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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况 

A.  地理情况  

 1.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北纬 15 至 27 度 西经 6 至 19 度 面积为

1,037,000 平方公里  

 2.  国家西北部是西撒哈拉 北部与阿尔及利亚相邻 东部与马里接壤 马里

和塞内加尔位于南部 西濒大西洋  

 3.  国家中部和北部是多山的高原 有诸如阿德拉尔山和塔甘特山等山峦 高

达 400-800 米 南部贯穿着塞内加尔河谷 即舍马马 国家其余地区的地形主要是

连绵的沙丘  

 4.  毛里塔尼亚分为四个气候区  

(a) 萨赫勒以南或塞内加尔河气候区 年降雨量多大 300-400 毫米 以洪

泛地农业为主  

(b) 萨赫勒气候区 气候干燥 年降雨量介于 100-300 毫米之间  

(c) 北部广阔的撒哈拉气候区 降雨非常不规律 每年总雨量不足 100 毫

米 除了少数几个绿洲外 水源稀少 绿洲地开发的大规模棕榈种植

园促成大规模住区的发展  

(d) 受大西洋影响的沿海气候区  

 5.  1972-1984 年 毛里塔尼亚受到干旱的严重打击 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 国家耕作和畜牧的能力因而大受限制 造成农村地区生活水平下降 虽然近

年来雨量有所增加 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仍很薄弱  

B.  人口和社会发展  

 6.  据估计 1996 年毛里塔尼亚人口为 2,350,000 人 人口中阿拉伯人占多数

另外有非阿拉伯语的颇尔人 索尼盖人和乌洛夫人 这些不同民族的人几个世纪

以来一直和谐相处 团结一致 不管是受殖民之前 殖民期间还是在目前这个新

的现代国家中 他们都是一个兄弟般的统一的民族  

 7.  毛里塔尼亚人都信仰伊斯兰教 毛里塔尼亚人始终是奉行马拉基礼仪的逊

尼派教徒 这是伊斯兰教中的温和派系 没有宗派主义或教条主义 该教派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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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 鼓励团结和统一 蔑视暴力和仇恨 反抗专横与压迫 是融合民族个性的

真正团结力量  

 8.  人口年增长率为 2.9% 出生时预期寿命为 51.3 岁 生育率为 6.32%  

 9.  过去 20 年中 由于干旱造成气候条件的恶化使人口大批涌入城市 给城

市化带来诸多问题 1970 年农村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 72% 1977 年该比例降至

32.9% 1988 年降至 11.4%  

 10.  按年龄组来划分人口显示其中有一半人口未满 18 岁  

 11.  政府通过的人口政策声明规定把持久改善生活条件作为主要目标 这必

须通过继续不断地执行减贫 扫盲 保证粮食安全 进行土地改革和妇女计划来实现  

 12.  主要社会 经济指数有所提高 这反映过去 10 年中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

进步 见下表  

社会经济指标  1988 1998 
总人口(千) 1 864 2,493 
面积(平方公里) 1 030 700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8 2.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货币 乌吉亚)  80 271 
获得保健服务(%) 33 79 
获得饮用水(装置) 435 2 018 
获得适当卫生设施  50 61 
小学毛入学率(%) 52.2 86.00 
中学毛入学率(%)  37.4 
    男生   39.4 
    女生   35.3 
高等教育(注册学生)(20-24 岁) 1 997 9 147 
识字率(%) 38.4 52.4 
    15 岁及以上(%)  50.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29 
出生时预期寿命(年龄) 48.3 52.8 
毛出生率(%) 45.2 43.7 
毛死亡率(%) 18.1 14.1 
婴儿死亡率(每一千个活胎儿中) 124 105.5 
母亲死亡率(每十万个活胎儿) 960 904 
生育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个数) 6.3 6.3 
每位医生的病人数目  10 225 9 518 
城市人口(%) 41.6 53.0 
农村人口(%) 58.4 47.00 
年增长率(%)   
    总人口  2.93 2.98 
    城市人口   5.3 
    农村人口   0.49 
在业人口(千) 583 241 728 462 
毛参与率(%) 31.11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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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和政权结构 

A.  行政结构  

 13.  毛里塔尼亚全国分为 13 个大区 其中首都努瓦克肖特为特区 每个大区

都是一个分权行政单元 区以下设省 省下设市县 最小的行政单元是乡镇 全

国共有 53 个省和 208 个乡镇  

 14.  各地区设有区长 代表行政权力 各省设有省长 各市县设有市县长  

 15.  自 1989 年起 毛里塔尼亚政府开始进行行政和体制改革 目的是改组公

务 使其更符合全体人民的需要 行政结构的权力下放之所以被选为战略手段

主要因为这样能更好地解决原先由中央集权制度处理的行政 组织和制度问题  

 16.  权力下放在教育 保健和农村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好 因为这些方

面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  

B.  政权结构  

 17.  毛里塔尼亚的现代政权史可分成下列 3 个不同的时期  

(a)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1903-1960 年)  

