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RI 

国际人权文书 

 
 
 
 
 
 
 
 
 
 
 
 
 
 
 
 
 

GE. 04-40321 (C) 300304 010404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HRI/CORE/1/Add.127 
11 February 2004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 

 

作为签约国报告组成部分的核心文件 

阿尔及利亚 

[2003 年 12 月 17 日]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导   言 ........................ .............................................................  1 - 2 2 

一、总的政治结构 ...................................................................  3 - 9 3 

二、保护人权的一般法律框架 ............. ...................................  10 - 32 4 

 A.  人权机制 ...................... ............................................  10 - 30 4 

 B.  国际条约和国内秩序 ................. ...............................  31 - 32 7 

三、新闻和宣传 ....................... ...............................................  33 - 38 7 

 

 

 

 

 

     

 *  根据已向缔约国传达的通知，以缔约国官方语言编写的报告将不经编辑，直接送

交各翻译处。 



HRI/CORE/1/Add.127 
page 2 

 

导   言 

 1.  阿尔及利亚自 1962 年恢复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建立在民众参与

和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基础上的国家。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各项宪法承认在这方

面的普遍原则。不过，阿尔及利亚加快加入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法律文书的进程是

在 1989 年采取多党制之后。自此以来，阿尔及利亚按照这些国际义务提出应交的

报告。  

 2.  阿尔及利亚的领土和人口数据如下。  

面积：  238 万平方公里；  

人口：  2002 年 1 月 1 日为 3,104 万，其中 15,334,946 为

妇女。现有人口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时的三倍。  

人均收入：  1,630 美元(2001 年)；  

外债：  225.71 亿美元(2001 年)；  

失业率：  28.9%；  

官方语言：  阿拉伯语；  

国语：  阿拉伯语、柏柏尔语；  

宗教：  伊斯兰教；  

人均寿命：  全体人口：71.5 岁，男子：70.03 岁，妇女：72.8

岁；  

2000 年婴儿死亡率：  男孩：54.2‰；女孩：47.8‰；合计：51.1‰；  

产妇死亡率：  每 10 万个产妇有 117 人死亡；  

综合生育率：  2.54 (2000 年)；  

5 岁以下儿童：  32% (2000 年)；  

15 岁至 24 岁青年人：  23%；  

25 岁至 59 岁成年人：  38%，  

60 岁以上老年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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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  12,943,686, 占 41.7%；  

城市人口：  18,096,326, 占 58%。  

 

一、总的政治结构 

 3.  阿尔及利亚在独立时面临了多种挑战：难民返回、必须向民族解放战争受

害者的继承人提供社会和道义上的支助、在各方面开展国家重建、建立国家结构。

一个年轻的国家必须构想并建立新的机制，并马上开始有效运作，来处理所有这些

挑战。这一恢复工作使国家实现了全民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和全面就业政策。  

 4.  从 1988 年起，阿尔及利亚必须巩固法治、同时在两方面进行转变(政治民

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跟其他所有地方一样，这一转变并不是很容易进行的。与一党

制文化和经济与社会制约因素相连的内部阻力妨碍了建设民主运作和透明管理公

共事务的现代国家的工作。  

 5.  在与尊重《宪法》和共和国法律的所有政治党派进行了漫长的对话进程之

后，当局自此以来所开展的政治改革导致了在普选制基础上选出的机制的设立。

1996 年 11 月 28 日，举行全民投票通过了一项订正宪法，更多地承认自由、政治多

元化、三权分立和司法部门的独立性。  

 6.  除了《宪法》之外，还有三项基本文书如今有利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

民主化：  

(a) 1989 年通过、后于 1997 年修正的《政党法》，因此而在政治舞台上

出现了 60 多个政治党派。之后在进行筛选后作了重新组合，现在有

28 个党派；  

(b) 1988 年颁布、并于 1990 年修正的《结社法》，其中规定，只要创始

人宣布，就可以在省内或内务部 (如果该团体具有全国性 )结社。现在

在阿尔及利亚有将近 5 万个社团在活动；其中一些团体，如捍卫和促

进妇女权利的团体，要求承认其公益地位；  

(c) 1990 年通过的《新闻法》，它为独立或有党派的新闻媒体与公共新闻

媒体共存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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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一次共和国总统多党选举于 1995 年 11 月 16 日举行。随后又于 1999 年

