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 08-10104 (C) 250208 290208 
 

联 合 国  
 A 

 

 

大 会 

 
Distr. 
GENERAL 
 

A/HRC/7/2 
10 January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 

 

                                                 

* 由于本文件大大超过了大会相关决议目前规定的字数限制，因此，除附件一外，其他

附件一概不译，以原文分发。 



A/HRC/7/2 
page 2 

内容提要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是根据人权委员会 1980 年 2 月 29 日第

20(XXXVI)号决议设立的，也是第一个拥有全球性职权范围的联合国人权专题机

制。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提交，反映了工作组在 2007 年举行的几

届会议上审理的来文和案件。自工作组成立以来，它转发给各国政府的案件总数

已达 51,763 起。正在积极审议之中、尚未完全查明或停办的案件，共 41,257 起，

涉及 78 个国家。工作组在过去五年里查明了 2,702 起案件。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工作组向以下国家政府转交了 629 起新的强迫失踪案件：

阿尔及利亚、巴林、乍得、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

塞俄比亚、冈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

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俄

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和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在新报告的案件中，有 84 起据称发生在 2007 年。  

 去年开展的活动概要，按每个国家单独列表，并对活动的领域作了详细的文字

说明。  

 在报告所涉期间，即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1 月，工作组对洪都拉斯和萨尔

瓦多进行了国别访问。国别访问报告载于本报告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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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A.  职权范围  

 1.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是成立的第一个具有普遍职权范围的联

合国人权专题机制。工作组最初的任务授权，来自人权委员会 1980 年 2 月 29 日

的第 20(XXXVI)号决议。在该决议之后，大会又在 1978 年 12 月 20 日通过了第

33/173 号决议，对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有关强迫失踪问题的报告表示关注，请人权

委员会审议失踪或强迫失踪者的问题。  

 2.  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题为《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的第

47/133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授权作了详细规定。最近，人权委员会 2004 年 4

月 19 日第 2004/40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01 号决定延长了

这项任务授权。  

 3.  工作组的基本任务属人道主义性质。工作组是强迫失踪受害人家属与政府

之间沟通的渠道。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协助家人确定据报失踪者的命运或下

落。  

 4.  在其基本任务之外，根据委员会第 2004/40 号决议，工作组还负责监测各

国在履行其《宣言》义务方面取得的进展。  

B.  工作方法  

 5.  在这一年里，工作组完成了对其工作方法的审查工作。2007 年 11 月 30

日修订的工作方法载于本报告附件一，从工作组第八十四届会议起生效。  

C.  本  报  告  

 6.  本报告反映了 2007 年工作组届会期间审理的来文和案件，时间范围是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1 月。  

 7.  报告期间所开展活动的情况概要，按每个国家单独列表，对所开展活动的

领域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如在这一期间没有来往信函或其他活动，只将表格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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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对案件作简要说明。由于篇幅有限，关于各国“本阶段审查之前的情况概

要”一节未列入本报告。情况概要可在 2006 年年度报告(A/HRC/4/41)内查阅。  

 8.  新报告的案件数量不到 10 起的国家，有关人士的姓名放在有关该国的那

一节。如果新报告的案件数量超过 10 起，名单放在附件五中。  

 9.  自工作组成立以来转发给各国政府的案件，总数已达 51,763 起。仍在审

议之中、尚未查明或停止审议的案件，共 41,257 起，涉及 78 个国家。在过去 5 年

时间里，工作组设法查明了 2,702 起案件。  

 10.  必须注意，最新的失踪案件是工作组的优先重点。在失踪多年后提交工

作组的大量案件，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由工作组审议，并由秘书处处理。随着

2005 年初人员编制的改善，工作组得以处理积压的案件。不过，2007 年，工作组

又收到 1,000 多起案件，预计能在 2008 年加以处理。工作组谨感谢高级专员办事

处给工作组的不断支持，并希望能保持现有的适当的人员编制水平。  

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2006 年 11 月 

至 2007 年 11 月期间开展的活动 

A.  会   议  

 11.  在报告所涉期间，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了 3 届会议。第八十一届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15 日至 21 日举行，第八十二届会议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举

行，第八十三届会议于 2007 年 11 月 21 日至 30 日举行。  

 12.  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为 Santiago Corcuera 先生。工作组的其他成员还

有：J.‘Bayo Adekanye 先生、Saied Rajaie Khorasani 先生、Darko Göttlicher 先生和

Stephen J. Toope 先生。  

 13.  2007 年 6 月，Corcuera 先生出席了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代表、独立

专家和各工作组主席的第十四次年度会议。2007 年 4 月，他参加了一个监察员办

公室执行国际人权机制建议后续行动研讨会。研讨会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德印第

亚斯举行。2007 年 5 月，Corcuera 先生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

迫失踪国际公约》研讨会。2007 年 10 月，他参加了在利马举行的、由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组办的强迫失踪问题区域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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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在报告所涉期间，工作组正式会晤了法国、伊拉克、日本、墨西哥和泰

国政府的代表。工作组还会晤了与报告的强迫失踪案件直接有关的各种人权非政

府组织、失踪人士亲属协会和家属或证人的代表。  

 15.  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届会议期间，工作组会晤了斯里兰卡政府代表。主席

兼报告员 Corcuera 先生还会晤了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政府代表。  

B.  来   文  

 16.  在报告所涉期间，工作组向以下国家政府转发了 623 起新的强迫失踪案

件：阿尔及利亚、巴林、乍得、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

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

宾、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7.  在这些案件中，工作组在紧急行动程序下向以下国家政府转发了 65 起案

件：阿尔及利亚、巴林、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洪都

拉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缅甸、巴基斯坦、菲

律宾、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和斯里兰卡。  

 18.  在新报告的案件中，据称有 84 起发生在报告所涉期间，涉及阿尔及利

亚、巴林、中国、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和斯里兰卡。  

 19.  在同一期间，工作组查明了在以下国家发生的 224 起案件：阿尔及利

亚、阿根廷、巴林、洪都拉斯、印度、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和也门。

其中 213 起案件是根据政府提供的信息查明的，12 起案件是根据来文方提供的信

息查明的。  

 20.  在报告所涉期间，工作组就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发生的人权维护者和失踪

者亲属受到骚扰和威胁事件，发出了 2 份即时干预函。  

 21.  工作组还向以下国家政府发出了 10 份一般性指称：哥伦比亚、印度尼西

亚、墨西哥、黑山、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和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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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国。在第八十三届会议期间，工作组审查了世界不同区域发来的一些一般性指

称。工作组决定将这些指称转发各有关政府，并请其提出评论。第八十三届会议期

间审议的一般性指称概述，包括可能有的政府答复，将列入 2008年年度报告。 

C.  国家访问  

 22.  应洪都拉斯政府的邀请，工作组成员 Santiago Corcuera 和 Darko 

Göttlicher 协同秘书处工作人员，于 2007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访问了洪都拉

斯，并于 2 月 5 日至 7 日访问了萨尔瓦多。这两次访问是对中美洲有待澄清的案

件数目很多的国家的区域访问的一部分。  

 23.  访问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报告载于本报告增编。除其他建议外，工作

组建议洪都拉斯政府颁布一项法律，将强迫失踪定为《洪都拉斯刑法》中的一项

独立的罪行。对萨尔瓦多，工作组建议萨尔瓦多立法会议根据工作组关于《宣

言》第 18 条的一般性意见，修改 1993 年的《大赦法》。  

 24.  工作组要求访问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尼泊尔、尼加拉瓜、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苏丹和东帝汶。应工

作组的请求，推迟了原计划 2007 年 3 月对阿根廷的访问，因为日期正好是工作组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的时间。工作组希望有可能在 2008 年进行访问。斯里

兰卡、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尼西亚政府说，无法安排工作组在 2007 年访问，因为还

有其他报告员在那个时间访问该国。俄罗斯联邦表示，仍然在原则上同意访问，

但要求在人权理事会完成对特别程序各项任务的评估进城后对访问日期进行审

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 2005 年同意工作组访问，但该国政府又要求将访问

推迟。工作组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工作组多次表示希望访问阿尔及利亚，但该国

政府仍未作出答复。工作组请尼泊尔、尼加拉瓜、菲律宾、苏丹和东帝汶政府对

工作组一再表示的访问这些国家的意愿作出答复。  

D.  声明和研究报告  

 25.  2007 年 8 月 29 日，为纪念 8 月 30 日的失踪者国际日，工作组发表了一

份新闻稿，纪念所有强迫失踪受害者。在新闻稿中，工作组对全世界强迫失踪案件

日增表示关切，并重申对强迫失踪受害者以及帮助失踪者的人权维护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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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强迫失踪定义的一般性意见  

 26.  由于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在对强迫失踪的定义方面的发展，工作组决

定起草一份一般性意见，以便构筑最有利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对强迫失

踪的定义。2007 年 3 月，工作组第八十三届会议通过了以下一般性意见：  

“关于强迫失踪定义的一般性意见  

“序言部分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过去、特别是在关于《保护所有人

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后称“《宣言》”)第 4 条的一般性意见中提到了

《宣言》中强迫失踪的定义范围。  

 “根据《宣言》，强迫失踪是政府不同部门或不同级别的官员，或一

些代表政府形式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默许的有组织团体

或个人，违反其本人的意愿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他们的自

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

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工作组密切关注了国际人权法关于这一问题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关

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后称“《罗马规约》”)和最近通过但尚未

生效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后称为“《国际公约》” )

以及《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后称为“《美洲公约》” )内所载的强迫

失踪定义方面的发展情况。  

 “工作组注意到，上述人权国际文书，即《宣言》、《国际公约》和

《美洲公约》，其中所载的强迫失踪的定义基本上是相似的。《罗马规

约》所载的定义与上述国际人权文书内所载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同之处

在于，《罗马规约》所提供的强迫失踪的定义包括： (a) 作为潜在犯罪人

的政治团体，即使他们不代表政府行事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

意或默许；(b) 将受害人长期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意图作为犯罪要素。  

 “工作组认为，应该以最有利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方式，构

筑《宣言》所提供的定义。  

 “根据上述情况，工作组决定发布以下一般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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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意见  

 “1.  关于犯罪人，工作组明确规定，为了工作的目的，只有在所涉

行为由国家行为者或代表政府行事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

默许的个人或由组织团体(如准军事团体)所犯时，才认为是强迫失踪。  

 “2.  工作组同意《国际公约》第 3 条的规定，即各国应采取必要措

施，调查个人或群体在并未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情况下制造的

强迫失踪，并将责任者绳之以法。  

 “3.  工作组在其关于《宣言》第 4 条的一般性意见中已经指出，虽

然各国不需要在其刑法中严格遵守《宣言》所载的定义，但它们应确保

对强迫失踪行为的定义能将其与诸如绑架与其他诸如拐骗绑架之类的相

关罪行明确区分开来。  

 “4.  综上所述，工作组不受理由个人或团体所犯，但不代表政府行

事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默许的类似于强迫失踪的行为所

涉的案件，如在本国领土与政府对抗的恐怖主义运动或叛乱运动，因为

工作组认为，必须严格遵守《宣言》内所载的定义。  

 “5.  根据《宣言》第 1 条第 2 款的规定，任何强迫失踪将失踪者置

于法律保护之外。因此，工作组在受理强迫失踪案件时，不要求报告案

件者证明、或甚至假设犯罪人的意图是将受害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6.  在工作组接到的强迫失踪报告中受害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工

作组根据其工作方法，不会受理这种案件以转发给相关政府，因为这是

一种从开始起便已澄清的案件。事实上，根据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当失

踪者的下落已完全搞清时，不论失踪者是死是活，案件均已澄清。然

而，如果剥夺自由是 (a) 违反当事人的意愿的； (b) 有政府官员至少间接

默许参与； (c) 国家官员此后又拒绝承认这一行为或透露当事人的命运或

下落，则这并不意味着这类案件不属于《宣言》所列的强迫失踪的定义

范围。这就是说，根据工作组有关监测《宣言》执行情况的任务授权，

这种报告可按“一般指称”办法，而不是作为“紧急呼吁”或“正常程

序”转发有关国家政府，因为工作组的工作方法中是使用这些用语的。

根据一般指称方法，工作组将请所涉国家政府说明根据《宣言》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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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措施调查这种案件，将犯罪人绳之以法，以落实获得适当赔偿的权

利，并说明制止和防止强迫失踪的措施。  

 “7.  根据《宣言》所载的强迫失踪的定义，该刑事犯罪从违反受害

人意愿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绑架开始，这意味着强迫失踪可能以非法拘

留或起初合法的逮捕或拘留开始。这就是说，保护受害人免遭强迫失踪

必须对剥夺自由的行为生效，而不论这种剥夺自由的行为采取何种形

式，也不局限于非法剥夺自由的案件。  

 “8.  虽然工作组在关于《宣言》第 10 条的一般评论中已经说过，

时间过长的任何拘留都是对《宣言》的违反，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短期

拘留就是《宣言》所允许的，因为工作组立即澄清说，被拘留者因没有

受到指控而被送交法庭是对《宣言》的违反。  

 “9.  如工作组在同一一般性评论中所述的那样，行政拘留或审前拘

留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或《宣言》。然而，如果在拘留、即使是短期拘

留之后进行法外处决，则该种拘留不能被认为是《宣言》第 10 条下的行

政拘留或审前拘留，而应被认为是直接后果是将被拘留者置于法律保护

之外的一种条件。工作组认为，如果受害人的尸体被肢解或有明显迹象

表明受到过酷刑或手脚被捆绑，则这种情况明显表明，拘留之后不是立

即处决，而是被剥夺自由有一段时间，至少有几个小时或几天。这种性

质的情况不仅构成侵犯免遭强迫失踪的权利，而且也侵犯《宣言》第 1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免受酷刑的权利、法律面前人的地位得到承认的权利

和生命权。  

 “10.  因此，如上段所述，如果在拘留之后进行法外处决，只要拘

留或剥夺自由是由不论哪一部门或级别的政府官员所为，或由代表政府

行事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默许的由组织团体或个人所

为，而且在拘留、甚至在处决之后国家官员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

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的情况，均属于强迫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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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组审查各国境内和领土上发生的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情况 

阿  富  汗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27.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新的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阿尔及利亚  1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622 7 326 0 3 1,95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不适用 
 

                                                 
1 新报告的失踪案件人员名单，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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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  

 28.  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阿尔及利亚政府送交了 7 起案件。一起案件事关

Zaoui Abdelkader；据称他于 2006 年 12 月 6 日在家中被 8 名法警逮捕。其他 6 起

案件发生在 2007 年。最后一次看到 Abdelghani Kennab 是在他进入康斯坦丁大学

的院长办公室时。据认为，调查和安全事务部对其失踪负有责任。Abdelaziz 

Zoubida 据称在康斯坦丁的 Zouaghi Slimane 第二大学城被调查和安全事务部两名

官员逮捕。根据收到的资料，Mohamed Boucekkine 在家中被调查和安全事务部的

官员逮捕。最后一起案件事关 Fethi Hamaddouche。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阿尔及尔

的调查和安全事务部所在地。其他 2 起案件据称发生在阿尔及尔；Mohamed 

Rahmouni 据称被警方逮捕，而 Mohamed Fatmia 据称被法警逮捕。  

普通案件  

 29.  工作组转交了 326 起新举报的据称发生在 1990 年代的失踪案件；这些案

件主要发生在 1993 年至 1997 年之间。2 起案件据称发生在 2006 年。大部分案件

发生在阿尔及尔和吉杰勒省，而其他发生在本阿克隆、西迪穆罕默德、奥兰、提

帕萨和卜利达各省。据信，警方、军方和安全部门对大部分案件负有责任。  

政府提供的资料  

 30.  收到阿尔及利亚政府 3 份来文，日期分别为 2007 年 6 月 26 日、7 月 11

日和 7 月 23 日。2007 年 6 月 26 日提供的资料事关 1 起根据紧急行动程序转交的

案件。政府通知工作组说，该案已转交有关部门审理。没有收到关于未决案件的

其他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1.  工作组收到来文方关于 2 起案件的新资料。这 2 起案件已经根据紧急行

动程序送交政府。关于 Zaoui Abdelkader 和  Abdelaziz Zoubida 的失踪案，来文方

提供了他们被关押的地点。  

 32.  工作组也收到来文方关于 Mohamed Boucekkine 案的新资料。该案据称发

生在 2007 年 6 月。来文方到狱中访问了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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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案件  

 33.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认为 3 起案件已经查明。  

即时干预  

 34.  2007 年 9 月 4 日，工作组向阿尔及利亚政府发出 1 份即时干预函，事关

据称对失踪人员亲属的威胁和恐吓行为。警方要求 Mohamed Rahmouni 的家人

(2007 年 8 月紧急行动的关注对象)解释他们采取的寻找儿子命运或下落的行动，并

告其不得采取新的行动。没有收到政府关于该信的答复。  

访问请求  

 35.  2000 年 8 月 25 日，工作组首次向阿尔及利亚政府发出访问请求。工作

组自那以来发出了多份该请求的催复通知，但是尚未收到答复。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6.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973 起案件；根据政

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9 起，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2 起，尚有

1,952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37.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共向政府转交了 7 起紧急行动案件，工作组对此表