(b) 两种不同制度下的非常时期  

(一) 民政时期 由毛里塔尼亚人民党一党专政(1961-1978 年)  

(二) 军政时期 政权集中于军事委员会手中(1978-1991 年) 

(c) 民主多党制时期(自 1991 年以来) 由全民公决通过了一部宪法  

 18.  实际上 本文件将集中叙述民主多党制以来建立的政权结构  

 19.  宪法确立了毛里塔尼亚社会各阶层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权利 并

重申了毛里塔尼亚对 世界人权宣言 和对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的承

诺 宪法一方面保证权力分立 另一方面保证这些权力之间的平衡  

1.  共和国总统  

 20.  共和国总统是宪法保证人 他象征着国家并确保政府工作连续正常的运

行 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 任期 6 年 为避免个别团体的不当影响 所有总统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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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必须有 50 个至少来自 10 个大区的市政务会委员作联署提名 任一大区联署

提名总统候选人的人数不得超过 1/5  

2.  政   府  

 21.  政府在总理的领导下 根据总统颁布的指导方针执行一般国家政策 政

府成员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  

3.  议   会  

 22.  议会为两院制 包括参议院和国民议会  

 23.  国民议会的议员直接普选产生 任期 5 年 参议员则从领土社区和毛里

塔尼亚海外侨民中通过间接选举产生 任期 6 年 每两年改选 1/3 的参议员  

 24.  毛里塔尼亚法律范围包括有 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国籍 外国人居留

规定 选举条例和领土的选区划分 财产管理条例 公务的总体安排 国家的社

会和经济活动等等  

 25.  国民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或不信任案解散政府  

4.  司法机构  

 26.  司法机构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构  

 27.  共和国总统是司法机构独立的保证人 总统在由其主持的最高司法会议

的协助下履行保证职能 司法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a) 司法部长 副主席  

(b) 最高法院院长 委员  

(c) 最高法院最资深副院长 委员  

(d) 驻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 委员  

(e) 司法机构和监狱行政总监察长 委员  

(f) 由同仁选出的三名法官 任期两年 委员  

(g) 参议院的一名非议会代表 每个司法年度由参议院议长任命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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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国民议会的一名非议会代表 每个司法年度由国民议会议长任命 委

员  

 28.  法律保证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具有独立性 并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可能影响

他们行使其职能的压力(见 1994 年 2 月 17 日颁布的关于司法机构地位的组织法

No.94-012,第 15 条)  

 29.  毛里塔尼亚的司法机构如下  

(a) 省级法院 由一名法官在两名陪审员协助下主持诉讼程序  

(b) 大区法院 包括四个分庭 民事法庭 商事法庭 行政法庭和刑事法

庭 此外设有一个或多个调查单位 在这类法庭上由一名共和国检察

长或他的一名副手提出起诉 每个分庭由一名法官主持 并由两名有

咨商权的法官协助  

(c) 劳工法院 根据劳工法 该法院由一名法官和数名陪审员主持  

(d) 上诉法院 设有与大区法院相同的分庭 审理对初审所下判决的上

诉 由上诉法院检察长或他的一名副手提出起诉  

(e) 刑事法院 每个大区的首府设有一个刑事法院 其管辖权和运作由刑

事诉讼法规定  

(f) 最高法院 设有院长一名 4 名各自主持一个分庭的副院长和几名顾

问 最高法院的分庭有  

(一) 行政法庭  

(二) 民事与商事法庭  

(三) 社会事务法庭  

(四) 刑事法庭  

 30.  在行政方面 最高法院有权审判非法行为 确定个人行政或管理行为的

合法性 审理涉及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和地方当局地位的诉讼以及处理公共领域的

纠纷  

 31.  在司法方面 最高法院审理对法院或集体劳资纠纷仲裁委员会所做的终

审判决的缺乏管辖权或不合法的上诉 它还对省级法院的初审或终审判决作出裁

定 除此之外 最高法院也受理  

(a) 复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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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送交另一法院的请求  

