和执行，有权要求国家履行和尊重这些条约、协定和其他建

设性安排。  

 二、本《宣言》任何内容都不得解释为可削弱或取消这些条约、协定和建设性

安排所规定的土著人民权利。  

第  三十八  条  

 国家应与土著人民协商合作，采取适当措施，包括立法措施，实现本《宣言》

的目标。  

第  三十九  条  

 土著人民有权从国家和通过国际合作获得资金和技术援助，以享受本《宣言》

所载的各项权利。  

第  四十  条  

 土著人民与国家或其他方发生冲突或争端时，土著人民有权求助于公正和公平

的程序并通过该程序获得迅速裁决；土著个人和集体权利受到侵犯时，土著人民

有权得到有效的补救。这种裁决应充分考虑有关土著人民的习俗、传统、规则和

法律制度，以及国际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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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十一  条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应通过动员资金合作和技术援

助等方式，促进全面落实本《宣言》的规定。应制定相关方式和方法，确保土著

人民参与处理影响到他们的问题。  

第  四十二  条  

 联合国、联合国机构，包括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专门机构，包括国家一级的机构

和各国，应促进尊重和全面执行本《宣言》的规定，跟踪本《宣言》的实际效果。 

第  四十三  条  

 本《宣言》所承认的权利为世界各地土著人民生存、尊严和幸福的最低标准。  

第  四十四  条  

 土著个人，不分男女，均可平等享有本《宣言》承认的所有权利和自由。  

第  四十五  条  

 本《宣言》任何内容都不得理解为削弱或取消土著人民现在享有或将来可能获

得的任何权利。  

第  四十六  条  

 一、本《宣言》任何内容都不得解释为允许任何国家、人民、团体或个人有权

从事任何违背《联合国宪章》的活动或行为。  

 二、行使本《宣言》规定的权利时，应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使本

《宣言》规定的权利，仅受法律规定的符合国际人权义务的限制。任何此类限制

不得带有歧视性，且严格限于确保充分承认和尊重他人权利与自由、满足民主社

会正义和最急迫要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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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本《宣言》规定的解释，应依照公正、民主、尊重人权、平等、不歧

视、善政和诚意的原则。  

1/3.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人权理事会，  

 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关于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原则，  

 回顾世界人权会议 1993 年 6 月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A/CONF.157/24(第一部分 )，第三章 )，其中世界会议鼓励人权委员会继续审查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各项任择议定书，  

 铭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前三届会议期间的讨论情况和取得的进展，  

 1.  欢迎工作组的报告(E/CN.4/2006/47)；  

 2  决定将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延长两年，以拟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的一项任择议定书，并为此请工作组主席在考虑到工作组各届会议期间表

达的关于任择议定书范围和适用等事项的所有意见的前提下编拟任择议定书的初

稿，其中包括与主席在分析文件中概述的各项主要方针相对应的条款草案，以便

用作今后谈判的基础；  

 3.  请工作组每年举行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会议并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4.  决定邀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代表作为专家顾问出席这些会议； 

 5.  决定继续审议此案。  

2006 年 6 月 29 日  

第 21 次会议  

[决议未经表决获得通过。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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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  展  权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领域联合国各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还回顾 1986 年 12 月 4 日大会第 41/128 号决议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  

强调 1993 年 6 月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A/CONF.157/24(Part I)，第三章)， 

回顾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关于发展权的所有决议，  

强调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设立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欢迎人权委员会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的报告(E/CN.4/2006/26)所载 2006 年 1 月 9

日至 13 日举行的工作组第七届会议的成果，  

铭记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  

1.  核可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第七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结论和建议； 

2.  决定将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  

3.  请落实发展权问题高级别工作队在 2006 年年底之前举行为期五个工作日

的会议，以便落实工作组第七届会议报告所载的相关建议；  

4.  请工作组在 2007 年第一季度举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会议；  

5.  请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或其续任专家咨询机制根据大会和人权委员

会决议的相关规定，并按照人权理事会将要作出的决定，继续开展目前有关发展

权的工作；  

6.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执行本决议，并拨付所

需资源；  

7.  决定在 2007 年 3/4 月届会上审议工作组的下一次报告。  

2006 年 6 月 30 日  

第 22 次会议  

[决议未经表决获得通过。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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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  

人权理事会，  

回顾大会 2002 年 3 月 27 日第 56/266 号决议，其中核可了 2001 年 8 月 31 日

至 9 月 8 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

忍现象世界会议通过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A/CONF.189/12 和 Corr.1, 第一

章)，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 2001 年 4 月 18 日第 2001/5 号决议、2002 年 4 月 25 日第

2002/68 号决议、2003 年 4 月 23 日第 2003/30 号决议、2005 年 4 月 20 日第

2005/64 号决议和委员会有关人权的所有相关决议，  

1.  核可载于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第四届会议的报

告(E/CN.4/2006/18)所载的结论和建议；  

2.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各区域集团密切协商，挑选五名高水平的专

家研究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现有国际文书中

的实质性差距的内容和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政府间工作组第四届会议期间举行

的高级别研讨会主席的结论所确定的领域；请专家组与各人权条约机构、当代形

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其

他有关任务负责人协商，编写一份基础文件，其中载有弥合这些差距的手段或途

径的具体建议，包括但不局限于起草一份新的《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任择议定书或通过公约或宣言之类的新的文书；  

3.  请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通过补充建议或更新其监测程序，进一步研究如何

采取措施加强《公约》的执行工作；  

4.  决定两份文件均应提交政府间工作组第五届会议；  

5.  又决定将政府间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三年；  

6.  还决定在 2006 年 9 月第二届会议上继续审议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

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问题。  

2006 年 6 月 30 日  

第 24 次会议  

[决议未经表决获得通过。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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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决  定 

1/101.  主席团成员的职称  

 在 2006 年 6 月 19 日第 1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未经表决决定，将其主席团成

员称为主席和副主席。  

[见第三章。] 

1/102.  人权理事会延长人权委员会的  

       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3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未经表决通过以下案文：  

 “人权理事会，  

 “铭记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

议，特别是其中的第 6 段，  

 “强调必须根据大会该项决议第 6 段的规定，避免在过渡时期出现任

何保护上的漏洞，  

 “1.  决定作为特例将本决定附件所列人权委员会所有特别程序、增

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以及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70 年 5 月 27 日

第 1503(XLVIII)号决议所设程序的任务和任务负责人的期限延长一年，

但须经人权理事会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进行审查；  

 “ 2.  为此请各特别程序、小组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503(XLVIII)号决议所设程序继续执行其任务，并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继续向它们提供必要的支助；  

 “3.  决定核准过渡时期的下列安排：  

“(a) 在下届会议上审议所有特别程序提交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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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决定，该小组委员会的最

后一届会议应于 7 月 31 日开始举行，会期至多四周，包

括其会前工作组和会期工作组会议，并应优先编写：  

(一) 一份关于小组委员会的成绩的文件，其中说明小组委员

会自己对今后向人权理事会提供专家咨询意见的展望和

建议，于 2006 年提交理事会；  

(二) 一份详细说明小组委员会正在开展的研究清单以及对其

所有活动的全面审查，于 2006 年提交理事会；  

 “4.  又决定小组委员会各工作组和社会论坛应按照目前的惯例举行

年会，以向上文第 3(b)(一)段所述小组委员会的文件提供意见；  

 “5.  还决定在下届会议上审议人权委员会移交人权理事会的所有尚

未审议的报告。”  

[见第五章。] 

“附   件 

“执行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延长 

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 

“人权委员会  

 “为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建议而设立的政府间工作组 

 “秘书长任命的海地人权状况独立专家  

 “秘书长任命的索马里人权状况独立专家  

 “布隆迪人权状况独立专家  

 “利比里亚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问题独立专家  

 “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独立专家  

 “乌兹别克斯坦人权状况独立专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503 

(XLVIII)号决议所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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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独立专家  

 “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  

 “经济改革政策和外债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影响问题独立专家  

 “人权与赤贫问题独立专家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古巴人权状况的个人代表  

 “苏丹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a 

 “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  

 “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问

题特别报告员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非法运输和倾倒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料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

题特别报告员  

 “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行为的受害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  

 “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  

 “教育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  

                                                 
a  此任务期限定为直至占领结束为止(见人权委员会 1993 年 2 月 12 日第 1993/2 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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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特别报告员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秘书长柬埔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  

 “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负责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的秘书长代表  

 “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以雇佣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挠行使民族自决权问题工作组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来文工作组  

 “情况工作组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负责编写关于确定性暴力犯罪罪责的困难的详细研究报告特别报告员 

 “详细研究刑事司法系统歧视问题特别报告员  

 “负责具体研究普遍落实国际人权条约问题的特别报告员  

 “负责编写关于腐败及其对充分享受各项人权的影响，特别是对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综合研究报告的特别报告员  

 “负责编写人权与人类基因组问题研究报告的特别报告员  

 “研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不歧视原

则特别报告员  

 “负责编写关于防止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侵犯人权问题的综合研究

报告的特别报告员  

 “负责编写因工作和出身而受歧视问题的综合报告特别报告员  

 “社会论坛  

 “当代形式奴役问题工作组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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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2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未经表决通过以下案文：  

 “人权理事会，  

 “铭记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

特别是大会的决定，即理事会应根据客观和可靠的信息上，以确保普

遍、平等地对待所有国家的方式，定期普遍审议每个国家履行人权义务

和承诺的情况，  

 “考虑到这种审议应是一个基于互动对话的合作机制，由相关国家充

分参与，并考虑到其能力建设的需要，因此该机制应补充、而不是重复

条约机构的工作，  

 “铭记理事会成员在任期内应接受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审议，  

 “又铭记大会在第 60/251 号决议中决定，理事会应在举行首届会议

后一年内，拟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运作方式并拨出必要的时间，  

 “强调必须全面执行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  

 “1.  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制定普

遍定期审议机制的运作方式；  

 “2.  决定工作组可安排举行 10 天(即 20 场 3 小时的会议)配有全套

服务的会议，工作组应为制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留出充分的时间和余

地；  

 “3.  请理事会主席主持工作组的会议，必要时从日内瓦常驻代表团

中抽调一名或几名协调员协助工作，在闭会期间举行不限成员名额、公

开透明、安排有序、包容各方的磋商，所有利益有关方均可参与；  

 “4.  决定可通过不限参加人数的磋商进程，立即开始非正式磋商，

汇集各方面的提案和相关信息及经验，由主席在所有利益有关方参与下

妥善安排时间，进行开放式讨论；  

 “5.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工作组提供关于现有定期

审议机制的背景资料，欧洲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洲

国家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汇集所有利益有关方提出的意见；  



 

42 

 “6.  请工作组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5(e)和 9 段的要求，自

2006 年 9 月起，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在拟定普遍定期审议运作方式和拨出

必要的时间方面的进展情况。”  

[见第五章。] 

1/104.  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的执行情况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3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未经表决通过以下案文：  

 “人权理事会，  

 “强调全面执行大会 2006年 3月 15日大会第 60/251号决议的重要性， 

 “1.  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就审议并在必要

时改进及合理调整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的问题制订具体建议，

以便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通过在闭会期举行不限成员名额、公开

透明、安排有序、包容各方、所有利益有关方均可参与的磋商，保持一

个包含特别程序、专家咨询和申诉程序的制度；  

 “2.  决定工作组可举行 20 天(即 40 场 3 小时的会议)配有全套服务

的会议，工作组应为完成任务留出充分的时间和余地；  

 “3.  请理事会主席主持该工作组的会议，必要时从日内瓦常驻代表

团中抽调一名或几名协调员协助工作，在闭会期间举行不限成员名额、

公开透明、安排有序、包容各方的磋商，所有利益有关方均可参与；  

 “4.  决定可通过不限参加人数的磋商进程，立即开始非正式磋商，

以便汇集各方面的提案和相关信息及经验，由主席在所有利益有关方参

与下妥善安排时间，进行开放式讨论；  

 “5.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工作组提供关于任务和机制运作

的背景资料，汇集所有利益有关方提出的意见，包括特别程序、增进和

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投入；  

 “6.  请工作组从 2006 年 9 月开始向理事会定期报告取得的进展，

以便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完成这一审议工作。”  

[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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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人权理事会第一年工作方案的框架草案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4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考虑到第一年的过渡性质，

未经表决决定，通过理事会第一年工作方案的框架草案。  

 [见第六章。] 

附  件 

工作方案框架草案  

第二届会议 

2006年 9/10月(3周) 

9月 18日至 10月 6日 

第三届会议 

2006年 11/12月(2周) 

11月 27日至 12月 8日 

第四届会议 

2007年 3/4月(4周) 

3月 12日至 4月 6日 

1.  各机制和任务的报告 

特别程序按照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提出

的报告。 

互动对话。 

(报告顺序/编组有待通过有序的、非选择性

的方式决定。) 

 特别程序的新报告。 

互动对话。 

(报告顺序/编组有待通过有序的、

非选择性的方式决定)。 

人权委员会请秘书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人权高专办事处或秘书长编写的

报告、研究报告和其他文件。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XLVIII)号决议所设程
序的报告。 

  

2.  审议和体制建设 

包括如下方面在内的闭会期间机制的进度

报告： 

(a) 普遍定期审议； 

(b) 审议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 

 

包括如下方面在内的闭会期

间机制的进度报告和进一步

讨论或决定： 

(a) 普遍定期审议； 

(b) 审议任务、机制、
职能和职责。 

工作方法。 

议程。 

下列方面的决定： 

(a) 普遍定期审议； 

(b) 审议任务、机制、职能

和职责。 

工作方法。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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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实质性议题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供的最新情

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提供的最新情况。 
(a)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

供的年度报告； 

(b) 就报告问题与高级专员开展 

的互动对话。 

与增进和保护人权有关的其他议题，包括

代表团提出的倡议/议题/决定/决议，可能

时至少在会前 15天通过秘书处提交。 

与增进和保护人权有关的

其他议题，包括代表团提

出的倡议 /议题 /决定 /决

议，可能时至少在会前 15

天通过秘书处提交。 

与增进和保护人权有关的其他议

题，包括代表团提出的倡议/议题/

决定/决议，可能时至少在会前 15

天通过秘书处提交。 

 

 

1/106.  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4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经记录表决 , 以 29 票对 12

票、5 票弃权通过以下案文：  

 “人权理事会，  

“考虑到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期间有关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

人权状况的发言，  

“1.  请各有关特别报告员向理事会下一届会议报告以色列在巴勒斯

坦被占领土侵犯人权的情况；  

“2.  决定在理事会下一届会议上，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

拉伯被占领土的侵犯人权情况及影响进行实质性审议，并将此议题列入理

事会今后各届会议。”  

[见第五章。] 

1/107.  鼓吹种族和宗教仇恨与提倡容忍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4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考虑到各国在人权理事会第

一届会议期间所作的发言中对诽谤宗教、鼓吹种族和宗教仇恨及其最新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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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日增深表关切，经记录表决以 33 票对 12 票、1 票弃权决定，请宗教或信仰

