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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届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 

议程项目 19(g) 

社会和人权问题：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2022 年 7 月 15 日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代表给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在 2022 年 7 月 21 日管理部分会议期间通过的决

定草案三，其中经社理事会表示注意到关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一届会议的

报告，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谨提请你注意以下内容。 

 报告具体提及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人民”状况。我们谨重

申，上述提法毫无根据，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有关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表明的

立场，这一点已通过正式信函(见附件一至三)通告论坛。此外，有关会员国被剥

夺了在论坛通过报告期间表达观点和立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报告具体提及有

关会员国之时。 

 作为论坛的观察员，有关会员国在整个会议期间与论坛进行了建设性接触；

但论坛在决定列入这些提法之时没有给这些会员国陈述立场的机会。报告中强调

的一些问题也只是草率提出，并未顾及所讨论主题的背景。我们感到关切的是，

阻止会员国表明关切和立场的任何此类工作方法均违背多边主义的最基本原则，

即所有会员国一律平等，有权阐明本国立场。 

 一些个人和组织出于自己的小算盘而滥用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我们对此严重

关切。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透明的审查程序，在允许声称介绍土著问题的个人或土

著群体参加论坛会议之前，对其证书进行核查。 

 各代表团强调指出，必须确保论坛不被任何个人或组织滥用，以免破坏《联

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会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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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会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注意

到上述报告的决定草案提出一项修正案，以确保理事会注意到有关代表团的来文，

并反映实际情况。 

 

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拉巴卜·法蒂玛(签名)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 

拉古塔哈里·拉文达拉(签名)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阿曼纳塔·克里斯蒂亚万·纳西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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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15 日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代表给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一 

 A. 2022 年 5 月 5 日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

二十一届会议主席的普通照会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主席发

来的涉及孟加拉国的来文，其中表示可能将下列建议列入常设论坛第二十一届会

议将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通过的报告： 

  常设论坛回顾第十八届会议报告第 52 段中的建议，以及研究 1997 年《吉

大港山区协定》执行情况的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建议(E/C.19/2011/6，第八节)，特

别是呼吁：(a) 为全面执行《协定》设定时间表，包括向吉大港山区区域委员会

和吉大港山区三个地区委员会下放权力；(c) 撤销所有的临时军营。 

 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团谨通知尊敬的论坛，执行《吉大港山区和平协定》是谢

赫·哈西娜总理的政府的一个优先事项，在其领导下，1997 年缔结了《协定》，

结束了这一区域长达几十年的冲突。有关进展情况的信息如下： 

• 孟加拉国政府全面执行了《协定》的 48 项条款，15 项条款已部分执行。

其余 9 项正在执行。目前正在评估《协定》条款的执行情况及其执行方

面的挑战。 

• 作为《协定》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几乎所有行政部门均已移交给兰加马

蒂、科格拉焦里和班达尔班的三个山区地区委员会。其余三个部门的移

交正在进行。 

• 为了解决争端，通过了《2001 年土地争端解决委员会法》，正式确立了

吉大港山区与土地有关的习惯法、规则和程序。由一名最高法院法官领

导的一个强力委员会目前正在运作，以解决申诉。 

• 吉大港山区的军队存在已大幅减少。迄今为止，448 个军营中的约 241

个已经关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吉大港山区是一个有国际边界的区

域，由于存在包括贩毒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在内的跨境犯罪分子，因此有

合理的安全关切。安全机构的存在对于保护该地区的平民至关重要。 

• 警方通过 26 个派出所、32 个警察营地和社区警务开展执法工作。警队

中的少数民族代表人数逐渐增加。政府在政府部门和公立大学中为少数

民族分配了 5%的份额。负责吉大港山区事务的政府部门由一名代表少

数民族社区的部长领导。 

• 政府在吉大港山区提供基于母语的初等教育，并免费提供五种部落语文

的教科书。政府最近将吉大港山区 205 所学校的教师国有化，将他们纳

入政府工资单，包括解决拖欠款项。 

https://undocs.org/ch/E/C.19/2011/6


E/2022/70  

 

22-11415 4/7 

 

• 孟加拉国政府正与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发展伙伴，包括欧洲联盟——

合作，支持吉大港山区的和平与发展。目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技术援助下，该地区正在实施几个项目。我们还在与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解决吉大港山区的生计和其他挑战。 

• 吉大港山区的所有发展项目以及与联合国机构和发展伙伴的其他接触

都是在得到吉大港山区区域委员会和各山区地区委员会的事先核准后

进行的，这些委员会由少数族裔组成。 

• 国家冠状病毒病(COVID-19)应对和恢复计划始终心系吉大港山区民众。

近 70%的吉大港山区民众已接种疫苗。在大流行病期间，向近 100 000

户家庭提供了粮食援助，向 55 600 名农民提供了种子和其他投入。 

 孟加拉国政府谨进一步指出，《和平协定》极大巩固了该区域的和平，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 2 500 多户家庭中，65%的家庭

报称有信心搬到自己村庄以外的任何地方，而在《协定》签署之前，这一比例为

34.5%。《协定》还使吉大港山区的少数民族实现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融合。 

 鉴于上述情况，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团谨敦促论坛重新考虑关于将拟议建议列

入其报告的决定，因为这可能会破坏在执行《协定》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并造

成利益攸关方的进一步分裂。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团谨重申，随时愿意与论坛进一

步接触和交流信息。 

 B. 2022 年 5 月 6 日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

二十一届会议主席的普通照会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秘书处 2022 年 5 月 6 日涉

及孟加拉国的来文，内称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拟将一项建议(第 9 段)列入常设论坛

