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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第十四条，在第七十五届会议上 

提出的关于 

  第 42/2008 号来文的意见 

请愿人： D.R.(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请愿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来文日期： 2008年 6月 1日(首次提交) 

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八条设立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于 2009年 8月 14日举行会议， 

完成了对 D.R.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提交给消除种
族歧视委员会的第 42/2008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请愿人与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了如下： 

  意见 

1.1 请愿人 D.R.先生，系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公民。他称澳大利亚违
反《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辰)项第(4)目、第五条(辰)项第(5)
目和第五条(卯)项第(3)目(结合《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
款(子)项解读)，使他受到伤害。他没有律师代理。 

  请愿人提出的事实： 

2.1  请愿人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公民。他持有一个特别类身份证，允许
他在澳大利亚无限期地生活和工作。这一特别移民身份产生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的双边《跨塔斯马旅行安排》，允许两国公民无限期地在另一国生活。 

2.2  请愿人称，澳大利亚的一些法律以他的民族出身为由而非法限制他获得社
会保障、教育和国籍的权利，违反《公约》第五条(辰)项第(4)目、第五条(辰)项
第(5)目和第五条(卯)项第(3)目(结合《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子)项)解读)。他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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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澳大利亚没有他可利用的国家法律或司法途径对以民族出身为由的歧视而寻

求有效保护和补偿。因此，请愿人称缔约国因此也违反《公约》第六条。 

2.3  关于获得社会保障权，请愿人辩称，《社会保障法》限制新西兰公民充分
获得社会保障金，除非持有永久居留身份证，从而以移民身份为由区别对待澳大

利亚公民与其他合法居民。请愿人辩称，就仅对非澳大利亚人居民施加这些条件

来说，这些限制构成以国籍为由的歧视。请愿人的指称主要提到“澳大利亚居

民”一词的含义：界定根据《社会保障法》享有大部分社会保障福利的资格。

“澳大利亚居民”包括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留身份证持有者和“受保护的”特

别类身份证持有者。2001 年 2 月 26 日在澳大利亚与該日不在澳大利亚但该日之
前两年曾在澳大利亚居留满 12 个月并然后返回澳大利亚的新西兰人，被视为
“受保护的”特别类身份证持有人，并成为該法所指的澳大利亚居民。其他新西

兰公民必须符合正常的移民标准，以成为該法所指的“澳大利亚居民”。因为请

愿人最初是在該日之后抵达澳大利亚，所以不是《社会保障法》规定的“受保护

的”特别类身份证持有者。因此，如果他想享有向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身份证持

有者提供的同样社会福利，就需要申请并获得一个永久居留身份证。尽管他已经

在澳大利亚居住 6 年，但他需要再等两年(为新抵达者规定的获得社会保障资格
的等待期)。请愿人还称，这些限制的另一后果是，只要他不被视为《社会保障
法》所指的“澳大利亚居民”，他在澳大利亚的 6年居住期就不算入享有养老金
福利的 10 年最低资格期限。请愿人尚未试图申请永久居留身份证。他辩称，
《社会保障法》要求新西兰公民持有澳大利亚永久身份证，纯属多余，并且不符

合《公约》。根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双边《跨塔斯马旅行安排》，他们是事实

上的永久居民。他还辩称，这些限制构成澳大利亚人与非澳大利亚人合法居民之

间的不平等待遇，以他的国籍为由而直接对他造成伤害。他补充说，这些限制不

具有任何合法目的。 

2.4  第二，请愿人辩称缔约国侵犯他根据《公约》享有的受教育权。根据《高
等教育支助法》(2003 年)，获得澳大利亚政府高等教育学费贷款者必须是澳大利
亚公民或“永久人道主义身份证持有人”(即在澳大利亚留学的难民)。请愿人
称，根据高等教育学费贷款方案，政府为一名有资格享受补助的学生支付一大笔

高等教育学费，并使学生能够贷款弥补差额。合格获得高等教育学费贷款的学生

也有资格在支付预付款后享有大幅度的学费折扣。没有资格享受补助的学生必须

付全额学费，但“学费协助”方案 1 将使他们能够得到全额贷款。有资格享有
学费协助的人是澳大利亚公民、永久人道主义身份证持有者与进修海外专业人员

培训课程的永久身份证持有者。 

2.5  请愿人辩称，《高等教育支助法》施加的资格要求不合法地限制所有非难
民的非澳大利亚人居民获得高等教育，而无论他们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他辩