示日益关切。  

 38.  而在查明阿尔及利亚的失踪案件方面进展甚微，工作组对此表示深为关

切。工作组继续收到新提交的 1990 年代发生的案件，并正将其转交阿尔及利亚政

府。  

 39.  工作组提醒阿尔及利亚政府，根据《宣言》第 13 条，它应采取步骤确保

所有与调查有关的人员不受虐待、恐吓或报复。  

 40.  工作组重申 2006 年年度报告中提出的关于赦免法的一般指称。工作组请

政府向工作组提交报告，说明采取何种措施使法律符合《宣言》第 18 条和关于第

18 条的一般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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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工作组再次请阿尔及利亚政府发出国别访问邀请，以查明 1,952 起未决

案件。  

安  哥  拉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42.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新的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阿  根  廷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358 0 0 55 0 3,30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0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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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资料  

 43.  工作组收到了政府关于 72 起案件的来文。工作组将在下次报告审查期审

议这些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44.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资料。  

查明案件  

 45.  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工作组认为 55 起案件已经查明。  

访问请求  

 46.  在 2007 年 1 月 15 日的发文中，工作组通知政府：不可能在阿根廷举行

第八十一届会议，从而原计划在会后进行的访问将不得不推迟到 2008 年。政府于

2007 年 1 月 17 日答复工作组说，对人权理事会所有特别程序的长期邀请依然有

效。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47.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3,445 起案件；根

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43 起，根据政府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99 起，尚有

3,303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48.  工作组欢迎政府为查明未决案件、特别是 2007 年查明的 55 起案件所作

的努力。这是政府设立全面数据库以确定失踪者命运或下落的结果。工作组希望

通过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这种不断合作，能够在查明未决的 3,303 起案件方面继

续取得进展。工作组也赞赏政府继续审判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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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林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0 1 0 0 1 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49.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巴林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 Ali Al-

Khabaz。据称他于 2007 年 5 月被防暴警察部队逮捕。  

政府提供的资料  

 50.  工作组从巴林政府收到了 3 份来文，日期分别为 2007 年 6 月 6 日、2007

年 6 月 14 日和 2007 年 7 月 20 日。联合国翻译部门未能及时翻译最后一份来文，

供委员会审议以纳入本报告。政府在 2007 年 6 月 6 日的来文中称，Ali Al-Khabaz

已经获有关当局释放。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51.  来文方确认 Ali Al-Khabaz 已于 2007 年 6 月 7 日获释。  

查明案件  

 52.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认为 1 起案件已经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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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53.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巴林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根据来

文方提供的资料，2 起案件都已查明。没有未决案件。  

孟加拉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 0 0 0 0 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 0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54.  工作组审议了孟加拉国政府提交的 4 份来文，日期分别为 2007 年 1 月

12 日、4 月 5 日、6 月 1 日和 6 月 28 日。在 2007 年 6 月 1 日和 28 日的来文中，

政府对一起未决案件作了答复。工作组认为，答复没有提供充分资料以查明失踪

者的命运或下落。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55.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56.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孟加拉国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都

仍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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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3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57.  政府在 2007 年 2 月 6 日的来文中就 3 起未决案件作了答复。来文称正在

继续调查这 3 起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58.  收 到 来 文 方 了 关 于 Anatoly Krasovski,、 Viktor Gonchar 和 Yuri 

Zakharenko 案件的答复。来文方称白俄罗斯政府没有真正开展调查。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59.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3 起案件，这 3 起

案件都依然未决。  

意   见  

 60.  工作组鼓励政府提供关于受害者下落和命运的资料，从而查明 3 起未决

案件。  



A/HRC/7/2 
page 22 

不   丹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5 0 0 0 0 5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61.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玻利维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8 0 0 0 0 28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62.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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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3 0 0 0 0 1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63.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布  隆  迪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52 0 0 0 0 5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64.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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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  埔  寨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 
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

的未决案件 
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程

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停办案件 本阶段审查 
结束时的 
未决案件 
数量 

2 0 0 0 0 2 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65.  没有收到该国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66.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停办案件  

 67.  工作组几年来数次试图与 2 起未决案的来文方联系，但是没有成功。工

作组根据其工作方法，决定作为例外而停止审议 2 起案件。工作组认为，因为无

法对这些案件采取后续行动，所以它不能在争取查明有关人员下落方面再发挥有

益作用。如果这些案件再次提交工作组，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审。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68.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这 2 起案件

在审查期间停办。没有未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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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  麦  隆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4 0 0 0 0 14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69.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乍   得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0 0 12 0 0 2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70.  工作组根据普通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2 起新报告的案件，事关乍得军官和

平民在恩贾梅纳和该国北部失踪。据称这些案件发生在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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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资料  

 71.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72.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73.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25 起案件；根据政

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 3 起案件，仍有 22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74.  工作组深为关切新报告的在乍得发生的案件。工作组鼓励政府采取措施

查明未决案件，并提醒政府有责任根据《宣言》防止和终止所有强制失踪行为，

并起诉据称犯罪者。  

智   利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816 0 0 0 0 816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75.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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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9 2 0 0 0 3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7 不适用 1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76.  工作组向中国政府转交了 2 起紧急行动案件。第一起涉及一名西藏喇嘛

Lopoe Adruktsang，他在理塘县被公安局逮捕，下落不明。第二起案件涉及

Lobsang Thokmey；据称他因一起在家乡的政治示威而被捕。  

政府提供的资料  

 77.  政府提交了日期分别为 2007 年 2 月 12 日、5 月 10 日和 6 月 6 日的 3 份

来文，事关 7 起未决案件。工作组认为关于 6 起案件的答复没有提供充分资料说

明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  

 78.  在 2007 年 6 月 6 日的来文中，政府就 1 起未决案件作了答复，称受害者

被关押在拉萨城公安局拘留所，正在对其提起法律诉讼。工作组认为该答复可以

构成案件查明，但条件是来文方在 6 个月内不表示反对。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79.  对 1 起案件提交了新的资料，其中对已经失踪 12 年的西藏班禅喇嘛的命

运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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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80.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14 起案件；根据来文

方提供的资料查明其中 11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其中 72 起，尚有 31 起案

件未决。  

意   见  

 81.  工作组表示赞赏中国政府的合作，并希望这一合作导致未决案件的查

明。  

哥伦比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956 1 0 0 0 957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65 有 不适用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有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82.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 起紧急行动案件，事关一名哥伦比亚共产党成员

Gonzalo Villalba Hernández。  

政府提供的资料  

 83.  政府提交了 9 份来文，日期分别为 2006 年 12 月 12 日、2007 年 1 月 4

日、3 月 16 日、7 月 6 日、7 月 18 日、8 月 16 日、8 月 23 日、9 月 28 日和 10 月

1 日。工作组认为提供的资料不足以查明案件。联合国翻译部门未能及时翻译



      A/HRC/7/2 
      page 29 

2007 年 7 月 6 日、8 月 16 日、8 月 23 日和 9 月 28 日的来文，供工作组审议以纳

入本报告。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84.  来文方提供了关于 2001 年在麦德林失踪的一名男子的资料。来文方称已

经用尽所有手段查找受害者的下落，但没有结果。  

一般指称  

 85.  哥伦比亚政府在 2006 年 10 月 6 日和 2007 年 3 月 13 日的两份来文中，

对工作组就《正义与和平法》的一般指称作了答复。  

 86.  政府在 2006 年 10 月 6 日的来文中称：  

 “正在努力通过 2005 年的第 975 号法令，即共和国议会批准的《正

义与和平法》，促进与非法武装团体之间的和平进程，并使其成员重新

融入社会，首先是保障受害者享有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

利。  

 “该法从制定时起便被视为是促进和平与民族和解的一个手段。国民

政府相信全国和平是一个超越政治派别和政府的愿望，但不能通过损害

暴力受害者权利的方式实现。第 975 号法令第 2 条明确规定，必须根据

《宪法》条款以及哥伦比亚批准的国际条约的条款解释和实施该法令。  

 “另外，作为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并负责监督法律是否违宪的宪法法

院，以 2006 年 5 月 18 日的第 C-370/06 号决定，就一些指控《正义与和

平法》违宪的诉讼做出裁决。法院在决定中将一些条款的范围限制在受

害者的利益方面，首先保护他们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

利”。  

 87.  政府在 2007 年 3 月 13 日的来文中称：  

 “向工作组提交的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 (其中含

有关于本专题一些条款 )的资料并不正确。尽管《宣言》不是一个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书，但哥伦比亚已经将《宣言》的原则纳入了国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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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政府重申，《正义与和平法》并非一个关于特别赦免或特

赦的法律。但它是世界上第一份为了确保获得和平与正义的权利而对现

行的《刑法》所规定的普通惩罚确立了替代性惩罚的法律。  

 “哥伦比亚政府通知说，已经设立了强迫失踪受害者可以获得协助和

参与的机构；这包括“国家寻找失踪者委员会”与“国家赔偿与和解委

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活动为《国家寻找失踪者规划》提供支持，作

为《正义与和平法》和政府人权政策司法框架的补充，允许受害者参与

寻找和辨认家属以及辨认和惩罚那些为害者”。  

 88.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供资料，说明哥伦比亚政府在落实《宣言》方面

据称遇到的障碍。该资料转交了政府。  

 89.  据称哥伦比亚议会于 2005 年 7 月批准了关于“正义与和平”的第 975 号

法律。非政府组织称，该法存在重大缺陷，妨碍受害者有可能伸张正义。由于对

第 975 号法律提起的诉讼，宪法法院通过 C-370 号裁决，宣布该法几条主要条款

违宪或部分违宪。工作组获悉，政府已经颁布政令，据称修改了 C-370 号裁决的

内容，对该裁决所承认的受害者权利有重大影响。  

 90.  非政府组织还指称，根据哥伦比亚法律，这些政令所载的许多规定是违

法的。它们认为政府没有发布这些政令的权力；这是议会或法官才有的权力。为

此，大批哥伦比亚人和组织根据行政诉讼程序就这些规定提起诉讼。但是据称，

尽管关于这些诉讼的法律裁决可以需要多年，但这些政令中所载的规定正在被应

用于第 975 号法律的实施。  

 91.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这些一般指称的答复。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92.  在过去几年和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225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67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01 起，尚

有 957 起案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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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见  

 93.  工作组满意地注意到，与往年不同的是，工作组仅收到了 1 起新报告的

案件。工作组希望这显示了哥伦比亚不再发生失踪案的新趋势，而不是由于 2005

年国别访问报告中提到的报告不足现象。  

 94.  工作组表示关切的是，有人指称政府以颁发政令来冲淡宪法法院关于

《正义与和平法》某些条款的裁决的影响。  

 95.  工作组主席重申，《宣言》作为制定《美洲强迫失踪者公约》和《保护

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等。关于强迫失踪问题的国际人权法文书的重要

前提，具有重要意义。  

 96.  工作组重申，请哥伦比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查明未决案件并落实工作

组在国别访问报告中所载的建议。工作组再次请政府提交一份关于采取何种措施

落实建议的报告。  

刚   果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14 0 0 0 0 114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97.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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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9 0 0 0 0 9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9 是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9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工作组提交了 3 份来文，日期分别为

2007 年 1 月 8 日、4 月 10 日和 8 月 7 日，其中对 9 起未决案件做出了答复。工作

组认为，答复所含资料不足以查明强迫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99.  来文方报告称，在绑架问题上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但是举行了一年多来

的首次认真的讨论。工作组也收到来文方提供的新资料，事关据称发生在 80 年代

的两起失踪案。来文方报告称，已经获得关于据称对失踪负责的两名嫌疑人的逮

捕令。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00.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9 起案件，全部未决。  

意   见  

 101.  工作组希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查明未决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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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41 0 2 0 0 4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102.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两起最近报告的失踪案件。第一起案件事关 Ntiara 

Podos Nsey, 据称他于 2006 年 8 月在金沙萨失踪，被刚果军方解放运动成员带

走。第二次案件涉及 Faustin Sosso, 他于 2006 年 8 月失踪，被共和国卫队的官员

带走。  

政府提供的资料  

 103.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04.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05.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52 起案件；根据

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6 起，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3 起。43 起

案件依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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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 0 0 0 0 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106.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厄瓜多尔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1 0 0 0 0 1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1 有 7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107.  工作组收到政府 9 份来文，日期分别为 2007 年 1 月 22 日、1 月 27

日、3 月 8 日、4 月 4 日、4 月 12 日、5 月 10 日、5 月 15 日、7 月 10 日和 9 月 12

日。工作组审议了关于所有未决案件的资料。工作组认为，对 7 起案件的答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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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关于失踪者命运和下落的充分资料，只要来文方在 6 个月之内不表示反对，

可以构成案件查明。关于其余的 4 起案件，政府的答复不足以查明案件。联合国

翻译部门未能及时翻译 2007 年 5 月 15 日和 9 月 12 日收到的两份来文，供工作组

审议以纳入本报告。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08.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09.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26 起案件；根据来文

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4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1 起，尚有 11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110.  工作组感谢政府的合作以及为查明未决案件所作的努力。工作组希望政

府的资料可以得到来文方的肯定，以查明未决案件。  

埃   及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5 0 0 0 0 15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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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萨尔瓦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270 0 0 0 0 2,27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有 
 

政府提供的资料  

 112.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13.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资料。  

访   问  

 114.  工作组根据第七十八届会议的决定，于 2006 年 5 月 23 日向政府发出访

问请求。该访问是中美洲四国倡议的一部分。政府表示同意。工作组于 2007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对萨尔瓦多进行了访问(A/HRC/7/2/Add.2)。  

新  闻  稿  

 115.  在 2007 年 2 月访问萨尔瓦多前后发布了新闻稿。访问的最后一天，工

作组在厄瓜多尔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各媒体普遍参加。  



      A/HRC/7/2 
      page 37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16.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2,661 起案件；根据来

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73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318 起，尚有

2,270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117.  工作组感谢政府邀请工作组访问。工作组希望收到政府的报告，说明为

落实国别访问报告中所载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  

赤道几内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7 0 1 0 0 8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118.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新报告的失踪案件，事关 Laureano Nchuchuma 

Bacale Bindang。据称他于 2004 年 6 月在马拉博被警方逮捕后失踪。  

政府提供的资料  

 119.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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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20.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21.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8 起案件，全部未决。  

厄立特里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54 0 0 0 0 54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122.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埃塞俄比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11 1 0 0 0 11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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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  

 123.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 起紧急行动案件，事关据称在家中被捕的

Mohamed-Ali Suldan-Fowsi。  

政府提供的资料  

 124.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25.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26.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19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4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3 起，尚有

112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127.  工作组谨提醒埃塞俄比亚政府，根据《宣言》第 13 条第 6 款，它有责

任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命运为止”。  

法   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0 0 0 0 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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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资料  

 128.  工作组审议了政府于 2006 年 11 月 20 日关于未决案件的来文。工作组

认为政府的答复不足以查明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29.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会   议  

 130.  法国政府代表在第八十三届会议上与工作组举行会议，讨论了有关未决

案件的最新情况。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31.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法国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该案在

工作组依然未决。  

意   见  

 132.  工作组赞赏政府就未决案件所表达的意愿，希望可以查明该案。  

冈  比  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0 0 1 0 0 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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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案件  

 133.  工作组仅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新报告的失踪案，事关 Ebrima Manneh；据

称他于 2006 年 7 月在 Bakau 城被国家情报局警官逮捕后失踪。  

政府提供的资料  

 134.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新报告案件的任何新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35.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36.  在以往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冈比亚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 1 起案件，另 1 起案件依然在工作组未决。  

希   腊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2 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3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137.  工作组审议了政府于 2007 年 5 月 16 日提交的关于 3 起未决案件的来

文。工作组认为政府的答复不足以查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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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38.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停办案件  

 139.  工作组根据其工作方法决定停办 2 起案件。工作组数次试图与来文方联

系，但是没有成功。工作组认为，由于不能对案件采取后续行动，它已经不能够

在争取查明有关人员下落方面发挥有用的作用。如这些案件再次提交工作组，可

以任何时候重新审议。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40.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3 起案件；其中 2 起案

件停办，1 起案件依然在工作组未决。  

危地马拉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899 0 0 0 0 2,899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3 有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141.  工作组收到政府 3 份来文。工作组在本阶段审议期间审议了 2007 年 3

月 21 日和 6 月 25 日收到的来文。政府称，关于 1 起案件的调查已经结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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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认为政府的答复不足以查明案件。联合国翻译部门未能及时翻译 2007 年 10 月

19 日的来文，供工作组审议以纳入本报告。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42.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43.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3,155 起案件；根

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79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77 起，

尚有 2,899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144.  工作组对政府停止调查失踪案表示关切，希望提醒政府，根据《宣言》

第 13 条第 6 款，政府应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命

运为止”。  

 145.  如国别访问报告中所指出的，工作组注意到，危地马拉已经制定了寻找

失踪者命运和下落的方案。然而，工作组也注意到了新的立法与实施方案之间的

差距。工作组呼吁政府落实方案与上述报告中所载的建议。  

几  内  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1 0 0 0 0 2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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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海   地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8 0 0 0 0 38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147.  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洪都拉斯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25 1 3 2 0 127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4 无 0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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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  

 148.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 起关于 Elvis Zepeda Barrientos

失踪的案件。他是一名警察，据称于 2006 年 12 月被防暴警察逮捕后失踪。  

普通案件  

 149.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3 起新报告的失踪案件。这些案件涉及 José 

Camilo Miranda Rosas, Jorge Luís Villalobos Balladares 和  David Rodrigo Villalobos 

