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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18/8 
人权与土著人民 

 人权理事会， 

 回顾人权委员会关于人权与土著问题的 2001 年 4 月 24 日第 2001/57 号、
2002年 4月 25日第 2002/65号、2003年 4月 24日第 2003/56号、2004年 4月
21日第 2004/62号和 2005年 4月 20日第 2005/51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年 9月 28日第 6/12号、2007年 12月 14日第 6/36
号、2008年 9月 24日第 9/7号、2009年 10月 1日第 12/13号和 2010年 9月 30
日第 15/7号决议、 

 铭记大会在 2004年 12月 20日第 59/174号决议中宣布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
国际十年， 

 忆及大会在 2007 年 9 月 13 日第 61/295 号决议中通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 

 欢迎大会 2010年 12月 21日第 65/198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扩大了联合
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的任务范围，以便该基金能在鼓励多种多样和重新参与

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规则和条例，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A/HRC/18/2)，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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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31 号决议，协助土著人民组织和社区的代表参加人权理事会和人权条约机
构的会议， 

 确认振兴、使用、发展和向后代传授其历史、语言、口述传统、思想体系、

书写方式和文学作品以及为其社区、地方和个人取名并保有这些名字对土著人民

的重要性， 

 又确认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报告1 强调指出，教育是
促进保留土著文化的重要方式， 

 还确认需要找出方式和方法，促进获得承认的土著人民代表在联合国系统内

参与对影响自身的问题的讨论，因为他们并不一定组成非政府组织， 

 1.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土著问题的报告，2 并请高级专员继
续每年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报告，说明人权机构和机制内的相

关发展情况和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总部和外地开展的有助于促进、尊重和充分实施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规定的各项活动以及落实《宣言》的后续工作； 

 2.  又欢迎土著人民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和他去年开展的正式访问，
赞赏地注意到他的报告，

3 并鼓励各国政府答应他的访问请求； 

 3.  请特别报告员就其任务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4.  欢迎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的工作，并赞赏地注意到其第四届会议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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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又欢迎专家机制第三和第四届会议专门拨出时间讨论过去要求专家机制
开展的专题研究最新情况的做法，建议专家机制将这种做法长期化，并鼓励各国

继续参与和推动这些讨论； 

 6.  鼓励各国与土著人民合作，并在专家机制已有建议的基础上，考虑酌情
启动或加强立法和政策措施，在制订和实施影响土著人民的国家发展战略时将教

育列为优先，包括采取措施加强土著人民的文化和语言； 

 7.  欢迎专家机制完成关于土著人民及其参与决策权问题的最后研究报告，5

其中列入了各级决策层面良好做法的实例，包括涉及采掘业活动方面的实例，并

鼓励有关各方将其作为指导如何实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目标的实用指

南； 

  

 1 A/HRC/12/33。 

 2 A/HRC/18/26。 

 3 A/HRC/18/35。 

 4 A/HRC/18/43。 

 5 A/HRC/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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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专家机制继续推进已有的研究，包括专家机制最近一份报告中提到的
关于土著人民及其参与决策权问题的研究报告； 

 9.  又请专家机制编写一份关于语言和文化在增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及身
份认同方面的作用的研究报告，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10.  还请专家机制在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协助下，开展一次问卷调查，征求
各国对于为实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目标可采取的适当措施和实施战略

的最佳做法的意见； 

 11.  欢迎大会通过第 65/198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14年组织召开一次
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称为世界土著人民大会，以便交流落实土著人民权利方面

的观点和最佳做法，包括谋求实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各项目标，并

强调大会主席必须与会员国及土著人民代表进行不限成员名额的磋商，以便确定

会议的方式，包括土著人民参与该大会的方式； 

 12.  又欢迎为此开展的筹备工作进程，并请专家机制依照大会第 65/198 号
决议，讨论即将召开的世界大会，并与其他涉及土著人民问题的相关机制共同推

动探索会议的方式，包括土著人民参与世界大会及其筹备进程的方式； 

 13.  请秘书处与高级专员办事处、法律事务厅以及秘书处其他相关部门合
作，考虑到获得承认的土著人民代表并不一定组成非政府组织，就促进他们在联

合国参与对影响自身的问题的讨论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如何安排这种参与的问题编

写一份详细的文件，文件应吸收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各机构活动的规则

(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和有关国家人权机构参与联合国各机
构活动的规则(包括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号第 5/1 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
2005年 4月 20日第 2005/74号决议)，并提交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14.  决定每年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举行一次为期半天的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
小组讨论，据此，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就土著人民诉诸司法问题举行一次为期半

天的小组讨论； 

 15.  欢迎依照《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
则》)建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在推动解决土著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并鼓励国家人
权机构发展和加强自身切实发挥这种作用的能力，包括在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支助

下发展和加强自身的能力，为此欢迎高专办和国家人权机构主动为这些机构拟订

一份业务指南，以求实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目标，并鼓励在指南完

成后尽可能予以广泛传播； 

 16.  又欢迎特别报告员、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和专家机制之间正在开展的合
作与协调，请他们继续以协调方式完成任务，为此欢迎他们为推动《联合国土著

人民权利宣言》所作的持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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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重申普遍定期审议和联合国条约机构是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机制，
为此鼓励切实落实已获接受的普通普遍定期审议有关土著人民的建议，并认真考

虑落实条约机构对此问题的建议； 

 18.  鼓励尚未批准或加入国际劳工组织 1989 年《土著及部落人民公约》
(第 169 号公约)的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该公约，同时考虑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并欢迎各国加强对该宣言的支持； 

 19.  欢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通过四周年，并鼓励已认可该宣言
的国家采取措施，酌情与土著人民开展磋商与合作，努力实现该宣言的各项目

标； 

 20.  又欢迎联合国土著人民伙伴关系的建立，并鼓励伙伴关系通过筹集资
源履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方面的任务，同时与各国、土著人民、人权

理事会各个机制、与土著人民有关的联合国组织和机构、各国人权机构以及其他

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和协调； 

 21.  决定今后某届会议根据理事会年度工作方案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2011年 9月 29日 
第 35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