称，这些限制使用居留许可的概念不是为了确定一名非澳大利亚人有无居留权的

  

 1 《高等教育支助法》第 90.5和 104.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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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目的，而是利用其来界定获得高等教育的条件。他辩称，缔约国应当合理地

解释为什么一个以血统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资格但从未在澳大利亚居住和付税的人

有资格获得学生贷款和学费折扣，而一个虽然不是难民但永久居住在澳大利亚的

非澳大利亚人却无法享有这类福利。他辩称，这一要求是以他的国籍为由进行歧

视，并且不具有合法目的。 

2.6  第三，请愿人辩称，缔约国侵犯他根据《公约》所享有的国籍权而使他受
到伤害。他辩称，为了有资格申请澳大利亚国籍，他必须成为《澳大利亚国籍

法》(2007 年)所指的“永久居民”。该法第 5(1)条规定“永久居民”是一个持有
永久身份证而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或者是一个现不在澳大利亚但以前居住

在澳大利亚、在最后一次离开澳大利亚前就持有并目前仍持有永久身份证的人。

持有特别类身份证的人如果满足《社会保障法》为确定“澳大利亚居民”所规定

的类似具体要求，也可视为“永久居民”。换言之，只有那些 2001年 2月 26日
在澳大利亚的、以及该日不在澳大利亚但该日之前两年中在澳大利亚居住满 12
个月并然后返回澳大利亚的新西兰人，才符合《澳大利亚国籍法》规定的“永久

居民”。新西兰公民如果持有根据《社会保障法》颁发的居住证，也成为该法所

指的永久居民。
2 

2.7  请愿人因持有特别类身份证，能够无限期地合法居住在澳大利亚，并因此
成为一名事实上的永久居民。然而，为了有资格在２年到 4年期满后申请澳大利
亚国籍，他必须成为一个法律上承认的永久居民，或者被视为一个符合《澳大利

亚国籍法》所指的永久居民。请愿人称，尽管他已经在澳大利亚长期居留 4年以
上，但由于直接涉及其国籍和移民身份的条件而被排除在《澳大利亚国籍法》的

“永久居民”定义之外。他辩称，仅对新西兰公民施加的具体条件是以他的民族

出身为由进行歧视，并且是故意限制他享有社会保障，目的不合法。他指出，

《澳大利亚国籍法》规定的“永久居民”标准类似于《社会保障法》为确定“澳

大利亚居民”身份所规定标准，强化了对新西兰公民施加的限制与获得国籍和社

会保障福利之间的蓄意关联。请愿人称，由于《澳大利亚国籍法》施加的限制性

条件，所以他无法申请澳大利亚国籍，并因此面临澳大利亚法律针对非公民享有

社会保障和高等教育福利所施加的限制。 

2.8  最后，请愿人称缔约国没有为上述歧视指称而向他提供《公约》规定的有
效保护和补救办法，并因此违反《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子)项和第六条。他称，
《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法》(1975 年)不为以国籍为由的歧视提供任何有效保护或
补救办法。联邦法院合议庭将該法第 10 条的“民族血统”一词解释为不包括以
国籍为由的歧视。

3 这一解释后来得到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确认。4 请愿人称，对

  

 2 第５(２)条，结合《澳大利亚国籍法》附表 1解读。 

 3 Macabenta诉移民和多文化事务部长案，(1998年)385澳大利亚联邦法院。 

 4 请愿人说，高等法院在 Macabenta案中拒绝了特别上诉请求，从而确认国籍不能作为《种族歧
视法》(1975年)所承认的歧视理由。 



CERD/C/75/D/42/2008 

GE.09-44872 5 

《种族歧视法》的这一司法解释，使他无法通过澳大利亚法院争取补救办法。他

称，寻求任何补救的两个仅有可能途径是联邦监察员或者人权和机会平等委员

会。然而，因为他认为这两个机构都无权推翻联邦的立法，
5 并且对《种族歧视

法》(1975 年)的解释已经详细指出不包括以国籍为由的歧视，所以他尚没有向任
何一个提出正式申诉。 

  申诉： 

3.  请愿人称，澳大利亚不存在对他有效的补救办法。他称，《社会保障法》
(1991 年)、《高等教育支助法》(2003 年)和《澳大利亚国籍法》(2007 年)以他的
新西兰国籍为由而歧视他，剥夺了他享有社会保障的资格并且非法限制他获得教

