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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 

1 . 1 9 8 7 年 1 2月7日，关于扩展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的大会第42/118 

号决议的第1 6段请秘书长除了编制关于人权领域世界新闻运动的单独报告（A/ 

43XT11)之外，还编制该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综合报告。本报告就是按照这项要 

求而编制的o 

2 .大会该决议第 2和 1 2段请各会员国"在 1 9 8 8年间作出特别努力，宣 

传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对宣传这些活动给予便利和鼓励"，以及"指定国家 

协调中心，供以有关的人权资料"。到目前为此各国政府提供的答复载于本报告 

附件中。 

二、国家协调中心 

3.根据所收到的答复，已经指定下列国家协调中心，可向它们供应有关的人 

权材料副本：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囯际组织司）和人权和平等机会委员会； 

中非共和国:外交部，司法和诉讼事务司；塞浦路澌:外交部，政治司；丹麦:丹 

麦人权中心;多米尼加共和国:(待指定）；經：外交部；芬兰联合国协会；人 

权协会；以色列：以色列联合国协会；牙买加:外交、贸易和工业部；牙买加新闻 

处执行主任；牙买加图书馆服务处处长；牙买加人权理事会；教育部；教员教育联 

合理事会，西印度大学；牙买加新闻处；牙买加识字运动;牙买加广播公司；牙买 

加广播有限公司；Gleaner有限公司；牙买加录音公司；西印度大学注册主任； 

牙买加教会理事会；牙买加®书服务处；牙买加人权理事会；牙买加警察学院；且 

外交部的人权和难民司-;马拉维:外交部；法政学院的法律系；司法部；！i 

jkx外交部秘书；尼泊尔:外交部；新西兰:外交部，外交事务秘书；新西兰人权 

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挪威:人权协会和外交部；菲律宾:人权委员会；菲律宾 

陆军总军法官；菲律宾保安军—国家警察总军法官；全国警察委员会；教育部；司 

法部；菲律宾律师协会；"我爱辛红衣主教"（马尼拉大主教）；波兰：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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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研究所；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外交部的司法和条约办公室；西班牙：外交部人 

权 办 公 室 ； 澌 里 兰 卡 : 澌 里 兰 卡 基 金 会 人 权 中 心 ； R a u l W a l l e n b e r g 

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协会，瑞典隆德；瑞典联合国协会，斯德哥尔摩；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外交部首席秘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法学院院长；对外关系中心主任； 

社区开发部首席秘书；内政部首席；〈〈每日和星期日新闻》总编辑；《自由日报》总 

编辑，坦桑尼亚革命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社会事务秘书处书记；坦桑尼亚广播电台台 

长；乌干达:外交部；司法部；乌干达人权委员会。 

三、联合国新闻中心的作用 

4 . 大 会 第 4 2 / 1 1 8号决议第6段强调了联合国各新闻中心的主要作用， 

同时促请新闻部特别注意提高各中心的缋效和贲任。由于秘书处新闻部的结构改 

革结果，目前更加强调监测和促进6» 7 个 新 闻 中 心 的 活 动 ， 1 9 8 8年期间，曾 

经作出特别的努力，向各中心提供该年期间可以使用的材料，目的在于促进《世界 

人权宣言》 4 0周年的纪念活动。例如，曾经从新闻部的常规预算中拨出经费给 

各新闻中心，以便把《世界人权宣言》翻译和印成当地语文，或者重新印制没有库 

存 的 语 文 文 本 。 1 9 8 8年初，各中心收到大约 2万份 4 0周年纪念新闻包，以 

便分发给各非政府组织用于促进各项活动。此外，还向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和各非 

政府组织分发了包括在新闻包内的两本小册子的1 0多万份副本，就是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的"人权问答"，'所有正式语文的"画际人权法案"。 

5 . 1 9 8 8年中期，向各新闻中心分发了特别的4 0周年招贴。也向各新 

闻中心寄送了所有正式语文的3 0秒钟电视节目，以便在联合囯日（1 0 月 2 4日） 

至人权日（1 2 月 1 0日）期间进行播送。 

6 . 大多数的新闻中心目前已经通过电子通信方法同总部联接起来，这样各中 

心就可以立刻收到所有联合国活动、包括人权领域的活动的新闻，从而大大提高工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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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整年期间，所有新闻中心和事务处均掌握了有关人权活动的消息。在 

这方面，新闻中心主任奉命展开各项特别的方案，旨在提醒各国社区注意下列特别 

的纪念日：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沙'佩维尔日）3月2 1日；声援为自由、独立和 

人权进行战斗的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殖民地领土人民以及南非人民团结周，5月19一 

