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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利比里亚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问题独立专家在 2006 年两次访问利比里亚，第一

次自 2006 年 2 月 20 日至 26 日，第二次自 2006 年 11 月 13 日至 23 日。虽然在这

一年里有若干积极事态发展，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期间，没有能够有效地处理

一些重大人权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社会最边缘者和最脆弱者的问题。  

 2006 年伊始，便于一月颁布了有关强奸问题的立法修正案，该项修正案试图为

受害者提供更多的法律保护。法案对强奸作出更加广泛的定义，规定了团伙强奸罪，

还规定在被控犯有一级强奸罪的案件中采纳不准保释的推定。尽管应该重新审查和

修订这项立法，令人鼓舞的是，正在建立适当的法律框架。在下一年度，当局还应

该把颁布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法律作为优先事项。  

 然而，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和法院未能恰当执行这一有关性犯罪的主要法律，使

受害者――妇女、女童、男子和男童――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或补救办法。这种情况还

造成去年广泛存在受害者及其父母与被控犯罪者‘庭外解决’的做法。司法制度的

无能加之普遍存在的悲惨社会和经济状况造成了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一

种有罪不罚。  

 去年另外一个良好的开端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于 2006 年 2 月成立，并随后于 6

月开始运作。这是国家复原与和解的主要机制之一，实际上，该委员会于 10 月开

始第一项公共活动，即取证工作。利比里亚政府在所有阶段都对这项工作给予支持，

并提供大量资金。  

 然而，在起草本报告时，独立专家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无法按计划开始公

开听证，因为尚未建立基本的行政和技术程序。审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启动以及

委员会的权限必须成为一项当务之急。  

 全国各地缺乏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特别是对橡胶种植园工人此类权利的尊重、

保护和落实，使利比里亚公民不得不为每日生活挣扎。政府努力恢复蒙罗维亚部分

地区有限的基本服务，令人鼓舞的是，没有善政便没有可持续发展这项基本原则正

作为反腐战略的核心得到贯彻。对这类战略成功与否进行评论为时尚早，但执行施

政和经济管理援助方案(GEMAP)以加强公共财政管理，预示着良好的开端。需要通

过强有力的反腐委员会有效执行国家反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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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利比里亚社会在各个方面――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面临人权问题

上的巨大挑战。尽管当局显示了在若干问题上推动进展的良好意愿，但若干因素，

包括缺乏能力、权限和资金，导致了进展缓慢和执行不力。国际社会有义务援助该

国当局，而该国政府必须率先努力，采取具体和有的放矢的措施。  

 独立专家的主要建议有：  

− 利比里亚以外的法官和检查官应该作为辅导者参与工作，这是应对某

些现行司法制度缺陷的必要步骤；  

− 应该恢复和加强利比里亚大学法律系，应该向法律系毕业生提供在美

利坚合众国读研究生的奖学金，特别应该实行积极的区别对待，以吸

引更多的女学生从事法律行业；  

− 政府应该提出《宪法》修正案，使所有国际条约成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 

− 应该立即废止诸如“内陆地区条例”等歧视和冒犯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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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5 年以来的事态发展 

A.  安全局势  

 1.  截至利比里亚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问题独立专家提交第二份报告

(E/CN.4/2006/114)时，总体安全局势得到极大改善。利比里亚国家警察(LNP)和警长

部署到各县，建立起地方管理部门，各县已经设立起巡回法庭，尽管因为有些县没

有辩护律师，妨碍了法庭的恰当运作。  

 2.  然而，在全国，性攻击事件频发，反映出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的薄弱，国家

警察没有充分警卫这些地区的能力，凸显出增强安全部队这一部门能力的迫切需

要。保障公民安全是国家的根本义务，应该向该国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确保其能够

履行这一职责。  

B.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3.  2003 年在阿克拉签署的《全面和平协定》规定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05

年 6 月通过了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需国家立法――《建立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

委员会法案》(TRC 法案)，并签署为法律。是年 8 月开始了九位国家委员的任命和

甄选程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于 2006 年 2 月举行就职典礼，并于 2006 年 6 月正式