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

忍现象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这一现象、特别是其对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第二款的影响问题向理事会下届会议

提出报告。  

 [见第五章。] 

C.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商定的主席声明  

1/PRST/1.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生效  

 人权理事会主席在 2006 年 6 月 19 日至 30 日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一届会议

上，就理事会审议的题为“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发表声明：  

 1.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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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

定书》经二十个国家批准后，于 2006 年 6 月 22 日生效；  

 2.  重申大会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48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吁请各

缔约国尽早考虑签署和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其中规定了用以制止和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进一步措施”；  

3. 请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预算框架内，确保向参与制止酷刑和协助酷刑受害者

的机构和机制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设施，以响应各会员国对制止酷刑和协助酷刑受

害者所表示的大力支持。  

[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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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RST/2.  劫持人质  

 人权理事会主席在 2006 年 6 月 19 日至 30 日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一届会议

上，就理事会审议题为“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发表声明：  

1. 重申劫持人质的行为，无论发生何地，无论何人所为，都是旨在破坏人权

的严重罪行，罪不可脱；  

2. 强烈谴责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切劫持人质行为，特别是最近发生的劫持和

杀害俄罗斯联邦驻巴格达使馆四名外交官的行为，以及在伊拉克劫持平民的其他

案例；  

3. 重申对劫持人质问题，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协同开展努力，完全按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标准采取行动，以制止这种罪恶行径。  

[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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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举主席团成员、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1.  人权理事会于 2006 年 6 月 19 日至 30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了第一届会

议 (见下文第 22 和 23 段 )。在本届会议期间共举行了 24 次会议 (见 A/HRC/1/ 

SR.1-24) 1 。  

 2.  本届会议由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席扬·埃利亚松先生宣布开幕。  

 3.  在 2006 年 6 月 19 日第 1 次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致辞。  

 4.  在同次会议、2006 年 6 月 23 日第 10 次会议和 6 月 29 日第 20 次会议

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女士作了讲话。 

5. 在第 1 次会议上，2004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女士也作了讲

话。 

B.  出席情况  

 6.   出席本届会议的人员有：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理事会非成员国的观察

员；非联合国会员国的观察员和其他观察员；以及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和相关

组织、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各国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与会

人员名单载于本报告附件四。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7.  在 2006 年 5 月 18 日举行的筹备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非正式磋商中，理事

会成员国同意就主席团成员的选举发表以下声明：  

 我们同意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中选定人权理事会第一任主席。 

                                                 
1  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可以更正，但在统一更正(A/HRC/1/SR.1-24/Corrigendum) 

印发后，即为最后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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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意主席团由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推选的一名主席和四名副主

席组成，一名副主席兼任报告员。  

 候任主席应优先尽速就其余相关问题，如从下一年起从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集团以外的四个区域集团推选理事会主席的地域轮换原则，举

行磋商。  

 8. 在 2006 年 6 月 19 日第 1 次会议上，理事会决定称其主席团成员为主席和

副主席(见上文第二章 B 节，第 1/101 号决定)。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以上协

议，以鼓掌方式选出以下主席团成员：  

主   席：  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先生(墨西哥) 

副主席：  托马什·胡萨克先生(捷克共和国) 

 穆罕默德·卢利什基先生(摩洛哥) 

 布莱斯·戈代先生(瑞士) 

副主席兼报告员：  穆萨·布莱扎特先生(约旦) 

9.  在同次会议上，巴西代表 (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 )就主席团成员

的选举发了言。  

10.  在同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主席也作了讲话。  

D.  高级别会议  

11.  在第一届会议上，以下特邀嘉宾在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a) 在 2006 年 6 月 19 日第 2 次会议上：瑞士联邦委员兼联邦外交部长米

舍利娜·卡尔米－雷伊女士；哥伦比亚副总统弗朗西斯科·桑托

斯·卡尔德龙先生；西班牙第一副主席兼首相府大臣玛丽亚·特雷

萨·费尔南德斯·德拉维加女士；尼泊尔副首相兼外交部长 K.P. 夏

尔马·奥利先生；奥地利联邦外交部长乌尔苏拉·普拉斯尼科女士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和候选国 )；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及宗教事

务部部长豪尔赫·塔亚纳先生；加拿大外交部长彼得·麦凯先生；荷

兰外交部长贝尔纳德·博特先生；智利总统府部长兼秘书长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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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贝洛索女士；芬兰外交部长埃尔基·图奥米奥亚先生；罗马尼亚

外交部长米哈伊－勒兹万·温古雷亚努先生；  

(b) 在同日第 3 次会议上：斯里兰卡灾害管理及人权部长马欣达·萨马拉

辛哈先生；卢森堡副总理兼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让·阿瑟伯恩先生；

加蓬国务部长兼重建和人权部长皮埃尔·克拉韦尔·马甘加·穆萨武

先生；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武克·德拉什科维奇先生；法国外交

部长菲利普·杜斯特－布拉齐先生；摩洛哥司法部长穆罕默德·布祖

巴阿先生；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林先生；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弗

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先生；大韩民国外交和贸易部长潘基文先

生；对此，在 6 月 20 日第 5 次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观

察员相当于行使答辩权发了言；印度对外事务国务部长阿南德·夏尔

马先生；列支敦士登外交部长莉塔·基贝尔－贝克女士；加纳外交部

长纳纳·阿库福－阿多先生；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奥卢耶米·阿德尼吉

先生；毛里求斯外交、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部长马登·穆利达·杜卢

先生；马来西亚外交部政务次长艾哈迈德·沙比利·奇克先生；希腊

副外交部长西奥多·卡西米斯先生；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副外

交部长福阿德·哈萨纳维奇先生；意大利外交部长贾尼·韦尔内蒂先

生；乌拉圭副外交部长贝莱拉·埃雷拉女士；日本外务省副大臣山中

烨子女士；对此，在 6 月 20 日第 5 次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观察员行使答辩权发了言，随后日本代表针对这一发言也行使答

辩权发了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观察员针对这一发言第二次相

当于行使答辩权发了言，随后日本代表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了言；葡

萄牙外交部长贝尔纳多·伊沃·克鲁斯先生；  

(c) 在 2006 年 6 月 20 日第 4 次会议上：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瓦

伊洛·卡尔芬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负责人权、外交和

英联邦事务的国务大臣伊恩·麦卡特尼先生；安道尔外交、文化和合

作部长胡利·米诺韦斯先生；克罗地亚外交和欧洲一体化事务部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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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女士；古巴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

斯·罗克先生；对此，在同日第 5 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观察员行

使答辩权发了言，古巴代表针对这一发言也行使答辩权发了言；爱沙

尼亚外交部长乌尔马斯·帕依特先生；南非社会发展部长佐拉·斯奎

伊亚先生；沙特阿拉伯人权委员会主席图尔基·本·卡利德·苏德里

先生；爱尔兰国务部长诺尔·特里西先生；乌克兰外交部长博瑞·塔

拉修克先生；也门人权部长卡迪戈·海萨米女士；毛里塔尼亚人权、

消除贫困和融合事务专员西德·艾哈迈德·乌尔德·埃尔布先生；苏

丹司法部长兼人权咨询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穆尔迪先生；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姆拉登·伊万尼奇先生；突尼斯外交部

长阿卜杜勒瓦哈卜·阿卜杜拉先生；缅甸外交部长年温先生；  

(d) 在同日第 5 次会议上：教廷对外关系秘书乔瓦尼·拉约洛先生；刚果

民主共和国人权部长玛丽－玛德琳·卡拉拉女士；东帝汶国务部长安

娜·佩索阿女士；墨西哥负责多边事务及人权的副外交部长玛丽

亚·德尔雷富吉奥·冈萨雷斯女士；塞浦路斯副外交部长索托斯·扎

克海奥斯先生；对此，在 2006 年 6 月 22 日第 8 次会议上，土耳其观

察员相当于行使答辩权发了言，塞浦路斯观察员针对这一发言也行使

同一权利发了言，随后土耳其观察员行使同一权利第二次发了言，塞

浦路斯观察员也第二次行使同一权利发了言。中国副外交部长杨洁

篪；俄罗斯联邦副外交部长亚历山大·V. 雅科文科先生；波兰外交

部副国务秘书贾努兹·斯坦奇克先生；阿塞拜疆副外交部长马哈穆

德·马马德克里也维先生；对此，在 6 月 21 日第 6 次会议上，亚美

尼亚观察员行使答辩权发了言；危地马拉规划计划秘书处合作事务副

秘书马尔塔·阿尔托拉吉雷·拉腊翁多女士；立陶宛外交部秘书奥斯

卡拉斯·尤西斯先生；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文邦先生；  

(e) 在 2006 年 6 月 21 日第 6 次会议上：莫桑比克司法部长埃斯佩兰

萨·马沙维拉女士；莱索托司法、人权和教化与法律和宪法事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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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瑞费洛伊·马塞曼尼先生；津巴布韦司法、法律和议会事务部

长帕特里克·安东尼·奇纳马萨先生；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兼外交部

长穆罕默德·贝贾奥伊先生；布隆迪民族团结和人权部长弗朗索瓦

兹·恩冈达哈约先生；马尔代夫外交部长艾哈迈德·沙希德先生；卢

旺达司法部长埃达·穆卡巴圭扎先生；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弗朗西斯

科·卡里翁·梅纳先生；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瓦尔坦·欧斯卡尼恩先

生；对此，阿塞拜疆代表行使答辩权发了言；格鲁吉亚副外交部长乔

治·曼吉加拉德泽先生；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雷蒙德·约翰森先生；

捷克共和国第一副外交部长雅罗斯拉夫·巴斯塔先生；阿尔巴尼亚副

外交部长埃迪斯·哈科西女士；巴林副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

兹·本·穆巴拉克·哈利法亲王；马耳他总理办公室政务次官安东

尼·阿贝拉先生；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欧洲联盟政策和协调事务国务

秘书迈克尔·齐尔默－約翰斯先生；  

(f) 在 2006 年 6 月 22 日第 8 次会议上：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迪米特里

伊·鲁佩尔先生 (还代表人权安全网络 )；塞内加尔部长兼人权及促进

和平高级专员马姆·马西尼·尼昂女士；刚果司法及人权部长加布里

埃尔·恩查－埃比亚先生；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N. 哈桑·维拉尤达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马努切赫尔·穆塔基先生；菲律宾

外交部长阿尔韦托·G. 罗慕洛先生；多哥人权、民主和和解部长马

桑·洛雷塔·阿古缔女士；喀麦隆外交部负责英联邦事务的部长级代

表约瑟夫·迪翁·恩古特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副外交部长

玛丽·比利·赫南德兹女士；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德斯·约翰松先

生。  

E.  常务会议  

 12. 在 2006 年 6 月 21 日第 7 次会议上，理事会在常务会议上听取了以下与会

者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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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约旦、马里、巴基斯坦 (代表伊斯兰会议组

织)、秘鲁。在针对巴基斯坦代表(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发言 , 印度

行使答辩权发了言。随后巴基斯坦也行使同一权利发了言，印度代表

又第二次行使同一权利发了言；  

(b) 非成员国的观察员：澳大利亚、不丹、哥斯达黎加、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埃及、伊拉克、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新西兰、

新加坡、斯洛伐克、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美利坚合众

国；  

(c) 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非洲联盟、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阿拉伯国家联

盟、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民主机制及人权办事处；  

(d) 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的观察员：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世界银行；  

(e) 其他观察员：马耳他骑士团；  

(f) 其他与会者：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主席维多利亚·托利－科尔普

斯女士；深入研究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独立专家保罗·塞尔吉奥·皮涅

罗先生；秘书长关于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雷切

尔·马扬贾女士。  

F.  其他发言  

 13. 在 2006 年 6 月 22 日第 8 次会议上，国家人权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副主席

贾维尔·蒙地苏玛·巴拉甘先生发了言。  

 14. 在同次会议上，非政府组织指定的以下人士也发了言：苏妮拉·阿帕塞科

拉女士；娜塔莎·康迪琦女士；玛尔塔·奥康波德·德瓦斯卡兹女士和阿诺德·宗

卡先生。  

 15.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还根据主席的提议，对世界各地区一切形式的侵

犯人权行为受害者默哀致敬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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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通过议程  

 16. 在 2006 年 6 月 22 日第 9 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主席拟订的第一届会议

议程草案。  

 17.  议程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  

H.  安排工作  

 18. 理事会在 2006 年 6 月 22 日第 9 次会议和 6 月 23 日第 11 次会议上审议了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19. 在第 11 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第一届会议工作方案。  

 20.  工作方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工作方案案文见本报告附件二。  

 21.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一届会议的时间安排方式，但有一项谅

解，即目前的安排是暂时的，不应成为未来届会因循的先例。  

I.  会议次数和文件  

22. 如上文第 1 段所述，理事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共举行了 24 次有完全服务的

会议。  

23. 2006 年 6 月 19 日第 1 次会议、6 月 26 日第 13 次会议、6 月 27 日第 16

次会议和 6 月 30 日第 23 次会议属于不涉及额外费用的附加会议。  

24. 理事会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载于本报告第一章。  

25.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以及协商一致商定的主席声明载于第

二章。  

26. 附件一载有理事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议程。  

27. 附件二载有理事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工作方案。  

28. 附件三载有估计理事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以及理事会协商一致

商定的主席声明所涉的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29. 附件四载有针对议程项目 1 至 6 进行的辩论时发言者的名单。  

 30.  附件五载有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分发的文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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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31.  理事会在 2006 年 6 月 23 日第 10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3。2 

 32.  在同次会议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女士发言说明

了她为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编写的报告 (E/CN.4/2006/10、 Add.1、 Add.1/ 

Corr.2、Add.2 以及 E/CN.4/2006/119)。  

 33.  在接下来的意见交流中，以下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并向高级专员提出了

问题，高级专员回答了这些问题：  

(a) 阿根廷、奥地利  3 (代表欧洲联盟 )、加拿大、中国、芬兰、危地马

拉、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约旦、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巴基

斯坦(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 )、秘鲁、波兰、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

斯里兰卡、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  

(b) 以下国家或方面的观察员：比利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挪威、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美利坚合

众国、乌兹别克斯坦、巴勒斯坦；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犹太人组织协商理事会、国际犹太人委员

会、人权国际服务社。  

 34.  在同次会议上，高级专员作了总结发言。  

                                                 
2  见上文脚注 1 (第三章第 1段)。 
3  代表一个或多个理事会成员国发言的理事会观察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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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会 2006年 3月 15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 

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35.  理事会在 2006 年 6 月 23 日第 11 次会议、6 月 26 日第 12 至 14 次会

议、6 月 27 日第 15 至 17 次会议、6 月 28 日第 18 至 19 次会议、6 月 29 日第 20

和第 21 次会议、以及 6 月 30 日第 22 至第 24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4。4 

A.  与特别程序协调委员会主席、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副主席和第十八次人权条约  

机构主席会议主席交换意见  

 36.  在 2006 年 6 月 23 日第 11 次会议上，特别程序协调委员会主席威滴·汶

达蓬先生、第十八次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主席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和增进和保护