2 3日；声援南非战斗人民国际日(索弔托日）， 6月 1 6日；声援南非和纳米比 

亚妇女斗争国际日， 8月 9日；纳米比亚日， 8月 2 6日；声援南非政治犯国际日， 

1 0 月 1 1日；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团结周，1 0 

月 2 7 — 3 1日；声援巴勒澌坦人民国际日， 1 1 月 2 9日；联合国日， 1 0月 2 4 

日；人权日， 1 2 月 1 0日。 

8 . 各新闻中心结合这些特别纪念活动已经或将要举办简报、讨论会、讲习班、 

展览会，以及放映电影。各中心主任曾经发表讲演，参与座谈会和讨论会，出席 

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纪念活动，在收音机、电视、报纸上发表意见，向当地新闻媒 

介印发新闻稿、小册子、专题文章。对于秘书长和其他联合国官员在这些场合所 

作的发言，各新闻中心曽经广为散发，当地新闻媒介也广作出报道。 

四、在联合国新闻中心建立基本参考 

文献和联合国材料的藏书 一 

9 . 第 4 2 / 1 1 8号决议第7段请秘书长在现有的资源范围内，到1 9 8 8 

年底以前，在联合国每一个新闻中心建立基本参考文献和联合国材料的藏书。19 

8 6 年 和 1 9 8 7年，新闻部详细调査了所有联合国新闻中心，旨在保障关于人权 

的 9 份 主 要 国 际 文 书 的 供 应 。 1 9 8 8年期间，重新印制了有关的材料，由新闻 

部加以分发。这方面最初的工作是，用所有正式语文订正和重新印制《国际人权 

法案》，以及重新印制没有库存的其他人权出版物。新闻处可以提供的人权材料 

的目录已经编辑完成，也已经分发给所有新闻中心，使它们能够知道最新的材料。 

这本目录目前也正在分发给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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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人权的教学手册 

10. 大会第4 2 / 1 1 8号决议第9段请秘书长完成关于人权教学手册的起草 

工作。在编制本报告时，日内瓦的人权中心已经完成该手册的内容，目前正在加 

以印制过程之中。 

六、《世界人权宣言》的个人专用本 

1 1 . 第42/118号决议第11段请秘书长完成《世界人权宣言》的个人专用本 

的印发工作。新闻部除了用六种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之外，还用7 0多种语文印发了专用本，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文，阿 

姆哈拉文、阿萨姆文、孟加拉文、保加利亚文、缅甸文，白俄罗斯文，査莫罗文、 

捷克文，丹麦文、杜里文，荷兰文、世界语，菲律宾语、芬兰文，德文、希腊文、 

古吉拉特文、古姆基文，希伯茱文、印地文、匈牙利文、冰岛文，印度尼西亚文、 

爱尔兰文、意大利文，B文，卡纳达文，基尼亚旺达文，基隆迪文、老挝文，林格 

拉文，马其顿文，马尔加什文，马来文、德扭维文，马拉地文，马绍尔文、尼泊尔 

文，挪烕文、奥里雅文，帕劳文，波斯/法西文，波兰文，波纳佩文、葡萄牙文、 

普什图文，罗马尼亚文，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文，僧加罗文、斯洛伐克文，斯洛文 

尼亚文、斯瓦希里文、瑞典文、他加禄文，泰米尔文，泰卢固文，泰国文，特鲁克 

文、土耳其文、鸟克兰文，鸟尔都文、蒇尔士文，雅浦文。 1 9 8 8年还用以下 

语文出敝：法罗文，格陵兰文、海地克里奥尔文、豪萨文、恩德比利文，修纳文。 

许多其他语文文本，目前正在印制中。此外，已经在重新印制没有厍存的语文文 

本。 

七、国际人权文件汇编 

1 2 . 大会第 4 2 / 1 1 8号决议第 1 3段请秘书长尽快安排重印《人权：国际文件 

汇编》这本出版物。'这本出版物已经由人权中心用新的封面和更加美观的格式 

加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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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人权材料的库存 

1 3 .大会第 4 2 / 1 1 8号决议第 1 4段强调在纽约和曰内瓦维持充分的基本人权 

材料库存的重要性，并对联合国在纽约这种文件的库存容量受到严重限制表示关切。 

由于1 9 8 6— 1 9 8 7年期间联合国的长岛仓库已经撤空，库存空间相应减少， 

目前暂时无法分发库存材料。不过，目前在秘书处大楼地下室的公共联合国储存 

处，为新闻处的出版物腾出一些地方，已经可以得到足够的人权材料库存。 

É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3.XIV.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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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国按照大会第 4 2 / 1 1 8号决议提出的答复 

澳大利亚 

i原件：英文〕 

1。 澳大利亚政府欢迎国际社会对于开展人权领域宣传活动日益重视.澳大 

利亚相信预防方案是促进和维护人权的最有效工具，因此在联合国设法加强宣传和 

教育活动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2。 澳大利亚欢迎于1 9 8 9年发动全世界人权问题宣传运动的提案.宣传 

运动重点应在于指向特别是正规教学系统以内和以外各教育机构的实际活动.在 

这点上，我们鼓励尽早广泛散发最近印成的关于人衩教育的小册子.非政府组织 

不仅本身作为宣传对象，而且还作为推动者，确保上述小删子以及一切人权材料送 

达尽可能众多的"使用者"，这应作为运动中的优先事项。 

3。 我们还促请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在运动的进行中发挥积极作用.各中心不 

仅应提供资料，还应设法寻求机会散发材料给学校，各慈善、社会和研究性机构， 

各工会和传播界，以及各政府组织.各中心发挥的作用对运动的效果来说是关键 

性的，特别是各中心判断每一国家地区内最适当宣传方法的能力.我们还注意到 

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更积极活动的可能性，鼓励各委员会参与宣传运动. 

4。 关于所散发材料的数量和性/贝'问题，各H: M应尽可能向联合国提供援瑰 

特别是安排将有关材料译成当地语文.我们很高兴看到最近秘书处对人权 N题材 

料的各种语文本进行了增补、重印和扩大数量的工作.我们还敦促以更大努力来 

确保各主要文书的广泛翻译和散发，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视听材料的使用是宣传 

运动的一个主要部分. 

