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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纽约 1 9 8 7年 8月 7日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 

秘书长先生， 

我谨提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依照《公 

约》设立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按照该条规定"按年将工作报告送请秘书长转送联 

合国大会" . 

正如你提交大会的报告（A/41/561)中所指出的，由于一些締约国几年不交分 

摊的费用和联合国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委员会1 9 8 6年 8月的常会未能举行，因 

此委员会无法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如你所知，委员会面临的财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因此委员会于1 9 8 7年 8 

月只召开了缩短为一周的常会，以便通过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和处毪其它一些紧 

迫事项. 

娄员会在1986年和1987年曾举行三届常会，并在今天举行的第8 1 4次会 

议上一致，过 1 9 8 6 — 1 9 8 7年的综合报告，以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现 

将报告附上，请转送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堠致最崇鬲的敬意.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主席 

约翰'克里衆纳（签名） 

-vlii • 



一、组织及有关事项 

A 《 公 约 》 締 约 国 

1. 截至1 9 8 7 年 8 月 7 B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闭幕之B止，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有124个缔约国，该《公约》经联合国大 

会 1 9 (i 5年 1 2 月 2 1日第 2 1 0 6 A (XX)号决议通过，于1 9 6 6 年 3 月 7 日 

在纽约开放签字和批准.《公约》按照其笫 1 9条的规定，于1 9 6 9 年 I 月 4 

曰生效. 

2. 截至第=十五届会议闭幕之曰， 1 2 4个《公约》缔约国中有1 2个发表 

了《公约》第1 4条第 1款所述的声明，《公约》第 1 4条于 1 9 8 2年 1 2月 

3曰开始生效，因为第1 0个国家已将声明交存秘书长，承认委员会受权接受并审 

理个人或个人联名提出的来文.締约国名单和按照第 1 4条规定发表这项声明的 

国家名单见附件一， 

B .常会和议程 

3. 消除种族歧視委员会在1 9 8 6 - 1 9 8 7年间举行了三届常会（还见第 

二 聿 ) ‧ 第三十三届佘钹（第7 5 0至 7 7 6 次 会 议 ） 于 1 9 8 6 年 3 月 3 日 至 

2 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琊举行.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7 7 7— 8 0 4次会议）于 

1 9 8 7年 3月 2日至 2 0日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举行，第三十五届会议（第 

8 0 5 - 8 1 4 次 会 议 ） 于 1 9 8 7 年 8 月 3 日 至 7 日 也 在 日 内 瓦 举 行 . 

4. 委员会通过的这三届会议的议程复印于附件二中. 

G.委员会成员和出席情况 

5. 根据《公约》第8条的规定，缔约国于1 9 8 6 年 1 月 1 7日在联合国总 

部举行了第十次会议，'并从提名接替任期至1 9 8 6 年 1 月 1 9日届满的成员的 

侯逸人中逸出了9名夯员会成员. 



6. 1 9 8 6 - 1 9 8 7年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于1 9 8 6 年 I 月 1 7 曰 当 选 

或靈新当逸的名单如下： 

成员姓名 国藉 
1 月 1 9 B 

任期届满 

Mr. Mahmoud ABOUL-HASR * 埃及 1990 

Nr. Hamxat AHMMX7 ** 尼曰利亚 1990 

Mr. Michael Packer BANTON * 大不列頻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90 

Nr. Mohaned Oner BBSHIR * 苏丹 1990 

Mr. And" BRMJMSCHNBX6 * 法国 1990 

Mr. Nikola CICANOVXC 南斯拉夬 1988 

Mr. John J . CRBHON& 马耳他 1988 

Nr. Nicolas DB PXEROIA Y BALTA 秘瞽 1988 

Mr. Matey KMUISXMBONOV 保加利亚 1988 

Mr. George 0. LAMPTBY ** , 加纳 1990 

Mr. K j e l l OBBRS 瑜典 1988 

Mr. Karl Josef PARISCB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 

Mis. Shanti SADIQ ALX 印度 1988 

Mr. Agha SHAHI ** 巴基斯坦 1990 

Mr. Michael B. SHBRIFZS ** 塞浦路斯 1990 

宋蜀华先生 中国 1988 

Mr. Gleb Bori80vich STARÔSHENRO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88 

Mr. Mario Jocg« YUTZIS 阿根廷 1988 

• 1 9 8 6 年 1 月 1 7 日 当 选 . 

1 9 8 6 年 1 月 1 7 B霣新当逸， 

7 .除阿马杜先生外，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出席了第三十三届会议.布朗施韦 

先生出席了该届会议的部分会议.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出席了第三十四届会议.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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瞢泰先生出席了该届会议的部分会议，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出席了第三十五届会议. 

D.庄严声明 

8. 在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开幕式上，在締约国第十次会议上当选或重新当逸的 

委员会各成员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 4条作了庄严声明 .布朗施韦先生于 1 9 

8 6 年 3 月 1 0日在第7 5 9次会议上作了庄严声明.阿马杜先生于 I 9 8 7年 

3月2日在委员会的第三十四届会议（第7 7 7次会议）上作了庄严声明. 

^ 选 举 主 席 团 成 员 

9. 委员会1 9 8 6 年 3 月 3 日 第 7 5 0次会议根据《公约》第1 0条第 2款 

规定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任期两年： 

主 席 : 约 翰 ‧ 克 里 蒙 纳 先 生 

副主席:尼科拉•契査诺维奇先生 

乔治•兰普泰先生 

马里奥‧康尔赫'龙特西斯先生 

报告员：桑蒂。萨迪克‧阿里夫人 

31. 1 9 8 8年和 1 9 8 9年夯员会的会议 

1 0 .委员会 1 9 8 7 年 8 月 7 日 第 8 1 4次会议上接获通知，委员会1 9 8 8 

年和 1 9 8 9年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如下： 

第 三 十 六 届 会 议 ― 1 9 8 8 年 2 月 2 9 日 至 3 月 I 8日，日内瓦联合国 

办事处.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一 1 9 8 8年 8月 1日至 1 9日，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 

第 三 十 八 届 会 议 一 1 9 8 9 年 2 月 2 7 日 至 3 月 1 7日，日内瓦联合国 

办事处。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一 1 9 8 9年 8月 7日至 2 5日，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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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同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的合作 

11.按照委员会关于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教科文组织）合作的1 9 7 2 年 8 月 2 1 曰 第 2 ( V I )号决定的规定*这两 

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委员会的常会. 

îa根据委员会同劳工组织关于适用《公约》和建议问题专家娄员会之间的合 

作安排，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成员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收到了该专家委员会提 

交国际劳工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专家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是其中有关适用1 9 5 8年的歧视（就业及职业）公约（111号）和1 9 5 7 

年当地和部落人口公约 U 07号）的各节及报告中与其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 

13.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也就该组织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 

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行动十年方面开展的活动发了言. 

H.娄员会的其他活动 

14. 主席克里蒙纳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了 1 9 8 6 年 3 月 2 1曰在联合国总部 

举行的纪念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的庄严会议，并代表委员会发了言。 

15. 委员会于1 9 8 7 年 3 月 2 0 B举行了纪念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的庄严会 

议，会议是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娄员会的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举行的. 

16. 在这次会i义上，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的主任杨*莫顿逊先生宣读了秘书长 

的来电， 

17.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委员会主席克里荣纳先生，委员会报告员萨迪克‧阿里 

夫人，委员会成员阿马杜先生、德彼罗拉'Y ‧巴尔塔先生和斯塔鲁琴科先生，以 

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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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締约国按照《公约》規定 

文付其摊淤捐款的义务 

18. 委员会在1 9 8 6年 3月举行的第7 5 8次、第7 7 1次和第7 7 3次会 

议（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彩响到委员会有效履行《公约》规定的监督职务 

之能力的严重财务状况.这一财务状况的出现是由于一些締约国不支付《公约》 

第8条第6歉所要求的摊派捐款，该歉规定："締约国应负贲支付委员会成员厢行 

委员会职贲时之费用 "一因此，直到 1 9 8 5年底,在收到締约国拖欠的捐款之 

前，委员会相当多的活动不得不由联合国苷通基金给予资助.但在1 9 8 6年， 

由于联合国本身面临财政危机，它无法象过去那袢继续垫款， 

1 9 . 《公约》締约国的第十次会议于1 9 8 6 年 1 月 1 7日举行，秘书长敦促 

该会议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恰当的行动.会议决定，为削减开支，委员会成员应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旅行，而不坐一等艙；并且，今后委员会每年两届会议都应在日 

内瓦举行.'该会议还向秘书长发出呼吁，要求再预支一次必要的旅费，以便委 

员会成员能够出席1 9 8 6年3月的第三十三届会议，会议紧恚呼吁各締约国尽快 

缴付其拖欠款项，并不应迟于1 9 8 6 年 6 月 1 5日付款，使委员会能继续它的重 

要工作. 

2 0 . 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主席代表委员会于1 9 8 6 年 3 月 1 6日致函欠款 

的各締约国，呼吁他们立即缴付捐款.而且，他还于 1 9 8 6 年 3 月 2 1日致函 

各区域集团的主席，请求他们榦旋，促使有关締约国缴付拖欠的摊淤捐款. 

2 1 . 虽然一些締约国积极响应秘书长和委员会主席的一再呼吁，但截止1986 

年 6 月 1 6日为止，未交的摊款和欠歉仍达262， 6 U 美 元 . 因 此 ， 秘 书 长 不 得 

不将这一情况通知各締约国和委员会各成员，并说明，既然1 9 8 6年夏季常会的 

举行取决于收到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联合国瞢通基金的预支款和委员会成员的预计费 

用，原订于1 9 8 6 年 8 月 4 日 至 2 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常会不得不推迟.因此, 

委员会未能依照《公约》第9条第2歉的規定，将1 9 8 6年的工作报告送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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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届会议， 

2 2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了委员会的严重财政状况，并通过了 1 9 8 6年 

1 2 月 4 日 第 4 1/1 05号决议，大会在决议第4段中紫恚呼吁缔约各国^行《公约》 

所规定的财政义务，以便使娈员会能够恢复工作.大会主席在该决议通过时也发 

出了 一项呼吁. 

2 3 . 根据该决议的第5段，秘书长于1 9 8 6年 1 2月8日以用户直通电报向 

未缴清经费的约6 0个締约国的外长发出了紧急呼吁.全体会议通过该决议之前 

秘书长于1 9 8 6年 1 1月7日还向各締约国递交了 1 9 8 7年的经费分摊通知， 

促请他们尽快缴付1 9 8 7年的捐歉， 

24.此外，秘书长还应大会的要求，寻找一切恰当的途径使委员会能够在1 9 

8 7年内举行会议,并由联合国苷通基金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付委员会成员出席 

1 9 8 7年 3月会议的费用 ‧ 

2 5 . 最后，秘书长仍应大会这一决议的要求，使用现有资源于1 9 8 7 年 4 月 

2 9日召开了一次締约国紧急会议，以便找到办法，解决不断影响委员会工作的长 

期未决的财政问题. 

2 6 . 在 1 9 8 7年3月举行的第三十四届会议（第7 8 6 次 、 7 8 7次、799 

次 、 8 0 0 次 、 8 0 2次和 8 0 4次会议）上，委员会继续审议了影响委员会进行 

《公约》所规定之工作的财政状况， 

2 7 - 在 1 9 8 7 年 3 月 2 0日举行的第 8 0 4次会议上，委员会略经修改通过 

了一项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关于《公约》缔约国财政义务的决定草案，送交秘书长按 

照大会第4 1 / 1 0 5号决议召开的締约国会议.该决定草案授权委员会主席代表委 

员会出席这一締约国会议并发言，探讨克服委员会当前的财政危机的方法和途径。 

最后，由一位剐主席兰瞢泰先生出席会议，因为主席因紧迫的个人原因而无法出席 

会议, 

2 8 .所通过的决定全文见第八节 A部分中的第 2 ( X X X I V ) 号 决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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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联合国财务主任ifi席了秘书长于1 9 8 7 年 4月 2 9 日召开的糠约国第 1 1 

次（紧恚）会钹，他向会议邇报了^*委员会工作进行的危患状况，并S询，秘书 

长探,和采取了他能够采取的一切可滟的行动，以使委员会继续其,要工作.财 

务主任明确指出，如来联合国在1 9 8 7年6月底以前没有收麴为缘付未交的桷歉 

和支付委员会成员出厣第三十五届常会的赛用所必需的最低数那么计剁于1 9 

8 7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将不得不取消. 

30. 第1 1次会议决定，搔烈呼吁所有締约国*不延迟地廉行其根据《公约》 

所承担的财政义务，使娈员会^继续工作.会议要求委员会主席通过在纽约的常 

驻代表将这一呼吁转达给各欠歉缔约国的外长，并数促他们在1 9 8 7年 6月底以 

前缴付其分摊的捐歉.締约国会议采取的另一项行动是重申了第1 0 次 会 议 ( 见 

前面第19段）就委员会常会的地点所傚的决定. 

3 1 . 1 9 8 7年6月底，秘书长邇知締约国第1 1次（紧恚）会钹的主席，并 

随后通知委员会的主席：令人遣憾的是，截至上述日期从一些締约国收到的捐歉数 

频，大大少于秘书长为召开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所需的经费数額.根据会该B 

历该会议定于1 9 8 7 年 8 月 3 日 至 2 1日举行. 

32. 在同締约国会议的主席及委员会主席进行广泛^商之后，秘书长于1987 

年 7 月 1 0日以电报通知委员会各成员，鋈于有些国家己保证早日付歉，正在为从 

1 9 8 7年8月3日至7日在日内瓦召开为期一周的委员会常会而傲出特别的努力, 

以便使委员会处理一些最紧迫的事項，尤其是通过它的1986—1987年的报告,以 

便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33 . 在会期缩短的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上，负贲人权事务的劐秘书长在一份 

电文中通知委员会，秘书长是本着以下明确理解而傲出上述决定的：存在着年 

底酋收到进一步捐款的合理酋景，代替尚未锹清全部捐歉；及(b)在委员会今后的 

常会方面，将为每届会议确定一面定截止日期，并在这一日期傲W—项不可变更的 

决定，即根振收得的捎歉佾况决定是否召开这届会议，如果召开,W开多久，秘 

一 7 一 



书长还》调，这一决定应视在截止日期之甫实际收到和可以便用的资金,况而傲tB. 

34.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第8 0 5 次 、 8 1 0次、和 8 1 1次会i« >上，委员 

会再次讨论了影响它今后工作和使它无法充分履行《公约》所规定的取贵的危急財 

ajL lii \a 

35. 委员会指出，尽管已多次呼吁欠款的缔约面文付其分摊捐款，委员会的处 

境仍继续恶化，据他们观察，使姿员会无法继续工作的这些擻不足道的资金数額 

也许并非问趨的真正根源（见附件三）• 

36. $员会遣憾地指出，一些缔约国已经数年没有晨行其根据《公约》第8条 

第6歉所承担的財政义务，而且其中某些国家已经多年没有按照《公约》第9条的 

规定提交其定期报告了. 委员会可能将要求这些缔约国觯释：他们为什么不遵守 

条玲义务，他们是否仍然认为受到这一&获最警遍公认的人权条约所规定的契约义 

务的拘来. 

37. $员会在其第 8 1 1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由其主厣团提出的一項建议萃 

案.关于己通过的该零案，见第八节 B , 第 1 号 （ ) 决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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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届和第四十一届会议所采取的行劲 

A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就委员会按照《公钧》第9条 

第2款提交的年度报告所采取的行动 

38. 委员会1 9 8 6年 3月 1 8日第7 7 2次会议（第三十三届常会）审议了 

这一项目，委员会的裉告员对这一项目作了介介绍，她特剁指iB,大会再次将 

委员会的报告和其它事项一并审议，而且该程序可能继续下去，她提及题为"消 

除种族坟視委员会的报告"的大会第40/28号决议，并特剁提到其中的第4,第 

5和第1 3段.在该决议的第4段中，大会认为，"除非是甶联合国各有关机关 

遵照《公钓》第15条的规定提交关于适用大会第15 14 ( X V )号决议的各领 

土的资料，否则委员会不应考虑这类资料"。报告员提请人们特剁注韋法律事务 

厅对这段所作的 ,體（见 A / C . 3 / 4 0 / S R . 4 6 , 第 2 7段）。委员会的几 

个成员就该决议的第4段和委员会在附属领土方面的做法的靈要性发了言。 

B‧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就秘书长关于导敎委员会第=十四届及委员会 

第三子 1 1会 1 5诈延期的背景情况通知大会的说明所 g的行动 

39. 委员会审议了这一项目，报告员在1 9 8 7 年 3月 9 B委员会的第7 8 6 

次会议（第三十四届）上对该项目作了介绍‧ 

40. 她指出，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针对委员会工作的行动是在特珠的背景情况 

下采取的，自从 1 9 7 0年委员会成立以来，这是它第一次不得不推迟其夏季常 

会，并无法编写"公约"第9条第2款要求它向大会提交的裉告，因为一些締钧国 

没有履行他们根据"公约 "所承担的财政义务。大会主要集中讨论了使委员会无 

法屨行其职贲的财政危机。一些代彔团对于委员会捐歉而被取消表立惋惜， 

许多代表敦促那些尚未交费的締约国尽快屨行其财政义务，但是，在第三委员会 

中，人们对于应如诃觯决委员会面临的财政危机并没有一敎的靠见.她提请特别 

注S大会第41/105号决议的第5(d)段，其中大会请秘书长考虑在经济及社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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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期阆召开一次締钧国会议，以便他们估价分摊捐款的水平， 

和就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她提到几个代表团就締约国第10次会议的一 

项决定所发表的《见，该项决定建议，作为一项节钧措施，召开委员会常会的地点 

暂时应在日内瓦，最后,她提请委员会注:1以下事实：大会在《公约》的地位和 

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上再次达成了协茼一敎的蕙见，并且未经表决就通过了第41/ 

104号和第41/105号决议， 

c ‧联舍国各项人权公约締钧国的报告义务（大会 

第40/116号和第41/121号决议） 

41. 委员会在1 9 8 6 ^ ^ 2 0日举行的第7 7 5次会议（第三十三届）、 

1 9 8 7年3月9日举行的第7 8 6次会议（第三十四届）以及1 9 8 7年 8月 4 

日举行的第8 0 7次和第8 08次会议（第三十五届）上审议了这一问题， 

42. 委员会应要求特别讨论了关于联合国各项人权公约締约国的报告义务的秘 

书长报告（A/40/600和Add. 1 )中所载的各项建议，并讨论了大会1 9 8 5年 

1 2月 1 3日的第40/ U 6号决议及1 9 8 6年1 2月4日的第41/121号决议， 

人们指出，《公约》缔约国第1 0次会议已决定核准委员会只在一份文件中审议历 

次晚交的裉告的做法 .― 

43. 在上述会议期间，委员会还锾获关于締约国第1 1次（紧患）会议于 

1 9 8 7年 4月 2 9日所通'过的决定的通知，该决定建议，作为一项通常傚法，缔 

钧国在首次向委员会提交全面裉告之后，在应交裉告时，每隔一次即每隔四年）提 

交一项新的全面报告，在两次全面报告之间提交简短的期中报告‧ 締约国第1 1 

次会议的这一决定还请委员会在其下届常会上将此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审议。 

44. 委员会认识到，几个报告制度的共存给已签署各种不闳的人权文书的会员 

国日益加篁的负担，委员会将继续在程序和傚法方面灵活对待各国遵照《公约》 

第9条所提交的定期报告的内容‧ 某些成员表示支待締约国第1 1次会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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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締约国依照《公约》第9条提出的报告、意见和资料 

A .締约国提交报告的情况 

1.委员会收到的报告 

45. 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立到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闲幕（1987年8月 

7日），各締约国依照《公约》第9条第1款应提出的报告共计842份如下：初 

次报告1 2 3份、第二次定期报告1 2 4份、第三次定期报告1 1 5份、第四次定 

期报告10 7份、第五次定期报告10 0份、第六次定期报告9 0份、第七次定期 

报告7 9份、第八次定期报告6 5份和第九次定期报告3 9份。 

46. 第三十五届会议结束时，委员会收到的报告共计7 0 9份如下：初次报告 

1 1 9份、第二次定期报告1 0 6份、第三次定期报告9 8份、第四次定期报告 

9 5份、笫五次定期报告8 5份、第六次定期报告7 4份、第七次定期报告6 2份、 

第八次定期报告 4 6份和第九次定期报告2 4份。 

47. 此外，委员会从締约国收到载有进一步资料的补充报告7 0份，这些报告 

或者是有关締约国主动提出的，或者是委员会依照《公约》规定审査締约国的初次 

或定期报告时要求提出的。 

48. 在审査年度内，即自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结束之日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结 

束之日（1 9 8 5 年 8月 2 8日和1 9 8 7年8月7日），委员会收^ 8 2份报告, 

其中初次报告2份、第二次定期报告2份、第三次定期报告1份、第四次定期报告 

6份、第五次定期报告5份、第六次定期报告10份、第七次定期报告1 2份、第 

八次定期报告2 0份和第九次定期报告2 4份。这阶段中收到了 1份补充报告。 

49. 关于审査年度内收到的所有报告的有关资料载于下面表1。 

50. 表1的资料表明，在审査年度收到的8 2份报告中,只有5份是依照《公 

约》第9条第1款的规定准时提出或于截止日期前提出的。其余报告都延迟一些时 

日后才提出，延迟时间从几天剗超过4年不等。审查阶段内收到的报告中，有5 2 

份报告是经过向有关締约国发出1至8次催复邇知后才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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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员会尚未收刭的报告 

5 1 .截至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结束之日为止， 7 3个締约国应当提出的报告 

中，有1 3 3份尚未收到，其中包括初次报告4份、第二次定期报告1 8份、第三 

次定期报告1 7份、第四次定期报告1 2份、第五次定期报告1 5份、第六次定期 

报告 1 6份、第七次定期报告 1 7份、第八次定期报告 1 9份和第九次定期报告15 

份。此外，尚未收刻的还有委员会要求提出的补充报告2份。下面表2载列关于这 

些报告的有关资料。 

表 2 

应于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闭幕前 

( 1 9 8 7年 8月 7日）提出但迄未收到的报告 

缔约国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曰期 发出催复通知次数 

塞拉利昂 第四次报告 1 9 7 6 年 1 月 5 日 2 0 

第五次报告 1 9 7 8 年 1 月 5 日 1 6 

第六次报告 1 9 8 0 年 1 月 5 日 1 4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日 1 0 

第八次报告 1 9 8 4 年 1 月 5 日 6 

第九次报告 1 9 8 6 年 1 月 5 日 2 

补充报告 1 9 7 5 年 3 月 3 1日 一 

斯威士兰 第四次报告 1 9 7 6 年 5 月 6 日 2 1 

第五次报告 1 9 7 8 年 5 月 6 曰 1 7 

第六次报告 1 9 8 0 年 5 月 6 日 1 5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5 月 6 曰 9 

第八次报告 1 9 8 4 年 5 月 6 日 5 

第九次报告 1 9 8 6 年 5 月 6 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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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报 告 # 1 — 应提出报告曰期 发&催复邇知次数 

利比利亚 初次报告 

第二次报告 

第三次报告 

第四次报告 

第五次报告 

圭亚那 初次报告 

第二次报告 

笫三次报告 

第四次报告 

第五次报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第六次报告 

第七次报告 

第八次报告 

第九次报告 

补充报告 

几内亚 第二次报告 

笫三次报告 

第四次报告 

第五次报告 

扎伊尔 第三次报告 

笫四次报告 

第五次报告 

第六次报告 

1 9 7 7年1 2月 5日 

1 9 7 9年 1 2 月 5 日 

1 9 8 1年 1 2 月 5 日 

1 9 8 3年 1 2月 5日 

1 9 8 5年 1 2月 5日 

1 9 7 8 年 3 月 1 7日 

1 9 8 0 年 3 月 1 7日 

1 9 8 2 年 3 月 1 7日 

1 9 8 4 年 3 月 1 7日 

1 9 8 6 年 3 月 1 7 日 

1 9 8 0 年 1 月 5 日 

1 9 8 2 年 1 月 

1 9 8 4 年 1 月 5 日 

1 9 8 6 年 1 月 5 日 

1 9 7 9 年 7 月 3 0日 

1 9 8 0 年 4 月 1 3日 

1 9 8 2 年 4 月 1 3日 

1 9 8 4 年 4 月 1 3日 

1 9 8 6 年 4 月 1 3日 

1 9 8 1 年 5 月 2 1日 

1 9 8 3 年 5 月 2 1曰 

1 9 8 5 年 5 月 2 1日 

1 9 8 7 年 5 月 2 1日 

1 7 

1 3 

9 

6 

2 

7 

3 

9 

6 

2 

4 

0 

6 

2 

3 

9 

5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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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报告种类一一—kmëJBW ~Kmm^m. 
冈比亚 笫二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2 8 日 1 0 

第三次报告 1 9 8 4 年 1 月 2 8 日 6 

第四次报告 1 9 8 6 年 1 月 2 8 日 2 

科特迪瓦 笫五次报告 1 9 8 2 年 2 月 4 日 1 0 

第六次报告 1 9 8 4 年 2 月 4 日 6 

第七次报告 1 9 8 6 年 2 月 4 日 2 

孟加拉国 第二次报告 1 9 8 2 年 7 月 1 1日 9 

笫三次报告 1 9 8 4 年 7 月 1 1日 5 

笫四次报告 1 9 8 6 年 7 月 1 1日 1 

布隆迪 第三次报告 1 9 8 2年 1 1 月 2 6日 8 

第四次报告 1 9 8 4 年 1 1 月 2 6 日 4 

笫五次报告 1 9 8 6 年 1 1 月 2 6 日 1 

黎巴嫩 第六次报告 1 9 8 2年 1 2 月 1 2日 8 

第七次报告 1 9 8 4年 1 2 月 1 2 日 4 

第八次报告 1 9 8 6 年 1 2 月 1 2日 1 

加蓬 第二次报告 1 9 8 3 年 3 月 3 0日 7 

第三次报告 1 9 8 5 年 3 月 3 0日 3 

第四次报告 1 9 8 7 年 3 月 3 0日 ― 

多哥 第六次报告 1 9 8 3年 1 0 月 1 日 6 

第七次报告 1 9 8 5 年 1 0 月 1 日 2 

乌千达 第二次报告 1 9 8 3年 1 2 月 2 1日 6 

第=次报告 1 9 8 5年 1 2 月 2 1日 2 

尼曰尔 第八次报告 1 9 8 4 年 1 月 5 日 5 

第九次报告 1 9 8 6 年 1 月 5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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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 ( 续 ） 

1 ¥ * ¥ M 出 报 告 ! f i 

鸟拉圭 

斐济 

多米尼加共和国 

巴哈马 

比利时 

索马里 

莱索托 

圣文森特和袼 

林纳丁渐 

第八次报告 

第九次报告 

第六次报告 

第七次报告 

初次报告 

第二次报告 

第五次报告 

第六次报告 

第五次报告 

第六次报告 

第五次报告 

第六次报告 

第三次报告 

第四次报告 

第七次报告 

第八次报告 

第二次报告 

98 4年 1月 5日 

9 8 6年 1月 5日 

9 8 4年 1月 1 1日 

9 8 6 年 1月 1 1日 

9 8 4 年 6月 2 4日 

98 6 年 6月 2 4日 

98 4年 8月5日 

9 8 6年 8月 5日 

9 8 4年 9月 6日 

9 8 6年 9月 6日 

9 8 4 年 9月 2 7 

98 6 年 9 月 2 7 

98 4年1 1月 2 

9 8 6年1 1月 2 

9 8 4 年 1 2月 4 

98 6年1 2月 4 

98 4年1 2月9日 

曰 

曰 

曰 

曰 

发出催复邇知次数 

4 

1 

4 

1 

5 

5 

1 

4 

1 

4 

1 

4 

1 

4 

1 

4 

第三次报告 1 98 6年1 2月 9日 1 

萨尔瓦多 第三次报告 1 98 4年1 2月 3 0日 4 

第四次报告 1 9 8 6 年 1 2 月 3 0日 1 

巴布亚新几内亚 第二次报告 1 9 8 5 年 2月 2 6日 4 

第三次报告 1 9 8 7 年 2月 2 6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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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缔约茵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曰期 发出催复邇: 

赞比亚 第七次报告 1 9 8 5 年 3 月 5 日 4 

第八次报告 1 9 8 7 年 3 月 5 日 1 

苏里南 初次报告 1 9 8 5 年 3 月 1 5日 4 

第二次报告 1 9 8 7 年 3 月 1 5日 1 

所罗门群岛 第二次报告 1 9 8 5 年 3 月 1 7日 4 

第三次报告 1 9 8 7 年 3 月 1 7日 1 

博茨瓦纳 第六次报告 1 9 8 5 年 3 月 2 2日 4 

第七次报告 1 9 8 7 年 3 月 2 2日 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第六次报告 1 9 8 5 年 3 月 2 4 日 3 

第七次报告 1 9 8 7 年 3 月 2 4 日 一 

越南 第二次报告 1 9 8 5 年 7 月 9 B 3 

第三次报告 1 9 8 7 年 7 月 9 日 一 
希腊 第八次报告 1 9 8 5 年 7 月 1 9日 3 

第九次报告 1 9 8 7 年 7 月 1 9日 一 

布尔基纳法橐 第六次报告 1 9 8 5 年 8 月 1 8日 3 

卡塔尔 第五次报告 1 9 8 5 年 8 月 2 2日 3 

玻利维亚 第八次报告 1 9 8 5年 1 0 月 2 1日 2 

民主也门 第七次报告 1 9 8 5年 1 1月 1 9日 2 

巴巴多斯 第七次报告 1 9 8 5年 1 2 月 1 0 , 2 

鈉米比亚 第二次报告 1 9 8 5年 1 2 月 1 1 2 

保加利亚 第九次报告 1 9 8 6 年 1 月 5 日 2 

皿 多 尔 第九次报告 1 9 8 6年 1 1月 5日 2 

伊朗（伊斯兰 第九次报告 1 9 8 6 年 1 月 5 日 2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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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缔约国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B期 发{B催复通知次数 

尼曰利亚 第九次报告 1 98 6年 1月 5日 2 

$律宾 第九次报告 1 9 8 6年 1月 5日 2 

突尼斯 第九次报告 1 9 8 6年 1月 5日 2 

南斯拉夫 第九次报告 1 9 8 6年 1月 5日 2 

海地 第七次报告 1 9 8 6 年 1 月 1 8 日 2 

危地马拉 第二次报告 1 9 8 6 年 2 月 1 7 日 1 

中非共和国 第八次报告 1 9 8 6 年 4月 1 4日 1 

苏丹 第五次报告 1 98 6年 4月 2 0日 1 

莫桑比克 第二次报告 1 9 8 6年 5月 1 8日 1 

阿拉伯叙利亚 第九次报告 1 9 8 6年 5月 2 0日 1 

共和国 

马耳他 第八次报告 1 98 6年 6月 2 6日 1 

牙买加 第八次报告 1 9 8 6年 7月 5日 1 

喀麦隆 笫八次报告 1 9 8 6 年 7月 2 4日 1 

阿富汙 第二次报告 1 9 8 6年 8月 5日 1 

乍得 第五次报告 1 98 6年 9月 1 6日 1 

澳大利亚 第六次报告 1 9 8 6 年 1 0 月 3 0 日 1 

秘鲁 第六次报告 1 9 8 6年1 0月 3 0日 1 

特立尼达和 第七次报告 1 9 8 6 年 1 1 月 4日 1 

多巴哥 

民主東埔寨 第二次报告 1 9 8 6 年 1 2 月 2 8 日 1 

中国 第三次报告 1 9 8 7 年 1 月 2 8 日 一 
尼加拉瓜 第五次报告 1 9 8 7年 3月 1 7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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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缔约国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日期 发IB催复邇知次数 

斯里兰卡 第三次报告 1 9 8 7 年 3 月 2 0 日 1 

瑞典 第八次报告 1 9 8 7 年 1 月 5 日 ― 

丹麦 第八次报告 1 9 8 7 年 1 月 8 日 1 

荷兰 第八次报告 1 9 8 7 年 1 月 9 日 1 

伊拉克 第九次报告 1 9 8 7 年 2 月 1 5日 1 

毛里求斯 第八次报告 1 9 8 7 年 6 月 2 9 日 一 

约旦 第七次报告 1 9 8 7 年 6 月 3 0日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第七次报告 1 9 8 7 年 7 月 2 1 曰 — 

埃塞俄tbiE 第六次报告 1 9 8 7 年 7 月 2 5 B — 

3.委员会为确保各鍺约国提出报告所采取的行动 

52.委员会在第三十三届、三十四届和三十五届会议上审査了各缔约国不履行 

《公约》第9条规定的义务，推迟提iB或不提出报告的问题， 

5 a在索 7 7欽会议（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鉴于澳大利亚、加拿大、 

菲律宾和苏丹等国政府表示的愿望，同意攙迟审议它们各国的定期报告，在同一次 

会Ht,委员会根据其议事iLM ( C E R D / C / 3 5 / R e v . 3 )第 6 6条第 1款的规定, 

决定请秘书长继续向那些应在第三十三届会议结束前递交报告然而其报告尚未被收 

到的国家发出催复通知，要求它们在1 9 8 6 年 6 月 3 0日以前递交报告。委员会 

还在同一次会议上决定，鉴于希腊、危地马拉、卢森堡，巴基斯坦、塞舌尔、西班 

牙、鸟拉圭和委内瑞拉等締约国已就拟定和提交其各自的定期报告一亊报告了情况, 

不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发出催复通知， 

5 4在（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8 0欤会处，委员会鉴于尼加拉瓜和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表示的愿望，同意推迟审议它们两国的定期报告，委员会还决定，鉴于第 

- 2 6 -



三十四届会议期间时间不足，将审议澳大利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定期报告的工 

作推迟到下届会议去进行，委员会也接受了中国、斐济、葡萄牙和瑞典等国政府要 

求推迟 提交和/或提出定期报告的请求。 

55. 还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根据其议事规则笫6 6条第1款，请秘书 

长继续向那些：应在第三十四届会议结束报告然而其报告尚未被收到的画家发 

出催复通知，要求它们在1 9 8 7 年 6 月 3 0日以前提交报告。 

56. 委员会在其第8 0 9次会议（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再次讨论各締约国不 

履行《公约》第 9条规定的义务，推迟提出或不提出报告的问氣按照其议事规 

则（ C E R D / C / 3 5 / R e v . 2 ) 第 6 6条笫1款的规定，考虑到已经向备有关締约国 

发出催复通知的次数，仍未收到的报告以及下一次提出定期报告的期限，委员会决 

定请秘书长再次向表2所列的谷締约国发出下列儐复通知： 

(a) 向斯威士兰政府发出第二十二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月 

3 1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笫四次、第五次、笫六次、第七次、第八次相第 

九次定期报告ï 

(b) 向塞拉利昂政府发出笫二十一次儐复通知,请它在1 9 8 8 年 1 月 5 

日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四次、笫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笫八次和第 

九次定期报告和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第十次定期裉告，文中还应载有委员会要求 

的补充资料， 

(c) 向利比里亚政府发出第十八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5 

日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初次、笫二次、笫三次、笫四次和笫五次定期报 

告，相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笫六次定期报告， 

(d) 向圭亚那政府发出第十八次催复通知，请它在 1 9 8 8年 3月 1 7日 

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初次、第二次、笫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定期报告 

和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笫六次定期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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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发出笫十二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9 8 8 

年1月5日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笫六次、笫七次、笫八次和第九次定期 

报告，相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笫十次定期报告，文中还应载有委员会要求的朴充 

资料, 

Cf)向几内亚政府发出第十四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 2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二次、第三次、笫四次和笫五次定期报告j 

(g)向礼伊尔政府提出笫十二次、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笫三次、第四次、笫五次和笫六次定期报告， 

(H) 向冈比亚政府发出第十一次催复通知,请它在 1 9 8 8年 1月 2 8日 

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二次、笫三次和笫四次定期报告和将于那一天到 

期的笫五次定期报告, 

( i )向科特迪瓦政府发出第十一次催复通知，请它在 1 9 8 8年 2月 4日 

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五次、笫六次和笫七次定期报告和将于那一天到 

期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0)向孟加拉国政府发出笫十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二次、第三次相第四次定期报告， 

m向布隆迪政厨发出第九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 

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三次、笫四次和笫五次定期报告》 

(I) 向黎巴嫩政府发出第九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98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六次、笫七次相第八次定期报告， 

(m)向加蓬政府发出第八次僂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前 

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笫二次、笫三次和第四次定期报告i 

(n)向乌干达政府发出第七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2 1日 

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笫二次和第三次定期报告和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第四 

次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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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向多哥政府发出第七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前 

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六次和第七次定期报告和将于那一天剁期的第八次 

定期报告, 

(P)向多来尼加共和国政府发出笫六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前提出一份文^，包括初次报告相第二次定， # i 

( q )向巴哈马政府发出第六次催复通知，请它在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 

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五次相第六次定期报告, 

(P)向尼日尔政府发出第六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8年 1月 5日前提 

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八次及第九次定期报告相将于那天到期的第十次定期 

报告, 

(s)向苏里南政府发出第五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 

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初次裉告和第二次定期报告， 

(*)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圣文森特相格林纳丁斯和所罗门群岛皿发出第 

五次催复通知,请它们在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其 

第二和第三次定期报告i 

W向佛得角相萨尔瓦多政府发出笫五次催复通知,请它们在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三次相第四次定期裉告， 

(v)向比利时和索马里政府发出笫五次催复通知,请它们在1 9 8 7年12 

月 3 1日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五次和第六次定期报告， 

(w)向博茨瓦纳相斐济政府发出笫五次催复通知,请它们在1 9 8 7年12 

月 3 1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六次相笫七次定期报告， 

(x)向莱索托和赞比亚政府发出第五次催复通知,请它们在1 9 8 7年12 

月 3 1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七次相第八次定期报告， 

向鸟拉圭政府发出第五次催复邇知，请它在 1 9 8 8年 1月 5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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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八次相第九次定期报告相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第十次 

定期报告J 

(z)向趄南政府发出第四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98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提出一份文 ¥7包括第二次相第三次定期报告， 

(aa)向卡塔尔政府发出笫四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五次相第六次定期报告， 

(bb)向布尔基纳法索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发出第四次催复通知, 

请它们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笫六次和第七次定期 

报告， 

(oo )向纳来比亚政府发出第三次儐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月11 

日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二次定期报告和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笫三次定期 

报告ï 

(dd)向民主也门、巴巴多斯和海地政府发出第三次催复通知，请它们分 

别 在 1 9 8 7 年 1 1 月 1 0 日 、 1 9 8 7 年 1 2 月 1 0 日 和 1 9 8 8 年 1 月 1 8 

曰之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七次定期报告和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第八次定 

期报告， 

(ee)向坡利维亚相希猎政府发出第三次催复通知,请它们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八次相第九次定期报告, 

(ft)向保加利亚、厄瓜多尔、伊朗伊斯兰共相国、尼日利亚、菲律宾. 

突尼斯相南斯拉夫政府发出笫三次催复邇知,请它们在1 9 8 8 年 1 月 5 日 前 

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九次定期报告和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第十次定期报告， 

(gg)向危地马拉政府发出笫二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8 年 2 月 1 7 

日前提出一份综合文件，包括第二次定期裉告相将于那一天到期的第三次定期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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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向阿富汗、民主東埔塞和莫桑比克政府发出第二次催复通知,请它 

们 在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菌提出笫三次定期报告， 

(ii )向斯里兰卡政肘发出笫二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月31 

日前提出第三次定期报告： 

(jj)向苏丹政府发出第二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 

前提出笫五次定期报告》 

(kk)向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丹麦、牙买加、，耳，相秘魯政府发出! 

二次催复通知,请它们在 1 9 8 7年 1 2 月 3 1日前提出第八誤定期报告，一 

(11)向伊拉:^政府发出第二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第九次定期报告， 

(mm)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发出笫一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月 

3 1日前提出第六次定期报告， 

(nn)向毛里求斯政府发出笫一次催复通知,请它在1 9 8 7年 1 2 月 3 1 

日提出第八次定期裉告， 

57«鉴于(a澳大利亚、乍得、约旦、尼加拉瓜、阿拉伯敎利亚共^国相阿拉伯联 

舅等締约国先前提交的报告尚有待委员会审议， W国、荷^瑞典和特立 

尼达相多巴哥等締约国已致函通知委员会说，它们各自的裉告正在编制之中，委员 

议决定不向这些国家政府发出催复通知。 

5 8 .委员会要再回頋一下其议亊规则（ C E R D / C Z 3 5 / R e v . 2 ) 第 6 6条的规 

" 1 ‧秘书长应于每届会议依实际情况将未收到《公约》笫9条规定的报 

告或进一步资料的一切情况通知委员会。在这种佾况下，委员会可通过秘书 

长将有关提出报告或进一步资料的催复邇知转送有关备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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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各締约国于接获本条第1歉中所指催复通知后仍不提出《公约》 

第9条所规定的报告或进一步资斜，委员会应于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说明这 

种 情 况 。 " 

依照议事规则第6 6条第2款，委员会促请大会注意上文表2及所载的有关资料以 

及委员会为确保各締约国提交裉告而采取的行动。 

59.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要再度重申它在第一届会议时所发表的声明，委员会 

曾将这项声明通知所有締约国和大会： 

"委员会非常重视这些报告 * 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报垂是主要的资料来恭 

它向委员会提供了能够慶行其最重要贲任之 即依照《公约》第9条第2 

款的规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巷一一的一项必要因素"。 2 

B .裉告的审议 

60. 委员会笫三十三届^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了各締约国根据《公约》第9条 

提交的 4 5份报告。其中，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了 2 6份报告，这在委员会一届 

会议上审议的报告数目上创遣了记恭在第三十五届会议结束时，委员会注露到 

締约国提交的 3 8份报告尚有待审 l 委员会 1 9 8 6 — 1 9 8 7 年 举 行 的 6 5 

次会议中，有4 2次会议专用于履行《公约》笫9条规定的义务。 

61. 依照议事规则第6 4条的规定，委员会继续采取第六届会议开始实行的办 

法，请秘书长将审议各締约国裉告的日期通知有关締约国 a 在第三十三届和笫三 

十四届会议上，除哥斯达黎加相毛里求斯外，委员会审议其报告的各締约国，都派 

有代表参加对其报告的审仏委员会潴蕙地注意到，有几个国家派遣了有资格的 

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答复有关其裉告的专门性问题与蕙 

62. 以下各段按委员会第三十三届相笫三十四届会议审i义谷締约国报告的次序 

逐一排列，其中摘要叙述委员会成员对有关缔约国报告所表示的观点、*见相提出 

的问题，以及出席会议的每个締约国的代表所作答复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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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国 

6 3 . 1 9 8 6年 3月 4日委员会笫 7 5 1次和第 7 5 2次会议（ C E R D / C / 

SB. 7 5 1 - S B . 752),审议了中非共和国的笫七次定期报告（CERD/C/l 1 7 / 

Add. 5 ) 。 

6 4 . 中和国代表介绍了这个报告，他说，该文件载有对审议前几次报告过 

程中提出问题的答复。他还说，将尽快在情况许可的时候，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 

委员会所要求的法律和规聿。 

6 5 . 委员会成员慼到遗憾的是，报告没有提供与构成中非共和画的许多人种有 

关的资料。在提到人种的充分发展和保护（第 2条第 2款和第 5条）时，委员会 

成员希望获得有关各人种的人口资料，其中包括俾格米人的数量、期望寿命和嬰儿 

死亡率的资料、和这些人种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及其政治重要性的资料。成 

员们表示关切的是，政府可能采取强迫的方式，试图使俾格米人放弃自已的生活方 

式并引导他们进入"文明"。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任何确定俾格米人的愿望 

的程序。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有关为改善这些人种的生活条件而正在釆取的措施 

的资料。 

6 6 . 此外，还提出以下问题：该画的土地所有制度怎祥，为比较公平;^配土 

地正在进行何种改革；为降低对经济作物的强调和利用更多的土地种植粮食作物， 

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政府如何分配国际紧急援助；如何利用该国的矿产财富加速 

经济发展；为釆矿活动没收的土地对哪些人种影响最大，采取了哪些措施给予补偿: 

非洲人占据的行政和瞀理职位的百分比是多少，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土著人口在 

所有就业都门的比例；为了便利居住在中非共和国和礼伊尔的巴亚族人跨界迁徙同 

扎伊尔政府达成了哪些协议。成员们还询问，各人种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是否得 

到保障，法院是否提供各种语言的传译员。 

6 7 . 关于第3条，委员会成员询问，中非共和国是否同南非保持任何贸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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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或其他关系。 

68. 关于第4条，委员会成员要求获得关于报告中提到的涉及种族歧视的那一 

类违法行为的比较具体的资料，以及关于处理这些案件的现有机构的比较具体的资 

科。委员会成员指出，该报告没有重申该囯政府在前一传告中作出的承诺，即 

将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执行《公约》第4条。他们指出，现有的刑法条款只能满. 

足第4条之下很小一都分要恭中非共和国政府应当考虑能否颁布处理现存法律 

未包括在内的案件的具体规定。 

69. 关于第5条，委员会成员指出，暂停实施《宪法》似乎影响到该条列数的 

各项权利，特别是寅款之下的政治权^ 成员们表示关切的是，存在着将公民权 

力集中于军方的趋fv» 成员们希望澄清报告笫1 5段中的陈述，即国家复兴箄事 

委员会将决定民主机构和政治生活的前途。成员们提到该陈述与报告中的另一项 

说明之间的矛盾,该项说明说,每一公民享有参加管理公共事务的公认权軋委员 

会要求获得更多的关于 报告第8段中提到的入籍群体的资料。 

70. 关于第6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询问，自编写报告以来，"特别法院，，是 

否撤销，这种法院与普通法院有何区别。成员们还询问，因某些轻罪而受螫察惩 

罚的个人是否有任何申诉的途仏 

71. 委员会成员批准了中非共和国在报告中提出的请联合国或教科文组织提供 

援助，设立一个能够接收和散发与种族歧视问题有关的书籍并传播与此有关的视听 

材料的图书馆或中心，以便方便人们获得资料，促进公众的认1 

72. 中非共和国代表在答复关于提供有关人口组成的统计数字的要求时说，根 

据中非共和国的民族团结政策，政府在出生证上以任何方式提及人种。上一 i t K 

口普査是按地域而不是按人种血统进行的。 

73. 他说，对中非共和囯政府来说，俾格米人构成了一槽妙的问亂吸引 

他们参与旨在使他们加入社会主流的工作常常遇到困难。政府的目标并不是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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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格米人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俾格米人不存在任 

何歧氣在中非共和画不存在人种之间的等级制度。虽然法语是两种全国语言 

之一，但个人有权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表达自己。画际紧急援助在各人种之间分 

配，用于为人人造福的发展项目。 

7 4 . 关于第3条，他向委员会保证，自博卡萨政权跨台以来，中非共和国同南 

非没有任何外交、贸易、文化或体育关系。 

7 5 . 关于中非共和国为遵守第4条所采取的措施，他说，在审理种族歧视案件 

时 ， 法 院 受 第 6 6 / 3 2 号 命 令 和 第 6 6 / 2 6 4 号 的 指 导 。 严 重 的 种 族 歧 视 行 

为被视为煽动威胁到民族生存的公众骚乱行为。比较轻微的案件则作为无礼行为 

处理，給予相应的惩罚。虽然种族歧枧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并不经常需要法院在 

这方面釆取行动，但是中非共和画政府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制订新的规定或补充现 

有的规定。 

7 6 . 在回答关預5条执行情况的问题时，他指出，暂停实施《宪法》影响到 

政党的活动，但是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没有受到影响。国家复兴军事委员会中既 

有军人也有平民，他们讨论所作出的有关管理画家的决定。权力并没有集中在军 

方手里。军事委员会已作出承诺，一旦消除了曾将面家引到内战边缘的因素，即 

恢复实施《宪法》。已请最髙法院设立一个机构审査《宪法》并针对过去的错误 

修订《宪法》。他强调说，所有公民都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入籍公民和出 

生公民享有同等权利。 

7 7 . 关于第6条，他说，特别法院是专门设立审判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的，如炸 

弹攻击这类罪行。当导致建立特别法院的情况不再存在的时候将取消特别法院。 

他还说，任何在特别法院受审的人都享有与在其他法院受审的人同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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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 

7 8 . 1 9 8 6年 3月 4日和 5曰，委员会第 7 5 2次和笫 7 5 3次会议（ C E R D / 

C/SR. 7 5 2 - S H 753)审议了卢旺达的第五次定期报告（CERD/C/115/Add« 2)o 

7 9 . 卢旺达代表介绍了这个报告，他告诉委员会，卢旺达政府希望本国各族人 

民（约 8 5 %为巴胡图人， 1 4 %为巴图西人， 1 %为巴特瓦人）从《公约》的执 

行中获得利益。他提到了卢旺达《宪法》、《劳工法》和《刑法》的有关条款以 

及报告中转载的条力他指出，由于卢旺达资金不足，因此在执行卢旺达为締约 

国的各项囯际公约方面遇到问 

8 0 . 委员会成员欢迎卢旺达代表所作的介绍性发言。报告符合委员会的指导 

方针 ( C E R D / C / 7 0 / R e v . 1 )并载有针对在审议上一神告时提出问题的答复。 

8 1 . 成员们注意到报告中说，在《宪法》生效之日，凡与《宪法》不相冲突的 

卢旺达现行法律仍将适用。在这方面，成员们询问，未经修正或撤销的旧法律是 

否构成新法律的一部分，法院能否不适用它认为违宪的旧法律，或必须由上诉法院 

或最高法院决定。 

8 2 . 关于《公约》第2条，成员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卢旺达政府为促进处境不利 

的人种，特别是巴特瓦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而做出的特别努力，卢旺达全国发展革 

命运动计划的效益如何，巴胡图人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尼亚卢 

旺达语成为国家语言这一事实。成员们要求获得更多的有关在公营和私营部门以 

及在教育方面公平分配职位的政府政策的资料，以便避免某些人种或社会群体的优 

越地仏他们询问，在分配工作的时侯，政府是否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要，有没 

有拨出资金提高两 4 ^境不利的人种的水平，政府政策中是否包括为^各人种的 

成员制订某种定额。成员们欢迎有关卢旺达政府执行 公平政策的程度和该国政府 

遇到的任何困难的资料。成员们还指出，鉴于巴特瓦族的经济和社会相对说比较 

落后，所以该族似乎需要比目前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策所提供的更大程度的法律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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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关于第3条，成员们要求获得关于卢旺达如何执行该条，特别是关于卢旺 

达是否同南非保持任何贸易、军事或外交关系的资科。 

84. 关于第4条，成员们希望澄清适用《刑法》第2 8 1条的情况，特别是有 

关所设想的因一再违犯该条而处死刑的情I 此外还指出，《刑法》第28 1条 

并未完全包括《公约》第4条的内容。 

8 5 . 关于执行第5条的情况，成员们希望了解，由于在唯一的政党之外不可能 

行使如意见和表达自由这样的基本自由，那么怎样才能保障这些自由。成员们询 

问，新闻自由是否包括讨论多党制可能有优点的自由，某些政治职位所需要的优良 

品行证是否只发给具有正.当政治观点的人。成员们希望知道，该画三个主要人种 

在该画唯一的政党中的代表情况,有没有某一个人种在党内占支配地仏成员们 

要求提供更多的有关卢旺达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及其理论的资科，并询问，该运动是 

否包括工人组织、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此^问道，卢旺达接受了多少难民 

是否同布隆迪达成使难民家庭团聚的任何协议。 

8 6 . 拫据第7条，要求提供关于防止导致种族歧视的偏见和促进各民族和人种 

之间的容忍和理解的措施的资料， 

87-在答复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卢旺达代表说，编纂卢旺达法律文本的 

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在独立之后，卢旺达《宪法》规定，前殖民地法律如不违反 

《宪法》并且没有为另外的法律取代，仍应有效。 

8 8 .关于《公约》第 2条，他指出，该领域不需要新的法律。 1 9 6 1年废 

除君主制，从而消除了三个主要人种间不平等的基本原S,但是在一夜之间消除根 

深蒂固的偏见是不可能的。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融合巴特瓦人，但是这并不容易, 

因为他们宁愿按照自己的风俗和传统生活。根据其公平政策，卢旺达政府正努力 

确保三个人种就业方面符合比例。但是政府职位中没有巴特瓦人，他们也不经商, 

原因是缺乏教育。一般说，巴胡图人和巴图西人的职位符合其人口比例，不过并 

不为任何特定的人种保留某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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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卢旺达代表告知委员会， 1 9 6 3年的一项总统法令禁止与南非保持外交、 

领事和经济关系，除非南非不再坚持其种族隔离政策。 

9 0 .关于《公约》第 4条，他说，根据《刑法》第 2 8 1条和第 2 8 2条的精 

神，《刑法》第 2 8 2条规定对惯犯处以死刑是正当的。卢旺达政府希望禁止旨 

在恢复前政权的任何组织，因为前政权造成了基于人种歧视的不平等。死刑并不 

必然执行，自从颁布《刑法》以来，还没有执行过处决。第2 8 1条不需修订。 

91 .关于卢旺达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性质和目标，他说，卢旺达共和国总统于 

1 9 7 5年成立了这个运动，目的是团结全体卢旺达人民。该运动规定在运动的 

范围内行使表达自由及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该运动的政治结构 

呈金字塔形，若干基层组织构成一个部门，依次往上是公社、专区、内政部和共 

和国总统。这一结构各级上的职位以直接普选的方式获得。存在着表达自由， 

政府出版物同日益增多的私营出版物共存， 

92.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私营企业在生产、进口和出口方面享有平 

等权利。正在进行一项建设学校和医院的方案，并且已在国家资源的限度以内设 

立了若干扫盲中心。 

93 •卢旺达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支持工人，妇女和青年组织。《宪法》禁止公 

务员和公共行政部门雇员罢工，关于公职候选人条件的问题，卢旺达代表说，在 

获得优良品行证并符合年龄，教育和居住地这些其他条件之后，一个人可竟选除共 

和国总统职位以外的任何公职。 

9 4 . 1 9 8 2年 1 0月被驱逐出乌干达的大约40, 0 0 0人中只有 6 0 0 0至 7 0 0 0 

是卢旺达人。自愿免费遣返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主持下进行。鸟干达难 

民没有留下，被承认为卢旺达人的难民被安置与其家庭在一起，或安置在卢旺达其 

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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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多斯 

9 5 . 1 9 8 6年 3月 5日，委员会第 7 5狄和第 7 5献会议（ C E R D / c / S R . 