育和国籍，违反《公约》第五条(辰)项第(4)目、第五条(辰)项第(5)目和第五条
(卯)项第(3)目(结合第二条第一款(子)项解读)。缔约国以此对他实施了种族歧
视。缔约国也没有为他采取有效保护和补救办法，因此没有能够无耽搁地执行一

项消除种族歧视的政策，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二条第一款(子)项。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及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于 2009年 2月 5 日表示，因为本来文的指称不符合《公约》条款并
且请愿人没有用尽一切现行国内补救办法，所以应宣布其不可受理。缔约国还指

出，指称有误，没有种族歧视方面的证据，毫无意义。 

4.2  缔约国称，由于委员会仅有权审议关于《公约》规定的种族歧视指称的来
文，因此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1(c)条，本来文从属物管辖权上不可受理。申
诉以国籍为由的歧视，不构成《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界定的种族歧视。

6 缔约
国援引《公约》第一条第二款：“本《公约》不适用于缔约国对公民与非公民之

间所作的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 

4.3  关于其享有社会保障和教育权的指称，缔约国称请愿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
办法，并指出澳大利亚存在着一些他能够利用的行政和司法途径，其中最重要的

是根据《种族歧视法》(1975 年)向人权和机会平等委员会提出申诉。在人权和机
会平等委员会不能解决申诉的情况下，请愿人可以请求联邦地方法院或澳大利亚

联邦法院审议案情，以获得一个可强制执行的关于非法歧视的补救办法。他也有

可能向联邦监察员提出申诉。缔约国指出，请愿人对现行补救办法效力所表示的

怀疑，不能免除他争取这些补救办法。
7 它还指出，请愿人没有利用最明显适用

的补救办法，即申请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从而使他获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双边

《社会保障协议》(2001 年)没有涵盖的某些社会保障金。永久居留权也将使请愿

  

 5 请愿人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900/1999 号来文，C.诉澳大利亚，2002 年 10 月 28 日的决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39/2006号来文，D.F.诉澳大利亚，2008年 2月 22日的决定。 

 6 缔约国还援引《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法》(1975年)；该法案贯彻澳大利亚的《公约》义务。 

 7 缔约国援引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009/1997号来文，D.S.诉瑞典，1998年 8月 17日的不可受
理决定，第 6.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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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够申请澳大利亚国籍，转而让他能够获得澳大利亚公民享有的高等教育贷款

和学费折扣。如果请愿人申请永久居留权成功，并接着申请社会保障金，大量行

政和司法途径将会对他敞开，得以质疑与其申诉有关的各项决定。 

4.4  关于案情，缔约国称，请愿人的申诉纯属误解；限制他享有某些社会保障
金和高等教育贷款及折扣的资格不是由于他的民族出身，而是因为他既不是永久

居民，也不是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政府在 2001 年改革了法律，从而使所有
移民彼此更加平等。新西兰公民以前享有优惠待遇；然后撤消了这类优惠，仅是

让新西兰公民的地位等同于其他既非永久居民、也非澳大利亚公民的外籍人。委

员会承认这具有合法的目的。
8 缔约国认为请愿人关于他在澳大利亚的 6 年居留

期不计算入领取养老金所需的 10年期的指称有误，确认他在 65岁时能够依赖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社会保障协定》，并确保他的 6年居住期得到考虑。请
愿人能够申请永久居留权，使他有资格申请澳大利亚国籍，从而能够如所有澳大