人权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副主席易卜拉欣·萨拉马先生讲了话。  

 37.  在接下来的意见交流中，以下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并向讲演者提出了问

题，讲演者回答了这些问题：  

(a)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  5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保加利

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

土耳其，以及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家――阿尔巴尼

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

兰赞同发言 )、巴西、加拿大、古巴、芬兰、印度尼西亚、日本、墨

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瑞

士；  

(b) 智利的观察员；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大赦国际 (还代表人权观察社、人权联盟

国际联合会和国际人权服务社 )、国际大学妇女联合会、国际妇女权

                                                 
4  见上文脚注 1(第三章第 1段)。 
5  见上文脚注 3(第 33段)。 



 

56 

利行动观察、明尼苏达人权倡导者协会和世界反对酷刑组织 (还代表

防止酷刑协会和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  

 38.  在同次会议上，第十八次会议主席、协调委员会主席和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

届会议副主席作了总结发言。 

B.  讨论主席经与理事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磋商后提出的议题，  

包括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支持  

《达尔富尔和平协定》：援助进一步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 

通过促进容忍和对话，避免以宗教或种族为理由鼓吹仇恨和  

暴力；将在 2006 年 9 月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举行的  

国际移徙及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将涉及的移民人权  

问题；人权捍卫者在增进和保护人权中的作用  

 39.  在 2006 年 6 月 26 日第 12 和 13 次会议上，理事会讨论了主席经与理事

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磋商后提出的议题。以下与会者作了发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 )、阿根廷、奥

地利  6 (代表欧洲联盟 )、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西、加拿

大、中国、古巴、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约旦、马

来西亚、马里、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巴基斯坦 (代表伊斯兰会议

组织 )、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

瑞士、突尼斯(还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b) 有关国家或方面的观察员：以色列、黎巴嫩、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巴勒斯坦；  

(c)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智利、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科威

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泊尔、尼加拉瓜、挪威、卡塔尔、西班

牙、瑞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利坚合众国；  

(d)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 (还代表亚太妇女、

法律和发展论坛，组织、研究和教育中心，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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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世界教育协会 (还代表世界进步犹太教联盟 ) 、巴哈教国际联

盟、圣约信徒国际理事会  (还代表犹太人组织协调委员会、泽诺协

会、印第安人社会协会、国际犹太人律师和法学家协会、塞加尔基金

会、联合国观察、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和世界进步犹太教联

盟) 、哥伦比亚法学家委员会、人权倡导者协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

者协会、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 (还代表人权观察社和国际法学家委员

会 ) 、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 (还代表世界反对酷刑组织 )、国际人道与

伦理联合会、国际人权服务社、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反对种族主

义支持各民族友好运动、妇女行动联合会、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40.  在同日第 13 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代表、以及哥伦比亚、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兹别

克斯坦及巴勒斯坦的观察员行使答辩权或相当于行使答辩权发了言。  

C.  审议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政府间工作组的报告  

 41.  在 2006 年 6 月 26 日第 13 次会议上，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政府间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胡安·马塔比特先生介绍了为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

议编写的工作组报告(E/CN.4/2006/18)。  

 42.  以接下来的讨论中，以及在同日第 14 次会议上，以下与会者发了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 )、阿根廷、奥

地利  7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

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以及参与稳定与结

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

尔维亚赞同发言 )、阿塞拜疆、巴西 (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

团 )、喀麦隆、中国、古巴、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 (代表属于伊

斯兰会议组织的理事会成员国 )、波兰、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南

非、瑞士、乌拉圭；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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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观察员；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各民族友好运动、国际

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 (还代表宗教间国际、国际青年和学生拥护联合

国运动、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各民族友好运动 )、二十一世纪南北合作

会议。  

43.  在同日第 14 次会议上，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作了总结发言。 

D.  审议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44.  在 2006 年 6 月 26 日第 14 次会议上，为监测和审查增进与落实发展权进

展情况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易卜拉欣·萨拉马先生介绍了为人

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编写的工作组报告(E/CN.4/ 2006/26)。  

 45.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以及在 2006 年 6 月 27 日第 15 次会议上，以下与会

者作了发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  8 (代表欧洲联

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以及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

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赞同发言)、孟

加拉国、巴西 (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 )、中国、古巴、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代表不结盟运动和中国)、摩洛哥、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代表参加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理事会成员国 )、菲律宾、波

兰、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南非、赞比亚；  

(b) 观察员国：卢森堡、泰国、美利坚合众国；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欧洲――第三世界中心、方济各会国际、

“图帕赫·阿马鲁”印第安人运动；  

(d) 以下国家人权机构的观察员：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  

46.  在 6 月 27 日第 15 次会议上，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作了总结发言。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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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审议为审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一项任择议定书的各种拟订方案而设的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47.  在 2006 年 6 月 27 日第 15 次会议上，为审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一项任择议定书的各种拟订方案而设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兼报告

员卡塔莉娜·德阿尔布克尔克女士介绍了为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编写的工作

组报告(E/CN.4/2006/47)。  

48.  以接下来的讨论中，以下与会者发了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 )、阿根廷、奥

地利  9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

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以及参与稳定与结

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

尔维亚、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赞同发言 )、阿塞拜疆、巴西

(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 )、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

亚、日本、墨西哥、摩洛哥、荷兰、秘鲁、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

斯联邦、塞内加尔、南非、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

拉圭；  

(b)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葡萄牙、西班牙、美利坚合众国；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 (还代表大赦国

际、住房权利与驱逐房客问题中心、方济各会国际、国际法学家委员

会、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和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欧洲――第三世

界中心、人权常设大会、妇女行动联合会。  

49.  在同次会议上，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作了总结发言。  

50.  在同日第 16 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代表行使答辩权发了言。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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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审议拟订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规范性文书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51.  在 2006 年 6 月 27 日第 15 次会议上，审议拟订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书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贝尔

纳·克塞德让先生介绍了为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编写的工作组报告

(E/CN.4/2006/57)。  

 52.  以接下来的讨论中，以及在同日第 16 次会议上，以下与会者发了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  10 (代表欧洲联

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以及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

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成员国――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赞同

发言)、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

喀麦隆、中国、古巴、厄瓜多尔、法国、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

日本、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乌拉圭； 

(b)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比利时、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希腊、

西班牙、美利坚合众国；  

(c)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员；  

(d)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非自愿失踪受害者家属协会、拉丁美洲失

踪的被拘禁者亲属协会联合会 (还代表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社、国际

法学家委员会、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和人权服务社 ) 、人权常设大

会、菲律宾人权信息中心 (还代表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人道主义者

促进人权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发展问题国际非政府组织论坛和非暴力

国际) 、妇女行动联合会、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e) 以下国家人权机构的观察员：摩洛哥人权协商理事会。  

53.  在同日第 16 次会议上，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作了总结发言。 

54.  在同日第 17 次会议上，菲律宾还行使答辩权发了言。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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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审议拟定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的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55.  在 2006 年 6 月 27 日第 17 次会议上，拟定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

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路易斯－恩里克·查维斯先生介绍了为人权委

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编写的工作组报告(E/CN.4/2006/79)。  

56.  以接下来的讨论中，以下与会者发了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奥地利 11 (代表

欧洲联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以及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

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列支敦士登—欧洲

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赞同发言)、孟加拉国、巴西

(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喀麦隆、加拿大、中国、古巴、厄

瓜多尔、芬兰(代表北欧国家和爱沙尼亚)、法国、危地马拉、印度、日

本、墨西哥、秘鲁、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南非、乌拉圭； 

(b)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澳大利亚 (还代表新西兰和美利坚合众国 )、玻利

维亚、智利、刚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拿马、西班牙；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大赦国际 (还代表人口与发展问题加拿大

行动协会、人权共同行动协会、文化生存组织、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

会、土著人民文献研究和信息中心、促进一体化发展的地方倡议、国

际人权和民主发展中心、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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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荷兰土著人民中心 ) 12、库

纳人联合争取纳布瓜纳协会、俄罗斯联邦北方、西伯利亚及远东土著民

族协会、土著居民和岛民研究行动基金会、南美洲印第安人理事会、

印第安人法律资源中心、“图帕赫·阿马鲁”印第安人运动、美洲少

数群体国际人权协会、本土资源开发国际组织 (代表北美地区土著人

民核心组 )、国际人权服务社、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因努伊特人北

极圈会议 (还代表萨米理事会 )、安第斯土著人民自治发展法学家委员

会、特波提巴基金(土著人民政策研究和教育国际中心)。  

57.  在同次会议上，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作了总结发言。  

H.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58.  在 2006 年 6 月 28 日第 18 次会议上，理事会讨论了普遍定期审议机制问

题。以下与会者发了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 )、奥地利  13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

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以及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

的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

亚，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赞同发言 )、阿塞拜疆、孟加拉

国、巴西、加拿大 (还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古巴、加纳、

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 (代表伊斯

                                                 
12  发言获得了以下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南方合作协会、非洲地区土著人民核心

组、土著人民协调会、阿尔马西加文化间工作组、北极地区土著人民核心组、亚洲地区

土著人民核心组、与南方合作协会――Las Segovias、区域合作协会国际、城市绿色解决

办法、全球变暖解决办法和环境意识联盟、自由选举无线电网、人权论坛、全球公民中

心、全球交互协会、夏威夷人权协会、国际妇女、教育和发展志愿组织、 IBIS, 

Insamlingsstiftelsen Ett klick för skogen、“开路者之友”加拿大普世教会正义倡议、KWIA

佛兰芒支持土著人民小组、权利和自由联盟、加拿大采矿观察、Mugarik Gabe、北美地区

土著人民核心组、太平洋地区土著人民核心组、安大略公共利益研究组、雨林行动网

络、Robin Wood、白俄罗斯地区土著人民核心组。 
13  见上文脚注 3(第 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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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会议组织 )、菲律宾、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

南非、斯里兰卡、瑞士、乌克兰、乌拉圭、赞比亚；  

(b)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亚美尼亚、不丹、智利、哥伦比亚、科特迪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列支敦士登、尼泊尔、新加坡、泰国、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越南；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还代表法律与仲裁中

心、亚洲法律资源中心、印度尼西亚发展问题国际非政府组织论

坛 )、人权观察社 (还代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

国际人权服务社、世界反对酷刑组织 )、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反

对种族主义支持各民族友好运动；  

(d) 以下国家人权机构的观察员：菲律宾人权委员会 (还代表摩洛哥人权

协商理事会、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法国国家人权协商委员会――  

代表国家人权机构欧洲集团)。  

I.  审议各项任务和机制  

 59.  在 2006 年 6 月 28 日第 19 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

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讨论了审议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的

问题。以下与会者发了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 )、阿根廷、奥

地利  14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

国――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以及参与稳

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塞尔维亚、列支敦士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以及摩尔

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赞同发言 )、巴西、中国、古巴、印度尼西亚、

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  15 (还代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秘鲁、俄

罗斯联邦、瑞士、突尼斯；  

                                                 
14  同上。 
15  代表一个成员国和一个观察员国发言的理事会观察员国。 



 

64 

(b)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智利、哥伦比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挪威、新加坡、泰国、美利坚合众国；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社 (还代表人权联盟

国际联合会 )、“图帕赫·阿马鲁”印第安人运动、国际印第安条约

理事会 (还代表土著居民和岛民研究行动基金会、土著世界协会 )、争

取人民权利和自由国际联盟、本土资源开发国际组织 (还代表库纳人

联合争取纳布瓜纳协会、土著居民和岛民研究行动基金会、土著世界

协会、国际印第安条约理事会、安第斯土著人民自治发展法学家委员

会、萨米理事会 )、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还代表亚洲人权与发展

论坛、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明尼苏达人权促进会、大同协会 (国际

天主教知识和文化事务运动和国际天主教学生运动 )、妇女行动联合

会、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世界反对酷刑

组织。  

J.  关于人权的对话和合作  

60.  在 2006 年 6 月 29 日第 20 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

第 60/251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 10 段和第 5(a)段，讨论了关于人权的对话和合作，包

括人权教育和学习、咨询服务、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等问题。  

6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女士和副高级专员梅

勒·汗·威廉斯女士就此作了发言。  

62.  以下与会者发了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 )、奥地利  16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

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

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以及

摩尔多瓦共和国赞同发言 )、加拿大、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

亚、日本、墨西哥、大韩民国、斯里兰卡、瑞士；  

                                                 
16  见上文脚注 3(第 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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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哥伦比亚、科特迪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泊

尔、斯洛文尼亚、瑞典、坦桑尼亚、泰国；  

(c) 教廷的观察员；  

(d)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观察员：  

(e)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妇女全球领导地位中心、Ius Primi Viri国

际协会、国际创价学会 (还代表行星合成学会、宗教间国际、国际宗

教自由协会、国际老年学和衰老学协会、国际犹太妇女理事会、国际

妇女理事会、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种族主义

国际运动、促进教育自由国际组织、世界路德教会联合会、泛太平洋

和东南亚妇女协会、大同协会 (国际天主教知识和文化事务运动和国

际天主教学生运动 )、清洁能源全球协会、塞尔瓦斯国际社、世界和

平国际妇女联合会、妇女的世界首脑会议基金会、世界卫理公会及其

联系教会女教友联合会、天主教妇女组织世界联盟、世界基督教女青

年会、世界妇女组织)。 

K.  杂   项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63.  在 2006 年 6 月 29 日第 21 次会议上，法国代表介绍了决议草案

A/HRC/1/L.2。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为：安道尔、阿根廷、亚美尼亚、奥地利、比利

时、玻利维亚、喀麦隆、智利、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

国、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洪都拉

斯、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墨西

哥、秘鲁、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乌拉

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

利亚、克罗地亚、厄瓜多尔、日本、立陶宛、马里、毛里求斯、摩纳哥、摩洛

哥、挪威、巴拿马、波兰、大韩民国、塞尔维亚共和国、塞内加尔、南非、东帝

汶、乌克兰后加入为提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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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芬兰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参与稳定与结

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欧洲

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危地

马拉、日本、秘鲁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就决议草案作了发言。  

65.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153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这项决议草案所涉行

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17。  

 66.  加拿大、厄瓜多尔和斯里兰卡的代表发言解释了其代表团的立场。  

67.  决议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案文见第二章 A 节，第 1/1 号决

议。  

人权委员会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14 号决议第 5 段起草一份宣言的  

工作组  

68.  也在同次会议上，秘鲁代表介绍了决议草案 A/HRC/1/L.3。决议草案的

提案国为：亚美尼亚、贝宁、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丹麦、爱沙

尼亚、芬兰、法国、希腊、危地马拉、海地、莱索托、墨西哥、尼加拉瓜、挪

威、巴拿马、秘鲁、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安道尔、奥地利、玻利维亚、喀麦隆、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洪都

拉斯、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马耳他、圣基茨和尼维斯、南非、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东帝汶后加入为提案国。  

