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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和方法 

1. 本报告是喀麦隆为接受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政府首脑即总

理领导的一个部际监督委员会监督了本报告的编写，该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国际

和区域促进和保护人权机制所提建议和所作决定的执行情况。报告的起草符合第

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的一般指示1。 

2. 报告中所载最新人权状况是公共行政部门、独立管理机关、民间社会组织和

喀麦隆人权委员会共同讨论的结果。这些机构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和 5 月 4 日在

雅温得举行了报告论证会。论证会重点审议了哪些建议已被接受、哪些建议政府

注意到并作出了承诺，但相关立场没有改变，哪些建议政府拒绝接受。除了这些

建议外，论证会还审查了人权方面的其他重大发展。 

 二. 批准国际人权文书情况 

3. 本国以法令形式批准了下列文书： 

• 在残疾人权利方面，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和《非洲人权和民族

权宪章关于非洲残疾人权利的议定书》2 (建议 10至12、15至 18、31、

37 和 39)；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的任择议定

书》3 (建议 2、22 至 24, 31 至 35)。 

4. 政府打算逐步落实其他已接受的建议(建议 3、15、16、18、25、27 至 29、

31、37 至 43)，均涉及某些公约的批准，相关程序已经启动。 

5. 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

书》，目前正在交存批准书(建议 14、15、17、19 至 22、25 至 27)。即将完成的

《儿童保护法》将考虑相关国际标准(建议 30)。 

6. 喀麦隆批准的国际公约正在逐步纳入国内法(建议 44)。 

7. 国家元首签署了多个批准国际、区域和双边文书的法令。有些文书已经交存

批准书，或互换已签署批准令的照会。(附录 1) 

 三. 促进人权 

 A. 提高人权意识，增强人权能力(建议 47、50、53、55) 

8. 除了本报告第四部分(第 15段及其后段落)所载的提高人权意识和人权培训活

动外，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喀麦隆人权委员会实施了“改善在喀麦隆行使自

由的条件项目(PACEL)”，包括为 122 个非洲和世界人权日举办纪念活动，发表

52 项宣言，提高人们对不同人权主题的认识，为 330 名民间社会组织协调人和

75 名公共管理机构协调人提供培训。 

9. 由于支持民间社会组织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要求，政府在民间社会组织举

办研讨时，为这些组织提供技术支持，包括编写和分发文件。行政部门举办的讲

习班也邀请人权维护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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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强化喀麦隆人权委员会(建议 49、57) 

10. 2019 年 7 月 19 日第 2019/14 号法决定设立喀麦隆人权委员会，取代国家人

权和自由委员会。该法规定了喀麦隆人权委员会的组织职能，扩大委员会的职责

范围，并将其指定为国家预防酷刑机制4。喀麦隆人权委员会由国家分配预算，

预算数额从 2019 年的 867,928,304 非洲法郎5 增加到 2023 年的 39.46 亿非洲法

郎6；另外，委员会还可以从合作伙伴那里筹集资源。 

 C. 人权保护组织、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正式讨论平台(建议 54) 

11. 目前正在讨论建立这样的平台。人权保护组织参与了国家法律、政策、方案

的设计、执行、监测，并参与了国家组织的人权宣传、培训和报告活动。 

 D. 为充分享受人权而采取的立法和制度措施(建议 53、56) 

12. 《2030 年国家发展战略》第 385 段规定了促进人权的措施7。修订了喀麦隆

人权委员会的法律框架，以加强其权力(第 10 段)。《民法》、《家庭法》的修订

工作正在进行，《儿童保护法》的制定工作也即将完成。本报告第四部分详述了

为巩固人权而颁布的法律以及所采取的制度性和操作性措施。 

 E. 《2015-2019 年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行动计划》(建议 48) 

13. 该计划结束时，政府于 2020 年对计划进行了评估。自喀麦隆政府首脑即总

理批准延长该计划以来，正在采取措施筹集后续资金。 

 F. 调动资源和国际援助，加强保护人权的能力(建议 67) 

14. 除了参与促进人权的各部委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得的支持外，喀麦隆人权委员

会还从欧盟获得了 6.55 亿非洲法郎8 的资金支持9，作为 PACEL 项目(2019 年至

2020 年)的部分投入，使委员会能够解决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并在喀麦隆建立

一个公共自由观察站。 

 四. 促进和保护人权 

 A. 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 

 1. 打击有罪不罚(建议 102、103、112 至 116) 

15. 除了宣传活动外，政府还以通告10 形式重申了打击有罪不罚的战略，特别

是涉及国防和安全部队的战略。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对执法人员进行了人权方

面的入职培训11 和在职培训12 (课程涉及公众抗议的管理、禁止过度使用武力、

禁止酷刑、即决处决、任意拘留等)。关于未来展望，共和国总统、三军总司令

在 2020 年 2 月第 37 届联合军事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以及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均表示，国防军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尊重人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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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家对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嫌疑人在法院13 和纪律机构受到起诉

和追究，受害者得到了赔偿。从 2020 年到 2021 年，国家安全局共受理 201 项针

对警察的指控。从 2018 年到 2022 年，约有 90 名警察14 和宪兵15 因上述指控受

到纪律处分。 

17.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对在极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三个大区实施犯罪的安全

部队和武装团伙作出了判决。在这方面16，雅温得军事法庭17 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针对国家安全部队在 Zeleved 实施的犯罪作出了判决，而布埃亚军事法庭于

2021 年 9 月 7 日作出判决，认定暗杀昆巴圣母弗朗西斯卡国际学院 7 名学生的被

告有罪并予以量刑18。 

 2. 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 

18. 下述工作完成后，为权力下放提供的资金不断增加19：2018 年 3 月 2 日成立

权力下放和地方发展部20；2019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第 2019/024 号法，就接受放权

的大区和地方权力机构作出一般性规定；2020 年 3 月成立国家地方行政学院21；

2021 年 1 月大区委员会投入运作22；2021 年 6 月任命第一批公共独立调解员23。 

19. 公共服务部门的招聘以包容性为指导，考虑了性别、弱势群体、语言表达等

多种因素。2021 年招聘的公职人员中，有 46%是女性，19%会说英语。 

20. 在喀麦隆选举局的领导下，政治生活所需资源得到加强，总统选举(2018 年

10 月)、立法和市政选举(2020 年 2 月)、参议员选举(2018 年 3 月和 2023 年)和大

区议员选举(2020 年 12 月)组织有效，选举争议由主管机构解决。 

 3. 西北、西南区的情况 

21. 政府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最终恢复这些大区的和平(建议 64、65)。除了释

放数百名分离主义者外24，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还组织了一次全国重大

对话，广泛听取民意。对话会最后通过的建议(附录 2)，正在一个委员会的指导

下实施25。作为本次重大对话的前奏，政府在布埃亚、巴门达和雅温得组织了 18

场官方对话。 

22. 政府根据 2018 年 11 月 30 日第 2018-719 号令设立了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