启动。  

 4.  利比里亚政府在第一年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供 140万美元(占国家预算的

1%)，领导了这一进程。国际社会提供了对应捐助。筹资将是今后的主要挑战，及

时拨款对有效采取行动至关重要。迫切需要全面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秘书处，使

各位委员不必陷入行政问题，能够把精力集中到政策事项上。国际社会还在提供技

术咨询和专门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5.  然而，对委员会内似乎没有对方案和活动进行协调存在着严重关切，及时

拟定周密的方案和预算会对捐助者今后的供资意愿产生影响。委员之间以及与国际

技术咨询委员会(ITAC)委员之间的不和谐正在造成难以全面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

会法案》的状况。这还造成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诸如对公众和民间社会组

织的宣传。委员会向公众介绍及解释其工作的外联努力将决定其影响以及积极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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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民间社会支持。这些组织尽管将保持独立，但对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作出宝贵贡

献。这类团体还必须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就进展情况提供真诚的反馈。  

 6.  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信息管理系统，储存和分析 2006 年 10 月开始的取证

工作中获取的证词和其他资料。有些方面的取证工作受到对话者的严厉批评，其中

特别强调没有明显的保护机制为受害者、犯罪者和取证记录员提供保密保障或保

护。一些对话者对检审程序的效力提出质疑，强调需要将性别观点纳入这一工作，

协助参与的妇女，鼓励她们提供证词。  

 7.  迫切需要处理这种状况，在利比里亚的这一过渡时期和不断作出的和解努

力中，有效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为国际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制

定明确的职权范围和建立有效的秘书处有利于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  

C.  国家人权问题独立委员会  

 8.  经全国范围协商并在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联利特派团 )的技术支助下，

为这一机构起草了权力授予法，并于 2005 年 3 月签署为法律。该项法律授权广泛，

包括就普遍的人权状况向政府提供建议。任命正直、富有经验和才干的人担任这一

机构的委员至关重要。希望能够尽快完成甄选工作，同时考虑到在建立真相与和解

委员会过程中获取的经验。在撰写本报告时，提名机构向总统提交了可能任命的 11

人的名单。  

二、立  法 

 9.  议会小组委员会领导人承认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进程缺乏了解和认识，他

们欢迎举办有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讲习班，作为议员，他们迫切希望看到《法案》

条款受到尊重。他们在向选民传播信息方面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取证工作应于 2007

年 1 月完成，委员会迄今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令人关切。有人强烈表示，还应对冲

突中的国际作用进行评估，以对事件取得充分理解。  

 10.  关于执行《打击强奸法》，律师、特别是检察官不足可能是妨碍执行这项

法律的因素。有人提出是否可征聘私人律师，作为临时措施，负责起诉。议员们认

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负有明确的监督职责，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办法。立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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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也在采取措施加入各国议会联盟 (议会联盟)，认为这是加强能力和专业特长的重

要途经。  

三、法律改革和法治 

A.  审查国家立法  

 11.  司法部报告说，已经向议会提交了设立法律改革委员会的法案，将于 2007

年初予以审议。政府《150 天行动计划》构想出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并就此组成特

