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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2 和 8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和 

执行情况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 

  秘书长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5/22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

向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国家人权机构

最佳做法实例。 

 本报告所述期为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7 月。报告所载的资料涉及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为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开展的活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向国家人权机构提供的支持；

国家人权机构与国际人权系统的合作；人权高专办为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及

相关区域网络提供的支持。 

 

 

  

  

 * 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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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5/22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

向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国家人权机

构最佳做法实例。报告概述了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开展的活动。 

2. 人权理事会在第 45/22 号决议序言部分重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包

括重申国家人权机构发挥的重要和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向国家主管机关提供咨询

意见的作用，以及预防和纠正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协助受害者寻求补救、传播

人权信息和开展人权教育的作用。 

3. 在同一决议中，人权理事会认识到国家人权机构在强调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COVID-19 疫情)对人权的影响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为各国提供指导，确保以

符合人权的方式应对大流行。理事会还强调人权机构在监测、报告和提高公众认

识方面的作用，包括为保护弱势群体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并与民间社会、权利

持有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理事会还鼓励各国与国家人权机构合作，确保这

些机构能够有效和独立地履行任务和职能，包括为此确保分配足够的资源。 

4. 在同一决议中，人权理事会鼓励所有会员国和国家人权机构继续采取适当步

骤，维持符合《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

的立法或政策框架。理事会还敦促会员国促进合作、交流信息、分享经验和传播

关于建立和有效运作国家人权机构的最佳做法，包括国家人权机构对建立和维持

包容性社会以及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贡献。 

 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国家人权机构提供的支持 

 A. 咨询事务 

5. 国家机构和区域机制科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内负

责就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的活动开展协调的中心。人权高专办与人权高专办

各驻地办事处、其他联合国实体，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国家人权

机构区域网络一道，协助各国政府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并促进其能力建设。在

这方面，人权高专办与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学术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密切合作。 

6. 人权高专办向国家主管部门和国家人权机构提供技术和法律援助，特别是在

与这些机构的建立、性质、职能、权限和责任有关的宪法和法律框架方面提供

援助。人权高专办还开展并支持进行比较分析、技术合作项目、需求评估和评价

任务，以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并加强其有效履行任务的能力。 

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为在下列国家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

咨询和援助：阿富汗、1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巴哈马、孟加拉国、

贝宁、比利时、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

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亚、刚果(布)、

  

 1 2022 年 4 月 27 日，阿富汗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发布了关于撤销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等六个

国家机构的第 212 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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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

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冈比亚、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海地、

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

吉斯斯坦、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

毛里塔尼亚、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新西兰、尼日尔、

尼日利亚、北马其顿、巴拿马、菲律宾、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南苏丹、斯里兰卡、

苏丹、苏里南、泰国、东帝汶、多哥、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人权高专办在某些情况下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提供

援助。 

 1. 非洲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设在中部非洲、东非、南部非洲和西非的区域

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设在乍得、几内亚、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尔、苏丹

和乌干达的国家办事处，联合国驻布基纳法索、布隆迪、赤道几内亚、斯威士兰、

冈比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

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国家工作队的人权

顾问，以及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索马里、南苏丹和

苏丹(达尔富尔)和平特派团的人权部门为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咨询

和援助。 

9. 人权高专办就按照《巴黎原则》设立国家人权机构向刚果(布)、斯威士兰、

加蓬、几内亚比绍、莱索托、莫桑比克和苏丹当局提供了立法咨询。 

10. 2021 年 8 月和 10 月，人权高专办与布隆迪国家人权问题独立委员会和司法

部合作，为国家检察官和司法部官员举办了两期关于公共采购中的人权问题能力

建设课程。这些课程重在确保公开招标和管理期间业务的透明度、不歧视、平等

和问责制。 

11.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为冈比亚国家人权委员会举办了关于在选举中保

护人权的讲习班，旨在提高委员会在 2021 年 12 月 4 日总统选举之前和选举期间

监测人权的能力。 

12.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向利比里亚国家人权问题独立委员会提供了资金和

技术支持，举办关于批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非洲老年人权利的议定书》

的国家利益攸关方会议。2021 年 12 月，人权高专办为该委员会举办了关于在

选举、示威和司法行政背景下撰写报告和进行监测的讲习班。同月，人权高专办

向该委员会提供了技术支持，为 50 名来自委员会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

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等人士社区的代表举办了一次为期三天的讲习班，

讨论在利比里亚打击对 LGBTQI+人士和人权维护者的歧视。 

13.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支持苏丹司法部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协商研讨

会，旨在制定关于苏丹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第二部法律草案。150 多名民间社会组

织和学术界的代表以及律师、人权维护者和记者出席了协商研讨会。人权高专办

向与会者分发了一份载有材料和相关人权标准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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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为尚未获得认证的莫桑比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和委员举办了一次关于在武装冲突局势下监测人权的培训班，并重点关注了