重返社会委员会，并在上述大区设有接待中心26。政府通过了上述大区的重建和

发展计划，目前正在实施。截至 2022 年 6 月底，该计划已取得重大成就(附录

3)，具体目标是恢复社会凝聚力、重建或恢复基础设施、振兴当地经济。 

23. 关于司法机关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处理情况，见第 16 段和第 17 段。 

24. (建议 58、63)关于上述大区人权状况的表达自由已经实现。在符合安全措施

的前提下，联合国以及积极促进保护人权的机构可以进入上述大区。喀麦隆人权

委员会在上述每个大区都设有办事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专家于 2019年 9

月5日至26日到访两地区，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例如难民署也在那里设有办事处。 

25. 2018 年 1 月抓捕、审判、判刑的分离主义领导人27 目前关押在雅温得的主

要监狱，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可以进入检查

(建议 59)。2022 年 12 月，喀麦隆人权委员会官员与他们进行了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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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生命权、人身安全权和免遭酷刑的权利 

26. 喀麦隆自 1989 年以来一直是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立法中保留死刑更有

利于威慑(建议 92、97、99)。根据 2020 年 4 月 15 日第 2020/193 号令，国家元首

已将所有死刑犯减为终生监禁。 

27. 关于免遭酷刑的权利(建议 106、111、112、116、117)，预防举措包括对执

法人员进行禁止酷刑方面的宣传培训并采取制裁措施。至于对游行示威者镇压行

为，政府已对酷刑指控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并进行处罚。从 2018 年到 2022 年，

共出具 66 份相关调查报告，转交法院供最终起诉使用。可以参考记者 Arsène 

MBANI ZOGO(别名 MARTINEZ ZOGO)的例子28。 

28. 国家防止酷刑机制29 已投入运作30 (建议 20、21)。据此，喀麦隆人权委员

会在 2021 年和 2022 年31 对羁押场所进行了 555 次查访。政府支持该机构执行任

务，特别是为其成员进入羁押场所提供便利，并确保他们在执行调查任务时的人

身安全。 

29. 喀麦隆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于 2022 年 1 月提交的第六次定期报告清楚

地阐述了所采取的措施。 

30. 为了缓解交通事故数量居高不下且不断增加的问题，政府采取了多种预防措

施32。对交通运输领域的违规行为，已采取行政和法律制裁措施。 

 5. 促进双语(建议 61、62、66) 

31. 2019年 12月 24日立法机关通过了第 2019/019号法，促进使用各官方语言，

规定平等使用法语和英语。国家促进双语和多元文化委员会负责领导反对仇恨言

论的运动，并监督促进双语政策的落实。2022 年，委员会在雅温得的 70 个公共

建筑、所有大区的多个公共服务机构和大区委员会跟踪了落实情况。 

32. 在招聘和公共服务中落实了不歧视、平等和包容标准33。根据喀麦隆共和国

法律处理了有关遭受排挤的指控。在公共机构招聘时，政府会考虑应聘者的语言

特殊性(第 19 段)。 

33. 在受教育机会方面，教育系统(中小学)分为两个平等的子系统：法语和英语

系统。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至2018年共招聘了1,000名双语中学教师。自2019

年 12 月起，各大区中等教育代表处内设立了双语办公室。 

34. 消除司法服务障碍方面的努力包括以法文和英文发布文件；自 2017 年起，

国家行政和司法学院每年招收 30 名司法官学员、10 名行政法官学员、10 名审计

法官学员，以及 30 名普通法书记官学生，截至 2022 年 12 月共有 480 名司法学

员毕业；最高法院设立普通法审判庭，各国立大学设立普通法系。 

35. 此外，2019 年 11 月，国家元首指示在 5 年内招聘 500 名口笔译员，平均每

年招聘 100 名口笔译员。 

 6. 自由权(建议 101、107、109、112、117、118) 

36. 这项权利得到了保障，拘捕和剥夺自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和程序。参

加事先报备的和平示威并不是遭受拘捕和剥夺自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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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剥夺自由仅可在官方羁押场所执行34，并须遵守严格的时限，包括审前羁押

时限35。被剥夺自由者享有程序性和实质性权利36。 

38. 非法抓捕和剥夺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刑法》第 291 条)。接到相关指控

后，政府会进行调查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018、2019、2021 和 2022 年，

共出具 175 份调查报告并转交法院供起诉使用。 

39. 解决非法抓捕和拘留问题的机制包括：对看守所和监狱的司法和行政控制、

喀麦隆人权委员会和司法部对羁押场所的检查和探访37、申请保释、法官依职权

决定保释、人身保护令制度等。2022 年，法院共批准 29 份人身保护令申请38，

另外，调查法官还依职权作出了 311 项保释决定，批准了 532 份保释申请。 

 7. 同性恋(建议 52、74 至 82) 

40. 喀麦隆关于将同性恋入刑的立场没有改变。该立场符合喀麦隆社会的道德价

值观，国家应予以保障。喀麦隆的这一立场也符合《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的序言。 

 8. 公平审判 

41. 没有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文书禁止军事法庭审判平民(建议 96、108)，因为只

要遵守公平审判程序即可。喀麦隆委托这些法院对特定犯罪行为进行判决，法院

法官都是在国家行政和司法学院接受过培训的军事和文职法官。但儿童不受这些

法院的管辖。 

42. 为促进司法服务便利化(建议 99)，除了以两种官方语言发布法律文本和判例

之外，自 2015 年以来已确定可以设立新法院39 的 25 个地点40；宪法委员会于

2018 年 2 月开始运作41；2018 年至 2022 年，法律援助委员会批准了 600 多项申

请；2020 年至 2022 年，专门处理非法羁押赔偿问题的委员会做出了约 40 项赔偿

决定。 

43. 为了改善公平审判权的其他方面(建议 99、100、113)，国家加强了司法独

立，包括增加司法部的预算42，通过司法服务总局和纪律监察机构加强对司法和

法律官员的职业道德监督43，增加工作人员数量44，以及加强工作人员的技能45。

此外，诉讼当事人可以求助于律师，但律师的数量和技术能力还需要加强。 

 9. 修订 2014 年 12 月 23 日关于制止恐怖主义行为的第 2014/28 号法(建议 91 至

96、100) 

44. 目前正在修订上述法律。在该法基础上启动的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平审判的

原则。 

 10. 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其他权利(建议 51、113、120 至 126) 

45. 这些权利受到保障。法律规定并可能在法庭上遭到质疑的限制，符合《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旨在维护公共秩序、个人权利、保证司法机关的

权威和公正。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执法人员接受了与这些权利相关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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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 

46. 为保证免费和高质量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政府继续培训相关人员并建设通信