753—SR. 754)审议了巴巴多斯的第六次定期报告（CERD/c/106/Add. 1 3 ) . 

9 6 . 巴巴多斯代表在介绍报告时指出，巴巴多斯政府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报 

告义务，但是由于必须履行根据其他公约所承抠的报告义务，因此在向委员会提交 

定期报告方面存在困难。若干締约国，特别是行政和技术能力有限并正在经历严 

重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和巴巴多斯政府一样具有这方面的问题。他还重申， 

巴巴多斯彻底反对种族隔离的做法， 

9 7 . 巴巴多斯的报告符合委员会的指导方针（CERD/C/70/Rev. 1 ) ,夯员 

会成员为此向巴巴多斯代表祝贺，他们注意到该国代表在介绍性发言中提到的在 

履行报告义务方面的困难，他们指出，唯其存在这些困难，巴巴多斯的记录更值得 

赞赏， 

98-成员们要求澄清巴巴多斯人口统计中采用的种族区分制度。他们欢迎提 

供更多有关报告附件一中提到的不同人种，特别是根据社会经济类别划分不同人种 

的资料。 

9 9 . 关于《公约》第2条，成员们指出，根据报告的说法，因为《宪法》保障 

所有人享有平等机会，所以不必釆取特别措施确保任何人种的充分保护和发展，但 

是，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可能导致有关实行歧视的控告，在这方面，成员们询问， 

是否有任何人种遭到忽视，政府是否建立了任何救济贫困的方案或者政府在这方面 

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巴巴多斯学校和法院如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各人种是否 

平等地参加工会，进入和离开该国的移民的权利是否有保障。 

100. 关于第3条的执行情况，戍员们赞扬了巴巴多斯政府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立 

场, 

101. 关于第4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注意到，由于不存在任何鼓动或怂恿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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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组织，巴巴多斯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制订宣布这种行动为犯罪行为的法律，但 

是成员们指出，第4条的规定从本质上说是预防性的，该条明确规定应宣布依法惩 

处这种犯罪行为.在这方面，报告第 2 2至第 2 5段不符合该締约国根据第4条 

承担的贲任，他们还说，不能排除出现鼓励和怂恿种族歧视的组织的可能&,在 

巴巴多斯这样的多种族社会尤其如此，他们希望巴巴多斯政府考虑该条的强制性 

质，重新考虑其立场。 

102. 关于《公约》第5条，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旨在改善获得教育、保健和就 

业机会的任何方案的资料，此外还询问，工作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是否存在工 

会，公民权利如何得到保障，是否有任何团体由于在其他国家受到迫害而寻求在巴 

巴多斯避难或进入该国，委员会要求澄清私人结社有没有在奉行歧视性政策， 

103. 关于第6条，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提供有关报告中提到的覆审令和训令的资 

料， 

104. 委员会？求提供更多的有关第7条执行情况的资料，夯员会特别询问，学 

校的社会研究方案是否包括人权问题，教师是否受到关于生活在巴巴多斯的各人种 

文化的特别训练， 

105. 成员们注意到巴巴多斯普遍存在着良妤的种族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成 

员们问，巴巴多斯政府是否已考虑发表《公约》第1 4条规定的声明. 

106.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巴巴多斯代表解释了该国各人种之间的 

区别，他说，人种的区分是与巴巴多斯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各人种更多地是按其 

所做工作的种类确定，而不是按"种族"概念确定，不过，考虑到委员会成员对 

这些区分的评论，可能需嬰对这些区分进行审査.由于釆取了累进税制度并通过 

教育，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使非洲血统的巴巴多斯人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社 

会和经济流动性，亚洲人移居巴巴多斯相当晚，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 

背景，他们往往自愿定居在同一地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医院作医生，对这些 

人种没有任何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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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西印度群岛大学在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牙买加设有分校，该大 

学承认方言的存在，并试图以开设方言课程的方式保存这些群岛的文化特征。现 

在有以方言演出的戏剧和诗歌朗诵，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是巴巴多澌本地人, 

因此他们了觯学生的问题和特珠情况， 

108- 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他们，委员会成员所作的评论值得巴巴 

多斯政府认真考虑。 

109- 在谈到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公约》第5条的问题时，他说，其中捷到的公 

民权利全部受到巴巴多斯《宪法》的保护。八年前已经废止交付地产税，不过遗 

产税仍然有效。 

110. 虽然在巴巴多斯存在着第5条(e)(i)中提到的各项权利，但是巴巴多斯政府 

对能否获得工作没有控制权，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是存在的，两个主要的政党 

都承认有必要提供充分的住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免费，在教育制度方面正 

在逐步消除歧视。政府对实行种族分离的学校不给津贴，法律迫使学校优先雇用 

本国国民为教师，然后才雇用非国民，巴巴多斯政府正在制订一项免费医疗制度， 

一项全囿保i和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存在了二十年。 ― 

111. 关于第5条(幻中所载的规定，他说，体育和体育协会对在巴巴多斯创造令 

人满意的种族气氛方面发挥了重麥作用。虽然早些时候每一人种和阶级都有自己 

的俱乐都，但这些界限已经打破，现在几乎完全消除了。 

112. 以英国不戍文法为基础并辅之以法令的巴巴多斯法律制度对所有人种一视 

同仁.法院行使司法审査的广泛权力，如覆审令、训令和人身保护令所产生的权 

力.根据人身保护令，预审法官必须在 2 4小时内审査一个案件，但条件是案件 

证据确凿，适用的法律程序得到遵守。覆审令和训令可送回高级法院，每星期二 

高级法院的两名法官在办公室审议这种案件。巴巴多斯政府将提供有关司法审査 

的法令的更详细的资料。 

113. 关于巴巴多斯政府是否可能发表第1 4条所规定的声明，该国代表说，他 

将把委员会成员提出的论点报告本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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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 

1 1 4 . 委员会1 9 8 6年 3月 5日第 7 5 4次会议审议了马里的第五和第六次定 

期报告（ G E R D / C / 1 0 5 / A d d . 1和 C E R D / C / 1 3 0 / A d d . 2 )。 

1 1 5 . 马里代表在介绍其报告时表示他们努力反映马里在昃对种族歧视方面的全 

面政策。虽然马里有备种不同的杜会一文化族群，但没有种族歧视。马里法 

律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人人平等和民族团结；因而任何种族主义事件都严格处理。 

1 1 6 . 委员会成员赞扬马里政府预防和消除种族歧视的努力、继续同委员会对话、 

赞扬马里政府对种族隔离的立场和不同南非建立关系。但是，他们指出下一次报 

告应更有系统地遵循委员会的准则（ C E R D / C / ^ O / R e v . l ),和更多地反映出马 

里政府执行《公约》所釆的措施。报告还应载有关于各人种的更具体的人口统计 

数据。 

1 1 7 . 关于《公约》第2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注意到两个报告内所载的说 

明，地方主义似乎只不过是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的宗派性表现。这两份报告蓄 

有哲学意味，从比较抽象的角度来分析种族歧视问题，使人难于评价马里的实际情 

况。委员会成员说，应将这种倾向和各人种保持它们自己的特性的愿望区分清楚。 

地方主义不一定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不可能靠武力结合入一 

个单一的民族特性里去.存在着忽视民族的多样性的危险.每一人种自我表现 

的权利是巩固民族团结的一小重要因素。成员问是否曾经应用过马里《刑法》第 

5 5条：如果向娄员会捍供根据该条须受刑责的地方主义的案例可能有用。在这 

方面委员会要求对刑法的该条规定的"就地流放"作为一种惩罚加以澄清。成员 

们希望收到有关该国政府关于各不同人种的权利（经济杜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 

政治权利）拟想的政策以及它打算怎样在保存它们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民族 

团结与和平发展的资狐还要求提供有关各人种获得 4 #教育的情况，它们之间 

财富的分配和它们在统治圈内的政治影响的补充资狐 成员们还有兴趣要知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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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学何种语言，马里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受过教育的人的比例是多少以及是否有任 

何推动初小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方案。 

1 1 8 . 有人提到报告内有马里边境的资料和重申了在审议上一次报告时委员会成 

员提出的要求提供有关同对越境的人群提供安全保护以及帮助处理跨囿人种问题的 

邻国筌订的边界协定的细节.马里拒不支持种族隔离、不同南非建立关系以及不 

承认"班图澌坦"受到了赞扬。 

119. 关于《公约》第5条，委员会成员有兴趣要知道单一的政党是如何组织的, 

各不同人种在该党内、政府机关、和其他在地区、区域和全国各级上重要的囿家机 

构内名额分配情形如何，以及《发展计划》是如何设法来减轻比较落后的群体的贫 

穷状态的。 

1 2 0 . 有人说对第四次定期报告中有关第6和第7条执行情况提出的一些问题还 

没有得到答复。 

121 .马里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评论时说，马里政府下一次报告 

将会考虑关于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提出的所有各点和评论。它还要设法提供关于还 

没有答复的问题的资料.马里政府将会设法提供有关主要民族的资料；但是由于 

人口的流 ^ É ,将提供一个人口统计细分的数据。 

1 2 2 . 马里所有有关种族歧视和地方主义的法律规定是在该国独立时制订的。如 

果自从马里成为《公约》的締约国以来没有制订关于这+题目的新法律，那是因为 

马里当局认为现行的规定已充分满足了该囿根据该文书所负的义条 

1 2 3 . 在独立之后，马里政府当局曾设法强调民族团拔 与此同时，马里对其 

多样的民族遗产引以为荣，这些多样的民族遗产丰窗了它的文化但是由于马里 

人民的流动IÉ大，现在并不认为有必要釆取任何特别的搢施把小别的民族同化纳入 

一个民族里去.宪法和国家的单一的政党都非常有助于国家的民族.团结。宪法 

承认人民的所有民族成份都有天赋的人权。全国领土分为七个区域，这些区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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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3 2小分区域，每一小分区域相应于其内的一个人种；但这些种族相互混居。 

在 1 9 6 0至 1 9 6 5年期间在政治敌对势力的煽动之下北部的图阿格雷人大量的 

移动，但情势已扭转过来，因为许多图阿格雷人自那时以来已返回马里.该国遇 

到的问题是，它历史上的领土目前有许多是在其现有边界之外‧ 马里的边界很稳 

定，最近与布尔基纳法索发生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现在已在有关各方的合作下 

把这小问题送交给菌际法院。 

124 .现在还不需要釆取措施来处理国内2 0多个民族提出的文化或语言的要求, 

因 为 从 来 没 有 提 出 过 这 样 的 要 由 于 8 0年之久的破民时期带来的文化影响， 

马里选了法语作为正式语言。自从独立以来就引进了阿拉伯语，已设立了机构来 

传扬阿拉伯文仏 实际上，马里境内说很多语言，其中有许多语言在毗邻国家也 

用。其中一些语言在学校内特别是在识字运动中，作为教学语言。报告内提到 

的"流放"一词是指流放到该人所来区域以外的一小区域去。 

1 2 5 . 关于执行《公约》第5条所釆取的措施，马里代表说，在全囯一级政府中 

和通过民主选举的国民大会在所有各级上所有民族都有名额。白人种族和黑人种 

族在政府内都瞢遍有名额。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团体在任何一级表现它们的特性都 

没有问题。至于釆取措施来处理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民的贫穷问题，在象马里这 

样一小国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马里境内和在毗邻国家境内居住的最大几 

个民族也是最积极、有事业心、肯干和地位的有利。该国北部的处于最不利地位 

的人也是最缺乏事业心的人，当局现正设法使他们放弃游牧生涯，和从事家畜养殖 

业，以便确保他们的生存。 

马耳他 

1 2 6 . 1 9 8 6年 3月 6日委员会第 7 5 5次会议审议了马耳他第七次定期报告 

( C E R D / C / 1 1 7/Add .6 ) ( C E R D X C / S R . 7 5 5 ) 0 

1 2 7 . 马耳他代表在介绍性发言中告诉委员会说，宪法法庭没有收到过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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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马耳他釆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谴责种族隔离的决议。在全国，马耳他 

政府调动舆论反对种族主义。马耳他的教育制度继续促进种族平等和在学生中灌 

种种族容忍的精神。 

1 2 8 . 委员会赞扬马耳他政府的报告，该报告虽然简括但答复了委员会审议上一 

次报告时提出的问题和关于为了消除种族歧视而釆取的政策和对消除种族歧视的一 

般态度的问题。有人提到马耳他报告内缺少人tr统计的资狐 

129.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有关该国政府为孤立南非政权 

和促使结束种族隔离所釆取的措施的资料。 

1 3 0 . 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提到上几届会议委员会同马 

耳他代表之间进行的讨论，讨论显示仍继续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成员们不同意 

马耳他对第4条的解释。他们认为《煽动宣传法》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第4条的(a) 

款，但没有包括该条的(b)款和(e激。马耳他政府应审査它的法律以期更充分遵守 

第4条。关于《煽动宣传法》，几位成员对于它的一些方面可能主张压制合法的 

意见不同或分趁的广阔范围表示惊异。他们希望知道公共检察官和法院是怎样执 

行和觯释这项法令的。有人特别提到"煽动事件"的定义中列有鼓吹"不同阶级 

或不同种族之间的恶感和敌意;"的规定。关于这+问题，一位成员指出在许多英 

国旧逾民地内也有类似的条款。煽动事件的法定定义具体地提到种族和指国家的 

所有的居民，而不仅仅是指公民。这项法令是在1 9 3 2年鉴于一些昃英情绪而 

颁布的，为的是要消弭可能的种族冲突。 

1 3 1 . 至于第5条，成员们希望知道在国会、政府和公务人员内各不同民族的名 

额是怎样分配的，教育制度是如何考虑到不同语言的民族的。 

1 3 2 . 关于第7条，有人要求提出有关在马耳他教育系统内为了执行该条的规定 

所采取的措施的补充资料。 

1 3 3 . 马耳他代表在答复娄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他将把各位成员关于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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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和《煽动宣传法》的评论转达给马耳他政府。只有一宗涉及煽动的案件在马耳 

他实际受到审邦 除了淫秽的以外，任何材料都可以作为私用携带进入该囿。如 

遇对该法令的解释有不同看法时，个人可以向法院或向滅员委员会提出申诉。马 

耳他有新闻自由，任何个人随时都可出版他想发表的任何东西。他注意到成员们 

关于该国人口普査中缺少族裔的资料所提的意I 关于教育问题，他说，马耳他 

对 6岁至 1 6岁的人实行义务教育，政府学校和教会学校都是免费的。关于南非, 

他说马耳他的政策没有改变。与该国没有外交、领^经济或钍会的关系。马 

耳他政府憎恶种族隔离，青年一代受到有关种族隔离罪恶的教育。马耳他政府在 

下.次定期报告内将充分列要说明其对于种族隔离的政策。 

1 3 4 . 关于第7条，他说马耳他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O E R D / C / R . 8 8 / A d d . 2 

和8)已提供关于当局在教育领域所做的工作的情形十分详细的资料。关于种族 

和谐问题，他说马耳他人同印度人以及其族裔的人结婚，所有这些人都已完全结合 

到马耳他的社会 

突尼斯 , 

135. 1 9 8 6年 3月 6日委员会笫 7 5 5至 7 5 6次会议审议了突尼斯笫八次定 

期报告（ C E R D / C / 1 1 8 / A d d . 27) ( C E R D / C / S R . 7 5 5 和 S R . 7 5 6 ) 。 

136. 突尼斯代表介绍了报告，他特别指出报告的某些部分并强调说该国的所有 

法律都符合选法笫6条，该条规定所有公民都负有同样义务，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突尼斯的人口在人种上是纯一的，但没有忽视少数人群体的不同文化或宗教, 

并且也不发生歧视的问题。该国谴责南部非洲存在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它强 

烈支持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笫二+十年并将继续努力保护脆弱的少数人 

m以及草拟一项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国际公约的工作。 

1 3 7 . 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突尼斯把国际条约结合到国内法的程序。他们想要 

知道突尼斯法庭是否可以引用正式批准的国际法的条款，或者是否必须要由较高级 

的司法机关对有关的@内法 是否符合条约的规定作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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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有人要求提供有关突尼斯柏柏尔人口的资料以及该国境内难民或移民工人 

的其他民族群体的情况的资料，委员会成员有兴趣要知道突尼斯政府采取何种步 

骤来保存柏柏尔人的文化特性. 

139. 关于笫3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突尼斯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反 

对，有人问，突尼斯是否已同南非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1 4 0 . 关于《公约》笫4条，有人提到突尼斯上次报告的讨论和《新闻法》虽然 

很详尽但没有包涵第4条的全部内容。还有人问《刑法》是法载有与《新闻法》 

没有触及的笫4 (b)条的案件有关的规定。还有人要求关于在报告内提到的新的、 

公正的和公平的新闻秩序提供补充资料，有人指出，报告内有两小节似乎相互矛 

盾：一个小节说《突尼斯法既不鼓励种族歧视也不禁止种族歧视⋯⋯"，而另一个 

小节则说"突尼渐法律载有许多目的在于制裁⋯⋯鼓动种族仇恨一的行动的规定 

1 4 1 . 关于笫5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关于柏柏尔人和犹太人社会 

参与公共湘文化生活的资料j他们问有没有非穆斯林社区的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或 

担 任政府职位。他们还想要知道对思想、良心和见解的自由以及对毗邻的非洲国 

家内的突尼渐工人的移动的自由施加了什么样的限制，并问是否有任何双边协定来 

保障他们的权利，他们要求提供关于归化的程序、保护移民工人有关就业的权利 

的法律、以及为了促进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宗教容忍与^谐所釆取的措施的资料。 

他们还问，根据突尼斯法律，一小有双重国籍的人是否必须要在两个国籍国内服兵 

役。还有人要求提供资料说明突尼斯除了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外是否也对别的 

团体给予政治庇护， 

142. 提到第6条时，有人问在执行突尼渐的保护非穆斯林社区的权利的法律时 

有没有任何实际的困难，以及侵犯这些社区的权利的官员是否受到法律的制裁，成 

员们还希望知道突尼渐人权联盟 是否处理或调停过任何种族歧视的案件，还有人 

要求提供关于报告内所说的关于滥用权力的申诉问题的进一步资料j有人问这类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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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是否可以立即获得补救，或者它涉牵到耗时费日的程序. 

143 ‧委员会表示对突尼斯以值得令人仿效的方式执行《公约》第7条的规定感 

到满意， 

1 4 4 . 一位成员问突尼斯政府是否愿意根据笫4条自由作出声明。 

1 4 5 . 突龙斯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所问的问题和提&评论时说，正式批准的国 

际条约地位高于国内法，法院必须适用，该国的最早居民，柏柏尔人，已同许多 

其他人种混合，现在无法知道该国境内有多少柏柏尔人。没有一个能够自称是纯 

柏柏尔人血统，因此在突尼斯没有柏柏尔人问题。该国同南非没有关系，并支持 

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它还主张纳来比亚独立。 

1 4 6 . 虽然法律对种族仇恨的表现订有严厉的罚则，但据他所知道法院没有收到 

这样的案！， 他同意报告的小节中关于突尼斯的法律和种族歧视问题有点模棱两 

可，突尼渐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对笫三世界非常重要的新的、公正和公平的新闻秩 

序.大部分新闻机构受西方控制，其广播歪曲新闻的一个例子是1 9 8 5年以色 

列轰炸突尼斯它们把它说成是以色列的自卫行动，虽然以色列拥有先进的军事情报 

也未能在该次袭击被炸死的许多人中指出一个巴勒斯坦领袖的姓名来。 

1 4 7 . 关于《公约》笫5条的执行情况所提的问题，突尼斯代表说可兰经承认剁 

的宗教也保护别的宗教。还有具体的法律保障信教的权利，包括拥有圣堂的权利 

在内.对于干扰宗教礼拜和因宗教动机而引起的暴力行为，《刑法》订有适当的 

处罚规定.信奉宗教的人，包括犹太教在内，都享有所有公民都荻得保证的政治 

权利，国会和国家的政党内都有犹太人代表，突尼斯境内犹太人人数从 1 5 , 0 0 0 

左右下降为约5, 0 0 0人，虽然没有法律禁止犹太人留在突尼斯,许多已离开到 

别处定居，就正如一些穆浙林人到法国和其他国家工作一样。他们之所以离去部 

分原因可以说是由于1 9 5 6年突尼斯独立之后取消了法国国民以前所享有的特权， 

还有，一些犹太人从事于商业，他们选择了离开独立的突龙斯，因为新政府开始实 

行其国有化和废止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方案。由于最近的法律改革，取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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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的突尼斯人不须放弃其突尼斯国籍，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都保留了他们的护照^ 

回到突尼斯度餵。有双重国籍的突尼斯人服兵役的问题目前是突尼斯政府同其他 

国家政府进行双边讨论的问题。外侨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同时也有义务要遵守法 

律.他们可以通过结婚或提&申请莸得突尼斯的国籍，居住在突尼期境内的新 

的移民工人享有突尼斯人相同的宪法保障。许多突尼浙人在外国居住和工作，他 

们离开和返回突尼斯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例如，许多突尼斯籍学生由于高薪 

酬的吸引就留在他们求学的国家内工作， 

1 4 8 . 任何人，包括外国人在内，只要他们证件齐全，都可在突尼斯到处自由迁 

徙，突尼浙人有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地方生活的权利.已同几个国家就突尼渐 

人在国外工作问题签订了协定。突尼斯尽一切可能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政治 

难民许可进入突尼斯,但条件是他们不从事政治活动，宪法不允许引渡政治难民 

出境。 " 

1 4 9 . 谈到关于第6条的执行情况所提的问题，他说行政法庭从来还没有收到过 

种族歧视的案件，任何自称受到任意拘留的受害人都自动有权找律师，然后在类 

似于基本自由保护令的程序之下，可以向预审法官申诉，要求释放，释放可以不需 

交保释金，因为金钱上的考虑是不相关的，释放与否只根据控罪的严重程度而定, 

任意逮捕人的官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由罚款至入狱。 

1 5 0 . 至于该国贿对《公约》笫 1 4条的立场，他说，突尼斯已经被它所负的 

许多条约义务压的喘不过气来，因此它对承担更多义务要谨慎行事是很正常的，他 

会把委员会的希望转达给该国政府， 

加纳 

1 5 1 . 1 9 8 6年 3月 7日委员会笫 7 5 7次会议审议了加纳的笫八次定期报告 

( C E R D / C / l 1 8 / A d d . 2 8 ) ( C E R D / C / S R . 7 5 7 ) , 

1 5 2 . 加纳代表在介绍该国的报告时说，这份报告主要是答复委员会在审议其笫 

六次和笫七次时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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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委员会成员赞赏加纳在该阖尽管遭遇到特殊情况下仍努力履行其报告的义 

务。但是：他们指出，报告没有按照委员会的准则 ( C E R D / C / 7 0 / R e v . 1 )来 

编制。他们还说，为了评价情况，如果有一些有关加纳境内各人种的资料会有帮 

助。在这方面，有人问为什么在报告中说任何个人或团体收集或散播有关人口中人 

种组成的资料时都属非法。一位成员指出报告没有说出虽然宪法已被暂时停止应 

用，但它的基本人权的规定仍然适用，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加纳境内宪法情况的资 

料。 

154. 委员会成员欢迎关于《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资糾但是他们指出，《临 

时国防委员会法笫4 2号》的条款太过于一般性以致不可能弄清楚加纳的临时政治 

和法律命令是否每方面都符合该国根据一^^约》所负的义务」报告国应澄清《临 

时国防委员会法笫4 2号》有没有实际上把所有的人权都废止掉，它本身似乎是 

一个完整的法律，没有提到暂停生效的宪法中那一个条款仍然有效‧《临时国防 

委员会法笫4 2号》没有提到实质性的权利。 

1 5 5 . 关于《临时国防委员会法笫4 2号》，有人要求对如何把达到社会正义的 

目的化为积极的行动以及该国政府补救早先社会型式造成的不平衡现象所釆取的战 

略是什么提供补充资料。有人问，临时国防委员会有没有对可能被认为会引起在 

报告中所提到的不公正和剥削的结构的规定、政策、法律和条例进行任何审查。有 

人要求对如何克服人种之间的不等现象以及加纳是否考虑通过任何处理人种歧视的 

特别法律加以澄清。有人指出，最好要有关于教育、文盲、收入水平^社会服务 

的统计资料。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全国民主委员会在査明社会中穷困的人的真正需 

要所使用的标准，该委员会的成就以及确保社会中这些人的充分发展的特珠计划的 

资料《 

1 5 6 . 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公约》第3条有关加纳对种族隔离的立场的资料。 

1 5 7 . 关于笫4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提请注意还没有提供委员会关于该条的执 

行情况所要求的资料。有人指出，刑事法庭的裁定不足以枸成对笫4条的规定的 

- 5 0 -



遵守，并且《1 9 5 7年废止歧视法》显示加纳政府在一个时候已经防备了部族、 

区域、种族或宗教的歧视， 

158. 至于《公约》第6条，成员们希望收到关于下列各项问题的资料：加纳的 

司法申诉程序，特别是这些程序如何迅速,和该国是否有类似于人身保护令或基本 

自由保护令的补救办法，以及处理据报的碁于人种而发生的歧视的案件的执法机关, 

有人问这类案件是否属于公众法庭或司法系统的权限。他们还希望知道有没有根 

据 《 1 9 8 0年监察员法》提出过报称的政府当局有歧视的控诉和釆取了什么样的 

行动，以及该国的刑法有没有作出任何改动以便处理人种歧视的案件。 

159. 加纳代表说，将把委员会的评论和问题转达给加纳政府，加纳政府将在适 

当的时候送交它的答复。 

160. 委员会在1 9 8 6 年 3 月 7 日 笫 7 5 7次会议（ceRD/Q/sR. 757 ) 上 

审议了芬兰笫八次定期报告（C E R ] W 1 3 2 / A d d . 1 )。 

161. 芬兰代表对报告作了介绍，并着重说明了其中有关萨米人和吉普赛人的部 

分。他还通知委员会新的北欧国家《反对南非联合行动纲领》所载各项措施以及 

北欧国家扩大对南部非洲难民和解放运动的援助的情况> 

162. 委员会成员欢迎芬兰政府继续贯彻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而不加歧视的政策。 

他们说委员会与芬兰政府之间的对话是值得示范^ 他们还指出，芬兰找到了很 

好地解决许多国家都面临的因语言不同引起的冲突的办法> 

163. 关于第二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要求提供下述方面的补充资料：以前以养 

驯鹿为生但现成为依靠工资为生的萨米人的情况，以及居住在械市的吉普赛人的经 

济和社会状 ^ 委员会还询问萨米人委员会是否考虑仿效瑞典的办法指派一名申 

诉问题调査员来保护萨米人的利益。 

164. 关于吉普赛人估计数字，成员们指出，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委员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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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供下述方面的资料：芬兰政府准备如何使吉普赛人加入社会主流，使他们能分 

享芬兰的高水准生活。 

165. 委员会要求澄清关于未来持有芬兰国籍的永久居民是否充分享受各种社会、 

文化和经济权禾Jo 成员们还希望收到有关下述方面揞施的资料：在劳工市场禁止 

基于种族原因的歧视；在教育方面援助流动工人和少数民族成员，促进接受难民， 

和制止排外情绪。还要求提供关于居住在芬兰的穆期林少数民族的种族背景和他 

们在芬兰的社会地位的资料。 

166. 关于第三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注意到芬兰已大大减少了来自南非的 

进口，并对芬兰同其他北欧国家一起开展的活动彔示欢I 他们要求提供关于芬 

兰为进一步限制同南非的经济和其他关系而采取措施的朴充资料 o ^ _ ^ 1 ' ]还希望提 

供有关芬兰同南非政府的外交和军事关系的资料。成员们希望 ¥ ï ^执行大会 

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同南非断绝一切关系。 

167. 关于笫七条，有成员指出芬兰人民充分了解各项人权文书的内容，新闻界 

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报道南非的情况。 

168. 成员询问芬兰是否在考虑作出《公约》笫十四条规定的任择声明。 

169. 芬兰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只能提供*普赛居民的大 

致人数，乃是有若干项原0» 其中之一是，虽然有一些吉普赛人在某些地区定居, 

但仍有许多人在芬兰境内流动以及越过开放边界而进入其他北欧国 

170. 关于萨米居民，虽然饲养剐鹿仍然是萨米人的主要生计，但近年来巳出现 

经济多样化，萨米人目前还从事旅游等行t 萨米人往往依其传统习惯居住在芬 

兰北部农村，一般不在城市居仇 因此，他们没有适应社会或经济环境的问氣 

171. 难民问题目前是政府一级大加讨论的一个问M o 芬兰的政策或许不如其 

他北欧国家那么宽;^ 但近年来进入芬兰的难民人数肯定有所增加，并没有拒绝 

难民入当局正考虑加强芬兰参与各种救济难民努力的揞施，趋势是放宽入境 

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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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可以自由进入芬兰劳工市场，共同劳工市场是北欧国家的经济支柱之一。 

当然，有^À员必须有工作许可证，一旦莸得许可证，其权利即得到充分保亂许 

可证必然要根据各种经济因素加以颁发，但种族因素不起作用。报告所附载用于 

管理工作协议的法规茱文是要在就业问题上出现以种族为理由的歧视时适用。确 

有少量穆斯林居民。大概最多数百人，主要住在赫尔辛基地有关这些人口 

的种族背景的具体情况将在下次定期报告中提供。 

173. 在谈到委员会成员就种族隔离和南部非洲局势提出的问题时，芬兰代表表 

示，将适时提供有关近期采取揞施的更详细资料。但他现在就可向委员会保证， 

此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削减同南非的联系。其中一些措施，如有关信贷的措施， 

是强制性的，其他措施^在鼓励进口者自愿寻找其他供应来源。在外交方面， 

芬兰政府继续在比勒陀利亚保留低级代表，由一名职业外交官任临时代^ 在可 

以预见的将来，这方面预计不会有变化，但他认为这不会给种族隔离政权以任何支 

持，而只是一项实际安排，促使南非当局直接注意到芬兰政府对种族隔离的看法> 

古巴 

174. 委员会在1 9 8 6 年 3 月 1 0日第 7 5 9次会议（ce R D ^ c ^ S R 759 ) 

上审议了古巴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I V C V 1 3 1 / A d d . 4 和 C o r r . 1 ) 。 

175. 古巴代表在介绍该报告时提到了其中有关部分，并指出古巴继续声援生活 

在南非、纳米比亚和以色列占领下阿拉伯领土的被压迫人民，全力支持各民族解放 

运动，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 

176. 委员会赞扬古巴在国内外消除种族歧视斗争中的成氣报告符合委员会 

的准则(C E R D x C X 7 0 X R e v 1 )。 提供了有关的法律和宪法条款，这很有用。 

古，巴在消除文盲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绐人深刻印^ 成员们要求能获知人口分布 

情 & 他们还希望了解古巴政府是如何将各项国际公约订入其国内法，以及《官 

方公报》何时公布《公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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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关于《公约》第二条，成员们要求对拫告中提到的"促进一部分人"语句 

加以澄清说明B 在这方面，成员要求进一步提供下述方面的资料，即政府采取哪 

些特别措施，来促进那些受到旧政权歧视的人的权利。 

178. 关于《公约》第四条，成员们要求对报告所提"反社会行动"一词的定义 

加以澄清说明。有成员指出，报告表明古巴正在充分采取揞施来执行该条的条It 

有成员要求提供关于《刑法》笫3 4 9条所规定用于惩罚有歧视行为个人的各种惩 

罚的资料，并询问是否有过实际采用这些惩罚的案^!» 

179. 关于《公约》第五条，成员们希望知道有关社会福利和医疗的规定是否适 

用于流动工人或外籍工人，这些工人是否可以参加唯一的工会联仓会，是否招收肤 

色较深的人在执政党中任职，是否征聘黑肤色的人担任教师以促进人人平等，政府 

对基督教激进化运动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特别是参加共产党采取什么政策，离 

开和返回本国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对这种权利的竹使有无限制，以及古巴只有一 

个工会联*是否;t味着不容许希望建立自己工会的少数民族集团建立自己的工会a 

180. 就笫六条来t成员们说希望进一步获得下述方面的资料：防止种族歧视 

和对侵犯基本权利、特别是担任公职官员侵犯这些权利的有效保护和补救措^委 

员会成员注意到政府正在开展一场积极的教育运动，以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关 

于这一点以及笫七条，有人询问是否给学生、警官和法律界成员开设具体讲授人权 

概念的课程。还有人指出该条执行情况特别令人满意。 

181. 有成员询问古巴代表，古巴政府是否愿意发表第十四条规定的声明，承认 

委员会有权处理个人来:fc» 

182. 古巴代表回^^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说，所有机构和法院都可援引《公 

约》笫四条，因为条约在《官方公报》上发表后就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刑法》 

笫 3 4 9条桨止并惩罚歧视他人的行为和鼓励或唆使他人进行歧视的行为。此外, 

《刑法》笫 1 2 8条规定种族隔离是一项严重罪行，要受到重大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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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她说，古巴没有宗教坟基督徒在古巴能否成为共产党员是一个内政 

问题，目前正对这项问题进行研仏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包括教会领袖綦近 

举行一次会议，分析教会同政府的对话，以及教皇的使者对教会同政府间的关系作 

出了良好的评价。 

184. 自 1 9 5 9年以来，古巴一直努力消除以阶级，性别和种族为根据的歧I 

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妇女和所有种族在党和中央委员会以及经济和社会 

生活中都必须有相应的代患 从 1 9 3 9年起就只有一个工会联合会，但是，在 

建筑、公共服务、教育和卫生等行业中都有独立的工会。还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团 

体要建立自己的工会。古巴没有流动工人；古&工人与外国工人就权利和工资来 

说并无任何区别。任何想离开古巴的人都可以离开。只要提出移居国外的申请， 

并获得有关证件。古巴正审査许多人的申请，这些人在革命初期萬开古巴，后又 

想回来。所有学生，不管其种族成肤色如何，都可在古巴学校就读。 

185-按照《公约》笫六条，《宪法》第？ 6和 6 2条以及《刑法》 J 5 4条都 

规定任何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侵犯的古巴人，都可获得法律补救办法。侵犯人权者 

被判刑和罚IL 

秘 鲁 

186. 委员会在1 9 8 6 年 3 月 1 0日和 1 1日第 7 6 0和 7 6 1次会议（CERD/ 

C/S R . 7 6 0 - S R . 7 6 1 )上审议了秘鲁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H 7 / A d d . 7、 

187. 秘鲁代表在介绍该项报告时指出，报告是在秘鲁政府发生更迭之前提交的。 

以民主方式选出的新政府关心下述问题，即怎样才能使那些因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 

被#除于发展主流之外的人，特别是土著居民，进入秘鲁生活主^o 政府已决定 

优先开发安弟斯山区一个面积约260» 000平方公里的地区，秘鲁最贫穷的2 0 % 

居民住在这一地区。在今后五年中，政府将用 1 6 %的公共资金在这一地区投资， 

秘鲁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都在这一地区。政府还改组了警察部队，清除那些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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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侵犯公民安全事件的警官，及开除侵犯人权的文官、警官和g官。为了维持生 

琏水准，新政府决定限制外偾偿还，因为偿偾使政府不能行使其社会职IÊO 

188. 委员会成员赞扬了秘鲁政府为反对歧视作出的努力。该报告简明核要， 

符合委员会的准则（CERD/C/70/Rev. l)o 

189. 关于委员会准则中要求提供的有关人口和种族组成情况的资料，成员们注 

意到报告指出不可能提供秘鲁种族组成情况的资料，因为"秘鲁的任何官方文件都 

不能桌稱象个人的种族出身"。在这方面，成员们指出《公约》第一条提到"基 

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歧视，秘鲁当局或许可以根据其中的一个标 

准来提供资他们还指出，种族较视常常与经济和社会较視同时发生，因此根 

据种族组成情况对人行分类是有用的o 此外，政府或许已收集有秘鲁人口中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所占比例的资料，以确定需要多少教师来向各地区的儿童教授其 

地方语言。成员们还指出，政府肯定会有某种方法来估策不同种族集团的人数和 

需求，以便执行其根据土著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对其*行雇用的政策。 

190. 关于《公约》笫二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希望知道报告中掙到的措施对改 

讲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起了什么作用，以及正在釆取其他什么措施来实现政府为土 

著居民订立的社会目#o 

191. 关于第三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询问秘鲁同南非政府之间是否有经济关系, 

秘鲁政府釆取哪些措施来进一步对南非实行制裁。 

192. 关于第四条，成员们说，秘鲁自提交其第一份报告以来注意到了委员会就 

该条执行情况提出的建仏 这令人鼓舞。他们指出，在执行笫四条条款方面只 

剩下尚需努力的少量的差他们还注意到有两个委员会正在起草新的《刑法》和 

《刑事程序法》。在这方面，他们询问该两个委员会是在对现有的法律加以补充 

更新，还是在以禁止种族较视为新的刑事司法指导思想的基础之上，起草新的法氣 

他们还希望知道，这些法典何时生效，以及在执行笫四条方面取得了哪些进^6 

此外，他们希望知道报告所说的秘鲁没有种族歧视案例是指未出现过种族歧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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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意指现有的法律条款不足以处理此类事件。 

193. 就第五条来说，成员要求提供资料，说明不识字公民在行使其选举权方面 

遇到的实际困难；并询问土著居民进行竟选的权利是否因其文化和教育水平受到彩 

响以及他们在这方面是否受到任何限制。 

194. 秘鲁代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題，说，将做出努力来增补及更新必要 

的人口统计数据，以评价在促进杜会进步各领域中取得的汫展。促讲手工业的法律 

提高了农村土著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在参与秘魯经济的同时，对秘魯 

的文化和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位于东南都所谓"安第斯扇形区"的农村社区， 

人口最密集，民族最单一，但也是*贫穷落后。囡此，政府决^在公共投资方面 

优先考虑这一地区。这一地区居民主要是奇楚亚人和艾马拉人，因此必须增加教 

授其语言的教师人数。缺乏人口数据是执行教育方案的障碍。有关双语的最新 

统计数据是从1 9 7 5年至今的。用地方语言编写的用于X语教育的教材不能满 

足需要，而新闻界对X语教育的支持也嫌不够。 

195. 秘鲁认为贸易条件不平等是世界上贫富不均的象氣 保护主义和赛元比 

价过高使外债问邇愈加严重。由于正规和传统的解决办法不起作用，秘魯单方面 

决定了只将其出口收入1 0 %的款项用于偿偾。秘鲁在政治、外交、运输，体育 

或文化方面同南非没有任何关系。 

196. 新的《刑法》和《刑事程序法》已制定，审查委员会正讲行最后审议，以 

便1 9 8 6年公布。它们并不只是早先法律的修订本，而是反映了当代法律思I 

没有进行过以种族坟视为起因的审判，因为秘鲁《未出现过这类罪行，所以也没有 

这方面的具体法#o 秘,法律不容许以任何理由实行坟视，并保护那些自称其人 

权受到侵犯的Ao 

197. 1 9 8 5年眢选时，文盲现象严重地区的选民参加选举比例很高，这表明 

不识字的人在行使其选举权方面未遇到重大困?lo 未蒈收到从各政党或民众组织 

提 出 的 指 ^ 所有it居民都可自由地逸举官员或自己进行竟àfeo 政府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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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加快土著居民参加秘魯文化和政治生涟的进程。但土著居民并没有受到歧视, 

他们充分参与政府的民用和g事都门工作。 

198.秘鲁代表最后表示希望秘魯根据（公约》笫十四条作出的声明将会鼓励其 

他国家加强和扩大它们同委员会的^ » 

保加利亚 

1 9 9 . 委员会在1 9 8 6 年 3 月 1 1日其第 7 6 1 ^ 7 6 2次会议（OERB^ 

O/QR. 7 6 1 - S R . 762 )上审议了保加利亚的第八次定期报告（CJJfiD/C/l 1 8 / 

A d d . l T / î l e v . l ) • 

2 0 0 . 保加利亚代表介绍了该报告，他说，在过去五年中，虽然执行保加利亚 

的反歧视和平等权利政策所根据的一般法律结构没有改变，但是又制定了一些含有 

反歧视条款的法律，包括《家庭法》.而且不久将通过一项新的《劳工法》.然 

后，他提到保加利亚穆斯林的情况和一项反保加利亚的运动，该项运动的目的是不 

诚实地报道保加利亚的真实情况，以及要影响委员会的专家.为了了解当前的情 

况，必须详细顾到历史因素，必须从十四世纪末发生的事情开始.他特别提到以 

土耳其化的方法来同化保加利亚人民的奥托曼政策.他说，保加利亚向来极宽大 

地准许有强烈的土耳其民族感的保加利亚人移民到土耳其去.留在保加利亚的伊 

斯兰教徒和有土耳其名字的不信教者选择了愿意归属于保加利亚人民一途.为了 

遊免混淆,保加利亚的伊斯兰教徒自己选择更改他们的土耳其名字.最近恢复保 

加利亚名字的事例显著地增加，这与定期更换身分证件有关，这次更换在两年前已 

开始.改名字对保加利亚的伊斯兰教徙的宗教信仰和慼情没有影响.他们享有 

完全的自由.土耳其所称关于保加利亚的伊斯兰教徒的情况的主张，是对保加利 

亚内政的不能容许的干涉.关于保 加利亚境内的吉普象亚美尼亚和犹太等民族, 

以前各报告所载的资料仍然有效. 

2 0 1 .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该项报告遵守委员会的准则（ C E R D / C V 7 Q ^ e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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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载有保加利亚政府在经济及社会领域的成就的大量资料，并且反映保加利亚 

政府继续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因此，最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少数民族的资料不够 

充分，成员们对于最初报告（CSRD/C/118/Ad(i.l7)所载的许多重要的资料 

此次没有载于订正报告< C E f n ^ c Z l i a / ^ a . 17/iRev.i)中表示失望,成员 

们还说，委员会早些时候已经要求的关于保加利亚对待种族集团的官方政策的资料， 

不幸未载于审议中的报告内. 

202 ‧令人不安的关于可能想同化保加利亚境内的土耳其人或伊斯兰教少数民 

族的报导，在世界各地引起很大的关切.成员们对于保加利亚代表就穆斯林名字 

的保加利亚化所给的解释表示严重的怀疑.历史上;^有经过大约三代后自M更改 

个人姓名的其他例子，而在这三代期间是根据文化习惯取名的.这种解释在科学 

上是讲不通的，这种改变名字的作法等于摧毁个人和文化的认同.对少数民族 

文化价值的依恋不是必然会与国家感情有冲突.对宗教和姓名问题必须以深刻的 

了解来探讨，事实是，他们的名字基本上起源于伊斯兰教，常常出自可兰经，或 

者有时候是基督教的，而^使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基督教名字或其他名字都被保 

留.成员们对于保加利亚境内的清真寺被关闭的报告，希望再次获得保证那是没 

有根据的,也希望再次被保证保加利亚没有对举行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施加限制. 

最近关于保加利亚境内违反人权的报告对该国的国际声誉造成很大的损害.保加 

利亚政府更详细地报告这些事件对它自己有利.有人问，保加利亚是否准许委员 

会成员或其他不偏袒的观察者去访问该国，以便莸得关于该国情况的客观资料. 

'203.如果保加利亚在它的报告中不理会居住在其领土内的少数民族和种族集 

团的存在则难以看出保加利亚是如何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从保加利亚政府提供 

‧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的1 9 6 5年人口普査资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人 

口普査时住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有759， 0 0 0名.而且，在委员会研究保加利 

亚的第六次定期报告时，保加利亚代表曾指出在1 9 6 8年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双 

边协定后，有130， 0 0 0名土耳其人离开保加利亚.这表示至少尚有 6 2 9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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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土耳其人留在保加利亚.成员们想要知道是什么理由促使保加利亚政府采取行 

动来同化土耳其伊斯兰教徒.成员们注意到 1 9 7 5年人口普査的统计数字一一 

显示保加利亚总人口 （ 8， 750, 0 0 0 )的 9 0 %是保加利亚人，因此约 8 0 0 , 000 

人不是保加利亚裔一一未载于保加利亚于1 9 8 6年 1月 7日提出的第八次定期报 

告的订正本（ C E R D / C / l 1 8 / A d d . 1 7 / H e v . 1 1 9 8 4 年 8 月 1 5日 

提出的初次报告（CESD/C/lia/Add.l?)以及第五次定期报告都指出,虽然19 

7 5年的人口普査没有收集关于保加利亚人的民族世系的统计资料，但是人民如果 

愿意,可以宣布自己属于什么民族.成员们要知道从土耳其伊澌兰教姓名改为保 

加利亚姓名对人民宣布自己属于什么民族的权利有无影响，这种宣布如何作出及向 

什么机构作出，这方面的资料如何被利用，特别是因为属于什么民族一事在语文、 

宗教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具有某种影嘀.在这方面，成员们促请注意土耳 

其和马其顿少数民族的"失踪".第五次定期报告里的一项陈述显示保加利亚正 

在不理会其马其顿少数民族的存在，后者是属于斯拉夫少数民族，难以了解提出 

报告国家如果没有以人种或类似指示为基础的统计资料，如何能确定其国内有无少 

数民族或种族集团，有成员说，保加利亚由于缺乏政治意愿是故意不理会一些民 

族的存在.更进者，提出报告国家应提供更多资料说明它可能考虑采取什么措施, 

以确保那些少数民族和种族集团能根据《公约》第一条行使他们的权利.有些成 

员想弄清楚在保加利亚的第六次定期报告（CERD/ C V ^ e / A d c U S )中，在人口 

统计方面使用的"其他"一词的意义，因为它可能包括马其顿少数民族. 

2 0 4 .然而一个成员指出，不能谴责保加利亚没有提出人口统计数据.也曾 

有其他締约国无法提出人口统计数据，因为它们的人口普査没有反映一个人属于什 

么民族，伊斯兰教徒人数的减少可以用如下事实说明，那就是，越来越多人成为 

唯物主义的信徒.再者，保加利亚人认识到他们是住在一个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平 

等权利的国家.清真寺的减少是这种发展的自然结果.一方面，在保加利亚确 

有少数伊斯兰教徒，但是保加利亚没有少数民族.《公约》并不订有保护宗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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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数人的任何条款，一些国家在它们自己没有加入的一项公约下，提出在保加 

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少数人问题，是为促进它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另有其他人则把 

这个问题当作诽谤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甚至干涉其内政的机会.没有理由要派遣 

观察员前往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确保所有公民完全平等,《公 

约》的每个締约国都用它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民族和种族问题. 

205 .委员会成员强调获得关于住在保加利亚的人口的种族组成情形的资料一 

事的重要性.该项资料应包括详细说明何以没有提到属于希腊、吉普赛土耳其 

或马其顿等少数民族的保加利亚公民.它应包括每个人口集团说的语言，每个集 

团的教育程度，各个种族集团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以及保加利亚政府在屦行《公约》 

规定的义务方面碰到的问题.倘能知道各个种族集团在全体人口中的增长或下降， 

不同种族集团成员间通婚的数目，少数民族确实在上大学的百分率，它们能否用自 

己的语文出版刊物，是有帮助的.有成员特别询问是否仍然有用亚美尼亚语文和 

依地语文出版的报纸，以及保加利亚的无线电台是否仍然有土耳其语文翻译部.在 

这方面，有成员指出，有迹象显示以前存在保加利亚的少数民族的杂志和期刊现在 

已被禁止.还有成员想知道保加利亚境内各种宗教的地位，以及当局说保 加利亚 

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的理由.还有成员要澄清在保 加利亚的吉普赛儿童一半以 

上住在"儿童之家"的说法，特别是鉴于吉普赛人中普遢存在的对国家的怀疑和他 

们对子女的深爱 .吉普赛 人也是最努力维护他们的种族特征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 

种族集团之一. 

2 0 6 . 关于保加利亚在国际法规定下的义务，成员们想知道国际条约如何被应 

用到其国内法，《公约》在保加利亚是否已成为法律，《公约》能否在法院中直接 

被援 ^ . 

2 0 7 . 关于《公约》第四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想进一步知道《刑法》第162 

条和第1 6 3条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条内载有对待违反民族或种族平等的人的条 

款，以及要进一步知道该《刑法》第4 1 8 和 4 1 9条，那两条禁止各种形式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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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分离和种族隔离.也要求获得有关的文本. 

2 0 8 . 关于第六条，有成员问，该报告中提到的现有在发生侵犯人权的情况下 

的保护措施是否仅指正常司法程序下的措施，或是规定了遇到申诉时可立即提供的 

补教办法， 

2 0 9 . 有成员要求更多关于第七条的执行情况的资料，特别是关于正在采取什 

么措施来对付在保加利亚内存在的偏见和促进容忍， 

2 1 0 . 有成员问，保加利亚是否考虑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宣布. 

2 1 1 . 一个成员提议举行一次非公开会议来审议对这个问题的任何提议或建议, 

但是其他成员反对这项提议. 

2 1 2 . 主席建议说，鉴于在讨论保加利亚的笫八次定期报告期间各方提出的问题, 

1 9 8 6年1月5日到期的第九次定期报告允宜包括对本届会议期间提出的各项问 

题的答复，并且盼,报告尽快提出. 

2 1 3 . 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表示的意见时，保加利亚代表说，虽然他 

希望保加利亚的第九次定期报告最后会提出，他怀疑说报告是否会在最近的将来提 

出，因为保加利亚即将举行共产党的笫十三次大会以及全国选举。 

2 1 4 . 他无法回答各方所提出的这许多问题，但他要向委员会保证，所有问题会 

转递给保加利亚政府，以及会在下一个定期报告中得到彻底讨论. 

2 1 5 . 报告没有包括人口数据只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数字，象其他许多締约国一样， 

保加利亚不在全国人口普査中以属于什么种族来辨别其公民。此外，所有人民完全 

平等的原则使得收集这种数据成为不必要，然而，保加利亚政府将试着提供住在该 

国的名々种族集团的大约数字. 