儿童、境内流离失所者、残疾人、老年人和妇女。2022 年 3 月，人权高专办为该

委员会的委员举办了一次关于《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专门培训班。 

15.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与乍得国家人权委员会合作，为 67 名民间社会和

人权组织的代表举办了关于选举背景下的人权监测和报告能力建设课程，旨在加

强人权观察员在选举期间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能力。 

16.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与尼日尔国家人权委员会共同组织了对位于代凯纳、

库图卡莱、瓦拉姆、菲林盖、博博耶和科洛的监狱的访问，监测被剥夺自由者的

生活条件和狱警的工作条件。 

17. 2021 年 11 月，人权高专办为乌干达人权委员会、乌干达统计局和国家规划

局的 35 名工作人员举办了一次关于将基于人权的方法纳入统计和指标的讲习

班。人权高专办还为乌干达人权委员会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起草普遍定

期审议利益攸关方报告的材料。2022 年 3月，人权高专办和该委员会进行了一次

实地考察，监测艾伯丁地区与企业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 

18. 人权高专办继续向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制定用于

监测关于记者和人权维护者受攻击状况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6.10.1 的方法。

人权高专办还支持该委员会规划关于预防和应对与选举有关的性暴力的宣传

活动。 

19. 人权高专办向津巴布韦人权委员会提供了技术支持，帮助起草普遍定期审议

利益攸关方报告的材料。 

20. 人权高专办与莱索托有关部委和部门以及国民议会组织了两次宣传会议，

讨论按照《巴黎原则》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内阁批准了关于

在宪法中确立人权委员会地位的《宪法》第十一项修正案和一项相关法律草案，

以将其提交国民议会。 

21. 2021 年 11 月，人权高专办和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提

格雷地区冲突各方涉嫌违反国际人权法、人道法和难民法的调查报告。经联合调

查发现，冲突各方都犯下了严重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并向各行为方提出了

59 项建议，主张采取有效补救措施。2022 年 2 月，人权高专办和该委员会就

冲突期间违反国际人权法和难民法的行为对 48 名高级调查员和检察官进行了

培训。2022年 3月，人权高专办同该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与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

社会代表的后续磋商会议，以支持落实调查报告所载的建议。 

22. 2021 年 12 月，人权高专办为卢旺达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和工作人员举办了

一次关于监测和报告侵犯人权行为工具的讲习班。 

23. 人权高专办与吉布提政府和议会就审议和通过关于国家人权委员会运作的

修订法律草案举行了高级别磋商，以确保该委员会符合《巴黎原则》。2022 年

3 月，人权高专办同该委员会为 28名民间社会代表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人权监测、

报告和宣传基本技能培训。 

24. 人权高专办向尚未获得认证的南苏丹人权委员会提供了技术支持，以便在

湖泊州和瓦拉卜州进行实地考察，调查涉及法外处决的侵犯人权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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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南美洲区域办事处和中美洲区域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驻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国家办事处，联合国驻

阿根廷、巴巴多斯、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圭亚那、牙买加、巴拉圭、秘鲁、苏里南、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国家工作队的人权顾问，以及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的

人权部门就加强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咨询和援助。 

26. 2021 年 8 月和 9 月，人权高专办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向

海地公民保护办公室提供了技术援助，开展关于健康权的公共宣传活动。2022 年

5 月和 6 月，人权高专办向公民保护办公室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开展公众

宣传活动，并为其工作人员举办关于支持追究海地境内犯罪、暴行和侵犯人权

行为责任的能力建设课程。 

27.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为巴拿马监察员办公室举办了关于监测移民人权

状况的培训。2021 年 11 月，人权高专办和监察员开展了联合实地考察，监测边

境地区移民的人权状况。 

28. 人权高专办向萨尔瓦多人权监察员办公室提供了技术支持，以根据《关于

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编写法外处决和酷刑调查手册。 

29. 人权高专办向乌拉圭国家人权机构和监察员提供了技术支持，帮助建立一个

在线平台，监测该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方面的国际承诺，该平台于

2021 年 12 月启动。 

30. 人权高专办继续与哥伦比亚监察员合作，开展由欧洲联盟资助的关于防止

暴力侵害人权维护者的两年期项目，该项目于 2021 年初启动。该项目力求加强

监察员的早期预防制度，确保人权维护者中的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能够获得补偿

和补救。监察员的调查结果将反映在一份关于人权维护者状况的报告中。 

31.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为危地马拉人权监察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举办了

两期在线培训班，内容是如何以基于性别的方法处理国际人权标准问题。 

32. 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3 月，人权高专办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监察员

办公室设在马图林和瓦莱拉区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举办了两次能力建设培训。

这些活动侧重于《巴黎原则》、监测和报告以及宣传战略，并特别关注经济、

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 

33.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和洪都拉斯人权专员制定了一项监测侵犯人权案

件的战略计划，并设计了一个预警机制，让人权专员能够采取紧急行动，防止选

举过程中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预警系统的发展在第一阶段侧重于选举背景下

的运作，随后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目的是让人权专员将其作为防止侵

犯人权行为的一种工具长期使用。 

34. 人权高专办主张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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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国家防范机制从司法部更换为该国