基础设施，开展了 130 多次安全审计，确保信息安全。 

47. 新闻机构(700 家报纸、约 100 个电视频道、150 个广播电台、约 50 个社区

广播电台)享有出入自由，可不受阻碍地收集、处理、传播信息，但违反规定须

承担责任。2018 年至 2022 年，国家通信委员会共发布了 72 项决定，包括 64 项

违反职业道德的警告和吊销执照决定，主要通过私人举报受理案件。此外，媒体

违法可受到法律制裁。 

48. 为促进媒体发展，记者认证委员会共发放 1,074 张记者证，政府拨款 9.62 亿

非洲法郎46，作为对私营媒体机构的支持。 

 (b) 结社和集会自由 

49. 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这一权利受到保障。为说明结社情况的多样性，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喀麦隆拥有 329 个政党、84 个非政府组织；在喀麦隆

人权委员会的网络中，有超过 715 个公民社会组织，其中包括 363 个附属组织和

352 个网络化组织。 

50. 政府不了解有任何对手失踪的情况。 

 (c) 保护人权活动家和其他民间社会主体 

51. 在通讯、结社、集会和示威自由的法律框架内，公众可以自由开展活动，而

不必担心遭到报复。由于安全和保安文书适用于公众，因此是否通过具体立法提

供保护并不重要。 

 B.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1. 受教育权 

 (a) 免费接受教育(建议 148 至 151、154 至 156、160) 

52. 教育中坚持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在所有层次的教育中47，政府通过以下方式

加强教育服务：发展学校基础设施、扩大学校地区覆盖、修订教学计划、向私立

教育机构提供补贴、提供教材和教科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53. 这些努力增加了男女儿童的教育需求48，提高了教育质量，提升了正式考试

的通过率49。 

54. 在坚持公立小学免费50、小学教育义务性51、将妨碍教育行为入刑(《刑法》

第 355-2 条)的同时，国家继续支持农村贫困家庭和少数民族儿童接受教育，特别

是免费提供教科书。 

55. 虽然喀麦隆尚未批准教科文组织的《反对教育歧视公约》，但加入了其他禁

止歧视的国际文书52。 

56. 无论是上课时间安排还是混合教学方面，为应对 COVID-19 采取的适应措施

继续适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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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女童的情况(建议 157 至 162) 

57. 《国家性别政策》54 的第一要务是确保女童不受阻碍地接受教育。政府为

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激励措施，消除有害行为，例如童婚、性骚扰、切割女性

生殖器、不安全大区强奸幼女的行为、乱伦、剥削童工等。激励措施包括：向女

童提供奖学金、教科书、学习资料、口粮、学习和卫生用品、实习机会，以及为

男女儿童分别修建厕所、支持建立出生证明制度。 

58. 为了提高女童和青少年女性的入学率(第 54段)，政府正在努力提高教育优先

发展地区55 的认识，在这些地区，受传统影响，辍学率很高。 

59. 制止童婚(第 57、59、60、123、129、133 和 141 段)、改善青少年性健康和

生殖健康(第 75 段)有助于提高女童入学率(第 54 段)。在这方面，2021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社会发展促进协会组织了早孕和婚姻培训，参与者包括东部区 5 所中学

的 778 名学生和 8 个酋长领地的 385 名成年人，作为“青年倡议 3+1 项目”的一

部分。 

60. 无论犯罪者是谁，性骚扰和童婚均构成犯罪(《刑法》第 302-1 条和第 356

条)。除了提高认识外，还在调查基础上实施了刑事制裁或纪律处分56。例如，由

于存在买卖分数和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雅温得第一大学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对

一名合同工和一名教师分别作出开除和停职的处分。 

 (c) 少数群体儿童，特别是土著儿童的状况(建议 152、153) 

61. 《国家教育部门战略文件(2013-2020 年)》以及教育优先发展区机制专门关

注土著居民(巴卡、姆博罗罗、巴耶利斯、贝德藏等)。2021 年 7 月，《土著民族

专项教育计划》获得通过，旨在指导提高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的举措。 

62. 出于同样的目的，对上述儿童采用了一种名为 ORA(观察、思考和行动)的学

习方法。自 2014 年以来，在雅温得高等师范学院接受培训的民族语言和文化教

师已被派往土著民族集中地区的学校。政府也采取了有利于土著儿童的激励措

施57。 

63. 2017/2018 学年，在中等教育机构就学的弱势儿童(孤儿、难民、残疾人)人

数为 36,740 人，其中女童 16,737 人。2020/2021 学年期间，除境内流离失所儿童

外，弱势儿童人数增加至 59,772 人，其中包括 12,185 名女童。 

64. 2021 年，有 4,025 名土著儿童进入小学，1,760 名土著儿童进入中学。2021

年和 2022 年，东部区有 978 名巴卡族和姆博罗罗族学生获得了小学毕业文凭。 

 2. 健康权 

 (a) 促进卫生部门发展(建议 138、139、143、144) 

65. 《卫生部门战略(2016-2027 年)》为卫生部门发展确定了方向58。《国家数字

化健康战略计划(2020-2024 年)》为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医疗保健和服务的可及性

和质量设定了路线。《卫生筹资战略(2019-2027 年)》特别关注调动资金，减少

家庭直接支付和过高的医疗支出。 



A/HRC/WG.6/44/CMR/1 

GE.23-17043 9 

66. 除了加强几家医院的技术平台、增加公共卫生部的预算外59，2021 年 9 月卫

生人员人数约为 55,000 人，其中包括 39,720 名公职人员，卫生机构数量60 从

2018 年上半年末的 5,817 个增加到 2022 年的 6,317 个。 

67. 《国家数字化健康战略计划》预计将促进全民健康覆盖计划的实施进程。计

划的第一阶段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启动，注册并持有全民健康覆盖卡的人可以在

经批准的医疗机构免费获得预防性护理和基本医疗服务。 

68. COVID-19 免费检测持续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孕妇和 5 岁以下儿童疟疾治

疗、25 岁以下糖尿病患者用胰岛素、结核病治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仍然免

费。 

69. 2021 年 8 月公布了批准药物目录61，截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批准药物共计

7,974 种。 

 (b) 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平等获得保健服务，消除歧视(建议 69、140 和

145) 

70. 法律保障平等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刑法》惩罚基于健康状况的歧视(第

242 条)。反歧视斗争被纳入《国家防治艾滋病和性传播感染战略计划(2021-2023

年)》。 

71. 为克服关键人群在卫生系统蒙受的羞辱和歧视，政府设立了可随时光顾的访

客中心，提供一系列预防和筛查服务。 

72. 此外，政府对卫生人员和劳动监察员进行了培训，以提高他们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相关道德法律挑战的敏感性。政府正在制定一份在工作场所控制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战略文件。针对艾滋病毒和结核病服务方面与人权有关的障碍，喀麦隆

通过了《综合应对计划(2020-2024 年)》。 

73. 为了预防宫颈癌，喀麦隆为妇女接种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2021 年，该疫