5。 澳大利亚欢迎举行宣传运动的倡议，相信其重点应是促进国际人权标准的 

更有效执行，这要依靠对个人基本权利及其维护方法的认识.联合国系统内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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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特别是各人权中心和新闻部之间的协调，对于运动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保加利亚 

〔原件：英文〕 

1。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极为重视联合国旨在增进公众对人权问题的认识的各 

项活动.这些活动是求取全世界人人均能充分有效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所必需的， 

基于这个信念，保加利亚支持大会第 4 2 / 1 1 8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第 1 9 8 8 / 7 4 

号决议的通过.我们认为，《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纪念是个良好机会来 

促使所有会员国执行上述决议，这将大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三项所 

列各项宗旨. 

2。 按照大会第42/118号决议第2段，保加利亚新闻界对于联合国人权领域 

的活动进行广泛宣传.保加利亚各非政府组织，例如联合国协会和人权事务委员 

会作为优先事项以保加利亚语文印发《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问题的各项国际公约. 

3。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教育领域的政策符合大会第42/118号决^第1 0 

段和人权委员会第 1 9 8 8 / 7 4号决议第 1 4段的规定。保加利亚培训法律、医疗、 

外交、武装部队和其他有关部门人员的教育方案内均列入适当的人权内容. 

4。 最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重申它将致力于开展人权领域的宣传活动.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 白俄罗斯一向坚持，应该加强联合国在发展和加强人道主义领域内的国际 

合作上的，用，它对联合国内讨论和通过有关执行和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和特定文 

件作出了贡献。i乍为关于人权的各项基本国际文书的一方，它积极参与了联合国 

各机关在此领域内的工作。 

2 . 白俄罗斯认为散播关于人权的新闻是执行人衩和基本自由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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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达成《联合a宪章、定立的崇高目标的重要部分。它因此十分重视宣传日内 

瓦联合国人权中心和联合国在此领域内的所有各种活动。 

3 . 白俄罗斯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广泛报导了联合国各机关在人权领域 

的工作，以及白俄罗斯的代表对它们的各种所作的贡献，并经常报导有关在国内外 

执行人权方面的各种问题。为了使臼俄罗斯的舆论熟悉联合国制作的各种材料， 

共和国出版了联合国的文件集，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 

和其他国际法的有关文件。白俄罗斯还出版了专门讨论联合国人权活动的书籍和 

小册子。 

4 . 目前共和国正在进行的广泛的Perestroiku涂了要进行深远的经济改 

革外，还要加强和扩大G1 a s n 0 s t，巩面和深入政府和公共生活所有各方面的民主 

化，发展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社会的积极经验，散播联合国内和 

其他国际组织，如教科文组织和劳工组织在人权领域内通过的并获得普遍承认的标 

准和规范对于白俄罗斯进行这项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 

5 . 共和国在白俄罗斯司法部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散播法律知识的计划，以期 

使公民们知道他们在目前共和国的法律下享有哪些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向共和 

国的人民广泛宣传法律的事项，包括人权的事项。所有教育机构（学校、职业和 

技术学院和大学）都有法律的课程。在工厂和其他企业里，设立了 2 0 0个公民 

指导中心，向工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共和国每年要举行75， 00 0个演讲， 

觯释目前的法律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对于那些希望补充他们的法律知识的人， 

设有 1 7 6间进行法律学习的人民大学，里面有50， 00够学生在接受教导，共和 

国的新闻媒介正在从事提高人民法律认识水平的工作，包括提高他们对于他们相 

对于社会的权利和责任的了觯。共和国人民对于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在全共和国以 

及在区域一级上定期播放的题为"个人和法律"的节目以及对于"个人和法律"的 

教育性杂志相当有兴趣。 

6 . 白俄罗斯大学和学术机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利用到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 

组织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书（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7 2 1 

C h i n e s e 

P a g e 10 

约）。目^，正在考虑把更多有关人权的材料纳入高等和中等特别教育机构的课 

程的问题。 

7,每生1 2月初共和国都广泛纪念人权日。它在这方面将举行会议，新闻 

媒介将出版适当的材料和进行广播、é俄罗斯今年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 

年方面已制^了广泛的措施方案，以期加强公众在人权领域内的认识。 

中非共和国 

〔原件 s法文〕 

1 。外交部谨通知秘书长，中非共和国一贯赞同大会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各 

项决议并加入确保保护和保障人权的各项国际文书，因此它必然支持大会各项有关 

决议. 

2。 此外，它向来强烈谴责并重申其对持续发生一贯严重违反人权情事深表关 

注，诸如拘禁和非法关押、虐待和对被监禁者施加酷刑，非法侵犯和占领领土，没 

收他人财产；所有这些因素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解 

放和经济发展构成一大障碍. 

3。 总之，中非共和国宪法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宪法切实保障人的权利，建立 

在确立已久的 " Z o K w e Z o " 和 " S o z o I« a " (即严格尊重人） 

的学说基础上，其精神符合G/S 2 1 4 ( 4 1 — 1)号照会所述各项决议内的整体思想. 

4。 应该指出的是：中非共和国高等教学机构同样讲授人权，中非国民不时得 

到人权中心安排的培训班或讨论会奖学金. 