监察员。这项工作已于 2021 年 9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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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3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驻柬埔寨国家办事处和驻首尔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办事处，

联合国驻孟加拉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斯里兰卡和东帝汶国家工作队的人权顾问，以及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人权部门为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咨询和援助。 

36. 2021年 8月，人权高专办为印度尼西亚国家人权委员会举办了一次关于参与

国际人权机制的讲习班。2021 年 9 月，该委员会与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

问题特别报告员进行了接触，讨论应对妇女遭受的性别暴力的工具。 

37.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3 月，人权高专办为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举办了几次培训班，内容涉及广泛的人权问题，包括记录酷刑案件和促进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38. 人权高专办支持东帝汶人权和正义监察员办公室为军队和警察举办关于在危

机时期和逮捕期间保护人权、使用武力和防止酷刑的能力建设课程。人权高专办

还支持监察员办公室为 2022 年 1 月该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报告的利益攸关方

报告提交资料，并支持该办公室在 2021 年 10 月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

一份影子报告。2022 年 2 月，人权高专办为 32 名监察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举办了

两期关于在选举背景下监测人权的培训班。 

39. 人权高专办继续倡导为尚未获得认证的柬埔寨人权委员会通过一项法律。

2021 年 11 月，人权高专办支持该委员会举办了一系列协商研讨会和会议，与多个

利益攸关方，包括律师和民间社会组织、工会、高等教育机构的代表，讨论法律

草案的内容。 

40. 2022 年 1 月，人权高专办为 15 名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工作人员和 10 名民间

社会代表组织了关于《伯克利数字开源调查规程》的培训。同月，人权高专办和

该委员会为民间社会组织线上举办了关于该国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报告的讲习班。 

 4. 欧洲和中亚 

4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欧洲区域办事处和中亚区域办事处，驻乌克兰

人权监察团，驻南高加索的人权顾问，联合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哈萨

克斯坦、黑山、北马其顿、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塔吉克斯坦的国家

工作队，人权高专办—俄罗斯联邦联合项目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2 

的人权部门继续为建立和加强人权机构提供咨询和援助。 

42. 人权高专办继续就按照《巴黎原则》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向比利时提供技术

咨询。 

43. 人权高专办向黑山保护人权和自由办公室提供了技术和财务咨询，促进其监测

残疾人权利的任务。人权高专办的支持旨在协助该办公室按照《残疾人权利公约》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作为一个独立监督机制发挥作用。 

  

 2 凡提及科索沃之处，均应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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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21 年 9 月和 10 月，人权高专办与开发署联合为 20 名乌克兰议会人权专员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培训，内容涉及国际人权机制和向条约机构

报告，并特别关注涉及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事项。人权高专办还与该办公室

一起推出了关于应对仇恨言论的在线课程，并就这一主题定期举办研讨会。 

45.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为俄罗斯联邦新任命的区域人权专员举办了关于

国际人权机制的讲习班。人权高专办和俄罗斯联邦人权专员在人权教育、性别暴力

和《2030 年议程》领域开展了联合宣传活动。 

46. 2021 年 12 月，人权高专办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公益维护人办公室就“青年

获取信息和青年的参与是减少不平等和促进人权的前提条件”这一主题为 200 名

学生组织了一堂公开课。 

47. 人权高专办继续向哈萨克斯坦参议院倡导对哈萨克斯坦人权专员法进行修订，

并根据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的相关建议予以通过。 

48. 2021 年 11 月和 12 月，人权高专办就拘留场所的国际监测标准为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监察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培训。 

 5. 中东和北非 

4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中东和北非区域办事处，联合国西南亚和

阿拉伯区域人权培训和文献中心，人权高专办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

也门和巴勒斯坦国的办事处，联合国驻巴林和约旦国家工作队的人权顾问、人权

高专办――沙特阿拉伯联合项目，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和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

的人权部门继续就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提供咨询和援助。 

50. 2021 年 11 月，人权高专办为埃及国家人权理事会、国家统计局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举办了一次关于实施基于人权的数据和指标方法的讲习班。 

51. 2022年 1月，人权高专办为伊拉克高级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开展了人道法

培训。2022 年 3 月和 5 月，人权高专办为该委员会举办了加强人权监测能力的

培训班。 

52. 人权高专办继续倡导加强尚未获得认证的黎巴嫩国家人权委员会。 

53. 2022 年 3 月，人权高专办和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权理事会组织了一次关于第四轮

普遍定期审议的讲习班，并特别注重民间社会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的参与。 

54. 2022 年 3 月，人权高专办为 31 名摩洛哥国家人权理事会工作人员和 17 名

民间社会组织代表举办了关于摩洛哥接受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的讲习班。 

55. 人权高专办继续就按照《巴黎原则》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向突尼斯政府提供

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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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为国家人权机构的区域和次区域举措提供的支持 