Balladares。这 3 人都是 2000 年 6 月在洪都拉斯 Roatán 岛被防暴警察逮捕后失踪

的巴拿马公民。  

政府提供的资料  

 150.  政府于 2006 年 9 月 28 日提交了关于 1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工作组认

为，政府的答复不足以查明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51.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查明案件  

 152.  2007 年 2 月 1 日和在工作组访问洪都拉斯期间，收到政府关于 2 起未

决案件的资料。政府通知工作组说，这 2 位受害人的家人已经收到了死亡证书和

赔款。工作组决定对上述 2 起案件适用 6 个月规则。由于来文方没有质疑上述资

料，这些案件被视为已经查明。  

访问请求  

 153.  工作组根据第七十八届会议的决定，于 2006 年 5 月 23 日向洪都拉斯政

府发出一份访问请求。该访问是中美洲四国倡议的一部分。政府表示同意；工作

组于 2007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对洪都拉斯进行了访问(A/HRC/4/4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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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稿  

 154.  在 2007 年 1 月和 2 月访问洪都拉斯前后发布了新闻稿。访问的最后一

天，工作组在洪都拉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各媒体普遍参加。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55.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207 起案件；根据来文

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3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37 起，尚有 127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156.  工作组感谢政府邀请工作组访问。工作组希望收到政府关于为落实国别

报告中所载建议所采取措施的报告。  

印   度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25 0 8 2 0 33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157.  工作组向印度政府转交了 8 起新报告的失踪案。2 起新报告的案件发生

在 2001 年和 2002 年。第一起案件涉及 Manzoor Ahmad Dar, 据称他在家里被军方

逮捕。第二起案件涉及 Manzoor Amad Wani, 据称他在一个军营附近被军方拦截带



      A/HRC/7/2 
      page 47 

走。2003 年至 2005 年期间，在克什米尔发生了 6 起报道的失踪案件。其中 3 起涉

及 Saif-U-Dir Khatana、Amin Wani Mohammed 和  Ghulam Mohammed, 他们是被

印度武装部队逮捕的。其中 1 起涉及 Mohamed Salim Dar, 他是一个学校的办事人

员，被特别行动小组和印度武装部队逮捕。另一起失踪案涉及 Fayaz Ahmad Najar, 

他被边境安全部队第 43 营逮捕。最后一起案件涉及 Naseer Ahmed Sheikh, 他是一

个店主，是被警方和安全部队逮捕的。  

政府提供的资料  

 158.  未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59.  未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查明案件  

 160.  工作组认为有 2 起案件已查明，事关 2000 年失踪的两名男子，以前已

适用过 6 个月规则。  

即时干预函  

 161.  2007 年 6 月 14 日，工作组向印度政府发出一封即时干预函，事关强迫

失踪事件据称受害人的家属，他们由于将受害人案件上告法庭而面临军方的威胁

和暴力。未收到政府方关于此干预函的任何答复。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62.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390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0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49 起，仍

有 331 起案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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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见  

 163.  工作组谨提醒印度政府调查未决案件，保护家属诉诸司法和参与调查的

权利。  

印度尼西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54 0 5 0 0 159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无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有 
 

普通案件  

 164.  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5 起新报告的失踪案。2 起案件涉及 Rohadi 

Iwan Hadi Subroto 和 Makdum Budi Martono, 据称他们是 1965 年被军方和警方逮

捕的。3 起案件涉及 Iwan Ronti、Hasyim Toana 和 Aswat Lamarati, 据称他们是在

2001 年被印度尼西亚武装力量逮捕的。  

政府提供的资料  

 165.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66.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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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称  

 167.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了资料，介绍了据称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执行

《宣言》方面遇到的障碍。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资料。  

 168.  报告称，2005 年初，国家人权委员会对 1998 年 8 名激进学生和 14 名

民运人士失踪案进行了调查。然而，委员会对军队和特种部队某些人员以及失踪

者据称被羁押的可疑地点进行的调查，据称在每个阶段都受到了阻碍。  

 169.  2006 年 11 月 8 日，国家人权委员会将调查结果的正式报告提交给了总

检察长、最高法院和印度尼西亚议会。报告称，国家军队、国家警察和国家情报

局的 27 名官员卷入了上述失踪案。然而，总检察长据称未采取任何行动进一步深

究此事，没有针对据称犯案人提出正式控告或要求起诉。没有收到政府关于该一

般指称的任何答复。  

访问请求  

 170.  2006 年 12 月 12 日，工作组请求在 2007 年底或 2008 年初对印度尼西

亚进行一次访问，以便于查明未决案件。2007 年 1 月 24 日收到了该国政府确认收

到访问请求的来文。2007 年 3 月，应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团的请求，工作组秘书

与常驻代表团的代表一起讨论了未决案件和访问请求。2007 年 3 月 8 日，秘书处

收到了常驻代表团的照会；照会解释说，印度尼西亚最近接待了一位特别报告员

的访问，2007 年还安排了另外 2 次访问。因此，该国政府认为，2007 年的日程已

排满，如果工作组能在晚些时候访问会有更大收益。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71.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162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3 起，仍有 159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172.  由于未收到该国政府就此提供的任何信息，工作组重申 2006 年年度报

告中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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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工作组表示，感谢该国政府对访问请求的答复，期待收到建议的访问日

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512 1 0 0 0 51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有—推迟了访问 
 

紧急行动  

 174.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该

案件涉及 Sa' id Metinpour, 据称他和妻子一起被情报部的安保人员在家外逮捕。  

政府提供的资料  

 175.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76.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2 根据工作组的惯例，Saied Rajaie Khorasani未参加与本节报告相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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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请求  

 17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同意了工作组于 2005 年进行访问，但这次访问

应该国政府的请求推迟。工作组重申访问请求，并期待该国政府就建议的访问日

期作出答复。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78.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530 起案件；根据

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3 起，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4 起，仍有

513 起案件未决。  

伊  拉  克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6,387 0 0 0 0 16,387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179.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80.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A/HRC/7/2 
page 52 

会   议  

 181.  伊拉克政府在工作组第八十二届会议上与工作组一起讨论了未决案件过

多的问题。2007 年 9 月 9 日，该国政府就这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来文。联合国翻译

部门未能及时翻译该来文，以供工作组考虑将其纳入本报告。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82.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16,517 起案件；

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07 起，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3

起，仍有 16,387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183.  工作组期待与伊拉克政府继续合作，以期查明未决案件。  

以  色  列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 0 0 0 0 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184.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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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0 1 0 0 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 有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185.  工作组将一份新报告的案件转交给了日本政府。该案件涉及 Kyoko 

Matsumoto, 据称他是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秘密特工逮捕的，最后一次见

到他是在日本。  

政府提供的资料  

 186.  日本政府将 2006 年 11 月 21 日、2007 年 3 月 16 日和 6 月 26 日的 3 份

来文转交给了工作组。在这些来文中，日本政府就 1 起强迫失踪未决案件作出答

复，该案件涉及一名日本公民，据称是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密特工于

1977 年绑架的，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日本境内。  

 187.  工作组认为，这些答复所含资料不足以查明失踪人员的命运或下落。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88.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日本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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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日本政府在工作组第八十一、八十二和八十三届会议上与工作组一起讨

论了未决案件和相关案件方面的最新情况。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90.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这 2 起

案件仍然未决。  

约   旦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2 (见第 192段)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191.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92.  工作组收到来文方关于 1 起案件的新资料。来文方通报说，最后一次见

到所涉人员是 1997 年在叙利亚监狱。根据工作组的工作方法，该案件将从关于约

旦的统计数字中删除，将其转交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因为据称最后一次见到

他是在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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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93.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3 起案件；其中 1

起被删除，另外 2 起案件未决。  

科  威  特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0 0 0 0 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194.  工作组审议了科威特政府 2006 年 7 月 21 日和 11 月 22 日的来文。工作

组认为，所提交的资料不足以查明未决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95.  2007 年 5 月 21 日，工作组收到了来文方的资料，已将资料转交给了该

国政府。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196.  过去，工作组已将 1 起案件转交给该国政府，该起案件仍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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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巴  嫩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11 0 1 0 0 31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197.  工作组将 1 起新报告的案件转交给黎巴嫩政府。该案件涉及 Elias Emile 

Al-Harmouch, 据称他是 1976 年在贝鲁特被叙利亚情报局逮捕的。工作组依照其工

作方法，将该案件的拷贝件交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  

政府提供的资料  

 198.  黎巴嫩政府通过司法部和黎巴嫩上诉法院总检察长转交了解决黎巴嫩羁

押人员问题委员会 2006 年 7 月 8 日的两封信件。工作组作出决定，认为该答复不

足以查明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99.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00.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320 起案件；根据

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 起，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6 起，有 312

起案件仍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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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5 2 1 0 0 8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201.  工作组依照紧急行动程序将 2 起案件转交给该国政府。1 起案件涉及

Ounis Charef Al Aabani Al Ouerfeli, 他在的黎波里 Abou Slim 监狱关押了 17 年。涉

案人刑满时，其家人要求将其释放，但据称他被内务部安全部队人员带走了。第 2

起案件涉及 Abdeladim Ali Musa Benali, 2006 年初以来他一直被关押在 Abou Slim

监狱。2007 年 3 月 23 日，涉案人据称被内务部安全部队带往一个未知地点。  

普通案件  

 202.  工作组依照普通程序将 1 起案件转交给该国政府。该起案件涉及 Salem 

Said Al Judran, 据称他在尼日尔被捕，移交给利比亚当局，2006 年 3 月被带往的

黎波里的 Esseka 监狱。  

政府提供的资料  

 203.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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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04.  2007 年 6 月 1 日，工作组收到来文方关于 1 起案件的新资料。根据收

到的信息，涉案人在的黎波里特别法庭受审并被转交给反异端局。据称他的家人

无法见他，也不能雇律师协助司法程序。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05.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10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 起，仍有 8 起案件未决。  

毛里塔尼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0 0 0 0 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206.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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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西  哥  3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06 1 1 0 0 208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207.  工作组依照紧急行动程序将 1 起案件转交给该国政府。该案涉及

Baltasar López Pita, 据称他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逮捕。  

普通案件  

 208.  根据普通程序将 1 起新的失踪案转交给了该国政府。该失踪案涉及

Jorge Gabriel Cerón Silva, 据称他是在 2007 年被国家司法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逮捕的。  

政府提供的资料  

 209.  工作组收到墨西哥当局 2006 年 6 月 30 日和 9 月 22 日以及 2007 年 10

月 18 日的 3 份来文。没有收到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联合国翻译部门未能及

时翻译 2007 年 10 月 18 日的来文，以供工作组考虑将其纳入本报告。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10.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3 根据工作组的惯例，Santiago Corcuera未参加与本节报告相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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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在第八十一届会议期间，工作组与墨西哥国家人权机构一起讨论了墨西

哥的未决失踪案。  

一般指称  

 212.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了资料，介绍了据称墨西哥政府在执行《宣

言》方面遇到的障碍。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资料。  

 213.  据称，1990 年，国家人权委员会推定失踪人员特别方案就 532 人的推

定强迫失踪案件(其中大部分是 1970 年代的案件)发布了一份报告。2001 年 11 月

27 日，墨西哥总统在官方公报中公布了一项协议：制定措施，将针对以往社会和

政治运动相关人员犯下的罪行诉诸于法律。通过该协议，该国政府成立了“针对

以往社会和政治运动相关人员公务人员直接或间接犯下的联邦刑事案件特别检察

员办事处”。工作组还获悉，“以往社会和政治运动墨西哥特别检察员办事处”

已经关闭。据报告，虽然特别检察员办事处缺乏成果，但这是调查以往侵犯人权

情况的唯一制度机制。  

 214.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该一般指称的任何答复。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15.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379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2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33 起，有

16 起案件停办，仍有 208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216.  工作组鼓励该国政府提供资料，说明受害人的命运或下落，促使查明

208 起未决案件。  

 217.  工作组对特别检察员办事处的关闭感到关切，认为这种性质的措施可能

有悖于《宣言》第 16 条第 3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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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山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5 0 0 0 0 15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218.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19.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一般指称  

 220.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了资料，介绍了据称黑山政府在执行《宣言》

方面遇到的障碍。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资料。  

 221.  据报告，黑山当局未能确保向 1992 年发生的失踪案受害者及其家人提

供赔偿。据报告，黑山政府还未能确保对失踪案及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未能

将据称 83 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平民失踪案的责任人绳之以法。  

 222.  3 起民事赔偿案件据称受到拖延，因为国家检察员办事处提出要求，在

确定个人刑事责任之前暂停审理。据称，启动刑事调查被作为一个借口，用来拖

延民事法庭赔偿案的审理进展。  

 223.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该一般指称的任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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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24.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黑山政府转交了 16 起案件；根据

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 起，仍有 15 起案件未决。  

摩  洛  哥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97 0 0 34 0 6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4 不适用 7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225.  工作组收到摩洛哥政府 2006 年 12 月 25 日和 29 日、2007 年 1 月 29

日、2 月 7 日和 6 月 15 日的 5 份答复。在 2007 年 12 月 25 日来文中，该国政府承

诺解决失踪人员案件，说明了为查明这些案件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

所遇到的困难。  

 226.  在 2007 年 1 月 29 日来文中，该国政府表示，2 名失踪男子已移交给阿

尔及利亚当局。在 2007 年 6 月 15 日来文中，该国政府表示，据报告 5 名受害者

已死亡。工作组认为，在这 7 起案件中，如果来文方在 6 个月内未对答复提出异

议，这些答复可被视为足以查明案件。在未出具死亡证件的另 1 起案件中，所做

答复被视为不足以查明案件。  

 227.  应该国政府的要求，对 7 起案件进行了重审。工作组认为，这些答复不

足以查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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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28.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查明案件  

 229.  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在 6 个月规则到期后将 34 起案件列

为已查明案件。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30.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248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46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39 起，有

63 起案件仍然未决。  

意   见  

 231.  工作组对摩洛哥政府查明的案件数目之多表示感谢。该国政府所做的努

力应作为其他国家的典范。  

莫桑比克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 0 0 0 0 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232.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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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   甸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4 0 0 0 5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233.  工作组按照紧急行动程序向缅甸政府送交了 4 起案件，所有这些案件都

是 2007 年 9 月发生的。3 起案件涉及 Po Po Pyi Sone 和她的两个姐妹 Moe Moe 

Swe 和 Thida Aung, 据称他们是被仰光安全部门人员逮捕的。第 4 起案件涉及 Ke 

Naing Zaw, 他也是被安全部门人员逮捕的。  

政府提供的资料  

 234.  2007 年 7 月 13 日，工作组收到了该国政府关于 1 起案件的资料。该国

政府报告说，在缅甸任何警察局或监狱都找不到关于涉案人的被捕、拘留或死亡

的任何资料。工作组认为该答复不足以查明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35.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36.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7 起案件；根据政

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 起，仍有 5 起案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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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见  

 237.  工作组深感遗憾的是，在该国令人担忧的情势中收到了失踪案件。  

 238.  工作组强烈提醒该国政府它有义务采取预防性措施并保障不再发生强迫

失踪事件，也有义务采取全面措施执行《宣言》。  

纳米比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0 0 0 0 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239.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尼  泊  尔  4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04 0 21 3 2 32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无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无 

                                                 
4 新报告的失踪案件的人名清单，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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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案件  

 240.  工作组依照普通程序将 21 起案件转交给该国政府。据称大部分案件发

生在 2001 至 2005 年之间，主要发生在 2002 年。涉案人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和一名

妇女。安全部队人员、尼泊尔军队和警方据称对这些失踪事件负有责任。  

政府提供的资料  

 241.  2007 年 1 月 5 日，收到了该国政府的 1 份来文，但未提供关于未决案

件的任何新资料。工作组还收到尼泊尔政府关于 1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来文日期

为 2007 年 9 月 10 日。该国政府通知工作组，该案件已转交有关当局，并附上索

要信息请求。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42.  来文方就 2 起未决案件作出答复；答复指出，1 起案件的受害者已获

释，另 1 起案件的受害者已不属失踪人员。关于另 1 起案件，来文方通告说，国

家人权委员会已将一封信转交给涉案人的家属，承认他已被捕并移交给 Bhiman 军

营。  

访问请求  

 243.  2006 年 5 月 12 日，工作组请求访问尼泊尔，以便对 2004 年访问后提

出的建议进行跟踪调查。工作组尚未收到答复。  

查明案件  

 244.  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在 6 个月规则到期后将 3 起案件列为

已查明案件。在所有这 3 起案件中，都提供了涉案人的目前地址。根据来文方提

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将 2 起案件列为已查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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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称  

 245.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了资料，介绍了据称尼泊尔政府在执行《宣

言》方面遇到的障碍。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资料。  

 246.  这些报告称，在许多人仍属失踪人员的情况下，这些罪行的犯罪人却仍

逍遥法外。尽管已对一些强迫失踪案件进行了调查，当局也已将其交由法庭受

理，但未对任何被指控犯案人提出起诉。  

 247.  据称，军方未提供资料说明 600 多起尼泊尔人被军队拘押而后一直失踪

者的情况。据称军方还拒绝与国家警察负责的调查合作。  

 248.  这些组织还报告说，一个侵犯人权的据称犯罪人被任命为军队参谋长。

针对他的指控包括强迫失踪等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此人正在接受高级别调查委员

会的调查，该委员会被授权调查 2005 年 2 月 1 日至 2006 年 4 月 24 日之间发生的

侵犯人权情况。  

 249.  最后，这些组织报告说，2006 年 9 月 22 日通过的《军队法》修正案

称，任何法庭都不能对安全部队人员在履行公务时采取的行动进行起诉。此外，

军事法庭作出的决定不可上诉，听证会也不对公众开放。  

 250.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该一般指称的任何答复。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51.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531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79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32 起，有