5。 外交部为秘书长建议开展世界人权宣传运动感到高兴，兹向秘书长保证提 

供全力支持，并借此机会表明外交部（司法和诉讼事务处)能够保证协调和收受及 

分发有关人权的出版物.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7 2 1 

C h i n e s e . 

P a g e 1 1 

多明尼加共和国 

(原件：西班牙文） 

1。 多明尼加共和国政府欢迎这些决定，并确认其责任，将积极嘀应于1988 

年间作出特别努力宣传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的要求. 

2。 为此目的，它将拟订一个方案，促进在全国各地散播联合国人权材料，特 

别优先注意散播《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该方案将包括第 

42/118号决i义第12段的建议，指定国家协调中心，供以有关的人权材料. 

3。 多明尼加共和国大力支持开展一次世界人权宣传运动，因为这将有助于推 

广和加琛对所有个人都享有的权利和保证的了解。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原件：英文〕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欢迎按照大会第42/118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第 

1 9 8 8 / 7 4号决"的构想开展一次世界人权宣传运动. 

2。 联邦政府认为，为了让人权中心执行这方面的活动，应从新闻部预算拨出 

足够的资源。 

芬兰 

〔原件：英文〕 

1 .传播和新闻活动在促进^保护人权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人权教学和传播 

要成为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和大学各级教育过程以及校外活动昶成人教育活动的组 

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研究所的作用应当受到鼓励*支持. 

2 . 大 会 第 4 2 / 1 I 8号决i义*人权委员会第1 9 8 8 X 7 4号决议都强调 

必须发展新闻活动，作为人权教学、教育^宣传的一部分.芬兰已汫行了各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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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伲进it.些决议所载的目标^提议• 例如，外交部于1 9 7 8年出版了一本小 

册子，内有《世界人权萆言》全文以及19 6 . 6年和 1 9 8 1年两个国际公约的芬 

兰文正式译文，另一术,武装冲突时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各种条约的芬兰 

文译文.此外，官方条约集中出版了对芬兰有拘束力所有人权*人道主义法律条 

约的芬兰^瑞典文译本，而且通过所谓空白法规并入面内法中. 

3 . #科文组织芬兰全囿委员会、Abo Akademi地方的人权研究所、芬兰 

的瑞典语大学和若干非政府组织，如芬兰联合国协会、囿际大赦组织^人权及自由 

同盟等还m版了各种有关人权的宣传资料. 

4. 芬兰éd"^会同Abo Akademi人权研究所合#,在国防军中正在进行国际 

人道主义法的教学.在培训其他专业人员时，如典狱人员，也已开始人权教学. 

5 .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也引起了一系列涉及宣传的活动.例如， 

教科文组织芬兰全国委员会将同几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于1 2 月 8 日 ^ 9 日 组 织 两 

天芬兰人权状况的全国性讨论会.联合国小册子《人权问答》将在 I 9 8 8年秋 

译成芬兰文. 

6 •人权是芬兰教育的中心原则之一‧ （ 1 9 8 8年）教学大纲概要和一些 

教学计划（宗教和道德)的总要求中都提到了人权的根本重要性. 

7 .为了编制人权教材， 1 0所学校办了小型发展项目‧ 在丹麦^挪威也执 

行 了 相 应 的 发 展 项 目 . 1 9 S 8年6月在瑞典孔格尔夫北欧人民中学为丹麦、瑞 

典、挪威^芬兰教师安排了人权讨论会• 

8 .人权教学不仅是传播有关的文献.根据国际谅解教育指南（ 1 9 8 8 年 ) 

规定，人权教学的目的是使全体儿童初青年: 

(a) 了解人权的重要性； 

(b) 熟悉人权哲学^问颞； 

(c) 认识人权在真正的福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d) 弄清本国*世界上日常生活中如何实现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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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忠于义权道德； 

(f) 愿意并能够为人权而奋斗。 , 

9 .这一套目标表明人权教学是一项要求很高的任务.它还表明在通过教学 

实施人权时应考虑什么样的观点.囡此，必须发展人权教学，使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将人权的价值观^原则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价值,准，作为他们信念的基础，作 

为它们钍会发展的目标.实际上，这要求使用可以刺激对更正义的生存的要求* 

杜会变革的压力相结合的方法将传统的宣传资料同现代创新教学结合起来* 

10. 大会第4 2 / 1 1 8 号决议承担在 1 9 8 9年负赍进行一次关于人权的全 

球宣传运动• 这里值得提一提教科文组织芬兰全菌委员会将同囿家普通*职业教 

育委员会合作，为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的学校工作的欧洲教师组织一次圜际 

人权讨论会. 

11. 芬兰人权教学同国际谅解教育密切联系，其出发点是教科文组织I 9 7 4年 

关于教育促进囿际谅氣合作与^平即有关人权^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根据 

这项建议，人权被认为是国际谅解教育的道德基础* 

12. 为了提高国际谅解教育，国家普通教育委员会编写了一本指南，将于1 9 

8 8年秋发行.这本指南的目的是供全体综合学校教师使用 ‧ 指南还载有《世 

界人权宣言》全文以及将为人权安排的行动周可能进行的活动建议‧ 

13. 根据上述第4 2 X 1 I 8号决i义命第I 9 8 8 / 4 2号决议,生产了一套 

促进人权教学材料，供在课堂上使用• 这一项目是芬兰联合国协会1 9 8 6年倡 

议的.芬兰联合国协会同几个机构（如国家普教委员会*人权研究所）合作生产 

了大量人权材料， 1 9 8 8年秋可向学校提供 . •鼓励对人权教学采取另一种 

非传统的方法‧ 教科文组织芬兰全国委员会补助材料的出版，将于1 9 8 8 年 7 

月底发行. 