 1. 非洲 

56. 人权高专办在与非洲联盟和世界银行联合开展的一项方案中，对非洲国家

人权机构现有的预防冲突、预警和数据收集体系进行了摸底。在 2021 年 10 月的

经验交流研讨会上，与来自国家人权机构的与会者分享了评估结果。根据评估结

果，人权高专办一直在与非洲国家人权机构网络接触，以期提高国家人权机构对

预警和预防冲突的参与度。 

57. 2021 年 11 月，人权高专办在加蓬举办了一次关于按照国际标准加强和建立

国家人权机构的区域讲习班。来自布隆迪、喀麦隆、乍得、中非共和国、刚果(布)、

赤道几内亚、加蓬、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国家人权机构和政府及议会的

代表参加了讲习班。 

 2.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8.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1 月，人权高专办为伊比利亚美洲监察员联合会关于

移民的新议定书做出了贡献。 

59. 2021 年 9 月，人权高专办为 26 名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国家人权机构

成员举办了关于监测移民人权的培训班。 

60. 2021 年 10 月，在第六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工商业与人权区域论坛期间，

人权高专办与美洲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网络、伊比利亚美洲监察员联合会和

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共同组织了一次筹备会议，讨论在《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

原则》框架内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3.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61.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与柬埔寨人权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一次线上研讨会，

交流按照《巴黎原则》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经验。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和菲律宾

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和亚太国家

人权机构论坛的成员参加了讲习班，重点讨论了透明和参与性甄选进程的重要性

以及政府与民间社会合作的必要性。 

62. 2021 年 11 月，人权高专办与亚太国家人权机构论坛一道，为国家人权机构

召开了关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磋商会。来自柬埔寨、斐济、

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大韩民国、蒙古、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东帝汶

国家人权机构的 18 名与会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讨论了国家人权机构在影响关于

移民问题的公共讨论和监测移民权利方面的作用。 

 4. 欧洲和中亚 

63. 2021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参加了在俄罗斯联邦举行的第五届欧洲和中亚

地区监察员最佳做法交流国际科学和实践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保护残疾人

权利和环境人权问题。来自监察员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 250 多人参加了

这次活动。 



A/HRC/51/51 

GE.22-10897 9 

64. 2021 年 11 月，人权高专办为欧洲国家人权机构举办了关于疫情后时期以基于

人权的方法制定国家恢复和复原计划的培训。此次培训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编制了

一份清单，列有为国家人权机构提供的一个循序渐进方法和一些工具，以便在其

工作中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来保护就业、工人和中小企业。 

65. 2022年 3月，人权高专办和北马其顿监察员组织了一次关于加强国家人权机

构作为《残疾人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独立监测机制的作用的区域会议。120 多名

与会者，包括来自西巴尔干地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家人权机构、国际组织和民

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交流了关于现有监测框架的经验、良好做法和举措。 

 5. 中东和北非 

66. 2022 年 5 月，人权高专办参加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独立常设

人权委员会第十九届常会。会议重点讨论了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人权机构

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C. 为支持国家人权机构的国际性举措做出的贡献 

 1. 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 

67. 《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章程》第 6 条规定，联盟的大会和主席团会议、资格

认证小组委员会会议以及全球联盟国际会议，都应在人权高专办的主持和合作下

举行。在这方面，人权高专办为 2022 年 3 月 8 日至 10 日线上召开的全球联盟年度

会议(包括其主席团会议)以及 2021 年 10 月 18 日至 29 日和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25 日在线举行的两届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会议提供了资金和实务支持以及秘书处

服务。 

 2. 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 

68. 人权高专办继续向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提供实务支助，包括技术咨询和秘书处

服务。人权高专办作为小组委员会秘书处所发挥的实务作用和咨询作用，提高了

认证程序的公信力。人权高专办参与了小组委员会的决策进程，这持续确保该进

程符合既定的一般性意见和议事规则，并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公正性、公平性和

严谨性。 

69. 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举行的届会审查了 13 个机构，3 2022 年

3 月举行的届会审查了 16 个机构。4 

  

 3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大韩民国国家人权委员会；蒙古国家人权

委员会；尼泊尔国家人权委员会；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巴拿马监察员办公室；卡塔尔国家

人权委员会；萨摩亚监察员办公室；塞尔维亚公民保护办公室；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乌拉圭

国家人权机构和监察员；巴勒斯坦国独立人权委员会。 

 4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奥地利监察员委员会；贝宁人权委员会；

厄瓜多尔监察员；冈比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德国人权协会；匈牙利基本权利专员；约旦国家

人权中心；卢森堡人权协商委员会；马达加斯加国家人权问题独立委员会；马里国家人权委

员会；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新西兰人权委员会；萨尔瓦多人权监察员办公室；泰国国家

人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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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面向 A 级国家人权机构工作人员的研究金方案 

7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继续为A级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人员开展研

