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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 

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革案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卡洛斯。贝拉澌科‧门迪奥拉先生（秘鲁） 

一 >导言 

1. 题为"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箪案"的项目是根据 

1 9 8 7年 1 2月7日第42^426号决定列入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 在该决定中，大会决定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设立第六委员会不限名额 

工作组，以便在该届会议上完成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入的原则蕈案 

的拟订工作。 

3. 大会 1 9 8 8 年 9 月 2 3日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该项目列入其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4. 为审议此项目，第六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 a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箪案工作组的报告 6 / 

42/1^ 12); 

8 8 - 3 1 9 0 8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U3/889 
Chinese 
Page 2 

(b)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198H07号决定（E/CH 4XSUB. 2/ 

1988/45)。 

5. 第六委员会在1 9 8 8年9月27日第4次会议上决定再次设立不限名额 

工作组，授权其完成原则革案的拟订工作。在同次会议上，它再次任命图利奥*特 

高韦先生（意大利）为工作组的主席兼报告员， 

6. 在 1 1月1日第45次会议上，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介绍了工作组的报告 

(A/c. 9 )，其中载有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蕈 

7. 1 1月 2 1至2 3日和 2 5日第六委员会第4 5至第 4 8次会议审议了该 

项目和工作组的报告。这些会议的简要记录载有在审议该项目时发言的代表所表示 

的意见（AXC. 45—48)。 

二、审议决议蕈案A/c. 17 

8. 在 1 1月 2 3日第 4 7次会议上，意大利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蕈案（V 

c. 17),奥地利、巴西、意大利、牙买加、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乌 

^为提案国，随后加拿大和萨摩亚加入为提案厘。 

9. 在 1 1月 2 5日第 4 8次会议上，意大利代表就该决议蕈案做了补充介绍 

性发言，并做了口头修正。 

10. 委员会同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革案！。 

1 7 (见第1 2段）。 

11. 在同次会议上，罗马尼亚、中国、法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联合王国代表发言觯释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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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2.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革案：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 

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大会, 

回顾其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5 / 1 7 7号决议，其中大会将保护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的详细拟订任务交给第六委员会 

并决定为此目的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 

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该工作组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 

完成了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的拟订工作， 

£ 8 1 1工作组决定将原则草案的案文提交第六委员会审议通过， 2 

深信通过这一原则草案将对保护人杈作出重要的贡献， 

考虑到有必要确保原则草案的案文得到广泛散发, 

1.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其全文附于 

本决议之后； 

2. 感谢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工作组对编拟 

本原则作出的重要贡献； 

3. ！秘书长通知联合国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国通过这本原则； 

4. 促请作出一切努力使这本原则家喻户晓并得普遍尊重。 

i A/c. a^43/Ii 9。 

2 《 同 上 》 第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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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 

禁的人的原则 

本原则的范围 

本原则适用于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 

为了本原则的目的： 

(a) "逮捕"是指囡指控的罪行或根据当局的行动扣押某人的行为。 

(b) "被拘留人"是指除定罪以外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任何人。 

(c) "被监禁人"是指因定罪而被剝夺人身自由的任何人。 

(d) "拘留"是指上述被拘留人的状况。 

(e) "监禁"是指上述被监禁人的状况。 

( f ) "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Ht是指根据法律其地位及任期能够最有力地保证 

其称职、公正和独立的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 

原则 1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均应获得人道待遇和尊重其固有人格尊严的 

亂 

原则2 

逮捕、拘留或监禁仅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并由为此目的授权的主昝官员或人员 

执行。 

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在&画家内依据法律、公约、条例或习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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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承认或实际存在的任何人杈，不应因本原则未承认或仅在较小范围内予以承认而 

加以限制或减损。 

原则4 

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以及影响到在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下的人的人权的一切 

措施，均应由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以命令为之，威受其有效控制， 

1. 本原则应适用于在任何一B领土内所有的人，不囡其人种、肤色、性别、 

语言、宗教或宗教信仰、政治或其他见欽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 

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区别. 

2 . 根据法律适用而只是为了保护妇女特^是孕妇和哺乳母亲、儿童和青少年、 

老年人、病人或残废人的权利和特殊地位而采S的措施，不应视为歧视。这种措施 

是否有其必要以及如何执行应由司法或其他当局不断加以审査。 

对于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不应施加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任何情况均不得作为施加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待遇或处罚的理由。 

*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一词应加以适当解释，借以提供最 

大程度的保护，以防止肉体或精神上虐待，其中包括使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暂 

时或永久地被剥夺了视觉或听觉等任何自然感官的使用，或使其丧失对地点或 

时间知觉的拘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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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7 

1 . 各国应通过法律禁止飾违反本原则所载权利和业务的行动，规定任何这种 

行为应受适当制裁，并应根据指控进行公正调査。 

2 . 有理由相信违反本原则的情事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官员，应向其上级当 

局就该情事提出报告，必要时并应向拥有复审或补救权力的其它适当当局或机关提 

出报告。 

3 . 有理由相信违反本原则的情事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任何其他人应有权将 

该情事向有关官员的上级提出报告，以及向拥有复审或补救权力的其他适当当局或 

机关提出报告。 

对被拘留人应铪予适合其尚未定罪者身份的待遇.囡此，在可能情形下，应将 

他们同被监禁人隔离. 

逮捕、拘留某人或调査该案的当局只应行使法律授予他们的权力，此项权力的 

行使应受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的复核, 

MM 1 0 

任何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将其逮捕的理由，并应立即被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 

指控. 