69.  危地马拉、墨西哥和瑞士的代表就决议草案作了发言。  

70.  孟加拉国、加拿大、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俄罗斯联邦的

代表在表决前发言解释投票立场。  

 71.  应加拿大代表的请求，对决议草案进行了记录表决，决议草案以 30 票对

2 票、12 票弃权获得通过(见第二章 A 节)。  

                                                 
17  附件三载有估计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以及理事会商定的主席声明所涉的行政和方

案预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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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德国、日本、毛里求斯、摩洛哥、乌克兰

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在表决后发言解释投票立场。  

 73.  巴林和约旦的代表说，它们的代表团不打算参加表决。  

 74.  作为例外，土著人民核心组的代表就该决议作了发言。  

 75.  通过的决议案文见第二章 A 节，第 1/2 号决议。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76.  在同次会议上，葡萄牙的观察员介绍了决议草案 A/HRC/1/L.4/Rev.1。决

议草案的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佛得角、智利、哥伦

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吉布提、厄瓜多尔、芬兰、法国、加纳、

危地马拉、几内亚、意大利、莱索托、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摩洛

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塞内加尔、塞尔维

亚、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东帝汶、突尼斯、乌克兰、乌拉圭、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赞比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联邦之后加入为提案

国。  

 77.  危地马拉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就决议草案作了发言。  

 78.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决议草案所涉行

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18。  

 79.  加拿大代表发言解释了该国代表团的立场。  

 80.  决议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案文见第二章 A 节，第 1/3 号决

议。  

发展权  

81.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2 次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介绍了决议草案 A/ 

HRC/1/L.7。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为：中国和马来西亚(代表属于不结盟运动的联合国

会员国)。阿富汗、德国、厄瓜多尔、立陶宛和乌拉圭后加入为提案国。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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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决议草案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19 

83.  加拿大代表发言解释了该代表团的立场。  

 84.  决议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案文见第二章 A 节，第 1/4 号决

议。  

人权理事会延长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  

85.  在同日第 23 次会议上，副主席布莱斯·戈代先生(瑞士)介绍了主席提出

的决定草案 A/HRC/1/L.6。  

86.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决定草案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20 

87.  加拿大、中国 (代表观点相同的国家 )、古巴、芬兰 (代表欧洲联盟 )和俄罗

斯联邦的代表发言解释了各自代表团的立场。  

 88.  决定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案文见第二章 B 节，第 1/102 号决

定。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89.  在同次会议上，副主席穆罕默德·卢利什基先生(摩洛哥)介绍了主席提出

的决定草案 A/HRC/1/L.12, 并对之作了口头订正。  

90.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决定草案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21 

91.  决定草案经口头订正后，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案文见第二章 B

节，第 1/103 号决定。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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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的执行情况  

92.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3 次会议上，副主席托马什·胡萨克先生(捷克

共和国)介绍了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A/HRC/1/L.14, 并对之作了口头订正。  

93.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决定草案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22 

94.  决定草案经口头订正后，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案文见第二章 B

节，第 1/104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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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定书》的生效 

95.  在同日第 24 次会议上，主席代表理事会分发了订正声明草案 A/HRC/1/ 

L.5。  

96.  丹麦观察员对声明草案作了口头订正。  

 97.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主席声明草案所

涉的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23 

 98.  阿根廷代表发言解释了该代表团的立场。   

99.  声明草案经口头订正后获得理事会协商一致同意。商定的案文见第二章

C 节，第 1/PRST/1 号主席声明。  

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  

 100.  在同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代表介绍了决议草案 A/HRC/1/L.8。决议草

案的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智利、古巴、印度尼西亚、墨西

哥和乌拉圭。阿塞拜疆、危地马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秘鲁、菲律宾、泰国和

东帝汶后加入为提案国。  

101.  加拿大代表就决定草案作了发言。  

                                                 
22  同上。 
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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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决议草案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24 

103.  决议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案文见第二章 A 节，第 1/5 号决

议。  

劫持人质  

104.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代表理事会分发了订正声明草案 A/HRC/1/L.9。  

105.  声明草案经订正后获得理事会协商一致同意。商定案文见第二章 C 节，

第 1/PRST/2 号主席声明。  

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  

106.  在同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 (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 )介绍了决定草案

A/HRC/1/L.15 并对之作了口头订正。决定草案的提案国为：阿富汗、阿尔及利

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古巴、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 (伊斯兰共和

国 )、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

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南非、苏丹、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几内亚、伊拉克和马里后加入为提案国。  

107.  突尼斯代表 (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 )，以及以色列、黎巴嫩、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及巴勒斯坦的观察员就决定草案作了发言。  

108.  加拿大 (还代表澳大利亚)、芬兰(代表属于欧洲联盟的理事会成员国和加

入国 )危地马拉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代表欧洲联盟 )的代表在表决前发

言解释投票立场。  

109.  应芬兰代表 (代表欧洲联盟 )请求，对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进行了记录

表决。决定草案以 29 票对 12 票、5 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西、中

国、古巴、厄瓜多尔、加蓬、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马来西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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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

宾、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突

尼斯、乌拉圭、赞比亚。  

反对：  加拿大、捷克共和国、芬兰、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波兰、

罗马尼亚、瑞士、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弃权：  喀麦隆、加纳、危地马拉、尼日利亚、大韩民国。  

110.  阿根廷、日本、瑞士和乌拉圭的代表在表决后发言解释投票立场。  

111.  通过的决定案文见第二章 B 节，第 1/106 号决定。  

鼓吹种族和宗教仇恨与提倡容忍  

112.  在同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 (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 )介绍了决议草案

A/HRC/1/L.16 并对之作了口头订正。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约旦、黎巴嫩、马来西亚、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苏

丹和突尼斯。阿富汗、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几内亚、印度尼

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后加入为提案国。  

113.  加拿大和芬兰 (代表属于欧洲联盟的理事会成员国和加入国罗马尼亚 )的

代表在表决前发言解释投票立场。  

114.  应加拿大代表请求，对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进行了记录表决。决定草

案以 33 票对 12 票、1 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西、喀麦

隆、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加蓬、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印

度尼西亚、约旦、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

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沙特阿

拉伯、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突尼斯、乌拉圭、赞比亚。  

反对：  加拿大、捷克共和国、芬兰、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波兰、

罗马尼亚、瑞士、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弃权：  大韩民国。  

 115.  通过的决定草案案文见第二章 B 节，第 1/107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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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年的工作方案 

116.  在 2006 年 6 月 29 日第 20 次会议和 6 月 30 日第 24 次会议上，理事会

审议了议程项目 5。25  

117.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4 次会议上，挪威观察员就本议程项目以及主

席提出的关于理事会第一年工作方案框架草案 (见下文第 119 段 )的决定草案

A/HRC/1/L.13 发了言。  

118.  以下与会者也发了言：  

(a) 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澳大利亚  26 

(还代表加拿大和新西兰 )、奥地利  27 (代表欧洲联盟、加入国―― 保

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和土耳其、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 )、古巴、

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瑞士；  

(b)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观察员；  

(c)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犹太人组织协调委员会 (还代表圣约信徒

国际理事会、国际犹太人律师和法学家协会、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

组织 )、人权观察社、印第安人教育理事会、不结盟问题研究国际学

院、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各民族友好运动。  

人权理事会第一年工作方案的框架草案  

119.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4 次会议上，挪威观察员介绍了主席提出的决

定草案 A/HRC/1/L.13, 并对之作了口头订正。。  

120.  芬兰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解释了该代表团的立场。  

121.  决定草案经口头订正后，未经表决获得通过。通过的案文见第二章 B

节，第 1/105 号决定。  

                                                 
25  见上文脚注 1 (第三章第 1段)。 
26 见上文脚注 15 (第五章第 62段)。 
27 见上文脚注 3 (第五章第 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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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权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提交大会的报告 

122.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4 次会议上，副主席兼报告员穆萨·布莱扎特

先生(约旦)介绍了理事会的报告草稿(A/HRC/1/L.10)，其中载有截至 2006 年 6 月

29 日第 21 次会议结束时的议事情况和通过的决议案文。  

 123.  巴西代表就报告草稿、并就主席在 6 月 26 日举行的第 12 和第 13 次会

议上与理事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磋商的基础上确定的议题的讨论情况发了言 (又见

上文第三章 B 节，第 39 段)。  

124.  报告草稿获得通过，但有待核准，还有一项谅解是，理事会第一届会议

的议事情况、通过的所有决议和决定案文以及协商一致商定的主席声明 (A/HRC/1/ 

L.10 和 Add.1)将列入最后报告。  

 125.  理事会决定委托报告员完成报告。  

 



 

74 

附  件 

附 件 一 

议  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4.  大会 2006年 3月 15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5.  第一年的工作方案。  

6.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提交大会的报告。  



 

 

 75

附 件 二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工作方案 a 

  第  一  周  第二  周  

  6 月 19 日  6 月 26 日(会议从上午 9 时延续到下午 6 时) 

成立会议  
选举主席团成员  

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  
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上
午

 

高级别会议  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  

星
期
一

 下
午

 

高级别会议  发展权问题工作组  

  6 月 20 日  6 月 27 日(会议从上午 9 时延续到下午 6 时)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上

午

 

高级别会议  为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起草一份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书  
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星
期
二

 

下
午

 

高级别会议  
起草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6 月 21 日  6 月 28 日  

上
午

 

高级别会议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星
期
三

 

下
午

 

常务会议  
审议各项任务和机制  

(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 
(延长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 ) 

 

                                                 
a 理事会 2006年 6月 23日第 11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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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2 日  6 月 29 日  

上
午

 

高级别会议  理事会未来届会的工作方案  

星
期
四

 

下
午

 

高级别会议  

国家人权机构发言  
非政府组织发言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关于人权的对话和合作(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  
序言部分第 10 段和第 5(a)段) 

(人权教育和学习、咨询服务、技术  
援助和能力建设) 

结论和建议，包括有关各项机制和任务的  
临时措施  

  6 月 23 日  6 月 30 日(会议从上午 9 时延续到下午 6 时) 

(续) 上
午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  
报告  

与高级专员的互动对话  
(续) 

星
期
五

 下
午

 

特别程序协调委员会主席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  
委员会副主席  

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主席  

(续) 

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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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及理事会 

该届会议协商一致商定的主席声明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1/1.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1.  理事会第 1/1 号决议第 1 和第 2 段：  

(a) 通过该决议所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案文；并  

(b)  建议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通过该《公约》。  

 2.  《公约》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指出，将设立一个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履行

《公约》规定的职能。并指出，委员会将由 10 名德高望重、在人权领域才能得到

公认的专家组成。他们应以个人身份任职 , 秉持独立的公正之立场。  

 3.  如第二十六条第二和第三款所规定，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委员应由《公

约》缔约国选出，委员的初次选举最迟应在《公约》生效日之后 6 个月内举行。  

 4.  第二十六条第七款指出，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委员会有效履行职能提供必要

的手段、工作人员和便利。根据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约》应在第二十件

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的第 30 天生效。取决于会员国给予公约迅速生效的优

先重视程度，《公约》可能在 2008-2009 两年期内生效。  

 5.  《公约》如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获得通过，预计 2006-2007 两年期 a

不会有《公约》所涉的方案预算问题。如果《公约》在 2008-2009 两年期生效，估

计两年总共需要 1,880,600 美元，详情如下：  

  

                                                 
a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6号》(A/60/6/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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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第 23款，人权 

工作人员费用、代表旅费以及工作人员和每日生
活津贴 

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
理 

会议服务 

第 28E款，日内瓦行政事务 
有关会议服务 

846,700 

 
 

1,024,000 
 

9,900  

共  计 1,880,600  
 

 6.  这一估计所据的设想是，委员会将在 2008 年举行第一届组织会议并将在

2009 年举行两届会议。估计依据的其他设想包括，委员会可能决定根据《公约》

第三十三条在 2009 年安排访问两个缔约国。还设想(根据其他委员会进行访问的经

验)每次访问至少为期两周，由 3 个委员在 4 名工作人员和口译陪同下进行。在这

个两年期中向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服务所需的最低限度秘书处支助将为 1 名 P-4 和 1

名 P-3 职等员额以及 1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  

 7.  如果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得到满足，预期上述所需经费将联系 2008-

2009 两年期方案概算予以审议。  

 8.  因此，无须因大会通过该《公约》而对 2006-2007 两年期追加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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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 1/1 号决议估计在 2008-2009 两年期可能需要的经费汇总  

(美元) 

 预算条款 2008年 
估计所需经费 

2009年 
估计所需经费 

2008-2009年
共 计 

会议服务费 2.大会和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事务和会
议管理 

338,900 685,100 1,024,000 

会议服务费 28E.日内瓦行政事务 3,700 6,200 9,900 

工作人员费用(1 名 P-4、1 名
P-3和 1名一般事务人员)* 

23.人权 211,200 211,200 422,400 

1. 三届会议，每届 5个工作日  

10 名委员前往日内瓦的旅
费(平均 5,000美元) 

23.人权 50,000 100,000 150,000 

每日生活津贴，* 每届会议
393美元 

23.人权 27,500 55,000 82,500 

2. 每年 2次外地访问团的旅费
(每次 10天) 

 

3名委员(平均 5,000美元) 23.人权 30,000 30,000 60,000 

委员会委员每日生活津贴
(平均 280美元) 

23.人权 23,500 23,500 47,000 

4名工作人员 
(平均 2,500美元) 

23.人权 10,000 10,000 20,000 

4名口译员 
(平均 2,500美元) 

23.人权 10,000 10,000 20,000 

工作人员每日生活津贴 
(平均 200美元) 

23.人权 11,200 11,200 22,400 

口译员每日生活津贴 
(平均 200美元) 

23.人权 11,200 11,200 22,400 

共  计  727,200 1,153,400 1,880,600 

 

* 专业人员员额的每日生活津贴按 50%计算，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的每

日生活津贴按 6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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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问题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1.  理事会第 1/3 号决议第 2 至第 4 段：  

(a)  决定将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延长两年，以拟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的一项任择议定书，并为此请工作组主席在考虑到工作组

各届会议期间表达的所有意见的前提下，编拟任择议定书的初稿，以

便用作今后谈判的基础；  

(b)  请工作组每年举行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会议，并向人权理事会提出报

告；  

(c)  决定邀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名代表作为专家顾问出席

这些会议。  

 2.  估计工作组的两届为期 10 天的会议需要在 2006-2007 两年期中为代表提

供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以及会议服务的全额费用如下：  

 

 (美元) 

第 2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 794,400 

第 23款，人权 23,200 

第 28E款，日内瓦行政事务 13,200 

共  计 830,800 
 

 3.  决议第 2 段和第 3 段要求的关于延长工作组任务期限和会议的资源问题已

纳入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

理”以及第 28E 款“日内瓦行政事务”。因此通过该决议不会需要额外的会议服务

经费。 

 4.  决议第 3 段和第 4 段中设想的各项活动将要求为工作组主席及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代表提供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在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中，这些所需经费列在第 23 款“人权”下，计 23,200 美元。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的相关费用将在该两年期方案预算为第 23 款“人权”核准的总资源中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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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  展  权  