究金方案。该方案旨在让受益者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国际人权体系，并使他们熟悉

人权高专办的工作。因此，该方案有助于国家人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更好地按照

国际规范和标准执行任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阿富汗、肯尼亚、尼日利亚、

菲律宾和卡塔尔的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该方案。 

71. 参与者认为，研究金方案对加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机构的能力既重要又有益。

参与者表示，需要进一步逐渐发展该方案，包括系统的同行学习、交流经验、最

佳做法和吸取的教训，以及在国家一级与其他A 级机构的同事直接互动。因此，

如果研究金方案的范围能够扩大到包括对其他国家人权机构的考察访问，将是

非常有益的。如果不额外投入资源，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急需的方案扩展，但目前

还没有这种资源。 

 三. 国家人权机构的最佳做法 

72. 人权理事会第 45/22 号决议请秘书长向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说明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国家人权机构的最佳做法实例。 

73. 因此，2022 年 3 月 1 日，人权高专办请国家人权机构在 2022 年 5 月 1 日前

提交关于最佳做法的资料。澳大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埃塞

俄比亚、芬兰、法国、德国、墨西哥、菲律宾、南非、乌克兰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家人权机构，以及尚未获得认证的黎巴嫩国家人权委员会

提供了资料。 

74.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应政府的要求，对联邦议会工作场所的欺凌、性骚扰和

性侵犯问题进行了独立审查。本次审查得出了一份最后报告，就确保安全和互相

尊重的议会工作场所，以及确保议会在预防和应对欺凌、性骚扰和性侵犯方面采

用最佳做法提出了 28 项建议。 

7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监察员收到了关于图兹拉州政府就疫情实施的限制的

申诉，这些措施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行动自由、进入公共空间和

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个人数据受保护的权利以及免受歧视的权利。由于监察员

提出了关于适用人权标准的建议，这些限制已被取消。 

76. 克罗地亚监察员继续参与公共政策和立法的起草进程，包括关于保护举报人

的法案草案、社会福利法案草案和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国家计划草案。 

77. 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在开发署的支持下开发了一个电子案件管理系统，

以接收、跟进和管理涉及侵犯人权的申诉。为跟进建议的执行情况，该委员会还

正在调整国家数据库，供其用于监测国家执行国际人权建议的情况。 

78. 芬兰国家人权机构研究了芬兰人权框架的现状，旨在全面掌握当前基本架构

和人权架构，以避免出现人权领域行为体的任务重叠和空白。 

79. 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就执行人权政策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包括制定

旨在便利外国人权维护者在法国定居的“玛丽安人权维护者倡议”。 



A/HRC/51/51 

GE.22-10897 11 

80. 德国人权协会就联邦宪法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提交了一份第三方干预意见，

强调议会需要立法来确保残疾人在分流情况下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得到保护。 

81. 大不列颠平等与人权委员会通过其人权追踪器，继续监测政府在履行国际人权

义务方面的进展。 

82. 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与多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和传播人权。它们就具

体的人权文书，包括《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

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和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

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在全球范围内联合

举办了一些论坛、讲习班和研讨会。 

83. 菲律宾人权委员会主张增加所有个人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的机会，并在菲律宾

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心理健康调查。 

84. 南非人权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内部委员会，以确保在疫情期间有效保护其工作

人员并贴近公民。 

85. 乌克兰议会人权专员继续定期访问拘留场所，以监测被拘留者人权和公民权利

受尊重情况。 

86. 黎巴嫩国家人权委员会继续监测黎巴嫩反酷刑法的执行情况，受理和调查

关于酷刑指控案件的申诉。 

 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向国家人权

机构提供的支持 

8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发署支持非洲国家人权机构网络于 2021 年 11 月举办了

第十三次半年期会议，会议通过了《哈拉雷宣言》和行动计划，这两份文件提供

了一个共同参考框架，涉及国家人权机构如何发挥作用，为国家战略和计划提供

基于人权的方法，以更好和可持续地从疫情中恢复。 

88. 在非洲，开发署支持了下列国家人权机构： 

(a) 支持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加强在执行非洲联盟条约方面的咨询和

监测作用； 

(b) 支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人权和善治委员会加强执行关于保护人权

维护者的《马拉喀什宣言》的能力； 

(c) 支持喀麦隆国家人权和自由委员会加强能力，提高在建设和平和恢复

方面的作用。 

89. 在美洲，开发署支持海地公民保护办公室开发一套关于被拘留者权利的培训

工具，包括关于拘留、正当程序和法律援助的视频，以及关于提出申诉和将法律

案件移交适当主管机关的指南。 

90. 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开发署与亚太国家人权机构论坛共同为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斐济、印度、蒙古、缅甸、尼泊尔、新西兰、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

和东帝汶的国家人权机构举办了关于促进和保护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有关人权的

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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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在欧洲和中亚，开发署和人权高专办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人权机构组织了区域磋商，分享将人权建议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结合的经验。开发署还支持亚美尼亚的人权维护者执行国家防范机制

的建议。 

92. 在中东和北非，开发署支持约旦国家人权中心制定关于加快实施《2030 年议程》

的路线图。 

 五. 联合国各项人权机制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合作 

93. 2022 年 5 月 3 日至 20 日，人权高专办、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弗里德里