(c) 管辖权冲突的请求  

(d) 对司法不当行为的上诉  

(e) 根据刑事诉讼法对法官和某类公务员进行的诉讼  

(f) 不同法院对涉及相同当事人的案件 使用同一论点所做的冲突性终审

判决  

 32.  最高法院还可应要求对各部长在其部门运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  

5.  其它体制机构  

 33.  除了 3 个传统权力机构 (立法 行政和司法机构 )以外 为了加强法治

现有的民主组织得到了以下机构的支持  

(a) 宪法委员会 该机构监督选举的正常进行 审查请求并裁定法律是否

合乎宪法 该委员会有 6 名委员 2 名任期 3 年 2 名任期 6 年 2

名任期 9 年 共和国总统在每个任期组中任命一名委员并从中指定一

名委员担任主席 国民议会议长指定一名任期 9 年的委员和一名任期

3 年的委员 参议院议长任命一名任期 6 年的委员  

(b) 高等法院 每次议会选举后 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从其议员中选出

人数相同的议员组成高等法院的成员 该法院有权审理共和国总统

总理或政府成员的加重情节的叛国罪  

(c) 审计法院 该法院是核查公共财政的最高机构 该机构持续不断地有

系统地核查 提供信息和咨询活动有助于实现以下目标  

(一) 保护政府财政  

(二) 改善管理方式和技术  

(三) 促使行政程序合理化  

审计法院的成员有  

(一) 法院院长  

(二) 各分庭庭长  

(三) 各部门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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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顾问  

(五) 审计员  

(d) 最高伊斯兰教委员会 该机构由 5 名委员组成 全部由总统任命 委

员会就共和国总统向其咨询的问题发表意见  

(e)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应共和国总统要求对经济和社

会方面的法律草案 命令和法令以及提交给总统的同类法案发表其意

见 共和国总统也可以就任何事关国家的经济或社会事项咨询该委员

会  

(f) 共和国调解员 共和国调解员是一个 独立机构 其任期不定 他

负责接受公民的请求 处理公民与国家行政机构 地方政府机关 政

府部门和所有其它公家机构之间未能解决的纠纷 调解员就公民与行

政部门之间的纠纷向共和国总统提出建议 如他认为某些行政机构的

工作令人不满意并会损害到公民时 他可提出旨在改善有关机构运作

的提议或建议参与改善行政机构的运作 1998 年 5 月 19-21 日在努

瓦克肖特举行的题为 监察员和调解员 为民主服务的独立机构 的

法语国家监察员和调解员第二次世界大会赞扬了该机构的声誉及其在

发挥管理和调解作用时的独立性和能力  

三 保护人权的宪法保障和一般法律体制 

A.  宪法保障  

 34.  1991 年 7 月 20 日通过的宪法在序言中宣明毛里塔尼亚人民奉行伊斯兰

教和 世界人权宣言 和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以及毛里塔尼亚加入的

其它国际公约所界定的民主原则  

 35.  宪法赋予人权以宪法的地位 规定 只有尊重法治的社会才能保证自

由 平等和人的尊严 并重申毛里塔尼亚人民的承诺保证以下权利和原则  

(a) 平等权利  

(b) 人权和基本自由  

(c) 拥有财产的权利  



HRI/CORE/1/Add.112 
page 9 

 

(d) 政治自由和工会自由  

(e) 经济和社会权利  

(f) 属于作为伊斯兰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的权利  

 36.  宪法第 10 条为加强毛里塔尼亚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 规定国家将向

其所有公民保证公众和个人自由 特别是  

(a) 在共和国领土全境内行动和居住自由  

(b) 出入国家领土自由  

(c) 意见和思想自由  

(d) 言论自由  

(e) 集会自由  

(f) 自由参加其选择的政治组织或工会  

(g) 贸易和工业自由  

(h) 知识 艺术 科学创作自由  

 37.  宪法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法律保护公民的名誉 隐私 其人身 住宅与信

件的不受侵犯  

 38.  根据宪法第 80 条 依法批准的条约或协定一经颁布便优于国家法律 并

可以在国家法庭上援用  

B.  条约保障  

 39.  除 儿童权利公约 之外 毛里塔尼亚还批准了许多其它人权公约及其

附加议定书 它们是  

(a)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b) 非洲统一组织关于管理非洲难民问题特定方面的公约  

(c) 妇女政治权利公约  

(d)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e) 反对体育领域中种族隔离公约  

(f)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g) 禁奴公约  

(h) 废除奴隶制 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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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修正禁奴公约议定书  

(j) 强迫劳动公约 (1930 年 6 月 28 日国际劳工局通过的公约(第二十

九号))  

(k) 废止强迫劳动公约 (1957 年 6 月 25 日国际劳工局通过的公约第

一〇五号))  

(l) 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公约  

(m)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n)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