320 起案件仍然未决。  

意   见  

 252.  工作组欢迎尼泊尔政府的合作，它为查明案件提供了资料。工作组敦促

该国政府就工作组 2004 年访问该国后所提建议的执行情况提交报告。  

 253.  工作组提醒尼泊尔政府根据《宣言》第 14 条它有义务“将强迫失踪行

为的所有推定责任人绳之以法”。  

 254.  工作组还提醒该国政府根据《宣言》第 16 条第 1 款它有以下义务：

“被控犯有第四条第 1 款所指行为者在调查期间须中止履行任何官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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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工作组谨提醒该国政府根据《宣言》第 16 条它有以下义务：责任人

“应在各国普通主管法院受审，不应在任何其他特别法庭特别是军事法庭受

审”。  

 256.  工作组向尼泊尔政府重申了访问该国的请求，以查明 320 起未决案件。  

尼加拉瓜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03 0 0 0 0 10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257.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58.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访问请求  

 259.  根据工作组第七十八届会议的一项决定，2006 年 5 月 23 日向尼加拉瓜

政府发出了访问请求，作为中美洲四国倡议的一部分。该国政府尚未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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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60.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234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9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12 起，有

103 起案件仍然未决。  

意   见  

 261.  工作组鼓励该国政府提出邀请对该国进行访问，以圆满完成对其他 3 个

中美洲国家即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访问。  

 262.  工作组提醒尼加拉瓜根据《宣言》它有义务进行调查以确定失踪者的命

运或下落。  

尼日利亚  5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0 0 1 0 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 不适用 0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263.  没有收到政府方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64.  没有收到来文方的任何资料。  

                                                 
5 根据工作组的惯例，J.Bayo Adekanye未参加与本节报告相关的决定。 



A/HRC/7/2 
page 70 

查明案件  

 265.  2006 年 6 月 2 日，该国政府通知工作组，据称 1998 年失踪的一位人权

工作者目前正在拉各斯的法律办事处工作。工作组决定对该案适用 6 个月规则。

既然没有从来文方收到任何新的意见，该案被视为已查明。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66.  过去，工作组已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6 起案件。根据该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基础工作组已查明了所有案件。没有未决案件。  

巴基斯坦  6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77 2 29 14 2 9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1 不适用 9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无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267.  工作组依照紧急行动程序将 2 起案件转交给巴基斯坦政府。1 起案件涉

及 Muhammad Kazim Bugti, 据称他是在 2006 年 11 月 29 日被捕的。据信，军事情

报机关对他的失踪负有责任。在另 1 起案件中，Baloch 国家运动主席 Ghulam 

Mohammad Baloch 于 2006 年 12 月被警方从一家足球俱乐部带走。  

                                                 
6 新报告的失踪案件的人名清单，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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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案件  

 268.  工作组依照普通程序将 29 起案件转交给该国政府。据报告，大部分案

件发生在卡拉奇，在 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9 月之间。据信，警方和情报机关对

大部分案件负有责任。  

政府提供的资料  

 269.  工作组收到该国政府 2006 年 12 月 22 日、2007 年 7 月 11 日和 16 日的 3

份来文。在第一份来文中，该国政府提供了关于 10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在 1 起案件

中，工作组认为，答复所含信息不足以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或下落。工作组决定对

9 起案件适用 6 个月规则。大部分答复称，受害者已被释放。在 1 起案件中，受害

者的尸体交给家人埋葬；1 个家庭获得政府对失踪的赔偿；1 人离开了该国。 

 270.  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的 1 份来文中，该国政府就 1 起案件作了答复，此

前，来文方已对该案作出澄清。该国政府报告说，巴基斯坦当局已证实，他还在

其住所居住。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71.  工作组从来文方收到了关于 2 起案件的新资料，称受害者已被释放并转

交给其家人。  

查明案件  

 272.  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在 6 个月规则到期后将 14 起案件列

为已查明案件。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提供了涉案人的目前地址。根据来文方提供

的资料，2 起案件被列为已查明案件。  

一般指称  

 273.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了资料，介绍了据称在执行《宣言》方面遇到

的障碍。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资料。  

 274.  据报告，高等法院无法追踪失踪人员的下落，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搜查军

队控制的拘留点。报告还称，人身保护权受到系统性侵害；在某些情况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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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失踪人员出庭，但据称军方对这些命令置之不理。此外，释放人员被警告不

要公开谈论拘留经历。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该一般指称的任何答复。  

 275.  工作组收到了报告，谈及紧急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对执行《宣言》可能带

来的潜在障碍。第八十三届会议之后，已将该一般指称的概要送交该国政府，并

将列入 2008 年年度报告，也会列入收到的该国政府的任何评论。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76.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116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6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8 起。有 8

起案件处于 6 个月规则之下，工作组决定临时中止了时间限制。工作组决定对 2

起案件中止 6 个月规则。总共有 92 起案件仍然未决。  

意   见  

 277.  工作组表示关切的是，在本阶段审查期间，它收到了关于 32 起近期案

件的报告。  

 278.  另一方面，工作组注意到，有 14 起未决案件已列为查明案件，并对该

国政府的合作表示感谢。  

 279.  工作组谨提醒该国政府，根据《宣言》第 7 条，不得援引任何情况作为

强迫失踪的理由。  

秘   鲁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368 0 0 0 0 2,368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有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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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资料  

 280.  工作组审议了该国政府 2006 年 12 月 21 日的 1 份来文。然而，工作组

认为，所提交的资料不足以澄清未决案件。  

 281.  2007 年 10 月，工作组收到了该国政府的一份 7 页来文。在该来文中，

该国政府提供了关于秘鲁的强迫失踪问题的资料，说明已执行了哪些行动。来文

还提到了《大赦法》；来文还指出，秘鲁政府承认，《大赦法》缺乏法律效果，

对调查和惩罚侵犯诉诸司法权和获得真相权的责任人构成了障碍。还提到了真相

和调解委员会、国家赔偿委员会、负责调查关于和平、集体赔偿和国家调解的国

家行动和政策的高级别跨部门委员会。该来文进一步提到了关于强迫失踪问题的

第 28413 号法律，其目的是向 1980 年至 2000 年强迫失踪案的受害者家属提供必

要的工具，以承认其权利。在这方面，监察员办公室可向受害者家庭提供强迫失

踪案的失踪证明，这可使这些家庭启动相关程序，并承认失踪者的地位。工作组

还获悉，在 2004 和 2005 年，成立了省检察署、法院和国家刑事局对侵犯人权的

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其中包括强迫失踪案。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82.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一般指称  

 283.  2006 年，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了资料，介绍了据称秘鲁政府在执

行《宣言》方面遇到的障碍。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资料。  

 284.  在 2006 年 12 月 21 日的一份来文中，秘鲁政府回复了工作组在 2006 年

报告(A/HRC/4/41)中描述的一般指称。  

 285.  该国政府称：  

 “自从现任国防部长 2006 年 7 月被任命以来，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向

法官和检察人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协助和信息，以便查明其人员可能参与

的任何行为，这一命令正在被充分遵守。  

 “尽管有这些努力，在某些案件中无法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因为没有

关于有关行为情形的任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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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颠覆基地供职的武装部队人员使用假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

原因。武装部队没有这些假名的记录，因为这些是所有人员在执行任务时

短期使用的保护机制。此外，发现同一假名已被一人以上使用。关于在反

颠覆基地供职的人员，可提供的唯一信息是作战单位(每个单位都负责几个

基地)人事纪录中出现的信息，在这种基地供职的任命是口头作出的。 

 “武装部队人员在每个基地短期供职，然后在作战单位负责下转往其

他基地，这样便无法确定他们何时在哪个基地。  

 “国防部正在努力改善信息系统，从而证明它承诺与秘鲁司法系统一

同努力，以澄清秘鲁的人权侵犯指控”。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286.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期间，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3,006 起案件；根

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385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53

起，有 2,368 起案件仍然未决。  

意   见  

 287.  工作组欢迎和赞赏该国政府在 2007 年 10 月的来文中提供的资料，该资

料描述了在执行《宣言》某些规定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工作组鼓励该国政府提

供资料，说明受害人的命运或下落，以便查明 2,368 起未决案件。  

菲  律  宾  7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601 3 13 0 2 615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3 不适用 2 

                                                 
7 新报告的失踪案件的人名清单，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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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无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288.  工作组依照紧急行动程序将 3 起案件转交给菲律宾政府。Abner Hizarsa

于 2007 年 3 月 21 日被捕，据信菲律宾军队第 24 步兵营对其失踪负责。在另 1 起

案件中，2 名人权维护者 Maria Luisa Dominado 和 Leonido Arado 据称遭到菲律宾

军队枪击并被带走。  

普通案件  

 289.  工作组转交了菲律宾的 13 起新报告的失踪案。1 起案件涉及 2 个人，

据称他们被逮捕并被带往一个军营。1 起案件涉及 2 个兄弟，据称他们被逮捕并被

关押在一个军营。在 3 个独立案件中，菲律宾军队逮捕了 3 个男子。2 起案件涉及

一对夫妇，据称他们于 2006 年 10 月 26 日在桑托斯将军市失踪。另 1 起案件涉及

1 名男子，他在去圣马特奥的途中被捕。第四起案件涉及 1 名男子，他在 Cagayan 

de Oro 市被捕。最后 1 起案件涉及 1 名 2007 年 4 月在 Quezon 市被捕的男子。  

政府提供的资料  

 290.  菲律宾政府将 5 份来文送交工作组。在 2006 年 11 月 8 日的一份来文

中，关于该国政府为执行工作组 1991 年访问菲律宾之后所提建议所做出的努力，

该国政府谈到了一些建议，特别是将国家警察从军队分离出去的建议，制定了法

律以缩小逮捕权，为寻找失踪人员和保护证人提供便利。  

 291.  在 2007 年 1 月 16 日的一份来文中，该国政府报告了 1 起案件的调查情

况。工作组认为，该答复所含资料不足以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或下落。  

 292.  2007 年 4 月 3 日，该国政府报告了 2 起案件的调查情况，称受害者处

于安全和良好状况，其中 1 人暂时呆在菲律宾军营并在此帮忙。工作组决定对这 2

起案件适用 6 个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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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在 2007 年 5 月 30 日和 2007 年 6 月 7 日的 2 份来文中，该国政府答复

说，警方正在对 3 起失踪案进行调查。工作组认为，所收到的资料不足以查明这

些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94.  工作组收到来文方关于 3 起案件的新资料。关于 2 起案件，来文方报告

说，受害者从其捉捕者处逃离并找到了避难所。在第 3 起案件中，未发现涉案者

的尸体，监察员判定该案为非法逮捕和侵犯住所。  

查明案件  

 295.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2 起案件被列为已查明案件。  

一般指称  

 296.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了资料，介绍了据称在执行《宣言》方面遇到

的障碍。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资料。  

 297.  据报告，缺乏关于强迫失踪案件的适当法律框架使受害者及其家庭丧失

了寻求公正并获得补偿的机会。据称，不存在任何政府机构帮助确定失踪者的位

置，警方当局没有管辖权，或缺乏调查失踪案的能力。  

 298.  非政府组织试图协助受害者家庭去警察署和军营了解失踪者的情况，据

称他们不是受到骚扰就是不受警方和军方的欢迎。  

 299.  没有收到政府方关于该一般指称的任何答复。  

访问请求  

 300.  2006 年 5 月 24 日，工作组请求对菲律宾进行一次访问。没有收到该国

政府的任何答复。  



      A/HRC/7/2 
      page 77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01.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774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35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24 起，有

615 起案件仍然未决。  

意   见  

 302.  工作组对菲律宾新报告的案件深为关切。工作组鼓励该国政府采取步骤

澄清未决案件，并提醒该国政府说，根据《宣言》，它有义务防止和中止所有强

迫失踪行为，并起诉据称犯罪人。  

 303.  工作组表示感谢菲律宾政府提交的资料，资料介绍了该国政府采取了哪

些行动，以处理工作组 1990 年访问后向该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工作组感到遗憾的

是，该资料并未谈及所有建议，并欢迎就未决建议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资料。  

 304.  工作组提醒该国政府，根据《宣言》第 4 条，它有义务将所有强迫失踪

行为定为“根据其极端严重性而受适当惩罚的《刑法》下的犯罪，”根据《宣

言》第 13 条第 5 款它有义务采取步骤确保在提出控诉或在调查程序期间，适当惩

罚任何虐待、恐吓、报复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涉。  

 305.  工作组向菲律宾政府重申了对该国进行访问的请求，以查明 615 起未决

案件。  

俄罗斯联邦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454 2 1 0 0 457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7 不适用 0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无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2005年) 政府反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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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  

 306.  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俄罗斯联邦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1 起案件涉及印

古什族人 Ibragim Gazdiev, 据称他在 Karabulak 被执法人员和联邦安全局成员逮

捕。另 1 起案件涉及 Abdulaziz Murodullayevich Boymatov。据称他在俄罗斯联邦

斯维尔德洛夫克州 Nizhneserginsk 区的内务部辖区，被乌兹别克国家安全局和内务

部官员以及俄罗斯联邦斯维尔德洛夫克州 Nizhneserginsk 区内务部派出的俄罗斯警

察和联邦斯维尔德洛夫克州移民管理局的一位警员逮捕。工作组根据其工作方

法，向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发送了一份案件副本。  

普通案件  

 307.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新报告的失踪案。该案涉及 Khatuev Sultan 

Akhoevich。据报告他被一群身穿军装的人从家中带走。  

政府提供的资料  

 308.  工作组从俄罗斯联邦政府收到七份来文。俄罗斯联邦在 2006 年 7 月 26

日、8 月 16 日、9 月 18 日和 12 月 5 日以及 2007 年 5 月 25 日、8 月 14 日和 9 月

19 日在来文中就未决强迫失踪案提供了新资料。然而，工作组决定，所提供的资

料不足于澄清这些未决案件。联合国翻译部门无法及时翻译最后的两份来文，以

供工作组审议，在本报告中得出结论。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09.  收到了来文方关于 2 起案件的资料。来文方就俄罗斯联邦当局的调查，

提出了许多疑问。工作组将这些提问转达给了政府。来文方还回复了 1 起涉及一

位 34 岁亚美尼亚人的案件，宣称来文方认为，这位失踪者被关押在 Chekhov 的精

神病院。  

一般指称  

 310.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资料，叙述了据称在落实《声明》过程中遇到

的障碍。该资料转交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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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非政府组织称在车臣制造失踪案不受惩罚的现象依然盛行。工作组得

悉，尽管公共检察官已立案调查几千起失踪案，但非政府组织知道实际上只有少

数几起案件中的几名政府官员遭起诉，而且没有一名政府官员因强迫失踪罪责本

身遭到追究。  

 312.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一般指称的任何答复。  

访问请求  

 313.  根据与政府先前在原则上达成的一个访问协议，工作组拟议于 2007 年

9 月走访俄罗斯联邦。然而，2007 年 2 月 6 日政府发出来函原则上确认同意接受

来访，但声称提议的走访日期已不可能；一俟在人权理事会完成了对特别程序－

任务的审查之后，即可进行访问。  

转交、查明和未决案件的总数  

 314.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468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0 起，根据政府提交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 起，尚有

457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315.  工作组鼓励政府对其一般指称函作出答复，并采取措施查明未决案件，

包括起源于北高加索冲突的大量未解决案件。工作组重申政府有责任根据《宣

言》防止和铲除所有强迫失踪行为并起诉被指控的犯罪者。  

 316.  工作组对未确定国家访问日期感到遗憾，然而，不管人权理事会是否完

成了对任务的审查，都希望收到访问邀请。  

 317.  工作组继续对失踪案调查的中止表示关切，谨提醒政府有责任根据《宣

言》第 13 条第 6 段开展彻底和公正的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命运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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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旺  达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 
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

的未决案件 
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程

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停办案件 本阶段审查 
结束时的 
未决案件 
数量 

22 0 0 0 0 1 2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无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318.  没有收到政府有关未决案件的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19.  提供了关于 2003 年一名在基加利失踪男性案件资料。直至 2003 年 5 月

国民议会解散前，他一直是议会议员。2003 年议会联盟的理事会就此案通过了一

项拟继续追踪案情的决议。  

停办案件  

 320.  多年来工作组曾无数次努力寻求与一起未决案的来文方联系，但未果。

工作组根据其工作方式决定中止对此案的审议。工作组认为，鉴于无法得到案情

的后续情况，工作组无法在力争查明当事人下落方面再发挥有效作用。若此案再

次向工作组提出，可随时重新立案调查。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  

 321  工作组在以往向政府转交了 24 起案件；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

其中 2 起，停办了其中 1 起，尚有 21 起案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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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1 1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紧急行动  

 322.  工作组向沙特阿拉伯国转呈了一项紧急行动案。案情涉及一个在麦加被

捕的英国籍公民，Abdul Hakim Gellani。  

普通案件  

 323.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一起关于 Ibrahim Ahmed Abdelatif 的新报告案件，

