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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第二十八届会议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7 日 

  利益攸关方就加蓬提供的材料概述*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一. 背景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和第 16/21 号决议编写，同时考虑到普遍定

期审议的周期。报告概述了 3 个利益攸关方为普遍定期审议所提供的材料。1 因

受字数限制，报告采用提要的方式。 

 二. 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材料 

 A. 国际义务范围以及与国际人权机制和机构的合作2
 

2.  “文化幸存”组织(CS)建议加蓬邀请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访

问该国，并落实其 2016 年提交大会报告中的建议。3 

3.  CS 建议加蓬尊重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确立的土著人民的权利。4 

4.  联署材料 1 提醒加蓬，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该国共收到了 156 项建

议。其中 103 项得到接受，53 项得到注意。对一系列法律来源资料和人权文献

的评估表明，该国政府尚未充分执行其接受的大部分建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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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署材料 1 建议该国政府优先考虑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

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

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结社和集会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正式访问问题。6 

 B. 国家人权框架7
 

6.  全面终止体罚儿童现象全球倡议(“全球倡议”)注意到，在加蓬，体罚是合

法的，尽管儿童权利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和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专家委员会

多次建议予以禁止，尽管在对加蓬的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也提出了相关建

议。8 

7.  全球倡议建议加蓬明令禁止在所有情况下对儿童的一切体罚，尊重《儿童权

利公约》和其他人权文书。9 

 C. 参照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 

 1.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平等和不歧视10 

8.  CS 表示，“Pygmy”一词具有贬义和冒犯的含义。但该术语仍继续被广泛使

用。在 2012 年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建议之后，加蓬采纳了一些建议，

致力于使俾格米人进一步融入整个社会，并努力结束对俾格米人口的歧视。11 

9.  CS 建议加蓬确保土著人民参与影响自身的所有事务的各级决策。12 

  发展、环境及工商业与人权13 

10.  CS 指出，广泛的外国投资使加蓬成为西非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国民生产总

值相对较高。然而，该国还有一些人贫困程度与低收入国家相当。14 

11.  CS 还指出，加蓬通过建立保护区，实施了一个保护计划，旨在保护该国的

热带雨林和生物多样性。然而，这些保护工作对当地社区和土著人民造成了不利

影响，包括剥夺了他们获得与传统生存模式相关资源和获得自然资源的手段。15 

12.  CS 建议加蓬努力让当地土著人民参与保护工作，土著人民参与可以是实现

环境目标的重要资产。16 

 2.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权17 

13.  联署材料 1 感到震惊的是，安全部队过度和非法使用武力，以驱散和平抗

议活动，特别是在选举期间，以及在示威者反对政府的做法或政策之时。18 

14.  联署材料 1 指出，有一些记者在未经任何指控的情况下遭逮捕、酷刑和拘

留的案件。此外，还有一些人收到匿名来源的死亡威胁。19 它建议加蓬采取步

骤，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并建立一个保护记者免遭迫害、恐吓和骚扰的框

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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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联署材料 1 报告说，有一些民间社会活动家被逮捕和在不人道和有辱人格

的条件下拘留的案件。21 联署材料 1 建议加蓬停止对民间社会活动家的恐吓、

骚扰和司法迫害。22 

  基本自由以及公共和政治生活参与权23 

16.  联署材料 1 指出，国家媒体监管机构――国家通讯委员会受到政府的政治影

响，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媒体遵守国家法律和《通信法》的情况。24 联署材料 1

建议加蓬审查和修订《通信法》，以确保其符合关于言论自由的国际最佳做法和

标准。25 

17.  公民参与世界联盟、Brainforest 和 Dynamique OSCAF(联署材料 1)建议加蓬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权利、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宣言》和

人权理事会第 22/6、27/5 号和第 27/31 号决议，保障有关结社自由、言论自由、

和平集会自由的条件。26 

18.  联署材料 1 对限制记者和独立媒体机构，对颁布破坏言论自由权的《通信

法》等不当限制性立法深表关切。27 它建议加蓬确保记者能够自由工作，而不

用担心就发表批评性意见或报道政府可能认为敏感的题目而遭到报复。28 

19.  联署材料 1 注意到，媒体的言论自由和独立受到限制：特别是 2016 年，在

抗议总统选举之后，当局切断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29 它建议加蓬政府避免审

查社交和传统媒体，特别是在政治敏感时期，并确保言论自由受到各种形式的保

护。30 

20.  联署材料 1 指出，关于和平集会自由，加蓬当局过度使用武力，以驱散质

疑政府政策以及 2016 年全国选举结果的和平抗议活动。31 总统选举揭晓之后，

安全部队使用催泪瓦斯、震撼弹和热水水炮强行驱散抗议活动。32 

21.  联署材料 1 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完全注册的程序过于冗长，没有必要：因