苗的覆盖率为 18.2%。 

 (c) 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的机

会(建议 141) 

74. 《国家性别政策》的第二要务是改善妇女和女童获得优质保健服务的机会，

特别是在生殖健康、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COVID-19 和其他流行病方面。中小

学为妇女和女童开设了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课程62。 

 (d) 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建议 142) 

75. 喀麦隆是消除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 22 个优先国家之一，并加入了 2030 年消

除儿童艾滋病全球联盟。 

76. 作为上述战略计划(第 70段)中包含的生殖保健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寻求计划

生育服务的妇女都会接受艾滋病预防、筛查以及母婴传播预防方面的培训。2018

年，约有 90.55%的艾滋病毒阳性孕妇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而 2022 年的比

例为 91.5%。2022 年，了解自己艾滋病毒感染状况的孕妇比例为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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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22 年，共发现 17,586 名暴露儿童(EC)，其中 71.96%的儿童接受了抗逆转

录病毒预防性治疗，而检测为 HIV 阳性的暴露儿童有 78.16%接受了抗逆转录病

毒治疗。 

78. 改善感染者的生活质量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应对系统的优先目标之一。喀麦

隆继续落实“检测加治疗”战略，要求任何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者直接接受抗逆

转录病毒治疗。2019 年 4 月 4 日，公共卫生部长签署了一项决定，从 2020 年 1

月起免除与艾滋病毒护理相关的直接服务费用63。 

79. 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目标是到 2025 年消除此类传播，这是国家应对艾

滋病毒感染的优先事项64。进展包括：对 SRMNIA65 /艾滋病/预防艾滋病毒母婴

传播服务进行整合、实施权力下放和任务委派、落实 B+选项66 等等。 

80. 2020 年，共有 5,143 个卫生机构提供了预防母婴传播服务，地理覆盖率达

86.3%。 

 (e)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建议 146) 

81. 2018 年，孕产妇死亡率为每 10 万名新生儿中有 406 人死亡，即每年约 4,000

人死亡。作为实施《卫生部门战略(2016-2027年)》的一部分，自2018年9月起，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技术支持下实施了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支持项目67。 

82. 2021 年，从产前检查中受益的妇女比例为 86.7%(其中 54%接受了至少 3 剂

间歇性预防治疗)，而 2018 年为 64.9%。关于向怀孕妇女提供的服务，截至 2021

年 6 月，于 2014 年启动的“健康券”计划覆盖了极北区、北部区和阿达马瓦区

的 250 个卫生机构，并取得以下成果：721,363 次产前检查、164,091 次超声波检

查、助产数千名新生儿，其中包括 6,833 名剖腹产；已售出 289,722 份健康券。 

83. 2021 年，103 名妇女接受了免费的产科瘘管重建手术。 

 3. 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消除贫困(建议 135 至 137) 

84. 《2030 年国家发展战略》支持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重点之一

是通过体面工作增加收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

在这一领域的举措包括实施多个有较大影响的项目，例如：社会安全网项目68、

劳动密集型项目69、国家参与性发展计划70、减贫子计划71、农业地区发展项目72、

三年期加速经济增长紧急计划73、Agropoles 计划74。此外，各市、区的发展规划

也包括促进内生经济发展。 

85. 在操作层面，政府战略的重点是推广喀麦隆制造、促进进口替代，基本做法

是直接向最弱势群体分发粮食、组织促销活动、就近开展促销活动、打击欺诈。 

86. 特别是随着基础性设施的建设，饮用水供应率从 2018 年的 77%提升到 2022

年的 80%，电力供应率75 从 62.66%增加到 67%。在卫生领域，为 10,313 户居民

修建厕所 10,673 个。见附录关于水和能源供应情况的报告(附录 4)。 

87.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增加的影响，2023 年 1 月 31 日，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增

加了 5.2%。2023 年 3 月 21 日，最低保障工资也有所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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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工作权 

 (a) 劳动力市场上的男女平等76 

88. 劳动力市场适用平等和不歧视的宪法原则。该原则也包含在《公务员总则》

和《劳动法》中，以及《国家就业政策(2020-2027 年)》77 及其优先行动计划

中，目的是确保喀麦隆每个工作年龄的公民都能不受歧视地获得体面工作。 

89. 《刑法》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行为进行处罚(第 242 条)，从而强化了《劳动

法》(第 4 条和第 168 条)以及 1973 年 5 月 22 日的社会保障组织规定(第 73/17 号

法令)，该规定后经 1984 年 7 月 4 日的第 84-006 号法(第 180 条)修订。 

90. 有关妇女就业的量化数据在专门针对妇女权利的段落提供(第 98 段及其后段

落)。 

 (b) 女工的工作条件(建议 131) 

91. 除了就业市场平等方面的进展(第 89段及其后段落)外，工作和社会保障立法

还规定了改善妇女工作条件(产假、夜班、工资等)的措施。此外，不同活动领域

的集体协议谈判始终考虑到妇女的状况。喀麦隆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产妇和夜间

工作的第 3 号和第 89 号公约的缔约国。 

 (c) 促进青年和妇女就业(建议 134) 

92. 就业促进工具，包括法律和公共政策文件，纳入了性别和青年视角。比如，

国家就业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增加体面就业和创收的机会，特别是妇女、青

年和弱势群体的机会。 

93. 这方面的举措之一是培训78 和支持就业。喀麦隆 2018 年 7 月 11 日关于职业

培训的第 2018/010 号法将职业培训(包括针对青年和妇女的培训)列为国家优先事

项。为此，高等教育部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发布了一份关于学生创业者国民地位

的通知，旨在支持学生开展项目。 

94. 从 2018 年到 2022 年，私立职业培训中心的数量从 317 个增加到 672 个。

2023 年第一季度，公共职业培训机构有 298 个。国家就业基金在中介服务、工作

安置、带薪就业、培训和活动创建等方面开展了各种有利于青年和女性就业的行

动(附件 5)。 

95. 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采取具体行动，支持青年人的经济和职业融入，包括为青

年培训提供资金，根据青年特别计划三年期框架直接资助了约 11,300个创新个人

项目，为海外喀麦隆青年归国融入援助计划的活动提供支持，与国际移民组织合

作，支持处境困难的归国青年，并在国家青年观察台平台上注册超过 77,300名青

年，以持续提供就业信息。 

96. 在农业领域，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于 2021 年对 824 名青年进行了能力培训，

发放了 497 笔生产性贷款，鼓励创建 502 个农牧企业，并向 15,504 个农业组织和

生产者提供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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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其他权利 

 1. 妇女权利 

97. 为了更好地解决与妇女和女童权利有关的问题，国家加强了相关措施。在战

略层面，喀麦隆坚持将性别平等制度化，将性别视角纳入政策、方案、项目和服

务79。在规范层面上，2022 年 4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公立和私立中等教育机构学