2 1 6 . 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吉普赛人是保加利亚三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关于这 

些集团的更确切的资料将载入以后的报告，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口已从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的50， 000多人减到目前只有数千人，在 1 9 4 5 - 1 9 5 5年期间，保加 

利亚的大部分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那些选择留在保加利亚的犹太人活跃在全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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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各个领域，常常享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他们与在以色列的亲戚的关系很好, 

每年许多人毫无困难地往返于保加利亚和以色列之间*保加利亚的犹大人没有语文 

上的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存在保加利亚的依地语学校已不存在了；伹是犹太人 

仍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教育组织‧ 

217. 亚美尼亚少数民族自第十世纪以来就在保加利亚定居，但是在第十五世纪 

以及在第十九世纪末和19 15年土耳其大屠杀之后，移入保加利亚的人数大量增 

加.亚美尼亚人已完全融合于保加利亚社会，虽然他们仍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并 

且有他们自己的文化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时，在的一些独立的亚美尼亚 

学校，已演变为亚美尼亚语文班，最后变成供选修的亚II尼亚语文课.约4 0 0至 

5 0 0名亚美尼亚儿童在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瓦尔纳和其他械巿的亚美尼亚语文 

班就读， 

218. 吉普赛人的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自1 9 4 4年以来，保加利亚仍然傲了 

很多措施来改善吉普赛人的命运.保加利亚的吉普赛人以前是游牧的，现在获得了 

适当的住房.他们也有自己的报纸，是以保加利亚文出版的."儿童之家"事实上 

是幼儿园，向保加利亚裔及吉普赛裔的幼童提供各种机会.说吉普赛儿童被强迫就 

读这些幼儿园是很可笑的，因为事实上家挪很愿意这样做， 

219. 关于保加利亚的伊斯兰教居民，保加利亚代表重申，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必 

须对保加利亚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在奥托曼统治时期之前，在保加利亚没有伊澌 

兰教徒或土耳其人。即使在1 8 7 8年保加利亚摆脱奥托曼的统治之后，在保加利 

亚的大部分伊斯兰教徒不是土耳其人，而是转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最后 

一次从保加利亚向土耳其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 9 6 8年至 1 9 7 8年之间，其自的 

是因以前移民而分离的家庭获得团聚.无须说，那些留在保加利亚的伊斯兰教徒是 

自愿这样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 

220. 将源自土耳其的所有人名和地名恢复为保加利亚名字，是保加利亚人民表 

示希望切断与土耳其统治的最后残留的联系.改名字的手续因所有保加利亚公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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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身分证格式的改变而得到顺利 进行， 

2 2 1 . 有成员要知道—已不存在的少数民^ ~马其顿人，人们常常根据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举行的两次人口普査而发表议论，认为马其顿人是住在保加利 

亚的一个少数民族.伹是，这项议论没有考虑到保加利亚在战后期间很特珠的形势; 

而且提出这种议论的人没有考虑保加利亚任何以前和以后的人P普査数据。事实上, 

根据无数次调査，马其顿地区的人民被认为是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为了实现同民 

族性的努力主要针到社会方面，而非种族方面，因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一致很有助于 

国家的统一。 

222. 关于学习保加利亚文以外语文的情形近年来有很大的改变.直到一九六〇 

年代，许多人学土耳其文，虽然那不是硬性规定的科目，目前在保加利亚没有土耳 

其语文班或学校，不过宪法规定，想要学土耳其文的人有权利这样做. 

223. 在宗教方面，应该注意到已将土耳其名字改为保加利亚名字的保加利亚穆 

斯林仍信仰伊斯兰教。关于禁止前往麦加朝圣和在保加利亚的清真寺被关闭的指控 

都是假的。新的清真寺和教堂只有在有需要时才建；然而保加利亚傚了很多工作来 

恢复和维护在该国的所有伊斯兰教的宗教和文化纪念物， 

224. 关于在保加利亚的伊斯兰教徒的情形，保加利亚代表说，把土耳其的保加 

利亚人和土裔保加利亚人混淆，是历史因素造成的，这导致该国政府的最新政策是 

加强保加利亚的伊斯兰教徒的认同性，但是没有导致任何同化土耳其人的政策。 

225. 关于该国执行笫七条的情形，保加利亚的整个教育制度所根据的思想体系 

认为必须克服所有偏见，不仅是教育领域的、而且是社会所有领域内的偏见。 

226. 保加利亚永远会很欢迎委员会的专家以客人身分来访问，伹是保加利亚政 

府绝对不同意派遣一个调査委员会。 

塞内加尔 

227. 委员会在1 9 8 6 年 3 月 1 2日其第 7 6 3次会议 ( C E R D / C / S K . 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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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审议了并成一个文件（CERD/C/131/Add.5)提出的塞内加尔的第五、第六 

和第七次定期报告。 

2 2 8 . 塞内加尔代表介绍了该报告，他提到塞内加尔宪法，特别是第4条，其中 

规定任何种族或宗教的歧视都要受法律惩罚.他特别指出该文件的有关部分，并且 

提到 1 9 8 3年设立的人权与和平研究所，对公民实行人权方面的培训。 

2 2 9 . 娈员会成员对于塞内加尔政府经过数年中断后恢复与委员会对话表示满意. 

他们称赞塞内加尔努力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国家。他们还指出塞内加尔是 

一个宽容的提倡人权的国家•该报告遵守突员会的准则(c:ERD/C/70/Rev, 1 ) , 

可是内容只限于宪法上的措施，而对于执行宪法原则和特别是根据公约的有关条款 

来拟订该国种族多样化方面的政策的立法、行政、司法和促进措施的报道，不够充 

分. 

2 3 0 . 委员会成员要知道更多关于人口的种族组成和每个种族集团的居住地点和 

经济发展情况的资料.有成员问，方言种类那么多是否会产生冲突.在这方面，有 

成员指fi,所有种族集团都说沃洛夫语，塞内加尔社会基本上是同民族性的. 

2 3 1 . 关于第2条的执行，有成员想知道如何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以及通过了什么措施，作为区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以便给较落后的集团以经济上 

和政治上的机会.成员们也要进一步知道关于多元化和一体化办法的体制安排，以 

及它们如何维持平衡•鉴于禁止地方主义，有成员要求澄清塞内加尔政府如何处理 

区域的经济多样化。 

2 3 2 . 成员们对于塞内加尔执行《公约》第三条和它对种族隔离的政策表示赞赏， 

2 3 3 . 关于第四条的执行情况，有成员指出，尽管塞内加尔的宪法和刑法有规定， 

塞内加尔的立法仍未完全符合该条的规定‧成员们想知道有无制定任何法律，正式 

禁止种族主义组织的存在，以及宪法规定"其宗t或活动违反刑法或与公共秩序不 

符的团体应予禁止"的条款，在无规定怎样惩罚的具体法律的情况下，能否作为起 

诉的根据。他们也要求知道更多关于煽动叛乱或非法结社的第6 5 - 4 0号法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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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9 - 0 2号法案，以及关于"公共秩序"一词的意思，他们注意到虽然刑法第 

283 (2)条规定了人种、种族和宗教歧视的定义，但是该报告说在塞内加尔没有这 

种定义，但是该报告说在塞内加尔没有这种定义下的歧视。在这方面，他们问有没 

有人曾向法院呈递这种歧视案件，或者当局曾否注意到有这种案件.有成员还询问 

有无因为执法人员没有采取行动以致法院没有接到的任何歧视案件， 

2 3 4 . 关于笫五条，成员们想要获得按原籍国详细开列的难民人数，以及塞内加 

尔政府如何处理难民的需要的资料。他们还要求更多关于下列的资料：对移民邪外 

国工人的政策；为了促进塞内加尔的全面发展，对于工作、住房、公共卫生、医疗、 

社会安全和^服务及教育和培训等权利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包括政府对私立学校 

的监督；失i和识字率；向经济上贫困的被婦人提供的援助的种类，以及怎样建 

立法律上人人平等的方式.有成员要求澄清那些不被列入选举名册的人是否永远被 

剝夺投系权. 

2 3 5 . 关于第七条，有成员指出塞内加尔的记录值得称赞.有成员要求知道新闻 

界在影响公共舆论、特别是关于种族隔离的舆论方面的作用. 

2 3 6 . 在回答娄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塞内加尔代表说，塞内加尔的种族差异 

由于各民族集团都厲于两、三个主要宗教之故而成为不明显。 

2 3 7 . 关于区域发展，他说，目前在区域行政官员的指导下，一些社区被鼓励自 

己决定关于当地人民的需要和制定自己的预算等重要事务•这样做的构想是这些社 

区最终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地方主义如果提倡歧视性作法会受到惩罚， 

2 3 8 . 塞内加尔的正式语文是法文•虽然大多数塞内加尔人都会说或能了解沃洛 

夫语，但是从来没有硬性规定在全国采用一种民族语文，相反地，塞内加尔的政策 

励各种民族语言，各小学普遍教民族语言，以便塞内加尔人能够识字，并以他 

们最了解的语文继续接受教育. 

2 3 9 . 关于执行《公约》第四条的有关法律的其他资料，将载于下次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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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知道的，从来没有人向法院提出种族歧视案件，同样地也举不出惩罚种族歧视 

行为的例子， 

2 4 0 . 所有被逮捕的人都被认为在^#之前平等，他们会自动莸得"^胜任的、 

有经验的律师的服务，在审判后，被告会被要求付出象征性的法律援助费.公共秩 

序一词的定义可以确定为意指保障基本权利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2 4 1 . 对私立学校的监督是行政上和财务上的，因为国家负担那些学校的部分业 

务费，及负贲为它们征聘合格的教师。 

2 4 2 . 关于选举法，他说，根据选举法某些类别的人不能列入选举名册，这种制 

裁在某些情况是确定性的，但是它们也可能是暂时性的。这种制裁的基本理论是无 

法认为刑事罪犯在社会上会负责，或者他们事实上适合于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位， 

就那些无法律能力的人而言，人们认为需有法律规定来保护如象年老体衰的或有精 

神病的这类人的利益， 

2 4 3 . 塞内加尔已设立一个委员会，由最高法院的高级法官和包括外交都在内的 

有关主要部门的代表组成。它的职务是决定难民的资格，并向塞内加尔总统提出建 

议，总统对难民事务有最后的决定权，这个委员会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密切合作，联合国难民办事处的代表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委员会的会议，也可以 

就每个案件表示意见. 

2 4 4 . 关于流动工人的权利，塞内加尔已与一些有国民暂时住在塞内加尔领土的 

友好国家签订了一些合作协定。除了这些协定的规定外，已在考虑拟订其他保护流 

动工人的基本措施，以履行塞内加尔是缔约国的各种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义务. 

2 4 5 . 塞内加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致力于明确、完整和客观方式报道南非境内的事 

件，每星期有关于种族隔离的发展状况的无线电广播，而报纸也作了大量报道，没 

有限制这种报道的范围和内容，目的是让全国舆论得到翔实消息，及加强其对国际 

一级上反对种族隔离所采取的行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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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246. 1 9 8 6 年 3 月 1 2日和 1 3日委员会笫 7 6 3次至 7 6 5次会议 

C / S R . 763—SR. 7 6 5 )审议了丹麦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B D / C / l 3 1 / A d d . 6)。 

247. 丹麦代表在介绍该报告时请委员会注意丹麦政府已经邇过了一系列针对南 

非的限制性措施，并且参与了安全理事会、大会、北欧国家集团和欧洲经济共同体 

所做出的国际努力.他还指出，所谓的"自发性 «者 "̶̶即自己主动而不是 

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帮助下进入丹麦的难民一的人数已经从1 9 8 3年 

的 3 3 2人上升到 1 9 8 4年的 4， 372 A . 1 9 8 5年9月，丹麦通过了一项 

综合性方案以确保这些难民得到妥善对待，并使他们同丹麦社会融合成一体. 

248. 丹麦在国内贯彻人权方面和在国外对种族歧视受害者的援助方面成缋斐然， 

丹麦已经根据《公约》笫1 4条宣布承认委员会有权处理个人来文；委员会成员对 

此表示赞赏.他们还称赞丹麦政府向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援助.丹麦的报告 

完 全 是 根 据 委 员 会 的 指 导 方 针 （ 1 ) 编 写 的 . 他 们 指 出 ， 尽 

管丹麦并没有收集个人民族血统方面的资料，但是报告显示该国存在着少数民族 

群体‧ 

249. 关于移民问题，委员会成员注意到《外侨法》将移民分成三类，因此提出 

疑问：这种区分的目的是否是要区别对待这三类移民，是否已采取措施以确保不歧 

视任何一类移民.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限制外侨入境和就业的禁令，尤其对以下 

问题提出询问：是否有保护外侨的相应法律，禁令有何种例外，以及在什么情况下 

外侨会在三个月内被驱逐出境.他们索求有关颁发工作许可证的标准的资料，并 

且还要求澄清成为一个丹麦公民所需具备的各种条件.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向移 

民的子女提供了何种类型的教育,他们还要求对进入丹麦的难民的民族血统进行分 

类. 

250委员会成员还询问了丹麦与格陵兰之间的宪法关系，他们希望委员会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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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丹麦前一份报告期间就在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的情况、他们的经济状况以及他们 

在高等教育和公务机构任职的情况所提出的问题能很快获得答复. 

25 1 . 关于《公约》笫3条，丹麦政府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做出了杰出的努力， 

它采取了务种针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措施，有的是单独采取的，有的是与其他国 

家一起采取的，委员会成员对此表示赞扬.他们还着重赞扬丹麦向种族隔离制度 

的受害者、觯放运动和前线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援助，但是他们指出，丹麦仍 

然与南非保持着广泛的关系；他们询问当该国人民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时，丹麦对这 

种斗争将采取什么立场.委员会成员索取关于丹麦为对南非实施制裁所做出的决 

定的进一步资料 .他们还 询问丹麦在南非的资本投资额和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丹麦是否有任何公司因其与南非的关系而受到惩罚，尤其是因为违反武器禁运而受 

到惩罚> 委员会是否可以假设丹麦与南非已经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他们还询问丹 

麦采取了什么步骤以鼓励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仍然与南非保持广泛关系的成员国采 

取有效措施反对种族隔离政仏为限制北欧企业在南非的生产而与这些企业进行的 

谈判取得了什么结果，以及丹麦船只是否已停止向南非运送石油. 

252. 至于贯彻《公约》笫4条和第6条的问题，成员们对报告载入有关两件涉 

及种族歧视案件的资料表示欢迎.他们要求对其中一个案件的下列问题予以澄清, 

即负贲送交传票但又未及时送交的是什么机构.但是，成员们对只呈报两件涉及 

种族歧视的案件一事表示惊讶，尤其是鉴于主要是失业率日益上升所造成的欧洲工 

业化国家目前的排外主义趋势，他们询问是否有任何就业方面的歧视案件，是否有 

任何禁止就业方面歧视的规定.他们希望知I在排外主义抬头之时，丹麦的种 

族歧视发案率却日益减少，这是否因为移民，尤其是新移民，对有关寻求赔偿的可 

能性的情况知之甚少，还是因为政府成功地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或是因为这个问题 

未受到充分的监督.他们还询问对那些感到自己的基本人权遭到侵犯的个人是否 

可援引有效的补救办法，这些补救办法是否对迅速赔偿做出了规定， 

253. 关于第5条，他们询问在丹麦是否将工作视作一种权利，并要求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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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关于能否将退休金福利范围扩大，以包括难民的资料. 

254. 他们强调了丹麦为执行笫7条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并询问丹麦政府是否预 

见到将加强其在这一领域的努力， 

255.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时，丹麦代表说在丹麦的外国人是按 

照国籍而不是按照种族登记的，报告提到的三种类型反映了丹麦承担的条约义务, 

用于确定进入丹麦的外国人的法律地位， 

256. 侨居的外国人在地方选举中享有投票权和被选权.最近有三位外国人当 

选为地方理事会的理事，对要求获得丹麦国籍和居留权的外国人 不区别对付.申 

请国籍的必要条件对所有外国人都是适用的，不论其民族血统为何，这些条件包 

括居住至少七年，懂丹麦语，以及申请需经议会批准.驱逐外国人的事例是罕见 

的，有关驱逐的准则是十分严谨的.凡是一再犯下严重罪行的移民，或被处以六 

年徒刑的移民，或非法进入丹麦的移民均有可能因国家安全的原因被驱逐.移民 

受到丹麦法律的充分保护. 

257. 在丹麦的难民和移民的子女在丹麦学校里接受免费教育.政府没有特别 

规定要用这些孩子的母语进行教学，但是他们只要支付很少的费用就可以选修由国 

家津贴的课程.难民原籍国的领事馆不开办专门学校，这主要是因为各有关民族 

团体的人数都是很少的。教育机构对移民和难民与对丹麦人一视同仁，一般来说 

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取决于能力而不是取决于财力， 

258- 1 9 8 5年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到8月为止自发地而不是在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主持下进入丹麦的难民人数已达8， 0 0 0人左右，几乎是 1 9 

8 4年总数的两倍 .这些难民来自 3 5个国家，其中主要是黎巴嫩人，伊朗人、 

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波兰人和土耳其人.前几年从智利和匈牙利来了许多难民， 

现在又有大批的越南难民，他们是通过海上救援和重新安置计划到达丹麦的。没有 

向任何一个难民团体提供优惠待遇.所有案例都是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原籍国决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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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9 . 至于格陵兰，可以这样说那里的社会一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与丹麦 

国内其他地区几乎彔一样的，不脊在文盲现象，由于丹麦公民不是按照民族血统 

登记的，因此无法提供愛斯暴摩人的精确人数，只能稚据定期人口普査结来进行 

粗略的估计，最高法院的法官中窄格陵兰人.根据 1 9 5 3年《宪法》，格陵 

兰新象哥本哈损一样是丹穸的组成鄱分，但是自从1 9 7 9年以来格陵兰一直享 

有内部自治，在除了特别是涉及宪法和刑法、对外关系和国防方面的拳夯之外，格 

陵兰在其他国家爭务上也行便权力， 

2 6 0 . 目前只有三家丹麦公司在南非傲生*。 丹麦对三个记录在案的案例 

感到深切的遗憾.1两个案件涉及租赁给别国的丹麦船只向南非运送军火的间题, 

从丹麦港口没有运出任何军火，在审理笫一个案件时，最高法院作出了无条件禁 

闭的判决，因为最高法院认为低级法院的裁决^于宽大.第二个案刑期延长至四 

年，并作出了缺席判决.笫三个案件尚有待审理， 

261 . 丹費从未与南非建立过大便级的外交关系.1 9 8 5年丹麦关闭了 

在约輪內斯堡的总领馆，从这以后在南非就没确丹麦代表了。 南非在哥本哈损没 

有一个总领馆.不能把丹麦与南非之间的活动称之为"夫系"。 

2 6 2 . 自1 Q 8 0年以来，丹麦船只没^向南非运送：fcJ^油，丹#生严的 

石油也没有向南非出口纣，占丹麦从南非的迸口额将近9 0 %的煤的逬口可II于 

春竽完全停止，因为政府的一项法莱已经规定尽半结束与南非的逬出口贸易.数 

据显示在过去几年中与南非的贸易镧没有变化，1 9 8 1年的逬口总類为12*5 

亿丹麦克朗，而1 9 8 5年的总额则为1 0亿丹麦克朗‧ 

2 6 3 . 丹麦工业鄱在研究丹麦在南非的投资HT况；研究工作还没有结束，下 

一份报告将提供更多的资料，由于公布了《反对南非的联合行动纲领》，大多数 

丹麦公司已经开始抽回投资资本了， 

2 6 4 . 丹麦向受压坦的南非人提供人道主义的棱助，1â是并不支持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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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武装冲突是违反《联合国宪鞏》的竹为.丹麦在北欧社会、在欧洲经汧共同 

体和在联合国內一直试图说服别国米取它所采取的政策. 

2 6 5 . 至于针对种族歧视仃为而锎订的法律补救办法问题，所有的人都能得 

到法律的充分保护，都有机会向警察局报告这类爭件并向法院提起法律诉讼，这 

类诉讼会得到迅速审理，在裉告提到的几个茱件中，未及时送交传票的贡任在于 

申诉人律师，由于法院拒绝受理针对第一个人的茱件，而第二个人是否单独发表 

诽谤性言论也未得到明确肯定，因此第二个人被判无罪.另一个待审理的案件及 

一位电视台记者，因为该记者釆访了一些发表诽谤性种族主义言论的青年，这些 

青年和采访者，以及新节目的监制职员均受到起诉， 

2 6 6 . 在丹麦记录在茱的有关种族歧视的茱件很少，这也许#因为强烈的民 

族主义从来没有成为一种主要的力童，丹麦人是务实的，他们不会公开歧视别人， 

根据法律和《宪法》，种族主义组织是非法组织，据国家当局所知，丹棄不存在 

种族主义组织，丹步完全遵守《公约》笫 4条， 

2 6 7 . 《公约》笫5条规定的工作积在丹.麦^买得到了承认，根据1 Q84 

年1 0月1日生效的新的《社会养恤金法》，在丹麦成为定唐居民1 0年以上、年 

令孖:1 5至 6 7岁的非丹麦公民均可享受养 *金， 1 &所规定的至少十年居留期阀, 

至少隶晚近的五年必须在丹麦定居，才能获得养恤金， 

^里兰卡 

2 6 8 . 1 Q 8 6 年 3 月 1 2日和 1 3 日 委 会 , 7 6 4次和 7 6 5次会议 

( C E R D / C / 1 26/Adâ. 2 ) . 

2 6 » . 斯里兰卡代表在介绍该国的裉告时说，为了就泰米尔问題达成政治上 

的觯决，斯里兰卡政府和印度于1 9 8 5 年 8 月 3 0日^成了一项"和觯和谅解条 

款"萆莱 ‧ 此外，在澌里兰卡政府和在a內活劫的恐怖主义团体的某些淤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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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停火，但是停火不断璣到恐怖主义分子的破环.最近的恐怖主义皋力活动 

已使流^失所的人数^到 1 5 0 , 0 0 0。 他指出稚据1 9 8 6 年 1 月 3 0日的国会 

法令，有 9 3 , 0 0 0名有印度血缘的人及其子女得到了斯里兰卡 ®籍，澌里兰卡 

的问题是有一个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力^将斯里兰卡分裂成两个单一民族的国家的 

问题，恐怖主义便问题得不到觯^ ；在该少数民族大多数成员能够在不受恐怖主 

义行动的阻碍下行使自由露志之前，不可能采取任何有蕙义的步骤以争取逬行政治 

对话. 

27a 委员会成员对斯里兰卡能够在困难的局势中及时提交笫二次定期报告袠 

示赞赏，对报告国代表的发言也表示赞赏，因为他提供了关于3报告锾交以来的重 

要政治爭态发展的最新资料，伹是，他们指出报告不符合委员会的指导方针 

( C E R D / C / 7 0 / R e v . 1 )并指出由于该国目翦的局势，其碓告在叙^当前的种 

族危机时应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2 7 1 .他们注^到裉告暗示在泰米尔少数民族社会和僧加罗人之间存在着令人 

吃惊的内部暴力斗争，不断升级的藜力斗争破坏安全，以致造成以下后果：目翦流 

稱失所的人数已^到 1 50, 000 ，这些人的权利几乎都遒到了骹坏，他们指出乐 

于见到夭于导致产生暴力的原因和严生分裂主义趋势的埋由的资料，并且询问在这 

购个民族之间脊在着卄么社会和经济的分歧，裉告有一种明显的趋向，即把泰米 

尔族说成是目丽局势中唯一有^错的一方，中心I'pJ题似乎不仅仅是奉米尔族某些 

团体的暴力行动，而是淤府没有觯^根本的原 1 ^ . 他们要求对报告混^一谈的三 

个十分不间的因素逬行觯释，即恐怖主义暴力、种族动乱和泰米尔少数民族社会。 

这三个因素应加以明确区分，对恐怖主义应完全分开軍议， 

2 7 2 .他们指出，斯里兰卡自1 9 5 8年以来发生的悲剧的根源在于民族的两极 

分化。防止斯里兰卡的两极分化需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并维持法律和秩序。军队 

在决心维护秩序时不应该釆取暴虐行动。他们询问斯里兰卡的警察是否工资太低, 

是否训练不足，是否实力不够，因为很明显这些因素对局势具有重大影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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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旨在用军事方法觯决问题的政策将导致暂时取消文职政府，丧失司法机构的独 

立性。政府对斯里兰卡南部存在的强烈的反泰米尔情绪负有政治贵任，因为生活 

在那里的泰米尔人非常少。 

2 7 3 . 他们指出斯里兰卡暴力斗争升级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泰米尔分子和政府 

保安部队都曾施暴行。除民族敌对外，还存在着宗教敌对的因素。他们要求提 

供关于在印度政府斡旋下经全党大会和政府周意设立的监督停火委员会的命运的资 

料。他们要求澄清为恢复泰米尔人对停 火委员会信誉的信任而采取的新的措施， 

因为自从委员会内两个泰来尔族成员辞职以后，委员会的信誉似乎受到了损坏。 

2 7 4 . 他们还指出，政府不应该采取以暴易暴的方法，并指出任诃国家都有义务 

在不暂时取消宪法保 证的情况下与暴力进行斗争* 

2 7 5 . 成员们对陷入冲突之中的平民表示关切。他们要求提供关于向安全区的 

平民和那些被迫逃离的泰米尔人提供保护的资料，以及提供关于军事行动对泰米尔 

族非战斗人员的影嘀的资科。 

2 7 6 . 委员会成员乐于见到报告和代表的介绍性发言均提到了正在寻求一项政治 

觯决办法和政府决心从事和平觯决等问题。渐里兰卡总统的努力和印度总理提供的 

合作是令人鼓舞的，成员们希望这种努力和合作将结出硕果a 

2 7 7 . 关于执行《公约》第 2和第 5条的问题，他们指出遵守这两项条款并不 

会产生需要用军事手段觯决的恐怖主义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泰米尔人曰 

益强烈的挫折感，他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正当的不满情绪，尤其在语言、土地 

垦殖、教育、就业等问题上不给予平等地位以及不安全感日益增强的地区更是如此。 

《公约》的这些条款所规定的杈利有许多已经不保，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他 

们指出还没有收到在审议斯里兰卡初步报告时要求提供的《宪章》关于基本权利的 

条款的有关摘要。 

2 7 8 . 成员们要求提供关于在最近与泰米尔族领导人举行的谈判中可能提议或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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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过的在地方政府一级权力下放的程度的新的资科a 他们询问为什么连续几届政 

府在执行1 9 5 7年的《班达兰艾凯一切尔弗纳亚坎协议》方面都遇到困难。他 

们还要求就政府和非政府反对党派为维护斯里兰卡单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地位所宣 

布的政策提供进一步的资科o 

2 7 9 . 他们要求提供有关下列问题的新资科：土地垦殖的国家政策，政府打算进 

行土地开拓的基础以及通过建设新的灌溉项目开发以前无人居住的农村地区的国家 

政策，他们还询问这类地区是否包括北方省和东方省的部分区域。 

2 8 0 . 他们指出政府关于大学入学的政策并没有反映人口的民族构成 a 自 1 9 

70年以来在大学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的泰米尔学生的人数显著下降。讲泰米尔语的 

澌里兰卡人为国家的发展傚出了重大贡献a 但是政府的僵硬方法却向有能力的泰 

米尔肯年表明，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不可能指望与其他公民进行公平竟争，这一现 

象加强了泰米尔族内的分裂主义倾向。大学助学金委员会最新的入学政策是：每一 

学科中有5 %的名额将分配给五个行政区。由于桊米尔人和僧加罗人在以上各行 

政区的比例是不周的，因此需澄清观定这一百分比的根据。 

2 8 1 . 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关于佛教、印庹教种姓等级制度和僧加罗族之同关系 

的新资科。视们还希望知道社会等级和种姓等级制度是否对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 

均有影嘀。报告指出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民 

族特性，因此很难理觯产生这一问题的真正分歧a 

2 8 2 . 他们询问1 9 8 3年种族动乱之后住在福利中心的流离矢所的人中有多少 

人已经能够返回家园了，政府是否从原则上承扭了义务，为包括在印度的难民在内 

的流离失所人士返回家园创造的条件。他们还就政府对大约50, O O M 被赶出东 

方省亭可马里和巴提卡洛阿地区的泰米尔人所采取的政策提出了问题，因为泰米尔 

人的大批流亡有可能改变该省的人口性质。他们还乐于见到就在北方省的安全区 

的影响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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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3 . 成员们希望知道关于取消《宪法》第六修正案、从而使泰米尔联合解放阵 

线的温和派成员加入国会以争取政治觯决民族危机的前景如诃。他们还提出了下 

列问题：为确保泰米尔族全体成员的选举权采取了什么措施，因为目前在一些地区 

只有2 0 % 至 2 5%的泰米尔人有选举权；政府是否打算提高进入行政部门任职的 

泰米尔人的比例，因为这一比例下降为6%左右,为恢复斯里兰卡人民之间的和睦 

采取了什么新措施；以及政府为维护泰米尔族的文化特征——其中语言发挥了关键 

的作用——正在采取什么特殊措施。 

2 8 4 .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政府是否仍然维持其不与南非发 

生关系的政策，并希望收到关于斯里兰卡反种族隔离斗争最新发展的资科。他们 

询问是否有可能通过制订进出口法观柬管制斯里兰卡的个人和南非之间贸易。他 

们询问政府曾经对一个到南非进行巡回比赛的私人板球队实施过威慑性惩罚，为什 

么现在;就不能禁止个人向南非出口茶叶。鉴于斯里兰卡在为孤立南非的努力方面声 

割艮好，因此姿员会成员请报告国代表向其政府转达他们的忧應，以便鼓励斯里兰 

卡政府寻找途径和办法中断与南非政权的即令是有限的关系。 

2 8 5 . 他们指出报告中找不到有关第4条要求采取的措施的资科。 

2 8 6 . 关于第6条，成员们要求说明在种视案件中实行有效保护和补救办法 

以及上诉程序的方式。他们还要求进一步提供关于斯里兰卡最高法院就报告提到 

的工作库计划所作的裁决的资料。 

2 8 7 . 成员们指出，在斯里兰卡执行《公约》第7条具有特殊意L 他们要求 

就现正釆取的通过教育、文化和信息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便在一个统一的斯里兰 

卡的范围内达成一项觯决民族问题的公平而切实可行的方法的措施提供进一步的资 

料。 

2 8 8 . 委员会希望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将以令所有有关各方满意的方式克服自己 

的困氣 必须在国家领土完整湘统一的范围内寻求一项政治觯决办法。委员会 

希望*平与秩序将得到恢复，分裂国家的作为将遭到摒弃。他们还希望政府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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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人平等，并希望政府确保每一个人都享有《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不论他们的 

血统或宗教为何。 

2 8 9 .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昶意见时，报告国代表说斯里兰卡政府将第 

二次定期损告的重点放在国家当前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与执行《公约》是直接有关 

的。伹是，他相信斯里兰卡政府在编制第三次定期损告时将遵守委员会的指导方 

针。他还指出，以后将提交一份损告详细地说明泰米尔少数民族中某些人诉诸暴 

力的原因，这种局势的历史背景，以及政府为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所已经釆取的 

或提议釆取的措施。 

2 9 0 . 斯里兰卡国内的麻烦是一小批恐怖主义分子造成的，他们企图在岛上的某 

个区域建立一个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单一民族实恐怖主义分子说他们的要求 

是无商议余地的。两极分化确实是当前问题的核心，伹是两极分化并不是^里兰 

卡政府的目标，而是国内某些团体的目标，它们扬言国家领土的某些部分只属于它 

们。有人说损告暗示泰米尔族应对斯里兰卡目前的问题负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参与的泰米尔人仅仅是少数。政府曾试图与国内的温昶派团体举行谈判，佢是遗 

憾的是极端主义的团体不让它们进行谈判。政府不准备进行谈判的唯一问题就是 

斯里兰卡领土完整的问题。 

2 9 1 . 他说保安部队釆取了一切防范措施以避免造成平民伤亡，但是恐怖主义分 

子或是将其基地设在人口稠密地区，或是从这类地区出发釆取行动，有时还以平民 

住宅为屏障炮击军队的设施。保安部队釆取不负责任的行动的事例是极其罕见的， 

政府对这类事例均釆取适当措施加以处理。尽瞥斯里兰卡政府承认在保安部队与 

恐怖分子的战争中发生过伤及平民的不幸事件，但是必须认识到在向国际社会宣扬. 

的所谓平民受害者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名符其实的平民。长期以来陆军湘海军 

基地都在同一驻所。与斯里兰卡其他类似公务人员相比，警察部队的成员也不存 

在工资太低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人员不够，已经釆取措施通过招聘来解决这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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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2 . 在未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之前，政府不得不釆取措施保护那些将被恐怖 

主义分子逐出家园的平民。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局势被视为暴力的螺旋式上升。 

多牟来大量斯里兰卡人在西欧谋求金钱利益。最近泰米尔族一些人一直声称他们 

是因为逃离暴力而成为难民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为了发财致富。损告提到的 

90, 000名"无国籍人士"是英国人于十九和二十世纪从印度带剷种植园工作的泰 

来尔Ao 直刭最近根据国会的一项法案给予这些人斯里兰卡国籍，抆一问题才得 

到解决。 

2 9 3 . 在僧加罗族和泰米尔族之间无法进行种族区分。佛教没有种姓等级制度。 

并不是所有僧加罗家族都按照职业组分等级的。在僧加罗人中既有佛教徒也有基 

督教在斯里兰卡佛教徒中现有僧加罗人，也有非僧加罗 A c 佛教的结构与 

种姓等级制度恰恰相反。在斯里兰卡，种姓等级制度是一种种族主义现象，它不 

以任何宗教因素作为基础,这种现象存在于泰米尔人^僧加罗人中。斯里兰卡所 

有学校都教授僧加罗语湘泰米尔语。招生名额是以行政区为基础加以确定的，与 

这类地区来的学生的民族背景是无关的。 

2 9 4 . 灌溉和发展项目主要由捐款国^象世界银行这样的II际金融机构提供资金。 

某些省的天然资源比较丰富，因此比较容易被选作项目所在地。确定项目所在地 

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由于恐怖主义在国家北部的活动，不得不放弃在都里的一个由 

加拿大资助的项目。 

2 9 5 . 斯里兰卡有符合《公约》各项要求的法规，例如《宪法》第三章符合《公 

约》第5条。已经分别设立了由泰米尔族^摩尔族人担任内阁都长的印度蓽务部 

^穆斯林事务部，目的是保证有关群体的文化传统得到维护^发展。下一次报告 

将撣供详细情况。至于《宪法》第六修正案可否废除或修改的问题，他提请委员 

会注意斯里兰卡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事实。凡是想要维护《宪法》的人绝不能 

容许分裂主义I凡是希望保持国会^员身份的人就必须维护《宪法》。该代表驳 

斥了委员会一名成员所提供的关于可参加投票的泰米尔人的比例的统计数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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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斯里兰卡一直实行普遍的成年人选举权制度。以前唯一不能投票的人就是 

"无国籍"人士，这种情势早已得到纠正。他进一步指出，首席法官，首席检査 

官^三名内阁成员都是泰米尔 A 

2 9 6 . 截至 1 9 8 6 年 1 月 3 1日止，就保安部队在发生暴力搴件期间造成死亡 

的案件进行了大约8 1次审讯，各项裁决已经转交给人权委员会。根据澌里兰卡 

法律，个人可以提出责任减少作为辩护，但是一个集团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因此, 

倘若保安部队的一群人被指犯罪，除非证实这些人具有共同的意图，或犯有举行涨 

法集会的罪行，否则是不能将这群人作为整体定罪的。结果，政府经常不得不根 

据军法审理这类案件。应该注意，到目标为止在所有案件中没有一个证人愿意对 

保安部队提出指控。 

2 9 7 . 根据工作库计划，无人就业的家庭的成员可以得到优先照顾。"阶层"一 

词系指申请人的类别。 

2 9 8 . 关于执行第7条的问题，报告国代表说斯里兰卡正努力对包括博士生在内 

的各级大学学生进行人权原则方面的教育。 

伊拉克 

299. 委员会在1 9 8 6 年 3 月 1 3日和 1 4日第 7 6 5次和第 7 6 7次会议上 

( C E R D / C / S & 7 6 5 - S R . 767)审议了伊拉克的第八次定期报告（CERD/C/ 

1 3 2 / A d d 2 ) . 

300. 伊拉克代表介绍了报告，并着重说明了报告的有关都分. 

301. 委员会成员赞扬伊拉克政府定期鹿行其报告义务，继续进行T拉克与委员 

会之间的长期和持续的对话，并赞扬了报告的内容. 

302. 委员会成员问，伊拉克是怎样将《公约》的内容订入国内法规中的. 

303. 委员会成员指出，报告中有些都分擠到伊拉克的众多少数民族，他们风 

在没有任何人口资料的情况下，政府怎样估价少数民族人口的需要并确定需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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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措施以满足那些需要.委员会成员谋求澄清关于阿拉伯人和少数民族成员按比 

例在自治机构中担任代表的情况，委员会成员的谋求澄清报告中有关两类非伊拉 

克人即阿拉伯工人和非阿拉伯工人之间区别的内容.他们问，那条具体提到其它 

国家的阿拉伯公民的特别规定是否符合《公约》第1条第3段的要求；是否有任何 

保护来自其它国家的阿拉伯人的文化权利的规定，因为阿拉伯人虽有共同的遗产， 

但阿拉伯世界各国之间有细微的文化差别. 

304. 委员会成员赞扬了为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口建立自治区的措施，认为这是一 

个非常积极的步骤，它表明，实现民族团结的最好办法是蓴重少数民族的愿望， 

而不是尽量压制这种愿望.伊拉克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尽 

管伊拉克处在战时，但它已表明，它能够保持其统一，自治只是加强了它的统一‧ 

委员会成员要求提^^关于中央政府的职能和由伊拉克最高上诉法院建立的机构管理 

哪些具体事务的进一步资料.他们要求澄清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库尔德问题的政 

治方面只是由旨在损害伊拉克领土完整的外国干涉造成的.委员会成员们还问， 

自治区的立法委员会是有7Ç名成员还是有8 0名成员；立法委员会怎样实际工作， 

以及自从1 9 7 8年以来举行了多少次选举.他们还问，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 

间通婚是否彩,他们的和他们子女的民族归属；伊拉克大学接受阿拉伯和库尔德学 

生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指出，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 8 8号决定，伊拉克的副 

总统之一必须是库尔德人，他们问，他是否也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 

305. 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关于除库尔德人外的其它少数民族的更多资料，并问， 

这些人是否集中生活在一些特定地区或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指出报告中所进述 

的为保护土库曼和讲古叙利亚语的社区的文化权利而釆取的措施是实施《公约》的 

方法的最好榜样，委员会成员很想了解，伊拉克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战争 

是否对伊拉克的人权局势，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权利有任何影响，以及它对伊拉克 

履行其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有何影响，他们问，少数民族成员是否有权得到 

法庭指派的律师的服务.无论他们是原告还是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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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他们要求澄清是否为东正教，亚美尼亚，犹太，和亚述社区制定了具体的 

法规‧ 他们问，这方面的立法与保护一般宗教自由的其它立法是否不同，成员 

们要求提供更多关于宗教社区最高理事会的资料，特别是它的组成，代表的级别， 

程序和任务方面的资料；它是否一个由各教派组成的机构，处理教派间的一切问题 

他们还问，宗教社区和少数民族社区是否被认为构成分开类别，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彼此重叠， 

307. 关于《公约》第3条，成员们赞扬了伊拉克在克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方 

面的出色记录， 

308. 关于《公约》第4和第6条，委员会成员们希望知道，在关于种族主义宣 

传和行为的伊拉克立法中，"罪行"一词是指任何违法行为，还是指特别严重的违 

法行为；《刑法》第20 4条中的"教派冲突"一词的解释是否包括种族歧视，因 

为如果不包括，这一条似乎超出了《公约》的范围；最近几年中，是否有过任何涉 

及《公约》的案件，是否实施过报告中所列举的任何立法规定，在这方面，他们 

要求提供关f伊拉克为涉及种族主义行为的案件所建立的任何司法先例的更多资料 

并问，伊拉克法院是否惩罚过任何领导一个种族主义组织的人.还要求提供关于 

一个由于种族歧视而遭受精神和物质损失的人可以怎样诉诸法律的进一步资料；他 

们问，如果检査官不提起刑事诉讼，受瞢者是否仍能提出民事诉讼. 

309.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意见时，伊拉克代表说，伊拉克把 

《公约》看作它的国内法规的一部分，伊拉克的人口统计资料不具体说明个人的 

种族或宗教，除库尔德斯坦外，伊拉克没有任何其它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 

在大城市中，居民区不按民族分开‧ 阿拉伯国家的国民不需有签证即可进入伊拉 

克并在该国自由行动，他们和伊拉克公民葶有同样的待遇.阿拉伯国家的所有国 

民不分宗教或民族一律享有这种待遇.伊拉克对阿拉伯国家工人的政策是根据在 

阿拉伯联盟范围内締结的协定制定的，非阿拉 伯工人通常是根据伊拉克政府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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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拉克公司与一个外国公司締结的协定在伊拉克就业的 ‧ 有关合同中通常包括 

保护非阿拉冶工人的权利的规定‧ 

310. 在答复关于厍尔德人的问题时，他说，由最离上诉法院建立的一个特别机 

构监督库尔德期坦的自治行政当局所作IB的决定是否具有合法性.自治区立法委 

员会的成员人数是由1 9 8 0年 3月的第 5 6号法令规定的，该法令规定，每 3万 

个居民应有一名代表，目前的代表人数是 8 0人，立法委员会的副主席也是革 

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 库尔德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首次选举是在1 9 8 0年举行的* 

同年，伊拉克还选举了巴格达的国民议会‧ 立法委员会每年通常开两次会.在 

较近的 1 9 8 4年又举行了选举，以填补立法委员会中的空缺‧ 1 9 8 1年的第 

3 2号法令规定，保护宗教社区是国家的义务，也是那些社区的权利• 已建立了 

一个由教会和犹太教会堂的代表组成的宗教社区册商理事会• 报告中说明了它的 

职能.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成员之间通婚的现象相当多，在这方面没有出现过特珠 

的困难， 

3 1 1 . 伊拉克代表接着谈到委员会成员就伊朗二伊拉克冲突表示的关切，他％ 

伊拉克热切希望结束这场悲剧，并从一开始就接受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 

决议和不结盟国家集团及伊浙兰会议提出的建议， 

312. 至于遭受歧视者的法律朴教问题，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法院擠起法律 

诉讼，而且一旦胜诉，即可狭得赔偿，此外，个人还可以向司法都甚至共和国总 

统上诉.司法部每周中有一天专用于听取公民就他们与法院或其它政府官员之间 

发生的问题提出申诉. 

313. 委员会在1 9 8 6 年 3 月 1 4、 1 5和 1 7日桊行的笫766» 7 6 , 769 

掛义上(CERD/C/SI\ 766, SR, 7 6 7 和 7 6 9 ) 审 议 了 荷 兰 的 笫 七 次 定 

期报告（ C E R D / C / 1 3 1 / A d d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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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4 .荷兰代表介绍了报告.他说.荷兰政府未能及时提供关于《公约》在荷 

属安的列斯的执行情况的资嵙，以列入荷兰的报告中，但TO将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资 

料.他明了报告中的有关部分，并说，荷兰政府非常重视与委员会成员之间的 

对话并有兴趣听取委员会关于"彼此冲突的槺本权利"问题的意见."彼此冲突 

的根本权利"即《公约》第4条中规定的保障和行使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下 

次报告将提供关于建议的旨在使《刑法》中有关种族歧视的某些部分更加严格的修 

正案的细节. 

3 1 5 t委员会成员赞扬荷兰政府在人权和实旅《公约》方面的模范记录.它的 

报告坦率地讨论了该国的实际情况并符合委员会的准则（CERD/C/70/Rev. 1 ) . 

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关于拉丁美洲荷兰领土的政治地位，它们的人口组成，自治程 

度和生活水平的资料.他们要求澄清这些领土的国民是否享受荷兰公民的一切权 

利，以及他们是否选举代表参加荷兰的立法机构. 

3 1 &关于《公约》笫 2和笫 5条的实施情况，委员会成员强调了荷兰政府为使 

少数民族享有与荷兰其他居民同样的发展机会而釆取的积极措施，以及它为了克服 

劳动市场和住房方面的歧视而作JB的努力，少数民族和移民在这两方面处于明显的 

不利地位，成员们要求提供关于非公民移徙工人的资料，并问釆取了那些揞施来 

保护他们的本民族文化和语言权利.成员们要求澄清少数民族成员和非国民之间 

的区别.关于就业政策，成员们希望得到关于少数民族失业水平，以及政府为荷 

羊的少数民族创造就业机会而釆取的措施所产生的和将会产生的效来的进一歩资料. 

他们问，城市警察与国家警察有何不同；在荷兰，就业是否一项权利；少数民 

族成员在国家警察部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荷兰人口中外侨的百分比是多少. 

成员们指出，在某些情况下，雇主可以雇用获得"声明书（ d e c l a r a t i o n ) "而 

不是正常就业许可证的外国人.他们问，这种雇员的待遇和工资与那些遵守获得许 

可证所需要的一切正式要求的人是否相同，成员们希望知遨就就业情况所进行的 

任何调査的结果并问这种调查是否表明在歧视程度和失业水平之间有任何关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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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求澄清"少数民族预算"这一用语的含义；他们问，资金是怎样分配的；鉴 

于少数民族的高失业率.用于改善他们的境况的资金占百分之多少.他们还要求 

提供关于外国工人就业法令修正案以及该 修正案将给移徙工人带来的利益的进一步 

资料，成员们希望知道，旨在伲进少数民族的"肯定行动"是否也适用于象双语 

这样的领域；双语能力在政府公务人员中是否被承认为一种优点或资格，他们 

还问，转居到荷兰的印度尼西亚人在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融合进行得怎样.成 

员们指出，允许外侨在市政选举中投票和担任候选人的新法律特别令人慼兴趣，在 

这方面，他们希望知道荷兰人民对此有何反应，是否有人从政治上反对通过这项法 

律. 

317.关于《公约》笫3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们要求得到关于荷兰与南非 

之间经济和贸易关系现状的进一步资料；他们问荷兰政府正在釆取什么行动以及 

在与南非的经济关系方面和在体育运动和文化领域中是否对荷兰公民有任何限制. 

他们还希望知道荷兰人民是否支持本国政府的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报刊在这方面是 

否在发挥有效的作用，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根据荷兰的建议通过的安全理事会 

笫 5 5 8 ( 1984 )号决议所要求的禁止南非货物进口的规定. 

3 1 &关于第 4条的实施和荷兰代表征求娄员会蒽见的"彼此冲突的根本权利" 

问题，成员们指出，在多民族的社会中^ T民族^^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明显地 

需要有效的保护.不应利用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来促进种族歧视《公约》是在 

《世界人权宣言》被接受为国际社会的标准之后厘订的.必须照顾到行使言论和 

结社自由会对他人的自由造成影响.在这方面，法律制度应规定限制，以利于实 

行反，措施.必须记住，在多数国家中，如杲不是所有国家中的话^都规定了 

对言"^百由权的限制.如果一个组织的目标显然是种族主义的，就应¥é〗i结社 

自由并禁止该组织，《公约》的起草是由于国际社会在导致深重苦难的种族主义 

行为方面有痛苦的经历.不能再将结社自由与作为《公约》核心的不歧视原则等 

同起来，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只限于为伲进社会和谐而必要的程度，基本艉决办 

法是在司法上区别一项权利和对这项权利的应受惩罚的滥用.权利冲突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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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毁谤问题上.在这方面，刑事责任可被认为对言论自由的千涉，但同时又 

得到普瑙接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合法的行使一项权利，而是m这项 

权利.委员会在研究了《公约》笫4条，后作出结论：笫4条的(a)和0>)款不是 

自由处理的，而是强制性.此外，如杲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笫19 

条笫3款作合理的解释，在根据《公约》笫4条禁止某些组织方面就不会有任何权 

利冲突的理由.但是，成员们指出，压制性措施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一个被迫 

转入地下的组织可能比一个被允许公开活动的组织更危险.在这方面，成员们说, 

可能出现的任何困难应认为是一个国家政治局势中的内在问题；从报告所载的讲 

话选录中可以看出，荷兰首相所釆取的对付宣传种族主义思想的组织的办法是主要 

通过利用民主制度的政治力量和开放特点来发起公众辩论和表达批评，可能在这之 

后才诉诸法律，象荷兰这样的工业化国家中的多数舆论能够根据情况釆纳具有不 

同程度的敌意或容忍的意见，公众釆取的态度或立场往往是由他们所接受的政治指 

导决定的.成员们希望.荷兰首相所釆取的行动是旨在改变多数人的态度的一项 

涉及行政当局各个领域的更广泛领导方案的一部分. 

319.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关于中间党，它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及成员情况的资料, 

委员会们指出，中间党没有由于编写了"荷兰人的荷兰"这一畚忘录而被起诉，只 

有它的作者被起诉，他们希望知道，是否可以它的理想和活动为理由对该党作为一 

个组织提起公诉，他们指出，如果只禁止破坏公共秩序的组织，就难以防止那些 

宣扬种族主义观点组织的组成.因此也就难以遵守《公约》的条款。 

32Q,关于《公约》第6条，成员们欢迎将涉及种族歧视的法院案件情况载入报 

告中.委员会得以看到了法律的实际执行，并希望其他締约国将仿效这种作法. 

他们问，是否有任何关于种族歧视的未决案件；法院的判决在这方面是否有P且吓作 

用‧ 

321.他们还问，检察官是否在帮助少数民族提高他们对谋求法律补救的途径的 

认识‧ 他们还要求提供关于民政监察员的职权范围以及他是否有权力代表声称受 

到政府机构或公共当局的非法对待或未得到它们的充分保护的人将案件提交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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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指出，虽然目前正在采取更多的消灭种族歧视措施，但种族歧视事件也在增多‧ 

在这方面，他们问，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是什么‧ 他们要求澄清以下 

问题：建议删除《民法》第2册第1 5条中的"道德"一词的用意是什么， 

32^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关于荷属安的列斯的问题时，荷兰代表说，19 

8 6年，有关各方达成协议，规定荷兰王国由三个国家组成荷兰、阿鲁巴和荷厲 

安的列斯一后者包括其余的两个背风群岛岛屿，即库拉索岛和博奈尔岛一和三 

个向风群岛岛屿，即萨巴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圣马丁岛，根据《荷兰王国宪章》 

所确立的法律基础，三国独立地为其本身的利益服务，各自享有宪全的国内自治， 

它们有义务在平等的基础上为共同利益服务和提供互助， 

3231在统计中，长期以来将印度尼西亚血统的荷兰公民作为一个单独的组群看 

待.他们有荷兰国藉，在文化上，特别是在语言方面与本地的荷兰人几乎没有差 

别.他们的人口广泛分布在社会的整个结构中.以前的报告也提供了关于厚鹿 

加群岛人的资料，他们与印度尼西亚血统的荷兰人不同，在种族和文化方面都不 

同于土生土长的人口， 他们说马来语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由于多数摩鹿加人 

决定不保留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国籍，也不希望加入荷兰国籍，同时因为他们从10 

5 1年以来就住在荷兰并很可能继续呆在荷兰，所以1 9 7 7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规 

定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与荷兰公民有平等的身份，伹没有荷兰国籍， 

3 2 4报告中 l ^ f i ^ ; ^政府在^？就业方面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措施既是为了 

荷兰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亍少数民族 S ^益，对教育制度进行了调整以满足少, 

民族的需要，荷兰的平均失业率大约是 I 1 % . 报告中所概述的措施的目的是 

降低少数民族中的失业率，下次报告中将提供现有的统计数字，以及关于为外侨 

的利益而在劳动市场采取的"肯定行动"的更多资料.现在很难说这种行动何时 

会产生实际结果.为减轻失业的非国民的问题所需要的资金来自"少数民族预算" 

和有关政府都门的经常预算，要想精确地计算用于上述目的的资金在这些预算中 

所占的百分比是困难的，总的来说，荷兰国内对经过修订的选举法的反应;1:积 

极的，根据这个法令，非国民有权在市议会选举中投票和竟选.报告中把"居民" 

- 8 6 -



和"公民"这两个词交替使用，既指国民，也指非国民，国民有荷兰公民权. 

在报告中也将非国民称为外侨和外国人，荷兰政府为少数民族所作的定义是摩鹿 

加人，原籍为苏里南和安的列斯的居民，从征聘国来的移徙工人及其家属，吉普赛 

人和难民，荷兰政府的政策是基于以下看法：属于上述类别中的人是荷兰社会的 

一个组成部分‧ 大蓬车居民也被定义为少数民族，以确保他们能充分享受少数民 

族政策带来的利益.就执行《公约》而言，城市警察部队和国家警察部队之间没 

有实际差别.非国民占总人口的4 %左右， 

32SL关于涉及与南非关系的《公约》第3条，他说，荷兰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 

第418( 1977 )号决议，并正在国家一级制订法规以禁止向南非出口准军事货物并 

使呼吁会员国禁止从南非进口武器的第558( 1984 )号决议的条款具有法令基础. 