利亚公民一样获得社会保障金。 

4.5   关于受教育权，缔约国称，《高等教育支助法》(2003 年)关于享有“高等
教育学费贷款”和“学费协助”的国籍和居留权限制，符合澳大利亚的《公约》

义务。采纳这些限制的合法目的是确保公共资助的高等教育首先满足澳大利亚公

民的需求，并协助解决潜在涉及非澳大利亚人居民以学生贷款借取纳税人资金而

离境的债务避免问题。在这方面，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公民的待遇与非澳大

利亚公民的所有外国人、永久人道主义身份证持有人、或进修海外专业人员培训

课程的永久身份证持有者一样。缔约国指出，请愿人作为新西兰公民，在澳大利

亚能够享有就业服务、卫生保健、公共住房、中小学教育和家庭税收优惠。根据

《跨塔斯马旅行安排》的条款，新西兰公民可以无限期地旅行、生活和工作。在

这方面，他们依然享有比其他外国人大得多的优惠。请愿人与其他国籍的移民一

样，能够申请永久居留权。这将使他能够申请澳大利亚国籍，从而具有与全体澳

大利亚公民一样的获得学费贷款和折扣的资格。 

4.6  请愿人称，取得澳大利亚国籍的资格要求对新西兰公民的适用不平等，使
他们没有资格申请澳大利亚国籍。缔约国就此指出，因为请愿人没有采取步骤准

备申请澳大利亚国籍，所以没有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如果他采取这些步骤，

将有一系列国内补救办法对他开放，以争取审查就其申请所做的政府决定，比如

申诉到行政上诉法庭、联邦法院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请愿人也能够根据《澳大

利亚反歧视法》向人权和机会平等委员会以及联邦监察员提出申诉，或者在联邦

地方法院和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起诉。 

4.7  其次，缔约国指出，请愿人的指称毫无道理。9 《澳大利亚国籍法》规定的
资格标准要求申请者是一个永久居民；这同样适用于申请澳大利亚国籍的所有移

  

 8 缔约国援引委员会第三十号一般性建议，以及第 39/2006 号来文，D.F.诉澳大利亚，2008 年 2
月 22日的决定。 

 9 缔约国援引《公约》第一条第三款和第三十号一般性建议第 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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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存在国籍歧视。请愿人没有争取获得永久居留权作为申请澳大利亚国籍的

准备步骤，也没有提供证据表明他在取得永久居留权方面遇到任何障碍，特别是

由于他的国籍或他是新西兰公民这一事实。 

4.8  关于请愿人的最后申诉，缔约国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请愿人做出任何努力
探求各种他可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并通过其获得补救。由于请愿人没有援引任何

这些补救办法，因此缔约国认为，就提供保护和补救的问题来说，它没有必要作

出答复。只有当现行补救办法受到利用时，才能够评估这些补救办法是否的确向

请愿人提供了任何保护，以制止《公约》所规定的任何据称歧视行为。 

  请愿人对缔约国的陈述提出的意见： 

5.1  请愿人说，他是一个受害者，作为新西兰公民而因澳大利亚法律及其拒绝
保护和补救而受到歧视。国籍是《公约》承认的歧视理由，包括在民族出身的概

念之中。委员会因此有权审议他的申诉。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问题，他辩称，

因为缔约国承认澳大利亚法律不将国籍视为歧视理由，所以不应当要求他争取国

内补救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内补救办法未向他提供任何合理的成功期

望。 

5.2  请愿人认为，“永久居民”在澳大利亚法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有权在
澳大利亚永久居住，但是在法律上却不承认为永久居民。他辩称，缔约国仅仅阐

述了澳大利亚公民和其他国籍居民之间的区别待遇问题，但是没有具体地答复他

关于新西兰公民与其他国籍居民之间存在区别待遇的申诉。 

5.3  请愿人承认说，如果他持有永久身份证，他将最终能够获得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双边《社会保障协定》尚未涵盖的某些社会保障金。但他称，这是一个歧视

性的要求；缔约国没有证明这具有任何合法的理由。缔约国所援引的国内补救办

法范围仅适用于以行政决定被剥夺社会保障金的永久身份证持有人。关于他的情

况，他称法律的实施直接剥夺了他获得某些社会保障福利的权利。他认为这些法

律具有歧视性。 

5.4  关于获得高等教育问题，他称缔约国没有解释为什么非澳大利亚人居民无
法享有与澳大利亚公民同样的高等教育贷款和学费折扣。他补充说，尽管非新西

兰人永久居民最终有权申请国籍，并因此享有获得政府贷款的福利，但他作为新

西兰公民却因为不被视为永久居民，所以无法满足法律施加的歧视性国籍要求。

他补充说，除非他持有永久人道主义身份证，否则在任何情况下，持有永久身份

证都不使他能够申请学费贷款和折扣。他称，这一区别待遇是以国籍和移民身份

为由，没有合法目的。 

5.5  关于获得国籍的权利，请愿人重申，关于永久居留权的要求是歧视性的。
他强调说，缔约国利用他的新西兰国籍而非法妨碍他获取澳大利亚国籍。缔约国

援引的国内补救办法只适用于以行政决定被拒绝国籍的永久身份证持有者。在他

的案件中，具有歧视性的法律直接剥夺了他获得国籍的权利。他还指出，永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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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的申请程序繁琐，要求申请者满足严格的条件，严重妨碍永久居民享有社会