4 月 15 日提前举行了总统选举。总统任期只能延长一次。总统在《宪法》所规定的

范围内行使最高权力，任命政府首脑。后者订出计划，提交国民议会批准。  

 8.  议会行使立法权力，议会由两院组成：国民议会和民族院(参议院 )。议会

监督政府的行动，对法律进行表决。国民议会现有 389 名代表(其中 24 名为妇女)，

由 2002 年 5 月 15 日的立法选举选出。9 个政党和 30 名独立人士在国民议会占有席

位。在 1997 年 6 月 5 日选出的上一届国民议会中，共有 380 名代表。有 10 个政党

和 11 名独立人士在其中占有席位。民族院则是 1997 年 12 月设立的，共有 144 个

席位。有三分之二的议员由城镇和省级的国民议会成员选出，还有三分之一(48 名

议员)由共和国总统指定。  

 9.  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在《宪法》第 138 条得到承认。  

二、保护人权的一般法律框架 

A.  人权机制  

 10.  现在在阿尔及利亚已设立了基本的人权方面的预警和监督机制。这些机制

既涉及个人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也涉及集体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其

基础是四大类同时发挥作用的机制。  

1.  政治机制  

 11.  这些机制围绕着议会运转，议会的两院――国民议会和民族院――既是阿尔

及利亚国家民主的体制表现，也是自由和多元化表达公民关切问题的适当场所。有

关人权的问题在辩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两院为此设立的常务委员会负责。  

 12.  法律将各政党视为促进人权机制的一个因素。于 1997 年 3 月修正的 1989

年 7 月 8 日关于政党的法律要求各党的章程和党纲明确说明，其宗旨之一是保障个

人权利和基本自由。这项法律第 3 条规定如下：“政党在其所有活动中都必须遵守

以下原则和宗旨：  

尊重个人和集体自由，尊重人权；  

在尊重国民价值观念的同时致力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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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政治多元化原则；  

尊重国家的民主共和国性质。”  

2.  司法机制  

 13.  阿尔及利亚设立了一些司法机制，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另一方面

是为了确保司法机关可以独立自主地作出裁决。为此目的，阿尔及利亚司法部门的

组织形式如下：(a) 在专区一级设有法庭，(b) 在省一级设有法院，(c) 在国家一级

设有最高法院。  

 14.  《宪法》还在第 152 条中规定，必须设立一个国家委员会，负责对行政司

法活动进行管制。该委员会于 1998 年 6 月 17 日设立，共有 44 名成员。  

 15.  最后，议会通过了关于负责解决最高法院与《宪章》第 152 条所规定的国

家委员会之间的权限冲突的法庭的法律。  

3.  新闻自由  

 16.  法律认为，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是监督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机制。在这方

面，由于阿尔及利亚新闻界的突出发展，它已成为在集体保护人权方面的一种实际

的手段。目前有 32 份日报(在提交前一次报告时有 25 份日报)，其中 6 份属于国家

公营部门(在提交前一次报告时有 8 份)，26 份属于私营部门或政党(在编写前一次报

告时有 17 份)。其平均发行量总计每天 150 万份。至于周刊，目前共有 43 份，平均

总发行量为一周 140 万份。最后，还有 20 份其他期刊、半月刊或月刊，其总发行

量为每月 30 万份。读者人数估计为每周 900 万人。  

 17.  不象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并没有任何阿尔及利亚记者因言论罪而被判

刑。唯一记载的案例涉及与诽谤或传播假新闻有关的诉讼案件。总之，某些全国性

新闻刊物停刊一般是因为与印刷厂的商业纠纷或破产，而不是别的原因。  

 18.  即使是国际组织也承认，阿尔及利亚是发展中国家新闻最自由的国家之

一。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在阿尔及利亚得到认可，阿尔及利亚是其执行理事会成

员；联合会的北非分社设在阿尔及尔。  

 19.  自从阿尔及利亚完成了建立与法治国家的民主运作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书

这一体制进程之后，没有对任何新闻机构进行过传讯，即使是某些日报涉嫌“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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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和侮辱”的情况，完全可以诉诸法律来取得赔偿。在这方面，不妨指出，在某

一时候颁布的有关机密情报的处理的限制已经取消。  

 20.  此外，通常核准外国记者在阿尔及利亚采访。这种核准程序是由一项专门

机制负责管理的，以便更加灵活、迅速地处理申请。1997 年在阿尔及利亚有 1,200

名外国记者，1998 年有 626 名，1999 年有 839 名，2000 年有 706 名，2001 年有 654

名，截至 2002 年 9 月 30 日有 593 名，这足以证明外国记者容易进入阿尔及利亚。 

 21.  其中一些人写了负面、有时是带倾向性的文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多次访

问阿尔及利亚。  

4.  社团和工会机制  

 22.  社团活动自 1988 年以来有了相当的发展。目前在全国就有将近 5 万个社

团，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活动。阿尔及利亚《宪法》将结社自由放在捍卫人权的重要