14. 除此而外，还应提到芬兰联合国协会务年来一向出版有季刊《YK—tiedote》, 

1 9 8 8年第一期（ 1 2， 0 0 0份）捍到人权这一主题.该协会还在全国各地为 

各种人组织多次关于人权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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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 4 2 / 1 1 8 * 第 1 9 8 8 X 4 2号决议要求会员国指定国家协调中心, 

以便向其掲供人权材料.芬兰的这种机构是芬兰联合国协会 f地址：unioiai-

n k a t u 4 5 B , S F - 0 0 1 7 0 H e l s i n k i ) Abo Akademi的人权研究所（土 

耳库瑞典语大学）（地址：Abo Akademi, G e z e l i u k s e n k a t u 2, S I 1

— 

2 0 5 0 0 T u r k u ) . 该研究所目前已在努力发展人权图书^人权文献，并向 

其他大学、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当局提供图书汆文献服务.但是，同时将材料的 

样本寄给芬兰外交部.上述协调中心仅为接受人权材料，而不是用来作为联合国 

同芬兰之间的联系渠道. 

16. 根据第 4 2 / 1 1 8号决议最后一段，大会应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继续进 

行人权工作，特别提到为增进人权*自由的基本享受的各种途径*方法.由于教 

育必须有各种途径，希望这些愿望能影响到整个联合囿系统，并特别通过教科文组 

织影响到整个教育领域.在芬兰已有计划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学校讲行新 

的发展 f f ^ . 

17. 发动一次关于人权的世界新闻运动可能是一个好的途径，但是必须有周密 

的计划，并同有关^*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进行。运动特别应命教科文组 

织的活动协调。在 I 9 7 4年关于教育促进国际谅象合作与*平即有关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范围内，教科文组织在人权教学、新闻^文献方面进行 

了各种活动，包括在1 9 7 8年 9月 1 2曰至 1 6曰在维也纳组织国际人权教学大 

会 ^ 若 干 后 续 会 ^ , 如 1 9 8 7 年 8 月 3 0 日 至 9 月 5 日 在 马 耳 他 举 行 的 人 

权教学、新闻和文献国大会‧ 

日 本 

、 〔原件：英文〕 

1-日本政府欢迎秘书长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时为进一步加强人 

权领域的新闻活动所釆取的倡议。 

2 -应该釆取建设性和有效的措施才能实行联合国在人权各领域已经制定的标 

准。在这方面，日本政府完全支持 1 9 8 9年世界人权新闻运动的观念。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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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这个观i时，我们希望联合国将制订方法和途径，使其能切实推进全世界承 

认人权。 

3.各国当局及其人民必须承认尊重和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的重要性，同时必 

须进行宣传活动才能提高两者的人权意识。可能需要特别用心将人权资料送达真 

正需嬰的人的手中，而不是为已经熟悉内情的人收集另一堆资料。 

4 .我们也希望强调联合国在进行宣传运动时应尽量照顾到联合国各机构所面 

对的财政紧缩现况而将必要开支减至最少限度。 

马耳他 

〔原件：英文〕 

1 .关子在教育课程中列入人权问题，马耳他政府认为人权教育不是边缘活动， 

而必须在整个教育制度中予以提倡而保证。因此必须在各级学校的课程中给予适 

当讲解，以激发青年对民主制度的人权有最充分的理觯。 

2 . 1 9 8 3年5月欧洲理事会赞助在维也纳召开的讨论会单独举出马耳他在 

幼儿园到大学入学考试的人权教育提纲方面计划周详。 

3 . 幼儿园培养一个似乎与暴力完全无缘的正面环境。儿童在里面可以学习 

容忍、同甘*苦和合作。达成这项总目标的途径有五个指标： 1 .培养自信心； 

2 .培养听的能力（拍手游戏，听音乐、听儿童新闻等）；3 .培养合群能力（关 

于同甘*苦的故事，演戏，唱歌等）；4.培养表达能力（傀儡戏，聋伴.绘画等）； 

5 -培养排解纠纷的方法（示范、故事等）。 

4 . 个f所选用的方式是将主题按教育学方法分类。这样才有明确的体系。 

主要目标不应该是传授消息而是培养态度。教学的主要技巧之一是从旁人的眼光 

看世界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年级（ 8至 1 2岁）学生的学习能力特别强。 

5 . Ç，，在整个提纲中主题是伃细选择来诱导三种思考型态：认知（事实知 

识）；感动（对旁人感情的移情作用）和技巧（如何应用这种知识）。同时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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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感动的指标：对其他种族和宗教的人釆取容忍态度，对"先知"——提倡伟 