 1.  理事会第 1/4 号决议第 2 至第 4、第 6 和第 7 段：   

(a) 决定将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  

(b) 请落实发展权问题高级别工作队在 2006 年年底之前举行为期 5 个工作

日的会议，以便落实工作组第七届会议报告 (E/CN.4/2006/26)所载的相

关建议；  

(c) 请工作组在 2007 年第一季度举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会议；  

(d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拨付所需资源以切实执

行第 1/4 号决议；  

(e) 决定在工作组 2007 年 3 月 4 月届会上审议其下一次报告。  

 2.  估计在 2006-2007 年两年期将需要 478,000 美元的会议服务费、旅费和每

日生活津贴。  

 3.  会议服务费和工作组的旅费资源已编入 2006-2007 年方案预算的第 2“大

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第 23 款“人权”和第 28E 款“日内瓦

行政事务”，以使工作组每年可举行为期 5 天的会议。工作组如需额外开会，则

在第 23 款“人权”下可能需要额外的旅费。秘书处将在可能范围内在现有资源中

匀支工作组的所需经费。  

 4.  还应注意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B 号决议第六节的规定，其中

大会重申行政和预算问题应由第五委员会和行政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处理。  

1/5.  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政府间工作组  

 1.  理事会第 1/5 号决议第 2 至第 5 段：   

(a)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各区域集团密切协商，挑选 5 名高水平的专

家研究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现有国际

文书中的实质性差距的内容和范围。专家组应与各人权条约机构、当代形

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问题特别报告员

以及其他有关任务负责人协商，编写一份基础文件，其中载有弥合这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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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手段或途径的具体建议，包括但不局限于起草一份新的《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议定书或通过公约或宣言之类的新的文书；  

(b) 请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通过补充建议或更新其监测程序，进一步研究如何

采取措施加强《公约》的执行工作；  

(c) 决定两份文件均应提交工作组第五届会议；  

(d) 决定将工作组任务期限再延长三年。  

 2.  估计 2006-2007 两年期的所需经费为 579,800 美元，详情如下：在第 2 款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下 272,700 美元用于会议服务；在第

23 款“人权”下 200,500 美元用于 5 位专家和协助 5 位专家工作 6 个月的临时一

般事务助理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在第 28E 项“日内瓦行政事务”下 6,600 美元

用于会议服务。预期在 2008-2009 两年期还需要 758,700 美元的会议服务费。  

 3.  有关延长工作组任务期限的会议服务费已编入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和第 28E 款“日内瓦行政事

务”。  

 4.  然而，在 2006-2007 方案预算第 23 款“人权”下没有提供 200,500 美元以

支付 5 位专家和协助 5 位专家工作 6 个月的临时一般事务助理的旅费和每日生活

津贴。预计这些所需经费可在第 23 款“人权”下的现有资源中匀支。因此，预计

在 2006-2007 两年期不会要求追加拨款。  

 5.  2008-2009 两年期的所需经费将联系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概算进行审

议。  

1/102.  人权理事会延长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  

机制、职能和职责  

 1.  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第 1 至第 2 和第 3(b)段：  

(a) 决定作为特例将第 1/102 号决定附件所列人权委员会所有特别程序、

增 进 和 保 护 人 权 小 组 委 员 会 以 及 按 照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1503(XLVIII)号决议所涉程序(1503 程序 )的任务和任务负责人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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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一年，但须经人权理事会按照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进行审查；  

(b) 请各特别程序、小组委员会和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503(XLVIII)

决议所设程序继续执行其任务，并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继续向它们提供必要的支助；  

(c) 决定：如果该小组委员会决定，其最后一届会议应于 7 月 31 日开始

举行，会期至多四周，包括其会前工作组和会期工作组会议，并应优

先编写：  

(一) 一份关于小组委员会的成绩的文件，其中说明小组委员会自己

对今后向人权理事会提供专家咨询意见的展望和建议，应于

2006 年提交理事会；  

(二) 一份详细说明小组委员会正在开展的研究清单以及对其所有活

动的全面审查，应于 2006 年提交理事会。  

 2.  由于 2006-2007 两年期已作出预算安排，秘书处将匀支与第 1/102 号决定

附件所列各项人权任务的各项活动的所需经费。这些经费属于 2006-2007 两年期方

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第 23 款“人权”和

第 28E 款“日内瓦行政事务”的范围。因此目前无须追加拨款。  

1/103.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1.  理事会第 1/103 号决定第 1、第 2 和第 4 段：  

(a) 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制定普遍定期

审议机制的运作方式；  

(b) 决定工作组可安排举行 10 天(即 20 场 3 小时的会议)配有全套服务的

会议；并  

(c) 决定可通过不限参加人数的磋商进程 , 立即开始非正式磋商，汇集各

方面的提案和相关信息及经验，由主席在所有利益有关方参与下妥善

安排时间，进行开放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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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为筹备和组织工作组会议，预计 2006-2007 两年期会议服务、旅费和每日

生活津贴所需费用按全额计算总额将达 370,300 美元，详情如下：  

 

 (美元) 

第 2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 330,900 

第 28E款，日内瓦行政事务 6,600 

第 23款，人权 32,800 

共  计 370,300 
 

 3.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

管理”已为会议费提供经费。至于剩余的费用 39,400 美元，预计这些费用可在为

第 23 款“人权”和第 28E 款“日内瓦行政事务”所提供的现有经费中匀支。因

此，预计不会要求追加拨款。  

1/104.  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的执行情况  

 1.  理事会第 1/104 号决定第 1 至第 2、第 4 至第 6 段：  

(a) 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就审议并在必要时改

进及合理调整理事会从人权委员会接收的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

职责问题制订具体建议；  

(b) 决定工作组可举行 20 天(即 40 场 3 小时的会议)配有全套服务的会

议，工作组应为完成任务留出充分的时间和余地；  

(c) 决定可通过不限参加人数的磋商进程，立即开始非正式磋商，以便

汇集各方面的提案和相关信息及经验，由主席在所有利益有关方参

与下妥善安排时间，进行开放式讨论；  

(d)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工作组提供关于任务和机制运作的背

景资料，汇集所有利益有关方提出的意见，包括特别程序、增进和

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投入；  

(e) 请工作组从 2006 年 9 月开始向理事会定期报告取得的进展，以便按

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完成这一审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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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 1/104 号决定规定的会议服务、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按全额计算在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总计 738,600 美元，详情如下：  

 

 (美元) 

第 2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 692,700 

第 28E款，日内瓦行政事务 13,100 

第 23款，人权 32,800 

共  计 738,600 
 

 3.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

管理”已为会议费提供经费。至于剩余的费用 45,900 美元，预计这些费用可在为

第 23 款“人权”和第 28E 款“日内瓦行政事务”所提供的现有经费中匀支。因

此，预计不会要求追加拨款。  

1/106.  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  

 1.  理事会第 1/106 号决定第 1 和第 2 段：  

(a) 请各有关特别报告员向理事会下一届会议报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侵犯人权的情况；  

(b) 决定在理事会下一届会议上 , 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

被占领土的侵犯人权情况及影响进行实质性审议，并将此议题列入

理事会今后各届会议。  

 2.  第 1/106 号决定规定的外地访问团的旅费、每日生活津贴和一般业务费按

全额计算的总计 97,700 美元。为这些活动编列的经费安排已编入 2006-2007 两年

期方案预算。因此，无须为这些活动追加拨款。  

1/PRST/1.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生效  

 1.  第 1/PRST/1 号主席声明第 1 和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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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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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择议定书》经 20 个国家批准后，于 2006 年 6 月 22 日生效；  

(b) 请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预算框架内 , 确保向参与制止酷刑和协助酷刑

受害者的机构和机制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设施，以响应各会员国对禁

止酷刑和协助酷刑受害者所表示的有力支持。  

 2.  《任择议定书》第一部分第 2 条第 1 款指出，应设立一个禁止酷刑委员会

预防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 (以下简称预防

小组委员会)，履行《议定书》规定的职能。根据第二部分第 5 条，预防小组委员

会由 10 名委员组成。在 50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该议定书后，预防小组委员会委员

应增加到 25 名。预防小组委员会委员应以个人身份任职。  

 3.  《任择议定书》第二部分第 10 条第 2 和 3 款规定，预防小组委员会应制

订自己的议事规则；预防小组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后应在其议事规则规定的时

间开会。  

 4.  《任择议定书》第六部分第 25 条第 1 款指出，预防小组委员会执行《议

定书》的开支由联合国承担。第 25 条第 2 款指出，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小组委员会

依照《议定书》有效行使其职能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利。  

 5.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部分第 7(b)条，小组委员会最迟应在《议定书》

生效后 6 个月内，即在 2006 年 12 月 22 日之前进行初次选举。  

 6.  这将涉及 2006-2007 年两年期的方案预算问题。据估计经常预算所需经费

净额(除去工作人员薪金税)约 2,373,300 美元。这一估计数所根据的设想是，小组

委员会将由 10 名委员组成，它将在 2006 年 12 月举行第一届组织会议，并将在

2007 年举行三届会议，每次会期一周。由于目前有 20 个缔约国，估计小组委员会

在 2007 年全年将进行 4 次外地访问，并将对每个缔约国的巡访保持在每五年一

次。 (根据禁止酷刑委员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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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访问的经验), 估计每个访问团将需要大约 8 至 12 周的准备工

作，每次访问至少 2 周，并需要 4 至 8 周的访问后工作，包括起草报告。为估计

后续访问团将需要大约 4 至 6 周的准备工作加上 3 天的出访和 2 至 4 周的访问后

工作，包括起草报告。每个访问团预期将有团员、专家、工作人员，如必要还有

口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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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截至 2007 年，向小组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服务所需的最低限度秘书处支助

是一个 P-4、两个 P-3 和一个一般事务人员额。  

 8.  在 2002 年通过《任择议定书》时，所涉方案预算问题说明(A/C.3/57/L.42)

估计需要 2,082,700 美元。因此，目前估计的 2,373,300 美元(净额)反映了根据最近

经验对那份所涉方案预算问题提出的所需经费所作的改动。  

 9.  估计所需经费 2,373,300 美元(除去工作人员薪金税)或 2,420,400 美元(毛
额)归纳如下：  

 

   (美元) 

 2006 2007 2006-2007 

1. 会议服务    

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
和会议管理 

194,800 1,347,600 1,542,400 

第 28E款，日内瓦行政事务 700 3,300 4,000 

小  计 195,500 1,350,900 1,546,400 

2. 第 23款人权    

工作人员费用(一个 P-4、两个 P-3、一个
一般事务人员) 

 278,900 278,900 

代表旅费  391,000 391,000 

工作人员旅费和其他旅费  113,600 113,600 

办公室自动化设备  9,200 9,200 

小  计  792,700 792,700 

3. 第 28E款，日内瓦行政事务    

一般业务费  23,600 23,600 

家具和设备  10,600 10,600 

小  计  34,200 34,200 

4. 第 35款，工作人员薪金税  47,100 47,100 

5.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47,100) (47,100) 

所需经费共计 195,500 2,177,800 2,373,300 

 

 10.  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已为会议费提供经

费。然而，需要在 2006-2007 两年期中为小组委员会的活动提供经费，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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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3 款“人权”下提供 792,700 美元，在第 28E 款“日内瓦行政事务”下提供

38,200 美元，并在第 35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下提供 47,100 美元，由收入第 1 款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下抵消 47,100 美元。  

 11.  应该指出，根据大会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决议和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1/211 号决议确定的程序，为每两年期设立了一项应急基金，以照顾方案

预算中未作规定的立法任务的额外开支。根据这一程序，如果提出的额外开支超

过了应急基金中可用的资源，则只能通过挪用低优先领域的资源或修改现有的活

动来执行有关活动。否则，这些额外的活动应推迟至下一个两年期。  

 12.  由于已从应急基金支用的 2006-2007 两年期的其他活动预期将在大会第

六十一届会议前用罄应急资金，因此无法由该基金来满足额外的用款。在目前这

一阶段还无法确定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3 款“人权”和第 28E 款“日内

瓦行政事务”中的哪些活动可以削减、推迟、结束或修改以满足 830,900 美元的额

外经费――虽然初步审查使秘书处得以设想可以对估计所需经费作一些匀支。今后

几个月中秘书处将设法确定可以挪用哪些领域的资源，以满足小组委员会 2006-

2007 两年期的需要。至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审查《任择议定书》生效问题时，预

计已有足够时间，可以告知大会如何满足额外需求。  

 13.  还应注意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B 号决议第六节的规定，其中

大会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务的适当的大会主要委员会，还重申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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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出席情况 

成   员  

阿尔及利亚   

Mr. Mohamed Bedjaoui,* Mr. Idriss Jazaïry,** Mr. Majid Bouguerra, Mr. Lazhar Soualem,  
Mr. Mohammed Bessedik, Mr. Mohamed Chabane, Ms. Selma Hendel, Ms. Mounia Loualalen,  
Mr. Boumediene Mahi, Mr. Ali Drouiche, Ms. Dalal Soltani, Mr. Mustapha Abbani 
 

阿根廷   

Mr. Alberto J. Dumont,* Mr. Sergio Cerda,** Mr. Federico Villegas Beltrán, Mr. Sebastian Rosales,  
Mr. Rodolfo Mattarollo 
 

阿塞拜疆  

Mr. Elchin Amirbayov,* Mr. Azad Jafarov, Mr. Seymuz Mardaliyv, Mr. Mammad Talibov 
 

巴  林  

Mr. Abdulaziz Bin Mubarak Al Khalifa,* Mr. Abdulla Abdullatif Abdulla,  
Mr. Yasser G. Shaheen, Mr. Ammar M. Rajab, Mr. Khalifa Al Khalifa 
 

孟加拉国  

Mr. Hemayetuddin,* Mr. Toufiq Ali, Mr. Mahbub Uz Zaman, Mr. Andalib Elias, Mr. Nayem U. Ahmed 
 

巴  西  

Mr. Celso Luiz Nunez Amorim,* Mr. Paulo De Tarso Vannuchi,** Mr. Clodoaldo Hugueney,  
Mr. Sérgio Abreu E. Lima Florencio, Mr. Antonio Carlos Do Nascimento Pedro,  
Ms. Márcia Marin Adorno Cavalcanti Ramos, Ms. Claudia De Angelo Barbosa,  
Ms. Luciana Da Rocha Manzini, Ms. Regiane Mara Conçalves De Melo, Mr. Murilo Komniski 
 

喀麦隆 
 

 

Mr. Joseph Dion Ngute,* Mr. Martin Belinga Eboutou,** Mr. Francis Ngantcha, Ms. Odette Melono,  
Mr. Samuel Mvondo Ayolo, Mr. Michel Mahouve, Ms. Chantal Nama, Mr. Bertin Bidima 
 

                                                 

*     成员。 

**   候补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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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Mr. Paul Meyer,* Mr. Henri-Paul Normandin,** Mr. Terry Cormier,** Ms. Deirdre Kent, Mr. Paul Gibbard, 
Ms. Jennifer Hart, Mr. John von Kaufmann, Mr. Wayne Lord, Ms. Nadia Stuewer, Ms. Diana Gee Silverman, 
Mr. Keith Boustead 
 

中  国 
 

Mr. Zukang Sha,* Mr. Yongxaing Shen,** Mr. Yifan La,** Ms. Dan Zhang,** Mr. Jian Lu,**  
Ms. Zhihua Dong,** Ms. Wenhong Shao, Mr. Kaijun Dong, Mr. Bangfu Peng, Mr. Bin Hu, Mr. Jin Sun,  
Ms. Leiden Wu, Ms. Wen Li, Mr. Lingbin Kong, Mr. Yi Zhang, Ms. Jing Xu, Ms. Ning Sun. 
 

