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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8(b) 

人权机制的有效运作： 

国家机构和区域安排 

国际协调委员会目前使用的按照《巴黎原则》  

认定国家机构资格的程序和通过适当的定期审查  

确保这一程序得到加强以及加强国家人权机构  

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秘书长的报告  

摘   要  

 本报告是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2005/74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的，其中委员会请秘书

长向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有关“国际调协委员会目前使用的按照《巴黎原则》

认定国家机构资格的程序，确保这一程序得到加强，并给予适当的定期审查”，并

报告有关“加强国家人权机构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1.  本报告是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2005/74 号决议第 22 段提交的，其中委员会请

秘书长向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增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 (协

调委员会 )目前使用的按照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 (巴黎原

则)(大会第 48/134 号决议，附件)认证国家人权机构(人权机构)的程序，确保这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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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得到加强，给予适当的定期审查，并就“加强国家人权机构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方

法和手段”提出报告。  

 2.  协调委员会于 2005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六十届会议期间，按照秘书长

根 据 人 权 委 员 会 第 2004/75 号 决 议 提 交 委 员 会 第 六 十 一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E/CN.4/2005/107)就增强人权机构在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作用举行了专题讨

论。协调委员会成员感谢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委员会第 2005/74 号决议，并就草案作

出评论。该项决议准许人权机构就所有议程项目在委员会上进行口头发言，并 (或)

在委员会议下一届上就人权机构关心的议程项目提交书面报告，但工作方法尚待委

员会确定。所有人权机构都对该项决议目前的格式表示强烈支持。  

 3.  注意到秘书长向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交的关于人权机制有效运作

的报告：国家机构和区域安排――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以及人权机制的有

效运作：国家机构和区域安排――加强国家人权机构对人权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工

作的参与(分别为 E/CN.4/2005/106 和 E/CN.4/2005/107)。  

 4.  与会者讨论了改进人权机构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方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国家机构股协调员向与会者介绍了联合国和人权高专办正

在进行的改革进程情况，作为秘书长向高级别小组的回应。这些改革进程应该为人

权机构向委员会作出更多贡献提供机会。此外，协调员还表示，随着该股工作人员

数量的增加，将向人权机构提供更多的协助。人权机构代表表示需要建立一个能够

传达他们关于改革建议的机构，并对正在加强该股表示满意。  

 5.  还讨论了委员会第 2004/75 号决议以及拟议联合国改革进程的影响。关于

联合国改革进程，人权机构代表表示，需要强调人权机构的作用。会议同意，协调

委员会主席和区域主席应该就改革进程起草一份国际协调委员会的立场。关于准许

人权机构就委员会议程的所有项目发言的第 2004/75 号决议，会议议定协调委员会

主席应该就议程项目 18(b)发言，并听取区域主席和人权机构对特别关切问题提供的

意见。关于委员会其他议程项目问题，会议定区域主席应该协调关于优先领域的发

言，区域主席和个别国家人权机构应在委员会发言。尽管个别人权机构仍有可能按

需要单独发言，但应该鼓励它们就可能拟定联合发言进行合作。总的来说，强调了

人权机构需要协调关于议程项目的发言，至关重要的是，没有必要对所有议程项目

发言，而应把重点放在特别关注的领域。会议议定协调委员会主席和区域主席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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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人权机构在委员会发言的问题拟定一份文件，在协调委员会下次会议之前分

发。作为第一步，兹建议在委员会下一届会议期间分发一份关于共同关注主题的优

先次序的问题单。  

 6.  2005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增进和保护

人权区域合作讲习班与会者在结论(E/CN.4/2006/100)中，欢迎国家人权机构加强对

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有关论坛的参与，包括按照其议事规则参加人权条约机构的届

会。非洲国家人权机构协调委员会主席代表该委员会在人权事务委员会第六十一届

会议上发言，支持准许人权机构就委员会所有议程项目发言的呼吁。非洲国家人权

机构协调委员会的由下列国家的国家人权机构参加：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加纳、

肯尼亚、马拉维、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南

非、多哥和乌干达。  

 7.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家人权机构论坛在向委员会提交的陈述中指出，“委

员会将从国家人权机构专门知识对委员会实质议程项目，而非仅对议程项目 18(b)

的参与中获益”。此外，该论坛还呼吁委员会“(a) 允许经由国际协调委员会资格

认定小组委员会全面认定的人权机构以及此种机构的协调委员会就委员会议程的

所有项目发言；为此继续为人权机构分配专门的座席；支持它们与委员会所有附属

机构进行接触；继续维持用人权机构自己的文号印发文件的做法”。论坛在发表声

明时包括下列国家的正式成员机构：澳大利亚、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蒙古、尼泊尔、新西兰、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泰国。  

 8.  同样，在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 18(b)下，国家人权机构欧洲协调

组主席按照秘书长向第六十一届会议提交的关于加强人权机构对人权委员会工作

的参与的报告(E/CN.4/2005/107)，支持并加强国家人权机构更加广泛地参与委员会

的议程。  

认证程序 

 9.  关于协调委员会的认证程序，各机构必须遵守正式申请程序。作为程序的

组成部分，并根据协调委员会的程序规则规定，所有申请成员资格的人权机构都要

向协调委员会主席提出申请。该人权机构应提供证明其申请的下列文件各一份：  

(a) 据以建立和获得授权的法律或其他文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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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载列工作人员编制和年度预算的组织结构概要；  