大人类辜业的公众人物一的生平感兴趣等。 

6 .中学和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各级的人权教育是放在历史的范畴（举例来 

说，欧洲历次战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以提醒 

学生关于巧妙言论与继续侵犯人权之间的矛盾。 

7 . 全部的课程都面向培养独立心、自觉心，创造力和负贲的意愿及能力。言 

论自由占所有活动的主要部分。 

8 . 教师在职训练。每年为教师举办讨论会，以鼓励他们在其职业组织内部 

和民主过程方面起积极作用并鼓励他们对国家和世养事务釆取积极关心态度。 

下文关于总部设在马耳他并由政府支持的国际研究基金的活动，也可能具有实 

质意义： 

1 9 8 7 - 1 9 8 8 年 国 际 研 究 基 金 的 活 动 

9 .教科文组织在 1 9 8 7 年 8 月 3 1日至9月5日娄托国际研究基金负责为 

它安排一个人权教育、资料和文书世界大会。这个国际大会吸引了来自设在世界 

各地的研究所的9 0多名人权领域主要专家。大会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提案并加 

以讨论，其中如总理爱德华•费内克'阿达米博士在世界大会闭幕中所提设立人权 

研究和资料中心的观念。'因此，世界大会的最后报告，特别是第二夯员会建议第 

3段提出教科文组织应协助在需要人权中心的地方设立这种中心，并鼓励在国际研 

究基金内都为地中海居民设立地中海人权中心。 

10 .关于这项建议的效力，马耳他政府按1 9 8 8— 1 9 8 9年教科文组织參 

加方案提出这项用途的区域拨款请求。 

1 1 . 鉴于该中心是通过国际研究基金作业，国际研究中心地中海研究所已经宣 

布召开筹备会议，同时也指定了一名协调员。 

1 2 . 目前正在讨论该中心章程草案及其一般宗旨和目标。该中心预定在1988 

年底开始畏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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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际研究基金在人权教育领域的另一项工作是发行一种题为"Il-Jeddijiet 

T a l - Bniedem "的出版物，它是联合国基本人权文书的马耳他文翻译及这些文书 

的注释。这本书主要是打算协助学校教员和其他教育人员讲觯这个问题。 

1 4 . 它包含《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和文化 

盟约》各项一般性资料。教科文组织指定国际研究基金负责确保精确翻译这些重 

夢文书，作为其推动加强认识人权以促进和平与国际理觯工作的一都分。 

1 5 . 在所谓第三代人权，即人类所有成员包括未来世代都享有相平.发展和完 

善权利的领域内，国际研究基金国际环境研究所已在集中研究未来世代的权利。 

16 .国际环境研究所接管教科文组织一个题为"未来世代及其环境的责任"的 

项目。该研究所已被指定为一个研究、行动和国际网建立方案的国际秘书处。该 

方案的目标是(a)关于未来世代利益或权利及关于这些利益的制度和其他方式的保 

障的发现，发展和事实提出及理解；激励世界社会采取明确和正面保障这些利 

益的步骤，其办法诸如通过包括是否可能制订未来世代权利宪鞏在内的制度和法律 

改变及适当监测或裁定联合国或其他各级机构。 

17.国际环境研究所在曼谷组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亚洲区域会议。该研究所 

已编制了若干有关未来世代利益的国别报告。该研究所也设立了一个叫来来世代 

权利全球网的国际网，其目标与整个方案相同。目前在中国、日本，马来西亚、 

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美利坚合众国、意大利、尼泊尔和斯里兰卡都设有国家 

联络股，除此在马耳他该研究所内设有世界联络股。该研究所出版一份通讯以维 

持和扩展联络网的工作并执行其中一些职务。 

新西兰 

〔原件：英文〕 

1 .外交部谨提请秘书长注意新西兰政府今年为宣传联合国在人权领域内的活 

动而釆取的下列活动。 

(a)发言义务：外交部已在适当时机提请联合11在促进人权相防止侵犯人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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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作用和成就，将来也还会继续这样做； 

( b ) 人 权 论 坛 ： 1 9 8 8 年 6 月 2 9日新西兰外交都长拉塞尔‧马歇尔阁下与 

新西兰涉及人权领域和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一次会议，讨论促进国际人权。这次 

会议提出若干进一步行动的提案；' 

(e)分发人权材料：外交部将联合国或其他部门送来的人权材料面定向有关部 

门、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分发； 

(d)教育课程的人权部分：新西兰人权娈员会（负责管理人权娄员会法并促进 

尊重和遵守新西兰人权的独立机构）与教育局合作为一些新西兰学校课程编制人权 

部分的材料并提供人权教材。预计这项计划将来莶推广到更多的学校。 

2 . 外交部欢迎拟议的世界人权新闻运动，并在这方面建议可以利用这个运动 

确保有效方面广泛地宣传联合国人 权信托基金。特别是应该提请新设立的联合国 

人权领域咨询事务和技术援助I愿基金注意可能受到这种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最大 

妤处的国家，新西兰今年已为该基金捐献16» O O O i f西兰元。举例来说，如果该 

S金受到有效的宣传，南太平洋有些国家就可能会提出有价值的由该基金提供资金 

的项&獰案。 

° 鸟干达 

〔原件：英文〕 

1.乌干达尽了很大努力出版湘散发有关联合S人权领域活动的资料，特别是 

纳入我国宪法的《世界人权宣言》. 

2 ‧英文昶一些地方语文报刊经常刊载我国国内^联合国的人权活动和事项， 

不幸的是，我们未收到许多方面的材料. 