位置上。其中第 32 条保证个别或集体捍卫这些权利，第 41 条确定了其适用范围：

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当然延伸到政治领域，但也表现在保护

某些类别的人的权利，如妇女、儿童、病人、残疾人、消费者、公共服务用户的权

利。当局通过各种补贴和便利，鼓励社团活动。  

 23.  大多数社团如今都有使其能加入国际社团网的章程、根据和活动。负责促

进妇女权利、教育权和扫盲的社团表现尤其积极。  

 24.  工会自由在《宪法》中得到承认，并在 1991 年 12 月 21 日的法律框架内

行使这项自由。本报告第二部分载有更加详细的资料(第 8 条)。  

5.  其他捍卫和促进人权的机制  

 25.  共和国总统于 2001年 10月 9日着手正式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全国协商委

员会；该委员会由 45 名成员组成，其中 13 名为妇女。该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成员的

任命是建立在社会和机构多元化的原则基础上的。  

 26.  该委员会是根据 2001 年 3 月 25 日第 01-71 号总统令建立的，它是“设在

共和国总统身边的一个保障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公共自由的独立机构”。  

 27.  该委员会也是一个具有协商性质的有关人权问题的监督、预警和评价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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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委员会负责审查看到或提请其注意的侵犯人权情况，并在这方面采取一切

适当行动。委员会的任务还包括：“为促进人权开展一切宣传、新闻和传播活动，

促进该领域的研究、教育和教学工作，并就国家立法提出意见，以求改进立法……”。

委员会还编写关于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提交共和国总统。  

 29.  这一新的机构取代全国人权监督组织，后者根据关于设立上述促进和保护

人权国家协商委员会的总统令已经解散。  

 30.  为了使这一新的机构符合巴黎原则，以 2002 年 9 月 23 日第 02-297 号法

令对 2001 年 3 月 25 日第 01-71 号法令作了修改。  

B.  国际条约和国内秩序  

 31.  阿尔及利亚的国际义务在国家法律之上。因此，宪法委员会于 1989 年 8

月 20 日的决定中确认了一项宪法原则，即已批准的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之上。这项

决定具体规定如下：“任何公约在批准和公布之后，便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根

据《宪章》第 132 条的规定，其权威在法律之上，任何阿尔及利亚公民均可在司法

机构应用这种公约”。在用尽国内法律补救办法之后，个人可以诉诸人权事务委员

会或禁止酷刑委员会所设的保障机制。  

 32.  阿尔及利亚当局、促进和保护人权全国协商委员会、各种社团以及媒体均

相当重视诉诸国际机制的这种可能性。在实际工作中，阿尔及利亚公民及其律师似

乎满足于现有的多种国内诉讼渠道(法庭、促进和保护人权全国协商委员会)。  

三、新闻和宣传 

 33.  自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书提交国民议会审查和通过之时起，便通过各种国家

媒体大力宣传阿尔及利亚批准这些文书的情况。阿尔及利亚批准的所有文书均在阿

尔及利亚共和国公报上发表。  

 34.  除了就这一专题定期举办的讲习班和讨论会之外，每年 12 月 10 日纪念人

权日也是让大家了解阿尔及利亚已经加入的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的又一次机会。同

样，3 月 8 日和 6 月 1 日也是重申妇女和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常规时间。  

 35.  在大学，原来在法律系讲授的“公共自由”课现在引进了最新的内容，以

考虑到国际上的发展和新的加入情况。某些大学(例如，奥兰大学、提济乌祖大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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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巴大学)已经着手建立专门的课程。在国家司法学院、警察高等学校和国家监狱

管理学校均向学生讲授人权课。  

 36.  在奥兰大学设立了一个教科文组织人权讲坛。于 1995 年 12 月创立的这一

教学结构的宗旨是组织和推广一个综合的人权研究、培训、宣传和资料系统。它特

别准备设立一个专门的“人权”学位。定期举行关于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研究日，

并发表其研究报告。全国人权监督组织则普及国家立法和阿尔及利亚已经加入的国

际文书中所载的人权原则。该机构所开展的普及活动特别包括：发表评论，与各种

社团一起组织和主持讨论会、展览和研究日。  

 37.  自本十年初以来，阿尔及利亚在两方面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是朝多元化民

主和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在这种复杂的转变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困难，这主要是

因为国民经济形势和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这种经济困难构成了不满的土壤，某些

势力企图加以利用，以反对国家所开展的变革进程，甚至不惜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38.  正是为了对付这一局势，阿尔及利亚当局于 1992 年 2 月决定宣布紧急状

态。虽然紧急状态对行使权利和公共自由带来了某些限制，但并没有中止国家对于

保障行使国内宪法规定和阿尔及利亚批准的国际公约所载的公民基本自由的义务。

同样，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生命和财产的行动一直是在法律范

围内、在尊重各项国际文书所规定的义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行动的目的是巩固

法治，创造条件，通过恢复阿尔及利亚在 1995、1996、1997、1999 和 2002 年举行

的各自选举中所采用的真正自由、多元化和民主的普选制，使国家机构合法化。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