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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公司与人权问题的讲习会 ** 

2001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日内瓦  

主席兼报告员：Wilton Littlechild 先生  

 
 

                                                 

* 载有讲习会的结论和建议的本报告内容提要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本文件附件

中所附的报告本身则只以原文印发。 
**  本报告迟迟提交是由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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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讲习会的结论、建议、努力方向和后续行动 

 按照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 2000／15 号决议的要求，2001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关于土著人民、私营部门自然资源、能源和矿业公司与

人权问题的讲习会。会议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协同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

贸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举办。  

 讲习会审查了与土著人民、私营部门自然资源、能源和矿业公司与人权有关的

问题的概述，包括国际法律架构。为了从人权的角度讨论土著人民和采掘工业之

间的关系，讲习会还探讨了三个主要题目。这些题目包括：在私营部门项目开发

前后及开发期间与土著社区协商；土著社区分享私营部门活动所获利益；解决争

议。  

 讲习会通过的结论和建议如下：  

结论  

 1．   讲习会对由人权高专办组织、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自愿基金出资的这

次讲习会表示欢迎，认为这为交流意见和经验、获取有关具体事例的资料，从而

增进企业和土著人民对有关问题和关切的了解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会议对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召开讲习会以及在讲习会结束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赞赏。会议也

对私营部门代表参加会议表示赞赏。  

 2．   讲习会确认了现有的和即将拟定的国际人权规范与准则，包括《联合国

宪章》、各项人权条约，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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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生物多样性公

约》、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1989 年）（第 169 号公约）、1993 年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正在审议的关于土著人民权

利的宣言草案、以及其他为确保私营部门自然资源的活动尊重人权而已拟订的或

正在拟订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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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讲习会承认采掘资源开发与人权问题涉及到土著人民、政府和私营部门

之间的关系。讲习会也承认在土著人民、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平等关系的先

决条件是充分承认土著人民对他们的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拥有的权利。  

 4．   讲习会注意到土著人民由于在他们土地和领土上的采掘活动和能源开发

而蒙受不利的影响。  

 5．   讲习会承认一些公司正作出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增进对话、在人权架构

内工作、拟出适当的利益分享安排并寻求彼此能接受的争端解决方法。  

 6．   讲习会承认土著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和对他们的土地和资源拥有的

权利与他们同私营部门建立公平关系的能力之间的联系。讲习会注意到拥有被确

认的土地和资源权利的土著人民，与国家签订了条约、协定或其他建议性安排的

人民，比没拥有这种被承认的权利的其他人民能够更好地在自由、事先知情同意

的基础上与私营部门自然资源公司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  

 7．   讲习会回顾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一部分第 20 段和第二部

分第 30 段），其中各国确认必须确保土著人民自由、知情地参与与其有关的事

务，作为确保土著人民权利并为土著人民造福的一种手段。  

 8．   讲习会确认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对土著人民的生存和未来的重要性。

会议还特别认为，发展权利意谓着土著人民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发展愿望确定他

们自己的变动速度。这种权利应得到尊重，包括说“不”的权利。  

建议  

 1．   讲习会建议各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土著人民和私营部门继续审查土

著人民土地上私营部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的经验，总结最佳做法，探讨确认和尊

重土著人民的土地权利与成功经验之间的联系。  

 2．   讲习会建议各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土著人民和私营部门为对土著人

民有影响的私营部门项目拟订一个协商、利益分享和争端解决的架构。  

 3．   讲习会建议对与土著人民及其土地上私营部门资源发展有关的现有和即

将拟定的国际人权准则、其他有关标准和工业准则进行研究，要考虑到已有的研

究工作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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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讲习会建议土著人民与私营部门的协商应在有关各方自由、事先知情同

意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5．   讲习会建议土著人民土地上的私营部门开发活动应确保彼此能接受的利

益分享安排。  

 6．   讲习会建议为土著人民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争端设立彼此能的独立解决机

制。  

 7．   讲习会建议人权高专办：  

(a) 将讲习会的报告提交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第二十届会议和小组委员会

跨国公司问题会期工作组，并将讲习会的结论和建议提交土著问题常

设论坛第一届会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系统有关

组织，包括劳工组织、贸发会议、开发署、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以

及有关的各种产业组织；  

(b) 协同土著人民、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其他联合国有关机构和组织、

私营部门和各国政府、甚至邀请在衡量和监测公司做法方面有经验的

投资和社会审计机构代表组织第二次讲习会，以便为私营部门对土著

人民有影响的项目的协商、利益分享和争端解决拟订对话和实施的架

构草案；  

(c) 汇编讲习会文件及其他有关材料并将其作为出版物分发给有关产业、

土著人民和国家政府；  

(d) 请有关产业和土著人民提供土著人民与私营部门之间签订的有关协商

方法和利益分享的现有协定，以便加以分析，找出最佳做法范本，并

考虑在人权高专办网址上提供这种示范安排；  

(e) 应产业要求，为感兴趣的产业职工和代表组织土著人民人权培训班。  

 8．   讲习会建议在土著人民土地上开展活动的私营部门资源开发公司：  

(a) 继续就这些事务与土著人民和联合国系统进行对话；  

(b) 收集关于人权的现有行为守则和准则并提供给土著人民和人权高专

办；  

(c) 参加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和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以及其他与土著问题有

关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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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讲习会建议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a) 提供机会以便在其议程中与制订标准的活动有关项目下就土著人民、

私营部门自然资源、能源和矿业公司与人权问题交流看法；  

(b) 根据土著人民充分有效参与对他们在各方面的生活有影响的决策以及

对在他们土地上进行的项目和开发活动给予自由、事先知情的同意的

原则，对影响到土著人民的私营部门自然资源和能源项目协助拟订一

个协商、利益分享和争端解决的架构。  

 10．   讲习会建议土著人民提供关于他们与私营部门作出的安排的资料，尤

其是确立的协商程序机制。  

 11．   讲习会请世界银行制定一项关于土著人民的政策，要求借贷国和客户

尊重土著人民的权利，尤其是他们的土地和资源权利，并在影响到土著人民的投

资、贷款、担保和作业方面获得自由、事先知情的同意。  

 12．   讲习会建议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特别报告员在行使其职责时

注意到私营部门活动对土著人民土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