别工作队。  

12.  随后将对《宪法》和国家立法进行全面审查，确保尊重国际人权法的各项

条款。联利特派团和人权保护股最近完成的法律审计将有利于这项工作。  

B.  利比里亚司法体制  

 13.  关于司法独立的新立法在确保独立性方面有所助益。现在将按季度保证提

供资金。一再指控司法腐败，不断破坏着政府在这方面的信誉。此外，司法人员渎

职造成案件得不到审理。任命最高法院法官领导对惩戒事项作出裁决的操守委员会

也有助于强制执行行为守则。《宪法》第 71 条规定，立法机构可依据明显的不当

行为和严重渎职行为弹劾法官，解除其职务。首席大法官最近采取措施，改善司法

专业精神和工作质量，值得予以支持。  

C.  结束对过去和当前罪行不加追究的状况  

 14.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利比里亚的刑事司法体制无法有效地应对持续不断的

侵犯人权和虐待问题在似乎不断增加的基于性别的暴力方面，情况尤其如此。在与

地方行动者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警察履行职务时的不当行为是反复讨论的问题。对

被逮捕者和被拘留者的虐待强调了加强有关行为守则和使用武力规则培训的需要。 

 15.  在改组和加强利比里亚国家警察能力方面取得某些进展：现在已有 2,214

名警官从蒙罗维亚警察学院毕业，目标仍然是在 2007年 7月前培训出 3,500名警官。

然而，主要在后勤方面，建立有效的利比里亚警察仍然面对严重挑战。建立通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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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增强流动性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改组和加强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必须与改进

司法系统的运作同步进行，不能改善司法系统势必对新警员产生危害，在很大程度

上削弱了打击犯罪的效力。  

D.  有关强奸问题的法律  

 16.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参与起草的《强奸法》修正案(《修正新刑

法法案》，第十四章，第 1470-1471 节，并对轮奸作出规定)，确保遵守国际标准，

于 2006 年 1 月 17 日开始生效。然而，司法体制薄弱，公众缺乏认识，造成这一重

要法律实施不力。尽管法律规定更加严厉地惩治强奸行为，包括明确规定轮奸罪，

仍有报告说法院驳回确凿的证据，没有遵守该《法案》的规定。  

 17.  有报告说，大量这类案件采取庭外和解，特别令人忧虑。尽管这种解决办

法出于社会－经济考量，拖延审讯这类案件和上述执行不力的情况都助长了这种趋

势。首席大法官向独立专家保证，他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确保这类案件不再发生不

必要的拖延；现在专门安排一个法庭进行这类审讯。  

 18.  法律没有涉及青少年强奸问题，这是新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缺陷，希望法

律改革委员会予以审查。  

四、增进和保护人权 

A.  橡胶种植园内的人权问题  

 19.  独立专家考察了 Guthrie 种植园，利比里亚政府于 2006 年 8 月 15 日将种

植园收回，设立了一个临时管理小组，并正逐步确定正式购买程序。种植园共雇有

1,500 名工人，包括许多原战斗人员。正在提供特别是医院、学校和清洁饮用水等

基本社会福利。安全局势极大改善，有利于恢复社区的这些社会服务，由 12 名利

比里亚国家警察和 92 名联利特派团人员对安全局势进行监测。种植园内大约有

36,000 名居民，联利特派团协助原战斗人员家属在移交时自愿返回原籍各县。  

 20.  橡胶种植园是利比里亚经济的主要财富来源，估计仅只 Guthrie 种植园在

2005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就创收高达 908,000 美元。其他主要种植园――Firestone、利

比里亚农业合作公司(LAC)、Salala、Cavalla、Cocopa 和 Sinoe――保护人权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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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严重关切事项。落实橡胶种植园工作队的建议是一个迫切事项，因为必须解

决这些种植园内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恢复法治。  

B.  妇女的人权问题  

 21.  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以及不执行适用立法的情况是严重关切事项。家庭暴

力和有害的习俗没有得到解决，不执行上述《强奸法》意味着歧视妇女现象仍然没

有减轻。没有补救办法这一事实常常导致在强奸案件中庭外解决的不幸做法。利比

里亚女律师协会是向妇女和儿童提供免费咨询和代理的唯一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正

在评估《强奸法》的执行情况，这项评估明年可以完成。该协会迄今为止基本在蒙

罗维亚开展活动；希望不久可在国内各地提供迫切需要的协助。  

 22.  然而在警察局设置妇女和儿童股是非常受欢迎的事态发展。仅在三个县设

置了妇女和儿童股，但据称将在全国设立这类机构。现在，在充实或营建警察局时

便自动设立妇女和儿童股。儿童基金会负责提供人员培训，尽管在这方面存在困难。

在精减人员时，许多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被精简，许多警察局的指挥和控制结构薄

弱。  

C.  儿童的人权问题  

 23.  利比里亚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 1999 年禁止最有害的童工形式的《第 182

号公约》，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取缔这类做法。劳工部作出保证，正起草法律，在国