3 . 但是，执法、警察*武装部队、医疗、外交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培训方案 

多半十分重视人权问题而将其列入方案之中. 

4 . 此外，乌干达在最近改换政府后设立了一个人权委员会，对于提高民众认 

识本身权利勒争取权利的必要性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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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联盟 

〔原件：俄文：) 

1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联盟一向主张加强联合国在发展并增进人道主义国 

际合作方面的作用，并以具体行动协助在联合国范畴内拟订有关人权湘基本自由的 

享受^维护的新的有效措施.苏联积极参与联合国各机构人权方面的工作，且批 

准了关于人权问题的各项基本国际协定。 

2 . 苏联认为人权领域宣传资料的散发是推动联 合国实现其崇高目标*促进切 

实享受人权昶基本自由的一个重要方法。在这一点上，苏联极注重于宣扬联合国 

在人权领域的活动，特别是日内瓦人权中心的工作. 

3 . 苏联传播界经常触及人权问题，并广泛讨论联合国各机构在人权领域的工 

作.为了宣传联合国的材料，曾出版并重复发行刊载以下文件的小册子：世界人 

权宣言，关于人权问题的各项国际公约，以及其他国际公约昶宣言，此外还印发 

了专门论述联合国各机关^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关人道主义*法律问题的活动的出版 

物^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人权问题如下：公民权利湘政治权利，生命权，难民，土 

著人口，良知自由，个人地位等等. 

4 .苏联目前进行中的perestroïka (改革）以加强 g l e s n o s t (开放） 

为中心任务之一，使国家和民众生活的一切层面达成更加坚实彻底的民主化，创造 

一个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情况下，上述目标的达成存在一 

个有利条件，即人权勒基本自由领域内的国际社会的有用经验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制订 

并获得普遍接受的各项标淮^法则的推广。 

5.为了向苏联民众广泛宣传人权，司法部主持建立了一整套传播法律知识的 

系统，协助向公民解释苏联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所有教育机构（中小学校、职 

业昶技术培训所、大学）均设有法律学科.在企业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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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0 0 0间事务所。关于现行法律以及苏联公民权利^自由的讲解每年计约 1 5 0 

次，对于希望扩增法律资历的人，大约4000所有法律知识的人民大学现有学员 

1， 170， 0 0 0 人 ， 一 份 广 受 欢 迎 * 普 及 科 学 期 刊 " 人 与 已 刊 印 了 1 0 0 0万 

份以上。传播界积极致力于增进苏联公民的法律文化^宣传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 

动。所有报纸均包括法律事务专档，中央、共加国*区域性电视^无线电广播 

台均播放"人与法律"节目. 

6.苏联国家电视昶无线电系统的定期国际专题广播以及电视^无线电新闻广 

播，包括国外节目经常地向苏联国内^国外听众宣传，合国人权领域的各项活动， 

电视广播日益成为与如下各国之间交流意见的渠道：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顛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瑞士等等.按照各国议会联盟的一项决定，华沙条约组织、北 

约组织^中立国等三个欧洲国家集团的议会汆人民代表之间将安排举行此种电视交 

流. 

7 •《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系统在人权方面 

制订的其他国际文书均作为苏联高等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所研究^教学的材料.关 

于人权的基本国际文书经常出版俄文本，因此，除了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之外一般 

民众也有阅读的机会.计划不久的将来印发一份与内政机关活动有关的国际法则、 

原则^标淮手册.此外还考虑在中级湘高等特珠教育机构的课程内列入大量有关 

人权的材料。 

8 . 国家机关以外的其他组织——工会、妇女、青年、创作艺术湘其他类别的 

组织——在宣传联合国人权领域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9 . 1 9 8 7 年 1 1月，欧洲安全勒合作苏联委员会主持设立了一个非政府公 

众组织——关于人道问题湘人权的国际合作委员会，由科学人员、作家、新闻工作 

者、社会*宗教领袖（截至1 9 8 8年 6月 1曰止共计 5 4人）组成，向一切赞同 

其目标的人士开发.'该委员会不断吸引新的成员，会长由苏联国内外知名的科 

学家^国际法专家 Fedor M. B u r l a t s k y 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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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述s际合作委员会活动的基本目标经其成员规定如下：向国外民众印发 

有关人道主义领域情况以及苏联社会公民享受权利^自由情况的资嵙；对苏联*其 

他国家——赫尔辛基会议与会各国——遵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各项规定的情况进行 

比较性调查；参与形成一种在人道主义领域*人权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概念；参与 

拟订各项建议来修订苏联法律浼行政规则，使其符合改革、民主、开放的要求，并 

使苏联法律条款配合我国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及人道主义合作^人权领域各项联 

合国文书规定下的义务；与欧洲、美国*加拿大各国类似的公众组织进行经验交流; 

安排苏联人民代表出席国际上关切人道主义湘人权领域合作问题的各种公开会议、 

讨论会湘其他活动；与国内各国家性淞社会组织p乂及创作性专业人员协会进行合作; 

设法与所谓非正式团体进行建设性交往；不断促使苏联所有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参与 

委 员 会 工 作 . 