32CI荷兰始终主张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选择性经济制裁，特别是实行强制 

性禁止投资和石油禁运，它相信，为有效地限制在南非的新投资，这种限制必须 

是強制性的并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荷兰政府完全赞成与它的欧洲政治合作伙伴 

*定的停止向南非出口石油的措施并积极鼓励荷兰的公司减少从南非进口煤.它 

终止了与南非的文化协定并要求南非人需有签证方可入境.后一项揞施的目的是 

限制南非参加在荷兰举行的运动会，荷兰政府增加了它的接触和方案，以协助非 

白人社区成员和致力于和平改变南非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反对种族隔离组织，此 

外，荷兰将继续通过适当的渠道向政治犯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其他受害者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他慼谢委员会成员就《公约》第4条的实施情况和"彼此冲突的根本权 

利"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将禅到认真的考虑，荷兰将在它的下一次报告 

中作出详细的答复，以期继续进行与委员会就这个具体问题进行的对话. 

327.上次报告就荷兰在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方面的一般气氛，特别是就一些个 

人或组织对彼此表现出的日益严重的不容忍和某些政治团体的兴起表示了关切， 

部分是作为对某些事态发展的反应，成立了一些团体并建立了一些组织和行动委员 

会以反对种族歧视，新闻媒介开始对种族歧视现象和社会对此的反应予以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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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政府机构也作出了反应，就政治进程而言，将于1 9 8 6年举行议会和市 

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将显示出象中间党和其它极右团体等政治团体的候选人是否在 

选民中有相当大的支持，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那些本来就没有多大影响的团体 

正在衰落中‧ 

328L政府关于调査和起诉种族歧视案件的政策，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 

组织.以前的报告中介绍了有关法律条款.应该指出，根据《民法》第2册第 

I 5 和 I 6条，如果一个组织的目标或活动违反了公法、道德或荷兰的法律秩序， 

法院可以禁止这个组织，种族歧视的案件属于这个范围内‧ 

中 国 

329. 委员会1 9 8 6 年 3 月 1 4日和1 7 B第7 6 7次至7 6 9次会 i U i f C E R D / 

C/SR, 7 6 7 - S R . 7 6 9 ) 审 议 了 中 国 的 第 二 次 定 期 报 告 （ 2 6 / A d d . 1 )‧ 

330. 中国代表介绍了该报告，他提到中画政府为彻底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残 

余并结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态而制订的各种政策、原则、法令和规 

则。由于政府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各民族之间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平等、团结和 

互助的新关系。在 1 9 8 5年的上半年内，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工农业总产值比 

1 9 8 4年阀期内增加了22. 2 % 。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率明显地高于 

« 。 近几年来，中Sf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积极合作，为进入中国 

的大批印支难民提供大量财力和物力支棒 

33 1 . 委员会成员对于中国及时提交按照委员会准则编写的全面裉告（CERT)/ 

V^17Q/Rev. 1)表示赞赏。他们对于有关该国民族组成的广泛资科表示欢迎， 

并指出中国执行《公约》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决心保持统一和团 

结其5 6个民族，并对在全国各地为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所作的种种努力表示赞扬。 

不过，他们对报告中指出有879, 2 0 1名中®公民的"所属民族不明"这一点，请 

求加以澄清。有人指出，提供各民族在不同时期的比较人口数字将有助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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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了觯各民族境况的改善' I t形。还要求分别提出五个区域和三个省份的有关 

资科，以说明对第 2至第 7条的遵守情 I 

3 3 2 . 关于《公约》第2条的执行倩况，委员会成员对报告国对少数民族灵活实 

施计划政策表示赞赏。在这方面，还要求提供更多有关西弒自治区的资科和说明。 

有人问是否可以不要把为少数民族采取的措施看作是对少数民族的优待，而是为了 

确保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至于中画政府采取的区域自治政策，有些成员问到中国 

行政当局如何觯释自决的原则，设立自治机构时使用什么标准，在国家和地方备级 

负贵处理各民族事务的专门机关的任务，区域政府官员是如何选出来的，有没有规 

定少数民族代表名频以及有没有主动下放决策过程。要求澄清关于最近在各省设 

立若干自治县的问题以及有关西藏—缅甸语人群居住地区的情况。有人问及 

这一人群是否仅仅语言相同，他们是否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成员还问及裉据什 

么来成立民族自治镇，是否同土地改革或经济生存力有关，在新成立的自治镇中， 

某一少数民族必须在人口中占多大比例才能把该镇划为这一民族的自治镇，以及根 

据I 9 8 4年《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 9 和 2 6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如何进行工作。委员会成员也要求就偏僻和落后地区的情况，对民族自治 

区采取财政措施的成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几方面提出进一步的资稃。 

333. 委员会成员指出，中国毫无保留地执行第3条，对全世界反;t![种族隔离的 

斗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334. 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成员注意到中画政府防止汉族沙文主义 

的各种措施，但也问及是否通过任何法律对歧视少数民族者给予惩罚。他们想知 

道在《刑法》中是否包括有关因种族而歧视的条款，并要求在未来的报告中包括与 

执 行 第 4 条 • 

3 3 5 . 关于《公约》第5条规定的享有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成员要求提供有关 

地方选举制度、少数民族参加中央政府、内部迁徙自由以及离开和返回中国的权利 

等方面的资科。在这方面，有人问及在政府鼓励哈萨克人移居的情况下，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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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归返故土，有何条款确保意见自由和宗教自由，特别是裉告中提及的各种宗 

教的信徒是否莸准参加公众生活的各种不同领域，包括共产党。要求对于报告中 

"原始宗教"一辞的含意加以澄清。 

336. 关于《公约》第5条规定的经济、社会相文化权利，委员会成员要求就政 

府的语文政策及其执行措施提供进一步资科。他们想知道政府的目标是否在于教 

每一个人当地戚区域语言以及普通话和汉文，在少数民族学童占多数的学校中是否 

必须学习普通话，是否只有普通话流利的公民才能担任区域之外的公职，政府是否 

特剁照顾普通话欠佳的少数民族，使他们能够充分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 

活以及少数民族是否接受历史教育。有人问及，报告中的条款是否仅适用于五个 

自治区，还是也适用于其他地区。要求提供更多有关就业—、住房、收入、保健、 

教育和农业政策的统计资料，以便评估所取得的进展。还要求提供有关拨出资金 

来修复遭破坏的寺院及其他藏民文化遗迹的进一步资科。 

3 3 7 . 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有关执行第6条的进一步资科。他们想知道在执行 

中国《宪法》第4 1条方面，法院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对个人提出控诉的受害者有何 

补救办法。有人问及是否有任何法律条款规定什么构成《宪法》第4 1条所涉的 

"诬陷或毁谤"。要求提供有关违反禁止诋毁少数民族的规定所受司法和行政处 

分的资科。 

3 3 8 . 有人问到中国是否考虑作《公约》第1 4条所载任择声明。 

339. 针对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中国代表指出，自治区政策是在特珠 

的历史背景下制订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这些地区内少 

数民族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处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自治区比中国境内其他区 

域享有更多的权,Jo 在某一个自治区内，可能有一定数目的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已拟订新的《宪法》以及有关各自治区的新法明文 

规定自治机关有权控制区域的财政、经济、文化和教育事务，已采取措施来促进 

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并证明，极为成功，西藏就是一个例子。《宪法》中还明 

文规定各区、州、区和县的高级职位应由有关的少数民族集团成员担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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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西藏一缅甸语系的民族分布在中廣西南都；语言学家对这些语言的分类是 

以其类似的起源和结构为根据的。自然，语言相同的民族间的关系密切。不过， 

每一民族有自己的方言，大多数民族都自认自成一 # o 因此，政府承认他们分剁 

为不同的民族。 

3 4 1 . 关于第3条的执行情况，代表强调，中国政府一贯谴贲痏非政府的种族主 

义政策，并且一贯支持南非人民反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 

342. 他说，《宪法》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此外，中国《刑法》 

规定各族人民都有权在法院诉讼程序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到目前为止，法院尚 

未处理过任何种族:歧视的案件，因为这类问题已在地方一级通过调解程序及早解决 

T o 政府进行一项教育运动来防止沙文主义，促进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繁荣。 

政府注意贯彻各项民族政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343. 在回答有关哈萨克人返回他们在新疆的家园这一问题时，中国代表觯释了 

这些哈萨克人不愿同其他西藏人共处而要求返回新疆。政府已协助他们回到新疆。 

目前居住在海外的西藏人如愿返回故土可以回去，政府将表示欢迎并绐予照顾，如 

果他们想离去，也可以离去。 

3 44.关于使用普通话的问题，他指出，《宪法》给予所有少数民族发展他们自 

己的语言和方言的权利。各自治机关必须提供这些当地语言的教学，并要求汉族 

干都学习当地语言。政府文件以汉文印发后即译成少数民族语文；此外，在全画 

人民大会的会ilh提供地方语和方言的同声口 #6 有少数民族语文的无线电节目 

和各种刊物。如果一仓少数民族在中央政府工作，并不要求他学普通话，但为了 

方便起见，许多人都学普通话。 

345. 已采取必要措施来促进少数民族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发展。已花费相当 

数额的金钱来修复文化大革命期间遭破坏的西藏寺 f ê o 

346. 关于原始宗教的问题，他说，在中国西南和东北都有一些民族保留了精灵 

崇拜和图腾崇拜等信仰，但政府使用"原始宗教"一辞并无贬; t o 他又说，在下 

一次定期报告中将提供有关《公约》执行情况的进一步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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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7 . 委 员 会 在 1 9 8 6 年 3 月 1 4 日 和 1 7 日 第 7 6 8 次 和 7 6 9 次 会 议 上 

( C E R D / C/ SR 。 7 6 8和 S R • 769 )审议了瑞典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C/13 1/ 

A d d 。2/Rev ‧ 1 )。 

3 4 8 . 瑞典代表在介绍该报告时指出，该文件已经参照种族偏见与歧视问题国家 

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作了订正，分析该报告时产生的困难是：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1 1条规定瑞典的义务，同通过在 

法律上禁止某种组织以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視国际公约》第4条的规定，这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他还提及关于任命一名民政监察员来处理有关种族歧视的 

问题和建立一个种族歧視问题委员会来协助这名监察员的建议。 

3 4 9 . 委员会祝贺瑞典政府根据《公约》第1 4条第1款规定发表的自愿声明， 

然而，委员会指出，《公约》未得以充分实施，因此，继续开展对话十分重要。关 

于人口组成问题，委员会希望，今后的报告能提供一些数字，以便委员会成员能够 

评价为保护少数民族而采取的措施，并了解少数民族问题的范围。在这方面，委员 

会指出，为了确定今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例如，移徙家长所携带的276， 0 0 0名子 

女的问题，而且为了评价瑞典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社会政策的目标，今后的报 

告应说明社会动向。关于萨米人，委员会指出，向驯鹿甸养者提供的援助是考虑到 

他们的职业，并不是由于他们是萨米族的成员.委员会还要求提供更多有关萨米族 

状况的资料。 

3 5 0 . 关于《公约》第3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一些成员指出，若干瑞典公司在 

南非和纳米比亚积极开展业务，它们的活动显然没有违反瑞典法律，委员会成员问, 

瑞典同南非是否具有外交或其他关系。他们还促请瑞典政府断绝同南非政府的所有 

联系。 

3 5 1 . 委员会成员不同意瑞典将《公约》第4 #Kb)款解释为不需要采取立法行动. 

他们指出，根据《公约》第2条第1款(d)项规定执行消除种族歧视政策时，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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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使用法律措施的任择性并不否定第4条(b)款规定明确的强制性质，因为就第2 

条而论，第4 ^(b)款是特珠法。他们指出，必须禁止报告中提到的新纳粹团体等种 

族主义组织，以便遵守《公约》第4^(b)款规定并避免可能发生的悲剧性后果。 

3 5 2 . 关于《公约》第5条的执行愤况，委员会注意到近十年来非瑞典人有权参 

加选举，并问及瑞典人是否十分赞同他们参加选举，有多少非瑞典人实际参加竟选。 

委员会要求说明在原藉国休假的移徙工人是否也享受报告中所提的社会福利权利. 

委员会还要求获得进一步的资料说明争取实现通用双语的努力有何成效，委员会还 

问及"母语"教师是否具有适当的资格,与人口中其他部分相比，少数民族的教育 

和住房情况如何。 

3 5 3 . 委员会成员关切地注意到，在执行《公约》1 5年之后，瑞典还没有通过 

任何立法在劳工巿场上禁止种族歧视。他们指Hi,瑞典种族偏见和歧视问题委员会 

发现在雇佣、升级和训练方面存在着歧视，并认为需要拟订法律，以便遵守《公约》 

第5条；然而，政府由于报告中所提到的法律技术性问题，决定不能拟订此种法律。 

委员会还指出，由于鈇乏任何法律手段，雇主可以泰然地拒绝雇用黑人和移民，管 

理部门和工会达成的协议也造成一些歧视的案例，委员会成员还对报告中所用的"非 

法歧视"一词提tB质疑.他们指出,根据《公约》，必须将所有形式的歧视均视为 

非法。他们问，在瑞典法律中是否可以提tB—项"合法"歧视的实例. 

3 5 4 . 关于第6条的执行佾况，委员会指出，任何人如认为自己成为种族歧视的 

受害者,可以要求民政监察员就可以采取何种行动以及采取行动的方式提供咨询， 

然而，只要劳工市场上的种族歧视不受法律禁止，监察员实际上便无能为力.委员 

会问，在人权、包括与种族歧视有关的权利遭受侵犯时，是否有迅速有效的补救办 

法来保护这些人权.关于1 9 8 3 — 1 9 8 4年法庭审理的反对少数种族团体的騷 

动事件，委员会提问，除报告中所提及的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事件，以及是谁提起 

诉讼的，委员会要求说明有关一名锡克人是否有权在上班时戴缠头巾的案子，并问 

原告是否对法庭的判决提出了申诉. 

3 5 5 . 关于《公约》第7条，委员会问及公职人员接受过哪些反对种族歧视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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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3 5 6 . 针对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意见，瑞典代表指iiJ,瑞典人不是按 

种族、民族本源或肤色登记的，因此，无法提供这些资料.他说，在确定谁是萨米 

人时没有使用任何一种标准，如驯鹿畜牧业、亲厲关系或语文.过去数年中增强萨 

米族身份是由于国际上日益关心少数民族，以及政府政策的重点不仅是教宵，而且 

是驯鹿词养和渔猎业，因为它们保证了萨米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保存. 

3 5 7 . 瑞典政府谴贵种族隔离，并且不能容忍第3条所提及的行为，瑞典同其他 

北欧国家一样，同非洲人国民大会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瑞典同南非没有军事合作, 

而且没有文化或体育交流. 

358. 瑞典认为没有必要禁止成立可确定为执行或旨在执行被禁止行为或可处罚 

行 为 的 组 I 他将把委员会批评瑞典执行第4条(b)款情况的蒽见通知瑞典政府• 

359. 关于《公约》第5条(c)款，他说，在目前阶段，大多数瑞典人接受这一事 

实，即移民有权投果并参加竟I 1 9 7 6、 1 9 7 9 和 1 9 8 2年分别有6 0 % 

5 0 % 和 5 2 %的有资格移民参加了选举。 

360. 关于《公约》第5条(e)款，他说，赞成立法禁止劳工市场上的歧视现象的 

大多数瑞典专家都反对瑞典种族偏见相歧视问题委员会提出的具体建议，理由是所 

提出的法律条文着眼于就业标准，而不是歧视本身。瑞典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已 

经迈出了第一步，即任命了一名新的民政监察员来处理歧视问题，其任务是调査是 

否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并根据已获得的经验向政府提出新的修正案， 

36 1 . 瑞典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回国休假的外国工人在其本国同在瑞典享有同样 

的权禾J» 如果讲瑞典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学生或其父母提出要求，各城市必须安 

排母语课孤 1 9 8 3年，义务教育系统中母语为非瑞典语的学生约有6 5 % 选 

择母语教育* 供教育用的外文有七十种，这些外文本身可作为一门科目，可作为 

教学语文，在学校每门科目中几乎都有母语教学。对于比较通用的移民语文，可 

以招聘到资历很好的教师，征聘其他语文的教师则比较困)i« 在师范学院中，训 

练母语教师的处所共有1 9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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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关于第6条，瑞典代表指出，歧视的受害者受到法律保护，而且自然有机 

会向法院提出控诉。他们还可以要求公诉人给予协助，公诉人在有理由采取行动 

肘，有贲任提起诉 I 此外，民政监察员在继续采取措施，以确保向易受侵害的 

少数民族适当地说明其权利。关于报告所述戈森堡电车公司雇用的餳JS人一案， 

他指出，劳工法庭判定，发给雇员的通知并大违法，因为雇员有义务从事交给他的 

工作，直到法庭作出判决为Jb» 当然，法庭的正式观点戚许有可以批评之处，但 

是很难进一步评判该案的是非曲直，因为无人对法庭判决提出申诉，并且没有获得 

更多的资料 a 

363. 1 9 8 3年和 1 9 8 4年中，除报告—所—述的案件外，并无其他提请法院审 

理的案件。然而，他指出，即使所称的受害者本人不要求补救，公诉人也可以对 

非法歧视案件提起公诉，但是，公诉人通常难以根据法律规定证实违法行为的成么 

因 此 ， 1 9 7 3年至 1 9 8 3年期间，在据报发生的1 3 3项违法情事中，最后仅 

对八项提出起诉。民政监察员打算在这一方面开展进一步调査，以便拟订有效的 

保障办法。 

364. 关于第7条，他说：瑞典学校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学生了解种族差异， 

为此目的，最近在课程中增加了题为"文化与文明"的科目。而且，在法国苜先 

开展的一项活劫的启发下，学生和教师于1 9 8 5年共同开展了一场运动，其口号 

是"不许欺负我的伙伴"，以期消除对厲于少数民族的学生的种族偏见和歧札这 

场运动受到全国的支持。执法和监狱系统官员的训练中设有关于瑞典在人权方面 

的法律义务的介绍讲^ 目前,隆德大学法律系内的瓦伦贝格人枚和人道主义法 

律研究正在进行研究生一级的研& 

阿尔及利亚 

365. 委员会在1 9 8 6 年 3 月 1 7日笫 7 6 9 » 第 7 7 0次会议上（ C E R D / 

C / S R . 7 6 , S R . 770)审议了阿尔犮利亚笫七次定期裉告（CERD/C/131/ 

A d d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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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阿尔及利亚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他特别提到19 8 6年1月1 6日公民 

投票通过了 1 9 7 6年《国民宪章》的新文;^ 他说，新文本《宪聿》的特点是 

篁申阿尔及利继续承诺保护人权、保陣公民的平等权利并支持全世界正义事I 

367. 委员会成员因阿尔及利亚一贯执行《公约》的记录对阿尔及利亚代表表示 

祝贺。他们指出，这份报告资料丰富，答复了就上次报告所提出的各种问1然 

而，他们指出，这份报告不符合委员会所订的准则，希望笫八次定期报告同笫七次 

报告同袢资料充实，但其格式应符合委员会的准则* 

368. 委员会成员注1：到报告中没有关于人口组^ ‧ 据。他们指出，由于缺 

乏有关阿尔及利亚少数民族最基本的资料，委员会无法评价这些少数民族所受到的 

待选 他们注蕙到，《国民宪聿》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口不是由许多不同民族所 

组成的，国家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实体的人民自身‧ 他们说，他们理解建立一个国 

家的民族团结是十分重要，但认为，这不应«：味着忽视少数民族和小的文化单位的 

m\. 他们问，阿尔及利亚是否有一个同原的文化并且只有一个民族。他们还 

理觯阿尔及利亚政府在人口普査中不愿露将种族本源用作一项标准，但他们指出， 

人口普査并不是确定人口中民族组成的唯一资料来源。m尔及利亚有若干少数民 

族，如有较多关于他们的资料，则有助于委员会评价《公约》第2条第2款的执行 

情 & 如果将阿尔及利亚境内的3, OOOg难民按其原籍国分类，并提供阿尔及 

利亚有关少数民族的公民、经济相文化权利以及外国人返回本国定居的资料，也有 

所 裨 I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蔥到，阿尔及利亚箭要強调其团结，并将少数民族 

看作整个国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强调各自的差异，委员会还注意到，阿尔及利亚 

政府尊重其《国民宪章》有关公民平等的规& 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说明阀尔 

及利亚讲哪些语言，讲每种语言的人口白分比以及各语言组别的受教育水平。委 

员会还要求阿尔及利亚在下次报告中说明他们如何理觯基于种族的歧视的概t 

369. 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更多的赘料，以说明阿尔及利I政府努力消除社会的 

经济不平等、特别是采取有利于条件最差地区的措施所取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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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关于《公约》笫3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强调并赞扬阿尔及利亚致力于反 

对种族隔离的国际斗争，并发徉了重要作用。委员会成员指出，报告中用十分谦 

虛的词语说明阿尔及利亚反对种族隔离的努力，他们要求在下次裉告中提供比较实 

质性的资料。 

371. 关于第4条，委员会指出，阿尔及利亚遵守了该条的要求，报告中提到通 

过了符合该条的立法便说明了这一点；委员会将关切地注意该画通过更多的法^ 

委员会希望阿尔及利亚或许可以审査关于结社自由的立法，以便使其与《公约》直 

接保持一It 委员会注意到，阿尔及利亚《刑法》第2 9 8条规定，如果为煽动 

仇恨而诽谤属于某一种族或思想意识团休或某一种宗教的人，则将加以惩处。委 

员会提问，鉴于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即使诽谤者无意煽动仇恨，其诽谤行 

为是否仍属《公约》第4条(a激的适用范画。 

372. 关于《公约》第5条所提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更多资 

料，特别是关于宗教自由权的资料。委员会还问，外国工人、如"协作者"等， 

在阿尔及利亚是否遇到任何歧氣 

373. 关于第5条规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成员要求进一步提供资 

料，以说明阿尔及利亚政府如何努力提高本画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阿尔及利亚如何 

保护其在国外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委员会成员还问及阿尔及利亚《刑法》是否规定 

对基于种族理由剝夺住房或就业机会等歧视行为施行制裁。 

374. 委员会要求提供与《公约》第6条有关的资料，以说明阿尔及利亚公民如 

宣称其基本权利遭受侵犯可运用哪些有效的补救办法，以及这些措施以哪些方式制 

止这种侵犯行为并给受害者以补偿。 

375. 关于第7条，需要提供更多的资料，特别是关于阿尔及利亚与非洲其他国 

家的关系以及阿尔及利亚如何向其公众提供有关世界其 他地区情况的资料。 

376. 委员会提问，鉴于阿尔及利亚政府经历的种族问题极少，它是否准备按照 

《公约》第1 4条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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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7 .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意见时说，在编写 

第八次定期报告时将记住关于报告格式的评^> 阿尔及利亚认为，阿尔及利亚人 

口的组成问题是无关紧要的，阿尔及利亚奉行的社会主义原则不允许在其公民中间 

有 所 区 分 。 1 9 6 0年和 1 9 7 0年的人口普査不涉及阿尔及利i人民的宗教、肤 

色或信仰的细节。《公约》若干締约国的政治制度是以国内有少数民族为基础的, 

而其他締约画却并非如此，这些国家同阿尔及利亚一样，在遭受殖民主义的侵蚀之 

后，都在力图恢复民族团结。 

3 7 8 .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画民宪章》和《宪法》的关系，他说，它们是相辅相 

成的，两者都是通过公民投票通过的。《宪章》是囯家政策、法律和规章制度的 

基本来源，并且是《宪法》的基础。它们地位平等，后者阐明并补充前者。 

379. 他说，委员会若干成员将阿尔及利亚区域发展计划理解为需按《公约》第 

2条第2款规定办理的特珠计划。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较贫困地区间差别悬珠的 

状况是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经济不公平现象所造成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主 

要任务是纠正不均衡状态，并确保所有地区均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 

380. 谈到第3条，他指出，阿尔及利亚十分积极地参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 

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并禁止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任何贸易。阿 

尔及利亚的下次报告将提供更多有关该条 款执行情况的资料。 

3 8 1 . 关于对种族歧视行为的惩处规定，他指出，可以通过类推将《刑法》第 

2 9 9条的一般规定理解为同样适用于种族主义行为。 

382. 关于阿尔及利亚对移居国外者的态度，他说，阿尔及利亚认为生活在国家 

领土之外的阿尔及利亚人是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组成分子，他们有资格获得对其各项 

权利的充分保护，其保障依据是双边协定、关于特定问题的谈判以及鼓励返回本国 

的政策，但须在保护他们在居住国获得的养老金和其他权利的协定范围之内。关 

于外国人的地位和难民返回本国的问题，他^据他所知，没有发生歧视生活在阿 

尔及利亚的外国人的情况，他们都受法律保护。阿尔及利亚批准了保护难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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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国际文书，这些文书具有法律效力。阿尔及利亚《宪法》规定，不得引渡 

政治难民。然而，阿尔及利亚境内的175000名难民中，大多数是西撒哈拉人， 

只有在西撒哈拉人民实现自决以后，即消除了大量流亡国外的根源以后，他们才能 

返回本国。 

383. 关于宗教自由的事项，阿尔及利亚《宪法》阐述得十分明确。第5 3 和 

第5 4条保障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尽管阿尔及利亚人口的大多数是穆斯林， 

由于容忍历来都是伊斯兰教的特点，囡此，其他宗教的信徒享有充分自由。 

384. 教育是免费和义务的，入学率为8 5 % ,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的人数从 

1 9 6 2年的8 0 0 0人增加到11 0 0 0 0。 全国共有1 7所大学中心和1 0 0多间 

专科学校。小学教员全是阿尔及利亚人，8 0 %的中学教员是阿尔及利亚九此 

外，国家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所有婴儿均接种免除儿童疾病的疫苗。保健网扩展 

到国内最遥远的地区。 

385. 关于保护种族歧视受害者的问题，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提供司法补救办法, 

最高法院主管防止滥用行政职权的分庭提供行政方面的补救办法，总检察官办公室 

受理滥用行政职权案件方面的上诉。 

386. 关于《公约》第14条，阿尔及利亚代表重申，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是 

不打算发表声明。 

加拿大 

387 ,委员会于1 9 8 7 年 3 月 3 日 ^ 4日在第7 7 8 次 ^ 7 8 1次会议上 

rCERD/C y S R . 7 7 8 ^ SB.781 )讨论了加拿大的第7次^第8次定期损告 

(CERD/c y l 0 7 / A d d .8?fo (CUBD/cyl32/Add ‧ 3 ) , 

3 88 。加拿大代表介绍了以上两项损告，他提到各种保护人权的宪法湘法令上的 

机制，特别是编入1 9 8 2年《加拿大宪法》、《加拿大刑事法典》昶《魁北克省 

人权勒自由宪章》的《加拿大权利勒自由宪章》，他还强调介绍了加拿大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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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隔离斗争中，特别是在英联邦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加拿大政府承诺继 

续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伸向委员会损告了加拿大联 

邦，省昶地区各级政府为实现《向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车》的 

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他还提到加拿大i义会所设立的可见的少数民族牿别委员会以 

及为提高弱小群体的地位，保障他们的就业勑训练机会所釆取的措施，最近刚刚 

通过一条保障就业平等的法律，规定联邦管辖内的雇主制定计划保证可见的少数， 

妇女，残疾人&原住民的平等就业机会• 关千原住民，他对委员会说，已提出了 

重要的倡i义，联邦、省级^地区政府以及各原住民组织将于1 9 8 7 年 3 月 2 6 

日^ 2 7日举行最后一次关于原住民事务的宪法会i义，以便就一项保证自治的修正 

案达成协议。他补充说，联邦政府最近釆纳了新的做法，根据传统并连续使用或 

占有土地的原则解决原住民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要求. 

389 .委员会成员强调表示这些报告水平高并且认为考虑到加拿大的民族构成昶 

多种文化社会，加拿大政府为实施《公约》所做的努力值得祝贺。报告中所载的 

丰富资料值得其他《公约》締约国认真讨论。掘告可以作为各联邦国家的典范， 

囡为这些国家中，人权的贵任由联邦政府勑组成联邦的各实体#同负贵，但是， 

各省提供的资料中仍有巨大的差别，各省在执行《公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各有 

不同。在今后的报告中，如果增添关于联邦、省^地区各级自上次报告以来所釆 

取的措施、措施的成效以及有待觯决的问题，将是有益的， 

390 ‧至于《公约》的适用性，成员要求澄清任何行政区域上的差别；有人问道, 

什.么是地区，是否联邦政府对地区实施管辖权，还有人问道，如果某一省份批准 

了涉及某一不属于其权限的事项的条约，加拿大政府将会釆取什么措施.委员会 

成员强调定期收到各省人口中民族构成的资料是有益的。他们要求澄清萨斯喀彻 

温省按特选的母语划分进行人口普查的结果，这项统计似表示乌克兰^美洲印第 

安人口下降的趋势以反映出一种与多元途径相反的同化趋势，他们指出，可见的 

少数民族议会委员会一词中的形容词"可见的"带有种族涵义，不符合《公约》第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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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关于《公约》第2条并结合第5条，委员会成员要求补充有关各省在使其 

规章符合外理平等权利勒不歧视问颧的《加拿大权利勒自由宪章》第1 5 节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资料，他们还指出，各省应提供有关的法律条文节录以及根据 

《加拿大宪章》第1 5节第2项的规定在傻进湘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时所制定 

的特别措施。他们询问说，在有关占人口相当大比重并在社会上构成战略意义的 

原住民问颞上，各省是否也应用多元的原则，抑或多元的原则只在联邦一级适用于 

白人，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是否原住民人口的发展速度相当于整个加拿大社会的 

发展速度，是否加拿大政府釆取措施在该领域保证平等。《宪法》所规定的平等 

似乎在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要求提供有关加速原住民发展速度的措施所产生的 

实效的资料，并建议各省在损告中增加有关原住民其语言、教育水平、就业情况、 

收入勒住房的资料，成员询问说，各省是否设有财政委员会制度，定期宙查用于 

发展的税收是如何分配给多数人口湘原住民的，各省允联邦政府间在这一方面是否 

有任何税务的争执。成员还要求提供更^关于印第安人第一都落命联邦政府为他 

们设想的自治政府的情况。成员要求提供如何觯决新斯科舍省的来克马克人民关 

于土地所有权的要求的详尽资料；虽然米克马克人大理事会于1 7 5 2车勒联4王 

国签署了条约，但他们仍于1 9 4 4年后被重新安置在印第安保留地中,他们的定 

居 点 勒 农 场 均 被 没 收 . 有 人 要 求 澄 清 有 关 帮 妇 女 的 方 案 的 情 况 ， 

这一方案可能破坏移民妇女的文化特性。 

392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关于加拿大在反对种族隔离斗 

争中的行动的最新资料，他们希望知道加拿大政府是否准备采取制裁措施，特别 

是，是否准备勒南非断绝外交关系. 

393 .关于《公约》第4条的实施情况，娄员会成员指出，加拿大法律并不禁止 

第4条中所提到的歧视性活动，特别是(b)项中有关种族主义组织的间類。例如，新 

不伦瑞克.省的法律并不禁止第4条(a)、 (b)m (c洛项中所提及的活动。但是，他们 

注意到，司法郁长曾指示宙査刑事法典中有关种族主义宣传的条款，以便做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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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提高其有效性‧ 成员们希望在下一次损告*能*现出在全面实施第4条方 

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他们要求得到各省为实施《公约》第4条规定的有效规章的 

资料，有人提及新斯科舍省三K党的活动，并要求补充这方面的资料，特别是存 

在三 K党的省分的资三 K党的活动以及为禁止 *活动所持的措施，可能要求 

每一个省份都提供有关三K党活动的资料，还有人提到通过邮局向学童窨送种族 

主义资料的问题，他们问道，寄送种族主义资料的是否个别的人，抑或是得到较广 

泛支持的社会团体. 

394。成员要求^供有关实施《公约》笫6条情况的补充资料,特别是为那些声 

称其在《公约》规定下的权利遭到破坏的个人釆取及时法律行劫的问颧。有人询 

问在加拿大法庭上是否可直接援引《公约》实施与贯彻《公约》第4条有关的刑事 

法的法庭是联邦一级或是省一级、这类法庭是完全由职业法官组成抑或兼有业余法 

官、是否经常根据这一法律提起法律程序，这类法庭的平均判决数字是多少。 

395.成员要求补充提供以下资料：关于马尼托巴政府在加拿大发起关于根据 

《公约》笫 1 4条发表声明是否恰当的讨论情 I 

396. 加拿大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及意见时说，《宪法》规审，立法权 

分由联邦政府和1 0个省份负贵，各级政府的权力都是独有的：联邦政府不得颁布 

有关财产和公民权利的立法，这一立法领域专为各省保留，而各省也不得颁布刑事 

立法事项或印第安人及印第安保留地的立法事项。虽然从严格的法律上，加拿大 

的两个地区均按照联邦法律进行管治，但联邦法律却赋予地区政府广泛的立法权力。 

同加拿大其他省份一样，魁北克省知道它不能直接批准国际法律中的各种公约。 

魁北克省在证实它在将来仍将履行类似公约的规定时，决定不用"批准"一词，而 

改用"直布受《公约》的约^0 " 

397. 委员会希望得到人口晋査资料的意见将转达给起草加拿大报告的人士手中。 

各省提出的资料"不平衡"，可能鄧分原因是加拿大各省性质不同并具有多样化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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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加拿大的各级政府都已开始奢手审査其全部法律，以便便其符合在1982 

年通过的《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后的新宪法的人权标t 魁北克省根据《魁 

北克宪章》开始进行类似的审査，现已接近完A 大多数省份的政府已开始对受 

到《宪法》条款彩嘀的法律进行审査，至1 9 8 5年，已颁布了 6 0多项联邦法律 

的修正案。 

399. 关于《宪章》笫15节规定的平等权利，大多数省份的政府考虑到这一铘 

分将迟至1 9 8 5年 4月方始生效，故决定在第二阶段再对其法律进行审査。若 

干省份已提出修正建议，并颁布了某些改动。第1 5节第2项是根据某些对肯定 

行动所作的众所皆知的挑战而通过的，在目的上与《公约》的第1条第4款相类似î 

它的目的是保 证旨在提高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地位的行动方案或特别措施不致由 

于《宪法》增列新的平等权利而受到危害。因此，例如，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平就 

业的法律和方案将不受到笫15节第1项挑战的彩响，但在正常事态下无法预料笫 

1 5节第2项本身可成为立法的依据。多年来，人口晋査一直避免提出有种族歧 

视性的问题，但是，经过和少数民族代表协商之后，选择了 "可见的少数民族"这 

一集体名词，以形容那些在种族上或肤色上与其他人口不同，人数上又少于其他人 

口的群#o "可见的少数民族"在加拿大均为非白人，其人数在 1 9 8 1年为110 

万，即占总人口的 5 %。 根据人口眢査资料，这一群体中有黑人、加勒比人.印 

度——巴基斯坦人、日本人、华人、朝鲜人、印度支那人、菲律宾人、太平洋岛屿 

人、黎巴嫩人和阿拉伯人后裔。"可见的少数民族"一语并没有轻蔑其种族的含 

义，而是坦率而公开地正视这铘分人的需要和可能存在的问韪，以便研究他们的处 

境，并实施就业和其他方案解决不公平的现t 

4 0 0 . 由 于 1 9 8 6年在小规模人口普査中釆用的收集资料的方式，处于不利地 

位群体的特珠需要得到了承寻求自我认同的群体中包括残疾人，可见的少数 

民族和原住民。订于 1 9 9 1年举行的大规模人口晋査工作还会在这一领域内提 

供更多的资料。移民妇女方案的目的是帮助她们在加拿大杜会中享受更丰富和满 

意的生涟，而不意味蓍文化上的同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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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翊为《加拿大本地人》的报告载有一份在1 9 8 1年人口晋査基础上对原 

住民的地理环境、经济和社会条件所做的广泛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了原住民和一 

般人口之间在经济和社会条件上的明显而无误的差别。加拿大政府为琊分觯决这 

一情况，将1985/1986财政年度中用于原住民方案的开支增为2 8亿荬元，这一 

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于过去1 0年中原住民人口增长的三倍。近年来，卫生和社会 

条件有所改蕃^！期寿命也有提高，嬰儿死亡率下降，在改善住房条件和增加就业 

机会方面也有所进& 

402. 在教育领域内，入学人数有相当大的增加，地位被确认的印笫安人在大专 

学校注册人数从1 9 7 9年的 2 5 0 0人增至 1 9 8 5年的 1 1 7 0 0人，囡而，地位 

髙的印笫安人的入学率相当于加拿大人整体的入学*o 关于原住民语言问题还釆 

取了进一步的措Ifc» 联邦政府和西北地区曾签署一项协议，拨款1600多万荬元 

作为提供法语交流服务和西北地区定为f方语言的若千原住民语言交流服务之用。 

联邦政府还资助一个重要方案，帮助在加拿大全国更广泛地应用原住民语言。 

403. 印第安自治特别议会委员会津议，通过宪法方式和非宪法方式，发展原住 

民和政府之间的新关系，使原住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杜区负贲。加拿大四个主要的 

原住民的代表和各级政府之间正在就宪法保护自治权问攧举行制宪讨论。1987 

年 3 月 2 6日将开展关于这一题目的制宪会议。 

404. 在特别议会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后，联邦政府还通讨了若千宪法以外的倡议, 

以促进自治。其中有：社区谈判进程，这一讲程向印笫安和囡努伊特社区掙供同 

联邦政府讨论他们关于自治政府的建议的机会。在^一讲程之下能有的安排包括 

立法建议，修改行政政策以及灵活的资助协议。 

4 0 5 . 为支助联邦关于自治和社区级协商的政策，新建立了负责印笫安人自治的 

部门，作为印笫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的一部分• 这一部门目前正在考虑印笫安 

部族提出的2 0多项涉及5万印笫安人的自治倡议，其中若干倡议已取得了具体进 

展，新的法律还规定关于在部族和政府间以赠款形式不断进行资助的安排。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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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颁布了一项立法，为魁北:部的克里人和纳斯卡皮人都族提供自治，地位 

未被确认的印笫安人^梅蒂浙人社区和各省及联邦政府之间关于自治的谈判正在深 

入进行中，北方的发展械如此. 

4 0 6 . 加拿大政府建立了一个工作组，对综合土地诉讼政策进行审査，由于工作 

组做出的报告，对政策进行了修改，采取了新的作法，根据传统和连续使用或占用 

土地的原则，解决原住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 

4 0 7 . 来克马克大理事会，又称来克马克部落社，对综合土地所有权的申请被驳 

回，理由是他们并未以传统的方式连续使用这片i地，来克马克人可以开始进行 

特定诉讼的进程，这是对一切印笫安部族开放的早已确立的进程。根据这一进程， 

基于联邦政府在有关印笫安土地或其他资产的管理方面未能履行其法律义务，或者 

未能履行《印笫安条约》的条件，可向联邦政府提出所有权的要求‧ 

4 0 8 . 有人提到了 1 7 5 2年的条约，这一条约事实上是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一 

项决定的主题.法院认为，联邦政府和新斯科舍省东部的来克马克人于1 7 5 2 

年签署的《哈里法克里条约》，根据国内法，至今仍然有效，因而筌约人的后裔的 

狩猎权应受到保护， 

4 0 9 . 来克马克部落社根据《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联合 

国 人 权 事 ^ ^ 员 会 : 信 函 . 

4 1 0 . 关于笫3条，加拿大代表回顾说，加拿大政府和英联邦其他国家通过了对 

南非的制裁措施，特别是关于航空联系、投资、银行贷款、进口湘旅游事务的制裁* 

加拿大政府中^同，非的双重课税协定，并擞回了在南非的领事机构 , 1 9 8 5 

年 7月以来" T ï i大^ ^非种族隔离政权下受压迫最深重的人口提供 f 7 0 0万 

美元的教育补助金,它还向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提供捐款，并向在南非工作的非政 

府 组 织 提 供 支 援 ， 1 9 8 6年，加拿大共认捐 1 5 0万美元帮助南非政治犯的家 

属，继加拿大总理最近对津巴布韦的访问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对南非增加压力， 

如果在达成《拿骚协定》所订的目标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加拿大政府准备实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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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在必要时，将按照加拿大总理1 9 8 5 年 1 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承诺，断 

绝汆南非的关系， 

4 1 1 . 在对《公约》笫4条提出的问题发表评论时，他说，第七次定期报告提到 

新不伦瑞克省的法律并未禁止笫4(a), 0>)和(c)条中所涉及的活动，这应该根据《宪 

法》中关于权力划分的精神去理解，关于这一点他已做了阐述。在实施《公约》 

的这些规定时，如涉及刑事法，则立法权属于联邦议会，因而，应由联邦法律在这 

一领域内完成有关的禁令。 

4 1 2 . 关于三K党的行动，加拿大代表说，三K党人数极少，他请委员会放心， 

加拿大警察认为他们能掌握三K党的活动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4 1 3 . 他提及根据刑事法典提出的与种族歧视有关的三个仍未解决的重要起诉， 

他还强调其他刑事和非刑事立法的广泛性，这些立法从整体看来，力求在加拿大的 

,体系内完成笫4条的真正宗旨.他对委员会说，在对整体的刑事法典进行根 

本审査的过程中，正在对加拿大关于仇恨宣传的法律的不足进行仔细的审议。政 

策的判定工作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公约》的仔细讨论将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此外，现正制定一些海 关指导方针，以限制仇恨资料进入加拿大并得到 

散发.在最近的将来将在一个加拿大法庭上解释委员会对《公约》的严格观点， 

根据《加拿大宪章》笫1节，对目前一项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作出解释. 

4 1 4 . 关于对实施《公约》笫 6条的意见，他说，根据加拿大法#做法，必须 

通过立法在法律制度中列入一项条约，通过该项条约并不会影响法律 权限的分配: 

法院认为，虽然只有联邦政府才有权締结条约，但如条约的内容涉及划归各省的范 

围，则联邦政府无法执行这一条约。《公约》所涉义务对联邦和各省的立法范围 

都有影响。由于联邦一级和省级的立法机枸均不能单独地充分实施《公约》，因 

此，加拿大不能简单地把《公约》的案文作为其国内法。由此可以推论，某小个 

人虽然认为其《公约》中规定的权利没有得到维护，也不能直接依赖《公约》本身, 

这类案件的诉讼需受联邦或省有关的实施法律的制约.诉讼的速度显然取决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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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被侵犯的权利的性质，但加拿大法律在需要时可以通过人身保护令、强制令或保 

释 权利等迅速做出反应， 

415.最后，关于曼尼托巴省首席检査官建议加拿大应根据笫14条发展声明的 

意见，加拿大代表指出，加拿大在这一问题上釆取的立场应该考虑到所有各省、各 

地区和联邦政府的观点，这一问题无疑将继续作为加拿大国内各级政府间讨论的 

主题.但是，与此同时，应当指出，由于在《公约》范围内的最实际的目的，加 

拿大人已经有权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国际审査机构 

提起诉讼《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416. 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3 日 第 7 7 9次会议（02!1111/0/81^ 779 )审议 

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第九次定期报告(CERD/C/149XAdd. 8 )。 

417. 苏联代表在介绍这份报告时告知委员会自报告编制以来该国发生的变革。 

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苏维埃国家都极重视进一步发展苏联各民族间关系。反 

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是全面国际安全制度的一个必要部分，需要各国间最广泛的合作。 

南部非洲和比勒陀利亚境内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正如哈拉里会议所描述的，是一项 

灭种的罪行。犹太复国主义不断侵犯阿拉伯人民的权利，也是种族歧视的一个例 

子。 

418. 委员会一些成员对苏联代表提出的报告以及关于苏联所采取新的历史性革 

新政策的重要介绍性说明表示祝贺。他们乐于见到在苏维埃社会开始的新阶段， 

并且希望收到更多关于近月来所引进改革的资料，希望知道这些改革如何影响这一 

幅员广大国家的生活。委员会要求苏联提供进一步的资料，说明苏联国内人道主 

义政策与新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把经济和人道 

主义部分认作必要条件的全面国际安全制度的提仏 

419. 成员要求提供关于法庭如何适用《公约》以及新的苏联宪法的解释的资料。 

成员问，新宪法在《1 9 3 6年宪法》所载加盟共和国分离权利方面有否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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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萨克境内暴动，委员会问当局采取了何种措施，而在处理这种情况时是否采 

取了刑事行动。 

420. 一些成员赞扬苏联为消除种族隔离而采取的措施'及其在释放纳尔逊‧曼 

德拉和南非其他政治犯的宣传运动中的积极参与。 

4 2 1 . 关于《公约》第4条，一些成员陈述，尽管社会法律详细规定执行该条' 

假借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反犹太宣传者从未因他们的言论受到处罚。有人问，是否 

能向委员会提交与《公约》第4(b)条有关的《苏联宪法》笫3 6条的案么 

422. 关于《公约》第5条下出入本国的权利，一些成员希望知道，为什么迁至 

以色列的犹太移民被迫放弃苏维埃国籍，并缴纳大笔税金,而其他移民可以保留他 

们的苏维埃国籍,犹太"抗拒者"的目前情况如何，是否备有关于犹太移民的任何 

统计资料，以及是否1 9 8 7年1月颁布了一条新法，限制知道国家机密的苏联人 

迁移国外，直至这些秘密已过时才放行。在这方面，有人要求澄清"知道国家机 

密"的意义，因为这句话似乎含糊不清，并需要主观的解释。另一成员提出，犹 

太裔公民享有移居的特札 

423. —些成员提到《公约》笫5条下的工作权利，苏联宪法规定，按照公民的 

意向、能力、训练和教育，适当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保障这项权利。他们指出， 

重点在新的工作作风、现代化、高效率和生产力。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收到进一 

步的资料，说明效率和生产力如何能够与无失业此一事实相协调，如为效率之故， 

一些工人必会因表现不佳而被解礼有人问，"社会的需要"意义为何，这些需 

要又如何影响到个人的自由，自从新的改革以来，劳工权利是否仍获得法庭的保护, 

少数人口特别是亚洲人口迅速增加如何影响到就业和迁移自由，以及亚洲各加盟共 

和国人口在苏维埃社会较高级别上有多少代表性。 

424. 关于《公约》第5条下接受教育和训练权利，一名成员问，难道苏维埃统 

计 数 字 不 正 显 示 出 1 9 6 8 Z 6 9 年 至 1 9 8 0 Z 8 1 年 犹 大 学 生 人 数 减 少 的 数 额 

比一般苏维埃犹太人口和特别是相关年龄组别（如果2 0岁的话）减少的数额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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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点该如何解释。一名成员也指出， 1 9 7 8 年 至 1 9 8 0年莫斯科著名数 

学系在接纳犹太学生方面有歧视情形，他要求澄清一下这类做法是否仍然持续。有 

人问，为何在比罗比詹施行了选修依地语办法，而在犹太人较比罗比詹多2 0倍的 

莫斯科和多1 3倍的白俄罗斯却无，特别是鉴于《公共教育法基本原则》笫20条 

保证学生可以研读另一民族的语:^ 另一方面，一名成员认为，与其他民族相比, 

犹太人属于特权群体,在接受高等教育和接触文化机会方面,犹太人的百分比似乎 

较其他少数人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为高。有人问，选择语文教导的自由是否仅限于 

小学。有人要求澄清有关在居民超过 3百万的北部地区开设学校总共安置 1 9 ^ 

00姊学生，学前设施总共安置154,00Q/v—事。有人赞赏地注意到，已采取措施, 

提高教育品质，诸如1 9 8 5年对《公共教育法基本原则》的修正案，以及1984 

年决定在包括中亚和哈萨克各加盟共和国在内的某些区域内扩大师资训 I 有人 

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为苏维埃远东人民的教育采取的新措施，说明职业教育、 

划一中等教育的提议以及其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影响，并说明中亚、西伯利亚和 

远东各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学生就读自然科学的人数。关于苏维埃高等或中等专 

门教育政策，其中包括关于促进若干种族或民族地位的提高的特别措施，这点合乎 

《公约》第1条，第4款。关于这项条例的笫二部分，其中规定此等措施不得于 

所定目的达成后继续实行，有人要求提出这方面的更多资料。 

425. 关于《公约》笫6条，一名成员要求提出关于给予公民向政府提出诉讼此 

一广泛权利的新法律的资料。他认为，法庭上没有种族歧视案件，指出人民没有 

勇气向法庭提出这类案件，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全无种族歧视的。 

426. 关于《公约》笫7条，一名成员问，苏维埃教科书有关苏维埃历史上犹太 

人民的事情遭到轻视或略而不提，而且在许多情形下以反面形象来描述犹太人，是 

否属实。 

427. 关于《公约》笫1 4条，有人问，苏联能否考虑依照该条逸择作出声明， 

承认委员会有权处理个人来: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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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苏联代表答复委员会成员关于苏联所进行改革的意见说，变革是在已经达 

成的基础上使社会进一步民主化。苏联正在设法加强自行管理和自行发展，特别 

是在地方一氣L »所釆取的措施包括保护政治，社会和个人权利，维护社会主义 

法，以及谴责当局侵犯人民权利的非法行为。苏联的内部改革与其促进国际安全 

的努力两者之间关系密切。苏联政府认为，人类如要生存，必须遏止军备竟赛， 

确保粮食供应，保护环境，外空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必须以合作与协议来代替权 

力政治和干涉，人类才能走向发 I 合作领域应扩大以包括人道主义事务，以 

便消除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歧视和种族主义 

4 2 9 . 他说,《公约》构成苏维埃法的一部分，不过如有必要也会改变国内法, 

以便更为有效地体现《公约》某些条例.他说，哈萨克境内最近有一个问题，即 

前任当局曾优待来自共和国南部若干群体，而损及其余人口. 这个作法导致裙带 

关系和腐败.前任当局未成功地处理民族问题的复杂、微妙事项，不过，政府 

的政策是所有公民皆应享有《公约》所要求的平等权利. 

4 3 0 . 他告知委员会，《公约》第4(b)条的规定为宪法第3 6条和刑法所函括, 

不过，关于是否需要具体法律禁止种族主义组织或目前的刑法是否充分问题，则正 

在讨论中， 

4 3 1 . 他向委员会保证，《公约》第5条已予执行，没有基于种族、肤色、国 

籍或血统的限制.就业方面有时发生困难，但已努力找寻适当的解决办法.不 

过，不能将不经济的企业关闭了事，必须等到有关工人已接受再训练，并获提供至 

少同样薪酬水平的其他工作.因此，变革的过程可能进展缓慢.目前，一名公 

民可以在苏联任何地方就业，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希望在出生地找到同样 

的工作，可能会有问题，现正努力克服这类困难，并经由计划人力分配，为国内 

劳工的调动创造最大可能的条件， 

4 3 2 . 至于出入苏联的权利，他指出，新法第2 0条保证苏维埃和外国公民可 

因私务出入国境，不受任何歧视.凡因工作关系获知国家安全机密的人，确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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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若干期间内不得离境 .期间长短则视与国家机密关连的密切程度而定.有 

时是申请者父母反对批准申请，理由是如果申请获准，他们将无人供养.按照苏 

维埃法，犹太人既未受歧视，也未给予优待.确实，犹太人比其他群体的人较易 

出国，已有185, 953人离开苏联前往以色列，但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拆散了 

许多犹太家庭，其中许多家庭随后已团聚.犹太人在苏联并未被剝夺国籍，不 

过，犹太人移民至以色列涉及一项法律问题，因为按照以色列法，所有犹太人自动 

获得公民权.苏联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处在困难情况中， 

438.苏联代表说，在医药、科学和艺术领域资深地位的犹太人占了极高的百 

分比，这是因为他们积极参与了革命，革命后他们利用了供他们使用的教育设施. 

统计情况逐渐在改变，不是因为任何对犹太人的歧视，而是因为其他民族取得进展. 

莫斯科犹太教会堂向所有犹太人开放，但苏联的犹太人中90%是无神论者.他 

指出，虽然滥用权力的情况可能发生，法律和政府政策赞成包括依地和希伯莱文的 

所有少数民族语文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语文在小学和中学有时在更高等教育都被 

用作教学的工具.报告中所开列北部各国的数字是指居住在北部的所有人的数字, 

但主要是较少的民族.少数民族在苏联的三种类型学校接受职业训练，学童获教 

导从事适合他们能力的职业.革命前，少数民族日趋凋零，但是现在他们的数目 

日渐增加. 