据称他在 2005 年被安全部队逮捕。  

政府提供的资料  

 324.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未决案的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25.  从来文方收到的资料涉及 2 起案件。关于 Abdul Hakim Gellani 案件，

来文方报告，当局确认逮捕了他，但未说明拘留地点。关于另 1 起案件，来文方

报告，据称此人遭到美军的逮捕，并被关押在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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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26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6 起案件。根据政

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 起，搁置了 2 起案件，尚有 1 起案件未决。  

塞尔维亚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 0 0 0 0 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327.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塞  舌  尔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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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E/CN.4/2006/56 和 Corr.1)。  

西  班  牙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329.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报告

(A/HRC/4/41)。  

斯里兰卡  8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5,749 37 107 1 0 5,516 9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4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无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有 

                                                 
8 见附件五载的新报告案件失踪人员名单。 
9 工作组确定有 378个案件重叠，随之予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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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  

 330.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斯里兰卡政府转交了 37 起案件。其中大部

分案情涉及 22 至 56 岁的男性。1 起案件涉及一名女性受害者，还有一起涉及一名

16 岁的男孩。11 起案件发生在贾夫纳，19 起发生在科伦坡。据称，斯里兰卡方和

刑事侦缉司要对上述大多数承担责任。其它可能的犯案方包括斯里兰卡安全部

队、警察和卡鲁纳集团。  

普通案件  

 331.  工作组还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07 起案件。其中大部分案件

发生在 2006 年 1 月至 2007 年 4 月期间。大部分案件涉及 20 至 35 岁的男性，然

而有一起涉及一名孕妇，另有两起涉及到未成年人。7 起案件涉及人道主义工作人

员，和两起涉及渔民的案件。据称，斯里兰卡军方、警方和刑事侦缉部司为其中

大部分案件承担责任。尽管若干案件发生在贾夫纳、Vavuniya 和  Wellawatta, 但

绝大部分案件发生在科伦坡。  

政府提供的资料  

 332.  政府向工作组递交了两份来文。在 2007 年 1 月 17 日的来文中，政府就

3 起未决案件提供进一步详情，以便启动适当的调查。  

 333.  在 2007 年 4 月 26 日的一份来文中，政府就 2006 年 8 月一位失踪牧师

案件作了答复。政府称，此案已经呈交调查委员会和国际知名人士独立小组。此

外，政府通报，2007 年 3 月发现了一具据认为是这名牧师的尸体，并已作出了安

排，拟进行必要的法医检查。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34.  来文方提供了两起未决案的新资料。关于据称 2006 年 6 月发生的 1 起

案件，来文方通告，一名警官曾与当事人的家庭接洽，并非正式地承认，受害者

已被安全部队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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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清  

 335.  工作组根据六个月后逾期的规定，决定要澄清 1989 年这名男性失踪的

案件。  

会   见  

 336.  3 月份，工作组会晤了斯里兰卡驻政府代表，讨论了未决案问题并要求

走访斯里兰卡。  

一般指称  

 337.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供材料指称，在落实《宣言》遇到了种种障碍。

该资料已转交给政府。  

 338.  根据报告，由于政府未采取有效的步骤控制住越演越烈的失踪现象，日

趋呈现出了制造失踪事件罪犯不受惩罚的风气。据报告，由于高级官员在调查与

追查方面的拖延和干预，以及对证人及其家眷的威胁，受害者及其家人要伸张正

义的道路漫长而艰辛。  

 339.  政府宣布将邀请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斯里兰卡近来发生的一些杀害、失

踪和绑架事件，不失为一极为重大之举。然而，宣布国际知名人士独立小组仅观

察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不免令人怀疑，国际名人小组是否会被社会各界视为

可信和有独立性。  

 340.  政府对这项一般性指称未作出答复。  

访问请求  

 341.  2006 年 10 月 16 日工作组向斯里兰卡政府发出一份于 2007 年初进行访

问的请求。政府答复称，由于已经计划了其他特别程序任务执行人的访问，因此

不可能在工作组在所请求的期间内安排访问。然而，会注意到工作组的愿望，并

给予应有的考虑。  

 342.  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届会议期间，工作组与斯里兰卡政府代表举行会晤

时，已经为安排访问日期作出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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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43.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2,463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39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6,530 起；

工作组查明 378 起案件为重叠案件，因此已删除；尚有 5,516 起未决案件。  

意   见  

 344.  工作组对最近报告称该国境内强迫失踪案件增长的情况感到严重关切。

工作组尤感关切的是，除了据报告在贾夫纳发生的案件外，最近科伦坡报告的案

件趋势，似乎显示出了境内失踪现象普遍蔓延的情势。  

 345.  工作组非常关切国内还可能发生了其它一些案件，并出于恐惧而未敢报

案。  

 346.  工作组感谢政府对工作组走访该国要求的答复，并期待着尽早得悉拟订

的走访日期。  

 347.  工作组鼓励政府报告就工作组 1991、1992 和 1999 年访问后提出的建

议，予以进一步落实的情况。  

 348.  工作组提醒斯里兰卡政府，根据《宣言》第 3 条，该国有义务“采取有

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以防止和终止在其管辖下的任何领土内造成

被强迫失踪的行为”。  

苏   丹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63 0 14 5 0 17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0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2005年)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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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案件  

 349.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4 起报告的失踪案件。所有失踪人员都是 2006 年

9 月在 Gereida 被协同政府行事的 Minni Minnawi 派逮捕的。  

政府提供的资料  

 350.  在 2006 年 6 月 29 日政府来函中当局阐明拟尽快向工作组发送有关未决

案件的补充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51.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查明案件  

 352.  2006 年 8 月 24 日，政府向工作组发送了一份有关 12 起案件的来文。

工作组决定对其中 5 起案件适用 6 个月规则。鉴于未收到来文方的新意见，这些

案件亦已查明。  

访问请求  

 353.  根据工作组的一项决定，已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向苏丹政府发出一份

访问请求。工作组尚未得到答复。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54.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381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4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05 起，另有 172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355.  工作组对苏丹报告的失踪案件增长的数量感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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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工作组表示关切地感到，该国其他地区，包括达尔福尔可能还有未报告

的案件。  

 357.  工作组还重申请求得到苏丹政府的走访邀请，进行国别访问，从而协助

政府防止失踪案，并查明了 174 起未决案件。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6 0 3 1 1 18 (见第 359段)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3 不适用 0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358.  工作组向叙利亚当局转交了 3 起案件。案件涉及 Abdel-Nasser Khor 

Al-Masri 和  Mohamed Ali Abdel-Rahman。据称，他们在黎巴嫩遭到黎巴嫩情报

官、叙利亚情报局官员和叙利亚军队的逮捕。第三起案件涉及 Dany Mansourati, 

据称，他在叙利亚遭到叙利亚情报局官员的逮捕。据报告，所有受害者都关押在

叙利亚。  

 359.  工作组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转发了原先发送给约旦政府的 1 起案

件。根据从来文方收到的资料，当事人于 1997 年在叙利亚监狱里最后一次露面。

根据工作组的工作方式，此案件将从约旦的统计数中删除，转为据报告称最后一

次在叙利亚看到此人的叙利亚统计数。  

 360.  根据工作组的工作方式，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收到一份有关 Elias 

Emile Al-Harmouch 案件的影印件。据称，此人在贝鲁特遭到叙利亚情报局的逮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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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资料  

 361.  2006 年 7 月 10 日工作组收到了政府两份来文。工作组决定，对 1 起案

件的答复已经具有充分的资料阐明了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而只要来文方在六个

月内不提出异议，即可认为业已澄清。工作组决定，为 2 起案件提供的资料不足

于澄清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62.  收到了来文方就 3 起未决案件的回复。对其中 1 起案件，来文方称，当

事人已经获释出狱，目前住在黎巴嫩。关于另 1 起案件，来文方报告，未向当事

人家眷通告有关他命运或下落的消息。  

 363.  工作组从来文方收到新的资料得悉，有 1 起案件已经转送给约旦政府。

来文方通告，当事人于 1997 年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Tadmour 和 Said Nayyeh 

(Sednaya) 两监狱露面。根据工作组的工作方法，此案将转给据报告当事人在那儿

最后一次露面的叙利亚。  

查明案件  

 364.  根据从政府收到的资料，根据 6 个月后为逾期的规则，工作组决定 1 起

案件已澄清。政府就此案提供了监禁地点。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65.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44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14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12 起；另有 18

起案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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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6 0 0 0 0 6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6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366.  2007 年 6 月 5 日，政府就 6 起未决案件发出复函，函中称调查已经中

止。工作组决定，所提供的资料不足以澄清这些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67.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的任何信息。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68.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8 起案件。根据来

文方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2 起；另有 6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369.  工作组继续对停止调查失踪案感到关注，谨提醒政府有责任根据《宣

言》第 13 条第 6 款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受害人的命运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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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国  10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6 0 12 0 0 48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370.  工作组向泰国政府转交了 12 起失踪案件。其中大部分案件是 2004 至

2005 年期间发生的北大年省和也拉省。  

政府提供的资料  

 371.  工作组收到政府的分别于 2007 年 2 月 5 日和 3 月 21 日发来的两份关于

两起未决案件的来文。工作组感到，这 2 份回复未载有充分的资料足以澄清案件

所涉者的命运或下落。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72.  工作组从来文方收到了 1 起关于一位泰国人权律师案件的新资料。来文

方叙述了为就其失踪问题伸张正义所采取的若干法律步骤。  

会   议  

 373.  工作组在第八十三届会议上与泰国代表举行了会晤，以讨论与各起未决

案件相关的发展势态。  

                                                 
10 见附件五新报告的失踪案件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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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74.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51 起案件。根据

政府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1 起，搁置了 2 起案件；尚有 48 起案件未决。  

东  帝  汶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425 0 0 0 0 425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有 政府反应 无 
 

政府提供的资料  

 375.  工作组从未收到东帝汶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来文。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76.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访问请求  

 377.  2006 年 12 月 12 日，工作组要求 2007 年底或 2008 年初访问东帝汶，

以便利于查明一些未决案件。没有收到政府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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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78.  在过去几年和本审查年度，工作组向目前的政府转交了 501 起案件。根

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8 起；根据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

中 58 起；尚有 425 起案件未决。工作组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发送了这些案件副本。  

意   见  

 379.  工作组鼓励东帝汶政府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合作，向工作组提交资料，以

促进查明 425 起未决案件。  

 380.  工作组重申要求东帝汶政府答复其走访该国的请求，以查明 425 起未决

案件。  

多   哥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0 0 0 0 0 1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381.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E/CN.4/ 2006/56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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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耳  其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 
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

的未决案件 
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程

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停办案件 本阶段审查 
结束时的 
未决案件 
数量 

83 0 0 12 0 1 7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17 是 5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382.  工作组审议了土耳其政府分别于 2007 年 1 月 29 日和 5 月 9 日发来的二

份来文。土耳其政府在这两份来文中提供了有关 5 起案件的死亡证书。对此，工

作组决定适用六个月规则。  

 383.  政府还答复了涉及 1991 年至 2001 年期间失踪人员的其他 12 起案件。

大多数答复称地方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工作组指出检察官得出结论，有若干案件

属军事法庭管辖。工作组决定，这些答复被视为不足以澄清上述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84.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查明案件  

 385.  工作组决定先前适用 6 个月规则的 12 起案件在期满后已澄清。鉴于未

收到来文方的新意见，这些案件目前被视为已查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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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办案件  

 386.  工作组根据其工作方法决定中止审议 1 起案件。工作组曾无数次试图与

来文方联系，但都未果。工作组认为，因不能就该案采取任何后续行动，工作组

认为其再不能在争取查明有关人员下落方面发挥有益作用。若此案再次向工作组

提出，则可随时重新审理。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87.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81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49 起，根据政府提交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61 起；并

有 1 起案件已经停办。工作组决定对 3 起案件适用 6 个月规则。总共尚有 70 起案

件未决。  

意   见  

 388.  工作组谨提醒政府，根据《宣言》第 16 条“被指控犯有《宣言》第 4

条第 1 款所指任何一种行为的人，应在各国普通主管法庭受审，不应在任何其他

特定法庭特别是军事法庭受审。”  

乌  干  达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5 0 0 0 0 15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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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乌  克  兰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3 不适用 0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390.  2007 年 6 月 7 日，乌克兰政府向工作组发送一份来文，事关据称在

1995 年一起失踪的 3 人。然而，工作组决定，政府的答复不足以查明案情。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91.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92.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4 起案件。根据政

府提供的资料澄清其中 1 起，尚有 3 起案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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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0 0 1 0 0 1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普通案件  

 393.  工作组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转送了 Abdullah Sultan al-Subaihat 案件。据

报告，他在安曼酋长国的农业行政部被捕的。据称，国家安全部队对他的失踪负

有责任。  

政府提供的资料  

 394.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95.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396.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根据政

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其中 1 起，尚有 1 起案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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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0 0 0 0 0 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有 政府反应 有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一般指称  

 397.  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交的资料指称在落实《宣言》方面遇到美利坚合

众国政府设置的障碍。资料转交给了政府。  

 398.  根据报告，自 2006 年 9 月 6 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先生说美

国政府为“反恐战争”推行了一项秘密监禁制度。然而，根据所收到的资料，美

国当局没有透露究竟秘密关押了多少人。据报导，美国政府构建了羁押恐怖主义

嫌疑人广泛制度。据称，这一制度包括在美国控制的美国海外拘留设施实行的秘

密拘留。  

 399.  没有收到政府对此一般性指称的答复。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400.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根据政

府提供的资料查明了 1 起案件。无未决案件。  

意   见  

 401.  工作组依然对美国政府的引渡政策和做法感到关切。工作组提醒政府注

意工作组依据《宣言》第 1 条第 2 款(生命权、自由权、法律面前得到承认权，以

及不受酷刑的权利)、第 2 条(不遭强迫失踪权)、第 7 条(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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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战争威胁、战争状态、国内政治动乱或任何其他公共紧急状态，作为造成强

迫失踪理由)、第 8 条(不受驱回权)，第 9 条(得到及时和有效司法补救的权利)，以

及第 10 条 (被置于官方认可的拘留点并在拘留立即送交司法当局的权利)等基本体

现了国际人权法公认准则的条款，在 2006 年度报告中载明的意见。  

乌  拉  圭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22 0 0 0 0 22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402.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6 年年度报告

(A/HRC/4/41)。  

乌兹别克斯坦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3 0 0 6 0 7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7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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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  

 403.  根据工作组的工作方法，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收到了一份有关 Abdulaziz 

Murodullayevich Boymatov 案件的副本。据称，此人在俄罗斯联邦斯维尔德洛夫克

州被乌兹别克国家安全局和内务部官员，以及俄罗斯警察和联邦移民管理局斯维

尔德洛夫克州的一位移民事务警逮捕。此案件已经转送俄罗斯联邦政府。  

政府提供的资料  

 404.  2007 年 5 月 29 日和 9 月 18 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发送了两份来

文。联合国翻译部门未能及时译出后一份来文以供工作组审议是否列入本报告。  

 405.  2007 年 5 月 29 日的政府来文报告，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寻查所有七个

未决案件所涉的失踪者可能的下落。工作组决定，政府的答复不足以查明这些未

决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406.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新材料。  

查明案件  

 407.  工作组还决定将此前已适用 6 个月规则的 6 起案件列为已查明案件。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408.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9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1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11 起；尚有

7 起案件未决。  

委内瑞拉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10 0 0 0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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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政府提供的资料  

 409.  2007 年 6 月 1 日收到了委内瑞拉政府的来文，但联合国翻译部门未能

将来文及时译出以供工作组审议是否列入本报告。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410.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411.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4 起案件。根据

政府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4 起，尚有 10 起案件未决。  

也   门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73 0 0 73 0 0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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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资料  

 412.  没有收到政府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413.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查明案件  

 414.  根据以往从政府收到的资料，工作组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在 6 个月规

则满期后，将转交给也门政府的 73 起未决失踪案列为已查明案件。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415.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50 起案件。根据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1 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澄清了其中 135 起。搁

置了 14 起。没有未决案件。  

津巴布韦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3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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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资料  

 416.  工作组审议了政府 2007 年 5 月 7 日和 2007 年 8 月 8 日发送的 2 份事关

3 起未决案件的来文。关于 1 起案件，政府报告称，4 名被控犯有谋杀罪得到无罪

开释。关于据称 1986 年 4 月 1 日与其婴儿一起失踪的 1 位 20 岁妇女案件，政府

报告称，没有关于该少妇的案件记录。政府报称这 2 起案件已经了结。工作组确

定政府的资料不足以查明上述 2 起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417.  没有收到来文方关于未决案件的任何资料。  

转交、查明和未决的案件总数  

 418.  在过去几年和本阶段审查期间，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4 起案件。政府查

明了其中 1 起，尚有 3 起案件未决。  

意   见  

 419.  工作组谨提醒政府，根据《宣言》第 13 条第 6 款规定，政府有义务展

开彻底和公正的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受害人的命运为止”。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本阶段审查期间转交政府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期间通过以下方面 
查明的案件： 

本阶段审查前的

未决案件数量 
根据紧急行动 
程序送交的案件 

根据正常程序 
送交的案件 

政  府 非政府来文方 

本阶段审查结束

时的未决案件 
数量 

3 0 0 0 0 3 
 
政府作出答复的案件数量 部分案件多次答复 可能通过政府查明的案件数量 

(6个月规则)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一般指称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即时干预函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不适用 政府反应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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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在本阶段审查期间没有任何活动。该国情况概要见 2005 年报告