内法中落实这些条款。希望目前在全国大批雇用儿童到采石厂从事碎石和运输工作

的状况得到解决。贫困还迫使在市场为父母卖东西的儿童为补充收入而参与商业性

性活动。  

 24.  对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情况的评估显示，儿童兵的同化工作十分成

功，仅有 5%的人仍与其前指挥官保持联络。此外，有 70%的前儿童兵在学校就读。 

五、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5.  按照利比里亚业已批准并于 2004 年开始生效的《国际公约》的要求逐步

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仍然是重大挑战。人们极为关注的是，缺乏执行各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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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另外一个关切事项是利比里亚严重的债务，这是世界上人均

最高债务。应该适当考虑采取减免债务方案，使利比里亚的债务不再累积。  

A.  获得工作、公平薪酬和定期支付工资的权利  

 26.  劳工部致力于全面劳工改革方案，并与所有利益攸关者不断磋商，是令人

鼓舞的事态发展。一项积极的事态是，工人、管理人员和政府进行了社会对话，后

者还邀请工会作为最低工资委员会观察员。现在比以前更加定期按时给付政府雇员

工资，主计长实际上正前往各县，督促为当地工作人员发放薪水。  

 27.  然而总体情况仍然令人忧虑，因为失业率达到 80%，私营部门不支付工资

仍然是个问题。劳工部计划在 2007 年 3 月前主要在农业部门额外创造 12,000 个工

作机会，极需把重点放在劳动密集产业。  

B.  身心健康权利  

 28.  国内有许多非法和私营孤儿院，极为令人关切。这种制度迄今一直对儿童

及其家庭进行剥削。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在同儿童保护网工作队磋商后，公布了利

比里亚孤儿院最低标准草案，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在迫切需要尽快通过这些指

南。该部与儿童保护网协作，确定出关闭 60 多所孤儿院的清单，并正在对无法找

到父母和不可能实现团聚的儿童作出安排。社会福利部部长报告说，必须与司法部

认真协调关闭孤儿院的所有行动，因为过去关闭孤儿院的尝试在法律上受到质疑之

后，都没有成功。此一事项已经变得十分政治化，立法机构常常就具体关闭事件请

她的办公室作出说明。然而，该部部长向我们保证，文件一旦确定，即将采取更多

的关闭行动。向该部部长讲述了对一个这种未经认证的孤儿院的访问情况，那里有

61 名儿童处在完全不符合标准的条件中。  

 29.  关于总体卫生系统，据报告，自上次报告以来，在母婴死亡率方面没有取

得进展。患肺结核的比例实际上有所上升，这种事态很有可能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发病率有关。该部报告指出，迄今实际上只对艾滋病毒开展了零星教育，最近接受

全球基金筹资建议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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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  教  育  权  

 30.  政府在这学期试图在小学实行免费教育。校长不得征收学费，但需要开展

宣传活动以使家长了解这一新制度。教育部提供文具，但人们对学校材料和维护资

金没有完全由国家包下提出某些疑虑。在这方面需要对该国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已

决定在此阶段不要求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因为尚未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设施数量

不足。  

 31.  最初公布有关女童教育问题的国家政策是在 2005 年，该项政策确认需要

采取持续措施，解决教育部门性别不平等问题。教育部认识到，需要采取积极措施，

提高女童在教育系统的数量。此外，在地方一级，有三个落实这些教育政策的管理

机构。然而，由于文化/传统态度和教育部缺乏资金，进展十分缓慢。  

六、举办的讲习班 

 32.  在联利特派团于 2006 年 11 月 21 日主办的讲习班上讨论了对前次报告

(E/CN.4/2006/114)开展后续活动的情况，随后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基于性别的暴力事

件，特别是执行经修正的《强奸法》的情况。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国家工作

队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体现出各职能部委、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的意