4 3 4 . 他补充说，凡未答复的问题都将转递苏联政府， 

民主柬埔寨 

4 3 5 . 委员会1 9 8 7 , 3 月 4 日 和 1 9 日 第 7 8 0次和第8 0 2次会议（CE 

和8 0 2 )审议了民主柬埔寨的初次报告（CiERD/q/lU/Add. 

4 ) . 

4 3 6 . 民主柬埔寨代表介绍了该报告，他提到自1 9 7 8 年 1 2月以来该国受 

到越南侵占战争的蹂麟，并且提到在外国占领部队撤除以前，民主柬埔寨政府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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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一份适当的报告，他提请委员会注意越南占领部队有系统地消灭高棉族.他 

说，越南是《公约》締约国，但没有展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最后，他提到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三名领导人提出的和平提案，以及他们在 1 9 8 7年 2月 1 8 

曰越南和苏联提出的呼吁. 

4 3 7 . 委员会成员提到民主柬埔寨的悲惨局势，在那里千千万万人丧失了性命. 

他们说，这种局势是提请委员会注意的最严重种族冲突之一.民主束埔寨是一个 

被外国占领的国家，民主柬埔寨政府不能在自已的领土上行使权力.他们希望外 

国占领在不久的将来即会结束，并能找到和干解决办法，使柬埔寨人民能够行使其 

自决权利，不受外来干涉自由选举一个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有人指出，民主 

柬埔寨未能对柬埔寨领土行使主权，不能声称在K际上代表柬埔寨.还有人认为， 

向越南提出指控的政府其主要组成部分是被波尔布特此一犯下灭绝其本国人民罪行 

政权的一支旁系. 、 

4 3 8 . 委员会一些成员提请柬埔寨代表注意《公约》第1 1条的条例，其中规 

定一个締约国如果认为另一締约国没有实行《公约》条例应将事务提交委员会.不 

过，委员会必须获得书面来文，才能按照第1 1条开始程序. 

4 3 9 . 委员会一些成员要求提供关于民主柬埔寨人口的种族构成情形、境内法 

律制度的运作和选出法官所用的标准的资料.有人问，民主柬埔寨政府是否已拟 

订可能值得委员会注意的法律. 

4 4 0 . 在第 7 8 0次会议上，一名成员提出了一项关于東堉寨的初次报告的决 

定 草 案 . 在 第 8 0 2次会议上，他撖回了提议的决定草案. 

4 4 1 . 如委员会已经宣布的，占领《公约》一締约国的领土构成对《公约》的 

严重违反，特别是如果被占领国家的机构因此无法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或 

人口组成遭到强制性改变. 

4 4 2 . 随后，委员会一些成员希望，柬墉寨的领土完整将重新建立，使其能够 

履行《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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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3 . 民主柬埔寨代表向那些关怀民主柬埔寨悲惨命运的委员会成员表示感谢, 

并希望和平与自由即将在束埔寨恢复. 

4 4 4 . 关于少数民族，他说，估计直到1 9 5 0年，计有 2 1 8 , 0 0 0华人， 

2 3 0， 0 0 0越南人和10 0 , 000回教信仰的占人，以及其他居住在山区、髙原和连 

接越南和老挞边区的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群体. 1 9 5 7年，民主柬埔寨国内共 

有 6 0 0， 0 0 0各种族的外国人. 

4 4 5 . 他着重指出，民主柬埔寨政府已经在不同场合答复了关于灭绝柬埔寨人 

民的指控：民主柬埔寨能够生存并组成联合政府毫无争议地驳倒了占领者的声称. 

4 4 6 . 关于民主柬埔寨的基本法和其他法律，联合政府只承认政府建立时提出 

的共同宣言，以及构成联合政府的三个政党一致通过的八点和平提案为国家宪章. 

4 4 7 . 关于目前越南当局对民主柬墉寨人民所犯下的违反《公约》行为，民主 

東埔寨代表要求保留权利，在与民主柬埔寨当局协商后，按照《公约》第1 1条， 

以适当形式转递函件. 

4 4 8 . 彔后，他说，真正的问题是整个民族和一个主权国家的存亡问题.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 4 a 委员会 1 9 8 7 年 3 月 5 日 第 7 8 2次会议（ C E R D / C / S R 7 8 2 )审议 

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U e / A d A 3 ) ‧ 

45a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介绍报告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在委员会审议 

其上次报告期间对委员会提出的所有问题尽力作了答复.不过，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政府没有以书面答复关于各种族参政情况问题，因为这似乎不适用于特立尼达和 

和多巴哥，而这种办法途径引起分化与，多于引起种族团结，她掸到报告的有 

关部分，以及最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的选举，选举前的竟选殊具种族容忍和 

公民纪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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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L委员会一些成员慼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介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按照委 

员会的指导方针编制的很有意恩的报告（CERD/C/70/ïîev. 1 ) ,并对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与委员会保持的建设性对话表示潴意， 

45a 一些成员问，如何保障行使宪法内承认的杈利，法庭能否拒绝适用适当通 

过的法律.一些成员还要求提供关于人口的种族组成情况，特剁是非洲人对东印 

度人的比率，这两个种族共占全体人口的8L 5% ,并且问及加勒比人在人口中所 

占的百分比，不过，有人指出，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而言，形形色色的种族混杂 

在一起，只有极少数的例子可以认明其屬于某一特别群体， 

4 5 a关于结合《公约》第5条，第2条第2款的执行情况，有人再次要求提供 

按种族开列的议会成员名单，因为按照报告中叙述的选举制度，似乎颇有可能安排 

选区界限，使某一特别群体不得担任议会成员，委员会一些成员问，是否有些种 

族集中在国家某些部分可能影响到选举结果，是否政党以种族为基础，最近掌权的 

政党其成员的种族是否相当平衡，如果不平衡，其中哪些种族占优势.他们希望 

知道，政府如何协助各种族保存其文化遗产,是否认为工作！一项权利,是否法律 

绝对禁止就业歧视，如果禁止的话，有何种法律补教方式，inT种族Si受害者釆 

取政府打算如何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厲于某一种族如何彩响到其就业或接受教育 

的权利，是否所有种族皆可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所有级别的教甯，私立的中学和大 

学的百分比是否与私立小学所占的百分比一样髙.有人指出，根据种族或所厲宗 

教所建立教育制度的专属性质对各种族的经济情况产生彩响，有人问，《公约》第 

2条，第2款如何获得适用，一些成员还要求提出关于难民和移民的资料，并且 

问是否有任何限制， 

454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一些成员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反对南非种 

族隔离的斗争方面发挥的示范性积极作用表示祝贺，有人问，该国政府是否与南 

非保持外交关系。有人希望，下次定期报告将载有关于政府所采取措施的最新资 

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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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a关于执行《公约》第4条，委员会一些成员提到扰乱治安法，指出虽然该 

法案部分符合第4 ( a涤的要求，但完^符合第4(b )条的要求.一些成员说，法 

律所界定的蓄意犯下扰乱治安行为实际极难证明，并询问法庭如何解释这项条例。 

关于界定职杈范围，有人要求澄漬宣判的标准，单由一名法官宣判，还是由一个, 

审 团 ， 如 果 案 件 由 陪 审 团 聆 听 ， 陪 审 团 的 组 成 如 何 . 一 些 成 员 希 望 > 

立尼达和多巴哥将领布具体法律，使《公约》第4条所有条例生效，这一点是非常 

重要的， 

45a关于第6条，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公约》所承认权利遭到侵犯时可供采取的 

补教办法的有效性和迅速程度.有人要求就巡视官一职作出说明：有人问，将哪 

种案件提交给他，他是由行政当局或由议会任用，他同法庭的关系如何，他是否能 

干预法律程序， 

4 5 7 .关于第 7条，一些成员希望知錢否有任何特剁方案，告知警察关于《公约》 

的各项条例， 

4 5 a至于第 1 4条，有人问，政府是否打算按照7;约》这一条宣称承认委员 

会有杈处理个人来文. 

45a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说，对委员会一些成员所提问题和意见的答复将载 

于下次定期报告. 

毛里求斯 

460. 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5 日 和 1 2日第 7 8 2 和 7 9 2次会议（ C E R D / C / 

SR. 7 8 2和 S R . 792 )审议了毛里求斯的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C/131/Add. 8 ) , 

报告国代表未參加会议， 

461. 委员会成员们要求提供关于居民种族构戍的更详细资料，特别是因为报告 

附件以宗教信仰分列居民，并未提到组成毛里求斯社会的种族集团'他们表示希 

望下次定期报告更加实在地叙述毛里求斯的种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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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关于第3条，报告谈到毛里求斯以前各次报告关于与南非关系的资料，谈 

到毛里求斯政府不顾其传统联系，通过转向南非以外的其它国家，努力使其关系多 

样化，委员会要求毛里求斯提供更多关于其与南非贸易关系现状和关于其与印度 

洋委员会管理局打交道的资料。 

463. 关于第4条，委员会成员们指出，在实施该条方面仍然存在#_大差距，他 

们嬰求提供关于《刑法》如何实施第4条各项规定的资料。他们问说，命令釆取 

任意的歧视性行为的公务官员应受刑事惩罚还是仅受行政制裁。他们希望毛里求 

斯政府很快提出报告中谈到的种族关系法，因为必须制定具体立法，才能保证充分 

执行《公约》第4条。 

464-关于《公约》第5条，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更多详细资料，以了觯失业率 

及其对各种族集团的影响，毛里求斯选举法——选举法根据1 9 7 2年的人口普査 

情况，不论各种族集团成员是否参加投票，一律给这些集团增设席位——和《宪法》 

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其中一些限制是基于防止种族偏见或歧视言论的需要，夯员会 

成员们问到近年来这些限制是否实施过。 

465.关于第6条，委员会成员们要求提供资料，以了觯毛里求斯居民在认为自 

己是《公约》所承认各项的权利受到侵犯的受害者时，有哪些法律补救办法。 

466- 委员会戍员们还希望得到关于《公约》第7条执行情况的充分资料， 

阿根廷 

467- 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5 日 第 7 8 3次会议（ C E R D / G / S R . 7 8 3 )审议了 

阿根廷第九次定期报告（CERD/C/149/Add. 1 ) 。 

468- 报告由阿根廷代表提出，他说，民主政府于1 9 8 3 年 1 2 月 1 0 日开始 

执政，其主要目标是，在军事独裁政权长期公然和一贯侵犯基本人权之后，重建法 

治，并充分尊重人权。在报告所述期间，阿根廷已釆取步骤，批准了所有国际人 

权公约，因而可以在国内法庭和行政当局之间引用这些公约。1 9 8 5 年 9月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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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民议会通过了第23 30转法令，该法令的目的是使土著社区能够参加政府 

工作并保持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特征，以及补偿他们失去土地的损失。1 9 8 6年 

5月22日，阿根廷政府决定根据《公约》笫3条，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断 

绝外交关系。众议院已通过一项符合《公约》第4条，反对任何歧视或煽动歧视 

行为的法案，该法案现已提到参议院。1 9 8 6年5月，阿根廷根据《公约》第 

7条，举办了一次拉丁美洲反对歧视讨论会。阿根廷代表向委员会保证，全阿根 

廷正在执行《公约》，但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例外，因为阿根廷政府受 

到阻碍，不能在那里行使其主权。 

469-在军事独裁政权造成的多年浩劫之后，阿根廷政府迅速和果断地开展了补 

救和医治工作，其政缋显箸，因此，委员会向阿根廷政府表示敬意。阿根廷政府 

和议会成功地恢复了民主制度。委员会成员们赞扬报告的坦率和新精神。阿根 

廷曾经是一个老大难，现在却在积极参加反对国内外歧视的斗争。制定国内立法 

和批准国际人权文书是建立坚强保证制度维护人权的使人印象深刻的措施，是阿根 

廷政府克服过去遗留问题意愿的证明。按时提交的报告遵循了委员会的准则（CERD/ 

C / 7 0 / R e v . 1)，而且阿根廷代表又补充了宝贵的资料。一位成员遗憾地指出， 

报告仅能及于阿根廷的大陆领土。 

470. 委员会成员们指出，报告没有提供以前几次要求提供的居民人口组成资料， 

他们希望下次定期报告提供这一资料。此外还要求提供更多关于难民和流放者人 

数和关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资料。委员会成员们希望知道偾务负扭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实行的紧缩措施对阿根廷执行《公约》和其它人权 

文书的影响程度，特别是希望知道对土著民族和居民中最贫穷部分的影响。 

471. 关于《公约》第2条，委员会成员们赞赏地注意到，阿根廷政府制定了一 

系列有利于土著民族的法律，他们希望得到更多关于国家土著事务研究所，国家土 

著社区登记处和土著人姓名登记的详细资料。他们欢迎对土地重新分配措施提供 

资料，例如，哪个当局负责补偿土著居民，土著民族何时可以得到土地，土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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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新安置、送到原厲于他们的土地上、还是移居到政府认为其条件将会改善的地 

方，是否提供经费使有关人士能够在他们将要生活的土地上谋生，在征用土地时由 

谁决定土地的价格，委员会戍员们要求澄清土著民族如何保持其历史和文化特征, 

而同时又可以与国家社会融合。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有关土著社区人口数量，他 

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土著社区兴办的学校数量和教学使用的语言等方面的 

资料。他们还问这些社区是散居全国各地还是集中在特定区域，土著社区是否包 

括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委员会戍员们希望，阿根廷下次定期报告提供下述资 

料：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执行程度，转让的土地面积、得到土地权利的土著民族人数、 

为促进农业生产而釆取的步骤，以及旨在使土著民族能够享受各级教育、保健和政 

府计划的方案。 

472. 关于第3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们赞扬阿根廷政府釆取的行动。但 

他们希望阿根廷断绝与比勒陀利亚的一切关系。成员们希望得到有关阿根廷公民 

与南非的私营贸易的资料和有关阿根廷在全面强制制裁问题上的立场的资料，他 

们问阿根廷驻开普敦领事官员如何受权代表已关闭的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签字。他 

们还要求提供资料，以便了解阿根廷与南部非洲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 

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外的其它觯放运动的关系。 

473. 关于第4条，委员会成员们祝贺阿根廷政府正在立法，以执行其第4条规 

定的义务。目前已提交议会的法案中提出的《刑法》修正案似乎符合第4条的要 

求。唯一遗漏的内容似乎是非种族主义组织成员资助种族主义组织问题，根据 

第4条，这是一项犯罪行为，但法案中没有列出这一行为。委员会成员们希望提 

供更详细的资料，他们还问在阿根廷是否仍然存在反犹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 

处理。 

474. 关于第6条，委员会成员们欢迎在内政都设立主管人权事务的副部长办公 

室。他们希望知道该办公室如何组戍，如何工作，有多少人以及是否也负贲土著 

民族。他们还问将该附属秘书处设在司法都是否更加恰当。委员会成员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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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主管人权事务的副都长办公室在向当局报告侵犯人权问题的努力方面取得多大 

成功，釆取了哪些善后行动。他们满意地注意到，教育部恢复了军筝独裁时期因 

政治原因解雇的所有教职员工的职务，他们间复职者损失的薪水是否得到补偿，其 

他各都是否釆取了类似措施，他们问，反歧视法案第5条规定在某些情况下提供 

补偿，该条目前是否已生效，这一法律过程有多快，戍员们对"最后" " u n t o 

Final)立法感到关注，要求解释制定限制"肮脏战争"期间军方所犯人权罪行的 

规耷的真实含义。他们提出了"最后"立法是否违背《公约》第 6条的问题，因 

为该立法规定的限制可能使受害者得不到有效补救。 

475. 关于《公约》第7条，委员会成员们祝贺阿根廷政府举办了公务员人权事 

务训练班，该训练斑由主管人权事务副部长办公室组织。他们问在这方面，警官 

是否视作公务员制度的成员。 

476. 关于《公约》第14条，成员们希望知道阿根廷政府是否在考虑发表该条 

所规定的声明，承认委员会有权处理个人来文。 

477 0阿根廷代表回答了委员会成员们的问题，他说，根据I 9 6 5年进行的最 

近一次人口普査资料，估计土著人口为150, 000人，伹实际人数很可能比这个数 

字高一倍。土著人口占总人口的0L 6 4 %。 主要种族集团居住在 9个省。以 

前的教育制度采用西班牙语教不懂西班牙语的土著居民子女，这是土著民族被排斥 

的另一个原因.阿根廷准备通过新立法，纠正这种情况，目前正在作出努力， 

规定促进教育和土著文化，重点放在土著的各方面，雇用土著教师，以及用土著人 

语言教学。他向委员会介绍说，新的土著社区法簞案设想在土著社区居住的区域 

授与他们土地。他们将不会迁徙到其他区域；授与的土地将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或 

附近，并且将适合他们发展.他解释说，土著人民平等地与社会融合是指消除压 

迫和排斥，并且给予平等机会。新的第 2 3 162号法令批准登记土著人姓名，这 

将填补立法上的一个空白。一项新法律箪案所提议的新的国家土著事务研究所的 

工作将由其主管决定，其职权范围与它代替的前研究所相同，但去掉了官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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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根据该法律革案有关规定，当局将对土著民族进行一次人口普査，以便获 

得必要的资料，作为该法律的基础。他相信，下次定期报告将提供充分的资料。 

4781关于外偾问题，该代表说，虽然阿根廷可以恢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 

由于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制度引起了巨大的债务，由于这些偾务的利息超过了贸易平 

衡，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保证行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479.他在谈到南非和纳术比亚问题时向委员会介绍说，除报告中提供的资料和 

断绝与南非的外交关系外，阿根廷在联合国所有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表 

决中都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一项由阀根廷代表团提出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480L他表示，他将把委员会成员们就执行《公约》第4秦蕃项规定的反歧视法 

律革案发表的意见转达给有关当局。他补充说，委员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话 

摘要将与关于发表《公约》第1 4条规定的声明的建议一道转交议会。 

481. 阿根廷根据将国际法纳入阿根廷国内法的法律，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补救问 

题的条例。事实上，阿根廷遵守几乎所有的国际难民公约，因为阿根廷愿意修正 

其 国 内 庇 护 权 适 用 手 — 所 ^ 难 ^ : 一^的法律意味着只有纳粹分子可以申请 

庇护，因为这项权利只适用于战败者。 1 9 8 4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律，撤销 

了这项保留规定。 

482, 主管人权事务副部长办^‧室取代了国家失踪者问题委员会，它负贵继续开 

展该委员会的工作，提供证据，使有罪者伏法。处理失踪者问题的将不仅是司法 

部，其他部门也将参加，而且目前正在为公务员举办法律、人权和其它有关主题的 

学习班.关于恢复教师和前官M职务问题，他说，每个部都设法提供补偿，每个 

部都有一个已归国的前雇员申请书清单.当然，许多人已经失踪。 

4831在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所犯的罪行使数以千计的人失踪,关于这些罪行的惩 

罚问题，他说，已经撤销前政府为自己行为赦罪的法律，而且大张旗鼓地审判了前 

军人总统，判处他无期徒刑。议会现在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了这种惩罚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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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伹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罪犯都可以得到保护.证据是很多的，审判将继续进 

行，直到确定罪行为止。 

484最后，他在谈到阿根廷行使权力的领土时回顾说，阿根廷政府一贯反对联 

合王国将任何公约的有效范围扩大到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企图。他 

补充说，就非自治领土而言，委员会无权直接从《公约》締约国接受关于这些领土 

的资料，他提到《公约》第1 5条和大会第 1 5 1 4 ( X V )号决议的各项规定。 

苏丹 

48Si 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6 日 第 7 8 4 和 7 8 5次会议（ C E B D / C / S g 

784—SS 785 )审议了苏丹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1 1 4 / A d化 1 / R e v . 

1 ) . 

4 8 &报告由苏丹代表介绍,他说，根据 I 9 8 5年的过渡宪法，苏丹经过1 7 

年的专制统治后，现已成为一个多元民主国家。司法部门是独立的，政府根据普 

选制度自由选举产生，苏丹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正在从长期和艰苦的对抗气候 

条 件 的 斗 争 中 奋 军 出 这 种 气 ^ ¥ & 苏 再 约 2 0 0 0万总人口中竟有8 0 0万 

人生活在饥饿的边缘。然而，苏丹是接纳难民最多的非洲国家：苏丹的每2 0 个 

居民中就有一、个是难民。他向委员会介绍说，苏丹最高法院在I 9 8 6 年 1 1 月 

2 5日的判决中判定，对已故迈赫穆德 •穆哈默德'塔哈的裁决无效。不久将举 

行一次宪法会议，研究所有基本问题，苏丹所有政治势力都将参加。 

487.委员会成K们赞扬苏丹政府提出的优异报告，该报告表明苏丹政府在一个 

很短的时期内取得了许多成缋，他们称赞报告非常坦率，报告叙述了一个第三世 

界囿家如何克服压迫性政权遗留的影响，如何正在恢复人权。苏丹政府愿意与委 

员会保持对话，他们对此表示赞赏，他们注意到，苏丹政府努力促进民族和觯， 

并邇过谈判觯决其面临的问题，他们欢迎苏丹政府进行的政治对话以及宣布召开一 

次宪法会议，他们指出，从军事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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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许多问题如偾务、饥荒、难民和人种问题一这仅仅是其中的几个问题一 

的发屣中国家尤其如此。 

48a委员会成员们指出，苏丹政府为了给紧急状态提供根据，提出了战争和避 

免暴力的必要性，但这些问题不应作为不适当地延长紧患措施的借口，这些措施 

应视作临时性措施。委员会成员们说，苏丹亟需进行立法改革，以觯决国内冲突 

消除民族歧视、种族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 

489. 委员会一些成员对苏丹《刑法》中仍然有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惩罚慼到关注, 

他们注意到，虽然九月法律显然将取消，但过渡《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法和习惯 

法是立法的两个主要来源。他们指出， 4 0 0人仍在狱中待受截肢刑，九月法使 

许多肯年人遭受截肢刑，他们都来自南方和北方，没有犯任何罪。这些成员要求 

提供关于这些截肢刑的资料，他们还指出，使苏丹分裂的这场战争并不是南北之 

间的冲突，也不是穆斯林信徒与基督教信徒的冲突，而是颂布九月法的直接后果， 

九月法也是实现和平的主要暉碍。但是，一些成员指出，问题并不是由实施伊斯 

兰教法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该法律被用来镇压和杀害当局的政治和宗教反对派。 

490. 委员会成员们注意到，苏^ ^准备修正刑事立法，他们建议尽导修改 

苏丹立法，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和《公约》的各项规定。在新立法中，苏丹政 

府和立法机构应寻求一种保护全体人民包括南方人民利益的办法。他们特别问到 

在起革新立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新立法何时可以通过、内容是什么、以及目前 

实施《刑法》中的哪些规定。 

491. 关于《公约》第3条，委S会成员们赞扬苏丹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勇敢 

地发挥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4 9 2 »关于《公约》第 5条和第 2条第 2款，委员会成员们要求按民族集团对人 

口组成进行分类。他们指出，苏丹政府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南北之间的危机，这 

一危机阻碍《公约》的充分实施，他们怀疑，只要实施可兰经法，这些问题是否可 

以得到解决。他们希望了觯在使用 I 50种语言的国家如何分拨教育津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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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谷种文化，从而可以汇编一份苏丹的文化图a 他们要求苏丹阐述其对南方的 

经济和军事政策，以及苏丹政府对1 9 7 2年《亚的斯亚贝巴协定》的态度,该协 

定在南方设立了一个区域政府。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关于前政权鼓励建立的武装 

团体或民兵的资料。 

49^成员们祝贺苏丹政府采取政治多元制度，并要求提供关于行使政治权利特 

别是关于南方参加选举情况的资料。在这方面，他们指出， 1 9 8 6年 4月在选 

举中获胜的两党的意识形态是宗教性的，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南方68个选区中有 

一半以上取消了选举，这些选区的居民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还指出，南方 

普遍反对伊斯兰教法，要求建立联邦制度，这些仍然是南方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獰 

碍。成员们要求向他们介绍宪法会议的结果。 

494-他们还希望知道国民议会和其它主要国家机构中来自南方的代表所占的百 

分比、《公共事务法》和《社会保障法》承认哪*权利、对《工会管理法》有哪* 

修正、正在起草的新立法是否也适用于外国人，以及1 9 8 0年《地方政府法》是 

否仍然有效。他们要求捍供关于工会权利行使情况、各民族集团教育和识字情况 

以及婚烟法的资嵙，他们问婚烟法是否一视同仁，适用于所有公民，或者是否考虑 

各集团的特点。他们还问苏丹是否在考虑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締约国。 

495.委员会成员们赘扬苏丹处理难民问题的方式，对于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而 

言，难民问题是一个特别繁重的负担，他们强调苏丹应得到国际社会的适当援助。 

他们注意到，来自邻国的政治难民人数超过了1 0 0万，他们要求提供资料，以了 

解难民来源地、在苏丹境内的分布和对苏丹经济的^响，以及苏丹与邻国的关系、 

苏丹境内的军火厥运和粮食供应情况。他们希望了解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占多大比例，苏丹承担的负担占多 

大比例，某些难民例如埃塞俄比亚难民是否已在苏丹居住多年，如果是这样，是否 

已就这些难民的长期定居作出安排.他们指出，苏丹前政府在以前提交的一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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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表示，在允许难民进入难民营时，如果他们愿意，政府给他们提供与苏丹社会 

融合的机会，委员会成员们问现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什么立场.他们要求提供资嵙， 

以了解苏丹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解决整个政治难民问题，特别是一批埃塞俄比亚 

囚犯一他们是揆格雷解放阵线帮助越狱并逃到苏丹的——问题，以及了解来自埃 

塞俄比亚的法拉沙难民的情况， 

496- 关于《公约》第6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们欢迎苏丹最高法院决定擻 

消简易法庭关于迈赫穆德‧穆哈默德‧塔哈案件的裁决，他们希望公布该判决书， 

并送到各人权组织和各伊斯兰国家.他们建议，苏丹可以考虑任命一个巡视官， 

因为在多民族社会里，这种法律机构特别有用.他们希望，不久将可以采取揞施, 

使各民族集团的公民可以在法律诉讼中使用自己的语言. 

497- 委员会成员们澥意地注意到，苏丹将在喀土穆大学法学院设立一个人权中 

心， 

498- 苏丹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们所傲的评论和揆出的问题时说，各区域分享 

财富特别是与苏丹南部分享财富将是即将举行的宪法会议的一个中心问题；他暂时 

不能提供更多的资料. 

499- 关于苏丹南部的代表问題，任何公职的选举都不存在任何歧视.但是， 

南方并非所有选区都在国民议会有自己的代表，因为由于安全原因，某些区域未能 

举行选举.南方冲突的背景非常复杂，其根源是从殖民时代的历史中产生的.19 

4 7年，各部落酋长和其他人一致决定南北统一.将根据即将举行的宪法会议的 

协苘一致葛见制定实行新宪法的时间表. 

500.关于难民问题，他揭请注意大会1 9 8 6 年 1 2月4日关于苏丹境内难民 

状况的第4 1 / 1 3 9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对大量难民的存在对苏丹安全和发 

展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注，并赘扬苏丹在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提供的人道主义 

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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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关于苏丹的教育制度，苏丹代表说，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学校；教育实行 

免费制，社区学校接受任何苏丹国民.学校的基本语文是阿拉伯文.在东部地 

区 ， 6 0%以上的学生是苏丹东部地区难民居民. 

502.最后，他指出，并不存在真正的南北方问题，目前的事态中,^都有南方 

人和北方人。关于苏丹遵守《公约》笫3条的情况，他补充说,苏丹授予纳尔逊• 

曼德拉名誉博士学位， 

捷克斯洛伐克 

503. 委员会在1 9 8 7年 3月 6日的第 7 8 5次会议上审议了捷克斯洛伐克的 

第九次定期报告（ CERD/C//149/Add. 2)。 ( C E R D / C / S R 785)。 

504. 报告是由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提出的，他强调并进一步觯释了报告的有关部 

分，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成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外籍工人的地 

位以及政府为提高吉普赛人的生活水平所作的努力等。 

505. 委员会成员对报告以及介绍性发言表示赞赏。他们指出裉告与委员会的 

方针（ C E R D / C / Y O / ^ e v . 1)相符，报告回答了以前审议时所提出的问题。他们 

还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愿意与委员会保持对话一事表示赞赏。 

506. 委员会成员就与《^^约》第五条有关的第二条第2款的执行情况，要求澄 

清和进一步提供有关确定少数民族集团权利的1 9 6 8年《第1 4 4号宪法令》的 

情况，他们尤其想了解各少数民族集团是否享有充分的平等权利、少数民族可得到 

何种机会以及集团的大小是否形成授予权,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法令》第三条 

内容有限，因此要求解释是什么形成了有关集团的;fîf益，对此由谁作出决定。委 

员会成员要求了解纳入"其他和未提及"类别的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指出应指出 

划入这一类别的小集团的名称，囡为它们比较大的集团更脆弱更需要保护。委员 

会成员还要求澄清报告中"民族"和"少数民族"二词的含意。有的成员注意到 

没有德语教学，自19 6 8年《第14 4号宪法令》颁布后又取消了旬牙利文的教 

学，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不论自愿或被迫，已经开始了同化的过I 为此，委员会 

一 125 一 



成员很想知道在匈牙利少数民族人口中有多少成员仍在使用匈牙利文，他们的子女 

是否上自己的专门学校，他们是受一种语言还是两种语言的教育，他们是否有权管 

理自己的学校，从而保持其文化特性，他们是集中在一个共和国或地区，还是分散 

居仏委员会成员想了解政府是否有改进国家少数民族教育的特别预算拨款，少 

数民族在基层一级的行政管理上是否有发言权，在城市一级是否有任何代表，提供 

了哪些援助来维护和促进仍处于边际或贫困状况的集团的利益和需要。 

507.关于政府对吉普赛人的政策，委员会成员赞扬捷克斯洛伐克在支持吉普赛 

公民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希望他们的特性能够保持。有些成员想了解是否并没有搞 

某种修正的同化。成员们注意到这一少数民族集团被称为 G y p s y或 R o m a n y , 

他们想知道有否问过这一集团的成员，他们自己喜欢哪一个名氛成员们赞扬捷 

充斯洛伐克政府已劝说吉普赛人长期定居并向他们提供公寓或家庭住房。但是， 

成员们想知道1 9 5 8年的法律是否仍然生效，该项法律规定拒绝接受公寓的人可 

被判处监禁，这一条显然是针对吉普赛人颁布的。成员们希望了觯，吉普赛人在 

分配给他们的公寓里定居后可否自由活动去寻找工作，这样的流动是否由政府安排, 

他们是享有一般工人的同类住房，还是他们的住宅设计是为了满足他们特定的生活 

方式的需要，他们是居住在一个有组织的集体中，还是居住在其他工人中间，如果 

他们为了工作而迁移，是否会遇到住房问题。成员们要求提供有关吉普赛人人口 

数字的资料,以便判断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成员们特别想了解350, 0 0 0吉普赛 

人是否都得到福利援助，因为吉普赛公民的人数是在人口普査和他们注册的基础上 

确定的，由各全国委员会提供福利援助。委员会成员慼到忧虑的是，尽管这些吉 

普赛人生活在一个实行义务和免费教育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中间仍有很多文盲， 

教育水平也很ffe» 令人失望的是只有1. 7%的吉普赛儿童能够继续上中学，这一 

事实在多数与少数间关系的长期前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应给予高度优先考虑。成 

员们还想了觯，班上有吉普赛儿童的老师能否莸得任何吉普赛文的读物，使他们更 

有效地与这些孩子交流，吉瞢赛语学生后来是否受聘来教授吉普赛儿童，捷克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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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是否也有其他国家的同样经历，将人数比例失调的吉普赛儿童分配到为语言上 

有困难从而在教育方^低能的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如果发现了问題，是否会采取 

措施加以觯决。在卫生保健方面，成员们注意到，吉普赛母亲中的产妇死亡率并 

不高于平均数字，成员们想知道保健统计数字的收集是否有充分的地方基础，以便 

就有关吉普赛人的保健作出某些推论。他们还想知道，下次报告能否提供在有大 

批吉普赛血统的人居住的地区结核病和沙眼发病率的统计数字。 

50 8 . 在执行《公约》第三条的问题上,成员们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采取的 

行动。但是他们指出,报告可作进一步阐述,以便更清晰和更广泛地展现捷克斯 

洛伐克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特別是它对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 

的援助。成员们询问，在司法上是否有觯释法律概念"义愤"一词的先例，囡为 

《刑事法典》中有关诽谤罪的第1 9 8款所使用的"引起义愤的方式，，一词引起了 

解释和论证上的问题。 

509. 关于《公约》的第四条，有的成员指出，《刑事法典》提供的大学佾报充 

分反映了第四条的精神和内氛成员们指出，根据《刑事法典》第2 6 0款，坚 

持迁徙会受到惩罚，因为这样做将使种族歧视蔓延，伹是仍不清楚坚持迁徙的个人 

的处境将会如何，因此要求提供有关这一点以及任何可能裉据第2 6 0款诉讼法庭 

的案例的进一步情况。还要求就下例各项提供进一步情况，对于向某些其他集团 

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个人和集团的惩罚，特别是遭受这种袭击的人和集团的身份: 

他们是不是政权的反对者。成员们想了觯谁负贲断定哪些人可能被认为持有与社 

会主义和政府体制背道而驰的观点，为什么这些人可受到被监禁的处罚。成员们 

注意到某些犯罪可被判处死刑，因而想了觯在过去四年里捷充斯洛伐克是否执行过 

死刑。 

sio.关于《公约》的第五条，成员们注意到，报告提供了有关宗教自由方面的 

大量资科，但是并未提及对第五条规定的其他权利，如言论自由的限制，他们要求 

得到这方面的资料。他们还要求提供有关《刑亊法典》第2 3 6款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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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剁是谁有权力阻止其他人参加宗教仪式。他们还要知道宗教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由谁来下这个定义，那些立誓信教的人能否自由地传播他们的思想，明确承认自己 

有宗教思想的人能否成为共产党员。他们还想得到有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国人 

的地位的情况；他们能否与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结婚，外国学生具备资格后能否工 

在此情况下，成员们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给予外国工人的待遇在很多方面都树立了 

榜样。他们还问捷克斯洛伐克是否接受难民，如果接受，有多少人已得到庇护。 

5 1 1 . 关于《公约》第六条，成员们想了解，如果一个公民宣称《公，》给予他 

的任何一项权利受到侵犯，他能否尽快和有效地得到补偿，公民能否在ï庭上直接 

引用《公约》作为国内法的一部分。 

51 2 . 关于第七条，成员们希望下次报告能够更多地重视瞥察和地方行政官对吉 

普赛人的态度并报告是否向这些目标集团提供任何具体训练。 

5 1 3 . 关于《公约》第四十条，成员们想知道政府是否愿意根据这一条宣布承认 

委员会有权处理小人通 信, 

5 1 4 .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的意见和问题时说，她将努力回 

答其中一些问题，并将另一些问题转交她的政府，在下一次定期报告中详细解答， 

她告诉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个民族一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当然生活在 

国土上的还有其他民族，除了这些民族外还有^普赛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 

式。政府的任务是消除不同少数民族集团之间在发展方面的不一致，将他们结合 

成一+社会，同时又允皿们保持自己的传统， m 、德国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 

儿童有机会学习各自的语言。目前，布拉格有一所教授吉普赛语的语言学校，因 

此吉普赛儿童也有机会学习自己的语言，也有用吉普赛文出版的书籍.其他少 

数 民 族 有 自 己 的 报 刊 ^ 书 籍 . " R o m a n y " 和 " G y p s y " 两 个 词 可 通 用 ， 人 口 

普査中包括了吉普赛人人口。所有申请社会援助的人都作为吉普赛人注册，但是 

不能说这些人代表了大约有350, 000的整个吉普赛人口 ' 1 9 5 8年《法令》只 

禁止游牧生活，适用于所有吉普赛和非吉普赛人，至于说到居住地点，吉普赛人 

一 128 一 



与其他公民同等对待ï他《％附近XT干活，他f坏会被强迫迁移，他们与其他人 

拿同样的工资，享受同等工作条件， 

515.《刑事法典》，特别是其中的第196» 221、 223» 2 5 ^ 2 6 0款旨在 

完成《公约》赋予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但是《公约》并不构成国内法的一部分。 

公民只有在维护《公约》给予他们的权利时才能引用国内法。只有对罕见的罪行才 

才判处死刑： 1 9 8 6年有五起判处死刑的案子，都是涉及谋杀。 

尼泊尔 

516. 委员会在1 9 8 7年 3月 9日的笫 7 8 7次会议上审议了尼泊尔以文件汇 

编形式提交的笫六、笫七和笫八次定期报告（CERD/C/148/Adci. 1) ( C E K D / C / 

SR.787 ) . 

517. 报告是由尼泊尔代表提出的，他还提供了有关尼泊尔的政治结抅和国家政 

策的详细情况. 

518. 成员们欢迎尼泊尔政府的代表出席会议，这使委员会有机会进行实质性和 

建没性的对话。虽然报告提供了新的情况，并回答了所提的与前一次报告有关的 

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报告的汇编没有严格遵守委员会的方针（CERD/D/70/ 

Rev.l) „ 因此希望在提交下一次报告时能遵守这些方针，并能够提供有关人口 

组成的情况。 

519. 关于与《公约》第五条有关的第二条笫2款的执行情况，成员《胜意到报 

告附件提供了有关宣布为不发达地区的区域及其人口状况的报有价值的资料。为此， 

他们希望了解这些地区是如何戈盼的，这些地区的居民代表与尼泊尔主要人口不同 

的少数民族集团，还是属于同一种^! 一个种族居住一+地区，还是各种族混合居 

住，特定社会等级和宗教信仰的人员是否集中居住在这些地区。他们要求提供 

有关这些地区下列方面的进一步情况：投资和预算分配、特别问题、人口的职业(畜 

牧业或农作物生产）、政府为发展经济所作的努力、识字率湘人口接受初等、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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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等教育的比例‧ 成员们指出，设立一个边远地区发展委员会是一重要措施, 

他们要求了解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这些地区有多，方代表能被派往该机枸任职‧ 

他们想知道委员会只能起纯粹的咨询作用，还是可积极参与发展计划的执行。委 

员会成员还想了解政府是否还采取了其他特别措施，他们询问是否已釆用奖学金制 

度，是否将行政机抅中的职位或评议会机构中的席位有一定的比例保留给边远地区 

的人民，使用哪种语言执教等， 

5 2 0 . 关于笫三条，成员们要求更详细地了解有关第三条的执行情况，尤其因为 

自尼泊尔提交其中载有尼泊尔政府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情况的笫五次报告后已有五 

年了，其间南部非洲和国际局势都有一些发展. 

5 2 1 . 关于《公约》笫四条，委员会成员从报告中非常失望地看到尼泊尔对这一 

条持有保留（案文是根据与秘书长作为《公约》保管人的做法相符的宣言和/或解 

释性发言（ C E R D / C / 6 0 / R e v . D )归类的.成员们 i ^，尼泊尔政府能够寻找 

机会按照《公妁》第二十条笫3款，撤销其保留，以确保笫四条重要条款的实施。 

成员们还提问尼泊尔的刑事立法是否有效地保护了《公约》所载的人权，他们鼓励 

尼泊尔政府考虑起草使《公约》条款直接生效的具体立法。 

5 2 2 . 关于第五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指出，为了国家的团结、统一及汆睦的关 

系，对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加以严格限制。据国际大赦说，根据报道在全国教 

师组织的登记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困难，以致有些人被捕，他们想了解抓这些逮捕 

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还是出于其他原因，他们还注意到当局在审讯前可将被告拘 

留9 0天，而且在尼泊尔有很多思想犯。他们要求提供有关全国性"返回农村" 

运动的进一步情况，他们想了解农村发展是否阻止基层一级的政治参与，目前乡村 

机构似乎没有政治权利，他们要求解释在评议会制度外设立一个讲坛的全国评议 

会议员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和宪法地位，他Cl^问这些议员能否继续在无党派制度下 

从事政治活动，成员们要求解释拘留尼泊尔基督教 会一些成员的理由。 

523 ，委员会成员希望尼泊尔的下份报告能够说明为执行极其重要的《公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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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和笫七条采取了哪些措施，特别是有没有向那些认为《公约》给予他们的权利 

已受到侵犯的人提供补偿，他们还想了解在法庭上是否能将《公约》作为国内法 

直接引用， 

524-尼泊尔代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时告诉委员会，198 1年 

的人口普查显示印度教民占国家总人口的89.5%、佛教人口占5.3%、穆斯林教 

人口占 2 . 7 %、耆那教人口占 0 . 1 %，还有小*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团体。大约 

58%的人口讲尼泊尔语，其他很多语言也同时使用。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印度一 

些地方很 相似。 

5 2 5 . 他解释说，报告附件图表中称为不发达地区的区域数字是指整个人口,而 

不是少数民族集团。所提地区被列为不发达地区是为了管理上的需要。尼泊尔 

政府的目标是在衡量当地的能力、要求和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调动各种资源，并通 

过人民——特另提边运地区人民——对地区发展活动的参与，消除地区间发展成果 

分配中的不平衡，并提高受忽视的农村地区和贫困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地仏地理 

环境、人口的不同、农业资源和发展投资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地区间不平衡的原因。 

现在教育、卫生、邮政服务和提供安全饮水等领域已减少了这些不平衡。"返回 

农村"运动已经结:to 

5 2 6 . 尼泊尔仍然坚持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并坚信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 

的有效性。 

527. 关于尼泊尔是否有可能撤销对《公约》第四条的保留，这一问题将提交他 

的政府裁夺。 

528. 自从《第20 3 2号新闻和出版 * 4》（ 1 9 7 5 ) 废 除 以 后 ， 《 齡 》 

有关部分的精神被纳入新的《第2 0 3 7号言论和出版自由 * 4》。一些教师曾 

被捕，但是问题已以和平方式觯决，这些教师又重新工作了。 更多有关龙泊尔执 

行《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情况将在下一次定期报告中提供。为此，他说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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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曰，一些著名人士在大众媒介和会议上突出宣扬了各项人权文件中载明的理想。 

大学里还研究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有很多自愿性组织正在不同领域中设法创造一 

种爱的气氛，使任何种族仇恨不能存在。 

5 2 9 . 最后，他向委员会成员保证与尼泊尔的对话将会继续下去，未回答的问题 

将提交加德满都处理。 

大韩民国 

530. 委员会在1 9 8 7年 3月 9日的第 7 8 7次会议上审议了大韩民国的第四 

次定期报告（C!ERD/C/144/Add« 1 ) ( C E R D / C / S R , 7 8 7 ) 。 

5 3 1 . 报告是由大韩民画的代表提出的，他强调了报告的一些部分，并向委员会 

保证，大韩民国政府将继续严格和持续地执行一项反对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政策， 

并将尽一切努力完成《公约》规定的义务。 

5 3 2 . 委员会成员就大韩民国提出的报告向该国代表表示感谢，报告符合委员会 

的方针（ C E R D / C / 7 0 / R e v . 1 ),并可看出大韩民画政府愿意继续与委员会对话。 

5 3 3 . 关于《公约》第三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想知道大韩民国是否与南非保持 

任何外交关系，如果是这样，则希望能中断这一关系，以便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5 3 4 . 关于《公约》第四条和第六条，委员会成员指出，只让《公约》成为菌内 

法的一部分并可在法庭上引用仍然不够。有必要为执行第四条和第六条的条款颁 

布具体的囿内立法。为此成员们要求了解，在实际当中是如何解决属于《公约》 

范围内的案例，因为《公约》并未明文规定对违反其条款会有何种惩罚。《公约》 

第四条条款是强制性的，它们在具体法律文书已颁布的情况下，向法官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手段。成员们髙兴地看到大韩民国政府正在研究对《刑事法典》的一项修 

正，这项修正的颁布适当立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5 3 5 . 关于《公约》第五条，成员们想了解有关公民自由迁徙和《出入境管制法》 

的情况，该法令规定，只要司法都认为某人离境有损国家利益或此人正受到刑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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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司法部就可禁止他离成员们想证实报告中的一段话，即在任何情况下， 

甚至法律都不能限制任何一位画民返回自己国家的权禾Jo 成员们要求了解有关在 

自由定期选举中的选举和参加竟选的自由，以及难民，特别是寻求政治庇护的北朝 

鲜人的情况。他们提出了美画人/朝鲜人通婚所生子女的地位问题，他们询问这 

些人能否获得双重国籍。他们还想了解几代居住在大韩民画的外国人所受的待遇如 

何，他们是否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有自己的学校。他们还要求解释关于一个外籍人 

离开大韩民茵的权利问题，因为如果此人受到刑事调査或被怀疑犯有可能"危害画 

家安全"或"扰乱社会治安"的罪行，这种权利就有可能被中止。成员们还想了 

解如何保证工作的权利、失业程度如何、如何保证"适宜工资"以及如何确保组织 

工会的权利。 

536. 关于《公约》第十四条，成员们想了解大韩民国政府是否愿意根据第十四 

条发表一个非强制性宣言，承认委员会有秘理个人通信。 

537. 大韩民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时说，努力消除种族隔 

离是大韩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大韩民国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没有外交、领事或 

其他关系。 

538. 现存的宪法保障条款和立法足以充分执行第四条。司絲正在审查是否 

有可能接受颁布有关第四条的具体立法的义务，该画将在下次报告中提请委员会注 

意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539. 关于民杈和政治权利的问题，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宪法》第二章规 

定了《公约》每一条下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提供人身保护。关 

于选举，他说，所有年满2 0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所有公民到一定年龄后都有扭 

任公职的权利。这不仅反映在立法条款中，也反映在实际作为中。 

540. 关于迁徙自由和返回袓圜的权利问题。返回的权利有充分的保Ito 根据 

国内法和结合国际愤例向外国人提供的保证完全符合国际标>lo 如果一个要求离 

境的外画人正受到刑事调査、没有尽到纳税或其他公共义务，或他的离境被认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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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适于保护大韩民囿利益的目的，则将根据《出入境管制法》第二十五条禁止他 

出 ^ 

5 4 1 . 至于说到工作权利的问题，他说大韩民国的经济发展无疑是成功的，但仍 

然没有接近画满的地步。失业率通常在 3 % 到 4 %之间。所提到的适宜工资的 

含意是工 人所得工资保证能维持生活并跟得上经济形势的发展。关于工会的集体 

行动，他说《宪法》中有好几条是关于集会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杈利。 

5 4 2 . 成员们提到了由于外国在大韩民国驻军而造成的种族混合的问恳 不同 

种族的通婚现象确实存在，但是没有对这种婚烟状况下出生的子女人数作过统计。 

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口大约有27, 0 0 0 ,不成为一个问题。一旦外茵人达到了所规 

定的条件，他们在成为朝鲜公民前便可接受工作；他们多数是白领工人，很多是教 

师.至于说到北朝鲜叛逃者的地位问题，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宪法》角 

度来看，叛逃而来者被视为公 

5 4 3 . 最后，他说他会将委员会希望大韩民国发表第十四条规定的非强制性宣言 

的愿望转达给他的政府。 

巴西 

5 4 4 . 委员会 1 9 8 7年 3月 1 0日的第 7 8 8次会议审议了在同一份文件（ C E R D / 

1 4 9 / A d d 。 3 )中提交的巴西的第八和第九次定期报告（CERD/c/SR。788 ) 。 

5 4 5 . 巴西代表介绍了这一报告，他通知委员会说，巴西人民在1 9 8 6年 1 1 

月选出了一个立宪会议，责任是起草一部新的联邦宪法.他提到了报告中的有关部 

分，特别是涉及巴西政府关于巴西土著居民政策的部分。 

5 4 6 . 委员会成员们对报告的高质量表示满意，报告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并证明 

巴西对于同委员会保持有意义的对话极其重视.委员会成员们也很高兴巴西政府愿 

意答复在讨论上一份报告时向它提出的许多问题。成员们欢迎为了消除种族歧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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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新的立法.然而，成员们指出，締约国还必须考虑这类措施的效力，并决定 

除法律措施外，是否还须采取其他措施. 

5 4 7 . 关于第2条的执行愤况（与《公约》第5条有关），成员们欢迎巴西政府 

关于改进土著居民的处境的政策和活动.然而，他们指出，如欲使土著居民获得与 

其他公民平等的地位，仍须进行相当大的努力.成员们询问巴西的大i外债如何彩 

响了国内经济和《公约》的执行，并特别询问外偾导致的困难是否可能干扰政府的 

新的土地分配政策，土地所有者作为一个集团对执行该方案构成的障碍有多大. 

5 4 8 . 关于根据《印第安人法规》划分土著土地界限问题，成员们询问是否已作 

出规定，在法庭上向那些就这类土地被划分或分配给采矿公司勘探而提出上诉的印 

第安人提供一般法律援助.他们询问是否已出现任何釆矿公司因违反第88985号 

法令而遭政府制裁的案件（该法令寻求保护印第安人的遗产和福利),并询问采矿 

公司对执行该法令反应如何.成员们询问"划分界限"一词是否指印第安人在一个 

划定界限的地区生活的权利，还是指将土地的地契转让给印第安人.在适用于印第 

安人拥有地区和联邦拥有领土的制度之间的差别方面，成员们要求加以澄清. 

5 4 9 . 成员们希望就开发印第安人拥有地区的底土问题得到更多的资料.他们询 

问进行这类开发是否获得土著居民同意，土著居民是直接同意还是通过代理机构同 

意的，是否曾为开发印第安人拥有地区的底土向其支付利润或因占用其土地向其支 

付赔偿费和使用费，在这种情况下为占用印第安人的土地向其支对的总收入有多少, 

在发生冲突时主要考虑的是受益公司的利益还是印第安人的传统. 

5 5 0 . 成员们指出，亚马逊热带森林相当重要，不仅对居住其间的印第安人来说 

是如此，而且对全世界的气侯平衡也是如此.因此，最好能得到关于在大片地区砍 

伐森林的跨国公司的活动的资料.成员们指出，为了防止私人利益集团剝夺印第安 

人的土地，就必须加快划定这些土地的界限，以保证土著民族的生存和文化的保存. 

成员们建议勘測和开发工作应仅限于由国营企业进行，并应将开发底土的利润专供 

印第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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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成员们要求就印第安人享受公民和政治权利时被强加的监护制得到更多的 

资料.成员们询问为何不能至少向那些能够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人提供这类权利, 

监护制度（根#报告，没有任何印第安人曾申请对其免行该制度）有何益处. 

552. 委员会成员询问印笫安人参与管理公众事务的情况，政府在建设国家时是 

否曾利用土箸居民的智慧，土箸居民中是否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众议院除了以前 

的报告提到的印第安酋长外，是否有任何其他印第安成员. 

553. 成员们要求澄清基督教传教士在巴西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关于欧洲天主教 

徒和美利坚合众国原教旨主义新教徒对于 亚马遊印第安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态度 

上的差别，并询问巴西当局是否对传教士的活动实行管制.成员们还询问在梵蒂冈 

禁止解放神学后，lEOITARDO B O F F的遭遇如何. 

554. 委员会成员们指出，很少有印第安人在小学毕业以后继续读书，并表示希 

望在这一领域能迅速取得进展.他们要求解释为何印第安小学生数目从1 9 8 3年 

的将近20, 000降至1 9 8 5年的4, 536名.他们要求就巴西的土著总人口及其 

构成和增长得到更多的资料.他们还希望知道该圜使用的印第安语言的种数及其相 

对重要性. 

555. 成员们询问是否有一项旨在使土箸居民参与全国生活的长期方案，政府既 

然关注保存土箸居民的文化，那末是如何使这一关注与其吸收土箸居民进入全国社 

会的愿望并行不悖的‧成员们询问，以土箸的耕种方法为例，是否可与在农业生产 

中应用科学技术并行不悖. 

556. 在巴西藉非洲人方面，成员们询问这些人是否单独构成了一个种族集团， 

他们是否主要在械镇居住，是否构成了劳动阶级的一其教育水平如何.成员 

们指出，£西政府已采取旨在促进巴西藉非洲人文化的重要措施，并询问巴西海军 

中是否有黑人，是否已就人口中的各个种族集团在海军和行政部门中的平等任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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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一项研究，成员们要求就巴西政府行政部门平等就业方面的政策得到更多 

的资料. 

557.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成员们赞扬了巴西政府为执行该条而采取的 

新措施.然而，他们表示遗惮的是，巴西当局建议采用的指导方针对个人和公司没 

有约束作用.他们询问巴西政府对安全理事会强制制裁南非的态度，并询问巴西政 

府是否能保证个人和私营公司会遵守经济制裁.成员们询问关于禁止同南非进行文 

化、艺术和体育交流和向该国出售石油和军火的第91524号法令是否曾得到实行. 