(E/CN.4/2006/56)。  

四、令人关切的领域、结论和建议 

 421.  2007 年，工作组向 29 个政府转交了 629 起新报告的失踪案，据称其中

有 84 起发生在 2007 年。工作组对 65 起案件采用了紧急行动程序，据称这些是在工

作组收到报告前 3 个月之内发生的案件。在报告所涉期间，工作组得以澄清 224 起

失踪案。工作组停止了对 6 起案件的审议。工作组感谢一些政府提供的合作。然

而，工作组依然关切地感到，在尚存未决案件的 78 个国家中，某些国家(布隆迪、

几内亚、以色列、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塞舌尔、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府从

未答复过工作组的函文。某些国家政府的回复未载有任何相关的资料。工作组敦促

这些国家的政府履行其《宣言》义务、大会决议、人权委员会及其继承机构—人权

理事会的决议。要查明全球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合作。 

 422.  工作组仍对报告不足的现象甚感关切。工作组认为，世界某些地区发生

的失踪案件，未向工作组报告。这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所致，包括某些国家，特

别是由于内部武装冲突、由于国家体制，包括司法体制以及治安部队的崩溃造生

的失踪案件。出现报告不足现象也可能是由于贫困；缺乏有效的民间社会组织和

活动；限制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政策；对人权维护者、检察官和法官、失踪者家人

和失踪受害者的骚扰所致。工作组强烈敦促各国建立起坚实的法律框架，保障非

政府组织自由地开展其工作。  

 423.  在各类案件中，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国内动荡的困难局面、或面临彼高的

犯罪率的各国，有时以警察力量无法应付、不能维持公共治安为借口，运用武装部

队从事维持治安的活动。工作组确信，武装部队的职责与警察部队的职责不同。在

全世界所报告的大量失踪案件中，据报告称，武装部队本身就应对失踪负责。 

 424.  工作组从一些国家收到的资料表明，调查当局本身即是军队的一部分。

此外，送交军事法庭的审判即违背了《宣言》第 16 条第 2 款。工作组认定，这不

能保障调查的独立性和法庭的公正性，当罪犯为军方一部分时则更无保障。  

 425.  工作组得悉，有些案件的调查被中止或封闭，形成了一种可产生有罪不

罚的状况，违背了《宣言》第 18 条的规定。兹提醒各国政府铭记它们根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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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第 13 条第 6 款所承担的义务。该条规定调查必须进行到查明被强迫失踪受害

人的命运为止。  

 426.  同样，工作组收到了涉及颁布或存在着赦免法的指称。这些法律不仅给

被认为是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制造失踪行为的罪犯以赦免，而且还排除了展

开可导致公正实施伸张正义和落实了解真相权的调查。另一方面，工作组还收到

报告称，有些国已宣布此类性质的法律无效。工作组认为这是一项应高度赞赏的

行为。  

 427.  在本年度内，工作组通过了一项重要的一般性意见，旨在对最有利于保

护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强迫失踪定义作出解释。一般性意见着重突出的一个问题

是：短期失踪问题。这是工作组一直关切的问题。根据国际人权法，任何拘留，

即便是短期的拘留，如随后进行法外处决，便可被视为一种强迫失踪行为，只要

这是由政府人员或一些个人以政府的名义，或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

默许下行事，在拘留过后，甚至在进行了处决之后，政府拒绝透露受害者的命运

或下落，或矢口否认实施了此种行为。  

 428.  工作组收到报告称，一些国家作为反恐战略的一部分，颁布了削弱适当

法律程序和个人自由的立法。工作组还收到指控称，一些人遭到逮捕，被羁押在秘

密的拘留中心，有时被关在不是他们遭逮捕的国家，并据称他们在那儿遭受到酷

刑。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的下落长期不明。工作组提醒各国政府遵守它们根据

《公约》以下各条所承担的义务：第 7 条(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作为造成强迫失

踪理由)、第 8 条(如果有充分理由认为驱逐、回返(驱回)或引渡某人会使其有被强迫

失踪的危险，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该人驱逐、驱回或引渡到另一国家)、第 9 条(所有

被剥夺自由的人有权获得及时和有效的司法补救)以及第 10 条(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

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场所，应当及时向其家人或律师提供关于这类人员的关押和

转移的准确资料，每一拘留场所应保有所有被拘留者的最新正式登记册)。 

 429.  工作组再次强调，许多强迫失踪案产生于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持久和

稳固的解决办法是国际社会采取协调行动，解决引起这类国内状况的根本原因。

关键的是监督那些表明出现或可能出现失踪案的早期警告迹象，以防止这一情

况。工作组相信，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和行动，打破贫困现象不断增加进而

引发冲突的恶性循环，是在这方面应考虑的主要基本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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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上述预防措施具体旨在实现政府结构的民主化，确定人权为国家政策的

基石，并授权民间社会组织作为监察机构行事。各国政府应采取步骤，创建和支

持负责纠正失踪现象的具体机构和体制。  

 431.  《宣言》的原则应通过传媒进行宣传，以达到公众教育的目的。  

 432.  这些原则与所有其他人权准则一起应融入警校和安全部队培训课程。  

 433.  工作组再一次强调，鼓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宣传《宣

言》，并在高专办的技术合作方案中纳入加强各国防止和铲除失踪现象能力的工

作。  

五、通过报告 

 434.  在 2007 年 11 月 30 日的第八十三届会议上，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工作组成员通过了本报告。专家成员 Stephen J. Toope(加拿大)未能出席本届会议。  

 Santiago Corcuera (主席兼报告员) (墨西哥) 

 J. ‘Bayo Adekanye (尼日利亚) 

 Saied Rajaie Khorasan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Darko Göttlicher (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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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  件  一  

工作组修订的工作方法  

(2007 年 11 月 30 日通过) 

任   务  

 1.  工作组依据人权委员会第 20(XXXVI)号决议原先确定的、后经委员会众多

决议予以扩展的任务，形成了其工作方法。《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法

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235(XLI)号决议和大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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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自愿失踪宣言》 (以下简称

《宣言》)确立了工作组的工作要旨。  

强迫失踪的定义  

 2.  按照《宣言》序言部分的界定，强迫失踪系指：政府不同部门或级别的官

员，或一些代表政府行事或得到了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默许的有组织

团体或个人，以违反个人意愿的方式，逮捕、拘留或绑架，或以其他方式剥夺人

们的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所涉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否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从而将他们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情况。《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第 (一)款

(i)项已将强迫失踪定为一项侵害人类罪。  

基本任务  

 3.  工作组的基本任务属人道主义性质，目的是协助家属查明其因失踪而被置

于法律保护之外的亲人的命运和下落。为此，工作组尽力在家属与所涉国政府之

间建立起一种沟通渠道，以期确保家属们直接或间接呈请工作组注意那些有充分

记载、明确认证的个体案件得到调查，从而查清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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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言》  

 4.  除原定任务外，大会、原人权委员及其继承机构――人权理事会还为工作

组另外委派了各类任务。具体而言，工作组要监测各国对《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

迫或非自愿失踪宣言》规定义务的履行情况，并协助各国政府落实《宣言》。各

国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根据《刑法》规定此类行为为持续性犯罪，并确定责任

人的民事责任，以防止和制止强迫失踪行为。《宣言》也提到及时获得有效司法

补救权，以及国家当局可畅通无阻地探察所有拘留地点、人身保护权，保有所有

拘留地点的集中登记册、彻底调查所有指称失踪案件的义务、由普通(非军事)法院

审判被控制造失踪案行为者的义务、规定对制造强迫失踪的刑事犯罪行不适用时

效法规、特赦法或可形成有罪不罚现象的类似措施。  

 5.  工作组提醒各国政府不仅在澄清具体案件时，而且在实施更普遍性行动

时，也必须履行这些义务。工作组请各国政府和各非政府组织注意《宣言》的一

般或特殊方面；工作组提出了各种排除障碍落实《宣言》途径的建议；工作组与

各国政府和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讨论如何根据《宣言》解决具体问题；工作组通

过进行现场走访，组办研讨会，提供类似的咨询服务以协助政府。若所涉政府未

履行与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和获得赔偿等权利有关的义务时，工作组即就它认为

需要作出深入澄清或解释的某项《宣言》条款提出一般性意见。  

受理失踪举报  

 6.  工作组认为，只要是失踪人员的家属或朋友就失踪提出的原始举报即可受

理。不过，此类举报也可能通过家属、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或

其他可靠消息来源转报工作组。举报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清楚注明送交人身

份；若消息来源不是家属，则必须能与失踪人员亲属一起追踪失踪人员的命运。  

 7.  工作组不受理国际武装冲突的情况。  



      A/HRC/7/2 
      page 109 

受理要素  

 8.  为使政府能展开切实意义的调查，工作组向政府提供至少列明最基本数据

的材料。此外，工作组也经常敦促举报人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详细说明失踪人

员的身份和失踪情形。工作组要求提供下列最基本的要素：  

(a) 失踪者的全名，而且，最好能提供年龄、性别、国籍和职业或专业；  

(b) 失踪日期，即逮捕或绑架的年月日，或最后一次见到失踪者的年月

日。若是在拘留中心最后一次见到失踪者，只给出大致日期即可

(如，1990 年 3 月或春天)；  

(c) 逮捕或绑架地点，或最后一次见到失踪者的地点 (起码指明城镇或村

庄)；  

(d) 推定实施逮捕或绑架或秘密关押失踪者的责任方；  

(e) 家属为查明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采取的步骤，或起码指明，诉诸国内

补救办法的努力受挫或其他徒劳无果的状况；  

(f) 向工作组呈报案件的应是可靠的消息来源方，尚若不是家庭亲属，则

必须阐明报称的受害者亲属是否直接同意由该消息来源代表他们呈报

此案。  

 9.  工作组若不受理案件，即会给消息来源一个答复，说明收到的材料不符合

规定的要求，以便消息来源能够提供一切相关材料。  

与政府的联系  

 10.  在转交失踪案件时，工作组只与政府往来，它所依据的原则是，政府应

当对其领土上的一切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犯罪人  

 11.  为了开展工作的目的，工作组基于并根据《宣言》序言所载的如下定

义：只有当由国家行为者或一些代表政府行事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

或默许的有组织团体或个人犯下的所涉行为被视为强迫失踪情况时，才进行运

作。鉴于上述原因，工作组不受理归因于那些不代表政府行事或未得到政府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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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支持、同意或默许的有组织团体或个人，诸如在该国本土上与政府对抗的

恐怖主义运动或反叛运动犯下的案件。  

普通程序  

 12.  向工作组呈报的失踪案件都在工作组届会期间进行详细审查。符合上述

要求的案件，经工作组具体授权后，转交所涉政府，要求政府展开调查，并将调

查结果通报工作组。这些案件由工作组主席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以

书信形式转递各有关政府。  

 13.  消息来源就未决案提供的任何实质性补充材料，先交工作组审查，经工

作组批准后转交给有关政府。若收悉的补充材料等于已查明了案件，则立即通知

政府，不必等待工作组的下届会议。  

紧急呼吁  

 14.  在工作组收到举报前 3 个月内发生的案件，以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直

接转交所涉国家外交部长。主席可按工作组对之的具体授权，批准案件的转交。

若案件在 3 个月限期之前发生，但在秘书处接到其举报之时又未超过 1 年，只要

与 3 个月限期内发生的某案件有些联系，即可经主席核准以书信形式，在届会闭

会期间转交。工作组按每次紧急行动向消息来源提供一份摘要副本以助消息来源

就有关案件与当局联系。  

孕   妇  

 15.  关于孕妇的失踪，在叙述母亲情况时，应推定母亲在押期间出生的孩

子。若证人举报，母亲实际上是在被拘留期间生下孩子的，孩子则应作为另案处

理。  

易受害境况  

 16.  关于举报的失踪案件，工作组着重指出了处于易受害境况的人们，包括

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易受害群体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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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国的案件  

 17.  阐明某一国家官员负有直接造成或卷入另一国失踪案件责任，或不止一

个国家的官员负有直接造成或卷入失踪事件责任的失踪报告将转递给所有当事

国。然而，这种案件只计入失踪者据报遭到逮捕、拘留、绑架或最后露面的国家

的统计材料。同一原则也适用于转发一般指称和即时干预。  

政府答复  

 18.  工作组审查从政府方面接到的有关失踪举报的所有答复，并概要列入工

作组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任何有关具体案件的材料，均转给举报的消息

来源方，请他们对材料提出意见或有关案件的补充详情。  

提   醒  

 19.  工作组一年一次提醒每个所涉政府注意未查明的案件；一年两次提醒注

意此前半年转交的、尚未听说查明的所有紧急行动案件。工作组应要求尽力向所

涉政府或消息来源提供具体案件的最新材料。  

查明案件  

 20.  经政府调查，经非政府组织、工作组实况调查团查询，或经联合国或任

何其他从事实地活动的国际组织的人权人员调查，或经家属寻找，清楚地查明了

失踪人员的命运或下落，不论失踪人员生死，即为查明案件。  

6 个月规则  

 21.  任何有关于失踪者命运和下落详细材料的政府答复均转交给所涉消息来

源。若消息来源在接到转递的政府答复后 6 个月内无反应，或虽对政府材料提出

了异议，但工作组认为其理由不成立，案件即为澄清，并在年度报告的统计数字

摘要中列入“根据政府答复查明的案件”。若消息来源对政府材料提出异议，有

理有据，即转告政府，请政府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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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案  

 22.  若有关国内法规定的主管当局，经亲属和其他有关方同意，宣布所报失

踪者推定死亡，工作组可认为此案已结。推定死亡在任何时候都应尊重获得充分

赔偿的权利。  

案件停办  

 23.  在特殊情况下，如家属已自由且无可争议地表示不想再追查案件，或消

息来源已不复存在或无法再追踪案件，而且工作组为与其他消息来源建立联系采

取的措施均未果情况下，工作组即可决定中止案件的审议。  

未决案件  

 24.  案件只要未查明、结案或停办，工作组即可视之为未决案件。这一原则

既不受某一国家政府更换，也不受国家继承的影响。  

重新立案  

 25. 若消息来源提供了被认定已查明或已了结的案件系为错误的详实材料，因

为政府答复系指的他人，与所报案情不符，或在 6 个月限期内未将答复送达消息

来源，工作组即重新将案件转交给政府，要求政府发表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所

涉案件再次列为未决案件，而工作组拟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具体解释上述

错误或差异。  

一般指称  

 26.  工作组将从失踪人员亲属和非政府组织收到的有关各自本国在执行《宣

言》中遇障碍的提出的指称，定期转交给相关政府，请各国政府自愿就指控发表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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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干预  

 27.  威胁、迫害或报复失踪人员亲属、失踪案证人或其家属、亲属组织或其

他非政府组织成员、人权捍卫者或与失踪相关个人之类的案件，都转交给有关政

府，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受影响人士的一切基本权利。对此类案件需予以即

时干预，所以都以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转交给外交部长。为此，工作组已授权

工作组主席在届会闭议期间转交此类案件。  

与其他机制合作  

 28.  若案件或指称含有与理事会其他专题机制相关的材料，材料拟转给各相

关机制。  

国别访问  

 29.  工作组常应邀访问一些国家，但也适时主动与政府接洽，以期前往该国

家访问。此类访问旨在增进与直接的相关当局、家属或其代表以及工作组之间的

对话，并协助查明举报的失踪案。工作组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增编中汇

报其实地访问情况。  

后续行动  

 30.  对于已访问过的国家，工作组定期提醒相关国政府注意相关报告中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要求提供资料阐明对这些意见和建议的看法，为落实这些意见和

建议而采取的措施或妨碍落实的掣肘因素。工作组也会主动进行跟踪访问。  

会   议  

 31.  工作组每年举行 3 次会议，审议自上届会议以来引起工作组关注的材

料。会议非公开举行。然而，工作组定期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家属和证人代表

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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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32.  工作组每年向人权理事会报告工作组自理事会上届会议结束后至工作组

第三届年会最后一天所从事的活动，向理事会通报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往来函

件、会议及任务。实地访问报告作为增编列入主要报告。工作组逐国报告一年来

接到的所有失踪案件，报告对这些案件做出的决定。工作组还向理事会提供每个

国家的统计数字摘要，扼要说明转交给政府的案件、查明情况及查明之日所涉人

员状况。统计还列入图表，说明截止工作组通过其年度报告之日转交案件达 100

起以上国家的失踪现状势态。工作组还在报告中载明了结论和建议，就具体国家

的失踪状况提出意见。工作组还报告《宣言》实施情况及所遇到的障碍，并定期

报告围绕着强迫失踪现象产生的更广泛问题。  

标   题  

 33.  上述各标题仅供参考，不应视之为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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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DECISIONS ON INDIVIDUAL CASES TAKEN BY THE WORKING GROUP DURING 2007 

Cases trans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during 2007 

Clarification by: Countries Cases which 
allegedly 

occurred in 
2007 

Urgent actions Normal actions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sources 