见，旨在提高认识，制定战略性干预措施，防止这类暴力行为和支助受害者。为这

类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建立安全庇护所以及提供极为需要的心理支助被确定为优先

事项。  

 33.  尽管新的《强奸法》提供更大的保护，特别是定义更为广泛，提高了法定

强奸罪的年龄，并规定了轮奸罪，但人们仍提出若干关切事项。法律执行不力，在

撰写本报告时只有一项定罪记录，表明显然需要对调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进行更

加切实的培训。这些案件庭外解决的现象被作为例子，说明为何会造成有罪不罚的

气氛。迫切需要修订法律处理诸如青少年强奸和实行非法庭外解决等重大问题。  

 34.  民间社会和政府官员对指控联利特派团成员强奸 /性骚扰案件中特派团的

问责表示严重关切，地方当局接受这些个人不受国家司法管辖，但一些对话者提出

任何资料，说明对调查采取了哪些后续行动或采取了何种行动。他们认为应该澄清

这些事项，因为正义需要得到伸张，人们想知道是否对所有人都实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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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障碍和关切事项 

 35.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要想继续开展工作并行之有效，就必须从几个方面加强

活动。建立得力的秘书处和向捐助者提交战略文件(相对于就特定活动筹资)十分必

要，这有助于激发捐助者的信心。筹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生存的关键问题，必须

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八、结  论 

 36.  报告中强调了积极事态发展和关切事项，这是新当选政府任职的第一年，

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涉及经济、社会、公民和政治权利各个方面，必然吸引国际社

会的支持。当局已经表明在最初几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一

机构在运作方面的独立性应该受到国家和国际行动者的尊重，但应始终注意和解进

程属于利比里亚人民。和解是一个进程，在此进程中，建立主要司法机构必不可少，

以为避免陷入冲突创造条件。国际社会负有协助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法律义务，

特别是在努力减贫方面，与此同时，国家当局也必须相应在住房、粮食、保健、教

育和就业等主要领域采取审慎、具体和有的放矢的措施。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重新分配反腐运动可能节省下来的资金受到欢迎，但这是长久而艰巨的任务，禁止

腐败还不够，必须有强制执行。只有共同努力，才可克服利比里亚社会所面临的重

大挑战。  

九、建  议 

 37.  独立专家向利比里亚政府、捐助者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出以下各

项建议。  

 38.  加强司法制度对增进和保护人权以及结束有罪不罚现象至关重要。在这一

点上，早先关于使利比里亚之外的法官和检察官包括以辅导者身份参与的建议仍然

非常重要。人权高专办、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欧洲联盟(欧

盟)、联合国各机构和联利特派团必须继续与该国政府、首席大法官和所有利益攸关

者继续讨论如何实现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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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早先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向合格的利比里亚人提供研读法律和研究生

课程的奖学金的建议十分恰当。在这一点上，利比里亚应该实行《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第四条第 1 款所反映出的平权行动，吸引更多的女性从事法律职业。

同时请求国际社会协助改善利比里亚大学的法律师资。  

 40.  人权高专办应该通过技术合作服务来提供更多的资金，以重建司法部人权

股。  

 41.  人权高专办应该提供更多的资金，为立法、司法服务和所有执法机构举办

有关国际人权文书的讲习班。  

 42.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支助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妇

女和儿童股。  

 43.  人权高专办应该提供资金，使各职能部委和有关民间社会组织就利比里亚

履行报告所批准条约情况的缔约国义务作出回应。  

 44.  利比里亚政府、人权高专办、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应

该认真考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恰当执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法》。  

 45.  所有利益攸关者汲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委员不履行职责的经验，应该加速

设立独立人权委员会的进程。  

 46.  人权高专办和捐助者应该帮助利比里亚政府设立日内瓦代表团。  

 47.  利比里亚政府应该考虑修正《宪法》，使所有国际条约成为国内法的一部

分，也即从二元制度走向一元制度。  

 48.  立法机构立即废止诸如“内陆条例”等歧视和冒犯性立法。  

 49.  最后，独立专家作出的承诺和提出的建议包括：  

− 她将与瑞士当局就设立利比里亚日内瓦代表团进行斡旋，并寻求乐于

支持设立这一机构的其他国家的咨询意见；  

− 独立专家将就在加纳安置利比里亚难民与加纳政府斡旋；  

− 利比里亚政府应请求美利坚合众国向法律毕业生提供奖学金，以加强

法律培训和司法制度；  

− 联利特派团应与地方当局一道，澄清指控联合国维和人员、工作人员

或其他签有合约或承包其工作项目的任何人员性过错案件的现况；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应请联利特派团协助分发解释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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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接受芬兰代表团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届会议期间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提供心理支助和协助的建议；  