成员们希望知道，巴西是否同南非保持着外交关系，巴西的VARIG航空公司是否 

与南非通航.成员们要求就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主持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研讨会 

得到更多的资料.委员会成员们表示希望巴西最终将同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断绝所 

有关系, 

558. 关于《公约》第4和第6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们对大赦1：际最近报 

告的事件表示关注，据报告说，有2 6 1名居住在巴伊亚州的fataxo Ha-Ha-Hae印 

第安人遭到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宪兵和雇佣军谋杀。他们询问已采取何种行动防止此 

类事件重演，并询问是否已将这些事件提交保卫人权理事会审査。 

559. 他们询问为种族灭绝罪规定的刑罚（1 2至3 0年徒刑)是否等于刑事法 

中规定的最高刑罚，因为按习惯对最严重的罪行处以最高刑罚；1 98 5 年 的 第 

7 4 3 7号法令是否适用于私人和政府官员的歧视行径，法庭是否已通过和实施该 

法令，如果还没有，何时可以通过；该法令在发生不涉及暴力但涉及诽谤的宣传时 

是否适用。他们询问有歧视行为的政府官员是否只受行政处罚，还是同时受刑罚； 

禁止就t歧视的立法是否已应用，如果是，法院受理了何种案件，有何种补救方法。 

成员们要求就保卫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获得更多的资料;成员们询问该理事会是否 

包括人口中所有阶层特别是天主教会的代表，因为教会对人权事业特别敏感；理事 

会成员由谁任命，如何任命。成员们表示希望政府会利用通过新《宪法》的机会, 

通过立法，使《公约》第4条的规定充分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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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巴西代表答复了委员会成员提ffl的问题和意见，他说，巴西政府认识到， 

在保护和促进土著居民的权利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氣农业疆界的扩大和黄金勘探 

者的采矿活动，在巴西造成了紧张局势。令人遗憾地是，有若干人伤亡。然而，联 

邦警察部和司法部正在竭尽全力设法觯决这一问题，并将那些已适当确定有贵任的 

人捉拿归案。报告中提供的关于印第安人和初等教育的数字表明1 9 8 4和1985 

年发生剧降。目前，在巴西1亿3千万总人口中有2 2万印第安人，他们已占有很 

大一部分土地，政府正试图扩大这块土地。巴西有2 0 5种印第安语言和方言。葡 

萄牙语是唯一的共同语言。 

561. 关于外债，他说巴西已决定宣布暂缓偿债，这是为了使其有时间重新调整 

ii内经济。巴西无法同意某些匯际金融机构的条件，因为巴西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本 

国的发 l 

562. 巴西政府对传教士向印第安人提供非常有益的援助极为感激。解放神学最 

近造成的问题是只应由教会关注的内部问氣 

563. 关于巴西外交部门和海军缺少黑人问题，他提到，1 8 93年，在里约热 

内卢爆发过一次由一名黑人上将领导的暴动（海军暴动）。巴西政府非常重视已登 

记的种族间通婚的数目，这种婚姻正在产生一种新种族和新文化。 

564. 关于《公约》第3条，巴西与南非有外交关系，伹只由一名助理秘书代氣 

巴西政府不鼓励同脔非的贸易或其他关系。Varig航空公司维持与南非的航行联 

系，伹它是一家私营公司。 

565. 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新法律已提交给1 9 8 6年3月任命的 

新司法部长审査。巴西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保卫人权理事会不是新机构，但在 

1 9 8 5年底曾彻底重组，以适应巴西社会目前的需求。该理事会属司法鄧管辖， 

由司法部、外交部、联邦警察部、11会（多数党和反对党）和新闻界、教育部门和 

法律界的知名人士组&目前正在对理事会的组成情况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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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6 . 他又说，由于通过了新《宪法》，在不远的将来要对巴西现行的立法中很 

大一部分进行修订o因此，下一份报告将包含许多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新资嵙， 

并将显示巴西政府已照顾到委员会提ffl的意见和问题，这些意见和问题的数目和复 

杂性证明委员会十分:t^SL巴西的报告。 

新西兰 

5 6 7 . 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1 0日和 1 1日第 7 8 8 . 7 8 9和 7 9 1次会议 

审议了新西兰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G y a S l / A d t 9)、 ( C E R D / C / S R , 788. 

SR. 78^PSR, 791 )o 

5 6 8 . 新西兰代表介绍了这一报告，他重点讲述了其中的有关部分，特别是人口 

的种族构成及根据1 9 7 1年的《种族关系法》和 1 9 77年的人权事夯委员会法 

实行的调解制度。他告诉委员会已经设立太平洋岛屿事务部，负贲提高新西兰的少 

数种族集团的地仏他提及由议会通过的《怀坦吉法条约 H正案，该修正案使怀 

坦吉法庭的司法管辖的时效追溯到1 8 4 0年，并规定毛利人可因英1 [王室该年以 

后的任何立法、政策或行动造成的损害性后果提出索賠要求。关于南非，他重申新 

西兰政府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并声明新西兰执行了1 9 8 5年英联邦首脑会议商定 

的措施和1 9 8 6年8月英联邦小型首脑会议建议采取的大多数措:^ 

5 6 9 . 委员会成员赞扬了新西兰政府报告一它很符合委员会的指导方针 

1)—的充实内容和介绍性发言中提供的补充资札他们祝贺新西兰 

政府为根据《公约》促进种族容恕和反对种族歧视而作出了真诚努力。他们还欢迎 

报告及其附件中提供的详细统计数字。成员们指出，新西兰正在以非常进步的方式， 

推行其关于种族歧视的政t 

570 ‧成员们要求澄清按民族决定永久和长期移居者的标准及给予这两种地位的 

方式。成员们请求就政府的移民政餿得到更多的资料。成员们还询问，有些比较大 

的移居者集团是否包括了人数太少，无法分别的少数民族。成员们要求解释报告统 

计表中分列毛利人的两个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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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关于《公约》第2条（与第5条共同执行）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们希 

望知道已就新西兰毛利人理事会就毛利人事务郎提交的关于毛利人土地的文件采取 

了何种行动；毛利人的土地是否曾被挪用于采矿活动，如果是如此，其条件如何； 

报告中提到的贸易利润是否涉及土地或土地产品的贸易；利率的上升如何影响毛利 

人购置土地的能力。 

572. 成员们请求就下列方面得到更多的资料..t在扩大以毛利语言教学和为贫 

困入群一例如毛利人和太平洋岛屿人——开始进行教育训练的措施；受过小学、 

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毛利人的百分比；政府部门中毛利人的百分比和毛利人的就业率。 

成员们询问，规定毛利语为一门官方语言的法案将在何时实行，是否已用毛利文出 

版任何文献，如果已有，出版了多少文献。 

573 ‧成员们询问毛利人经济发展会议上通过的措施是否已使毛利人的i会和经 

济情况获得改善。他们要求就印度支那民族面临的问题得到更多的资料。 

574.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们祝贺新西兰政府取得的优异成缋，它针对种 

族隔离所釆取的典范性政策及其与南非的关系。他们注意U，同南非的贸易已大 

幅度减少，现在还不剗总贸易量的0. 5%。他们询问结束这种贸易的前景如何， 

认为即使是同南非断绝这种最低限度的贸易联系也可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完全孤 

立南非是现有的通过非暴力行动推翻种族隔离的唯一手段。成员们询问新西兰同 

南非之间是否有任何外交关系。 

575. 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们要求澄清报告中提到的一 

个关于没收种族主义材料的个案，由于没有犯罪行为，因此没有提起刑事诉讼，材 

料也已归还当事人，条件是他们只能将之分发给明确要求获得者。 

576. 关于《公约》第6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们对个人能利用的程序一一 

特别是对和解程序——的范围表示赞赏。他们要求获得关于种族关系调解专员及 

其职能的资料，并询问他是如何和由谁任命的，如何保持独立；他们还就以下方面 

提出了一些问题：平等机会法庭、其成员资格、该法庭是不是一个司法机构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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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活动和职杈范围及向其提交案件的程序。他们希望知道，根据《种族关系 

法》，可将何种问题交由平等机会法庭审理，这些问题是否仅隈于就业领域。成员 

们还询问了太平洋岛屿事务顾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5 7 7 . 委员会成员要求就《怀坦吉法条约》、其修正案和怀坦吉法庭一该法庭 

最近审理了关于毛利语的案件一一得到进一步的资料。 

5 7 8 . 关于《公约》第7条，成员们对新西兰执行该条文的方式表示满意。鉴于 

在煽动种族不和方面接到的大量投诉，成员们要求就旨在对付种族集团间偏见、促 

进其间相互谅解、容忍和友谊的方案得到更多的资料。成员们还询问调解专员是 

不是 1 9 8 5年的那一位，如果不是，他的继任者是否亦为毛利Ao 成员们请求 

就设立一个种族委员会问题获得更多的资料。 

5 7 9 . 报告国代表答复了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意并告诉委员会说,新西 

兰的移民政策已在1 9 8 5年 ^ ;新的移民立法草案时得到了彻底审査。新西 

兰政府已废除了"传统来源"优先制，目前评估申请者的根据仅是其个人品质、技 

能、资格、可能对新西兰经济和社会作出的贡献及在该国安居乐业的能力。永久和 

长期移居者的区别，取决于移居者希望逗留多夂。 

5 8 0 . 关于毛利人关注的问题，新西兰代表提到了怀坦吉法庭审理的某些有关案 

件，特别是该法庭过去1 0年来就这些案件所提出的被认为有特珠意义的四份报告。 

有关当局正处于审议和执行这些报告的不同阶段。自从1 9 8 5年通过《怀坦吉 

法条约》修正案以来，该法庭一直非常积极地审理案件。该法庭正处于审理7 5 

项赔偿要求的不同阶段、其中有四分之一涉及国内和工业废料污染渔场和贝壳类生 

物养殖场问题。新西兰毛利人理事会 1 9 8 3年向毛利人事务部长所提关于毛利 

人土地的文件的原则已编入毛利人事务立法草案，该蕈案将在1 9 8 7年由议会通 

it, 

5 8 1 . 毛利族农民或经济当局占用的土地的总面积到1 9 8 4年已增至 6 7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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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有些毛利人的土地也租给非毛利人耕种，但这种地越来越少。至于申请或 

已有执照进行采矿活动的毛利人的土地，其面积没有调査。然而，一般原则是除 

非获得拥有者书面许可，否则不能在毛利人土地上采矿。高利率对毛利人土地的 

传统所有权没有影响。毛利人经济发展会议已导致或影响若干社会经济措施。太 

平洋岛屿事务顾问委员会的具体目标是加速消除各领域间的差距，并传递对各太平 

洋岛屿民族和整个新西兰的特性非常重要的文化价1»o 

582. 关于《公约》第3条的执行情况，他说，新西兰与南非的贸易本来就微不 

足遛，在1 9 8 5年更进一步减少。不夂之后将禁止进口铀、煤碳和钢铁，并按 

照 1 9 8 6年1 1月2 8日安全理事会第591 (1986)号决议的建议，扩大武器 

禁运规则的范围，使其包括禁止出口电子和通信设备。 

583. 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和报告中所提的种族不和个案，他告诉委 

员会说，根据《种族关系—法一》，这一书面材料如已出版或分发，则可对其起诉。由 

于报告已经印发，因此种族关系调觯专员将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事提交给平等机会法 

庭审理，目前仍在等待判 

584. 关于《公约》第6条的执行情况，新西兰代表说，可以认为种族关系调解 

专员是种族关系领域的一种巡视官。他是由总瞀根据司法部长的建议任命的，任 

期三年。他提到了规定调解专员贲任、权力和职能的法令。种族关系调解专员 

最近的一份报告涉及1 9 8 7年3月31日截止的年度，其中载有关于各个种族理 

事会的充分材料，包括在其他械镇设立更多的种族理事会。前任种族关系调解专 

员是毛利人，已于1 9 8 3年3月退休；现任专员不是毛利人，尽管他属下的某些 

工作人员是毛利Ao 

585. 平等机会法庭是新西兰高级法院的行政法庭之一，具有司法职能。该法庭 

有权就人民的权利作出裁断和执行其判& 《人权事务委员会法》和《种族关系 

法》中阐明了可由该法院审理的问I如果在控告遌反两项法令中的禁令之后，委 

员会或调觯专员未能达成庭外和解，或控诉人感到委屈不平，则可由该法庭提起诉 

- 1 4 2 ― 



讼。主持法庭的是一名已开业至少七年的律师或初级律师和另外两名人士，由主 

席在每次听证时从司法部长提出的 1 2人名单中选^ 目前的小组成员背景各异, 

其中有毛利人，也有欧洲男子和妇女。权利法案草案将成为新西兰法律中根深蒂 

固的一份主要的宪法立法，并将为所有公民和政治权利提供法律保护。鉴于该法 

案的重要性，目前在新西兰仍处于热烈*论阶段，因此，他无法说该法案何时可以 

颁布。针对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其他问题，新西兰代表提供了《怀坦吉条约》和一 

份关于新西兰毛利人 1 9 6 1 至 1 9 8 6年的情况的统计报告——其中论述了若干 

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副本，以及关于永久和长期移居者的报告中所载其他民族的 

进一步分列名4o 

以色列 

5 8 6 委 员 会 于 1 9 8 7 年 3 月 1 0日笫 7 8 9次会议上审议了以色列的笫四份 

定 期 报 告 （ C E R W 1 4 4 / A d d « 2 ) ( C E R D / c x S H 7 8 9 ) 

587.以色列代表介绍了该报告，提到犹太教和以色列社会的多种族和多元性质。 

任何人均可皈依犹大教，入教以后无论是何种族或族裔都被视为已加入犹太民族， 

他说，卡亨党的出现是以色列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反常现象，并告诉委员会说，向以 

色列议会提出的关于煽动种族主义行为的法案已成为法律。他进一步阐释了该项 

新法律和《以色列议会基本法修正案》的范围，这项修正案禁止任何煽动种族主义 

的竟选者入选议会，他还若重介绍了报告的其他一些部分，并重申了以色列反对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立场， 

58a委员会成员就报告所涉及的领土和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提出了一些问题， 

他们希望了解国界是否按联合国的分界计划划定，是否包括以色列在1 9 6 7年战 

争以后占领的地区，包括戈兰高地，以及在这些地区的定居是否以种族为依据‧他 

们要求就以色列的定居政策加以解释，委员会成员指出，被占领领土上的局势同 

以色列政府为制止种族主义进行的积极而却微小的努力形成显明对照。他们提到， 

有必要从这些领土获得一些报告，以便监督《公约》的执行情况，在这方面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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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委员会自己已在早些时候决定，它无权获得任何有关被占领领土的资料，因 

为这会:t味着承认占领的合法性.一些委员会成员表示，委员会应该修改这项决 

定.另一些成员则认为，该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委员会必须提防使以色列的 

占领合法化的危险.报告国可以报告衩占领的领土上的局势，但条件是以色列需 

把它们称为"被占领领土"，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些领土不在国际公认的以色 

列国界之内， 

58a委员会成员指出，报告证明以色列比从前更为认真地设法同委员会合作， 

但该国仍未能充分履行《公约》为其规定的报告义务* 报告国应该遵守委员会的 

准则（ C E R D / C / 7 0 / R e v . 1 ) ‧他们请求澄清人口的组成情况,并指出，报告 

中的人口统计资料列出了按宗教划分的数字，却没有列出按种族划分的数字.移 

民以色列的许多犹太人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他们问，是否可以在穆斯林同阿拉 

伯人之间划等号，到底有没有阿拉伯基瞀徒，"德魯兹及其他"这一类别指的是什 

么，并指IB人口的组成应按种族开列. 

59a委员会成员请求对这段话进行解释：任何入教的人无论是何种族或族裔都 

被视为已加入犹大民族，这段话意味着以宗教作为区分的办法；他们问，离开美国 

到内格夫地区居住的人是否有权获得以色列国籍，他们要求就以色列是个多种族 

社会这句话进行解释，这句话与报告笫2 6(2)段相矛盾，该段说以色列国是个多文 

化社会‧ 

591.关于《公约》笫三条，委员会成员就以色列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所持的态 

度表示遗憾，他们指出，仅仅谴贲是不够的，并要求提供关于以色列在每个领域同 

南非进行的合作的资料，包括在经济、文化、武器、尤其是核领域的合作的资料. 

虽然报告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但这种合作看来正不断增加，在核领域 

已达到全面伙伴关系的程度，以色列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事实上，以色列是南 

非最亲密的盟国， 

592关于《公约》笫四和笫六条，委员会成员对以色列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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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增长的种族极端主义趋势表示关切.他们问，以色列在过去表现的容忍精神 

是否受到威胁。他们提到，必须制订立法，以执行《公约》的笫四条，委员会 

成员指出，在捍卫苏联犹大人权利的运动中打头阵的极端种族主义者卡亨先生已当 

逸以色列会议议员，有大约26 000人投他的票，占投票人数的L 2%.委员会 

成员希望了解下列情况：支持卡亨先生和足球运动员基拉特先生的人在全国人口中 

占多大百分比、卡亨先生是否代表整个种族主义运动、除他以外是否另有其他人在 

进行活动、《刑法修正案》是否已生效、是否将根据该修正案对卡亨先生和基拉特 

先生提出控诉、以及对示威者进行了何种惩罚，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总检察长关 

于种族歧视的指示，该指示禁止公务人员歧视，却未禁止个人视.他们要 

求提供关于笫六条般的赔偿程序的资料. 

59a关于《公约》笫五条，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以色列为什么不许被赶出家园 

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返回故乡，并在收回自己的家园方面享受和犹太人相同的待:^ 

保证巴勒斯坦人在笫五条提到的权利方面的平等权利是否是政府的政策.他们指 

出，下份报告中应该有一节论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委员会成员提出了下列问题: 

教育是否用各种语言进行，少数民族在政府和其他公职中达到何种参与程度，特别 

是阿拉伯人在其中占的百分比有多大、对阿拉伯人市政府的拨款与对犹太人市政府 

的拨款有何不同、阿拉伯人是否和犹太人拿同样的工资、他们能不能加入工会、对 

以色列的非白种人，包括阿拉伯人以及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给予了何种地位和 

机会、是否有具体的法律保护移民和移居国外的人的权利，他们指出，以色列教 

育制度的目标难以同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实际做法保持一致.他们问，以色列政府 

是否真地吁请美国当局不要收容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他们要求对领养法加以解 

释，根贱项雑，养父母和领养子女必须属于同一宗教。 

594报告国的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蕙见时说，以色列是 

由适用以色列法律的地区构成，因此，该国政府在报告中没有涉及那些归其管理但 

不属于其主权范围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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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以色列收集的人口统计资料只涉及出生地和宗教* 根据 1 9 8 3年至 

1 9 8 4年得到的数字，人口中有 5 9 %在以色列出生、 1 8 %来自亚洲和非洲国 

家 的 移 民 、 2 2%来自欧洲和美洲。犹太人是从世界备地到以色列定居的，令人 

鼓舞的是，血统不同的犹太人之间的‧昏率正在增加.由于只有关于出生地和宗 

教的统计资料，他无法提供任何关于阿拉伯人口或非白种人的准确数字• 

59&什么人能算作犹大人的问题是以色列境内正在广泛讨论的神学问题.根据 

通常的定义，母亲是犹太人或皈依犹太教的人便是犹大人.换官之,只要母亲是 

犹太人，不用入教便可成为犹太人‧ 实际上，有一些犹大人是无神论者‧ 在这 

方面，宣称自己是犹大人的黑人希伯莱教派不能被视为犹太人• 然而，有一些犹 

是黑人。 

597. 以色列保持了同南非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但是，与该国间的贸易是微不足 

道的，只占出口的1. 7 %和进口的 2 % 。 以色列严格遵守了安全理事会的制裁措 

施，不向南非出售武器或核材料。 

598. 关于卡亨先生和基拉特先生，有关的立法不是回溯性的，但能够阻止他 

们在以后从事类似的活动。如果阻止不住，当局就应决定是否能够提出起诉，卡 

亨先生的豁免权没有被.取消，他仍然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如果情况允许，以色 

列议会可以考虑釆取进一步行动，剥夺他的特权。 

599. 总检査官之所以只向政府部门发出有关防止种族歧视问题的指示，是因为 

他的昝辖权仅限于公共行政领域。他的指示无法约束私人，就目前所知，尚无 

任何公务员被控或被指有种族主义行为。 

600. 他说不淮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的问题是否属于《公约》的范围，然 

而在以色列大约有8 0万逃离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他们的所有财产都留在这些国 

家。正象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过的一样，这是人口的对流。希望这些问题能够 

在以色列和其邻国开展和平谈判以后被提到日程上，以色列希望就象它和埃及经 

过非常困难的谈判所做到的那样，实现和其所有邻国之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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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关于领养问题，他的理觯是，如果不知道孩子或其父母的宗教的话，那么 

对于领养的目的来说他们的宗教是亳不相干的，如杲知道他们的宗教，就将为孩 

子找到信奉同样宗教的养父母。 

602. 关于阿拉伊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只能提供1 9 8 3至 1 9 8 4年的统计 

数字。阿拉伯教育制度中的儿童总人数是 2 0 4 , 498人，其中上幼儿园的有18, 

700人，上小学的有136, 611人，上中等学校的有19, 207人，上中学的^29, 

4 6 2 À ,中学后继续升学的有 5 1 8人。这些数字不包括许多决定进国立学校和 

大学的阿拉伯人。在国立学校中有的用希伯莱语讲课，有的用阿拉伯语讲课。然 

而，有的私立学校是用意第绪语讲课，还有某些基督教派开设了用法语讲课的学校。 

此外还有一所用英谣讲课的国际学校， -

603. 阿控伯人可以而且是在加入工会，他们的工资和薪金与犹太人的相同。征 

聘启事除非是以特定的人口集团为对象，通常不用阿拉伯文发表.例如，对阿拉 

伯文学校中的教师职位将用阿拉伯文发征聘启事，但对于一般的职位来说，由于它 

们需要懂希伯莱语，就不会用阿拉伯文发启事。 

604. 在以色列就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问题同美国进行的会谈方面，问题是一个 

有权获得以色列国籍的人是否应该被视作无国籍人。以色列M信，任何人 均应能 

够自由地到他希望去的任何地方旅行，任何个人都可以自愿地离开以色列移民到美 

国。 

卢森堡 

605. 委员会于1 9 8 7 卑 3 月 1 1日第 7 9 0次会议上审议了卢森堡的笫四份 

定期报告（ C E R D y G / 1 2 8 X A d d . 2)(CERD/cyBR. 7 9 0 )。 

606. 卢森堡代表介绍了该报告并强调了其中的某些都分. 

607. 委员会成员祝贺卢森堡代表提出了一份很好的报告。他们问，欧洲经济 

共同体成员国的公民同其他国家的公民比较而言享有哪些特殊待遇，非欧经共同体 

成员国的欧洲国家的公民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民比较而言是否享有特殊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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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8 .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外侨占卢森堡人口的2 6 % ,他们问，这些外侨的存在 

是否引起了仇外或种族主义反应。他们要求提供更多的关于 政府为帮助定居外侨 

所釆取的措施的资料。 

6 0 9 . 关于《公约》第三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报告中的一段话，其大意是说 

贸易和外交政策不受《公约》本身条款的管辖。他们问，卢森堡是否与南非保持 

着贸易和外交关系， 

6 1 0 . 关于《公约》第四和第六条，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既然《公约》本身无 

法直接适用，违反其条款的行为只能通过国内法律加以惩罚，那么在执行《公约》 

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他们问，在保证笫四条的规定得到执行方面颁布了哪些具 

体规定，惩罚种族歧视行为的法律是只适用于公务人员，还是也适用于一般公民。 

他们问，法院是否经常援用《欧洲人权公约》，法官很愿意还是不情愿适用该公约 

的条款。他们要求得到报告中提到的 1 9 8 0年 8月 9日法案的副本，以供参考. 

6 1 1 . 委员会成员指出，国籍主要是根据血统制规则获得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却 

选择釆用出生地法的规则，他们要求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料。 

612^委员会成员问，卢森堡政府是否正考虑发表《公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声 

明，承认委员会有权处理个人的来文. 

6 1 3 . 卢森堡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意见时说，报告中用的 

"特珠待遇"一词，指的是,《,罗马条约》规定的个人活动自由原则。欧经共同体 

1 2个成员国的公民之间没有任何不同的待遇。 

6 1 4 . 虽然有时会有一些轻微的偶发性摩擦事件，但卢森堡人民对外国人没有表 

现出任何敌意。 

6 1 5 . 很明显，外交政策是不能无视侵犯人权的行为的。种族隔离是一种牿殊 

的情况。损告列举了欧经共同体商定的和卢森堡采取的措施。 

6 1 6 . 关于在卢森堡法律中执行《公约》的问题，已对《刑法典》第 4 5 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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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5条进行修正，使之符合《公约、的普遍原则。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的执 

行情况，任何被控告犯罪的穷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外国人，都有资格得剷法律帮助, 

外国人还可得到法院指定的专业翻译的服务。卢森堡已争取使《公约》通过其国 

内法律产生效力。 

6 1 7 . 报告中提到的关于莸得卢森堡国籍的法案已于1 9 8 6年 1 2 月 2 3 日成 

为法律。鉴于该法案的全面性，在这一点上提出一个非常准确和技术性的回答是 

很困难的.国籍基本上是按照血统制规则莸得的，但出生趣法规则无疑也可以适 

用，尤其可以适用于在卢森堡已居住一段时间的外国父母在声森堡领土所生的子女; 

这些子女如果希望莸得卢森堡国籍，是有其有利条件的。 

6 1 8 . 为了帮助外侨归化，卢森堡政府发布了一项示范法令，供各移民问题社区 

咨询委员会釆用。 

巴拿马 

6 1 9 . 委员会于1 9 8 7 年 3 月 1 1日第 7 9 0次会i义上审议了巴拿马在同一份 

文件（ C E R D / C / l A g / A d d .4 )中提出的第八和第九份定期报告（CERD/Q/ 

SR.790 )o 

6 2 0 . 巴拿马代表介绍了损告，强调了其中某些部分，并说，土著社区和巴拿马 

人口中其他的贫困阶层是该国发展战略的重心所在。 

6 2 1 . 委员会成员对祯告表示满意，认为该报告符合委员会的准则（ 

70/Re v . l ),并体现了巴拿马同委员会保持卓有成效的对话的政治意愿。 

6 2 2 . 婺员会成员指出，巴拿马政府仍未能在运河区执行《公约》的所有条款， 

该地区的巴拿马居民在就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违反了一项I边条约，即1977 

年《巴拿马运河区条约》.他们请求撐供更多的资料，以评估运河区的形势，并 

确定这些行为在《公约》的意义内在构成歧视行为的程度。 

6 2 3 . 关于《公约》第2条与第5条同时考虑一事，委员会成员要求捍供关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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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马种族构成情况的详细资料，并问，土著居民是如何纳入全国居民的。他们掸 

出了下列问题：向土著社区颁发了多少证明小人或集体所有权的地契、土著地区有 

多大、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土著人在定界以前拥有的土地占其中多大的百分比、 

在交还土地铪土著居民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这些地区有哪些可再生自然资源和不 

可再生自然资源、土著人民从非土著私人企业活动的收入中获得的补偿占其中多大 

的百分比、全国可再生自然资源理事会在这些区域进行了哪些活动、国家预算和发 

展计划对土著地区的拨款占多大的百分tb» 委员会成员要求对瓜亚米社区土地进 

行的定界加以解释，因为这次定界实际上会减少该杜区的土地。他们对报告中的 

这样一段话表示关切：为了控制外人进入古那保留地，必须在其四周筑起篱障，他 

们说，即使这一措施是为了保护该土著集团，仍必须铭记，国家的目标必须是把土 

著社区纳入全国人口，而不是加以隔绝。 

624.委员会成员赞扬了巴拿马政府为保护三个主要土著社区所釆取的措觚他 

们希望也对其他社区釆取这些措露 在这方面，他们询问了巴拿马政府关于不那 

么为人所知的土著集团的政策，并问，这些集团是正被较大的集团同化，还是可以 

保持自己的特&他们还提出下列问题：各土著社区的平均人均收入是多少、它们 

的就业率和识字率是多少、它们之中接受过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人占多大百分比。 

625.他们要求提供更多资料，以了解关于土著当局地位的立法革案和囯家行政 

当局在土著地区政府中的参与情况。他们特别问到，国家行政当局都在哪些方面 

发挥了哪些作用，是否计划设立任何机构，如任命一小调察员，来监督行政当局本 

身。委员会成员要求擠供新立法中的有关部分的副本他们要求澄清巿政府 

( c o r r e g i m i e n t o s )的权力和职责，并解释下面这小情况：就法律面前的平 

等原则而言，在对瓜亚米社区的传统当局和选出的当局的待遇中似乎有歧视其中一 

方 的 迹 & 他们还问，在这种小案中可以釆用什么祥的司法机制，以及可以按照 

什么样的程序来擻销违反法律的领导人的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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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6 . 委员会成员要求横供可使土著人民了解其宪法权利和为他们槺供的措施和 

福利的具体方案方面的资料。 

6 2 7 . 关于《公约》第三条，委员会成员问，巴拿马是否同南非保持任何外交、 

领事或贸易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那末是微不足道，还是非常重要。 

6 2 8 . 关于《公约》第四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指出，《宪法》第39条的 

内容值得赞扬，但其中阐明的原则必须要有《公约》第四(丑)条所规定的那种相应的 

刑法制裁搢施与之相辅相成。他们表示，希望巴拿马政府保证颁布具体的法律， 

以使第四条具有充分效力。 

6 2 9 . 在《公约》第六条方面，委员会成员问，是否为那些认为《公约》郑重揭 

示的权利被违反后自己受到损害的公民提供了迅速和^：的补教，这些补救措施是 

否也适用于运河区。 

6 3 0 . 关于《公约》第十四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请巴拿马政府考虑有无可 

能发表该条所规定的声明，承认娄员会有权处瑪个人的来文. 

6 3 1 . 巴拿马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意见时说，巴拿马政府 

同南非没有保持任何关系。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将转达铪巴拿马当局，该 

国当局一定会设法在下一份损告中回答这些问逸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6 3 Z 委 员 会 在 其 1 9 8 7 年 3 月 1 I日第 7 9 1次会议上审议了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第七次定期报告（CERI>/C/149/Ad(i. 5 ) ( C E R D / C / S R 7 9 2 ) . 

6 3 3 . 德意忘民主共和国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他强调指出其中的有关部分，提 

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反对种族隔离方面发挥的作用，并向委员会保证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政府愿意继续保持它加入《公约》以来一直同委员会进行的建设性对话* 

6 3 4 . 委员会成员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报告简洁而具有实质内容，他们就此 

向该国代表表示祝贺.不过有人指出，对前一份报告提出的若干问题仍未得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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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今后应更严格地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原则（CERD/C/70/Rev. 1 ) , 

6 3 5 . 关于《公约》第2条和第5条，委员会成员对提供了有关索布人的重要资 

料表示欢迎.他们希望知道索布族人口的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是相同还是低于 

后者，已采取了何种措施来伲进索布人的语言和文化，是否用索布语言对索布人的 

儿童进行教学，索布人在何种程厪上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他们在人民委员会和其 

他方面有何种程度的代表权，有人说，犹太人享有充分的权利，他们的传统和宗 

教得到保障.并有人说，虽然已提供了有关信犹太教的公民的数据，但没有提供 

关于第5条执行情况的资料，成员们要求提供犹太人口的数字，并提供更多的详 

尽资料说明犹太人参加公共、专业和文化生活备领域的情况/ 有人问，有没有进 

行过任何调査以确定来自波兰和其他人民共和国的工人是否遭#i任何形式的歧视. 

有 人 要 求 澄 滑 " n a t i o n a l m i n o r i t y " 与 " e t h n i c m i n o r i t y "之间的区 

别. 

6 3 6 . 关于《公约》第3条，成员们表示赞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消除种族隔脔 

的国际活动所作出的贡献和树立的榜样. 

6 3 7 . 关于《公约》笫4条的执行情况，成员们赞扬政府制定了立法来禁止种族 

歧视，禁止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并促进民主思想.人们指出纽伦堡原则已 

载入该国的立法，有人问，这些原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加入的《防止及绻治种 

族灭绝罪行公约》所体现的那些原则，还是只涉及国际军事法庭章程及其判决书. 

有人指出，并非第4条的所有规定都已载入立法.还有人问，新纳粹思潮在民众 

中是否仍然存在，这种思潮在老年人当中是否比在年青人当中瞢遢，是否有任诃种 

族歧视的案例，如果有，在必须执行法律与尊重意见自由之间是否有任何冲突. 

6 3 8 . 关于第7条，成员们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说坍教育锎度如何帮助年青一 

代吸取过去的教训，促进各国人民和各种族之间的谅觯、容忍与友谊. 

6 3 9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裉据《宪法》, 

索布人在发展其母语与文化方面与所有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索布人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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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1 0万，他们与其他人民有着友好关系，没有发生过歧观旨数民诶戎对其持俏 

见的情况。索布人以平等的地位参加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例如，在镙 

累斯顿县和科特布澌县1 2个区里生活的索布人有2, 2 4 1名代表，目前人民议会 

成员中有 7名索布人， 4 0名索布人任德累斯顿和科特布斯的县议会议员， 8 7人 

任 市 长 ， 1 6 9人是镇和村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几百人任法官、检査官或人民法院 

成 员 ， 有 5 9所中等工艺学校用索布语和镙语授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 

下附设一所索布民族研究所，在科特布斯有一个电台每周用索布语广播3 3 0 分 

钟.在德累斯顿和科特布斯县的法院中，承认萦布语为官方语言. 

6 4 0 . 有八个犹太人社区，为这些社区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以满足他们的宗教 

和文化需要.许多犹太人在专业和社会生活中居重要地位，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在任何专业和社会领域，犹太人就业都没有障碍.至少有 5 0 0名犹太社区协会 

成员宣布信犹太教，但这位代表不能立即说出犹太人口和犹太教信徒的确切数字， 

6 4 1 . 在德意忘民主共和国境内看不到有新纳粹主义的趋向，这可能由于学校制 

庹面向反法西^主义，从未听说过有年肯人结为集团煽动种族主义活动，就老 

的一代而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把纳粹战犯交付审判，不久前，有些前纳粹 

检査官和警官受到审判，被判决犯有战争罪行.一些个人对外国公民采取敌对行 

动不是基于种族仇恨和民族敌意，而是吵架和辱骂，往往是酗酒引起的， 

6 4 2 . 关于种族灭绝罪,《刑法典》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一个人若被判犯有 

因种族、民族血统或宗教等原因而进行迫害的罪行，或扩散法西斯宣传或煽动种族 

歧视的罪行，则将被判处以下重刑：2年至1 0年的徒刑，终身监禁；包括战争罪 

行在内的严重罪行可判处死刑， 

6 4 3 . 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说，他将把委员会关于报告格式的意见转达 

给本国政府，以便在编写下一份报告时考虑到这些意见。 

荷兰 

6 4 4 . I 9 8 7 年 3 月 1 1 B委员会在其第 7 9 1次会议上审议了荷兰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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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 R D / C / l 3 1 / A d d . 1 0 ) ,其中载有对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1 3 1 / 

A d d . 7 )的补充资料 ( C E R D / C / S R 7 9 1 ) . 

645. 荷兰代表介绍了报告，他觯释说，该报告涉及在荷厲安的列澌群岛采取的 

搢施和取得的进展，是委员会1 9 8 6年审议的第七次定期报告的第二部分，他 

提及荷兰王国的组成及其宪法基础,并提供了更多的背景资料. 

646. 委员会成员对荷兰按照委员会的指导原则（CERD/C/70/Rev. 1 )编写 

的裉告和报告中载有关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充分资料向荷兰代表表示祷谢。 

647. 有些成员希望知道，荷兰是否是个由三个国家组成的联邦，荷兰的海外领 

土过去曾是殖民地，是否因此在地位上有任何差异，他们指出，荷兰政府必须澄清 

其 宪 法 情 I 这些成员问，"分别地位"过渡期对阿魯巴島有何^响为什么是阿 

魯巴而不是有更多人口的库拉索岛争取独么成员们要求就人口组成情况提供更 

多的资料，并有人问，各岛居民中来自欧洲荷兰的人占多大百分kfc» 成员们希望 

知逸来自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居民在行政和经济活动中起什么作用，是否有许多外 

国公司和跨国公司。有人要求对文盲占人口的百分比作出員 成员们注懲到, 

劳工队伍中有1 8%的人失业，他们问，政府正在采取何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哪个种族的人失业率最高。 

648. 关于《公约》第3条，成员们问，在执行大会关于南非以及荷兰与南非之 

间关系的各项决议方面是否有任何新发展。 

649. 关于《公约》第7条，有人要求提供资料说明政府采取了何种措施来促进 

各民族和种族集团之间的谅解、容忍与友谊和宣传联合国的各项原则。 

650. 荷兰代表在对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S见作出答复时说，在目前编写的 

第八次定期报告中将照顾到这些问题和蕙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651. 1 9 8 7 年 3 月 1 2日委员会在其第7 9 2次会议上审议了白俄罗斯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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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九次定期报告（CEED/C/149/Add. 5) ( C E R D / C / S R . 7 9 2 ) . 

652. 白俄罗斯代表在其介绍性发言中提到报告中的有关都分。 

653. 委员会成员说这份报告很好，很有内容，符合委员会的指导原则（CERD/ 

C / 7 0 / R e v . 1 ) ,他们对此向白俄罗斯代示祝贺。白俄罗斯按时提交各次定 

期报告，应受到赞扬，这证明白俄罗斯政府愿葸同委员会定期对话。 

654. 有人要求澄清报告所指的是哪个宪法，在东欧国家内民族（Wationali— 

t i e s )是指什么。 

655. 成员们赞扬报告国对种族隔离政策采取的极其坚定的立场，并赞扬该国向 

这种政策的受害者提供的锾助， 

656. 关于与《公约》第2条第2款同时执行第5条的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 

到更详尽的资料来说明人口种族结构情况,他们并问政府采取了何种特别措施（如 

果已采取这些措施）帮助某些种族团体，他们还问，是否每一个公民一一不论他 

属于哪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可在白俄罗斯当选担任公职，白俄罗斯人在其他加 

盟共和国是否也享受这种待遇。有人指出，外国公民须按照关于外侨在苏联的法 

律地位的法令行事，并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说明苏联立法与白俄罗斯立法间的重叠 

之处* 有人尤«知道苏联的某些法律是否自动适用于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某 

些法律是否也自动适用于苏联。 

657. 成员们问，对儿童进行的一般教賣中是否包括人权，特别是有关言论自甶 

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为学习依地语和波兰语提供了何种便利，《宪法》中是否明确 

保障工作的权利， 8 0个不同民族是如何享^这种权利的。有人要求提供更多资 

嵙说明生活在白俄罗斯的8 0种民族的生活条仵改善情况和各民族团体的教筲水平， 

并有人要求澄清公民是否有机会进入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学习。有人问，在 

白俄罗斯是怎样实施思想、道德和宗教自甶的权利，公开宣布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是 

否有权利参加国家行政机构。成员们要求提供更详尽的资料，说明如何实施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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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集体与国家权利机构间相互关系的19 8 3年《法令》，以及如何把工人集体 

作出的决定受为国家法令。 

658. 有人问，白俄罗斯是否接受难民，如果接受，给予难民何种地位. 

659. 关于《公约》笫4条和第6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说，各締约国不;S 

该仅仅提及宪法，而必须更切合实际地提出报告，说明歧视行为的具体案例以及当 

局采取了何种措施锎裁这些行为。成员们建议，白俄罗斯的下一次定期报告在报 

告法庭或有关;âSS"种族歧视案作出的各种结论、判决和决定的同时，还应举出具 

体的事例。 

660. 《刑法典》笫7 1条是执行《公约》笫4条的唯一条款，姿员会成员问， 

这一条 是否适用于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内部流放的惩罚是在本人实际居住地还是 

在其他地方执行，是否所有的法官都是职业法官，他们的学历如何，政府是否正采 

取步骤来确保反犹太复国主义出版物的作者不会滥用他们的有利条件，以反犹太复 

国主义为掩饰进行反犹太主义活动， 

661. 有人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说明白俄罗斯境内负贲保护权利的机构的情况， 

有人问这些机构是依据职权行搴，还是应公民请求采取行劫，还有人问，公民是 

否有权直接向法庭提出上诉，他们是否必须先向检察官提出申请，如果是这袢，如 

果检察官拒绝提出诉讼，他们有何种朴救办法，有人要求提供更详尽的资料，说 

明如果公民认为《宪法》所载权利散违反后自&成为受害者,可得到何种法律补救 

措施，有人问，这些补救措施是否迅遝而有效， 

662. 关于《公约》第1 4条的执行情况，有人问，白俄罗斯政府是否愿蒽作出 

该条所述的非强制性声明，承认委员会有权处理个人的来文。 

663. 白俄罗斯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蒽见时强调刚才进行的辩论 

对白俄罗斯是很重要的，并告知委员会，在所有各级都有各种监督机关监测法律的 

执行情况，在发生争执时并可进行干预.司法由当选的人民陪审员以及职业审判 

员和职业检察官执行，审判员和检察官也是经选举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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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这位代表解释说，在学校里人权是历史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一部分，在中 

学的课程中学习关于人权的各种文书，包括本国宪法和有关的国际文书。 

66S他回答了关于不同民族间平等地位的问题，他说，根据1 9 7 9年的人口 

普査数字,最近的一次普査），当时人口总数为1000万居民，其中有760万白 

俄罗斯人,4 0万波兰人，23万鸟克兰人，135 0 0 0犹太人， 1万鞑靼人， 8 

千立陶宛人， 6 4 0 0吉普赛人， 2 6 0 0策特人， 2 3 0 0亚美尼亚人， 1 900 

楚瓦什人， 1 8 0 0摩尔达维亚人， 1 8 0 0乌兹别克人， 1 700莫罗缍人，其 

他各种民族一共不到1 000人，人数最多的是白俄罗斯人，占8 0%其次是俄罗 

斯人，应当指出这些民族不是分开居住的，而是杂居在一起。 

66 &住在白俄罗斯的白俄罗渐族和其他民族的所有人只要是苏联公民都有选举 

权，并有权当选担任公职， 

667.这位代表在谈到《公约》第5条的执行情况及其在劳工领域的影响时指出， 

白俄罗斯《宪法》确认所有公民在就业和社会发展方面一律平等，无任何差别，更 

具体地说，该国的劳工立法规定要缔结劳工协定；就工作机会、免费职业教育、改 

进工作条件、老年保险、疾病保险和行使工会权利作出保障。禁止因种族原因在薪 

^±有任何歧视， 

66a法律规定可选择教育语言，可以用母语或苏缍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其他语 

言。在登记学龄儿童时，让家长表示他们希望送孩子去哪个学校,家长#是根据家 

里用的语言来选择学校。 

6 6 a在白俄罗浙，所有民族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好处。 1 9 20年代人口的 

8 0%是文盲，现在文化发展已扫除了文盲，所有民族也都享受到经济社会进步的 

好处，不特别缺乏什么。 

670.该代表在谈到白俄罗斯公民是否有机会在其他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担任行政 

职务和得到提升时说，这取决于当事人在专业和道德方面是否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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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L关于国家权限和工人集体的权限问题，这位代表说，地方机关和面家当局 

各有职贲，二者的职贲不一定完全相同，但要执行一项决定则二者缺一不可*在这 

方面，目前正在讨论一项企业法，该法律，除其他事项外，将涉及企业和行政机关 

的具体权利及其与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的关系，从而加强自我管理制度。 

6 7 2 在白俄罗境内没有难民，因为邻国没有这类问题。 

6 7 a这位代表在回答关于宗教信徒是否参加国家行政机构的问题时指出，国家 

机构中有许多无神论者，但也有宗教信徒。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统计数字，因为正 

式文件中从不提信仰何种宗教。 

6 7 4关于违反人权行为的惩罚程序问题，他说，一般说来，所有各级监督机关一 

司法、行政、社会和工会机关一都有权在现场迅速解决这类争端。 

罗马教廷 

675 . 1 9 8 7 年 1 2 月 1 2曰委员会在其第 7 9 3次会议上审议了罗马教廷第 

十九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1 4 9 / A d d . 6 ) ( c 纖 7 9 3 ) , 
676 . 罗马教廷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他提请人们注意，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 

访问五大洲期间同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团体会晤，教皇去过罗马的犹太教堂，罗马 

天主教会坚决反对反犹太主义，教皇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上致词， 1 9 8 6 

年 1 0 月 2 7日在河西西举行了证明全人类根本上团结一致的各教派共同祈祷和平 

活动， 

677. 委员会成员对报告表示满意，并赞扬教皇坚定地反对种族歧视， 

678 . 成员们提到罗马教廷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和在支持纳米比亚独立方面发 

挥的作用，并向罗马教廷是否同南非保持外交关系，梵蒂冈在南非大量投资一事是 

否属实。有人指出，罗马教廷促进的那种和平斗争方式比较可取，但是局势在不断 

发展，政府当局滥施杀戮，因此南部非洲人民釆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是无可非议 

的，在这方面，有人要求澄清教会对某些民族解放运动被迫采取的方法持何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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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罗马教廷是否协助和支持南部非洲境内的这种运动，有人问， 

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罗马天主教是否有表达其宗教观点的自由.成员们强调，罗马 

教廷除了谴贲种族隔离制度以外还可以对南非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终止这种制 

度， 

67a有人提到，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令人惊骇的贫困现象，而每年都在核武器竟 

赛上花数十亿美元，他们问，罗马教廷在采取何种措施来傻进贫困者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 

68a有人希望罗马教廷能更积极地设法促使近东和中东有特殊问题的国家中各 

民族团体间彼此进行，,有人问,罗马教廷同近东和中东的各解放运动（其中有些是 

宗教组织）是否有任何接触，罗马教廷是否给予这些运动任何人道主》禝助， 

681.有人提到，罗马教会在印度喀拉拉招募了一些基督教家庭的女孩，哄骗 

她们进入欧洲的女修道院，表面上是去学习神学，而实际上却是作家庭女佣千杂活, 

他问现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制止这种行为 0 

esa有人提到罗马天主•内某些人及其与极左翼种族主义集团的联系，建议罗 

马教廷考虑是否可以叫他们注意福音书中关于人与人之间应有关系的教诲， 

683.有人提到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和巴西及秘鲁的两名天主教士的例子，并提 

到教会既然维护穷人和受压迫者的事业，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政治。在这方面，成 

员们要求提供资料说明梵蒂冈同觯放神学运动促进者之间的关系最近有何发展. 

684罗马教廷代表在对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出答复时说，天主教会 

同许多宗教一特别是伊斯兰教一保持关系；它与各国的伊斯兰教当局（例如在 

R a n d a n )经常交流信息，并同《可兰经》的信徒始终团结一致，例如教皇访问卡 

萨布兰卡时就表明了这一点，巴勒斯坦人享有自由和自决权利等问题是教皇一直同 

派驻罗马教廷的各外交使团定期讨论的主题之一，耶路撒冷是三个主要的一神教的 

中心，罗马教廷的立场始终是，耶路撒冷械必须对这三种宗教开放，也就是对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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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开放。教皇在与各宗教界会晤的许多次旅行中，都会见了非洲的伊斯兰教信徒. 

685原教旨主义者只是少数人，如杲天主教会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态度，那么对 

其他极端主义者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态度。天主教会曾经历过若千紧张的时候，也曾 

为形势所匾更认真地检讨自己的立场，今天它正处于革新和博爱时期；对部分教徒 

和其他人根深蒂面的信仰不应施加压力。 

68a教廷代表提请人们注意最近出版的关于国际债务情况的重要报告，该报告 

明确地阐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天主教会不仅仅派出传教士，其工 

作还包括釆取措施帮助解决住房、学校和医院的问题，这表明天主教会一贯言行并 

687. 天主教会一向坚决主张裁军，并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柬后不以开始出现 

的重新武装的严重危险提出警告。 

688. 关于南非问题，教廷代表对委员会说，罗马教廷与南非绝没有任何关系。 

南非的天主教徒人数很多，天主教会积极参与全基督教的活动，参与争取被压迫人 

群的权利和促进这些人群间的对话， 

68a这位代表说，罗马教廷相信和平行动，它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认 

为使用武力只是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后才采取的手段。从报告中可清楚地看出， 

近来罗马教廷远比过去对其他问题的立场更坚定， 

69Û关于喀拉拉的一些修女被送到欧洲修道院作家务活的一事，新闻界的报道 

有些夸大其词，可能会有将修女从一个修道院转到另一^H多道院的个别情况，但信 

仰基督教的年轻女孩进修道院通常是为了接受训练、工作和为其姐妹们祈祷，而不 

是去洗碗碟。这里不涉及任何种族问题， 

691.这位代表说，尽管某些机构发表了凭空捏造的消息，但梵蒂冈在南非没有 

任何投资。他宣读了瑞士罗马银行总裁的一项声明，没有发放过任何贷款作为在南 

非进行宗教活动的经费。罗马教廷并不拥有这家银行，但拥有多数股份，该银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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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常的业务活动中曾不时地代表与梵蒂冈有联系的某些客户向南非放发一些公开 

发行的债务，银行本身没有在南非进行任何投资•该代表坚决申明，罗马教廷没有 

向南非或南非控制的任何公司或机构提供过任何贷款* 

692. 他强调，应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待解放神学问题，天主教思想的总进程注重 

社会。有的成员提及两名天主教教士*巴西的博斯克神父，他是天主教会的忠实信 

徒，但他错误地向整个世界宣布一种体现个人主义的思想。秘鲁的克铁雷斯神父也 

是这样。天主教会也认为解放神学是一种以教义或福音书为基础的神学，不过这种 

神学强调社会的人权，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 9 3 . 1 9 8 7 年 3 月 1 2日和 1 3日委员会第 7 9琳 7 9破会议（ 

SR.793-SR.794)审议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第九次定期报告（ 

C / 1 4 9 / A d d . 7 ) . 

6 9 4 . 联合王国代表介绍了该报告并提到有关消除歧视和向神族不平等措施进行• 

战斗的各项政府政策的国内组织结构.她觯释说，种族不平等措施包括直接歧视 

和间接歧视两种.她告知委员会，关于将 1 9 8 6年公共秩序法扩大适用于煽动 

种族仇恨的立法已经由议会通过，并于1 9 8 7年 4月 1日生效。这些新规定对 

意在煽动仇恨或可能产生这种后果的这类行为加重惩罚，该项法律还扩大适用于 

广播，将具有煽动种族情绪的材料定为一项新的犯罪行为。（北爱尔兰）不久即 

将颁布一项新的公共秩序法，结合1 9 8 6年公共秩序法的各项新的规定，从而加 

張北爱尔兰有关煽动种族仇恨的法律，她强调指出，北爱尔兰问题主要是宗教和 

立宪愿望的问题，不是种族关系问题。少数民族警察人数不断增加。 1 9 8 6 

年7月下议院种族关系和移民家庭事务小组委员会出版了调査种族攻击问题的报告， 

其中所载的关于对瞽察施以处理种族事件更妤的训练的各项建议正在实行之中.她 

提到影响难民或寻求庇护者的若干项政策改变以及该报告所载的移民条例。她还 

提到该报告有关由于该委员会的关注而扩大适用附属领土范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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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5 . 委员会成员赞扬联合王a提出的坦白而详尽的报告，承认问题的存在这 

个 事 实 颇 令 人 鼓 舞 . 该 报 告 是 按 照 委 员 会 的 准 则 （ v . 1 )编写 

的。姿员会交换意见后，在这个方向获致协商一致意见，决定在委员会讨论《公 

约》第15条时审议联合王国报告第三部份所载的附厲领土问题。 

6 9 6 . 关于联系《公约》第5条的规定来执行第2条，委员会成员指出，关于北 

爱尔兰的分裂是宗教和政治愿望造成的结果的说法未能充分觯释造成这个情况的原 

因，该报告承认，天主教社区在社会一经济条件上处于不利地位。其中指itl， 

1 9 8 3/84年男性天主教徒的失业人数约为基督教徒的两倍。~~ï人问这是否 

是基督教徒雇主的歧视作法造成的。委员会希望釆取法律行动来对付这种歧视行 

为。种族歧視是和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歧视分不开的。委员会成员要求提 

供更多的有关采取措施以缩小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社^"一经济差距，天主 

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教育和收入水平统计资料，以及在公务员、司法和警察方面的任 

职比例的资料， 

6 9 7 . 委员会成员对于联合王国境内发生的种族事件深表关切。他们要求澄清 

该报告所载种族攻击的肇事者和受害者的情形，据指出，根据独立的权威报导， 

联合王国采取行动以改善种族关系和减少贫穷的作法似乎未达理想，这些报告指出 

种族关系已全面恶化，特别是在就业、住身和警察对非白人少数民族的态度方面， 

当局采取的行动似乎只在治标而非治本，各项社会和经济政策是促成伯明翰暴动 

这类暴民事件的部份原因.裁减教育予算也是一个倒退的步骤。委员会成员希 

望收到有关伯明翰住房情况的资料，因为当地的情况似很严重，采取措施保护东翰 

姆的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工人社区似乎是引起种族动机事件的原因，因为该地区是民 

族阵线的一个根据地，以及对于不断增加的对犹太社区的攻击是否已将罪犯逮捕. 