此，许多非政府组织在半正规的基础上运作，因为其认证尚未得到完全批准。联

署材料 1 还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可能受到政府的不当限制，政府可能会指责其非

法运营。国家可以利用注册程序的弱点来对付批评政府的非政府组织。33 

22.  联署材料 1 说，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活动家受到司法迫害、恐吓、骚扰

和攻击，并成为诽谤运动的受害者，以诋毁他们及其工作。34 联署材料 1 建议

为民间社会成员提供安全的环境，以开展其工作。35 

23.  联署材料 1 建议加蓬采取措施，为民间社会创造一个安全、受尊重的有利

环境，包括通过消除限制结社权的法律和政策措施。36 

 3.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适足生活水准权37 

24.  CS 注意到，加蓬保护区的建立，看来土著人受害最大。伊温多国家公园的

设立在狩猎、捕鱼和采集方面对当地社区施加了若干限制，导致当地社区不仅缺

少食物，而且也较少剩余物品供出售，意味着他们用以支付各种必需品的资源更

少，包括子女教育或药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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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权利 

  儿童 

25.  全球倡议进一步说，《保护儿童司法制度法》明确禁止刑罚机构将体罚作

为惩戒措施，但刑法中却没有关于司法体罚的规定。39 

26.  全球倡议还注意到，在 2008 年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禁止体罚的建议之后，该

国政府 2012 年表示，社会事务部正在制定“社会行动守则”，但接着说，根据

现行法律，体罚仍然应受处罚。2015 年，该国政府报告说，已经着手起草《家

庭法》，但该草案到 2017 年 3 月尚未定稿。40 

27.  全球倡议表示，自 2012 年第二轮审议以来，该国政府一直在报告起草新的

有关儿童问题的《家庭法》和《儿童法》的情况。然而，尽管国家有国际义务制

定法定禁令，禁止对儿童的一切体罚，但禁止体罚却未列入草案。全球倡议还提

出，新的《家庭法》和《儿童法》草案提供了机会，禁止在家庭、替代性照料和

日托机构环境中体罚。41 

28.  全球倡议注意到，在刑罚系统、学校和一些学前教育机构中，对儿童体罚

为不法，但在家庭和所有替代照料和日托机构中却不被禁止。42 

29.  全球倡议还注意到，在向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专家委员会报告时，该国政

府说，关于体罚的习惯做法仍然存在，而质疑这种习惯做法“被视为干涉家庭私

生活”。该国政府继而仅报告了与学校有关的禁止体罚的措施。报告确认，没有

关于家庭暴力的立法。43 

30.  CS 关切地注意到加蓬对儿童体罚的合法性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即该

国明令在包括家庭的所有环境中禁止对儿童的一切体罚。44 

  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45 

31.  CS 指出，保护工作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源自该国现行法律框架内的系统

性问题。CS 补充说，加蓬没有关于土著人民的专门立法。46 

32.  CS 指出，在加蓬，当地社区和土著人民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保护行为者

忽视或公然侵犯。CS 对“俾格米人”的状况表示担忧，因为他们的权利被忽

视，土著社区的生计由于保护工作而受到损害。这些保护工作对居住在国家公园

附近的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带来了消极后果，包括剥夺了他们获得与传统生存模

式相关资源和获得自然资源的手段。47 

33.  CS 指出，在加蓬，促进环境保护、包括热带雨林和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导致

了与土著人民的冲突。CS 补充说，该国现行法律框架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第 5、26、10、18、19、25、26、27 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其中主张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48 

34.  CS 提醒说，通过联合国文书体现的国际保护政策呼吁当地社区参与保护工

作。其中包括与土著人民充分磋商并征得其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加蓬在设

立伊温多国家公园之前，没有与当地和土著社区磋商，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所述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标准。49 

35.  CS 还说，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土著人民仍然无法主张自己的各项权利。他

们的谈判能力仍然不平等，因而容易成为外来者体力或智力剥削的对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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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CS 对土地使用权表示担忧：在其传统土地上，当地和土著社区几乎没有保

有权保障。它还指出，加蓬关于土地权的法律框架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

宣言》。51 

37.  CS 建议加蓬将有关社区的土地、生计、参与和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

利纳入保护规划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加蓬应考虑改变土地利用制度，支持与土著

人民土地利用需求协调的传统土地利用模式；并就影响他们的所有项目获得土著

社区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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