− 国际社会应努力创建一项利比里亚强奸和性暴力受害者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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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S 

Annex 1 

List of interlocut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H.E. Ellen Johnson Sirleaf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Liberia 

Hon. Natty Davis Acting Minister of State for Presidential Affairs 

Hon. George W. Wallace J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Hon. Frances Johnson Morris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Attorney General 

Hon. Johnnie Lewis Chief Justice 

Hon. Mr. Kofi Woods Minister of Labour 

Hon. J. Amadu Kiawu  Deputy Minister for Urban Affairs,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Amb. William V.J. Bull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Hon. Hawah Goll-Kotchi Deputy Minister for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Cllr. Krubo B. Kollie Deputy Minister for Legal Affairs 

Hon. Vivian J. Cherue Deputy Minister of Health in Charge of Social 

Welfare 

John Josiah Deputy Minister for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Labour 

Hon. Beatrice M. Sieh  Inspector General, Liberia National Police 

Asatu Bah-Kenneth Deputy Inspecto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Liberia 

National Police 

Rosetta Jackollie Assistant Minister, Labour Standards 

Dr. Moses Pewu Assistant Minister/Deputy Chief Medical 

J. Cole Bangalu Assistant Minister, Regional Labour Affairs 

Kabinah T. Kamara Assistant Director, Liberia National Police 

Reginald Metingnine Director General, Labour Standards 

E. Flomo D. Bana Director, Labour Standards 

J. Allison Barco Special Assistant,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Stephen G. Scott Special Assistant, Minister of Labour 

B. Bonokollie Zinnah Special Assistant, Inspector General, Liberia 

National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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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Julia Duncan-Cassell Superintendent of Grand Bassa 

Victor Login Major in Charge of Buchanan Central Prison 

Evelina Quaqua Circuit Resident Judge of Bopulu 

Anothony T. Merchant Manager, Interim Management Team 

Marcus Gorwor Liberia National Police 

Weah B. Goll Sectional Head, Central Police Station, Liberia 

National Police 

Jacob Foley Magistrate, Guthrie 

Joseph S. Boakai Clerk, Guthrie Court 

Legislature 

 

Hon. Mr. Edwin M. Snow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n. Fredrick D. Cherue Chair,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Human Rights (Senate) 

Hon. Moses S. Tantianpolie House Representative, District 9 

Joseph O. Lathrobe Acting Chief of Office Staf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Dede Kolopei Vice Chairperson 

Oumu Syllah Commissioner 

Massa A. Washington Commissioner 

Bishop Arthur F. Kulag Commissioner 

Cllr. Pearl Brown Bull Commissioner 

Gerald B. Coleman Commissioner 

John Stewart Commissioner 

Prof. Ken A. Attafuah ITAC Member 

Foday Kamara Ag. Executive Secretary 

UNMIL officials  

Mr. Jordan Ryan Deputy SRSG for Recovery and Governance 

Dorota Gierycz Chief, Human Rights and Protection Section 

Adam Abdelmoula Deputy Chief, Human Rights and Protection 

Section 

Joanna Foster Senior Gender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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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agencies and bodies  

Rose Gakuba Country Representative, UNFPA 

Raouf Mazou Regional Repatriation Manager, UNHCR 

Keith Wright Senior Protection Officer, UNICEF 

Sitta Kai-Kai Senior Programme Officer, WFP 

Awa Dabo Human Rights and Protection Programme, UNDP 

Embassies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H.E. Peter Owusu Head of Chancery, Embassy of Ghana 

H.E. Mr. Ansumana Ceesay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 

(ECOWAS) 

H.E. Mr. Noumou Diakite Head of Office, African Union (AU) 

