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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导言言

1.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任择议定书》)规定了关于建立国家防
范机制的详尽的指南，其中包括机制的委派任务和职权。其中最相关的条款是第3、4、17-23、29和35条，但是《任择议
定书》的其他条款对国家防范机制同样很重要。不言自明的是，所有国家防范机制都必须以充分体现这些条款的方式
来构筑。

2. 国家有责任确保本国设有符合《任择议定书》要求的国家防范机制。对本小组委员会而言，它与各国向其通知说已
被指定为国家防范机制的那些机构协作。尽管本小组委员会并不、而且不计划正式评估国家防范机制遵循《任择议定
书》要求的情况，但本小组委员会确实认为指导和帮助各国及国家防范机制履行其根据《任择议定书》而应承担的义
务是其职能的重要内容。为此，本小组委员会先前曾在其第一年度报告中制定了关于国家防范机制持续发展的“初步
准则”。小组委员会并在其随后的《年度报告》中以及在其访问报告所载的一些建议中有机会进一步阐述其想法。鉴于
本小组委员会已经取得的经验，小组委员会认为发布一项经修正的《国家防范机制准则》，反映并回复在实践中出现
的一些问题，会有益。

3. 这些《准则》并不试图重复已经在《任择议定书》文本中提出的内容，而是希望进一步澄清小组委员会对国家防范机
制的建立和运作所持的期望。第一节列出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国家防范机制工作的所有方面都应起到指
导作用。随后的第二节是主要针对国家而提出的各项准则，包含涉及到建立国家防范机制的一些问题，再后是向国
家和国家防范机制本身提出的第三节中的准则，涉及到国家防范机制的实际运作。

4. 本小组委员会在取得更多经验之时，将设法在这些《准则》中添加更多的章节，更详尽地阐述国家防范机制工作的
具体方面问题。

一一 .基本原基本原则则

5.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补充而不是取代现有的监督体制，而建立这一机制不应当排除其他同类互补制度的设立或运
作。

6. 国家防范机制的任务和职权应当符合《任择议定书》的条款。

7. 国家防范机制的职权和权利应作为宪法或立法案文而有明确的规定。



8. 应当保障国家防范机制运作的独立性。

9. 相关的立法应当具体规定国家防范机制成员的任期，以及解雇成员的所有理由依据。任期可以延续，其长度应足
以支持国家防范机制的独立运作。

10. 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规定国家防范机制的往访监督职权延伸到包含所有剥夺自由的场所。

11. 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的规定，为国家防范机制提供充足的资源，使之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12. 国家防范机制在根据《任择议定书》开展其职能时应享有完全的财政和运作方面的自主权。

13. 国家主管当局和国家防范机制应当设制一个国家防范机制的后续进程，以期执行国家防范机制可能作出的任何
建议。

14. 那些根据《任择议定书》而从事或与国家独立机制共同从事履行后者职能方面工作的机构不应当由于开展这类工
作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制裁、报复或其他阻碍。

15. 国家防范机制的有效运作是一项持续的义务。国家防范机制的有效性应在考虑到本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同时，得到
国家和国家防范机制本身的经常评估，以期在必要的情况下得到巩固和加强。

二二 .关于建立国家防范机制的基本关于建立国家防范机制的基本问题问题

A.国家防范机制的确国家防范机制的确认认或建立或建立

16.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通过由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大量多种利益攸关者参与的公开、透明和兼容并蓄的进程来认定。
这一方式也应适用于甄选和指定国家防范机制成员的进程，这一进程应符合公开发表的标准。

17. 有鉴于《任择议定书》第18条(1)和(2)的规定，国家防范机制成员在总体上应当具有切实有效开展其职能所必需的
专业知识和经验。

18. 国家不应当任命持有可能引起利益冲突问题职位的人参加国家防范机制，以此确保机制的独立性。

19. 国家防范机制成员同样也应保证不持有可能引起利益冲突问题的职位。

20. 回顾《任择议定书》第18条(1)和(2)款，国家防范机制应确保其工作人员总体具有必要的背景、能力和专业知识方
面的多样性，使之能适当地履行国家防范机制的任务。这一要求应尤其包括相关法律和保健知识。