保障和高等教育福利以及申请澳大利亚国籍。 

5.6  请愿人重申，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都是虚幻的。他指出，缔约国没有否认
说，在申请澳大利亚国籍的资格方面，国内法未向他提供任何保护或补救办法免

遭以新西兰国籍为由的歧视。这类歧视属于种族歧视的概念范围之内。由于缔约

国没有向他提供关于这类种族歧视的有效保护和补救办法，因此违反《公约》第

二条第一款(子)项和第六条。 

  委员会必须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6.1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审议一项来文所含的任何指控前，必须根据《公
约》第十四条第七款(子)项决定可否受理该来文。 

6.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反驳说，因为请愿人的来文不符合《公约》的条款(委
员会议事规则第 91(c)条)，并且请愿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议事规则第 91(e)
条)，所以应视其不可受理。 

6.3  关于来文是否符合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1(c)条，缔约国辩称，根据《公约》
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愿人的指称在属物管辖权上不属于种族歧视定义的范围

之内。缔约国指出，这一定义不承认国籍为由的种族歧视。它进一步指出，《公

约》第一条第二款特别从《公约》中排除了“一缔约国对公民与非公民间所作的

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考虑到 2004 年第三十号一般性建议，特别是必须
根据《公约》第五条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委员会不认为本来文初步看来不符合

《公约》的条款。 

6.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因为请愿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所以应
当根据议事规则第 91(e)条认为本来文不可受理。相反，请愿人称，向人权和机
会平等委员会或联邦监察员提出申诉都没有成功的可能。委员会注意到，人权和

机会平等委员会无法处理根据本《公约》提出的任何申诉，而《人权和机会平等

委员会法》没有涵盖所申诉的事件是由于法律的直接施行而引发的申诉。委员会

指出，《种族歧视法》(1975 年)没有涵盖以个人国籍为由的歧视。缔约国也承认
这一点。委员会提到其关于第 39/2006 号来文(D.F.诉澳大利亚)的决定10 人权和
机会平等委员会在该案中依据上述三条理由而驳回了申诉。因此，认为请愿人如

果在本案中向人权和机会平等委员会申诉，将由于同样理由而败诉，是合理的。

委员会指出，无论如何，人权和机会平等委员会或联邦监察员的任何决定只能具

有建议性的，而不是约束性的效果，即使它们接受了请愿人的申诉并作出对他有

利的决定，而缔约国能够漠视这类决定。委员会因此认为缔约国建议的上所述补

救办法都是无效的。11 

  

 10 2008年 2月 22日的决定。 

 11 委员会就此援引人权事务委员会对第 900/1999号来文(C先生诉澳大利亚，2002年 10月 28日
的决定，第 7.3段)所作的相关类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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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关于缔约国辩称请愿人有一些可以寻求补救办法的司法途径，委员会重
申，国内补救办法如果没有客观的成功希望，则没有必要用尽。这种情况包括根

据适用的国内法将不可避免地驳回申诉，或者最高国内法院的既定案例排除积极

的结果。考虑到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合议庭在 Macabenta案裁决中以明确措词12 排
除国籍作为《种族歧视法》(1975 年)所承认的歧视理由，委员会认为不存在请愿
人可以探求的有效补救办法。由于委员会认为不存在对可受理来文的其他障碍，

所以它着手审议本案案情。 

7.1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否认请愿人关于他在社会保障福利分发方面受到以
民族出身为由的歧视。它注意到，在 2001 年的修正之前，比起其他既不是澳大
利亚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的外国人，居于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公民在获得澳大利亚

社会保障金方面享有优惠待遇。根据 2001 年的修正，对所有其他新西兰公民取
消了这些福利，以确保其无论出生何地，都与在澳大利亚的其他国家移民地位等

同。委员会注意到，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公民像其他非公民一样，可以根据同样条

件申请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澳大利亚国籍；而获得其中之一，就可以使其符合“澳

大利亚居民”的定义，从而获得有关的社会保障福利。在这方面，委员会援引其

在第 39/2006 号案(D.F.诉澳大利亚)中的意见。委员会在该案中审议了一个类似
的申诉，认为 2001 年的修正没有导致区别的产生，而是消除了这一使请愿人及
所有新西兰公民比其他非澳大利亚公民处于更有利地位的区别。委员会认为，这