H.E. Mr. Jeremy Tunnacliffe Chargé d’Affaires, European Commission 

H.E. Mr. Louis Mazel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NGOs  

Jacob P. Corporal TRC Statement taker, Buchanan 

Esther D. Smith Don Bosco Homes 

Omike Freeman-Goodring Don Bosco Homes 

Natathieni Roberts Don Bosco Homes 

Solomon D. Pratt Don Bosco Homes 

Nathan A. Onumah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Samuel W. Cooper Federation of Liberian Youth 

Josie Watson Children Assistance Programme 

Ojue M. Williams Children Assistance Programme 

George B. Gaybueh Progressive Youth of Bassa 

Wilmot Grove Liberia Refugee Repatriation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Nathaniel J. Peters Liberia Refugee Repatriation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Louise Gbarwhoen Bassa Wome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stelle M. K. Pailey Bassa Concerned Citizens Movement 

Rev. Dr. Abba Karnga Resilient Council of Elders 

Alfred J. Duah Handicap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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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ah Z. Reeves BUCCOBAC 

George Borbor BUCCOBAC 

N. Sceedeaka Jarkah Liberian Youth for Unity 

Alfred Quayjandi National Human Rights Centre of Liberia 

Nevdoteh B. Torbar Movement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Liberia 

Collins Yaakpazuo Center for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in Liberia 

Sayor E. Wahtoson Center for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in Liberia 

Rosalind Neufuille Women and Children Advocacy 

Ezekiel Pajibo Center for Democratic Empowerment 

Bah-Wah Bromwell Green Advocates 

G. Archie Sesay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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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Workshop on the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Liberia 

Tuesday, 21 November 2006 

UNMIL Green Building, Monrovia 

Attendance list 

Government officials  

1.  Hon. Tiawan Gongloe Solicitor General 

2.  Cllr. Krubo B. Kolli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3.  Mr. James Bemah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4.  Rosetta Jackollie Ministry of Labour 

5.  Regina Menpehaim Ministry of Labour 

6.  Jeremiah Witherspoon Ministry of Youth and Sports 

7.  Attorney Viama Blama Minister of Education 

 
Diplomatic community  

8.  His Excellency Mr. Noumou Diakite African Union 

9.  Dave Olabusi African Union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10.  Cllr. Milton Taylor Magistrate, Monrovia City Magisterial Court 
11.  Attorney Sylvester Rennie Magistrate, New Kru Town Magisterial Court 
12.  Francis Fayah Magistrate, Careysburg Magistrate Court 

 
Members of the legislature  

13.  Hon. Mr. Moses Tadanpolie Chair, Standing Committee on Internal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4.  Hon. Mr. Armah Sarnor Chair, House 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5.  Hon. Mr. Abraham Nuquay Chair, Standing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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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16.  Cllr. Pearl Brown Bull Commissioner 
17.  Oumu Syllah Commission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18.  Jeremiah Yarkpazuo Center for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in Liberia 

19.  Morris M. Kamara Movement For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20.  Kelvin Mantor Children Assistance Programme  
21.  R. Jarwlee Geegbe Prisoners Assistance Program 
22.  Neiboteh Torbor Movement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23.  Momolu G. Kandakie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24.  Adama K. Dempste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Forum 
25.  Bah-Wah Brownell Green Advocates 
26.  Roosevelt Sackor Liberia 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ssociation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27.  Kagwiria Mbogori UNIFEM 
28.  Masaneh Bayo UNDP 
29.  Mohammed E. Fahnbulleh UNDP 
30.  Sharon Cooper UNHCR 
31.  Lily Cooper UNHCR 
32.  Steven Loegering WFP 
33.  Dr. Francis Nde WHO 

 
UNMIL 

34.  Dorota Gierycz 
35.  Adam Abdemoula 
36.  Joana Foster 
37.  Bipin Adhikari 
38.  Ireneo Namboka 
39.  David Ntambara 
40.  Joseph Gillespie 
41.  Raphael Abiem 
42.  Kamudoni Nyasulu 
43.  Ayo E.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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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Map of Lib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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