古  巴 
 

Mr. Juan Antonio Fernández Palacios,* Mr. Rodolfo Reyes Rodríguez,* Mr. Yuri Ariel Gala López,**  
Ms. María del Carmen Herrera, Mr. Carlos Hurtado Labrador, Mr. Miguel Alfonso Martínez 
 

捷克共和国 
 

Mr. Jaroslav Bašta,* Mr. Tomáš Husák,** Ms. Verónica Stromsikova, Mr. Pavel Hrncir,  
Mr. Jan Kaminek, Mr. Lukas Machon, Mr. Karel Schwarzenberg, Mr. Jan Kara 
 

吉布提 
 

Mr. Roble Olhaye,* Mr. Mohamed Ziad Doualeh, Mr. Hassan Doualeh 
 

厄瓜多尔 
 

Mr. Francisco Carríon-Meña,* Mr. Galo Larenas Serrano, Mr. Arturo Cabrera Hidalgo,  
Mr. Carlos Santos Repetto, Mr. Luis Vayas Valdivieso 
 

芬  兰 
 

Mr. Vesa Himanen,* Ms. Johanna Suurpää,** Ms. Satu Mattila,** Ms. Katri Silfverberg, Mr. Lasse Keisalo, 
Ms. Satu Suikkari, Mr. Janne Jokinen, Ms. Kirsti Pohjankukka, Ms. Ann Mari Fröberg, Ms. Sanna Kyllönen, 
Ms. Anne Nuorgam 
 

 
法  国 

Mr. Philippe Douste-Blazy,* Mr. Jean-Maurice Ripert, Mr. Michel Doucin, Ms. Sylvie Bermann,  
Mr. Christophe Guilhou, Mr. Marc Giacomini, Ms. Béatrice Le Fraper Du Helen, Ms. Catherine Calothy,  
Mr. Armand Riberolles, Mr. Francois Vandeville, Ms. Donatienne Hissard, Mr. Raphaël Droszewski,  
Ms. Martine Anstett, Mr. Daniel Vosgien, Ms. Marie-Gabrielle Merloz, Mr. Philippe Cerf,  
Ms. Galliane Palayret, Ms. Véronique Basso, Ms. Lucile Sengler, Ms. Morgane Pelloux, Ms. Souhila Zitouni, 
Mr. Michael Beigbeder, Mr. Jean-Marie Palayret 

 
加  蓬 

Mr. Pierre-Claver Maganga Moussavou,* Mr. Patrice Meyet,** Ms. Danielle Meyet, Mr. Ibrahim Bignoumbe 
Moussavou, Mr. Corentin Hervo Akendengue, Ms. Eugénie Ignanda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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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Mr. Gunter Nooke,* Mr. Michael Steiner,* Ms. Birgitta Siefker Eberie,** Mr. Peter Rothen,  
Mr. Nelhart Hofer Wissing, Mr. Ingo von Voss, Mr. Andreas Berg, Mr. Arvid Enders, Mr. Martin Frick,  
Mr. Jochen von Bernstorff, Ms. Monika Lüke 
 

加  纳 

Mr. Nana Akufo Addo,* Mr. K. Osei-Prempeh,** Mr. Nana Effah-Apenteng,  
Mr. Kwame Bawuah-Edusei, Mr. Paul Aryene, Ms. Anna Bossman, Ms. Amma Gaisie,  
Ms. Sylvia Adusu 
 
 

危地马拉 

Ms. Marta Altolaguirre Larreondo,* Ms. Carla Rodríguez Mancia, Ms Angela Chávez Bietti,  
Ms. Stephanie Hochstetter Skinner Klee, Mr. Carlos Arroyave Prera, Ms. Sulmi Barrios Monzón,  
Ms. Soledad Urrucla Arenales, Mr. Juan Leon 
 

印  度 

Mr. Anand Sharma,* Mr. Swashpawan Singh,** Mr. Murlidhar Bhandare, Mr. Ajai Malhotra,  
Mr. Manjeev Puri, Mr. Mohinder Grover, Mr. Narinder Singh, Mr. Indra Mani Pandey, Mr. Muktesh Pardeshi, 
Mr. Kumaresan Ilango, Mr. B.N. Reddy, Mr. Anupam Ray, Mr. Vijay Kumar Trivedi, Mr. Prashant Pise,  
Mr. Munu Mahawar, Ms. Nutan Mahawar, Mr. Kartik Pande, Mr. S. Inbasekar 
 

印度尼西亚 

Mr. Hassan Wirajuda, Mr. Slamet Hidayat, Mr. Makarim Wibisono, Mr. Gusti Agung Wesaka Puja,  
Ms. Wiwiek Setyawati, Ms. Adiyatwidi Adiwoso Asmady, Mr. Sunu M. Soemarno, Mr. Jonny Sinaga,  
Mr. Lasro Simbolon, Mr. Abdul Kadir Jailani, Mr. Muhammad Anshor, Mr. Benny Yan Pieter Siahaan,  
Mr. Acep Somantri, Ms. Diana Emilla Sari Sutikno, Mr. Agung Cahaya Sumirat,  
Mr. Ignatius Puguh Priambodo, Mr. Djumantoro Purbo 
 

日  本 

Ms. Akiko Yamanaka,* Mr. Ichiro Fujisaki,* Mr. Shigeru Endo,** Mr. Hiroshi Minami,**  
Mr. Tetsuya Kimura, Mr. Shigeru Orihana, Mr. Yusuke Arai, Mr. Shu Nakagawa, Mr. Tadahiko Yamaguchi, 
Ms. Yukikio Yamada, Ms. Yukiko Harimoto, Mr. Akira Kato, Ms. Aya Fukuda, Ms. Tomoko Matsuzawa,  
Mr. Derek Skelecki, Ms. Tomomi Shiwa 
 

约  旦 

Mr. Abdelah Al Khatib,* Mr. Musa Burayzat,** Ms. Leena Al Hadi, Mr. Adi Khair. 
 

马来西亚 

Mr. Ahmad Shabery Cheek,* Ms. King Bee Hsu,** Mr. Mohamed Zin Amran,**  
Mr. Mohamed Norman, Mr. Abidin Zulkfli, Mr. Idham Musa Moktar 
 

马  里 

Mr. Moctar Ouani,* Mr. Sidiki Lamine Sow,** Ms. Fatoumata Diall,**  
Mr. Mamadou Fatogoma Diarra, Mr. Idriss Sidibe, Mr. Sekou Kasse, Mr. Alhacoum Ma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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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Mr. Shree Baboo Chekitan Servansing,* Mr. Mohamed Iqbal Latona, Mr. Vishwakarmah Mungur,  
Mr. Humees Kumar Sookmanee, Ms. Reena Wilfred René 
 

墨西哥 

Ms. María del Refugio González,* Ms. Xóchiti Gálvez,** Mr. Luis Alfonso de Alba, Mr. Pablo Macedo,  
Mr. Luis Javier Campuzano, Mr. Jose Antonio Guevara, Mr. Gustavo Torres, Ms. Elia Sosa,  
Ms. Mariana Salazar, Mr. Alejandro Alday, Ms. Crista González, Ms. Gabriela Nava,  
Mr. Adelfo Regino Montes, Mr. David Ruiz, Mr. Juan Gadea 
. 

摩洛哥 

Mr. Mohammed Loulichki,* Mr. Assedine Farhane, Mr. Driss Isbayene, Mr. Omar Kadiri,  
Ms. Fatimatou Mansour, Ms. Idriss Najim, Mr. Rachid El Boulli Rguibi 
 

荷  兰 

Mr. Ian De Jong,* Mr. Piet De Klerk,** Ms. Hedda Samson, Mr. Hanno Wurzner,  
Ms. Birgitta Tazelaar, Mr. Joris Geeven, Ms. Marielle Van Kesteren, Ms. Wencke Kraaijenvanger,  
Ms. Lila Del Colle, Ms. Monique Legerman 
 

尼日利亚 

Mr. Oluyemi Adeniji,* Mr. Joseph U. Ayalogu,** Mr. Kunle Adeyanju,** Mr. Bayo Ajagbe,  
Mr. Chijioke Wigwe, Mr. Mike G. Omotosho, Mr. John Onuoha, Mr. H.O. Sulaiman, Mr. Alhassan Hussain, 
Mr. B.B. Hamman 
 

巴基斯坦 

Mr. Masood Khan,* Ms. Tehmina Janjua, Mr. Muneer Ahmad, Mr. Aftab Khokher,  
Mr. Mansoor Ahmad Khan, Mr. Rizwan Saeed Sheikh, Mr. Faisal Niaz Tirmizi 
 

秘  鲁 

Mr. Manuel Rodriguez Cuadros,* Mr. Carlos Chocano,** Mr. Juan Pablo Vegas, Ms. Eliana Beraun,  
Mr. Alejandro Neyra, Mr. Inti Zevallos, Mr. Luis Enrique Chávez 
 

菲律宾 

Mr. Alberto G. Romulo,* Mr. Enrique Manalo,** Mr. Aladin Villacorte, Ms. Grace R. Princesa,  
Ms. Junever Mahilum West, Mr. Noel Servigon, Mr. Jesus Enrique García, Ms. Leizel Fernandez 
 

波  兰 

Mr. Janusz Stańczyk,* Mr. Zdzislaw Rapacki,** Mr. Zdzislaw Kedzia, Ms. Anna Grupińska,  
Mr. Andrzej Misztal, Mr. Miroslaw Luczka, Ms. Krystyna Zurek, Ms. Agnieszka Wyznikiewicz,  
Mr. Maciej Janczak, Ms. Agnieszka Kozak 
 

大韩民国 

Mr. Ki-moon Ban,* Mr. Hyuck Choi,** Mr. Dong-hee Chang, Ms. Kyung-wha Kang, Ms. Ji-ah Paik,  
Mr. Sang-yong Lee, Mr. Moon-hwan Kim, Mr. Kyeong-seok Kim, Mr. Hoon-min Lim, Mr. Hyun-cheol Jang, 
Mr. Young-hyo Park, Mr. Chul Lee, Mr. Il-bum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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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Mr. Mihai Razvan Ungureanu,* Mr. Doru Romulus Costea, Mr. Cornel Feruta, Mr. Stelian Stoian,  
Ms. Corina Vintan, Ms. Andrea Chiriac, Ms. Florentina Voicu 
 

俄罗斯联邦 

Mr. Valery Loshchinin,* Mr. Oleg Malginov,** Ms. Marina Korunova,** Mr. Alexander Matveev,  
Mr. Yuri Boychenko, Mr. Grigory Lukiyantsev, Mr. Pavel Chernikov, Mr. Andrey Nikiforov,  
Mr. Sergey Chumarev, Mr. Alexander Tokarev, Mr. Alexey Akzhigitov, Mr. Yuri Chernikov,  
Mr. Vasiliy Kuleshov, Mr. Alexey Goltyaev, Ms. Nataliya Zolotova, Ms. Galina Khvan,  
Mr. Sergey Kondratiev, Ms. Kristina Redesha, Mr. Semen Lyapichev, Ms. Elena Makeeva,  
Ms. Oleysa Chutaeva 
 

沙特阿拉伯 

Mr. Abdulwahab Attar,* Mr. Abdul Aziz Al Hainady,** Mr. Mamdoh Al Shamari,**  
Mr. Abdullah Rashwan, Mr. Turki Al Madhi, Mr. Abdullah Al-Alsheikh 
 

塞内加尔 

Ms. Marie Bassine Niang,* Mr. Ousmane Camara, Mr. Chimére Malick Diouf, Mr. Oumar Demba Ba,  
Mr. Abdou Salam Diallo, Mr. Daouda Maliguèye Sene, Mr. Cheikh Tidiane Thiam, Mr. El Hadji Ibou Boye, 
Mr. Abdoul Wahab Haidara, Mr. Mamadou Seck, Ms. Fatou Gaye, Mr. Ndiame Gaye,  
Mr. El Hadji Malick Sow 
 

南  非 

Mr. Z.S.T. Skweyiya,* Mr. Sipho George Nene, Ms. Glaudine Mtshali, Mr. Samuel Kotane,  
Ms. Ketlareng Sybil Matlhako, Ms. Fiyola Hoosen 
 

斯里兰卡 

Mr. Mahinda Samarasinghe,* Ms. Sarala Fernando,** Mr. G.K.D. Amarawardane, Mr. W.J.S Fernando,  
Mr. O.L. Ameer Ajwad, Mr. Sugeeswara Gunaratne, Mr. S.P.W. Pathirana, Mr. D.D.M.S.B. Dissanayake,  
Ms. Sonali Dayaratne 
 

瑞  士 

Mr. Blaise Godet,* Mr. Jean-Daniel Vigny,** Mr. Wolfgang Amadeus Bruelhart,** Mr. Gilles Roduit,  
Ms. Kamelia Kemileva, Ms. Nathalie Kohli, Ms. Jeannie Volken, Mr. Christoph Spenle,  
Mr. Jean-Pierre Reymond, Ms. Aline Baumgartner, Ms. Kathrin Betz, Ms. Sacha Meuter, Ms. Boel Sambuc 
 

突尼斯 

Mr. Abdelwaheb Abdallah,* Mr. Samir Labidi, Mr. Mohamed Salah Tekaya, Mr. Mohamed Chagraoui,  
Ms. Holla Bach Tobji, Mr. Hatem Landoulsi 
 

乌克兰 

Mr. Volodymyr Vassylenko,* Mr. Yevhen Bersheda, Mr. Oleksiy Ilnytskyi, Ms. Tetiana Semeniuta,  
Ms. Olena Petrenko, Ms. Olga Zagoro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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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Mr. Nicholas Thorne,* Ms. Caroline Rees, Mr. Rob Dixon, Mr. Robert Last, Mr. Edward Inglett,  
Ms. Sylvia Chubbs, Mr. Joe McClintock, Ms. Alexandra Davison, Ms. Harriet Cross, Mr. Vinay Talwar,  
Ms. Alexandra Hall, Mr. Stephen Pattison, Mr. Michael Watson 
 

乌拉圭 

Ms. Belela Herrera,* Mr. Guillermo Valles,** Mr. Ricardo González, Ms. Alejandra de Bellis 
 

赞比亚 

Mr. Love Mtesa,* Mr. Mathias Daka,** Ms. Encyla Sinjela, Mr. Alfonso Zulu, Ms. Patricia Kond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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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观察员参加会议的联合国会员国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安道尔  