生怀孕管理的第 02/22/c/MINESEC/CAB 号通知。在机构层面，公共行政机构和

组织均任命了性别问题联络员80。与联络员活动相关的规定，旨在促进不同的机

构中的性别平等。 

98. 此外，女性赋权和家庭部的预算增加81，并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重新正式启

动性别暴力平台，将其扩展到所有大区。 

 (a) 反对歧视妇女(建议 70 至 73、85、88 至 90、181) 

99. 除《宪法》外，平等和非歧视原则在许多法律文件和政策中得到确认。

《2030年国家发展战略》就是其一，战略支柱 5 即性别平等，具体体现在《国家

性别政策》重点 4 和 5 中。国家逐步推进平等和非歧视原则，并特别考虑老年或

残疾妇女的状况(第 135 段及其后段落，第 140 段)。 

100. 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宣传、举报和保护活动，支持国家对妇女进行司法保

护。 

101. 关于对妇女的歧视性规定，一些法官通过适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国际公约》和《马普托议定书》的非歧视性规定，来减轻这些规定的负面影响82。 

102. 相关机构打击歧视妇女行为的技术能力不断增强。鉴于此83，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喀麦隆司法部在联合国妇女署的支持下，除了举办关于性别暴力的教

育讲座和移动诊所外，还针对法官、律师、医护人员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南西、

西北、极北和滨海四大区举办了危机背景下性别暴力问题能力建设研讨会。 

 (b) 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以及就业机会平等(建议 127、128、130、132、133) 

103. 国家通过在公共政策中考虑性别问题，改善了妇女就业及参与公共和政治

生活的情况。2022 年，公务员和行政改革部招聘的人员中，女性占 48%。 

104. 政治生活方面，在参议院 2018-2022 年的任期内，女性议员占 26%，其中

17 名主席团成员中有 5 名女性。2023 年 3 月选举结束时，这一比例增至 33%。

国民议会有 180 名议员，其中女性人数从 2013 年的 56 名(31.11%)增加到 2020 年

的 61 名(33.89%)。 

105. 关于投票权，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选民年度登记结束时，登记的妇女占

38%。 

106. 在地方一级，女性在市政委员会中的比例从 2007 年的 6.7%上升到 2013 年

的 6.94%，然后再到 2020 年的 10.83%。在各大区委员会共 900 名委员中，有 210

名女性，占 23.4%。 

107. 2019 年 1 月 4 日政府重组后，65 个部长级职位中女性人数从 10 人增至 11

人，即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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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2023 年，在国土行政部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人数为：副司长 20 名，

相较于 2019 年的 13 名；司长 1 名，助理司长 17 名，助理副司长 56 名，处长和

督察员 13 名。外交方面，有大使 3 名，总领事 1 名。 

 (c) 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建议 163 至 166、171 至 181、188、190) 

109. 为了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家庭和社会行为主体，包

括宗教和社区领袖进行培训，以提高认识。 

110. 刑事立法根据侵犯人身尊严、自由、安宁的各种分类(《刑法》第 275 条及

其后条款、第 291 条及其后条款)，将针对妇女、女童、男性的暴力行为包括家

暴入刑。因此，切割生殖器、早婚、强迫婚姻、强奸均属犯罪行为(《刑法》第

277 条第 1 款和第 296 条)。 

111. 无论犯罪者是谁，即使在配偶之间，强奸都会受到惩罚，婚姻状况不是借

口。在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开展的宣传活动中84，鼓励强奸受害者，包括已婚妇

女，利用强奸条款举报加害人。 

112. 只要有关行为可能涉及犯罪，刑事立法直接或间接惩罚其他性别歧视类暴

力、与婚姻有关的传统习俗和歧视性做法(熨烫胸部、丧偶仪式等)(《刑法》第

275 条及其后条款)。 

113. 暴力案件会酌情受到调查、起诉和处罚。从 2018 年到 2022 年，针对强奸

行为出具了 932 份调查报告，作出了 542 项有罪判决(附录 6)。 

114. 国家通过全方位支持85、社会工作者能力建设，以及加强全部 10 大区安全

空间的功能，为遭受困难者(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归国人员、提供收容

的社区)提供综合照顾服务。例如 2021 年，向困难人员包括 1,000 名妇女发放了

“尊严包”和“经济包”。 

115. 为了更好监测性别暴力案件，支持性别暴力受害者，警察局和宪兵队设立

了新的性别平等服务台和儿童服务台，总数达到 47 个。 

 (d) 女性赋权(建议 169) 

116. 赋予妇女权力是《国家性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继续通过妇女和

家庭促进中心加强女性的管理能力，该中心从 2018 年的 108 个增加到 2022 年的

110 个。PEA-JEUNES 等青年创业者支持计划等国家计划专门通过发放小额信

贷，支持女性企业家发展。 

117. 民间社会组织也通过创收培训为女性赋权做出贡献。 

118. 在农业部门，通过实施发展项目和方案86，为农村妇女提供了补贴。此

外，项目还强调对女性进行信息通信技术培训87。 

119. 在财产权方面，越来越多的妇女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女性数量从 2018年的

3,770 个增加到 2022 年的 3,955 个。 

120. 在创业方面，32.7%的企业是由女性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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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女性利用司法服务和法律资源的机会(建议 170 和 182) 

121. 国家行动的重点包括向贫困妇女提供法律援助88，绘制与性别暴力相关的

服务机构(包括法律服务机构)的分布图，2022 年期间组织性别暴力流动法律诊所

(第 103 段)，支持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促进妇女更多参与

司法系统89。 

 2. 儿童权利(建议 86、87、157、184 至 187) 

122. 除了预防暴力、起诉行为人、帮助受害者康复之外，国家还改进了儿童社

会保护体系(包括体制、战略和规范)90，特别关注经历危机局势的地区。在所采

取的措施中，包括继续实施《国家儿童保护政策文件》(2017-2026 年)、通过

《喀麦隆反童婚预算多部门行动计划(2020-2024 年)》、通过签署 2020 年 6 月 23

日第 062/CAB/PM 号决定成立国家禁止童工委员会，以及通过签署 2021 年 8 月

30 日第 000465/D/MINMIDT/SG/DAJ 号决定禁止未成年儿童进入矿场。 

 (a) 出生登记 

123. 为实现全民出生登记的目标，政府及其合作伙伴采取多方面措施(附件 7)，

2018 年实现 5 岁以下儿童登记率 62%，2022 年达到 70%左右。 

124. 喀麦隆人权委员会、女性赋权和家庭部以及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了

有关出生登记的宣传和司法援助行动，例如，Wissûmatê协会在 2022 年 11 月 20

日世界儿童日之际，向 Ombessa 市的儿童发放了 120 份出生证明。2022 年女性

赋权和家庭部向 21 个市镇提供了 2.7 亿非洲法郎，用于在 7 个地区办理 26,696

份出生证明。 

 (b) 儿童保护法 

125. 司法部于 2023 年 1 月启动了上述法律的终审程序。 

 (c) 国籍权 

126. 《国籍法》不包含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对儿童取得国籍采取任何歧视性措