希·艾伯特基金会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为国家人权机构工作人员举办了关于国际

人权体系的年度培训班。共有 17 个国家人权机构的代表参加了在线课程。 

 A. 人权理事会 

94. 人权高专办与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协同，继续支持各国家人权机构与人权

理事会及其各项机制开展协作。 

95. 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第四十九届和第五十届会议期间，根据理事会

议事规则(允许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参与会议)，28 个国家人权机构

作了 89 次发言(23 次书面发言和 66 次视频发言)，提交了文件，参加了一般性

辩论，组织了平行活动，并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进行了互动(见附件一)。 

 1. 普遍定期审议 

96.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6/21 号决议和大会第 65/281 号决议，普遍定期审议利益

攸关方报告应包括一节专门由A级国家人权机构提交的资料。其他国家人权机构

提供的资料载于利益攸关方报告的其他部分。 

97. 2021 年 11 月，六个 A 级国家人权机构向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三十九届会议

提交了书面材料。2021 年 1 月和 2 月，六个 A 级机构和一个 B 级机构向工作组

第四十届会议提交了书面材料(见附件二)。 

98. 鉴于国家人权机构在后续行动和开发工具以监测和评估普遍定期审议建议的

执行情况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人权高专办继续鼓励这些机构参与普遍定期审议

进程。 

 2. 特别程序 

99.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6/21 号决议和大会第 65/281 号决议，在人权理事会与特

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互动对话期间，A 级国家人权机构有权在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

介绍国别访问报告之后，紧接着所涉国发言。此外，国家人权机构可以提名特别

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候选人。 

100. 在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进行国别访问时，国家人权机构提供支持，就与任

务有关的问题以及有关人员和群体的状况分享独立的分析和信息。它们还促进与

民间社会的接触并召集会议，有时还在访问结束时主办任务负责人的新闻发布会。

许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在编写报告时要求国家人权机构提供资料。 

101. 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专题报告和国别报告例行强调国家人权机构在保护

和促进人权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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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102. 2021 年 10 月，一个国家人权机构参加了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与人权

的关系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第七届会议并作了口头发言。 

 B. 联合国条约机构 

10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继续支持国家人权机构与联合国条约机构

接触。人权高专办作为条约机构的秘书处和设在日内瓦的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

的秘书处，与受审议国的国家人权机构保持联络，鼓励它们提供书面或口头资料，

并出席条约机构的届会。此外，人权高专办国家机构和区域机制科向国家机构转

发条约机构的相关建议和结论性意见。该科还继续编写关于国家人权机构活动的

简报，供条约机构留意。 

10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各条约机构审查了 77 个设有国家人权机构的缔约国提交

的资料，其中共有 49 个机构向条约机构提交了书面资料，28 个机构提供了简报

(见附件三)。 

105. 与上一个报告期相比，国家人权机构向条约机构提交资料的呈件数量增加了

104%，简报的数量增加了 250%。 

106. 各条约机构继续向国家人权机构提供情况说明、咨询和工具，促进这些机

构的有效参与，并邀请它们的代表参加条约机构会议。 

 C. 其他联合国机制和进程 

107.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线上举办了第十届

工商业与人权年度论坛。论坛包括一场关于国家人权机构在促进获得补救方面的

作用的会议。国家人权机构的代表举例说明了如何促进直接获得补救，包括通过

接受申诉和调查侵权行为、举行听证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和主张给予赔偿。 

108. 2022 年 4 月，25 个国家人权机构参加了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十二届会议。 

 六. 对 A 级国家人权机构的报复或恐吓案件 

109. 大会第 74/156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39/17 号决议都承认，国家人权机构

在防止和处理报复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此支持各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并

鼓励所有相关联合国机制和进程进一步加强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的

参与和贡献。 

110. 人权理事会和大会还强调，国家人权机构及其成员和工作人员根据各自

任务授权开展活动时，包括在处理个案或报告严重或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时，

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报复或恐吓，包括政治压力、人身恫吓、骚扰或无理的预算

限制。此外还呼吁各国迅速彻底地调查据称对国家人权机构成员或工作人员或

针对与这些机构合作或寻求合作的个人实施报复或恫吓的案件，并将肇事者

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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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A 级国家人权机构由于在国际人权系统中的知名度更高，相较于其他人权

机构更容易受到报复和其他恐吓行为，包括因与联合国机制和进程合作而面临

风险。 

112. 格鲁吉亚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报告称，2021 年 11 月，由于该机构对拘留场

所开展监测工作，包括关注高知名度被拘留者的健康状况，其工作人员和领导层

遭到有影响力政客的口头攻击。 

 七. 结论 

1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世界各地的国家人权机构数量有所增加。在本报告期

开始前的 2021 年 7 月，86 个机构获得 A 级认证，32 个机构获得 B 级认证；到

本报告期结束时，90 个机构获得 A 级认证，30 个机构获得 B 级认证。通过开展

上述各类活动，人权高专办自身或有时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协同，在

根据《巴黎原则》和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建立和加强这些机构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1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家人权机构提高了对国际人权体系的参与度。与上