安哥拉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佛得角  

乍得  

智利  

哥伦比亚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埃及  

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尼亚  

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  

希腊  

几内亚  

海地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尔代夫  

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  

摩纳哥  

蒙古  

莫桑比克  

缅甸  

尼泊尔  

新西兰  

尼加拉瓜  

挪威  

阿曼  

巴拿马  

巴拉圭  

葡萄牙  

卡塔尔  

卢旺达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圣基斯和尼维斯  

苏丹  

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土耳其  

乌干达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越南  

也门  

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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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观察员参加会议的非会员国 

教  廷  

其他观察员 

巴勒斯坦  

联 合 国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络处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政府间组织 

非洲联盟  

英联邦秘书处  

欧洲委员会  

欧洲联盟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  

国际移徙组织  

各国议会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  

伊斯兰会议组织  

其他实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独立马耳他骑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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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 

普通咨商地位  

国际发展机构  

亚洲法律资源中心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教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具有联合国咨商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会议  

欧洲――第三世界中心  

方济各会国际  

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公谊会) 

国际妇女联盟  

宗教自由国际协会  

自由工会国际联合会  

国际妇女理事会  

国际商业及职业妇女联合会  

国际援助第四世界――贫困者运动  

国际拯救儿童联盟  

国际青年和学生拥护联合国运动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世界母亲运动  

世界穆斯林大会  

世界显圣国际社  

 

特别咨商地位  

非洲卫生和人权促进者委员会  

法律为人服务正义组织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美洲印第安人法律联盟  

美国刑事学学会  

大赦国际  

反种族主义信息服务社  

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亚洲论坛) 

亚洲土著和部落民族网络  

第一部落大会――  

防止酷刑协会  

国际联合家庭协会  

爱心协会  

突尼斯儿童权利协会  

国际泛神教联盟  

加拿大艾滋病毒 /艾滋病法律网  

基督教行动研究和教育组织  

住房权利和驱逐房客问题中心  

中间派民主国际  

中国人权研究会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良知与和平义务国际  

犹太人组织协商理事会  

犹太人各组织协调委员会  

文化生存组织  

促进正义与和平道明会  

欧洲罗姆人权利中心  

非自愿失踪受害者家属协会  

家庭研究理事会  

美国海外妇女俱乐部联合会  

达尼埃尔·密特朗法兰西自由基金会  

自由之家  

哈大沙 ,美国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喜马拉雅研究和文化基金会  

人权倡导者协会  

人权优先组织  

人权观察社  

人道主义者促进人权委员会  

印第安教育理事会  

图帕赫·阿马鲁印第安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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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世界协会  

宗教间国际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  

国际犹太人律师和法学家协会  

国际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人权与民主) 

天主教教诲师关怀囚犯国际委员会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国际美洲印第安人委员会  

遵守和实施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国际

委员会  

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  

地球社国际联合会  

赫尔辛基国际人权联合会  

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  

国际投资中心  

国际伊斯兰学生组织联合会  

国际人权联盟  

国际争取人民权利与解放联盟  

国际非政府组织印度尼西亚发展问题论坛  

发展教育自由国际组织  

本土资源开发国际组织  

国际笔会  

国际警察协会  

国际酷刑受害者康复问题理事会  

国际人权服务社  

国际妇女、教育和发展志愿组织  

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  

国际天主教青年学生会  

Ius Primi Viri国际协会  

日本律师公会联合会  

安第斯土著人民自治发展法学家委员会  

拉丁美洲被拘留后失踪者亲属协会联合会  

世界路德教会联合会  

国际使命组织  

 

马兰戈普洛斯人权基金会  

移民权利团体国际  

明尼苏达人权促进会  

佛智社  

美洲土著人权利基金  

荷兰土著人中心  

非暴力国际  

二十一世纪南北合作会  

保护暴力受害者组织  

基督教和平会――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  

大同协会(国际天主教知识分子和文化事务  

  运动和国际天主教学生运动) 

人权常设大会  

菲律宾人权信息中心  

无国界记者组织国际  

社会党妇女国际  

保护未出生儿童协会  

南亚人权文献中心  

苏西拉·达尔马国际协会  

特波提巴基金会(土著人民政策研究和教育  

  国际中心) 

妇女行动联盟  

阿拉伯法学家联合会  

联合国观察组织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  

妇女世界首脑会议基金会  

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  

世界信息交流中心  

世界犹太人大会  

世界禁止酷刑组织  

世界俄罗斯人理事会  

天主教妇女组织世界联合会  

世界基督教女青年协会  

全球妇女组织  

突尼斯无国界青年医生组织  

使命青年协会――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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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名册  

Kunas Unidos por Napguana 协会  

世界教育协会  

世界公民协会  

圣约信徒国际  

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  

克里人大理事会  

南美洲印第安人理事会  

印第安人法律资料中心  

土著人民文献、研究和信息中心  

国际佛教基金会  

保护少数民族及在宗教、语言和其他方面  

  处于少数人地位的人的权利国际联合会  

农村成年人天主教运动国际联合会  

美洲少数群体国际人权协会  

国际人权实习方案  

反对一切形式歧视和种族主义国际运动  

国际和平局  

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各民族友好运动  

萨米理事会  

塞尔瓦斯国际社  

教科文组织巴斯克中心  

联合卫理公会教会与社会关系委员会  

学校促进和平世界协会  

世界进步犹太教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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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印发的文件一览表 

普遍分发的文件  

   文  号 议 程 项 目  

A/HRC/1/1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秘书长的说明 

A/HRC/1/SR.1-24 和 A/HRC/1/ 

SR.1-24/Corrigendum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期间举行会议的简要记录及更正 

限制分发的文件 

   文  号 议 程 项 目  

A/HRC/1/L.1  [文号未使用] 

A/HRC/1/L.2 4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决议草案 

A/HRC/1/L.3 4 人权委员会根据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14

号决议第 5段起草一份宣言的工作组：决议草案 

A/HRC/1/L.4/Rev.1 4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问

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决议草案 

A/HRC/1/L.5 4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生效：主席提出的声明

草案 

A/HRC/1/L.6 4 人权理事会延长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机制、职

能和职责：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A/HRC/1/L.7 4 发展权：决议草案 

A/HRC/1/L.8 4 有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

决议草案 

A/HRC/1/L.9 4 劫持人质：决议草案 

A/HRC/1/L.10和 Add.1 6 人权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提交大会的报告草稿 

A/HRC/1/L.11  [文号未使用] 

A/HRC/1/L.12 4 普遍定期审议：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A/HRC/1/L.13 5 人权理事会第一年工作方案的框架草案：主席提出

的决定草案 

A/HRC/1/L.14 4 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的执行情况： 主席提

出的决定草案 



 

 101

 

   文  号 议 程 项 目  

A/HRC/1/L.15 4 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决定

草案 

A/HRC/1/L.16 4 鼓吹种族和宗教仇恨与提倡容忍：决定草案 

政府来文系列文件   

   文  号 议 程 项 目  

A/HRC/1/G/1 4 2006 年 6 月 20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团致人权理事会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A/HRC/1/G/2 4 2006 年 6 月 21 日克罗地亚外交部长给人权理事会

主席的信 

A/HRC/1/G/3 4 2006 年 5 月 30 日日本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致人权委员会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非政府组织文件系列 
  

   文  号 议 程 项 目  

A/HRC/1/NGO/1-2 4 [仅有英文] 

A/HRC/1/NGO/3 4 [仅有法文] 

A/HRC/1/NGO/4-6 4 [仅有英文] 

A/HRC/1/NGO/7 4 [仅有西班牙文] 

A/HRC/1/NGO/8-16 4 [仅有英文] 

A/HRC/1/NGO/17 4 [仅有法文] 

A/HRC/1/NGO/18 4 [仅有英文] 

A/HRC/1/NGO/19-22 4 [仅有西班牙文] 

A/HRC/1/NGO/23-50 4 [仅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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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人权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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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权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 

S-1/1.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各项国际人权公约的原则和目

标， 

 申明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适用于包括东耶路

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  

 表示深为关切占领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

法，包括任意逮捕巴勒斯坦部长、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官员，并且任

意逮捕其他平民，对包括总理办公室在内的巴勒斯坦各部进行军事攻击，摧毁巴

勒斯坦基础设施，包括供水网、发电厂和桥梁，  

 1.  表示严重关切由以色列占领所造成的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为，包括

目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对巴勒斯坦人开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2.  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结束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军事行动，严格遵守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规定，不对巴勒斯坦平民实行集体惩罚；  

 3.  表示严重关切以色列目前的军事行动对已在恶化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主

义状况所造成的有害影响；  

 4.  敦促占领国以色列立即释放被捕的巴勒斯坦部长、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委

员和其他官员，以及其他所有被捕的巴勒斯坦平民；  

 5.  促请所有有关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不要对平民施行暴力，在任

何情况下均按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对待所有被俘战斗人员和平

民；  

 6.  决定紧急派遣一个由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

告员率领的实况调查团；  

 7.  要求谈判解决目前的危机。  

2006 年 7 月 6 日  

第 2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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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经记录表决以 29 票对 11 票、5 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   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西、

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

亚、约旦、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巴基斯

坦、秘鲁、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南非、斯里兰卡、突尼斯、乌拉圭、赞比亚。  

反   对：  加拿大、捷克共和国、芬兰、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波

兰、罗马尼亚、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弃   权：  喀麦隆、墨西哥、尼日利亚、大韩民国、瑞士。  

 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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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届特别会议的工作安排 

 1.  根据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第 10 段的规定，理事会“可

在需要时经理事会成员要求及理事会三分之一成员支持下举行特别会议”。  

 2.  突尼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给人权理事会主

席的信 (A/HRC/S-1/1)中，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要求立即召开人权理事会特别会

议，“以审议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最近局势升级的情况”。主席于同

日在 2006 年 6 月 19 日至 30 日举行的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结束后收到了这封信。  

 3.  此信附有以下 21 个理事会成员国支持上述要求的签名：阿尔及利亚、阿

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西、中国、古巴、加蓬、印度、印度尼西亚、约

旦、马来西亚、马里、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南非、斯里兰卡、突尼斯。  

 4.  由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会成员支持上述要求，主席经与主席团协商

后，决定于 2006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举行特别会议。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5.  理事会于 2006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第一届特

别会议。本届会议期间共举行了 2 次会议(见 A/HRC/S-1/SR.1-2) 
1。  

 6.  特别会议由理事会主席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先生主持开幕。  

B.  出席情况  

 7.  出席本届特别会议的有：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理事会非成员国的代表、

非联合国会员国的观察员和其他观察员，以及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和相关组

织、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各国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  

                                                 
1  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可以更正，但在统一更正(A/HRC/S-1/SR.1-2/Corrigendum)

印发后，即为最后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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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席团成员  

 8.  在第一届会议上，理事会选出以下主席团成员，他们也担任第一届特别会

议的主席团成员：  

主   席：  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先生(墨西哥) 

副主席：  托马什·胡萨克先生(捷克共和国) 

 穆罕默德·卢利什基先生(摩洛哥) 

 布莱斯·戈代先生(瑞士) 

副主席兼报告员：  穆萨·布莱扎特先生(约旦) 

 

D.  工作安排  

 9.  理事会接受了其主席团成员的以下建议：即理事会成员国和有关国家的发

言时间限于 5 分钟，理事会非成员国观察员和其他观察员，包括联合国机构、专

门机构和相关组织、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各国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言

时间限于 3 分钟。理事会还接受了其主席团成员的以下建议：即发言者名单应按

登记时间顺序排列，发言者的发言顺序为：理事会成员国，接着是有关国家，然

后是理事会非成员国观察员和其他观察员。  

 10.  理事会还接受了其主席团成员的以下建议：即行使答辩权发言时将遵守

整届会议期间每个代表团答辩两次，第一次为 5 分钟、第二次为 3 分钟的以下限

制: 

E.  决议和文件  

 11.  理事会在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载于本报告第一章。  

 12.  附件一载有有关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所涉行政和方案预算

问题的说明。  

 13.  附件二载有第一届特别会议印发的文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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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发   言  

 14.  在 2006 年 7 月 5 日第 1 次会议上，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尔德先生作了发言。  

 15.  在同次会议上，以下与会者作了发言：  

(a) 理事会成员国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国家集团)、阿塞拜疆、巴

林、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中国、古巴、芬兰 (代表欧洲联盟和

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

来西亚、马里、摩洛哥、巴基斯坦(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俄罗斯联

邦、塞内加尔、南非、沙特阿拉伯、瑞士、突尼斯 (代表阿拉伯国家

集团)、乌拉圭、赞比亚；  

(b) 有关国家或有关方观察员：以色列、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巴勒斯坦；  

(c)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澳大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埃及、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新西兰、尼加拉瓜、挪

威、卡塔尔、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  

(d) 以下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阿拉伯国家联盟。  

 16.  也在同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17 条提出动议，

要求结束对讨论中的项目的辩论，以开始审议决议草案 A/HRC/S-1/L.1。  

 17.  这一动议未经表决获得理事会通过。  

 18.  主席宣布辩论结束。  

G.  对决议草案 A/HRC/S-1/L.1 采取的行动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  

 19.  在 2006 年 7 月 5 日第 1 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介绍了决议草案

A/HRC/S-1/L.1。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巴林、古巴、埃及、印度尼

西亚、约旦、黎巴嫩、马来西亚、摩洛哥、巴基斯坦(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沙特

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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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吉布提、几内亚、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

里、塞内加尔后加入为提案国。  

 20.  在同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 (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 )对决议草案作了口

头订正，将第 5 段改为新的案文。  

 21.  也在同次会议上，瑞士代表对决议草案作了口头修正，提议在第 4 段之

后插入新的三段如下：  

促请所有巴勒斯坦武装团伙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又促请所有巴勒斯坦武装团伙不要对平民施行暴力； 

促请扣押以色列士兵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日内瓦四公约》给他们人道

待遇。 

 22.  在 2006 年 7 月 6 日第 2 次会议上，瑞士代表修改了提议的修正案，撤回

了提议的第 3 段。  

 23.  在同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 (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 )对瑞士提议的修正

案作口头修改，合并了新的两段。  

 24.  以下国家的代表在对巴基斯坦 (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 )提议的修改进行表

决前发言解释投票立场：加拿大、古巴、芬兰 (代表属于欧洲联盟的理事会成员国

和加入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  

 25.  应瑞士代表的请求，对巴基斯坦 (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 )提议的修改作了

记录表决，结果以 28 票对零票、17 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   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

西、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

约旦、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巴

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南非、斯里兰卡、突尼斯、乌拉圭、赞比亚。  

反   对：  无  

弃   权：  喀麦隆、加拿大、捷克共和国、芬兰、法国、德国、危地马

拉、日本、荷兰、尼日利亚、秘鲁、波兰、大韩民国、罗马

尼亚、瑞士、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6.  在同次会议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观察员就决议草案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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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决议草案的所涉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2。  