施。 

 (d) 打击暴力侵害儿童行为 

127. 在预防方面，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国际机构组织了与打击暴力侵害儿童

行为有关的宣传培训活动91。 

128. 有关活动主要集中于强迫婚姻和早婚、招募进入武装团体、最恶劣形式的

童工、切割生殖器、性骚扰甚至体罚。这些活动主要针对执法官员、社区和宗教

领袖。 

129.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各大区中

心收容的前战斗人员，包括武装团体招募的儿童，共 1,255 人，其中布埃亚 7

人，巴门达 41 人，莫拉 1,207 人。 

130. 在 2023 年 1 月 16 日的广播中，政府重申根据教育法禁止校内一切体罚行

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刑法惩罚人身伤害行为(《刑法》第 275 条及其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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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包括损害儿童的行为。第 350 条加重了对谋杀、重伤、伤害儿童致死行为

的处罚。 

131. 关于镇压示威者，除了对公职人员采取纪律措施外，还对暴力侵害儿童案

件进行了调查，并对行为人进行了制裁92。例如，2018 年至 2022 年，共出具绑

架未成年人犯罪调查报告 938 份，进入司法调查和审判阶段的案件 808 起，共有

310 名被告人定罪。 

132. 值得指出的是，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在其第 18/Com/2/202

号来文中通过第 001/2022 号决定指出，喀麦隆已制定了打击童婚的有效补救措

施。《刑法》(第 356-2/3 条)加重了对 18 岁以下结婚的处罚。作为当前民事法律

修订的一部分，将考虑采用最低结婚年龄的国际标准。 

133. 在全方位护理方面，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向暴力行为的儿童受害者及其父母

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精神保健。自 2018 年以来，国际计划组织喀麦隆分部已为

1,600 多名儿童和家长提供了此类支持。 

 3. 残疾人权利(建议 68、70、73 和 193) 

134. 通过改进关于残疾人权利的规范和体制框架93，政府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

政策目标，即预防残疾、身心康复、社会经济融合、社会包容、反歧视。《国家

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政策文件(2017-2021 年)》进一步巩固了该战略框架。 

135. 在操作层面以及在教育、就业和赋权方面，残疾人除了免除公立学校和大

学的应缴费用外，在中小学还可得到学术和学业帮助；从事贸易的残疾人可免缴

关税和税款；在弱势群体社会职业融合和重返社会支持方案的框架内，政府为一

些项目提供了资金；学校聘请了残疾教师。 

136. 目前正在论证国家全纳教育政策。2016 年至 2022 年间，在基础教育部的

支持下，已有 70 所学校转型为全纳学校。 

137. 残疾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实现了现代化，残疾证电子化项目仍在继续。国

家残疾人康复中心、布埃亚盲人康复所、残疾妇女“金卷轴”生产中心等技术平

台实现现代化改造。 

138. 向残疾人提供了设备。 

139. 在喀麦隆人权委员会培训的 77 名协调员中(第 8 段)，有 2 名是残疾女性。 

 4. 少数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建议 68、70、71、127 和 194) 

140. 有利于少数群体、特别是土著居民94 和老年人的行动，除了反对歧视、提

高认识95 和培训外，还着眼于社会经济包容，获得教育、管理等基本社会服

务，参与公共事务、立法和政治改革，土地权利和反对早婚等。有专门措施针对

妇女和儿童。 

141. 在公共生活方面，在 2020 年 2 月 9 日的立法和市政选举中，58 名土著居

民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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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跨领域问题 

 1. 和平与安全权、共同生活权，以及非自愿流离失所者保护工作(建议 195 和

196) 

142. 对和平、安全和共同生活权的主要威胁仍然是某些邻国的不稳定、非国家

武装团体的袭击，特别是极北区的博科圣地组织，西北和西南区分裂主义运动的

民兵，以及族群之间的冲突和仇恨言论。 

143. 国家优先考虑采用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为了支持这种做法，国家加强了

推行官方语言的法律框架(第 31 段)；收紧关于仇恨言论的刑事立法，特别是新增

了侮辱部落或种族罪96；成立了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第 22

段)；不断加强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的斗争。 

144. 除了司法响应(第 16、17 段)以及维持或恢复秩序的行动外，政府还采取了

一系列帮助寻求庇护者、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措施，主要是安置、提供基本

社会服务、保护和赋权。 

145. 针对妇女女童，国家进一步采取了专门措施(第 98 段及其后段落)。 

146. 本着创造条件，维持和恢复和平的逻辑，2021 年 9 月 26 日通过了《极北

区重建计划》，主要内容是重建、发展基础设施、支持社会经济活动、适应气候

变化等。同样，也通过了西北和西南区重建和发展计划 (第 22 段)。实施了

《2017-2020 年人道主义响应计划》，以满足阿达马瓦、东部和极北区难民和境

内流离失所者的援助需求。 

147. 2018 年，政府在难民署、儿基会、国际计划组织喀麦隆分部和“公众关

注”组织的支持下，实施了名为“难民儿童保护和就学及收容社区教育部门应对

项目”。同年，政府为西北和西南区境内流离失所者启动了一项紧急人道主义援

助计划。出于监测目的，喀麦隆设立了国家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政府还实施

了照顾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多年和多伙伴战略(2018-2020 年)》。 

 2. 拘留条件(建议 105、109 至 111) 

148. 关于与秘密监禁有关的关切，除了先前的进展(第 37 段)之外，附件 8 中的

监狱地图还提供了喀麦隆 76 所运营中监狱的地理位置信息。 

149. 作为监狱政策改进方案的一部分，政府增加了监狱预算97，扩大了监狱资

源，为囚犯重新融入社会做好准备。2022 年 11 月，政府首脑即国家总理宣布招

聘 2,500 名监狱工作人员。 

150. 自 2018 年以来，约 50 名监狱工作人员接受了人权培训，2019 年至 2022

年，超过 700 名监狱工作人员在国家监狱管理学院接受了再培训。除了建设并投

入运营可容纳 1,500 个牢房的杜阿拉－恩戈马中央监狱之外，还建设、改造、装

备了其他监狱98。 

151. 为改善囚犯的医疗条件，大多数监狱除了供水和卫生设施外，还设有医务

室、药房、化验室和医务人员，并将重症病例转送到技术平台较高的医院。2018

年至 2022 年，门诊就诊 8,175 人次，门诊住院 1,491 人次。分配给卫生和食品的

预算有所增加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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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作为抗击 COVID-19 大流行的一部分，司法部长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发布