(c) 最近的年度报告或同等文件；  

(d) 显示其遵守《巴黎原则》的详细说明，或哪方面没有遵守《巴黎原则》

的概要说明以及保证遵守的建议。  

 10.  由协调委员会或由该委员会设立的成员资格小组委员会裁定包括人权机

构是否遵守《巴黎原则》在内的所有成员资格问题。目前由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向

协调委员会成员提出建议，供其核准。未经与人权机构磋商，不得作出不利该机构

要求加入的申请的决定。  

 11.  如人权机构要求加入的申请因没有遵守《巴黎原则》被拒，协调委员会或

其代表应就遵守问题与该机构进一步协商。要求加入的申请遭拒的人权机构经协调

委员会同意，均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小组会议或讲习班，并可在任何时候重新申请。 

 12.  在人权机构小组成员的情况发生变化，因而会影响其遵守《巴黎原则》的

情况下，该成员应将这些变化通知主席，主席应将此一事项提交资格认证小组委员

会审核该成员的资格。如协调委员会主席或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成员认为人权机构

小组成员的情况似乎发生变化，会影响其遵守《巴黎原则》，主席或小组委员会可

就该成员的资格重新进行审查。  

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  

 13.  为了确保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区域代表性公平分配，协调委员会议事规则

规定，该小组委员会由四个区域集团，即非洲、美洲、亚洲－太平洋和欧洲各自选

出一个协调委员会认证的人权机构组成。成员由区域集团指定，任期两年，并可连

任。认证资格小组委员会以协调一致意见指定一名成员担任小组委员会主席，任期

两年，并可连任。  

 14.  人权高专办为委员会常设观察员，并以协调委员会秘书处的身份支持小组

委员会的工作，作为所有来文的协调中心，酌情代表协调委员会主席登记记录，并

就申请机构的各种权利、职能和组成以及其他有关信息向小组委员会提供客观的分

析。可应小组委员会成员的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15.  认证资格小组委员会各区域集团代表协助各自地区人权机构的申请程序。

区域集团代表为各自地区的人权机构提供所有有关认证程序的资料，包括阐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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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要求和期限。应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要求，对各项申请进行审查，确保准时收

到所有文件。全部文件必须在协调委员会会议之前两个月送交秘书处。在此期限后

提交的申请和文件，除协调委员会主席确定情况证明具有充分根据，否则只可在委

员会下一年的会议上予以审查。  

 16.  向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每位成员提供申请和支持文件。在人权高专办的支

持下，协调委员会主席还提供特别问题提要，供小组委员会审议。  

 17.  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在协调委员会年度会议之前和期间举行会议，以审查

新的申请、审查就以前提交的申请时提供的其他资料，并拟定建议。会议限由资格

认证小组委员会和人权高专办成员参加。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主席在征得协调委员

会主席和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成员同意后，可另外召集会议。  

 18.  按照《巴黎原则》和协调委员会议事规则，委员会采用的各种资格认证分

类为：  

(a) 遵守《巴黎原则》；  

(b) 认证资格，但有保留――初步分析显示遵守了《原则》，但提供支持授

予地位的文件不足；  

(c) 观察员地位――没有充分遵守《巴黎原则》，或没有提供可以支持认证

资格的充分资料；  

(d) 未遵守《巴黎原则》。  

 19.  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主席向协调委员会成员提出一份载有各项建议和理

由的报告，供其作出决定。协调委员会主席在有关会议决定的报告中就资格认证申

请说明协调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协调委员会主席将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和决

定的理由通知申请机构。  

进一步加强资格认证进程  

 20.  秘书长的报告(E/CN.4/2005/107)强调了加强认证程序的重要性，这类程序

可以确定国家机构参与国际论坛的性质。因此，应协调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协调委

员会秘书处开始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程序。现在还向所有申请机构明确表示，如收

到的申请不全，且没有在协调委员会会议举行前两个月的期限内补全，则申请不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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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同样，国家机构一般对加强程序和定期重新评估程序的建议表示欢迎。国

家人权机构欧洲协调委员会 2005 年 10 月 14 日在都柏林举行会议期间指出加强国

家机构认证程序的重要性，以在国际一级直接影响其合法性、可信度和可见性。该

集团指出，应该赋予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定期评估的权利，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

国别访问，确保遵守措施有效。  

 22.  协调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次年度会议上就这类评估的次数作出决定

(E/CN.4/2005/107 报告建议可在初次认证之后每五年作出重新评估)。因此，建议可

把对出席国际论坛的国家机构的认证与该机构对协调委员会的认证等同。如委员会

或后续机构提议采取这类办法，则应查实，现有国家机构业经协调委员会通过重新

评估进程加以认证。协调委员会秘书处承诺将协助这类进程，并已开始编制资料，

在协调委员会确定如何开展工作之后，便可开展审查程序。协调委员会不妨考虑在

人权机构第八次国际会议于 2006 年第四季度在拉丁美洲召开期间举行资格认证小

组委员会会议，并于会议期间对各机构进行首次审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