一分析是重要的，并适用于本案情况。请愿人尚未证明《社会保障法》的实施导

致了以民族出身为由的区别。他未能证明他的民族出身妨碍他获得永久居留身份

证或澳大利亚国籍以有资格根据《社会保障法》获得有关福利。由于这些原因，

委员会认为有关法律没有作出民族出身上的区别，所以认为缔约国没有违反《公

约》第五条(辰)项第(4)目或第二条第一款(子)项。 

7.2  关于受教育权，委员会注意到：请愿人称，根据《高等教育支助法》(2003
年)规定的资格标准，学生贷款和学费折扣申请人必须是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永
久人道主义身份证持有人”(即难民)，从而不当地限制了他的受教育权。委员会
也注意到，缔约国辩称这类限制的理由是确保公款资助的高等教育首先满足澳大

利亚公民的需求，并协助解决潜在涉及非澳大利亚公民通过学生贷款借取纳税人

资金然后离境的避免债务问题。委员会注意到，请愿人没有资格享受这类福利不

是由于他的民族出身，而是由于他并非一个澳大利亚公民、永久人道主义身份证

持有人、或进修海外专业人员培训课程的永久身份证持有人。居住在澳大利亚的

新西兰公民享有与其他不符合这些客观要求的外国公民同样的待遇。即使澳大利

亚公民和被承认的难民享受优惠，也没有可能断定这一制度是损害特定民族出身

的人。像其他非澳大利亚公民一样，在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公民可以根据与其他国

籍者同样的条件申请永久居留身份证，从而有资格接着申请澳大利亚国籍。获得

国籍将使他们满足《高等教育支助法》的资格要求。请愿人没有证明《高等教育

支助法》的实施导致了以民族出身为由的区别。他未能证明他的民族出身妨碍他

  

 12 Macabenta诉移民和多文化事务部长，(1998年)385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援引于前第 2.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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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澳大利亚国籍，使他不能享有《高等教育支助法》规定的

福利。出于这些原因，并且鉴于请愿人的申诉依据的是《公约》第五条(辰)项第
(5)目和第二条第一款(子)项，委员会认为请愿人证据不足。 

7.3  关于获得国籍权，委员会注意到：请愿人称《澳大利亚国籍法》(2007 年)
中“永久居民”的限制性定义不当地限制了他根据《公约》享有的国籍权。委员

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请愿人作为新西兰公民可以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证，并然

后可以申请澳大利亚国籍。来文中没有证据表明请愿人已经作出任何这类获得永

久居留权的努力，以作为申请澳大利亚国籍的准备步骤。委员会注意到，不存在

针对新西兰公民申请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或澳大利亚国籍而施加的特别障碍。请

愿人也没有表明《澳大利亚国籍法》的实施导致了以民族血统为由的不合理或不

相称的区别。他未能表明：他的民族出身是取得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澳大利亚国籍

的障碍、大多数永久居留身份证持有人是民族出身不同于他的非公民、或者他的

确是由于民族出身而被拒绝获得这一身份证或澳大利亚国籍。出于这些原因，委

员会认为，有关法律没有以民族出身为由作出任何区别，并因此认为缔约国没有

违反《公约》第五条(卯)项第(3)目或第二条第一款(子)项。 

7.4  委员会注意到：请愿人辩称，对于上述国籍歧视的指称，缔约国没有根据
《公约》为他提供有效保护和补救办法，并且因此澳大利亚没有采取一项消除种

族歧视的政策。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只有请愿人通过各种现行国内补

救办法求助，才能评估这些办法是否符合《公约》。委员会注意到，请愿人尚没

有申请永久居留权或澳大利亚国籍，而获得永久居留权和澳大利亚国籍对其关于

争取各种福利享有资格的全部申诉非常重要。委员会认为，就上诉任何指称来

说，缔约国没有对请愿人违反《公约》。不能让缔约国对其未实施的侵犯行而负

责提供切实保护或补救办法。委员会因此认为缔约国没有违反《公约》第六条或

第二条第一款(子)项。 

8.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七
款(子)项行事，认为所提交的事实并未显示对《公约》任何条款的违反。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
阿拉伯文和中文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