第 01/LC/MINJUSTICE/CAB/SEAP 号通知(附录 9)，特别指示暂停户外活动，对

新囚犯进行隔离。2020 年 4 月 15 日，国家元首颁布了关于减刑的第 2020/193 号

令。27,500 名囚犯中，有 10,181 人获得减刑。 

153. 2020 年至 2022 年间，627 名囚犯参加了重返社会活动。同期，83 名在押

人员通过了正式考试。 

154.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在雅温得、布埃亚和巴门达的监狱中，旨

在促进在押人员获得司法服务的喀麦隆公民社会能力建设项目，促成为 2,900 名

在押人员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为 102 人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弱势群体(妇女、未

成年人、病患者)，并释放 60 名在押人员。此外，还有 42 名在押人员获得了减

刑。 

 3. 促进善治和反腐败 

155. 2020 年，国家通过了《2030 年国家发展战略》，开启了新的发展征程，其

支柱之一是治理和经济结构转型。该战略加强了规范框架，特别是通过了 2018

年 7 月 11 日第 2018/011 号法，其中规定了关于公共财政管理透明度和良好治理

的准则，以及 2018 年 7 月 11 日第 2018/012 号法，涉及国家和其他公共实体的财

务制度100。 

156. 为了加强透明度，除其他外，在税务、海关、林业和公共采购事务等方面

加强了程序的数字化。 

157. 在打击腐败和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方面，除了提高认识、培训和侦查活动

外，2018 至 2022 年，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共受理了 58,907 份举报，向司法警察转

交了约 70 起案件。 

158. 2018 年至 2022 年，国家金融调查局记录了 2,867 项可疑交易，并向司法、

安全和其他主管部门转交了 865 份调查报告。 

159. 2018 年至 2022 年，国家最高审计局101 为财务主管和其他管制机构举办了

46 次讲习班，开展了 61 次审计。预算和财务纪律委员会发布了 72 项开释或制裁

决定，涉案债务和特别罚款相当于 3,978,210,729 非洲法郎102。 

160. 2018 年至 2022 年间，特别刑事法院受理了 250 多起案件，对约 184 人定

罪。 

161. 最高法院审计庭继续对公共会计师的账目进行审计，特别是审查公共机构

和企业的管理情况，并对公共账目进行审计和认证工作。 

162. 所有这些努力都对喀麦隆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产生了积极影响，该指数从

2018 年的 25/100 上升至 2022 年的 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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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与国际人权促进保护机制的合作情况(建议 45) 

 A. 接受来访 

163. 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于 2019 年 5 月访问喀麦

隆后，喀麦隆接待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于 2019 年 9 月 5 日至 26 日

派遣的一个访问团，以评估西北和西南区的人权状况，并提出跟进行动以及与政

府后续合作的建议。 

164. 2022 年 4 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访问了喀麦

隆，并参加了中非危机相关强迫流离失所问题区域部长级会议。 

165. 喀麦隆批准了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德瓦雷纳先生计

划于 2021 年进行的访问(访问因 COVID-19 推迟)，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

丽·劳勒女士计划于 2022 年 3 月进行的访问，以及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

组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进行的访问。 

 B. 促进监测 

166. 喀麦隆已制定相关程序，监测人权事务委员会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等联

合国机构所作决定执行情况。 

 C. 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167. 2021 年，喀麦隆提交了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的后续报告，然后根据《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交了关于不歧视少数群体、工会权利、食物权等具体

方面的后续报告，2022 年 1 月 11 日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提交了第六次定期报

告。喀麦隆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和 14 日为《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第 22 和第 23 次

定期报告进行了辩护。 

168. 喀麦隆协助编写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报告员、贩运人口问题工作组，以及人权与

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工作组的专题报告。 

 六. 落实已接受建议方面的进展、良好做法、困难制约因素以及

人权状况的演变 

169. 关于进展和良好做法，值得提及全国重大对话、国家部门战略的修订，以

及持续开展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同时，国家重视合作行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

的作用，国家人权机构的转型，权力下放的巩固工作，以及通过总理办公室设立

的部际委员会在人权事务方面的加强机构间协调。 

170. 还应提及国家为发展经济探索新的融资模式103，以及喀麦隆面对危机的强

大韧性。 

171. 制约因素主要涉及债务负担、行政方法跟不上人权要求、有害的传统做

法、健康和预算制约因素增加。尤其是 COVID-19 发生以后，这些制约因素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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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其它因素包括俄乌危机以及本国某些地区持续存在的安全危机、仇恨言论

的兴起，以及对和平共处态度的转变。 

 七. 国家对加强能力的期望，并酌情提出支持和技术援助请求 

172. 除了上次审查期间已经表达的期望之外，本次继续提出以下需求：人权领

域从业者的能力建设，加强支持打击恐怖主义，更多分担难民责任，加大支持国

家巩固和平共处、解决西北西南区危机的举措，因为这对人道主义负担、暴力受

害者的管理和社会重建，以及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权利产生了影响。 

173. 还希望为数据统计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加强各国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的

合作。 

174. 希望提供援助的方式尊重喀麦隆的主权和喀麦隆人民珍视的价值观。 

 

注 

 1 Il s’agit notamment des Résolutions 5/1, 16/21 et de la Décision 17/119. 

 2 Suivant Décrets n° 2021/751 et n° 2021/753 du 28 décembre 2021. 

 3 Suivant Décret n°2020/002 du 06 janvier 2020. 

 4 Annexe, 10. 

 5 Soit 1 321 306, 84 euros. 

 6 703 000 000 FCFA en 2020, 1 246 000 000 en 2021 et 3 746 000 000 FCFA en 2022, soit 

respectivement 1070225,16 ; 1896871, 33; et 5 702 792,95 euros. 

 7 Annexe, 11. 

 8 Soit 1 464 514,04 euros. 

 9 Annexe, 12. 

 10 Annexe, 13. 

 11 Annexe, 14. 

 12 Annexe, 15. 

 13 Annexe, 16. 

 14 Annexe, 17. 

 15 Annexe, 18. 

 16 Annexe, 19. 

 17 Annexe, 20. 

 18 Annexe, 21. 

 19 Passé de 10 000 000 000 FCFA (soit 15 223 686,46 euros) en 2018 à 240 231 858 000 FCFA (soit 

365 721 448,39 euros) en 2022. 

 20 Créé par Décret n° 2018/190 du 2 mars 2018, il est responsable de l’élaboration, du suivi, de la mise 

en œuvre et de l’évaluation de la politique du Gouvernement en matière de décentralisation. 

 21 Créée par Décret n° 2020/111 du 2 mars 2020, la NASLA a pour missions d’assurer la formation 

initiale, la formation continue, la formation spécifique des personnels des CTD. 

 22 En janvier 2021, les assemblées et les exécutifs régionaux ont été mis en place. 

 23 Nommés par Décret n° 2021/342 du 10 juin 2021. Le Décret n° 2020/773 du 24 décembre 2020 

détermine les modalités d’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24 Annexe, 22. 