B.指定和通知指定和通知

21.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在《任择议定书》对该国生效后的一年之内建立，但如果在批准之时已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4
条作出宣布，则不在此列。

22. 被指定为国家防范机制的机构应当在国家范围里公开宣传。

23. 国家应及时通知本小组委员会被指定为国家防范机制的机构。

三三 .关于国家防范机制运作的基本关于国家防范机制运作的基本问题问题

A.国家方面的要点国家方面的要点

24. 国家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和第29条的规定，允许国家防范机制视察属于其职权范围之内的所有剥夺自由的
场所以及怀疑是剥夺自由场所的地点。为此，国家的职权范围包含国家行使实际控制的所有地方。

25. 国家应确保国家防范机制能够以国家防范机制本身决定的方式和以其本身决定的时间上的经常性来进行视察。
这包括它们应能根据《任择议定书》的条款，与被剥夺自由者进行私下的访谈，并应有权随时随地对剥夺自由的场所
进行无事先通知的视察。

26. 国家应确保国家防范机制的成员及其工作人员都能享有为独立开展职能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权。

27. 国家不应当下令、实行、允许或容忍使任何个人或组织应与国家防范机制联系或应向国家防范机制提供任何信息
(无论其是否准确)而受到制裁、报复或其他阻碍的情况，这类人或组织不应当以任何方式受到不公待遇。

28. 国家应通知国家防范机制涉及到后者职权、可能正受到审议的法律草案，并准许国家防范机制就任何现行的政策
或法律、或政策或法律草案而提出建议和意见。国家应审议国家防范机制所收到的任何有关这类法律的建议或意
见。

29. 国家应公布并广泛传播国家防范机制的《年度报告》。国家并应确保该报告向国家立法大会或议会提交并得到后
者的审议。国家防范机制的《年度报告》并应转交本小组委员会，后者将安排将报告在其网站上公布。

B.国家防范机制方面的要点国家防范机制方面的要点

30.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以避免实际上的或表面看来的利益冲突的方式来开展其职权的所有方面的工作。



31. 应当要求国家防范机制、其成员及其工作人员经常地审查其工作方式，并进行培训，以便根据《任择议定书》加强
其行使职责的能力。

32. 如果被指定为国家防范机制的机构除了根据《任择议定书》规定的职责以外也履行其他职能，其国家防范机制的
职能应当安排在独立的单位或部门，并且有自身的工作人员和预算。

33.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方案，使之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和第29条，在一段时间之后对包含属于
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所有剥夺自由的场所或任何怀疑是剥夺自由场所的地点之视察。为此目的，国家的管辖权限包
含其行使有效控制的所有地点。

34. 国家防范机制计划其工作和利用其资源的方式应当能保证使对剥夺自由场所的视察能够以有效促进防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方式或能实现这一点的足够经常的时间间隙来进行。

35.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就机制认为与其任务相关的现行政策或法律以及政策或法律的草案而向有关的国家主管机构
提出建议和意见。

36.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在其视察之后提出报告，并编写其认为有必要的《年度报告》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报告。适当时，
报告应包含向有关主管当局提交的某些建议。国家防范机制的《建议》应当考虑到联合国在防止酷刑和其他虐待领域
的相关准则，其中包括本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37.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确保在其工作过程中获悉的任何机密信息都得到充分的保护。

38.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确保它有能力并且确实与国家就其建议的执行情况开展对话进程，该机制并应积极地争取本
小组委员会就所涉国家提出的任何建议的执行情况开展跟踪了解，在这一过程中并与本小组委员会保持联系。

39. 国家防范机制应当争取与其他国家防范机制建立并保持联系，以及分享经验并加强工作的效率。

40. 国家防范机制应根据《任择议定书》所作的规定及所载列的目标争取与本小组委员会建立并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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