1 1 . 苏联今年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计划了大规模旨在加强人权新 

闻传播的特别方案。除了国内的重要活动（公共集会、出版物等等）还计划在莫 

斯科举办关于人权问题的科学座谈会勒讨论会，联合g人权中心亦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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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 至 1 9 8 8车苏联出版的人权问题书籍一览表 

1 . 1 9 7 5 年 7 月 3 0日至8月1.日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Mezhdunarodn^e o t n p s h e n i y a 出 版 , X 9 8 5卑 4。 5 P a 5 0 , 0 0 0本. 

2 . 《 联 合 国 》 ， 手 册 第 4 版 . M e z h d u n a r o d n y e o t n o s h e n i y a , 1 9 8 5 牟 

9. 5 P . ， 3 0 , 0 0 0 本 * 

3 . Boyas, Yu. R. 国际法上的公民问题，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1 9 8 6 

年 9 , 5P. 11, 5 0 0 本 . 

4 . Potapov V.I.难民与国际法，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fi P - 2, 0 0 0本， 

5.人权国际文书集（L.K. S h e s t a k o v ) ,莫斯科州立大学， 1 9 8 6 年 1 4 P . , 

10, 000本* 

6 . Sizetr^kaya, I.N.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要社会资产一人.Znanye, 1 9 8 6 # 3 . 4 

P. , 2 9 , 0 0 0 本 * 

7 . Barmenov, A.I. 苏联的良知自由Mysl, 1 9 8 6 年 1 3 P . 9 0 , 0 0 0本 . 

8 . Kuzroin, E.A.-民主和两个世界的宪法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X Q g y 

年6， 5P. ， 2 3 , 000本* 

9 • Puchkova, M . V .公 民 权 在 加 盟 共 和 国 各 行 政 机 构 和 执 行 情 况 1 9 8 7 

年8P, , 3, 000本《 

10. Lukasheva, E.A.社会主义^#和个人Nauka, 1987年10P. , 4, 5 0 0本， 

11. 一小组作者.民主和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 N a u k a , 1987 ^20P, 

2, 5 0 0 本 . 

12. Sergeev, M.D.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管理InSUZl' " 8 7 车 4 ‧ P . 

8 2 , 0 0 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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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arabasheva, N.S. and Vengerov, A.B. 维 护 社 会 主 义 的 Z n a n y e , 1987 

年4 P. , 82， 0 0 0 本 . 

14. Soshnikova, T.A. 工会保护工人权益的能力，Znanye, 1 9 8 7 # 3 . 5 P . , 

8 2 , 0 0 0 * . 

1 5 . Chechot, D.M.如何维护你的权利：公民法律指南Yuridicheskaya l i t e r a t u r a , 

1 9 8 8牟 I I P . , 1 0 0 , 0 0 0 本 ， 

16. Kovalev, A.A. 自决和人民的经济依赖.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1988 

年 1 0 P . , 2， 5 0 0本* 

17. Buzhenko, A . T . 人 民 自 身 赋 予 的 人 民 权 力 . 1 9 3 8 ^ - 1 2 P. , 5 0 , 0 0 0 

本， 

18. A g r a n o v s k a y a , E.V. 文化和个人权利的实行. N a u k a . 1 9 8 8 年 8 P •, 

4, 000本《 

19. S k v i r s k y , Yu.R.人权，实有的和想象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 

言》四十周年纪念. Z n a n y e , 1 9 8 8 4 P . ， 6 7 , 0 0 0本. 

2 0 . Kopeichikov, V.V.苏联公民权利的实行.Znanye, 1988 # 4 P. , 8 2 , 0 0 0 

本. 

2 1 . V y s h i n s k y , M.P. 南非：种族隔离，种族灭绝，侵略， Y u r i d i c h e s k a y a 

literatura, 1 9 8 8 年 1 7 P , , 5 0 , 0 0 0 本 ， 

1 9 8 9 至 1 9 9 4年人权问题书籍出版暂定计划 

1 . D a n i l e n k o , V.N.权利宣言和现实（"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两百周年纪念） 

Mezhdunarodnye o t n o s h e n i v a , 1989 年 1 2 P ‧ 9 2 5 , 0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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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Kattashkin,. V . h . and Sofinsky, V.N.人权jfa当今世界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1 9 8 9 年 1 5 P . , 

3 .苏联和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一一文件汇辑，Mezhdunarodnye otnosheniva. 1989 

年 5 2 P。 , 4 0 0 , 0 0 0 本 ‧ 

4 。 Mashika, T . A .妇女皿和生育 ‧ 1 9 8 9 牟 , 1 6 P . , 5 0 , 0 0 0 

本. 

5 . Dyuryagin, I.Ya. Yuridichesltava U t e t a t u r a , 1989车1 6 P 。 s 

1 0 0 , 0 0 O 本 . 

6 . .Kurilov, V.I. 个人劳工和:^#‧ Yuridlcheskaya l i t e r a t u r a , 1 9 8 9牟 1 5 P a , 

20, 0 0 0本。 

7 . K u r i t s i n , V.M. 苏联的个人自由史‧ Yuridicheskaya l i t e r a t u r a , 1989牟, 

1 5 P. , 1 0 0 , 0 0 0 本 . 

8 . Petcukhin, I.L.邗|塞诉 " f f中公fi—个f ^ ^ 1 , vuridicheskava l i t e r a t u r a , 

1 9 8 9 年 ， 7 , 1 0 0 , 0 0 0 本 . 

9 . 人权：国际文件集.萇斯科州立大学， 1 9 9 0车， 1 4 P。， 10， 0 0 0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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