 25 Décret n°2020/136 du 23 mars 2020 portant création, organisation et fonctionnement du Comité de 

suivi de la mise en œuvre des recommandations du GDN. 

 26 Au 31 décembre 2022, les centres d’accueil des Régions du Nord-Ouest et du Sud-Ouest comptaient 

657 pensionnaires. 

 27 Annexe, 23. 

 28 Annexe, 24. 

 29 Annexe, 25. 

 30 Le 30 avril 2021, la Sous-Commission de la prévention de la torture, composée de 4 commissaires 

dont un médecin, a été mise en place au sein de la CDHC. 

 31 Annexe, 26. 

 32 Annex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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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Des détails figurent dans le Rapport valant 22ème et 23ème Rapport du Cameroun au titre de la 

Convention contre la discrimination raciale, soumis en 2019. 

 34 Annexe, 28. 

 35 Annexe, 29. 

 36 Dont les droits à l’information, à l’alimentation, à la santé et à l’assistance d’un Avocat. 

 37 Annexe, 30. 

 38 Cas de l’Arrêt n°2/HB/PCA/LIT/20 du 13 novembre 2020 de la Cour d’Appel du Littoral ; de 

l’Ordonnance n°01/LI du 17 septembre 2018 et n°01/L1/CRIM du 14 août 2019 du Président du TGI 

de la Vallée du Ntem ; des Ordonnance n°43/HC du 22 novembre 2018 et 

n°25/OHC/CAB/PTGI/Mifi du 12 septembre 2019 du Président du TGI de la Mifi. 

 39 Le Cameroun compte 1 Cour Suprême, 1 Tribunal Criminel Spécial, 10 Tribunaux Administratifs, 10 

Tribunaux Militaires, 10 Cours d’Appel, 12 Tribunaux de Grande Instance, 47 Tribunaux de Première 

et Grande Instance, 29 Tribunaux de Première Instance et 447 juridictions traditionnelles. 

 40 Soa, Sa’a, Ngaoundal, Belel, Lomié, Messamena, Mbang, Bétaré-Oya, Bafut, Nwa, Menchum-

Valley, Njinikom, Lolodorf, Mvangane, Eyumodjock, Mbonge, Ekondo-Titi, Pouma, Tonga, Obala, 

Mbandjock, Ayos, Okola, Ngomedzap et Eseka. 

 41 Par Décrets n°2018/104 et 2018/105 du 7 février 2018 portant respectivement organisation et 

fonctionnement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une part, et nomination de ses membres d’autre part. 

 42 De 63 454 000 000 FCFA (soit 96 600 380,06 euros) en 2018 à 65 915 000 000 FCFA (soit 100 346 

929,30 euros) en 2023. 

 43 Annexe, 31. 

 44 Annexe, 32. 

 45 Annexe, 33. 

 46 Soit 1464518,64 euros. 

 47 Annexe, 34. 

 48 Annexe, 35. 

 49 Annexe, 36. 

 50 L’article 47 du Décret no 2001/041 du 19 février 2001 portant organisation des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publics et fixant les attributions des responsables de l’administration, indique que les élèves 

des écoles primaires publiques sont exemptés des contributions annuelles exigibles. 

 51 L’article 6 de la Loi no 98/004 du 14 avril 1998 d’Orientation de l’Education au Cameroun, proclame 

sans équivoque que l’État assure à l’enfant le droit à l’éducation, en même temps que l’article 9 

proclame qu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est obligatoire. 

 52 CERD, CEDEF, Protocole de Maputo. 

 53 Annexe, 37. 

 54 Annexe, 38. 

 55 Y sont notamment classées, les Régions de l’Adamaoua, du Nord et de l'Extrême-Nord. 

 56 Annexe, 39. 

 57 Annexe, 40. 

 58 Annexe, 41. 

 59 Passé de 175 200 000 000 FCFA (soit 266 718 986,78 euros) en 2018 à 228 168 000 000 000 FCFA 

(soit 347 355 809 220,53 euros) en 2023. 

 60 Annexe, 42. 

 61 Accessible à l’adresse https//dplml.cm/repertoireDe-sAmm/index.php. 

 62 Annexe, 43. 

 63 Annexe, 44. 

 64 Le but étant la réduction de la TME à moins de 2% à 6 semaines et moins de 5% à 18 mois. 

 65 Santé de reproduction, maternelle, néonatale, infantile et adolescent. 

 66 Qui consiste à tester et traiter toutes les femmes enceintes. 

 67 Annexe, 45. 

 68 Annexe, 46. 

 69 Annexe, 47. 

 70 Annexe, 48. 

 71 Annexe, 49. 

 72 Annexe, 50. 

 73 Annexe, 51. 

 74 Annexe, 52. 

 75 Annexe, 53. 

 76 Annexe, 54. 

 77 Annexe, 55. 

 78 Annexe, 56. 

 79 Annexe, 57. 

 80 Annexe,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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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e 6 072 000 000 FCFA (soit 9 243 822,42 euros) en 2018 à 9 201 000 000 FCFA (soit 1 400 

7313,91 euros) en 2023. 

 82 Annexe, 59. 

 83 Annexe, 60. 

 84 Annexe, 61. 

 85 Orientation médicale, soutien juridique et judiciaire, économique, psychosocial et matériel. 

 86 Annexe, 62. 

 87 Annexe, 63. 

 88 De 2019 à 2022, environ 114 femmes ont bénéficié de l’assistance judicaire. 

 89 En fin 2022, 3 409 des personnels magistrats et non magistrats du MINJUSTICE étaient des femmes. 

 90 Annexe, 64. 

 91 Annexe, 65. 

 92 Annexe, 66. 

 93 Annexe, 67. 

 94 Annexe, 68. 

 95 Annexe, 69. 

 96 Loi n°2019/020 du 24 décembre 2019 modifiant et complétant certaines dispositions de la loi 

n°2016/007 du 12 juillet 2016 portant Code pénal. 

 97 L’enveloppe budgétaire est passée de 20 197 604 000 FCFA (soit 30 748 199,05 euros) en 2018 à 22 

736 054 000 FCFA (soit 34 612 655,74 euros) en 2023. 

 98 Annexe, 70. 

 99 Le budget alloué à la santé est passé de 1 050 000 000 FCFA en 2018 à 1 100 000 000 FCFA en 2023 

(soit de 1 598 487,08 à 1674605,51 euros). Le budget destiné à l’alimentation est passé de 4 470 000 

000 FCFA en 2018 à 5 265 000 000 FCFA en 2023 (soit de 6 804 987,85 à 8 015 270,92 euros). 

 100 Ainsi que des Décrets n°2018/366 du 20 juin 2018 portant code des marchés publics et 

n°2018/001/PM du 5 janvier 2018 fixant conditions et modalités de passation des marchés publiques 

par voie électronique. 

 101 Annexe, 71. 

 102 Soit 6 056 303,28 euros. 

 103 Annex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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