Discontinued 
cases 

Algeria 6 7 326 - 3 - 
Argentina - - - 55 - - 
Bahrain 1 1 - - 1 - 
Cambodia - - - - - 2 
Chad - - 12 - - - 
China 2 1 - - - - 
Colombia 1 1 - - - -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 - 2 - - - 
Equatorial Guinea - - 1 - - - 
Ethiopia 1 1 - - - - 
Gambia - - 1 - - - 
Greece - - - - - 2 
Honduras - 1 3 2 - - 
India - - 8 2 - - 
Indonesia - - 5 - - -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1 1 - - - - 
Japan - - 1 - - - 
Lebanon - - 1 - - - 
Libyan Arab Jamahiriya 2 2 1 - - - 
Mexico 1 1 1 - - - 
Morocco - - - 34 - - 
Myanmar 4 4 - - - - 
Nepal - - 21 3 2 - 
Nigeria - - - 1 - - 
Pakistan 1 2 29 1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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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trans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during 2007 

Clarification by: Countries Cases which 
allegedly 

occurred in 
2007 

Urgent actions Normal actions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sources 

Discontinued 
cases 

Paraguay - - - - - 3 
Philippines 3 3 13 - 2 - 
Russian Federation 2 2 1 7 - - 
Rwanda - - - - - 1 
Saudi Arabia 1 1 1 - - - 
Sri Lanka 58 37 107 1 - - 
Sudan - - 14 5 - - 
Syrian Arab Republic - - 3 1 1 - 
Thailand - - 12 - - - 
Turkey - - - 12 - 1 
United Arab Emirates - - 1 - - - 
Uzbekistan - - - 6 - - 
Yemen - - - 73 - - 



 
 

 
A

/H
R

C
/7/2 

 
page 117 

Annex III 

STATISTICAL SUMMARY:  CASES OF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  
REPORTED TO THE WORKING GROUP BETWEEN 1980 AND 2007 

Cases trans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Clarification by: Status of person at date of 
clarification 

Total Outstanding 

Countries/entities 

No. of 
cases 

Female No. of 
cases 

Female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sources 
At 

liberty 
In 

detention 
Dead 

Discontinued 
cases 

Afghanistan 3 - 3 - - - - - - - 
Algeria  1 973 19 1 952 18 9 12 8 6 7 - 
Angola 10 1 3 - 7 - - - 7 - 
Argentina 3 445 772 3 303 746 59 20 19 5  - 
Bahrain 2 - - - - 2 - 1 -  
Bangladesh 2 2 2 2 - - 1 - - - 
Belarus 3 - 3 - - - - - - - 
Bhutan 5 - 5 - - - - - - - 
Bolivia 48 3 28 3 19 1 19 - 1 - 
Brazil 63 4 13 - 46 4 1 - 49 - 
Bulgaria 3 - - - 3 - - - 3 - 
Burkina Faso 3 - - - 3 - - - 3 - 
Burundi 53 - 52 - - 1 1 - - - 
Cambodia 2 - - - - - - - - 2 
Cameroon 18 - 14 - 4 - 4 - - - 
Chad 25 - 22 - 3 - 2 - 1 - 
Chile 908 65 816 64 69 23 2 - 90 - 
China 114 13 31 6 72 11 48 33 2 - 
Colombia 1 225 122 957 92 201 67 157 24 87 - 
Congo 114 3 114 3 - - - - - - 
DPRK 9 5 9 5 - - - - - - 
DRC 52 11 43 11 6 3 9 - - - 
Denmark 1 - - - - 1 - 1 - - 
Dominican Republic 4 - 2 - 2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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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trans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Clarification by: Status of person at date of 
clarification 

Total Outstanding 

Countries/entities 

No. of 
cases 

Female No. of 
cases 

Female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sources 
At 

liberty 
In 

detention 
Dead 

Discontinued 
cases 

Ecuador 26 2 11 - 11 4 6 4 5 - 
Egypt 23 - 15 - 7 1 1 7 - - 
El Salvador 2 661 332 2 270 295 318 73 196 175 20 - 
Equatorial Guinea 8 - 8 - - - - - - - 
Eritrea 54 4 54 4 - - - - - - 
Ethiopia 119 2 112 1 3 4 1 4 - - 
France 1 - 1 - - - - - - - 
Gambia 2 - 1 - - 1 - - - - 
Greece 3 - 1 - - - - - - 2 
Guatemala 3 155 390 2 899 372 177 79 187 6 63 - 
Guinea 28 - 21 - - 7 - - 7 - 
Haiti 48 1 38 1 9 1 1 4 5 - 
Honduras 207 34 127 21 37 43 54 8 18 - 
India 390 12 331 10 49 10 31 7 22 - 
Indonesia  162 2 159 2 3 - 3 - - - 
Iran  530 99 513 99 13 4 6 2 9 - 
Iraq 16 517 2 311 16 387 2 294 107 23 115 6 9 - 
Israel 3 - 2 - - 1 - - - - 
Japan 2 2 2 2 - - - - - - 
Jordan 2 - 2 - - - - - - - 
Kazakhstan 2 - - - - 2 - - - - 
Kuwait 1 - 1 - - - - - - - 
Laos 6 - 0 - - 5 - 4 1 1 
Lebanon 320 19 312 19 2 6 7 1 - - 
Libya 10 - 8 - - 2 2 - - - 
Malaysia 2 - - - - 1 - 1 - 1 
Mauritania 1 - 1 - - - - - - - 
Mexico 379 27 208 17 133 22 76 18 61 16 
Montenegro 16 1 15 - 1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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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trans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Clarification by: Status of person at date of 
clarification 

Total Outstanding 

Countries/entities 

No. of 
cases 

Female No. of 
cases 

Female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sources 
At 

liberty 
In 

detention 
Dead 

Discontinued 
cases 

Morocco 248 28 63 9 139 46 139 1 45 - 
Mozambique 2 - 2 - - - - - - - 
Myanmar 7 1 5 - 2 - 1 1 - - 
Namibia 1 - 1 - - - - - - - 
Nepal 531 61 320 47 132 79 150 59 1 - 
Nicaragua 234 4 103 2 112 19 45 11 75 - 
Nigeria 6 - - - 6 - 6 - - - 
Pakistan 116 2 92 2 18 6 22 2 - - 
Paraguay 23 - - - 20 - 19 - 1 3 
Peru 3 006 311 2 368 236 253 385 450 85 103 - 
Philippines 774 90 615 70 124 35 105 19 29 - 
Romania 1 - - - 1 - 1 - - - 
Russian Federation 468 26 457 24 1 10 11 - - - 
Rwanda 24 2 21 2 - 2 1 1 - 1 
Saudi Arabia 6 - 3 - 1 - 1 - - 2 
Serbia  1 - 1 - 1 - 1 - - - 
Seychelles 3 - 3 - - - - - - - 
South Africa 11 1 - - 3 2 1 1 3 6 
Spain 3 - 3 - - - - - - - 
Sri Lanka∗ 12 085 147 5 516 81 6530 39 101 24 6 444 - 
Sudan 381 35 172 5 204 4 208 - - 1 
Syrian Arab 
Republic 

44 3 18 3 12 14 17 5 4 - 

Tajikistan 8 - 6 - - 2 1 - 1 - 
Thailand 51 5 48 5 1 - 1 - - 2 
Timor-Leste  501 36 425 28 58 18 50 23 2 - 
Togo 11 2 10 2 - 1 1 - - - 

                                                 

∗  On the basi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duplications in the database, 378 cases were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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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trans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Clarification by: Status of person at date of 
clarification 

Total Outstanding 

Countries/entities 

No. of 
cases 

Female No. of 
cases 

Female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sources 
At 

liberty 
In 

detention 
Dead 

Discontinued 
cases 

Tunisia 17 1 - - 12 5 1 16 - - 
Turkey 181 11 70 3 61 49 65 24 21 1 
Turkmenistan 2 - - - 2 - - 2 - - 
Uganda 22 4 15 2 2 5 2 5 - - 
Ukraine 4 2 3 2 1 - - - 1 - 
UAE 2 - 1 - 1 - 1 - - - 
United Kingdom 1 - - - - - - - - - 
Tanzania 2 - - - 2 - 2 - - - 
USA 1 - - - 1 - - - - - 
Uruguay 31 7 22 3 7 1 4 4 - - 
Uzbekistan 19 - 7 - 11 1 2 10 - - 
Venezuela 14 2 10 1 4 - 1 - 3 - 
Yemen 150 - - - 135 1 63 - 73 14 
Zambia 1 1 - - - 1 - 1 - - 
Zimbabwe 4 1 3 1 1 - - - 1 - 
Palestinian Authority 3 - 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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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GRAPHS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APPEARANCES  
IN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100 TRANSMITTED CASES  
                 DURING THE PERIOD 196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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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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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SALV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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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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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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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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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OCCO

1 2

23

1

24

79

13 14
10

13

5 7 9
5 3 1

26

2 1 1 2 4
1 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54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9 90 93 96 97 98 2000

 

 

NEPAL

5
1

34 31

40 42

168

57

117

28

8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85 93 98 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A/HRC/7/2 
page 130 

NICARAGUA

1

60

19
22

56

42

4

17

4
1

4
2 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93 94
 

 

PAKISTAN

4

8

1
4 3 2

41

11

4
1 1

3
1 1 2

6

23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85 86 89 90 91 94 95 96 98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A/HRC/7/2 
 page 131 

 

 

 

 

PERU 
  

2 

433 
413 

208 

256 

134 

230 

451 

288 
328 

195 

37 
13 10 5 1 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99 2000 

PHILIPPINES 
  

7 

38 

16 
28 

48 
42 

24 
17 24 

149 

84 

2 
12 

63 
48 51 

17 19 17 
5 2 1 4 4 

1 5 4 4 4 
12 17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 2001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A/HRC/7/2 
page 132 

RUSSIAN FEDERATION

144

3
11

26

7
2

147

56

19

6

24
16

5 2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92 93 94 95 96 97-98 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SRI LANKA 
  

8 1 0 3 0 5 142 369 
219 144 181 

4770 4673 

406 
109 39 6 74 

626 
87 14 7 15 1 1 1 1 127 56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50-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A/HRC/7/2 
 page 133 

SUDAN

1 1 4 2

253

1 1 3 1 1

52

23 24
14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91 92 93 94 95 97 98 99 2000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TIMOR-LESTE 

1 2 
30 

10 
2 

45 45 

2 6 
28 

242 

20 
1 

36 33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86 87 88 89 90 91 92 95 96 97 



A/HRC/7/2 
page 134 

TURKEY

1
4

26
30

63

16 15

3

14

5 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 2001
 

 

YEMEN

5 5 8
1 2 1 3

8
2 1

101

11

2

0

20

40

60

80

100

12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81 82 83 84-85 86 87-93 94 95-97 98
 



 A/HRC/7/2 
 page 135 

Annex V 

LIST OF NAMES OF NEWLY REPORTED CASES, FROM COUNTRIES  
WHERE THERE WERE MORE THAN 10 NEWLY TRANSMITTED  
                CASES DURING THE LAST YEAR 

Algeria 
10000861 Mohamed Abas 
10000408 Omar Abbassi 
10000862 Houari Abbou 
10000863 Abdelhadi Abdelhadi 
10000409 Mouloud Abdellaoui 
10000410 Nasser Abdellaoui 
10000864 Kheieddine Abdelli 
10000973 Sadek Abdeslam 
10000974 Rabah Abid 
10000865 Abdelhamid Abrikh 
10000866 Said Absi 
10000411 Kamal Adbemeziane 
10000412 Belabbes Adjal 
10000413 Hocine Aftis 
10000711 Ahmed Aissani 
10000867 Mounir Aissani 
10000559 Said Aliane 
10000560 Youcef Aliane 
10000561 Ali Allag 
10000975 Abdellah Allal 
10000414 Ahmed Allaoua 
10000868 Mohamed Alouani 
10000869 Kamel Ammour 
10000870 Rachid Ammour 
10000976 Toufik Anene 
10000871 Brahim Aouabdia 
10000415 Ali Aous 
10000872 Mokhtar Atallah 
10000873 Hocine Atrous 
10000693 Abdelkader Azzemou 
10000977 Abdelmalek Bachiri 
10000701 Kamel Bahlouli 
10000702 Smain Bahlouli 
10000874 Ayache Bakhouche 
10000875 Mohamed Bala 
10000416 Amar Bechkoun 
10000417 Ahmed Behli 
10000978 Mohamed Bekadd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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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continued) 
10000979 Abdelhafid Bekchiche 
10000876 Mohamed Bekhtari 
10000418 Mahmoud Belabed 
10000562 Mustapha Belaid 
10000710 Mustapha Belarbia 
10000709 Mohamed Beldjilali 
10000694 Djelloul Beldjillali 
10000419 Mohamed Belhadj 
10000692 Larbi Belhaoui 
10000877 Farid Belkhiri 
10000700 Kamel Belmekki 
10000878 Reda Ben Brik 
10000563 Mohamed Ben Sidi Aissa 
10000420 Mohamed Benaouda 
10000879 Rachid Benarbia 
10000705 Amar Benayache 
10000880 Ali Benayache 
10000980 Belabes Benbouzid 
10000981 Darradji Bendaas 
10000982 Lakhdar Bendadi 
10000983 Hadj Bendali 
10000984 Ouadah Bendali 
10000714 Ayachi Bendir 
10000713 Kheirredine Bendjenahi 
10000881 Mustapha Benhabria 
10000985 Mohamed Benhadjeba 
10000882 Omar Benkhedidja 
10000883 Hacene Benmoussa 
10000696 Mohamed Bensaada 
10000421 Ali Bensalah 
10000986 Belkacem Bensalem 
10000987 Djamel Bensalem 
10000988 Mohamed Bensalem 
10000884 Boudali Bensid Ahmed 
10000695 Cherif Bentouil 
10000885 Omar Benzerouda 
10000886 Amar Bezaz 
10000431 Ahmed Bouachiba 
10000715 Brahim Bouachir 
10000887 Djamel Bouaroura 
10000712 Mohamed Bouatrousse 
10000989 Kamel Bouazara 
10000888 Nacerddine Bouaziz 
10000432 Nourredine Boubek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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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continued) 
10000889 Ahmed Bouchachia 
10000890 Nabil Boucheham 
10000891 Mounir Boucherit 
10000892 Mohamed Boucherit 
10000893 Djelloul Bouderhem 
10000564 Makhlouf Boudjellal 
10000894 Smail Boudjellal 
10000895 Kamel Boudjouabi 
10000703 Abdelhamid Boufiala 
10000896 Amar Boufoula 
10000433 Rachid Bougherra 
10000990 Kamel Bouhenni 
10000706 Abdennour Bouhnika 
10000991 Hachemi Bouilouta 
10000897 Samir Boukanoune 
10000898 Saadi Boukarma 
10000899 Hocine Boukedida 
10000992 Abdellali Boukeloua 
10000994 Abdelbaki Boukeroucha 
10000900 Mohamed Boukerroucha 
10000995 Djillali Boukhari 
10000707 Mohamed Boukhedoua 
10000901 Mohamed Boukhedoua 
10000434 Houcine Boulassel 
10000996 Abid Boulmenadjel 
10000435 Hakim Boumediene 
10000997 Kaddour Boumedmed 
10000436 Rachid Boumellit 
10000565 Mouloud Boumezioud 
10000566 Abdelhak Bounab 
10000998 Messaoud Bouneguet 
10000902 Mohamed Bouras 
10000903 Bachir Bourefis 
10000999 Tahar Bourefis 
10000904 Ahcéne Bourenane 
10001000 Hocine Bourtal 
10001001 Mohamed Boureddine Bouta 
10000697 Boudjemaa Boutaleb 
10000698 Nadjib Boutaleb 
10000437 Omar Boutria 
10000438 Ahcene Boutria 
10000905 Bachir Boutrik 
10000567 Noureddine Bouzid 
10000439 Abdelkrim Brah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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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continued) 
10000708 Yacine Brek 
10000704 Achour Chabani 
10000699 Bouzned Chairia 
10000906 Amar Chebah 
10000444 Abdelhakim Chelghoum 
10000907 Khelifa Cheniti 
10000972 Abdallah Cherif 
10001003 Alaoua Cherifi 
10001004 Belkacem Cherouat 
10000860 Mustapha Chihilta 
10000909 Khelifa Choual 
10000445 Ali Chouia 
10000581 Ali Chouiten 
10000582 Abdelkader Dahmani 
10001005 Abderrahmane Dahmani 
10001006 Boualem Dahmani 
10001007 Habib Dahmani 
10000910 Ramdane Dakhli 
10000602 Abdenacer Djadour 
10000603 Omar Djebbari 
10000911 Madjid Ben Ammar Djerfi 
10000568 Salah Djeriba 
10001008 Mohamed Djidel 
10000912 Arezki Djoudi 
10000604 Mohamed Said Driai 
10000913 Abdelhasset Drif 
10000914 Brahim El Boathi 
10000915 Lahouari El Moukeffess 
10000916 Ali Esslimani 
10000605 Karim Faci 
10000606 Rachid Faham 
10000607 Mohamed Feliout 
10000608 Ahmed Fellah 
10000609 Farid Feraoun 
10001009 Cherif Ferhati 
10000610 Djamel Fersadou 
10000448 Lamine Genfoud 
10000449 Djamel Genfoud 
10000917 Ahmed Ghaid 
10000918 Abdelkader Gharab 
10000919 Mahdjoub Ghazali 
10000920 Abderrahmane Ghazali 
10000450 Ghessoum Ghelifet 
10000921 Farid Ghel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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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continued) 
10000922 Abdellah Gouaoura 
10000923 Lyes Gozim 
10000925 Karim Graifia 
10000611 Abdelmalek Grimes 
10000926 Abbes Guendouz 
10000569 Mohamed Guerbou 
10000927 Abdelkrim Guerdouh 
10000613 Messaoud Guidom 
10000614 Hamani Habib 
10000615 Abdelghani Hachemi 
10000570 Sid Ali Haddeche 
10000928 Bouamra Hadj Benfetima 
10001010 Abdelkader Hadj Youcef 
10000929 Mohamed Hadj Zerrouk 
10000451 Yahia Haidar 
10001011 Nasser Hamadi 
10000616 Mohamed Kebir Hammadi 
10001012 Djamel Hamoudi 
10000930 Mohamed Kheireddine Hamraras 
10000617 Samir Harcouche 
10000636 Djeloul Henni 
10000647 Mahmoud Houli 
10000931 Abdelhalim Kaboub 
10001013 Fateh Kacemi 
10001014 Tahar Kacemi 
10000648 Mohamed Kaci 
10000932 Khireddine Kaddour 
10001015 Ali Kaibouche 
10001016 Said Kara 
10001017 Abdelkader Kasse 
10000649 Djamel Kassouri 
10000661 El Mahfoud Kazed 
10000933 Makhlouf Kebaili 
10001018 Ahmed Kehal 
10000934 Farouk Kehila 
10001019 Mokdad Kehila 
10000461 Tarek Kerouane 
10000935 Adel Kerouane 
10000662 Mourad Khatiri 
10000571 Kamel Khefif 
10000936 Touati Khelif 
10001020 Hamid Khellaf 
10000937 Laid Khenafif 
10000663 Kaddour Kh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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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continued) 
10001021 Mohamed Kimouche 
10001022 Naimi Kourini 
10000938 Mohamed Krika 
10000939 Mokhtar Laaradj 
10000664 Khaled Laaredj 
10000665 Youcef Laaredj 
10000666 Abdellah Labandji 
10000667 Boumédiène Ladjel 
10001023 Farid Lahrache 
10000940 Hamid Laifa 
10000668 Ahmed Lalaoui 
10000465 Rachid Larfaoui 
10000669 Larbi Latli 
10001024 Moulay Mohamed Latrouche 
10000572 Mohamed Lebad 
10000941 Boubaker Lebsir 
10000573 Abdslem Lekkat 
10000574 Mokthar Lekmti 
10000466 Nassera Lezreg 
10000467 Mohamed Lorabi 
10000670 Mohamed Loutiat 
10000680 Abderahmane M’Silti 
10000575 El Sedik Maaza 
10001025 Farid Madi 
10001026 Lekhemissi Ben Mohamed Madjeralli 
10000468 Abdelhadi Mahamdioua 
10001027 Ali Mahamdioua 
10000942 Boubeker Mahmoud 
10000469 Ahmed Mahrouk 
10000576 Abdelkader Manal 
10000471 Abdelkader Mansouri 
10000472 Salah Maoudj 
10000671 Farid Mechani 
10000577 Azzedine Medjitena 
10000943 Ali Medjitna 
10000672 Abdelkader Megdad 
10000673 Mohamed Mehalli 
10000474 Abdelouahab Mehideb 
10001028 Boumaaraf Mellahi 
10001029 Azzedine Menouche 
10000944 Omar Merabet 
10001030 Abdelhalim Merighed 
10000674 Sid Ali Merouane 
10000675 Hassene Me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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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continued) 
10000676 Aissa Messafen 
10000945 Abdelkader Mezouar 
10000946 Emebarek Mihoubi 
10000947 Messaoud Mimeche 
10000677 Amar Missaoui 
10000678 Abdelkader Mosbah 
10000948 Samir Mostefaoui 
10000679 Mohamed Moussaoui 
10001031 Bendjedou Nedjem 
10001032 Ibrahim Nedjem 
10001033 Ghaouti Niar 
10000681 Abdelhakim Salah Ouahabi 
10000949 Mohamed Ould Bouamama 
10000950 Saci Ounoughi 
10001034 Mohamed Lamdjed Rabah 
10000993 Mahdi Rahal 
10001035 Said Rayane 
10001036 Mustapha Razali 
10000951 Amar Rebouh 
10000682 Farid Reghioua 
10000924 Houari Reguig 
10000952 Houari Reguig 
10001037 Mohamed Djamel Reguig 
10000953 Mohamed Rekis 
10000954 Abderazak Remouche 
10000955 Ahmed Rezini 
10000956 Mokhfi Saadi 
10000957 Hacène Sadaoui 
10001038 Ahmed Sahel 
10000958 Redouane Sahraoui 
10000959 El Aid Salem 
10000683 Rachid Sassane 
10000960 Ali Sayah 
10000961 Mohamed Sellam 
10000962 Mohamed Sifaoui 
10000492 Larbi Siline 
10001039 Mahmoud Soal 
10000684 Said Souag 
10000963 Aissa Souilah 
10000497 Khelifa Soukehal 
10000964 Djamel Eddine Tazibt 
10000965 Rida Thaibaoui 
10000966 Mohamed Timizar 
10000510 Amar Ting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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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continued) 
10000967 Rabah Torche 
10000968 Said Touahria 
10001040 Tayeb Touer 
10000685 Fayçal Toufouti 
10000686 Mourad Toufouti 
10000578 Lasnouni Yagoubi 
10000558 Ali Yahiaoui 
10000969 Boualem Yousfi 
10001041 Boualem Yousfi 
10001042 Nacereddine Zabi 
10000515 Sid Ali Zanoune 
10001043 Mohamed Zaouche 
10000687 Amar Zedadra 
10000516 Abdennour Zeddigha 
10000970 Mohamed Cherif Zefizef 
10000688 Ahmed Zennouche 
10000689 Djamel Zennouche 
10000690 Samir Zennouche 
10000971 Benattia Zerrougui 
10001044 El Gaoui Zid El Kheir 
10000908 Abdelaziz Zitouni 
10001002 Mohamed Zouba 
10001045 Houari Zouba 
10000691 Mohamed Zouid 