6 9 8 . 委员会成员还关心一般的少数民族团体的处境，特别是来自亚洲和西印度 

群岛的人民。按照该报告所载的调査结果，委员会成员指出，少数民族任公务员 

的比例很低。他们希望收到有关这些人在公务员中所占比例的更详细资料，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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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是否有任何少数民族部长、外交官或法官，他们建议联合王国政府调査造成 

这种情况的原因.据指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的失业率比其他少数民族团体为 

高，委员会建议采取各项特别的具体措施来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又据指出，公 

平就业委员会手中有一大堆案件，但是由于审理程序极为缓慢，通常控诉者只好放 

弃控诉.有人还提出一个问题，政府采取行动促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团体 

参与和他们有关的搢施的决策程序，政府这么做是否打算可能让在国内住满若干年 

但尚未莸得英国籍的人士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享有投票权。 

6 9 9 . 有人指出没有中央监察，因此，中央政府得不到任何有关在地方政府就业 

中存在种族歧视的资料。委员会建议英S政府获取这种资料，以评判是否有任何 

种族歧视事件。有人要求地方当局种族关系资料交换局提供更多的资料，并且询 

问有关当局是否把属于处于不利地位或任职人员不足的团体的人士列为种族歧视受 

害者，是否对该报告中使用的名词有官方的定义，例如"少数民族"、"种族"等. 

7 0 0 . 委员会成员指出，英国政府已决定对来自亚洲和非洲五个国家的公民采用 

签证规定，而南非人却能自由访问联合王国。有人询问对于被拒绝发给签证的个 

人是否有申诉程序可资利用，如有，应向何处提出申诉.有人要求提供有关同时 

具有英国籍的南非公民的人数的资料，这些人是否可在任何时候前往英国定居. 

7 0 1 . 委员会成员赞扬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少数民族任职警察的情况，但是他们 

指出，少数民族的任职比例仍然不足，希望增加任职人数。但是，他们指出单只 

将少数民族成员纳入警察队伍不能解决种族歧视问题.更重要的是培训少数民族 

教师，在这方面，他们指出，根据该报告，来自少数民族团体的许多儿童未能发 

挥他们的潜力，他们询问是否有任何学校用少数民族团体的母语教学。 

7 0 2 . 关于执行《公约》第3条，委员会成员指出，该报告未曾载列任何有关该 

条以及政府关于种族隔离的政策的资料，如所周知，英国人民是反对种族隔离的, 

伹是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知道政府正在作些什么来消除种族If离。报告提到防止歧 

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发表的有关协助南非政权的跨国公司年度清单，事实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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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0个同南非进行贸易的英国公司中只有 6个停止了这种贸易，委员会成员 

对于联合 王国对最近安全理事会关于建议强制制裁南非的决议投了否决票感到遗憾。 

他们指出，在南非有8， 0 0 0名年龄未满 1 8岁的儿童被拘禁，其中仍有4， 000 

名被监禁.他们询问联合王国政府对南非违反儿童权利的情形持什么态度。委 

员会成员想要知道联合王国同南非的外交关系状况，在南非的投资数额，贸易额， 

两国间的空运和海运关系，以及在军事和核问题上是否进行任何合作。委员会成 

员指出，《公约》締约国不可以一面在国家一级执行《公约》，另一面却又支持国 

j以外的种族隔离。 

7 0 3 . 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赞扬联合王国政府建议加張 

和扩大适用与1 9 8 6年公共秩序法中有关煽动种族仇恨的法律，该法律较符合第 

4条的规定。但是他们对于处理种族主义组织的第4(b)条的适用情况表示关注， 

他们指出，禁止专门从事恐怖主义和暴力推翻政府的政治组织并未全面执行《公 

约》第4条的规定，但是按照第4(b)条的规定，所有宣扬或煽动种族歧视的组织均 

应视为非法组织。他们希望政府采取法律措施来执行《公约》第4 (b)条的规定。 

7 0 4 . 关于《公约》第6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指出，种族平等委员会在法 

院或法庭的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具有对个人提供协助的地位。他们询问该委员会可 

以提供何种形式的协助，在联合王国是否对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制度。他 

们询问对于采取歧视行动的雇主是否可以提出刑事诉讼.他们还询问何时执行种 

族平等委员会于 1 9 8 5年 6月提交内政部长的关于 1 9 7 6年种族关系法的修订 

建议, 

7 0 5 . 关于笫7条，他们希望在下次报告中能反映出提高人权标准的政治意志， 

并将执行《公约》第7条列为更高的优先事项. 

706 •关于《公约》第 1 4条，他们询问咴府是否正在考虑按照第1 4条的规定， 

宣布承认娄员会有处理个人通信的能力，从而有助于各少数民族同国家当局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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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7 .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意见时说，数百年来 

种族混合是北爱尔兰的特色，目前在多数宗教团体和少数宗教团体之间很难作出种 

族区分.最近的失业数字颇令人失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持续存在差距， 

因而北爱尔兰总理建议采取新的措施和作出其他体制性安排来消除基于宗教或政治 

信仰的歧视.同时独立的人权问题常务委员会正在大力审査禁止基于宗教信仰进 

行歧视法律的效力，伹是在目前阶段断言这项即将颁布的法律以何种形式出现为时 

尚早. 

7 0 8 . 关于缺少中央一级机构监察地方当局在种族关系领域的活动的问题，她说 

英国政府没有任何有关这个主题的正式资料，伹是如果说许多中央组织不注意地方 

当局在做些什么是不正确的.在提交委员会的第9次定期报告附件中曾载列种族 

平等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或可作为有关这个主题的有益的资料来源. 

7 0 9 . 关于教育，事实上有很多不会说英语的儿童就读的小学已使用不同种族社区 

的语言教学. 

7 1 0 . 虽然征聘的速度比预期的为慢，伹是少数民族担任警察的人数正在增加. 

事实上警察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比娈员会一些成员所暗指的要好得多，正如报告所 

说 ， 1 9 8 5年的骚乱并非只因种族因素所引氣 

7 1 1 . 上议院有两名少数民族议员，下议院则无.伹是下一届选举各主要政党 

已推举几名少数民族候选人.此外，尚无亚洲血统的法官，地方政府的少数民 

族法律顾问正在明显增加，而各式各样的委员会一在联合王国，许多职能是由志 

愿人员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执行的一则包括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 

7 1 2 . 关于英国境内的孟加拉人处境，下议院种族关系和移民问题家庭事务小组 

夯员会于1月份出版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报告，政府目前正考虑作出反应，不久就 

会公布.孟加拉人和巴基斯坦人经常是种族骚扰的受害者，但是，应当指出， 

这种事件的数量和暴力程度业己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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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3 . 关于最近对五个其他国家的国民制定的签证规定，她解释说，签证纯粹是 

为了实际原则才采取的行政措施.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公民受到了歧视• 欧 

洲人权法院并不认为所适用的移民规定具有歧视性. 

7 1 4 . 在联合王国或任何附属领土均不推行种族分隔或种族隔离的政策。已经 

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将这种做法列为非法行为.联合王囿一再清楚表明反对种族 

隔离，支持呼吁南非进行基本改革.但是英国对《公约》第3条的觯释仍然是该 

条并未规定締约国必须就其与南非的关系提出报告，第3条涉及各締约国领土内 

的种族分隔问题，南非不受联合王国的管辖， 

715 .委员会成员对有关《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的关切由于扩大执行1936 

年公共秩序法第5 A条的规定而大可放心. 

7 1 6 . 关于就业方面的歧视现象，她告知娈员会成员，各项控诉由工业法庭审理. 

按照法律援助法令拟定的法律咨询和援助办法旨在向自认在工业法庭范围内受到歧 

视并且财政资源有限的所有人士提供支坳.此外，还有一种法律援助计划.另 

外种族平等委员会完全有权对于案情涉及原则问题的控诉人提供协助.非就业性 

的其他歧视案子则由有关的郡法庭或苏格兰的瞥察法庭审理，控诉人也可利用法律 

咨询和协助办法以及法律援助办法. 

7 1 7 . 关于就业歧视的案子，法庭可以下令要求雇主向控诉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补 

偿金或建议采取赔偿措施.如果雇主没有合理的理由，不遵守这种命令，则法庭 

可以裁定补偿金额或增加已裁定的任何补偿金额.法院在审理与就业无关的其他 

歧视案子时也可以使用类似的补救办法.她不能回答的所有其他问题均提请英国 

政府注意，并在下次报告内予以报导， 

哥斯达黎加 

7 1 8 . 1 9 8 7 年 3 月 1 3日突员会第 7 9 4 和 7 9 5次会议（ C E R D / C / s R . 794 

-SR.795)审议了哥斯达黎加第8次和第9次定期报告（CERD/c/ii 8 //A<i<i.31 

和C!ERD/C/149/A(i(i. 15),伹报告国未派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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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9 . 夯员会成员对哥斯达黎加第8次和第9次定期报告和以前的报告相比，均 

未增添任何新材料，并且也未答复审议其第7次定期报告期间向哥斯达黎加代表提 

出的各项问题，表示失望，哥斯达黎加应当按照突员会的指导原则 ( C E R D / C / 

70/Rev.l)编写下一次报告， 

7 2 0 . 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有关哥斯达黎加人口种族组成，特别是土著和黑人人 

口的最新资料.据指出，哥斯达黎加对身体方面和其他民族不同的人民给予较差 

的待遇，委员会需要有关这类人民受苦程度的资料.如果该国政府无法提供统计 

资料，提供有关歧视的印象资料也可以. 

7 2 1 . 一般来说，娄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有关《公约》第2至7条的资料，以便评 

估哥斯达黎加执行《公约》的程度. 

7 2 2 . 关于第3条，娄员会成员希望获知哥斯达黎加同南非的关系的状况. 

7 2 3 . 他们说，哥斯达黎加应当采取更为具体的^&来执行《公约》第4条. 

7 2 4 . 关于《公约》第5条，他们要求提供下述资料：有权参与选举的人口比例; 

反对检査制度所依赖的法律程序；土著人口所用的语言，其文化和教育水平；黑人 

人口所用的语言，已作何种工作来保持他们的文化遗产和幸福；哥斯达黎加边境上 

的政治难民的处境等.他们还提到中美洲的武装冲突，他们询问哥斯达黎加增加 

购买武器的预算，延迟执行一些经济和社会计划对土著人口造成多大的影响， 

7 2 5 . 关于第7条，他们询问胥斯达黎加对于在学校里消除对与大多数人民不同 

的少数民族人士的成见都正在做些什么‧ 

匈牙利 

7 2 6 . 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1 3日举行的第 7 9 5次会议 ( C Ë R D / C / S R . 

7 9 5 )审议了匈牙利第九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1 4 9 / A d d . 9 ) . 

7 2 7 . 匈牙利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提及了报告的有关部分，并强调少数民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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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享受各项权利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重要，对保证国家一级的稳定也 

尤其重要.匈牙利政府赞成少数民族与其原籍加强联系，并深信对少数民族的适 

当政策是发展匈牙利社会的基本要求。 

7 2 8 . 委员会成员赞扬了匈牙利提交的报告。报告载有的材料有意义，表明了 

公 约 的 执 行 进 展 ， 报 告 是 根 据 委 员 会 的 准 则 （ 1 )编写的） 

并答复了委员会在审议上次报告时提出的一些问题， 

7 2 9 . 成员们要求澄清制定会议的资格，特别要求澄清那些好像超出会议管辖范 

围的措施，他们要求了解会议是司法机构还是行政机构，其任务的范围如何，以 

及其工作的方式， 

7 3 0 . 关于《公约》第2条第1款，成员们指出《刑法典》第1 5 7条有关国际 

法禁止的行为方面，没有具体说明各项行为，而仅仅说明了有关事实的大致情况， 

在这方面，有人问及，如果报告国家的法律体系列出更严格的定义，来I*括可能发 

生的一切情况，岂不是更合理些。 

7 3 1 . 关于与第5条合起来解释的《公约》第2条第2款，委员会成员要求更准 

确地提出该国的人口构成，因为报告各方来源对各少数民族相少数族裔的人数报导 

有差异‧ 成员们还要求得到关于居住在匈牙利的小批保加利亚人、波兰人和希腊 

人的人数资料.成员们欢迎报告中的说明，即所有少数民族都保证有权利使用其 

母语，有权利以母语进行教育，有权发扬光大其文化，会上指出，少数民族的教 

育计划，是根据民族事务联会提供的统计数字作出的，而不是根据全国人口普査的 

数字.这一优秀的方式可作为其他締约国的模范,因为少数民族常常害怕或不愿 

意在普査时说出其"^籍贯， 

7 3 2 . 委员会成员想知道宪法是否有任何关于少数民族在议会或在政府中政治代 

表的条款，如果没有，议会是否有少数民族成员，或行政及司法机关的高级阶层有 

否少数民族成员.有成员问，在就业方面是如何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是否有任何 

特别的程序来处理与这方面有关的歧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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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3 . 成员们还要求得到关于民族事务联会的资料，特别问及它们的独立性如何 

"独立"一词的含义为何，资助这些团体的方式如何，其职权范围为何，团体是否 

有自治权，这些民族有否其各自的大学.有成员要求澄清"民族方言"一词的意 

义。 

7 3 4 . 关于吉普赛居民，成员们欢迎政府为全面改进吉普赛人生活而制订的长期 

措施.但是，有人指出，吉普赛人的就业率还是低于其他居民，并问及，政府是 

否有缩小这一差距的时间上的安排，及改进向依然如传统方式生活的吉普赛人提供 

的援助的时间安排，有人并问，为取得大城市吉普赛人口的可靠数据，是采用什 

么方法，因为大械市里的吉普赛人与其他居民已打成一片。 

7 3 5 . 关于《公约》第3条，成员们强调指出匈牙利的重要贡献是在国际上孤立 

南非政权，有成员要求得到更多关系匈牙利支持民族觯放运动，特别是南非非洲 

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材料。 

7 3 6 . 关于第6条的执行情况，有人提到关于种族灭绝罪的法律条款，并问到刑 

事案是否仅由专业的地方法官审理，还是有关于陪审团审判的规定， 

7 3 7 . 关于第7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的成员希望得到向大众宣传该条文的方式 

在学校和大学里传授人权问题的课程，以及为特别的对象，如执法官员提供的训练 

课程。 

7 3 8 . 匈牙利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时说，制宪会议是1985 

年 6月建立的新机构.有 1 5名成员，其中 9名是由议会选出，其余为知名的法 

学家，他们任期为五年,提出了关于匈牙 S i法工作某些方面的基本指导方针和 

裁决，在匈牙利，司法工作也是一项执法工作。法院没有制订新法律的权力。 

最高法院的指示和原则上的决定对下届法院具有约束力，但最高法院没有权力干涉 

地方法院的司法工作‧ 立宪会议是向议会负责的机构，在监督最高法院的法令、 

指示和决定方面及部长理事会提出的指导方针方面能发挥作用，其职权类似常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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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会委员会，如果立宪会议发现条文不符合宪法，则可以决定停止执行条文， 

或要求批准修改条文，立宪会议还就宪法问题向议会提供咨询。 它所收到的 

诉讼可由议会直至省级理事会的全部机构提出，如果立宪会议成员失职，议会有 

权觯除其职务， 

7 3 9 . 少数民族数字不一致的原因是1 9 8 0年普查不是全国性的，该国有些地 

区没有参加。而且，有些少数民族不愿意在普査时说明其民族。此外，操一种 

民族方言的95, 800人说他们除匈牙利语外，还操这种方言。民族事务联会是由 

各民族本身独立组织的，但是，得到政府的物质支援，其中有些官员还领取政府的 

工资。 

7 4 0 . 少数民族与所有公民具有同样的选举权。关于议会中有多少少数民族成 

员，他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本人便是1 9 1 2年在阜 

姆出身的，这就说明少数民族并没有困难，议会中有具体的少数民族的代表，民 

族委员会的书记们也是议会的议员。目前正在为加邂少数民族与其原籍国之间的 

联系而努力。最近一次由第2次世界大战后离开匈牙利的德国籍代表与居住在匈 

牙利的德国籍少数民族的会议得出结论，即少数民族政策决不能与政府的一般政策 

分离开来。剝夺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的权利经常也意味着多数人的权利也同样未 

得到尊重。 

7 4 1 . 政府有一次改进吉普赛人境况的具体行动方案，但是报告没有提及这一点。 

已为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做了大量工作，但必须进一步努力，特别是在教育方面进一 

步努力o 居住在农村的,普赛人和居住在布达银斯的吉普赛人相.差很大，农村 

的吉普赛人社区联系更密^，生活水平一般较低。现已将改进其状况作为更高的 

优先.在布达佩斯，有一吉普赛委员会，力图维护吉普赛人的文化遗产， 

7 4 2 . 少数民族没有特别的就业问题，但是吉普赛人却有问题，其就业率比整个 

人口的就业率低。现正在努力提高吉普赛人的教育，以改变这种情况， 

7 4 3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的文本已在匈牙利印发，并且还在大学和 

中学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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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最后，匈牙利代表向委员会明确指出，委贞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将帮助匈牙 

利政府找出需要改进的方面.这些问题将在下一次定期报告中回答，并将在立法 

过程中得到考虑. 

7 4 5 .印度的第八和第九次定期报告在同一文件（ C E R D / C / 1
4 9
/ A ( i d . l l ) 

中提交，委员会在1 9 8 7 年 3 月 1 6日第 7 9 6 和 第 7 9 7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两 

项报告（ C Ë R D / O X S R . 7 9 6 ̶ S R . 7 9 7 ) . 

7 4 6 L印度代表介绍了这一报告， K充和更新了其中的一些材料。他提到了 

印度与其他英联邦国家一起为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斗争作了贡献，以及对抵制侵略、 

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基金的贡献。他告诉委员会有两个中央直接辖区即米佐 

拉姆和阿鲁纳査尔邦已取得邦的地位，该两地主要为都族社会。政府建立了印度 

人权委员会，成员全部以个人身分开展工作，并建立了中央社会福利局。他并说 

到1 9 8 6 年 1 1 月 3 0 B , 有 农 奴 2 1 3 , 4 6 5 人 , 1 7 2 , 3 5 2人获得解放. 

最后，他告诉委员会，印度政府通过了新的全国性教育政策，其目标之一就是19 

9 0年普及初等教育。 

747.委员会的成员表扬印度政府提交的报告材料翔实，内容全面，并表扬印度 

代表在介绍报告时提供的补充材料。成员们赞赏印度在国内和国际致力于消除种 

族歧视的精神。成员们还满意地注意到尽管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少困难， 

«是取得了成就。成员们欢迎报告中所载的关于人口统计的资料， 

74a有成员要求得到更多关于《宪章》修正案的材料，并要求澄清1 9 4 9年 

《印度宪法》中第1 5条提出种族概念的法律目的，并澄清关于需要保护的团体的 

情况， 

7 4 9 L关于与《公约》第 5条合起来解释的笫 2条笫 2款，成员们满意地注意到 

为支助在册种姓和都落所釆取的措施，特别是建立在册都落居住的两个邦。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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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这两个邦的事实是进步的标志，这表明联邦制原则也可在发展中国家实行。 

在这一方面，有人问及这两个邦是否属于中印冲突的地区。一成员指出，中印存 

在边界纠纷。 

75a成员们要求得到印度政府为改进不可接触者境遇和废除不可接触制度而釆 

取的社会和教育政策措施。他们要求了解过去的贱民是否参加联邦和邦内的公共 

事务，以及这一不利阶层在该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处境如何。有 

成员要求进一步了解1 9 7 8年建立的处理在册种姓和部落事务的委员会情况，并 

指出印度当局可以向委员会成员提供该委员会的报告，或至少报告的摘要。还要 

求更详细了解1 9 5 8年保护公民权利法的执行情况。有人指出，《宪法》规定 

各邦可以为地位不利的种姓保留公共职务。这一规定适用于在册种姓和部露深受 

赞赏，有人认为这也应当适用于其他一些人。在这一方面，有成员要求了解各个 

社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代表情况。 

75L委员会成员要求了解政府改善住房、营养状况釆取的措施，特别是对于40 

%赤贫居民所釆取的措施，并要求了解每一五年计划后上升到贫困线以上的家庭数 

目。有成员问，工业化是否造成进一步贫困，是否产生了特权阶层，还是平等地 

有益于各民族，而不影响传统文化；有成员并问及政府为某些地位不利的操不同语 

言的民族提供就业机会作了何种努力。有成员要求澄清报告中榥到的情况，即根 

据农村就业方案每年新产生了相当于三亿多人力日的就业机会。 

7 5 a成员们满意地注意到政 府为废除债务契约而采取的措施。他们问及计划 

的开展情况，确认农奴的方法及将其由契约解放出来的程序。 

753. 有人指出，关于婚烟和继承权方面的法律和习俗可能成为促进公民权利和 

政治杈利的障碍，有人问及印度的嫁奁制度是否已被废除。 

754. 成员们祝贺印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了不起的进步。他们要求得到更多的 

资料，了解政府如何釆取措施来促进便用可能为各民族人民榥供更多工作机会的语 

言从而全面改进其社会状况。他们问及，该国的I 5种主要语言是否均在学校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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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语是否依然是共同语言。他们还要求了解识字率和小学及中学教育永平， 

如有可能，要求了解每一民族的具体情况。 

7 5 5 .有人要求澄清在制作新闻和时事节目中负责确定国家利益的当局为何。 

7 5 Û有人问及这一仿然存在不同种姓和阶层之区别的社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 

否宗教信仰的结果。 

7 5 7 .成员们还想大概地了解印度在维护和鼓励印度各邦文化特性，特别是在居 

民多数为蒙古利亚种后裔的锡金邦，曾做过什么工作。有人问锡金的语言是否在 

学校教授，锡金的历史与文化是否列入教学课程。 

75a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成员称赞印度政府反对种族隔离，及其为孤 

立南非，向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提供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而作的努力。有人问， 

印度和南非之间有没有任何外交、领事、商业和文化关系。 

75 a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有人指出，印度政府已颁布了适当的法 

律。有人问在《公约》之前颁布的印度刑法典是否在《公约》生效之后作过更改， 

以便更准确地反映该条的规定。 

7 6 C L关于第6条，委员会成员满意地注意到印度建立了人权委员会，这件事反 

映了政府真心并有决心克服该国种族歧视造成的问题。他们还欢迎新的司法形式， 

称作为函告案，即最高法院根据一份普通的明信片或电报，釆取行动；甚至根据新 

闻报道釆取行动。有人要求得知最高法院司法决定的例子。 

7 6 L委员会成员指出，司法程序很慢，并问，政府有否釆取任何行动来改进其 

效率。他们要求得到关于适用于歧视、有关的司法先例及最高法院组成方面的刑 

罚的材料，并问及，关于法律意见和事实的裁决是否由法院的同一部门作出。他 

们还问及各邦诉诸法律的程序如何，因为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公民与地方政府的联 

系比中央政府经常。 

7 6 2 .有人问及印度的民主化进程是否引起分裂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问题，有 

关这些问题的案件是否榥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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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a成员们希望了解为什么具有类似巡视官权力的 L o k Ayukte只在印度的几 

个邦设立，另外，这是哪些邦。有人还问，在联邦一级有没有巡视官。 

764.印度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及意见时说，《宪法》第15条列 

明的区别旨在向印度社会中地位不利的阶层提供保护性特别待遇,消除主要在印度 

殖民统治时造成的教育、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自1 9 47年以来，落后社区、在 

册部落和种姓的发展和识字率增加速度，比其他居民快两至三倍。 

765L在册种姓和在册都落的专员早已在调査涉及宪法保障，公共事务职位的保 

留等一切事项。专员向议会报告,其提出的结论和建议受到激烈的辩论。其他 

的结构和机构也开展保证部落居民的利益，这一点已在*告中指出。 

76e.关于政府具体方案的成就，他说，在1 9 6 1年和 1 9 8 1年之间，整个 

人口的识字率已由2 8 %增加到 4 1 % ;在册种姓已由 1 0 . 2 7 %增加到 2 1 * 3 8 

% ，在册部落由 8 « 5 3 %增加到 1 6 . 3 5 在就业方面， 1 9 6 5年在册种姓 

占全都就业者的13.17 %,在册都落仅占2.25%,到1 9 8 3年，这两方面的 

比例各占16*24 % 和 4 * 5 6 % , 在同一时期，在册种姓的全都就业率镌高了93 

%，在册部落接近 2 1 7 %。 最高级的公务员职位是通过竟争性考试取得的，在册 

种姓占有的最高级职位已增加了十倍，而其在笫2类的职位已增加了七倍。在册 

部落在这两种职位的人数分别增加在十四倍及将近九倍。 

767.关于在最高级的职位，有一名副总理就属于在册种姓，通常称为"不可接 

触者"。一名前外交部长也是在册种姓,目前内阁中也有在册部落的成员，就 

是劳工都长。有一些大使和其他高级官员也属于这些传统上地位不利的阶层，但 

由于政府努力克服地位不利阶级的问题，并排除改进社会地位的障碍，他们的处境 

有了很大的改善。 

76&委员会一名成员指出，印度还有其他地位不利的社区，不仅仅是在册部落 

和在册种姓。这一问题已于 1 9 8 0年由一全国委员会详细审査。一些邦的政 

府目前在保留职位方面按其独立的惯例行事。但是，印度最高法院在二十五年以 

前的一项裁决中表明保留的职位不得超过5 0 % 。 而且，安得拉邦的高级法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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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令要求为在册都落和在册种姓之外的某些居民保留更多职位的意见被裁定为 

不合宪法。也就是说，印度关于保留职位问题的辩论还在激烈开展，他向委员会 

保证，一切新的发展均会在其政府提交的未来报告中有充分的反映。 

769. 最后获得邦地位的两个中央直辖区为术佐椬姆和鲁纳査尔，，两地均与 

中国接界，米佐拉姆的人口为500» 000,阿鲁纳査尔人口为650, 000. 这 

些 邦 运 用 部 落 方 言 ， 1 9 6 2年，印度湘中国在一次边界冲突之后，曾发生过边 

界接触. 

770. 关于该国一些社会方案的彩嘀，全国抽袢调査表明，在1977/78年，人 

口的48 . 3 %即3 , 068亿人，按人均消费情况算，处于贫国线以下，到1984/ 

8 5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3 6 . 9 ^ ,即 2 ‧ 7 5亿人,到 1 9 8 9 / 9 0年 ,预计 

这一比例将下降到25. 8 % , 即 2 , 150人，因此，处于贫国线以下的人数已有 

大镲庹下降，调査说明,在 1 97 7/ 7 8年和1 9 8 3/ 8 4年之间，有 

3, 600万人超出了贫困线，这些结果反映出政府优先考虑改害地位不利者的生 

活状况• 

771. 年度报告对1 9 5 5年咪护公民权利法第1 5 A节规定的执行情况表示慼 

兴趣，他将尽力在委员会审议其欺府提交的下一次定期报告时向委员会提供文件 

副本， ' 

772. 根据关于婚烟和遗产的《统一民法典》，不同宗教体系的人可以公正结婚， 

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瞢通遗产法， 

773 ‧他解释道，3亿这数字系指根据农村就业每年新产生的8小时工作日就业 

机会数目.在这方面，他提到了山区、旱灾多发区，和沙漠地区的方案，以及 

1983年提出的比较新的保证无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计划， 

774 •关于电台和电视的新闻时事节目准则，他说广播媒介的新闻政策总则已得 

到议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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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关于锡金,他解释道，那一地区已于1 9 7 5年成为印度各联邦的一个正 

式邦，当地有四种主要的语言，但除尼泊尔语之外，都是没有文字的方言，因此 

无法当作官方语言，边界公邦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应受到的注意运运超过该地区人 

口所占比例,自 1 9 7 9年来，锡金执行了 3 0个新的灌溉计划,向3, 163公顷 

土地供水；还建造了一些水电站，总发电量为15兆瓦，为300, 000人供电， 

1 9 7 5年，锡金还没有供电设备，到1 9 8 4年, 4 0 5个村庄中有1 5 4个有 

了电， 

776. 教肓是中夹政府和邦政府的共同贲任。中央政府直接负贲全国性大学相 

机构并负贲例如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全国教育计划研究所等独立的机构，各邦的学 

校教育是以 1 5邦获得承认的当地语言进行的.还没有f门的英语竽校，所有 

公立即政府办的小学和中学均以当地语言授课‧ 国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使用地方 

语言，但研究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机构除外. 1 9 5 1年，印度独立后不久，只 

有16, 7%居民识字；目前的识字率为40% 1 9 8 6年5月，政府提出了新 

的教育政策，并将为本财政年度的教育预算提高130%在今后的十年内，将特剁 

强调初等教育和成人扫盲.随着教肓的瞢及，嫁装制度的社会恶习在逐渐消失. 

777. 关于与南非的关系，印度与该国没有关系，在这问题上印厪作的牺牲是, 

经济封锁之前，印庹全部外贺的2%是与雨非进行的， 

778. 关于第4条，他说自提交第七项定期报告以来，印度没有新的事态变化， 

为现行法律足以处理关于执 行公约的任何问题， 

779 ‧印度最高法院田首席法官和田总统任命的不超过1 7名法官组成， 

印度宪法和一般惯例的基础是使司法机构独立，并且有权.法院，特别是最高法 

院的独立性得到了一些条款的保障，包括除总统下令外禁止免除最鬲法院法官职务, 

而总统的命令应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印度独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种 

免除职务的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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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 关于函告司法问题，在裉告中有赚，并在前任法院首席法宫巴格瓦蒂的 

发官中也有觯释，经过演变后，目前的作法是，当一个人或某一阶层的人遭受违 

法待遇，并田于贫穷、残疾或社会或经济的困难而无法向司法机关申诉时,公众中 

任何人均可出于诚意，主动采取行动，要求赔偿造成的法定损瞢.根瑭这种理论， 

社会活动团体在发现法定损瞢发生之后而没有行政反映时，便可据此采取行动， 

这一进程是要保证社会福利法规，例如最低之资法得到执行，以便改进地位不利耆 

的境遇.因此，这一程序对印度执行公钧来说特别重要. 

781. 他提到1 9 8 3年提交最鬲法院的一个茱子，该茱原来是田人民民主权利 

权联盟代表建筑一些工程的工人提出的，据称这些工人没有享受到劳工法规定的福 

M. 另一些茱子包括敎首席法官的一对关于北方邦一妇女家庭凄惨生活条件的来信 

信；石灰矿茱，据称当化山区挖掘石灰影嘀这一地区的生态和农业；还有一起关于 

在海得拉巴地区采石灰石的佣工的案件.在所有这些案件内，所采取的行动均产 

生了纠正不公正现象的法律补救方法，因此这一程序是与印度执行《公约》相关 

的， 

782-I.ok Ayukta的职权范围可从其成员组成看出，成员中包括前任最高法 

院的法官及其他知名的法学家.纠正公务员的腐败和不正当行为目前是地方的贲 

任,而不是国家的贲任.因此，中央政府尚未采取行动来指控中夹 L o k A y u k t , 

但是，议会目前正在处理可能即将颁布的一项政府设立这一办事处，政府的所有官 

员均在其管辖之内， 

783.关于恐怖主义问题，他说个别事件确有发生，政府将以政治手段来处理它， 

一方面对付恐怖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平反受害者,两方面均以适当方式逬行. 

这方面提到的一具体事例，牵涉到泰米尔难民，即炸毁火车，尽管有些泰米尔难 

民脔乡背井感到不满，但不能说恐怖主义问题已相当普邇，尽管有经济湘社会方 

面困难，印度政府在尽力解决难民问题，那些希望留在印度的人可以体面、而有尊 

严地住在印庹直到斯里兰卡的政治局势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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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7 8 4 . 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1 6日笫 7 9 6和第 7 9 7次会议（ C E E D / C / S R . 

7 9 6至 S R .797 ) 审 议 了 巴 基 斯 坦 的 第 九 次 定 期 报 告 （ . 12 

和 C o r r . 1 ) , 

7 8 5 . 巴基斯坦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他谈到报告的有关部分，特别谈到遭受 

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能够利用的法律补救程序，他强调指出， 1 9 8 5年的选举 

使代议制的政府当权，该政府解除了军管法和紧急状态，并充分恢复了法庭的权力. 

他说，政府高度优先注重俾路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近些年里为其分拨了越来越 

多的财政资源，巴基斯坦认为，种族隔离是一桩危害人类的罪行，巴基斯坦政府 

和人民一直完全 支持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巴基斯坦政府彻底禁止 

同南非的贸易，并停止了一切文化、教育和体育交流。 

7 8 6 . 委员会成员祝贺巴基斯坦政府的报告，并欢迎巴基斯坦解除军管法、充分 

恢复宪法规定的权利和各种基本权利，以及使司法部门恢复最高地位。这些都是 

为执行《公约》创造有利条件的积极因素。委员会成员对巴基斯坦政府和委员会 

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以及对巴基斯坦按委员会的指导方针（CERD/C^TO/Rev. 

1)提交了报告并答复了审议上一份报告期间提出的一些问题表示满意. 

7 8 7 . 委员会成员问，是否充分审査过军管法期间通过的法律，是否按《公约》 

修改过《宪法》，是否就因觯除军管法和完全恢复各项基本权利而采取的措施通过 

了新的法律， 

7 8 8 . 关于执行《公约》第2条笫2款和笫5条的情况，委员会成员赞扬巴基斯 

坦为实现真正的平等而制订的关于部落地区的政策，以及为保护少数人的文化特色 

而采取的措施。他们还祝贺政府增加了向傅路支提供的发展资金. 

7 8 9 . 委员会成员对政府未能提供关于人口的各种族组成情况的数据表示遗憾。 

没有这种资料，委员会就不能评价少数人的情况以及评价报告中所述措施的影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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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用 。 报 告 第 1 2段说，少数人占总人口的3. 3 2 % ,但接下来说，在该国十年 

一次的人口普査或其他普査中未收集关于种族出身的数据.报告笫 1 3段还说， 

巴基斯坦没有语言上的少数人，伹马尔都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该国不同的地区还 

说旁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和其他语言.而且第八次定期报告中 

列有 I V种不同语言的人的百分比.此外，委员会成员指出，报告笫 2 3段说， 

根据《宪法》决定，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或文化的公民有权保存并促进其语言、 

文字或文化，而政府则有义务保护少数人的文化特色.委员会成员想知道，确定 

少数人的标准是宗教上的还是文化上的，语言是不是这些标准的一个部分。他们还 

问，人口普査数字中包括了哪些类别。 

7 9 0 . 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说明少数人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为鼓 

励他们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而采取的措施、他们的识字率和卫生状况。委 

员会成员想知道，伊斯兰法律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少数人如何能在议会中有代 

表，宗教团体是否被视为整个伊斯兰团体、民族或人民的一部分，或是否承认各特 

定团体有任何特定地位，法庭上使用的法律语言是否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如果法 

庭使用的语言不同于当地语言，是否提供翻译，委员会成员问，属于部落区 

但在全国游牧的牧民是否有自己的行政制度，如果有，则该制度同政府的行政制度 

有何联系。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资料，说明邵落区儿童的识字率情况以及如何为 

这些儿童办学。还要求澄清报告中所说的少数人的权利以及说明与少数民族事务 

部职能有关的"被遣送者托管财产"的意思.委员会成员还问，如何将《宪法》 

关于保存和促进语言、文字和文化的权利的条款变成行动，该进程是否在进行之中， 

以及傅路支是否有少数民族或部落地区。 

7 9 1 . 委员会成员指出，报告没有提供关于阿富汗难民情况的资料。他们询问 

政府对于可能最终决定留在巴基斯坦的难民的立场，以及巴基斯坦人对于解决阿富 

汗问题的可能性有何感觉，委员会成员问，2, 803, 587名少数人是否包括阿富 

汗难民，以及是否包括部落地区.委员会成员还问，存在大批阿富汗难民对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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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民族团体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7 9 2 . 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根据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法，非穆斯林是否享有同穆 

斯林的平等，学校内是否教授宗教。报告中说，为了促进真正的工会活动，法律 

规定，工会领导人不零阴谋法所规定的惩罚，委员会要求就此加以澄清， 

7 9 3 . 关于《公约》笫3条，委员会成员称赞巴基斯坦坚定而一贯地反对种族隔 

离。他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巴基斯坦政府彻底禁止同南非的贸易。委员会问，这 

项禁止严格程度如何，是否加以监督,以及巴基斯坦同南非在其他领域内是否有任 

何关系。 

7 9 4 . 关于《公约》第4条和笫6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指出，巴基斯坦没 

有对委员会在审议上一份报告期间就实施《公约》笫4条方面的缺点提出的批评作 

出答复。特别是该报告附件中提到的《巴基斯坦刑法》笫1 5 3 A款表明，《公 

约》笫4(b)条的某些方面仍未纳入巴基斯坦国内法。他们希望了解，是否经常实 

施关于歧视的《巴基斯坦刑法》条款，并要求得到一些重要的法院判决。还要求 

得到进一步资料，说明巴基斯坦如何保证新闻自由和法庭如何实施1 9 7 3年通过 

的法规。委员会问，巴基斯坦是否真的实行鞭挞和其他极端的伊斯兰法刑罚.委 

员会成员还希望了觯，公民个人是否能直接向民事或行政法庭上诉，寻求补救的办 

7 9 5 . 关于笫7条，委员会成员问，电视和电影业在促进各种族团体和民族之间 

的容忍和友谊方面是否同巴基斯坦当局合作。警察人员是否受到人权方面的特别 

培训，他们一般是否尊重人权，以及学生们是否受到公民教育。 

796. 巴基斯坦代表团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时说，少数人指的是 

宗教上的少数，大约有96. 1%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其余的3. 3%为基督教、印 

度教、袄教、佛教、锡克教和其他教教徒，少数人按其人数比例在国民议会和省议会 

中均有代表，在国民议会的2 1 7个总席位中为他们保留了1 0席，四个省议会中 

保留的席位数字为：俾路支省一一43席中保留3席，西北边境省一一8 3席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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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3席，旁遮普省一一2 4 8席中保留8席，和信德省一一1 0 9席中保留 9席. 

在地方选举产生的机构中也按宗教少数人的人数比例为其保留了席位. 

797. 没有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査中或以任何其他手段收集过按种族出身划分的 

人口统计数据.种族出身是一种纯主观的标准，不过，收集了关于通常在家里说的 

不同语言的资料.约有 4 8 %的人说最常用的旁遮普语， 1 3 %的人说普什图语， 

1 2 %的人说信德语， 1 0 %的人说西拉语（ S i r a i k i ) , 8 %的人说鸟尔都语， 

3 % 的 人 说 傅 路 支 语 ， 2 %的人说欣德基语 ( H i n ê l k o ) 和 1 % 的 人 说 布 罗 语 

( B r o h l ) ,另有不到 3 %的人说其他语言.没有语言上的简单多数，最常用的语 

言只有不到一半人使用， 

798. 虽然部落地区的人中有牧民，伹并非该地区所有人都是牧民，大多数人过 

着定居的生活.他们有着政治自治的悠久传统，政府充分尊重这种传统，其主要特 

色是由一个长者的集会民主地决定所有的问题.关于法庭上的诉讼，对使用地方语 

言作了充分的规定，可以提供翻译设施.也使用国语鸟尔都语. 

799. 自从1 9 7 9年阿富汗发生外国军事干预以来，大批阿富汗难民进入巴基 

斯坦，目前已有超过3 0 0万已经登记的难民，还有几十万尚未登记的难民.目前 

仍以平均每月8000人的速度在继续流入.大部分难民居住在西北边境省.傅路支 

省和旁遮省的3 1 8个难民村中，在有些县内，其人数已超过或等于本地的人数， 

难民有权享受巴基斯坦人所享有的几乎全部的权利一一投票权和捏任公职权"，省 

公民才能享有的其他政治权利除外一一而且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800. 对于阿富汗难民选择留在巴基斯坦的立场问题是一个纯属假设性质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临时逃难,1们没有选择把巴基斯坦作为自己的家，政府有义务为能尽 

早安排他们安全而体面地返回阿富汙提供便利.巴基斯坦一直支持政治解决阿富汗 

问题，并参加由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主持的间接会谈，日内瓦的最近一轮会谈取 

得了某些进展，希望在恢复会谈时能有进一步的进展， 

801. 伊斯兰法是巴基斯坦普通法的一部分，非穆斯林的少数人享有其他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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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利.阿马迪亚社区就是这样一种少数.除了投票权^捏任政治职务权等所有 

的公民政治权利外，少数人还享有一些特别的特权，如在选举产生的机构中保留席 

位等. 

S02.巴基斯坦不同南非保持外交、贸易或其他关系，而且从来没有保持过这些 

关系.巴基斯坦充分支持南非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803. 关于巴基斯坦根擔《公约》第4条承抠的义务问题，已于1 9 7 3年对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修正，使其符合《公约》的条款.修正所包括的 

条款规定，对煽动不同社区之间的不和睦戏敌对慼情,仇恨或恶意以及对不利于维 

护不同社区之间的和睦并扰乱公共安宁的行动加以惩处."不和睦"一词被认为含 

义较广，可以指各种能设想到*种族煽动行为,没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立法. 

804. 取消军管法和紧急状态完全恢复了法院实施各项基本公民权利的权力.法 

院现在完全有权向执行当局发出命令，实施这些权利. 

805. 最后，巴基斯坦代表说，没有回答的问题将在提交巴基斯坦第十次报告时 

加以考虑. 

喀麦隆 

806. 委员会1 9 8 7年 3月 1 6日和1 7曰第797至799次会议（<31!111)/<3/ 

SR. 797至SR. 799)审议了喀麦隆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C/l 17/Add. 9). 

807. 瞜麦賊表介紹了这份报告，他强调并详述了其中有关部分.他特别谈到 

喀麦隆在反对种族坎視的斗争中釆取的措施，并告诉委员会说，1 9 8 6年5月， 

喀麦隆拒任东道国，安排召开了根据《向种族,义和种族歧视进行ï^的第二个十 

年行动纲领》举行的联合 a关于向与殖民主义： I m i x ,种族歧^种族隔离进 

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和运劲提供国际援助和支持的讨论 会，将颁布一项新的选 举法， 

管制1 9 8 7年的市政选举和1 9 88年的立法选举，以期使候选人能够不必通过 

党派渠道甚至以完全独立的身份参加选举*在教肓领域中，政府正在起单一份法案, 

政府还决定在八个说法语的省内设立英语语言中心，以便在英语和法语教学上取得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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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委员会成员就喀麦隆政府提交的很好的报告和对报告提供的资料作了补充 

的 ^ ^ ^ 菱 , 表 表 示 祝 贺 . 报 告 符 合 委 员 会 的 指 导 方 针 f 

Rev. 1 ).委员会成员还对喀麦隆政府同委员会进行的对话感到满意. 

809. 委员会成员称赞喀麦隆为使其人民超越部落结构并遂渐按国家结构作出调 

整而做的努力，并称替政府釆取的建设性处理办法，不把差异看成冲突的一个来源， 

而是将其视为达致丰富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源泉 

810. 不过，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说明实际上如何在政府便进民族文化， 

将其作为民族一体化的一个因素的政策范围内保存各种族团休的文化，包括其语言 

和宗氣此外，为了能更好地评价已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 

内取得的进展，委员会需要得到关于人口按种族组成状况的详细资料.委员会特别 

询问，有多少班图人和傅格米人居住在喀麦隆，他们的人口增长趋势如何. 

811.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成员称赘喀麦隆积极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的斗 

争和努力孤立南非政权以及支持南非和^米比亚被压迫À民的觯放运动.他们还欢 

迎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的范围内在喀麦隆举行了联合国 

的讨论会， 

8 1 2 . 关于《公约》第4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们指出，《喀麦隆刑法》并 

未包括各种可能有的种族歧视形式，委员会成员们建议，为了使《公约》该条款 

中的所有规定具有充分效用，政府应考虑是否可能采取措施，补充其刑法，以宣布 

例如对种族主义行动各种形式的援助，其中包括财政援助，均要受到惩罚，并禁止 

种族主义组织，娄员会成员注意到刑法中有一条关于奴隶制的条款,询问喀麦隆 

是否仍然有奴隶制的做法. 

8 1 3 . 关于同第二条有关的《公约》第5条的实施情况，委员会成员指出，根据 

《宪法》第5条，喀麦隆总统享有广泛的斟酌决定权，这些权利可能会影响到《公 

约》的实施情况，他们问，这些权力以及认为自由与安全在不影响对他人的尊重 

和"高于其他利益的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受到保障的国家哲学是否会被用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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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裁的政治制度.他们希望了解执行、立法和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以及总统 

行使的真正权力及其界限.他们还问，《宪法》是否规定在说英语和说法语的喀 

麦隆人之间分配议会席位和部长职务，是否有任何条款规定，在由厲于这两群人中 

某一群人的人担任共和国总统之后，必须由属于另一群人的人接任总统，《宪法》 

是否既定在总统不能行使职务时指定一位政治人士替代总统的办法，或是否由总统 

提名自己的替代人. 

8 1 4 . 委员会成员满意地注意到喀麦隆政府在其代表所说明的释放许多政治犯和 

反对派活动分子以及为使选举制度民主化而进行改革等措施中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 

他们问，反对党喀麦隆人民联盟是否仍被禁止，如果仍在禁jtrnii该项禁止怎么能 

同《宪法》保障的公共自由和民主原则相调和，是否所有涉搛参加1 9 8 4年 4月 

未遂政变的人都已受到审判. 

8 1 5 . 娄员会成员希望了解，实际上怎样实施《公约》第5条，并问政府是否有 

统计数字，表明各种种族团体参加公共生活，参加军队、警察、司法和行政都门的 

百分比情况以及在继续求学并有进大学机会的人数百分比情况，如果政府没有这 

些统计数字，委员会问，政府怎么能够适当履行其义务，无歧视地保障《公约》第 

5条中的各项权利.委员会成员说，如果有这些数据一，他们希望得到这些数据， 

并问政府是否在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来制定政策，以促进关于《公约》第5条所规定 

权利的平等机会，特别是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平等机会， 

8 1 6 . 委员会成员要求得到关于说英语社区同说法语社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资料, 

并 提 问 说 ， 1 9 86年在说英语地区发生的骚乱是否仅仅是由语言差异引起的，是 

否有种族问题而使其变得更为复杂‧ 癸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政府正在采取哪些措 

施以促进双语，人口中说英语和说法语的百分比各为多少，初级教肓是否是以英语 

和法语两种语言进行的，一个有两种正式语言的单一国家实际上如何行使职能，既 

不懂英语又不懂法语的人使用什么语言，喀麦隆人是否有一种共同的母语，喀麦隆 

怎么能够在不用当地语言进行教育的情况下取得了 70 %的识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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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7 . 娄员会成员问，政府使50, 000名来自喀麦隆东南部森林的俾格来人定居 

下来的努力是否影响了他们的经济状况，政府正在采取哪些政策以改善因此而建立 

的村庄社区中的生活条件和农业生产.委员会还问，政府在教育和职业训练方面 

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使傅格米人参与社会，以及对他们的教育使用哪种语言. 

8 1 8 . 娄员会要求得到关于居住在喀麦隆的60， 000^外国人的进一步资嵙，并 

问该国是否有政治难民或其他难民，如果有，共有多少人，来自何处. 

8 1 9 . 还要求澄清喀麦隆是否保障出国和回国权利. 

8 2 0 . 委员会注意到，《宪法》保障每个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且私立的和宗教 

的教育机构得到国家的资助，娈员会问，为什么将修改关于这些问题的1 9 7 6年 

的法律，条员会要求得到关于识字率和就学率的资料. 

8 2 1 . 关于《公约》第6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成员要求就喀麦隆现有的关于种 

族歧视的侵犯，为的申诉程序以及受害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的控诉类型提供进一步 

的资料和加以é清，并提问说，是否有负贵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府当局侵犯的机构, 

如巡视官等.对于喀麦隆最近的司法改革，委员会表示了关心.有报告说，由 

于律师受司法部管辖,该部除其他外负责授予法律学生学位和批准律师的合伙开业， 

律师的独立性受到限制，委员会问，这种报告的可性度如何. 

8 2 2 .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宣布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刑法》的保护.他们问，是否有过侵犯这些权利的逮捕或拘留，是否提 

出过关于政府未能尊重一般的人权或特别是未能尊重种族团体的权利的起诉. 

8 2 3 . 关于《公约》第7条，委员会成员注意到，已经采取了措施，鼓励个人之 

间以及种族团体之间的理解和容忍.他们问，学校和大学里是否进行人权教育. 

8 2 4 . 喀麦隆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时说，报告未列入关于人 

口分配情况的任何资料是因为在编制报告时只有估计数字，新的人口普査尚在进行 

之中‧ 他证实％所有的政治犯都已被释放.喀麦隆人民联盟决定在喀麦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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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展活动，实际上是自寻被禁。它并未正式被禁止，没有任何障碍阻止其成员 

返回喀麦隆参加选举；根据选举法，候选人必须在国内进行竟选.筝实上，其在 

加纳正式活动的一些成员已决定返回喀麦隆，在喀麦隆受到热烈的欢迎.不过， 

在国内成社的各党派同意合并成为一个政党，称为喀麦隆人民民主大会. 

8 2 5 . 英语和法语是正式的行政语言，也是上流社会之间的交流工具.所有正 

式文本均以英法两种语文出版* 除法语和英语之外，约有2 0 0个种族团体说200 

来种"民族"语言.在喀麦隆西部，学校中使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而在喀麦隆 

东部则用法语.说英语的人在人口中略超过四分之一.不过，所有学童均须学 

习这两种语言.在各个地区，所有的人都使用其"民族"语言.贸易中使用一 

种称为"洋经滨"的混杂语言， 

8 2 6 . 喀麦隆是一个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国家，伹政府补助陷于财政困难的私立学 

校.许多父母没有能力支付要收的费用，而教师又进行了罢教.政府在这些情 

况 下 进 行 干 预 . 1 9 8 6年，支付了很大一笔费用以补助私立学校，将对法律进 

行修正，以反映这种情况. ― 

827 ‧《宪法》中没有条款规定职位按种族分配，政治上的逻辑要求考虑到社 

会上的所有部门.《宪法》没有规定共和国总统必须由某种特定出身的人来抠任‧ 

共和国总统在自己不能履行职务时可提名一位部长代理.如果共和国总统一职出 

缺，则由国民议会主席代行其权力，直至新总统当I 共和国代理总统不能修改 

《宪法》，不能改变政府的组成情况或要求举行公民表决. 