第二十一届会议将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通过的报告。 

 在这方面，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团谨报告，孟加拉国政府对在建议中列入最后

一行深表遗憾，这一行文字呼吁孟加拉国政府继续处理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

括执法机构在吉大港山区实施的强迫失踪和针对妇女的性暴力。 

 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团谨报告，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义务处理任何施害者实

施的所有暴力行为。我们的法律不允许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任何人逍遥法外。该

建议在没有任何确凿数据或证据的情况下预先判定执法人员的涉入。因此，孟加

拉国常驻代表团请论坛不要将此列入建议。 

 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团谨重申，其致力于继续与论坛保持建设性接触，并希望

得到论坛的咨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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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15 日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代表给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二 

 A. 2022 年 5 月 5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一

届会议主席的普通照会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 2022 年 5 月 4 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包

容性社会发展司土著人民与发展处发来的电子邮件信息。 

 印度常驻代表团谨表示强烈反对将所述段落列入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2022 年

5 月 6 日闭幕会议将通过的报告。该段提出的说法毫无根据，而且动机明显。在

这方面，印度常驻代表团请主席注意以下几点： 

• 土著权利问题涉及因作为在其所属国家或该国所属某一地区被征服或

被殖民化时，或在其目前的国界被确定时，即已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之后

裔而被视为土著，并且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他们仍部分或全部地保留

了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这正是国际劳工组织 1989 年

第 169 号公约使用的定义。 

• 根据这一定义，印度独立时的全体人口及其继承人均为土著。因此，

“土著人民”的概念不适用于印度的情况。印度在相关论坛上的发言

中多次提出这一点，包括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议程

6 下的发言。 

• 一些个人和组织出于自私的自身小算盘，持续滥用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令人严重关切和遗憾。 

 本普通照会请主席展现客观、公正和中立，以确保论坛不被别有用心的个人

滥用，以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会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

治独立的原则。 

 印度坚决支持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印度在 2007 年支持通过了《联合

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B. 2022 年 7 月 1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关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一届会议的报

告(E/2022/43-E/C.19/2022/11)。 

 印度常驻代表团谨对报告中无端提及印度表示强烈反对。在这方面，印度常

驻代表团请主席注意以下几点： 

• 土著权利问题涉及各国的民族，他们因作为在其所属国家或该国所属某

一地区被征服或被殖民化时，或在其目前的国界被确定时，即已居住在

那里的人口之后裔而被视为土著，并且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他们仍部

https://undocs.org/ch/E/20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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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全部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这正是国际

劳工组织 1989 年第 169 号公约使用的定义。 

• 根据这一定义，印度独立时的全体人口及其继承人均为土著。因此，“土

著人民”的概念不适用于印度的情况。印度在相关论坛上的发言中多次

提出这一点，包括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一届会

议上的发言。 

• 土著人民的概念涉及人民在历史上因殖民统治和自己土地、领土和资源

被剥夺等原因，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具体情况。这一复杂概念不能扩大到

制造人为鸿沟，列入不同族裔群体共同生活了几千年的社会。 

• 在关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特别是在第 52 段，

印度的“在册部落”一词被放在括号中，与“土著人民”一起使用。两

个术语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印度在包括大会在内的各种国际论坛上提出

了这一点。因此，联合国，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各专门机构、基

金和方案，应确保在其所有公开文件和报告中使用正确的术语。 

• 在土著问题常设论坛通过报告时，印度被剥夺了表达观点和发表声明的

机会，即使报告具体提及印度。这侵犯了会员国表达意见的权利，特别

是在报告提及有关会员国之时。 

• 一些个人和组织出于自私的自身小算盘，持续滥用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令人严重关切和遗憾。 

• 迫切需要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在给声称介绍土著

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或土著团体颁发参加论坛会议的证书之前，对其进行

透明的审查。 

 印度常驻代表团谨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将印度常驻代表团对所述报告

表达的强烈反对意见记录在案，并将本普通照会作为附件列入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二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请经社理事会主席确保论坛不被别有用心的个人和组织滥用，以免违背《联

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会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 

 印度是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的坚定支持者。印度在 2007 年支持通过了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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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15 日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代表给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三 

  2022 年 5 月 6 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

二十一届会议主席的普通照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关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

一届会议的报告草案(未经编辑的报告员版本)。 

 印尼常驻代表团还谨最强烈地反对提及“西巴布亚人民坚持其非殖民化和独

立的权利”的句子，这一提法载于关于项目 5(e)：区域对话：土著人民与摆脱疫

情实现复苏的的报告之太平洋部分。 

• 在议程项目 5(e)下举行的太平洋区域对话期间，从未就非殖民化和独立

问题进行对话。 

• 报告提到的西巴布亚情况并不准确，亦未反映巴布亚省和西巴布亚省作

为印度尼西亚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自 1945 年以来，巴布亚和西巴布

亚就是印度尼西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几十年前，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也

在大会第 2504(XXIV)号决议中坚定认可了这一点。 

• 本报告提及非殖民化和独立问题，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第 46(1)条，该条规定： 

  本《宣言》的任何内容都不得解释为暗指任何国家、民族、团

体或个人有权从事任何违背《联合国宪章》的活动或行为，也不得

理解为认可或鼓励任何全部或局部分割或损害主权和独立国家的

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的行动。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要求删除关于项目 5(e)的报告之太平洋部分有关非殖民

化和独立问题的提法。 

 我们提醒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一届会议主席和成员，你们在开展工作时

有责任维护和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基本原

则。必须根据各国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审议土著人民问题。 

 印尼常驻代表团还要求将本普通照会作为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一届会

议正式文件记录的一部分，分发给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 

 

https://undocs.org/ch/A/RES/2504(XX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