一个报告期相比，国家人权机构向条约机构提交的文件数量增加了 104%，简报

数量增加了 250%。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文件数量增加了 3%。因此，国际人权机

构在决策时受益于这些独立国家机构提供的可信和权威的人权监测结果和报告。

国家人权机构在跟进落实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建议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八. 建议 

 A. 对会员国的建议 

115. 鼓励会员国建立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并加强现有机构的

结构和独立性，使其能够有效履行任务，同时考虑到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资格

认证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和人权高专办的意见。 

116. 会员国通过建立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16.a.1 做出了贡献。在这方面，请会员国在起草关于国家人权机构的基础立

法以及建设和加强这些机构能力的过程中，寻求人权高专办的技术支持和建议。 

117. 会员国应确保赋予国家人权机构保护和促进所有人权，包括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的广泛授权，并赋予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适当权力，包括查访剥夺自由

场所的权力。 

118. 会员国应继续向人权高专办捐助资金，以确保继续为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

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支持。除其他外，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继续和扩大人权高专办目

前为A级国家人权机构工作人员开展的研究金方案，以纳入更多活动，包括旨在

与 A 级国家人权机构在国家一级进行同行知识和经验交流的考察访问。 

119. 鼓励会员国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与这些机构

合作或寻求合作的个人免受威胁和骚扰。应迅速彻底地调查任何涉嫌报复或恐吓

的案件，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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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国家人权机构的建议 

120. 国家人权机构应借鉴本报告所述的实例和做法，继续在国家一级并通过其

区域和全球协会，通过基于人权的活动与人权高专办进行接触和密切合作。鼓励

各机构寻求人权高专办的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以提高能力，按照《巴黎原则》

和资格认证小组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履行任务。 

121. 国家人权机构应寻求与相关国家机构定期开展建设性合作，推动将人权问题

纳入各项立法、政策和方案。 

122. 国家人权机构应与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正式确立和保持合作关系，并应加

强切实参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能力。国家人权机构应协助防止和处理报复案件，

并为人权维护者制定保护措施和机制。 

123. 国家人权机构应继续与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以及相关国家机构协作，推动

将人权问题纳入各项立法、政策和方案。 

124. 国家人权机构应继续与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协作，推动落实这些机制提出的

建议，并应继续倡导独立参与相关联合国机制和进程，包括参与实现《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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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Submissions from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submitted between August 2021 and July 2022) 

Country/Institution Segment Dat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Nepal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 country visit to 
Nepal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Seimas Ombudsmen Office of 
Lithuania 

Agenda item 6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utcome of Lithuania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Ethiop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4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the oral brief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Experts 
on Ethiopia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Human Rights Defender of 
Armen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ndependence of judges and lawyers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Human Rights Defender of 
Armen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of 
association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of 
association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Working Group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genda item 2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and 
in Israel (video statement) 

Jun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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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Institution Segment Date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written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ndependence of judges and lawyers (written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written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of 
association (written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Working Group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ritten 
statement) 

June 2022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genda item 2 

Reports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written statement) 

June 2022 

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Urgent debate on Ukraine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Ukrainian Parliament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Urgent debate on Ukraine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Ukrainian Parliament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Agenda item 10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High Commissioner’s oral 
updates on Ukraine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genda item 7 

General debate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New Zealand 

Agenda item 6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general debate – mid-term 
report of New Zealand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Irish Human Rights and 
Equality Commission 

Agenda item 6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utcome of Ireland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of 
Samoa 

Agenda item 6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utcome of Samoa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Panel on public policies on COVID-19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Agenda item 4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the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Myanmar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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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Institution Segment Dat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for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Ombudsman of Croatia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Network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genda item 3 

General debate on the thematic reports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Annual debat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ood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Agenda item 6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Agenda item 3 

Panel on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s (written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sale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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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Institution Segment Dat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rights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Honduras 

Agenda item 2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Honduras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Human Rights Advocate of 
Guatemala 

Agenda item 2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Guatemala (written statement) 

March 2022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of 
Colombia 

Agenda item 2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olombia (written statement) 

March 2022 

Ethiop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2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the oral update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situation in Tigray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Afgh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2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Meeting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during COVID-19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Meeting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during COVID-19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A/HRC/49/25)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General segment (video statement) March 2022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genda item 7 

General debate (written statement) 

March 2022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Panel on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s (written 
statement) 

March 2022 

Human Rights Advocate of 
Guatemala 

Agenda item 2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Guatemala (written statement) 

March 2022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of 
Colombia 

Agenda item 2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olombia (written statement) 

March 2022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Meeting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during COVID-19 
(written statement) 

March 2022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Agenda item 10 

Country reports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and the 
Secretary-General and oral updates (Philippines) 
(video statement) 

October 2021 

http://undocs.org/en/A/HRC/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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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Institution Segment Date 