828. 裉告中的数字60, 000人指的只是^适当登记的持有居住许可证的外国人i 

该数字不包括居住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的尼日利亚国I 

829. 1 9 7 8年，喀麦隆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 

签订了一份东道国协定相一份关于难民的收柳遣返事务的协^ 然而，没有关 

于难民的特别立法。政厨向当地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提供物资相行政援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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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t 、 
830. 他说，委员会关于《公约》第4条实施情况的S:见将会被转达给政府，以 

便弥补《刑法》在这方面的缺陷。提到奴隶制的《刑法》第2 9 3条纯粹是出于 

预防的目的 * 

8 3 1 . 在答复有关司法官员独立性的问题时，该代表强调说，《喀麦隆宪法》中 

所规定的权力分配情况同所有民主国家相同，即分为执行、立法相司法三个部门， 

司法部门由司法部长领导，该部长在司法界中起协调作用。法庭法官是独立的， 

但出于行政目的，归司法部领导。同其他国家一样，司法官员由检察官和法官组 

成。在一定的程度上，检察官在司法邵的领导下仃事，因为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社 

会和促使执行法律，而法官则是完全独立的。不达最近碉实同律师协会发生了 

一些问题，该协会试图干预某桩案件《 已通知该协会说，在结束调査和将该案提 

交法庭之后，将批准它干预此！^ 

832. 喀麦隆还没有设巡视官。喀菱隆的法律制度是一种结合了英国法律相法 

国法律的混合产物。不过，设有一位法官专司工作分派，有权指定法庭审理需要 

立即觯决的案件。 

833. 他告诉委员会说，在小学和中学的课程中以公民教育的形式进行人权教賣。 

研究院，特别是法律系相文学系组织讲漬以纪念人权日和关于各种专题的文化活动, 

其中包括人权和防止种族歧视专I 

埃塞俄比亚 

834. 委员会 1 9 8 7 年 3 月 1 8 日 第 8 0 1次会议（CERD/C/sR. 8 0 1 ) 审 

议了埃塞俄比亚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CERD/C/129/Add. 1 )。 

835. 埃塞俄比亚代表介绍了该报告。他向委员会讲述了与提交报告以来在埃 

塞俄比亚进行的宪章起蕈活动有关的发恭 "^由代表党相国家机关、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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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协会、宗教机构和备个民族的人员和知名人士组成的宪法起蕈委员会提出了与 

宪法辈案条款有关的建仏 宪法蕈案用15种当地语言和3种外语出版，供民众 

讨 论 相 提 出 ‧ 修订过的宪法萆案经公民表决获得通过，8 1%的人投赞成巢， 

836. 由于埃塞俄比亚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在委员会和该締约国之间保持对话的机 

会，委员会成员对该报告表示欢逃 不过，他们指出，该报告不符*员会的指 

导 方 针 1 ) , 而 且 缺 少 关 于 《 公 约 》 实 质 性 条 款 ， 特 别 是 关 于 

第4条和第6条执行情况的资料。 

837. 委员会成员欢迎埃塞俄比亚代表提供的关于《埃塞俄比亚宪法》的发展情 

况的资料。他们要求了解关于新《宪法 >对于埃塞俄比亚社会改组的^响的详细 

情况，并强调窬要提供新《宪法》有关部分的条文，以便评价执行《公约》的程& 

委员会还问，上一次报告中提到的为地区自治所作安排是否反映在新《宪法》之中, 

以及地区自治同自决之间是什么关系。 

838. 委员会成员希望，埃塞俄比亚的下一次报告将列入关于人口的种族组成情 

况的资*k 要求提供关于埃塞俄比亚民族研究院的进一步资料。委员会成员还 

希望得到关于 埃暴俄比亚境内的难民和关于同邻国签订处理难民问题的协定情况的 

m. 
839.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成员祝贺埃塞俄比亚反对种族隔离的积极政 

策，并要求得到关于援助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团结基金的进一步资料。 

840. 关于《公约》笫4条，委员会成员希望政府会通过特定的立法，使该条款 

发生效用。 

841. 关于《公约》第5条，委员会成员要求得到资料，说明埃塞俄比亚工人党 

的政策、纲领相组成情况，该国的教育程度相政府为使村民移居而采取的揞:^ 

842. 埃塞俄比亚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在联合国的协助下进 

行了人口普査，希望在编制下一次定期报告时可以有所胬要的全部资料。《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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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0至6 2条规定了关于地区自治的安排《 同吉布提达成了一项关于难民问题 

的协议，上一次定期报告中已提到过该协议。自那时以来，通过难民专员办事处 

同索马里达成了一项遣返难民的安排。 

843. 十年计划特别强调通过提供并推广电力供应、卫生服务、道路、邮政服务 

相其他设施来促进农村发& 正在执行一项三年的中期计划，使埃塞俄比亚在粮 

食 上 自 给 自 & 自革命以来，教育中强调的是实际方面的内容，镧订了注重科学 

的课程，以便为发展提供人力a 

844. 所有他未能回答的其他问题将提交给埃塞俄比亚政府。 

C关于议事规则第 6 7条的提案革案 

845. 委员会1 98 7年 3月 1 9日第8 0 2次会议（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了 

班坦先生提交的拟补加成为委员会议事规则笫6 7条新的笫4款的提案箪案。该提 

案是关于各締约国的报告问t 委员会在交换意见之后，同！:推迟到以后的会议 

上讨论该提案萆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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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i 义根据《公约》第 1 4条提出的来文 

^ a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i 4条，自称为締约国侵犯本 

公约^载任何杈利并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教办法的个人或小人联名可向消除种 

族歧视委员会提出书面来文，以供审査。在 1 2 4个加入或批准该《公约》的国 

家中有 1 2个国家巳声明承认 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査根据《公约》第 1 4条提出的 

来文。*这些国家是：哥斯达黎加、丹麦、厄瓜多尔、法国、冰岛、意大利、荷兰、 

掷威、秘鲁、塞内加尔、瑞典和鸟拉圭。如果来文所涉《公约》締约国不承认委 

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査这种来文，则委员会不得接受这种来文。 ― 

8 4 7 . 根据《公约》第 1 4 条 提 出 的 来 文 的 审 i i X 作 ； 开 会 议 ^ (委员会 

议事规则第 8 8 条）。有关委员会按照笫 1 4条的规定进行的工作的所有文件 

(当事各方提出的文件以及委员会其他工作文件）均为机密文件。 

8 4 a 委员会在根据《公约》第 1 4条的规定进行工作时，可以由不多于 5名委 

员会成员组成的工作组协助工作，»文是否符合被接受条件（第 8 7条）或对已 

宣布可予接受的来文应釆取何种行动（第9 5条，第 1款）的问题提出建议。 

8 4 a 委 员 会 在 1 9 8 4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开始按照《公约》第 1 4条的规定工 

作 。 它 在 1 9 8 6年第三十三届和 1 9 8 7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继续按照第 1 4 

条工作。委员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宣布按照《公约》% 1 4 

条可以接受一项来文。这项决定规定了締约国就案情提出来文和来文作者提出他 

希望就案件发表的意见的时限。在委员会举行其缩短的笫三十五届会议时，来文 

作者发表意见的时限尚未逾期。因此，审议上述来文的工作推迟到委员会下届会 

8 5 a 根据《公约》第 1 4条第 8款，委员会将在年度报告中载入它所审议的来 

文的摘要和有关締约国的解释和意见，以及委员会自己就此提出的建议。委员会 

根据《公约》第1 4条进行的工作尚^^到这个提出报告的阶段。 

* 委 员 会 自 1 9 8 2 年 1 2月 3日起得以行使《公约》第 1 4条第 9款所规定的 

职权。 

一 190 一 



々依照《公约》笫 1 5条的规定，对有关托管和非自治领土 

以及适用大会第 1 5 1 4 (XV)号决议的所有其他领土的 

请愿书副本、报告副本和其他情报的审议 

851. 委 员 会 在 1 9 8 6 年 3 月 2 0 日 第 7 7 5次会议（第三十三届会议），1987 

年 3 月 1 9日第80欢会议（第三十四届会议）和I 9 8 7 年 8 月 6 日 第 8 1 1和 

第81狄会议（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了本项目。 

852.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擠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年度报告*讨论了 é管理事 

会在 1 9 8 5年第五十二届会议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 

员会在1 9 8 4年会议依照《公约》第I 5条和 1 9 6 5年 1 2 月 2 1日大会第 

2106B(XX)号决议的规定釆取的行动。委员会审议了托管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 

在 1 9 8 5年向它提送的报告副本和其他情报后表示的意见和建议载于它提交大会 

的报告第619段中。 

8 5 a 大会1 9 8 5年 1 1 月 2 9日第 4 0 / 2 8号决议除其它事项外注意到消除 

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和报告中有关适用大会第15 

1 4 (XV)号决议的托管和非自治领土及其他领土的部分；提请联合国各有关机构 

注意委员会有关上述各领土的意见和建议，呼吁这些机关确保向委员会提供关于这 

些领土的所有有关资料，并敦促各管理国与这些机关合作，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料， 

以便委员会得以履行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1 5条应负的各项 

责任，认为除非是由联合国各主管机构遵照公约第1 5条的规定提交关于适用大会 

第 1 5 1 4 U V )号决议的各领土的资料，否则委员会不应考虑这类资料。大会还 

强烈谴责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的种族隔离政策，认为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并敦促全 

体会员国依照大会、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的有关决议釆取有效的政治、经 

济和其他措施，以便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格尊严的合 

法斗争并消除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赞扬委员会继续努力争取消除基于种族、 

肤色、血统或民族本源的一切形式的歧视，特别是消除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的种族 

隔离*并喜见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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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4在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秘书长将特别委员会在 1 9 8 5年就 

《公约》第1 5 条所釆取的行动通知委员会。在 1 9 8 6 年 8 月 1 1日第 1 3 0 2 
次会 i 5 L L ,特别委员会鉴于《公约》第 I 5条和大会第 4 0 / 2 8号决议要求它提供 

的资料，决定请各有关管理国将所要求的情报列入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崗款向 

秘书长递送的年度报告内。 6后来，秘书长获知，特别委员会在 1 9 8 6年并未 

收到任何属于《公约》笫 1 5条规定的请愿书。 

8 5 5 .秘书长将托管理事会笫五十四届（ 1 9 8 7年）会议关于《公约》第 1 5 

条釆取的行动，通知了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托管理事会在 1 9 8 7年 5月 2 1 
日举行了第1 6 3 6次会议，将其笫五十四届会议议程上题为"与消除种族歧枧委 

员会合作"及"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两个项目合并审议。 

理事会决定注意到其理事国之一对此问题的发言（T/?X 1 6 3 6)。 托管理事会对 

上文提到的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没有釆取进一步的行动。 

8 5 d然而，基于托管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早先的决定，秘书长将下文附件四所 

列文件递送委员会第三十三届、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会议。 

8 5 7 .委员会在第三十三届和笫三十四届会议上认可指派三个工作组的成员，负 

责审査按照《公约》第 1 5条提交委员会的文件，并就它们的审査结果及它们的意 

见和建议向委员会提出报告，以供委员会笫三十五届会议审议。在委员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期间开会的各工作组由下列成员组成： 

(a) 大西洋和加勒比各领土，包括直布罗陀 

斑顿先生西卡诺维克先生，沙希先生和尤特齐斯先生，以斯塔鲁辛科先生 

为召集人； 

(b) 太平洋和印度洋各领土 

阿布尔•内史尔先生，卡拉西米奥诺夫先生和宋先生，以谢里菲斯先生为 

召集人； 

(c) 非洲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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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杜先生，贝奇尔先生，布劳恩施魏格先生，兰普提先生和奥柏格先生, 

以德派罗拉‧巴尔塔先生为召集人。 

委员会还同意帕尔奇先生担任三个工作组召集人的主席。 

8 5 a依照既定惯例，委员会于第三十五届会议同意在依照《公约》第 1 5条的 

规定表示的意见和建议的定稿前面加添下列说明：（a )委员会不依照《公约》第 1 5 

条第 3款规定提出"从联合国各机关收到的请愿书和报告摘要"，而提出此等文件 

的一览表；（见下文附件四）（b)委员会按照《公约》第1 5 条 笫 2 (a)和（b)款， 

应针对它从联合国各机关收到的请愿书和报告，向各机关提出"所表示的意见和建 

议"，但不将这些意见和建议编为许多个别文件，而编为一份综合文件，依照《公 

约》第1 5条第 3款的规定提交大会，并附送联合国有关机关。 

8 5 a 委 员 会 在 1 9 8 7 年 8 月 6 日 第 8 1 1次和第 8 1 2次会议上审议了上文 

提到的三个工作组的报告，经修正后，逐段通过。 

8 6 a 委员会审议了依照《公约》第 1 5条的规定在 1 9 8 6 - 1 9 8 7年向它镌交的 

报告副本和其他情报后表示的意见和建议，业经委员会第8 1 2次会议通过，内容 

如下：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审査了托管理事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憒况特别委员 

会按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笫1 5条第2款的规定向它提送的 

有关托管和非自治领土以及^大会第 1 5 1 4 (XV)号决议的一切其他领土 * 

的文件所载情报， 

"希望促请大会、托管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注意它依照《公约》第1 5条 

所规定的义务提出的下列意见和建议： 

一般 

"总地来说，委员会感到难以充分而适当地履行它根据《公约》第1 5 条 

所承担的职能，因为联合国主管机构 根据这一条所提供的文件中多数没有包括 

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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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料。因此，委员会再次请这些机构向它镌供《公约》第1 5条明确提 

到的材料，即请愿书以及关于管理国在《公约》第1 5条，笫 2 ( b )款中揋到 

的领土中所实行的与《公约》的原则和目标直接有关的立法，司法，行政或其 

它措施的报告。此外，取消 1 9 8 6年署期会议和缩短1 9 8 7年署期会议 

大大彩响了这方面的工作。 

"A.大西洋和加勒比各领土、包括直布罗陀 

委员会审查了特别委员会 报告中提交的资料和大不列«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的第九次定期报告中所载的资料，后者载有附厲领土目前情况的筒介. 

"关于管理国有义务确保在附厲領土中不存在种族攱视的评论，委员会希 

望发表以下意见： 

英爲维尔京群^ 

委员会注意到，在高级人员中，通过训练使公务员制度"地方化"是成功 

的.需作出特殊努力以使这个进程扩大到初级人员中• 

开曼群岛 

委员会敦促大力执行在国民变得更合格时以他们来取代移居国外者的政策.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委员会重申它对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之间为谋求尽快和 

平、公正和最终地解决有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墙而进行 

的谈判缺乏进展表示关切. 

蒙特塞拉特 

就公务员制度、旅游和第三级服务而言，关于开曼群岛情况的上述意见也 

同样适用于蒙特塞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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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厲维尔京群岛 

美属维尔京群岛的经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旅游业和与此有关的活动， 

旅游业的收入在1 9 8 5年占该领土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委员会希望获 

得关于该群岛人民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公约》的保护，特别是这种对旅游业的 

依赖对种族关系有何彩响的更多资料. 

B .太平洋和印度洋各领土 

由于联合国主管机构根据《公约》第15条提供的文件未包括有关资料， 

所以,委员会感到，特别是就太平洋和印度洋各领土而言，委员会无法履行它 

根据《公约》笫15条承担的职能. 

C .非洲各领土 

纳米比亚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组织了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 

国际会议并欢迎会议通过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宣言》和《关于 

纳米亚问题的行动纲领》。它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和分割政策或称"班图斯坦 

化"政策.通过这种政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学&医院和其它场所 

实行种族隔离，并在教育、保健、就业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其它方面对纳米比亚 

的广大群众实行严重的种族歧视.它关切地注意到继续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平均 

的问题，以及纳米的黑人的所学课程的形式和内容都很低劣，这显然是为 

了阻止黑人的社会发展,并确保他们与白人相比继续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委 

员会认为，黑人多数所使用的保健设施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这是不人道 

的；它谴责在为黑人提供医疗救护方面存在的甚至更为严重的限制，这是因为 

戒严令和宵禁使保健人员较难提供医疗并使黑人病人由于害怕警 察或军队的骚 

扰而不去医院治疗.它呼吁取消镇压性法律，因为这些法俥破坏了黑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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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并使黑人人口遭受了无穷苦难；它呼吁停止对全人口实行恐怖统治，这种 

法斗争所作出的反应的一部分.它谴责纳米比亚绝大多数黑人工人被迫忍受的 

奴隶似的生活条件,以及使他们束缚于雇主并阻止他们在国内自由活动的成套 

的限制和控制.它震惊地注意到由于南非的非法占领而造成的战争状态和镇压 

M来越多的纳米比亚人被迫逃离本国,变成邻国的难民；对联合国各机构， 

示赞赏；并谴责南非占领军对安哥拉的难民营发动的野蛮袭击.它再次对南非 

和其他外国经济利益集团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造成它的经济的所有 

各部门的严重衰落并直接影响黑种纳米比亚人的已经令人震愫的生活情况，深 

表痛惜‧最后，委员会再次呼吁迅速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种占 

委员会回顾了它曾要求随时通知它关于所建议的于1 9 8 3年 1 2月在西 

撒哈拉举行全民投票的发展情况；它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主席 

在大会 1 9 8 5年 1 2月2日第40/50号决议的范围内进行释旋方面所进行 

的调解活动.它还满意地注意到在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和在 

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M会议的意见，这两次会议重申，西撒哈 

拉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执行非洲统一组织AHG/Res 0104(XIX)号决议和大 

会第39/40和第40/50号决议，这些决议指出了公正和最后解决西撒哈拉冲 

突的途径和办法.委员会对该领土的目前局势感到关切，它表示希望加快进行 

所建议的全民投票并再次要求随时通知它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和各邻国, 

西撒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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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 

8 6 1 . 委员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第774次会议），第三十四届会议（第796次 

和第 8 0 0至 8 0 2次会议）和第三十五届会议（第 8 0 9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 

百。 

8 6 2 . 委员会为审议本项目收到了秘书长送交的关于根据《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 

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而进行的活动的所有有关文件， 

8 6 3 . 在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不限成员名額的工作组主席朗普泰先生介绍 

了本项目.这个工作组是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设立的，以研究是否可能与委员会今 

后的会议之一^^举行一次讨论会，作为委员会对第二个十年的贡献.工作小组包 

括以下五个成员：兰普提先生，奥柏格先生,沙希先生，斯塔鲁辛科先生和尤特齐 

斯先生.朗普泰先生在代表工作小组发言时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些关于讨论会的曰期、 

地点、期限、目标和议题，以及哪些人参加的建议*委员会就其中一些建议达成了 

一致意见并决定，秘书处将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提出一份文件，说明讨论会所涉经 

费问题，以使委员会能就此事项作出决定.但是，定于1 9 8 6 年 8 月 4 日 至 2 2 

日举行的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由于资金不足而推迟到1 9 8 7年 3月（见第二节） ‧ 

8 6 4 . 在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介绍了本项目，他 

将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亊会建议计划在1 9 9 0 — 1 9 9 3年一一这十年的其余 

几年一一中进行的活动通知委员会.他请委员会成员审议这些建议并将他们的意见 

告知秘书长.应委员会要求，日内瓦新闻处处长将新闻部为实施《第二个十年行动 

纲领》而进行的活动通知委员会。 

8 6 5 . 在 1 9 8 7 年 3 月 1 9日第 8 0 2次会议上，委员会对建议革案的案文， 

略加修正，予以通过.所通过的案文载于第八A节，第1 ( X X X I V )号决定中. 

8 6 6 .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主席克里蒙纳先生介绍了本项目，并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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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给他的一封侑，特别提请委员会注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7/2号决议，经社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征求齡国有关机构和专门机构 

对 1 9 9 0 —1993年活动计划革案编制工作的评论，意见和建议并将其转达大 

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发送来的关于根据《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 

所进行的活动的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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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夯 员 会 1 9 8 6— 1 9 8 7年期间通过的决定 

A ‧第三十四届会议 

1 (XXXIV).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意识到按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促进全球执行《公约》 

各项规定的责任， 

注意到联合国向种族主义 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持续活动方案因宣布向种 

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更为加强,作为这一方案的 

一部分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回顾委员会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关过去对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 

斗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的成功作出的努力， 

表示决心在其活动范围内尽可能促进实现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 

第二个十年的目标， 

强调《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 

斗 的 个 十 年 ^ # 了 ^ 规 自 领 ， 

对秘书长邀请委员会就1 9 9 0 - 1 9 9 3年期间活动计划草案提出意见 

和建议表示赞赏， 

1 .决定提请秘书长、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应该把《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认为是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活动的一项 

永久性规范和体制纲领； 

2.！秘书长、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优先注意争取全世界批准《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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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欢迎打算于1 9 9 0 — 1 9 9 3年期间进行的各项活动中着手一项全 

球调査，;《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在多大程度上已译为国家或 

地方语文，或予以散发，以期拟订进一步措施，使《公约》更为人熟知、了觯 

和赞赏； 

4 .特别鼓励打算于 1 9 9 0 - 1 9 9 3年期间在世界上各主要区域主办 

一系列区域讲习班，讨论下述两方面的经验：向种族主义和基于种族、肤色、 

血统、民族或种族出身的歧视进行战斗方面，以及法律的通过方面； 

5 .希望委员会与前段所述举办的区域讲习班密切联系； 

6•关心地注意到打算于1 9 9 0 — 1 9 9 3年期间召开一次締约国特别 

会议，评价在执行《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方面取得的经验; 

7 .决定探讨是否可能尽早举办一次讨论会,会上议程项目将列入一项关 

于自1 9 7 0年以来在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方面取得的经 

验； 

8.还决定委员会作为年度审议执行《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 

第二个十年^纲领》方面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将特别注意其本身对执行这 

项纲领作出的贡献，以及按照这项纲领所进行活动能够如何有助于普遍实嫩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各项目标， 

1 9 8 7年 3月 1 9日 

第 8 0 2次会议 ' 

2 (XXXIV).締约国按照《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应付分摊会费以 

及《公约》的前景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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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遗憾地忆及夯员会1 9 86年夏季会议已予取消， 

还忆及由于取消该次会议，娈员会未能按照《公约》第9条第2款的规定, 

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并未能按照《公约》第14条的规定，处理重要的个人 

来文事项， 

1 .授权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出席締约国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2.希望向締约国会议提出以下建议: 

(a) 締约国会议考虑设立一个締约国最高级代表三人或五人小组，吁请拖 

欠会费的締约国常驻代表缴费，以期协助秘书长立即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 

取欠缴的分摊会费； 

(b) 会议吁请所有尚未这样傲的締约国在1 9 8 7年6月底以前缴付它们 

的1 9 8 7年分摊会费， 

1 9 8 7年 3月 2 0日 

第8 0 4次会议 

B ‧ 笫三十五 届会议 

1 (XXXV).締约国按照《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应缴分摊会费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对若干締约国未按《公约》缴付会费，导致娈员会1 9 8 6年8月届会取 

消 ， 1 9 8 7年8月届会缩短两周，深表关切, 

注意到这种情况使委员会无法如《公约》所要求的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提交年度报告，并导致更加延迟履行其按照《公约》的实质性义务， 

注意到《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在联合国系统内向全世界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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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种族歧视现象进行战斗方面的卓越表现，而且《公约》原则和目标获得普遍 

接受， 

还注意到大会和其他人权机构呼吁娈员会必须作出贡献,以保护和促进人 

权 及 鉢 自 由 ， 

深信委员会1 7年来在抵制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方面有效的工作和经验不 

应在"iïï情形下被危及， 

对于世界上许多部分不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现象感到惊恐, 

严重关切尽管大会、締约囿会议、秘书长和委员会本身就按照《公约》缴 

付分摊会费提出了种种紧急呼吁,阻挠委员会适当运作的情况继续恶化， 

意识到《公约》内实验性的双重筹资办法造成无可预知的困难， 

深信大 会不会因委员会成员出席两次年度会议所需费用筹供不足让这个向 

种族 ¥1和种族攱视进行战斗方面受到最广泛接受的文书和机制遭到阻碍， 

建议大会在找到一个充分满意的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以前,考虑过去的做 

法，授权秘书长继续预付委员会成员的费用，使委员会能够继续其重要的工作, 

1 9 8 7 年 8 月 6 日 

第 8 1 1 次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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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参看《《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第十次缔约国会议正式记录，决定》(CERD/ 

SP/26). 
8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2 7号》（A/8027),附件 

三， A节.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8 5 . X I V . 2 , 

4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8号》（A/4Q/18 ) ,第五 

聿. 

， 同上，第七聿，B节，第1 ( X X X I I )号决見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2 3号》（A/41/23),第1 

部分，第13 1 — 13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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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 ‧ 截 至 1 9 8 7 年 8 月 7 日 止 《 消 除 一 切 形 式 

~ 种 族 歧 视国际公约》的締约国 

国 家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生效日期 

阿富汗 i 9 8 3 年 7 月 6 日 a 1 9 8 3 年 8 月 5 B 

阿尔及利亚 i 9 7 2 年 2 月 1 4 日 1 9 7 2 年 3 月 1 5 曰 

阿根廷 i 9 6 8 年 1 0 月 2 日 1 9 6 9 年 1 月 4 H 

澳大利亚 i 9 7 5 年 9 月 3 0 日 1 9 7 5 年 1 0 月 3 0 H 

奥地利 i 9 7 2 年 5 月 9 日 1 9 7 2 年 6 月 8 H 

巴哈马 i 9 7 5 年 8 月 5 日 b 1 9 7 5 年 8 月 5 曰 b 

孟加拉国 i 9 7 9 年 6 月 1 1 日 a 
1 9 7 9 年 7 月 1 1 曰 

巴巴多斯 i 9 7 2 年 1 1 月 8 日 a 1 9 7 2年 1 2月 8 曰 

比利时 i 9 7 5 年 8 月 7 日 1 9 7 5 年 9 月 6 日 

坡利m i 9 7 0 年 9 月 2 2日 1 9 7 0 年 1 0月 2 2 曰 

博茨瓦纳 i 9 7 4 年 2 月 2 0 日 a 1 9 7 4 年 3 月 2 2 

巴西 i 9 6 8 年 3 月 2 7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曰 

保加利亚 i 9 6 6 年 8 月 8 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曰 

布尔基纳法索 i 9 7 4 年 7 月 1 8 日 a 1 9 7 4 年 8 月 1 7 曰 

布隆迪 i 9 7 7 年 1 0 月 2 7 日 1 9 7 7年 1 1月 2 6 0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i 9 6 9 年 4 月 8 日 1 9 6 9 年 5 月 8 0 

喀麦隆 i 9 7 1 年 6 月 2 4 日 1 9 7 1 年 7 月 2 4 曰 

加拿大 i 9 7 0年 1 0 月 1 4日 1 9 7 0 年 1 1月 1 5 H 

佛得角 i 9 7 9 年 1 0 月 3 日 a 1 9 7 9年 1 1月 2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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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附件一（续）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生效日期 

中非共和国 1 9 7 1 年 3 月 1 6日 

乍得 1 9 7 7 年 8 月 1 7 日 a 

智利 1 9 7 1 年 1 0 月 2 0 日 

中国 1 9 8 1年 1 2 月 2 9 日 a 

1 9 8 1 年 9 月 2 日 

哥斯达黎加c 1 9 6 7 年 1 月 1 6日 

科特迪瓦 1 9 7 3 年 1 月 4 日
a 

古巴 1 9 7 2 年 2 月 1 5日 

塞浦路斯 1 9 6 7 年 4 月 2 1日 

捷克斯洛伐克 1 9 6 6 年 1 2 月 2 9日 

民主柬埔寨 1 9 8 3 年 1 1 月 2 8 日 

民主也门 1 9 7 2 年 1 0 月 1 8 日 a 

丹麦 1 9 7 1 年 1 2 月 9 日 

多来尼加共和国 1 9 8 3 年 5 月 2 5 日 a 

厄瓜多尔 c 1 9 6 6 年 9 月 2 2 日 a 

m. 1 9 6 7 年 5 月 1 日 

萨尔瓦多 1 9 7 9年 1 1 月 3 0 日 a 

埃 塞 俄 腿 1 9 7 6 年 6 月 2 3 日 a 

斐济 1 9 7 3 年 1 月 1 1 日 b 

芬兰 1 9 7 0 年 7 月 1 4日 

法 国 e 1 9 7 1 年 7 月 2 8 日 a 

加蓬 1 9 8 0 年 2 月 2 9日 

冈比亚 1 9 7 8年 1 2 月 2 9 日 a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9 7 3 年 3 月 2 7 日 & 

1 9 7 1 年 4 月 1 5日 

1 9 7 7 年 9 月 I 6日 

1 9 7 I年 1 1月 1 9曰 

1 9 8 2 年 1 月 2 8日 

1 9 8 1年 1 0 月 2 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1 9 7 3 年 2 月 3 日 

1 9 7 2 年 3 月 1 6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1 9 8 3 年 1 2 月 2 8日 

1 9 7 2年 1 1 月 1 7日 

1 9 7 2 年 1 月 8 日 

1 9 8 3 年 6 月 2 4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1 9 7 9 年 1 2 月 3 0 日 

1 9 7 6 年 7 月 2 3 日 

1 9 7 3 年 1 月 1 1 日 b 

1 9 7 0 年 8 月 1 3日 

1 9 7 1 年 8 月 2 7 日 

1 9 8 0 年 3 月 3 0日 

1 9 7 9 年 1 月 2 8 日 

1 9 7 3 年 4 月 2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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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附件一(续）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生效日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6 9 年 5 月 1 6 

加纳 1 9 6 6 年 9 月 8 曰 

希腊 1 9 7 0 年 6 月 1 8 曰 

危地马拉 1 9 8 3 年 1 月 1 8 曰 

几内亚 1 9 7 7 年 3 月 1 4 B 

圭亚那 1 9 7 7 年 2 月 1 5 H 

海地 1 9 7 2 年 1 2月 1 9 曰 

教廷 1 9 6 9 年 5 月 1 曰 

匈牙利 1 9 6 7 年 5 月 1 H 

冰岛 c 1 9 6 7 年 3 月 1 3 0 

印度 1 9 6 8 年 1 2 月 3 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9 6 8 年 8 月 2 9 曰 

伊拉克 1 9 7 0 年 I 月 1 4 

以色列 1 9 7 9 年 1 月 3 曰 

意大利 c 1 9 7 6 年 1 月 5 曰 

牙买加 1 9 7 1 年 6 月 4 曰 

约旦 1 9 7 4 年 5 月 3 0 曰 a 

科威特 1 9 6 8 年 1 0 月 1 5 曰& 

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 1 9 7 4 年 2 月 2 2 曰 a 

黎巴嫩 1 9 7 1年 1 1月 1 2 曰& 

莱索托 1 9 7 1年 1 1月 4 曰 a 

利比里亚 1 9 7 6年 1 1月 5 曰 a 

1 9 6 9 年 6 月 1 5 B 

1 9 6 9 年 1 月 4 曰 

1 9 7 0 年 7 月 1 8曰 

1 9 8 3 年 2 月 1 7曰 

1 9 7 7 年 4 月 1 3 B 

1 9 7 7 年 3 月 1 7曰 

1 9 7 3 年 1 月 1 8曰 

1 9 6 9 年 5 月 3 1曰 

1 9 6 9 年 1 月 4 曰 

1 9 6 9 年 I 月 4 

1 9 6 9 年 1 月 4 曰 

1 9 6 9 年 1 月 4 曰 

1 9 7 0 年 2 月 1 3 B 

1 9 7 9 年 2 月 2 曰 

1 9 7 6 年 2 月 4 B 

1 9 7 1 年 7 月 4 曰 

1 9 7 4 年 6 月 2 9曰 

1 9 6 9 年 1 月 4 曰 

1 9 7 4 年 3 月 2 4曰 

1 9 7 1年 1 2月 1 2曰 

1 9 7 1 年 1 2 月 4 B 

1 9 7 6年 1 2月 5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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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续） 

国 家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 9 6 8 年 7 月 3 日 & 

卢 鰱 1 9 7 8 年 5 月 1 日 

马达加斯加 1 9 6 9 年 2 月 7 日 

马尔代夫 1 9 8 4 年 4 月 2 4 日 & 

马里 1 9 7 4 年 7 月 1 6 日 a 

马耳他 1 9 7 1 年 5 月 2 7 日 

毛里求斯 1 9 7 2 年 5 月 3 0 日 a 

墨西哥 1 9 7 5 年 2 月 2 0 日 

蒙古 1 9 6 9 年 8 月 6 日 

摩洛哥 1 9 7 0 年 1 2 月 1 8日 

莫桑比克 1 9 8 3 年 4 月 1 8 日 a 

纳来比亚 1 9 8 2 年 1 1月 1 1 日 a 

尼泊尔 1 9 7 1 年 1 月 3 0 日 a 

荷 兰 c 1 9 7 I 年 1 2 月 1 0 日 

新西兰 1 9 7 2 年 1 1 月 2 2 日 

尼加拉瓜 1 9 7 8 年 2 月 1 5 日 a 

尼日尔 1 9 6 7 年 4 月 2 7日 

尼日利亚 1 9 6 7 年 1 0 月 1 6 日 a 

挪威c 1 9 7 0 年 8 月 6 日 

巴基斯坦 1 9 6 6 年 9 月 2 1日 

巴拿马 1 9 6 7 年 8 月 1 6 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1 9 8 2 年 1 月 2 7 日 a 

生效日期 

1 9 6 9年 1月4日 

1 9 7 8 年 5 月 3 1日 

1 9 6 9年 3月 9日 

1 9 8 4 年 5 月 2 4 日 

1 9 7 4 年 8 月 1 5日 

1 9 7 1年 6月 2 6日 

1 9 7 2 年 6 月 2 9日 

1 9 7 5 年 3 月 2 2 日 

1 9 6 9年 9月 5日 

1 9 7 1年 1月 1 7 日 

1 9 8 3 年 5 月 1 8曰 

1 9 8 2 年 1 2 月 1 1日 

1 9 7 1年 3月 1日 

1 9 7 2年 1月 9日 

1 9 7 2 年 1 2 月 2 2 日 

1 9 7 8 年 3 月 1 7 日 

1 9 6 9年 1月 4日 

I 9 6 9年 1月 4日 

1 9 7 0年 9月 5日 

1 9 6 9年 1月 4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1 9 8 2 年 2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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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续） 

s 家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生效日期 

秘魯 c 1 9 7 1年 9月 2 9日 1 9 7 1 年 1 0 月 2 9日 

菲律宾 1 9 6 7 年 9 月 1 5 日 1 9 6 9年 1月 4日 

波兰 1 9 6 8 年 1 2 月 5 日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葡荀牙 1 9 8 2 年 8 月 2 4 日 & 1 9 8 2 年 9 月 2 3 日 

卡塔尔 1 9 7 6 年 7 月 2 2 日 a 1 9 7 6 年 8 月 2 1日 

大韩民国 1 9 7 8 年 1 2 月 5 日 a 
1 9 7 9年 1月 4日 

罗马尼亚 1 9 7 0 年 9 月 1 5 日 a 1 9 7 0年 1 0 月 1 5日 

卢旺达 1 9 7 5 年 4 月 1 6 日 a 
1 9 7 5 年 5 月 1 6日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9 8 1年 1 1 月 9 日 a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 

塞内加尔 c 1 9 7 2 年 4 月 1 9日 1 9 7 2 年 5 月 1 9 日 

塞舌尔 1 9 7 8 年 3 月 7 曰 a 1 9 7 8年 4月 6日 

塞拉利昂 1 9 6 7 年 8 月 2 日 1 9 6 9年 1月 4日 

所罗门群岛 1 9 8 2 年 3 月 1 7 日 b 
1 9 8 2 年 3 月 1 7 日 b 

索马里 1 9 7 5 年 8 月 2 6 日 1 9 7 5 年 9 月 2 5日 

西班牙 1 9 6 8 年 9 月 1 3 日 a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斯里兰卡 1 9 8 2 年 2 月 1 8 日 & 1 9 8 2 年 3 月 2 0日 

苏丹 1 9 7 7 竽 3 月 2 1 日
a 

1 9 7 7 年 4 月 2 0日 

苏里南 1 9 8 4 年 3 月 1 5 日
b 

1 9 8 4 年 3 月 1 5 日
b 

斯威士兰 1 9 6 9 年 4 月 7 日 a 1 9 6 9 年 5 月 7 日 

瑞典c 1 9 7 1 年 1 2 月 6 日 1 9 7 2 年 1 月 5 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面 1 9 6 9 年 4 月 2 1 日
a 1 9 6 9 年 5 月 2 1日 

多哥 1 9 7 2 年 9 月 1 日 & 1 9 7 2 年 1 0 月 1 日 

汤加 1 9 7 2 年 2 月 1 6 日
a 

1 9 7 2 年 3 月 1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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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 " ( 续） 

1 家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生效日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9 7 3 年 1 0 月 4 日 1 9 7 3 年 1 1 月 3 日 

突尼斯 1 9 6 7 竽 1 月 1 3日 1 9 6 9 年 I月 4日 

鸟干达 1 9 8 0 年 1 1月 2 1日 & 1 9 8 0 年 1 2 月 2 1 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1 9 6 9 年 3月 7日 1 9 6 9 年 4月 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 和 国 織 1 9 6 9 年 2月 4日 1 9 6 9 年 3月 6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s 1 9 7 4 年 6 月 2 0 日 & 1 9 7 4 年 7 月 2 0 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1 9 6 9年 3月 7日 1 9 6 9年 4月 6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 9 7 2 年 1 0 月 2 7 曰 a 1 9 7 2 年 1 1 月 2 6 日 

乌拉圭 c 1 9 6 8 年 8 月 3 0 日 1 9 6 9 年 1月 4日 

娈内瑞拉 1 9 6 7 年 1 0 月 1 0 日 1 9 6 9年 1月 4曰 

越南 I 9 8 2 年 6 月 9 日 a 1 9 8 2 年 7月 9日 

南斯拉夫 1 9 6 7 年 1 0 月 2日 1 9 6 9年1月4日 

礼伊尔 1 9 7 6 竽 4 月 2 1 日 a 1 9 7 6年 5月 2 1日 

赞 隠 1 9 7 2年2月4曰 1 9 7 2 年 3月 5日 

注 

a 加入， 

b收到继承通知日期 ‧ 

c作出《公约》第 1 4条第1款所规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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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出《公约》第1 4条第1款所规定的声明的締约国 

締 约 n 交存声明日期 生效日期 

哥斯达黎加 ï 9 7 4年 1月 8日 1 9 7 4年 1月 8日 

丹麦 ï 9 8 5 年 1 0 月 1 1日 1 9 8 5 年 1 0 月 1 1日 

厄瓜多尔 ï 9 7 7 年 3 月 1 8 日 1 9 7 7 年 3月 1 8日 

法囿 ï 9 8 2 年 8月 1 6 日 I 9 8 2 年 8月 I 6日 

冰岛 ï 9 8 1年 8月 1 0日 1 9 8 1年 8月 1 0日 

意大利 ï 9 7 8 年 5月 5日 1 9 7 8年 5月 5日 

荷兰 ï 9 7 1 年 1 2 月 1 0 日 a 1 9 7 2 年 1月 9日 

挪威 ï 9 7 6 年 1月 2 3日 1 9 7 6年 1月 2 3日 

m ï 9 8 4年 1 1月2 7日 1 9 8 4 年 1 1 月 2 7 日 

塞内加尔 ï 9 8 2年1 2月 3日 1 9 8 2年1 2月3日 

瑞典 ï 9 7 1 年 1 2 月 6 日 a 1 9 7 2年 1月 5日 

乌拉圭 ï 9 7 2 年 9月 1 1日 1 9 7 2 年 9月 1 1日 

注 

a批准《公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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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三十三届、三十四届和三十五届会议议程 

A .第三十三届会议 

1. 秘书长的代表主持开幕式， 

2. 委员会新当选成员按照议事规则第1 4条的规定发表庄严声明. 

3. 选举主席团成员， 

4. 通过议程。 

5.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就以下方面采取行动, 

(a)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根据《公约》第9条笫2款提交的年度报告； 

联合画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缔约国的报告:îf夯.（大会第4 0 / U 6 

号决议）， 

6. 审议各締约国根据《公约》第9条提出的报告、意见和资料， 

7. 审议按照《公约》第1 4条收到的来文， 

8. 按照《公约》第1 5条审议有关托管领土与非自治领土以及适用大会笫 

1514CXV)号决议的所有其他领土的请愿书、报告和其他情报. 

9.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行动十年， 

i a 未来的会议和工作安排及有关事项， 

B .第三十四届会议 

1. 通过议程 9 

2. 委员会新当选成员按照议事规则第1 4条的规定发^ £严声明， 

3. 締约国按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应邀分摊会费， 

一 211 一 



4.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就以下方面釆取行动： 

(a)秘书长关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的说明； 

0»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各项締约国的报告义务。 

5 . 审议各締约国根据《公约》第9条提出的报告、意见和资料， 

6 . 审议按照《公约》第1 4条收到的来文。 

7 . 按照《公约》第1 5条审议有关托管领土与非自治领土以及适用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的所有其他领土的请愿书、报告和其他情报。 

8.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ft动十年。 

9 . 委员会未来的会议。 

i a工作安排和有关事项. 

c .第三十五届会议 

1. 通过议程。 

2 . 締约国按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应邀分摊会费（第2(XXXIV) 

号决定）。 

3 . 审议各締约国根据《公约》第9条提出的报告、意见和资料。 

4 . 审议按照《公约》第1 4条收到的来文。 

5 . 按照《公约》第15条审议有关托管领土与非自治领土以及适用大会第 

1 5 1 4 ( 决议的所有其他领土的请愿书、报告和其他情报。 

6 . 向种族主》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行动十年。 

7 .委员会按照《公约》笫9条第2款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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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至1 9 8 7 年 7月 3 1日止尚未收到的会费 

(以美元计） 

阿富汙 

阿根廷 

孟加拉画 

坡利维亚 

博茨瓦纳 

布尔基纳法索 

布隆迪 

喀麦隆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膽 舰 

哥斯达黎加 

民主也门 

多米尼加共和国 

« 多 尔 

萨尔瓦多 

加蓬 

冈thiE 

危地马拉 

几内亚 

海地 

1,162 

1,112 

1,181 

9,823 

506 

6,370 

6,655 

606 

" ,918 

7,326 

6,655 

U17 

29hk2 

1,162 

1,208 

6kk 

",918 

5,036 

5,587 

2,070 

5,328 

50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约旦 

老拊人民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达加斯加 

马尔代夫 

马里 

墨西哥 

摩洛哥 

莫桑比克 

尼曰尔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卡塔尔 

罗马尼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澌 

塞舌尔 

利昂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1,899 

506 

506 

2,578 

、895 

5,000 

1,226 

506 

7，6o6 

1,380 

5U6 

2,858 

5,328 

1,185 

506 

556 

" ,595 

506 

6,^15 

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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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 1,266 

苏里南 1,55" 

斯威士兰 522 

多哥 1*,5"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36 

突尼斯 526 

乌 嫂 506 

坦桑尼亚 6,275 

齡 共 和 国 

鸟拉圭 75 

委内瑞拉 1,095 

扎伊尔 lf,8oê 

共 计 159,519 



附件四 

根据《公约》第15条的规定并依照托管理 

事会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 

情况特剁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第三十三届、 

三十四届和笫三十五届会议收到的文件 a 

A.依照托管理事会的决定提出的文件 

托管理事会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的报告 

S/18238 

B.依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文件 

特别委员会告秘书长，1 9 8 6年和 1 9 8 7年委员会未收到按照《公约》第 

1 5条提交的任何请愿书.下文载列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工作文件清单， 

非洲领土 

纳米比亚 A/AC.131/2U0-2U3 

西撒哈拉 A/AC.109/832 

A/AC.109/873和Corr .1 

大西洋和;W比领土，包括直布罗托 

安圭拉 A/AC.109/8U9-850 

A/AC . 1 0 9 / 8 9 ^和A d d . l 

A/AC.109/897 

百慕大 A<AC,109^55-855 

A/AC .109/895 
A/AC.109/900^1 
A/AC.IO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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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厲维尔京群岛 A/AC . 109/856 

A/AC . 1 0 9 / 8 7 8 

A/AC.109/898和Add 

开雙群& A/AC.109/851—8̂ 2 
A/AC.109/9U-9I2 

福克兰群A 

(马尔维纳斯) 

直布罗陀 

A/AC .109/835和Con%l 
A/AC.109/878 

A/AC.109/831» 
A/A(M09/8?U和Corr *1和2 

A/AC.109/857 
A/AC.IO9/858和Carr.】 

A/AC . 1 0 9 / 8 9 9 
A/AC . I O 9 / 9 0 1 

圣赫 A/AC»109/866 

A/AC .109/913 

特:^和凯科斯群岛 A/AC .109/859-860 

A/AC.IO9/893 
A/AC.109/91 1» 

美厲维尔京群& A/AC , 1 0 9 / 8 6 l - 8 6 3 

A/AC,109/907-909 

- 2 1 6 



太平洋和印度 洋领土 

美屬萨摩亚 

东蒂汶 

头& 

A/AC.109.867 
A/AC.1O9/906 

A/AC.109/836 
A/AC.109/871 

A/AC.109/8l6/Rev.l 
A/AC.109/86U-865 
A/AC.1O9/90U-905 

新喀里多尼亚 

皮特凯恩 

A/AC.109/892和Add.】 

A/AC.109/8U8 

A/AC.109/891 

托克劳 

太平洋A屿托管领土 

A/AC.109/890 

A/AC.109/827和Cow, 

a/AC .109/%8 

A/AC.109/9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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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委员会笫三十三届、三十四届和 

三十五届会议印发的文件清单 

A .第三十三届会钹 

CERD/C/35/R6V.3 

CERD/C/60/Itev.l 

CERD/C/7S/Add.l5 

CERD/C/106/Add.l4 

CERD/C/I07/Add.8 

CBSD/C/lll/Add.4 

CERD/C/116/Add.3 

CETO/C/118/Add.17/Rev. 

CERD/C/118/Add.30 

CEBD/C/118/Add.31 

CBRO/CA18/Adâ. 32 

CERD/C/128/Add.l 

CERO/C/129/Add.l 

CERD/C/130/Add.l 

CERD/C/130/Add.2 

CERD/C/131/Add.2/Kev.l 

CBRD/C/131/Add.4/Corr• 

CERD/C/131/Add.5 

i义事规则 

各締约国对《消除一切形式羧梗B际公约》作的保留、声 

明 和 发 , 

塞内加尔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塞内加尔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加拿大的笫七次定期报告 

民主来墙鼻的初次报合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第六次定期报垂 

保加利亚的笫八次定期报告 

菲律宾 ‧ 八次定期报告 

哥 渐达黎加的笫八次定期报告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S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尼加拉 瓜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埃塞俄比亚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阿拉伯#首长国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马里的第六次定期报* 

璩典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古巴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塞内加尔的笫七次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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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D/C/131/Add.6 

CERD/C/131/Add.7 

CERD/C/132/Add.l 

CERD/CA32/Add.2 

CEKD/C/140 

CBRO/C/141 

CERD/C/142 

CERD/C/143 

CESD/C/144 

CERD/C/145 

CBRD/C/146 

CBRD/q/147 

CEBO/C/148 

CERD/C/149 

丹麦的笫七次定期报告 

荷兰的笫七次定期报告 

芬兰的笫八次定期报告 

伊拉克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说明：秘书长的 

说明 

按照《公约》第15条审钹有关托管领土与非自治領 

以及适用大会笫1 5 1 4 ( X V )号决议ft;所有其他领土 

的请愿书、报告和其他情报：秘书长的说明 

缔约菌应于1 

说明 

说明 

说明 

缔约厲应于1 

说明 

缔约国应于1 

说明 

缔约国应于1 

说明 

缔约茵应于1 

说明 

鍊约国应于1 

说明 

9 8 6年提«I的笫二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9 8 6年提Ô的第三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9 8 6年提IB的第四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98 6年提出的第五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9 8 6年提IB的第六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9 8 6年提IB的第七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98 6年提化的第八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9 8 6年提出的第九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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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D/C/149/Add‧1 阿根廷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CERD/C/149/Adâ. 2 捷克澌洛伐克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CERD/C/SR.750-SR.776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i义简要记录 

B 。第三十四届会议 

CERD/C/90/Add,13 尼泊尔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ERD/C/106/Add.1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ERD/C/107/Add.9 罗马尼亚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EM)/C/114/Add. 1/Rev. 1 苏丹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CE»D/C/114/Add.2 乍得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CBRD/C/117/Add.8 尼泊尔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ERD/CA17/Add. 9 喀麦隆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BBD/C/118/Add.33 巴西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CBRD/C/118/Add.34 印度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CEBD/C/U8/Add.35 ^ ^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CEFD/C/125/Add.l 马尔代夫的初次报告 

CEBD/C/126/Add.3 葡萄牙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CEHD/C/128/Aââ.2 卢森堡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CERD/C/128/Add.3 塞舌尔的笫四次定期报告 

CBBD/C/129/Add.2 意大利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CEBD/C/130/Add.3 约旦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BSD/C/131/Aâd.8 毛里求澌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BBD/C/131/Add.9 新西兰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BRD/QA31/Add. 10 荷兰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EBD/C/131/Add.U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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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C/13l/Add.l2 

t VCA32/Add.3 

CERL/C/132/Md.4 

CBRD/CA32/Add.5 

CBHO/C/143/Add.l 

CERD/CA44/Add.l 

CKBD/C/144/Add.2 

CERD/C/l46/Add.l 

CBRD/C/146/Add.2 

CBRD/CA47/Add.l 

•CERD/C/148/Add.l 

CEFD/C/148/Add.2 

CERD/C/149/Add.3 

CERD/C/149/Add.4 

CERD/C/149/Add.5 

CERD/C/149/Add.6 

CEBD/C/149/Add.7 

CERD/C/149/Ad<3.8 

CEKD/C/149/Add.9 

CEFD/C/149/Add.lO 

CERD/C/149/Aââ.ll 

CBRD/C/149/Add.l2 and Rev 

CERD/C/149/Add.l3 

CBBD/C/149/Add.l4 

CERD/C/149/Add.l5 

奥地利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加拿大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罗马尼亚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挪威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哥伦比亚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大韩民国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以色列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卢旺达的笫六次定期报告 

墨西哥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尼泊尔的第 八次定期报告 

摩洛哥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巴西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巴拿马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教廷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笫九次定期报告 

匈牙利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印度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巴基斯坦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加纳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西班牙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哥 浙达黎加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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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RD/C/149/AM.U 

CBRD/C/149/Md.l7 

CB8D/C/149/Md.ia 

CSSD/C/I49/MA.19 

CIBD/C/149/AM.20 

CBRD/C/149/Md.21 

CBRD/ÇA49/Add.22 

CIFD/C/149/Add.23 

CSRD/C/150 

CBRD/Ç/151 

CSBD/C/152 

CBKD/C/153 

CKRD/C/1S4 

CKKD/C/15S 

OISD/C/156 

CBM>/C/15C/Md.] 

科威特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冰A的笫九次定期报告 

委内瑭拉的第九次定期报垂 

马达加浙加的笫九次定期报告 

波兰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善意志联邦共和19的笫九次定期报告 

^ 的 笫 九 次 定 期 报 告 

蒙古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消除种族ft视委员会笫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说 

明：*书长的说明 

按燾《公妁》笫15条审议有关托赞领土与非自治镇 

土以及适用大会第1514 ( X V )号决议的所有其他領 

土的请愿书、报告和其他情报：秘书长的说W 

錄约面应于1 9 8 7年提ffi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长的说明 

錄妁B应于1 

长的说明 

錄约 g应于1 

长的说明 

錄約S应于1 

长的说明 

錄约面应于1 

长的说明 

意大利的笫六次定期报告 

987年提 f t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987年提 f t的笫四次定期报告： 

9 8 7年提《B的笫五次定期报告: 

9 8 7年提IB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秘书 

* 书 

秘书 

秘书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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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C/157 

CBSD/C/158 

CH8)/C/158/Add.l 

CSRD/q/158/Add.2 

CBBO/C/159 

CXBD/C/160 

CKRD/C/SR. 777-SR. 804 

CBRD/C/148/Add.3 

CBBD/CA48/Add.4 

CBI£>/C/149/Aâd.24 

ŒRD/C/152/Add.l 
CBRO/C/155/Add.l 

CERD/C/155/Add.2 

CÉÏU)/CA58/Add.3 

CSHD/C/158/Add.4 

CBRD/C/158/Add.S 

C8RD/C/161 

CBBD/C/162 

CBRD/C/163 

缔约国应于1 9 8 7年提tB的第七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说明 

缔约国应于1 9 8 7年提出的笫八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说明 

輿地利的笫八次定期报告 

阿尔及利亚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缔约g应于1 9 8 7年提IB的笫九次定期报告；秘书长的 

说明 

各缔约国按照《公约》笫9条提交的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简要记录 

C .笫三十五届会议 

法国的笫八次定期报告 

智利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塞浦路澌的笫九次定期报告 

马尔代夫的笫二次定期报告 

塞舌尔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卢森 堡的笫五次定期报告 

塞内加尔的笫八次定期报告 

古巴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汤加的第八次定期报告 

消除种族歧視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向种族 

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笫二个行动十年 

消除种族歧視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说明： 

秘书长的说明 

各締约国按廉《公约》第9条提交的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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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O/C/164 按厢《公约》笫15条的审议有关托赞领土与非自治領土 

以及邀用大会第1514(XV)号决钹的所有其他领土的请 

JI书、报告和其他情报：秘书长的说明 

CBRD/C/SR.805-8R. S14. 委负会第=十五届会该爾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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