 28.  加拿大、中国、厄瓜多尔、芬兰(代表属于欧洲联盟的理事会成员国和加

入国罗马尼亚 )、危地马拉、秘鲁、菲律宾和瑞士代表在表决前发言解释投票立

场。  

 29.  应芬兰代表 (代表属于欧洲联盟的理事会成员国和加入国罗马尼亚 )的要

求，对经口头修正和订正的决议草案作了记录表决。决议草案以 29 票对 11 票、5

票弃权获得通过(见第一章)。  

 30.  巴西 (还代表阿根廷和乌拉圭 )、日本和墨西哥的代表在表决后发言解释

投票立场。  

 31.  在决议通过后，巴基斯坦代表(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作了发言。  

 32.  通过的决议案文见第一章(S-1/1 号决议)。  

                                                 
2  附件二载有估计理事会的决议所涉的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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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 件 一 

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1.  根据 S-1/1 号决议第 6 条的规定，理事会决定紧急派遣一个由 1967 年以

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率领的实况调查团前往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  

 2.  决议第 6 段所规定的活动为：由特别报告员访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并由

4 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和两名警卫随行支助这次访问；特别

报告员向理事会提交报告。  

 3.  在第 23 款“人权”项下 2006 年的估计费用为 27,300 美元。  

 4.  2006-2007 方案预算中未编列上述活动的经费。但据估计，这部分费用可

在本两年期的方案预算中，在第 23 款“人权”项  a 下在总的资金范围内进行匀

支。  

                                                 
a  见《大会正式记录, 第六十届会议, 补编第 6号》(A/60/6/Add.1)。 



 

 111

附 件 二 

人权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印发的文件一览表 

普遍分发的文件  

文   号   

A/HRC/S-1/1 2006 年 6 月 30 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给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  

A/HRC/S-1/2 

 

A/HRC/S-1/3 

A/HRC/S-1/SR.1-2 
和 A/HRC/S-1/SR.1- 
2/Corrigendum  

世界银行向关于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人权状

况的特别会议提交的材料  

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提交大会的报告草稿  

理事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期间举行会议的简要记录及更正  

限制分发的文件  

文   号   

A/HRC/S-1/L.1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决议草案  

非政府组织文件系列  

文   号   

A/HRC/S-1/NGO/1-8 ［仅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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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人权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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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权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 

S-2/1.  以色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黎巴嫩  

     境内严重的人权状况  

 人权理事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  

 又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并忆及《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

及其他人权文书，  

 确认和平与安全、发展与人权是联合国体系的支柱，  

 忆及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理事会：  

(a) 应当处理侵犯人权的情况，包括严重和蓄意侵犯行为，并就此提出建

议；并且  

(b) 应当及时应对人权紧急状况，  

 遵循《联合国宪章》、相关人权文书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是 1899 和

1907 年《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两公约》，其中禁止袭击和轰炸平民和民用

物体，并且规定有义务实行总体保护，防止针对民用物体、医院、救济物资和运

输手段的军事行动造成危险，  

 忆及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77 年 6 月 8 日附加议定书各

缔约国做出的承诺，  

 重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第四公约》 )各缔约国有义

务对据称已经犯下或下令犯下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者提起诉讼，并忆及《战

争罪及危害人类罪行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强调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是相辅相成、相互加强的，  

 强调生命权是所有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  

 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开展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构成对黎巴嫩人民的人权

的严重和蓄意侵犯，  

 对以色列大规模侵犯黎巴嫩人民人权的行为感到震惊，此种行为造成数千平民

遭到屠杀，人员受伤，民用基础设施被大量损坏，100 万居民流离失所，还造成难

民外流，以躲避对平民的狂轰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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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谴责以色列进行的不加区别的大规模空袭，特别是 2006 年 7 月 30 日对加

纳村的空袭，以及 2006 年 7 月 25 日发生的将黎巴嫩南部联合国观察哨所的联合

国维和人员作为攻击目标的行为，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强烈谴责杀害加纳平民的行动，还注意到高级

专员呼吁采取措施保护平民生命和民用物体，并重申有必要在国际专家参与下开

展独立调查，  

 注意到秘书长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代表、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

问题特别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适足生活水准权

所含适足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对黎巴嫩境内平民的人

权和人道主义状况继续遭受不利影响表示严重关切，  

 强调袭击和杀害黎巴嫩境内的无辜平民，炸毁该国境内的房屋、财产和基础设

施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也是对

人权的公然侵犯，  

 认识到急需处理黎巴嫩境内悲惨的人道主义状况，包括立即撤消以色列对黎巴

嫩实行的封锁，  

 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对电厂的袭击造成的环境退化及其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对黎巴嫩境内的通信和媒体网络被当作攻击目标表示关切，  

 对以色列不受惩罚地滥杀黎巴嫩境内的儿童、妇女、老人和其他平民感到愤

慨，  

 1. 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严重侵犯人权、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2. 谴责对黎巴嫩平民的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在加纳、马尔瓦希恩、杜韦尔、

拜亚代、加阿、希亚赫、加齐耶等黎巴嫩城镇的大屠杀，其结果是数千人死伤，

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妇女，据初步评估，有 100 万平民流离失所，从而加重了黎

巴嫩人的痛苦；  

 3.  又谴责以色列轰炸必不可少的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受

到大量摧毁和严重损害；  

 4.  呼吁以色列立即不折不扣地遵守其根据人权法、特别是《儿童权利公约》

以及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5.  促请所有有关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不要对平民施行暴力，在任何

情况下均按 1949年 8月 12日《日内瓦四公约》对待所有被俘战斗人员和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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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平民和民用物体造成死亡和摧毁并严重侵犯人权的

军事行动；  

 7.  决定紧急设立并立即派遣一个由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知名专家组成的

高级别调查委员会 , 包括可能时邀请有关的联合国特别程序参加委员会 , 以：  

(a) 调查以色列在黎巴嫩蓄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杀害平民的情况；  

(b) 检查以色列所用的武器类别及其是否符合国际法；  

(c) 评估以色列对人的生命、财产、重大基础设施和环境攻击的程度及其

致命影响；  

 8.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供所需的一切行政、技术和后勤援

助，让调查委员会能够迅速、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9.  呼吁国际社会向黎巴嫩政府紧急提供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让它能够处理

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灾难、帮助受害者复原、让流离失所者回返、修复基本的基

础设施；  

 10.  请调查委员会不迟于 2006 年 9 月 1 日向理事会报告在完成任务方面取得

的进展。  

2006 年 8 月 11 日  

第 3 次会议  

 [决议经记录表决，以 27 票对 11 票、8 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西、中

国、古巴、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马来西亚、马

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俄罗斯联

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突尼斯、乌拉

圭、赞比亚  

反对：  加拿大、捷克共和国、芬兰、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波兰、

罗马尼亚、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弃权：  喀麦隆、加蓬、加纳、危地马拉、尼日利亚、菲律宾、大韩民

国、瑞士  

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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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工作安排 

 1.  根据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第 10 段的规定，理事会“可

在需要时经理事会成员要求及理事会三分之一成员支持下举行特别会议”。  

 2.  突尼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在 2006 年 8 月 7 日给人权理事会主

席的信 (A/HRC/S-2/1)中，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要求立即召开人

权理事会特别会议，“审议以色列在黎巴嫩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包括卡纳屠

杀，在全国以无辜平民为攻击目标，破坏重要民用基础设施”。  

 3.  主席同日收到的信中附有支持上述要求的以下 16 个理事会成员国的签

名：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中国、古巴、印度尼西亚、约

旦、马来西亚、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南

非、突尼斯。  

 4.  由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会成员支持上述要求，主席在与主席团协商后

决定，于 2006 年 8 月 11 日举行特别会议。  

 5.  主席的上述决定于 2006 年 8 月 8 日以普通照会通知了各国常驻日内瓦代

表团，此后又有下列 7 个理事会成员国签名支持举行特别会议的要求：阿根廷、

巴西、印度、马里、菲律宾、斯里兰卡、乌拉圭。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6.  理事会于 2006 年 8 月 11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第二届特别会  

议。本届会议期间共举行了 3 次会议(A/HRC/S-2/SR.1-3) 1。  

 7.  特别会议由理事会主席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先生主持开幕。  

B.  出席情况  

 8.  出席特别会议的有：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理事会非成员国的代表、非联

合国会员国的观察员和其他观察员，以及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政

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各国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  

                                                 
1  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可以更正，但在统一更正(A/HRC/S-2/SR.1-3/Corrigendum)

印发后，即为最后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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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席团成员  

 9.  在第一届会议上，理事会选出以下主席团成员，他们也担任第二届特别会

议的主席团成员：  

主   席：  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先生(墨西哥) 

副主席：  托马什·胡萨克先生(捷克共和国) 

 穆罕默德·卢利什基先生(摩洛哥) 

 布莱斯·戈代先生(瑞士) 

副主席兼报告员：  穆萨·布莱扎特先生(约旦) 

 

D.  工作安排  

 10.  理事会接受了其主席团成员的以下建议：即理事会成员国和有关国家的

发言时间限于 5 分钟，理事会非成员国和其他观察员，包括联合国机构、专门机

构和相关组织、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各国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时间

限于 3 分钟。理事会还接受了其主席团成员的以下建议：即发言者名单应按登记

时间顺序排列，发言者的发言顺序为：理事会成员国，接着是有关国家，然后是

理事会非成员国的观察员和其他观察员。  

 11.  理事会还接受了其主席团成员的以下建议：即行使答辩权发言时，将遵

守以下限制: 整届会议每个代表团发言两次，第一次为 5 分钟、第二次为 3 分钟。  

E.  决议和文件  

 12.  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载于本报告第一章。  

 13.  附件一载有有关估计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所涉行政和方案

预算问题的说明。  

 14.  附件二载有第二届特别会议印发的文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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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发   言  

 15.  在 2006 年 8 月 11 日第 1 次会议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

斯·阿伯女士作了发言。  

 16.  在同一次会议和同日举行的第 2 次会议上，以下与会者作了发言：  

(a) 理事会成员国代表：阿尔及利亚 (也代表非洲国家集团 )、阿根廷、巴

林、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中国、古巴、厄瓜多尔、芬兰 (代表

欧洲联盟和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及乌克兰 )、印度、印

度尼西亚、约旦、马来西亚、马里、摩洛哥、巴基斯坦 (代表伊斯兰

会议组织 )、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沙特阿拉伯、瑞士、

突尼斯(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乌拉圭、赞比亚；  

(b) 有关国家的观察员：以色列、黎巴嫩；  

(c) 以下国家的观察员：亚美尼亚、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智利、哥伦比

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科威特、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新西兰、挪威、卡塔尔、苏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也门；  

(d) 其他观察员：教廷、巴勒斯坦；  

(e) 以下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阿拉伯国家联盟；  

(f)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大赦国际、圣约信徒国际理事会 (也代表

犹太人组织协调委员会 )、国际生境联盟、人权观察社、“图帕

赫·阿马鲁”印第安人运动 (也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 )、国际民主律师

协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人权联盟联合会、联合国观察组织、

大同协会 (国际天主教知识分子和文化事务运动和国际天主教学生运

动)、世界犹太人大会、世界反对酷刑组织、世界进步犹太教联盟。  

 17.  也在第 2 次会议上，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观察员相当于行使答

辩权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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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对决议草案 A/HRC/S-2/L.1 采取的行动  

以色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黎巴嫩境内严重的人权状况  

 18.  在 2006 年 8 月 11 日第 3 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代表伊斯兰会议组

织)介绍决议草案 A/HRC/S-2/L.1 并对之作了口头更正。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为：阿

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埃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约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

亚、摩洛哥、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

尼斯、以及巴勒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马里、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随

后也加入提案国。  

 19.  以色列和黎巴嫩观察员就决议草案作了发言。  

 20.  加拿大、芬兰 (代表属于欧洲联盟的理事会成员国和乌克兰 )、危地马

拉、印度、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和瑞士等国代表在表决前发言解释投

票立场。  

 21.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理事会被提请注意估计该决议草案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2 

 22.  应加拿大代表的请求，对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作了唱名表决。决议草

案以 27 票对 11 票、8 票弃权获得通过（见第一章）。  

 23.  喀麦隆、法国、日本、墨西哥和秘鲁(还代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

乌拉圭)的代表在表决后发言解释投票立场。  

 24.  巴基斯坦代表(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决议通过之后作了发言。  

 25.  所通过决议的案文见第一章（S-2/1 号决议）。  

                                                 
2  附件一载有估计理事会的决议所涉的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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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 件 一 

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所涉的 

行政和方案预算问题 

 1.  理事会 S-2/1号决议 7、第 8和第 10段决定： 

(a) 紧急建设并立即派遣一个由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知名专家组成的

高级调查委员会，包括可能时邀请有关的联合国特别程序参加委员

会 , 以：  

(一) 调查以色列在黎巴嫩蓄意攻击和杀害平民的行为；  

(二) 研究以色列所使用武器的类型及其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  

(三) 评估以色列对人员、财产、重要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攻击的严重程

度和致命影响；  

(b)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供一切所需的行政、技术和后

勤援助 , 让调查委员会能够迅速、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c) 请调查委员会不迟于 2006 年 9 月 1 日向理事会报告在完成任务方面

取得的进展。  

 2.  所规定的活动在 2006-2007 两年期 a 方案预算第 23 款“人权”下的费用

总额将达 417,800 美元。  

 3.  应该指出，根据大会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决议和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1/211 号决议确定的程序，为每个两年期设立了一项应急基金以照顾方案预

算中未作规定的立法任务的额外开支。根据这一程序，如果提出的额外开支超过

了应急基金中可用的资源，只能通过挪用低优先领域的资源或修改现有的活动来

执行有关活动。否则，这些额外的活动应推迟至下一个两年期。  

                                                 
a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6号》(A/60/6/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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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由于已从应急基金支用的 2006-2007 两年期的其他活动预期将在大会第六

十一届会议前用罄应急资金，因此无法由该基金来满足额外的用款。在目前这一

阶段还无法确定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3“人权”和第 28E 款“日内瓦行

政事务”中的哪些活动可以削减、推迟、结束或修改以满足 830,900 美元的额外经

费――虽然初步审查使秘书处设想可以对估计所需经费作一些匀支。今后几个月中

秘书处将设法确定可以挪用哪些领域的资源，以满足小组委员会 2006-2007 两年期

的需要。至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审查《任择议定书》生效问题时，预计已有足够

时间，可以告知大会如何满足额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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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印发的文件一览表 

普遍分发的文件   

文  号  

A/HRC/S-2/1 
2006 年 8 月 7 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给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  

  
A/HRC/S-2/2 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提交大会的报告草稿  
  
A/HRC/S-2/SR.1-
3 和 A/HRC/S-
2/SR.1-3 
Corrigendum 

人权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期间举行会议的简

要记录及更正  

 
 

 

限制分发的文件   

文  号  

A/HRC/S-2/L.1 
以色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黎巴嫩境内严重的人

权状况: 决议草案  
 
 

 

非政府组织文件系列   

文  号  

A/HRC/S-2/NGO/1-11 [仅有英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