Chad 
10000761 Adoum Ahmat 
10000763 Guy Béckam 
10000758 Abdel Hamid Brahim 
10000765 Khamis Doukoune 
10000757 Abakar Gawi 
10000762 Ahmat Haroun 
10000764 Issaka Adam Hassan 
10000766 Mahamat Saleh Idriss 
10000759 Abdoulaye Issaka 
10000760 Adil Ousman 
10000853 Ali Ousman 
10000767 Youssouf Seid 

Nepal 
10000428 Rajendra Barvan 
10000429 Yub Raj Bhandara 
10000440 Bishwa Chandra Buddha 
10000442 Shiva Charan Chaudhari 
10000443 Puna Ram Chaudhary 
10000462 Rajandra Raman Kh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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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al (continued) 
10000464 Shiam Bahadur Lama Lopchan 
10000470 Rajdev Mandal 
10000476 Gopal Mijar 
10000482 Dharma Raj Parajuli 
10000490 Jhup Bahadur Shahi 
10000494 Asim Siwakoti 
10000601 Gh. Mohammad Sofi 
10000501 Mahabir Tharu 
10000502 Bal Kisun Tharu 
10000503 Chaitu Tharu 
10000504 Dayaram Tharu 
10000505 Dharma Prakash Tharu 
10000506 Ghoshu Tharu 
10000507 Jamuna Tharu 
10000508 Masuhad Tharu 

Pakistan 
10000406 Syed Nisar Mehdi Aabdi 
10000407 Ghulam Abbas 
10000392 Aziz Abdul 
10000394 Basit Abdul 
10000423 Qari Muhammad Alam 
10000424 Muazzam Ali 
10000425 Maula Bakhsh 
10000426 Asif Baladi 
10000393 Ali Asghar Bangulzi 
10000428 Rajendra Barvan 
10000398 GM Bhagat 
10000429 Yub Raj Bhandara 
10000430 Muzaffar Bhutto 
10000399 Farrukh Bomassy 
10000440 Bishwa Chandra Buddha 
10000396 Muhammad Kazim Bugti 
10000442 Shiva Charan Chaudhari 
10000443 Puna Ram Chaudhary 
10000452 Nisar Haider 
10000453 Syed Ali Haider 
10000395 Masmi Kamal-ud-din 
10000462 Rajandra Raman Khanal 
10000463 Chetan Kumar 
10000391 Jagdeesh Lal 
10000464 Shiam Bahadur Lama Lopchan 
10000470 Rajdev Mandal 
10000475 Muneer Mengal 
10000476 Gopal Mi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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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continued) 
10000381 Ghulam Muhammad Baloch 
10000477 Imran Munir 
10000481 Maula Bux Nohani 
10000482 Dharma Raj Parajuli 
10000484 Askari Raza 
10000485 Hassan Raza 
10000486 Muhammad Faisal Sami 
10000487 Safdar Sarki 
10000488 Abdul Rauf Sasoli 
10000490 Jhup Bahadur Shahi 
10000491 Shahid Shaikh 
10000494 Asim Siwakoti 
10000601 Gh. Mohammad Sofi 
10000501 Mahabir Tharu 
10000502 Bal Kisun Tharu 
10000503 Chaitu Tharu 
10000504 Dayaram Tharu 
10000505 Dharma Prakash Tharu 
10000506 Ghoshu Tharu 
10000507 Jamuna Tharu 
10000508 Masuhad Tharu 
10000512 Muhammad Zafar Yaseen 
10000513 Sayed Jamil Zaidi 
10000514 Liaqat Hussain Nayyer Zaidi 

Philippines 
10000598 Leopoldo Ancheta 
10000724 Nelly Bakiran-Intise 
10000427 Rajeev Mohan Balakrishnan 
10000726 Cesar Batralo 
10000725 Federico Benabente-Intise 
10000519 Sabalaimuthu Mati Bolton 
10000441 Sivakanthan Bunjupillai 
10000740 Jonas Joseph Burgos 
10000595 Rogelio Calubad 
10000596 Gabriel Calubad 
10000403 Soosaiappu Victor Croos 
10000447 Kuruparan Ehamparam Tharmakulasigham 
10000456 Nisantha Chandrasiri Idamgoda Arachchige 
10000457 Rajeev Mohan Ilayakuddy Balakrishnan 
10000458 Thileepan James Chadrapalan Premapalan 
10000390 Delikkumar Kanthaia Selvaratnam 
10000459 Udaya Priyadarshana Kathaluwa Hewage 
10000460 Nadarajalingam Kathiran 
10000593 Reynaldo Man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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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nes (continued) 
10000594 Raymundo Manalo 
10000473 Hamilton Mareendran Mariampillai Soosaithas 
10000388 Sivaraman Markandu Sivasothi 
10000387 Janarthanan Murukar Ayathurai 
10000478 Vaseekaran Nagamany Sadasivam 
10000479 Vasanthakumar Nagan Kanthasamy 
10000480 Kandeepan Narayanamoorthy 
10000384 Sri Sundarajah Pandaram Puvirajah 
10000597 Tomas Paras 
10000483 Mathrage Anton Roshan Perera 
10000383 Tomsan Mowsak Pethurupillai Mariathas 
10000397 Sivasubramanium Raveendranath 
10000382 Kalarani Santhirakumar 
10000380 Alfred Arulnesan Sellaiya Arulambalam 
10000489 Uthayaraj Selvaratnam 
10000493 Kandeepan Sinathampi Narayanamoorthy 
10000386 Vaikunthan Sinnaiah Achchuthan 
10000385 Jasuthan Sinnathurai Kanthaiah 
10000495 Reginauld Yokananth Soosaipillai 
10000496 Hamilton Marinthirao Soosaithas 
10000498 Jayasinghe Steven 
10000517 Ketheeswaran Suyambu Nadar 
10000518 Kanapathy Nadar Suyambu Nadar 
10000499 Tharmasri Thambiah 
10000500 T. Preminy Thanuskody 
10000389 Muththaiya Thiruchchelvam 
10000509 Senthan Thurai Selvaraja 
10000511 Suresh Velan Sithamparanadarajah 
10000723 Leo Velasco 

Sri Lanka 
10000858 Thadchanamoorthy Ahilarajah 
10000797 Maruthai Ajanthan 
10000852 Soosainather Anthonippillai 
10000848 Satheeskaran Arulnesarasa 
10000532 Christy Balendran Croos 
10000798 Madasamy Devalingam 
10000855 Pattacomay Xavear Sotherajn Dias 
10000799 Vadivel Divakaran 
10000539 Antony Paul Eldrin Mathew 
10000836 Yoharatan Emmanuel Mariyasubre 
10000854 Joseph Lawrence Prasanna Fernando 
10000844 Kasinathar Ganeshalingam 
10000800 Sivarajah Haran 
10000787 Sivakumar Jathava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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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Lanka (continued) 
10000542 Thomas Jesudasan 
10000801 Subramanian Jesuthasan 
10000522 Savunthararajan Jevakumar Sharmila 
10000837 Tharshan Jeyachandran 
10000802 Ramiah Jeyaraja 
10000543 Madasamy Jeyasankar 
10000803 Kanagalingam Jeyathasan 
10000849 Ravindran Kailayapillai 
10000544 Thuruaiappa Kalaichelvan 
10000856 Sivakadadcham Kamaleswaran 
10000838 Sritharan Kanthasamy 
10000788 Yoganadan Kapeelan 
10000843 Thangarasa Kathirkamar 
10000804 Balasubramaniam Kirupalan 
10000528 Thavapalan Krishnakaran 
10000805 Sivathasan Kugathasan 
10000545 Ahamed Jalal Lal Premaratre 
10000546 Nishanthi Lal Premaratre 
10000789 Alakaiya Logeswaran 
10000806 Mahendran Madanakasan 
10000547 Thamodaram Mahendran 
10000729 Matheesh Mahendran 
10000845 Balraj Maheswaran 
10000807 Kunachelvam Mahinthan 
10000808 Shanmugalingam Manivannan 
10000809 Gnasiththan Manoranajan 
10000810 Yogarasa Mathanarasa 
10000533 Sabapathy Matheeswaran 
10000790 Sebamalaimutthu Maxie Bolton 
10000811 Thangavel Mayuran 
10000791 Mohamad Mazreen 
10000792 Luis Moris Satkunanathan 
10000793 Janap Saheed Muhammathu 
10000812 Paranjothipillai Navarathna 
10000813 Thurairasa Nimalan 
10000548 Subramaniam Paramasivam 
10000794 Pathmanathan Pradeepan 
10000814 Sanmugathas Pratheep 
10000815 Mary Joseph Jugin Premkumar 
10000816 Yoganathanpillai Pushpakumar 
10000817 Ariyathas Pushpathas 
10000529 Kanapathipillai Puvaneshwaran 
10000549 Ramakrishnan Raj Kumar 
10000550 Sriharan Rajaga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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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Lanka (continued) 
10000795 Anthony Christy Rajan 
10000551 Karunagaran Rajkumar 
10000523 Jayakanthan Ramaiyah 
10000841 Rajakumar Ramakrishnan 
10000552 Balakrishna Ramar 
10000527 Raveendran Ranjith 
10000530 Balendran RatheesKanth 
10000818 Kailayapillai Raveenthiran 
10000819 Subramaniam Ravees 
10000820 Kanapathipillai Ravindran 
10000821 Mariyam Pillai Robin Ruston 
10000521 Satheesh Sabaratnam 
10000553 Muthiah Sathyaseelan 
10000554 Selladurai Selvakumar 
10000846 Sujendran Shanmuganathan 
10000822 Kunjupillai Sivakanthan 
10000842 Thivyathas Sivasothy 
10000823 Kanagasapai Steepan 
10000824 Joseph Suganthakumar 
10000525 Kanapathy Nadar Sujampu Nadar 
10000526 Ketheeswaran Sujampu Nadar 
10000825 Mahalingam Suppaiah 
10000826 Puniyamurthi Surendrakumar 
10000555 Murugiah Surendran 
10000531 Palanisamy Suresh 
10000827 Ramachandra Susilakumar 
10000828 Palanivel Pillai Sutharshan 
10000847 Vasantharajan Thambiraja 
10000829 Rathnasingham Jagan Thanapal 
10000857 Ponniah Thangavelli 
10000859 Thevaraja Thavaprasath 
10000830 Thangarasa Thavaputhran 
10000540 Nivarshan Thavarajah 
10000831 Kanagarathnam Thawatheeban 
10000839 Jeyaganesh Theivendram 
10000850 Rajaratnam Thevachandaran 
10000851 Stanis Jeyakumar Thevasahayampillai 
10000832 Thamotharam Pillai Thirubalasingam 
10000556 Muthaiya Thiruchelvam 
10000524 Harigari Dasan Tyron 
10000833 Mathuraveeran Udayakumar 
10000834 Markandu Vadivanathan 
10000557 Morrison Varapragasam 
10000541 Vairamuththu Varathar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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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Lanka (continued) 
10000534 Nadesan Velayuthan 
10000786 Vinasithambi Vellanayagam 
10000796 Nadaraja Vijayakumar 
10000835 Daniel Yogarajan 
10000840 David Yogarajan 

Thailand 
10000627 Salam Adduloh 
10000628 Ku-amad Ahmeeden 
10000732 Wae Abdul Waheng Baning 
10000733 Muhammadsimee Guna 
10000629 Adduloh Hayimasaleh 
10000630 Ya Jaodohlaoh 
10000631 Sakariya Kajeh 
10000632 Imrohim Kayo 
10000633 Waeharong Rorhing 
10000634 Muhamad Senren 
10000626 Waesainun Waenawae 
10000731 Budeman W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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