   Ukrainian Parliament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Agenda item 10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oral update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Ukraine (video statement) 

October 2021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genda item 7 

General debate (video statement) 

October 2021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genda item 7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written statement) 

October 2021 

Ombudsma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Agenda item 6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utcome of Latvia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Danish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genda item 6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utcome of Denmark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peaceful protests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genda item 5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reprisals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5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reprisals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Morocco 

High-level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igh-level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High-level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nnual discussion on integration of a gender 
perspective (Council resolution 6/30)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Independent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urundi 

Agenda item 4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Burundi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genda item 3 
General debate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French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genda item 3 

General debate –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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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Institution Segment Dat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by older persons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by older persons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of truth, justice, reparations and 
guarantees of non-recurrence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Qatar 

Agenda item 6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 visit to Qatar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human rights to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n behalf of the 
Asia-Pacific Forum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genda item 2 

General debate on High Commissioner’s oral updates 
– Afghanistan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Afgh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2 

General debate on High Commissioner’s oral updates 
– Afghanistan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Agenda item 2 

General debate on High Commissioner’s oral updates 
(video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Agenda item 5 

Interactive dialogue on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reprisals (written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Scott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5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peaceful protests 
(written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Scott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3 

Half-day panel discussion on deepening inequalities 
exacerba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written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Agenda item 3 

Half-day panel discussion on deepening inequalities 
exacerba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written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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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Institution Segment Date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Scott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3 

General debate – report of High Commissioner on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A/HRC/48/31) 
(written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by older persons 
(written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Scott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by older persons 
(written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genda item 3 

Interactive dialogue with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written statement) 

September 2021 

  

http://undocs.org/en/A/HRC/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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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Engagement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in the third cycle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2021–2022) 

  Fortieth sess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2022) 

State (in order of review) 

Written contribution for summary 

(as used)a 

Oral statement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during the 

adoption of the outcome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A status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only) 

   Togo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Syrian Arab Republic  No speaking rights 

Iceland  No speaking rights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Yes (B status) No speaking rights 

Zimbabwe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Lithuania Yes (A status) Agenda item 6 (fiftieth s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Lithuania 

Uganda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Timor-Leste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Republic of Moldova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South Sudan  No speaking rights 

Haiti  No statement made 

Sudan  No speaking rights 

 a “Yes” appears only where institutions made written contributions. 

  Thirty-ninth sess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2021) 

State (in order of review) 

Written contribution for summary 

(as used)a 

Oral statement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during the 

adoption of the outcome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A” status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only) 

   Greece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Suriname  No speaking rights 

Samoa Yes (A status) Agenda item 6 (forty-ninth s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Samoa 

Hungary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Sudan  No speaking rights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No speaking rights 

Papua New Guinea  No speaking rights 

Tajikistan  No speaking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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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in order of review) 

Written contribution for summary 

(as used)a 

Oral statement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during the 

adoption of the outcome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A” status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only)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Eswatini  No speaking rights 

Antigua and Barbuda  No speaking rights 

Trinidad and Tobago  No speaking rights 

Thailand Yes (A status) No statement made 

Ireland Yes (A status) Agenda item 6 (forty-ninth s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Ireland 

 a “Yes” appears only where institutions made written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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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Engagement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in the work of the 

treaty bodies (August 2021–July 2022) 

Committees 

Number of 

States parties 

reviewed 

Number of States parties 

with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Submission of 

information Briefing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a  12 10 8 8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b 11 8 7 8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c 11 8 5 2 

Human Rights Committeed 15 11 7 6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e 26 19 9 3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f 5 3 2 1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g 17 9 6 0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h 7 4 3 0 

Committee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i 6 5 2 0 

Total 110 77 49 28 

 a Seventy-second session (November–December 2021) and seventy-third session (April–May 

2022). 

 b One hundred and fourth session (August 2021), one hundred and fifth session (November–

December 2021) and one hundred and sixth session (April 2022). 

 c Seventieth session (September–October 2021), sixty-ninth pre-sessional working group 

(October 2021), seventy-first session (February–March 2022) and seventieth pre-sessional working 

group (March 2022). 

 d One hundred thirty-third session (October–November 2021), one hundred thirty-fourth 

session (February–March 2022) and one hundred thirty-fifth session (June–July 2022). 

 e Eightieth session (October–November 2021), eighty-first session (February 2022), eighty-

third pre-sessional working group (February–March 2022) and eighty-second session (June–July 

2022). 

 f Thirty-third session (September–October 2021) and thirty-fourth session (March–April 2022). 

 g Eighty-eighth session (September 2021), ninetieth pre-sessional working group (September–

October 2021), eighty-ninth session (January–February 2022) and ninetieth session (May–June 2022). 

 h Twenty-fifth session (virtual) (August–September 2021), twenty-sixth session (March 2022) 

and fifteenth pre-sessional working group (March–April 2022). 

 i Twenty-first session (September 2021) and twenty-second session (March–Apri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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