原则 1 1 

1. 任何人如未及时得到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审问的有效机会，不应予以拘留。 

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 

2 . 被拘留人与其律师（如果有的话），应及时莸得兒整的通知，说明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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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命令及拘留理由. 

3.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应被授权根据情况对拘留的持续进行审査， 

1. 应对下列各项妥为记彔： 

(a) 逮捕理由； 

(b) 逮捕的时间和解送被逮捕人前往看守所的时间以及其首次在司法当局 

或其他当局出庭的时间； 

(c) 有关的执法官员的身份； 

(d) 关于看守的确切资料. 

2 . 这种记录应以法定格式通知被拘留人或其律师（如果有的话）， 

原则 1 3 

任何人应于被捕时和拘留或监禁开始时，或其后及时地由负贲逮捕、拘留或监 

禁的当局，分别提供并解释其享有权利的资料和说明如何行使这些权利。 

原则 1 4 

一个人如果不充分通晓或不能口语使用负贵将其逮捕、拘留或监禁的当局所用 

的语言，有权用其所通晓的语言及时得到在原则1 0、原则 1 1第 2段、原则 1 2 

第1段和原则13中所提到的资料，如果必要的话，有权在其被捕后的法律程序中 

获得译员的免费协助， 

原则 1 5 

虽有原则 1 6第 4段和原则 1 8笫3段所载的例外，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外 

界，特别是与其家属或律师的联络，不应被剥夺数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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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1 . 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在被逮捕后和每次从一+拘留处所转移到另一个处所 

后，应有权将其被逮捕、拘留或监禁或转移一事及其在押处所通知或要求主昝当局 

通知其家属或其所选择的其他适当的人。 

2 . 如果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是外国人，应及时告知其有权适当途径同以其为 

国民或在其他情形下按照国际法有权与其联络的国家的领事馆或外交使团，如果其 

是难民或在其他情形下受国际组织保护，则有权同主管国际组织的代表联络， 

3 . 如果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是青少年或者无能力理解其权利，则应由主管当 

局主动进行本原则所指的通知，应特别注意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 

4. 本原则所指的任何通知应不迟延地进行或允许不迟延地进行。但主管当 

局可因调查上所要求的特殊需要在合理期限内推迟通知， 

原则 1 7 

1.被拘留人应有权获得法律顾问的协助。主管当局应在其被捕后及时告知其 

该项权利，并向其提供行使该权利的适当便利。 

2 .如果被拘留人没有自行选择法律顾问，则在司法利益有此要求的一切情况 

下，应有权获得由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指派的法律顾问.如其无充足的支付能力， 

则无需支付. 

原则 1 8 

1 .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与其法律顾问联络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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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允许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与其法律顾问进行磋商。 

3 .除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为维持安全和良好秩序认为必要并在法律或合法条 

例具体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得中止或限制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接受其法律顾问来 

访和在既不迟延又不受检査以及在充分保密的情形下与其法律顾问联络的权利. 

4.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其法律顾问的会见可在执法人员视线范31内但听力 

范围外进行， 

5 .本原则所述的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其法律顾问之间的联络不得用作对被 

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不利的证据，除非这种联络与继续进行或图谋进行的罪行有关， 

原则 1 9 

除须遵守法律或合法条例具体规定的合理条件和限制外，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 

应有权接受特别是其家属的探访，并与家属通信，同时应莸得充分机会同外界联络. 

« 1 2 0 

如经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请求，在可能情形下，应将其拘禁在其通常住所的合 

理距离内的拘留或监禁处所. 

原则 2 1 

1.应禁止不当利用被拘留人或棱监禁人的处境而进行逼供，或迫其以其他方 

式认罪，或作出不利 " ^人皿言 . 

.2.审问被拘留人时不得对其施以暴力、威吓或使用损害其决定能力或其判断 

力的审问方法， 

腿 2 2 

即使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同意，也不得对其做任何可能有损其健康的医学或科 

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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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2 3 

1. 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的任何审问的持续时间和两次审问的间隔时间以及进 

行审问的官员和其他在场人员的身份，均应以法定格式加以记录和核证。 

2 . 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或在法律有此规定的情形下其律师应可査阅上述资料, 

‧ 2 4 

在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到达拘留或监禁处所后，应尽快向其提供适当的体格检 

査；其后应在需要时向其提供医疗和治疗，医疗和治疗均应免费提供. 

原则 2 5 

除受为确保拘留或监禁处所的安全和良好秩序而订的合理条件的限制外，被拘 

留或被监禁人或其律师应有权要向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要求第二次检査. 

疆 6 

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接受医疗检査的事实、医生姓名和检查结果，均应妥为记 

录，这类记彔应确保可以査阅.査阅方式应按照国内法的有关规则，、 

在确定是否采纳不利于 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的证据时应当考虑不符合取证原则 

的情形， 

除受为确保拘留或监禁处所的安全和良好秩序而订的合理条件的限制外，被拘 

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杈在公共来源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内取得合à数量的教育、文化 

和信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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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2 9 

1. 为了监督有关法律和规章的严格遵守，应由直接负贲管理拘留或监禁处所 

的机关以外的主管当局所指派并向其负贲的合格而有经验的人员定期视察拘留处所. 

2 . 除受为确保这种处所的安全和良好秩序而订的合理条件的限制外，被拘留 

人或被监禁人应 有权同按照笫1段视察拘留或监禁处所的人进行自由和完全保密的 

谈话. 

MM3 0 

1. 被拘留人或«^人^留或监禁期间构成违纪行为的类型、可以施加的惩 

戒方式和期限、以及有权施加惩罚的当局，应当以法律或合法条例加以规定，并予正 

式 统 

2 . 在采取惩戒行动以前，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利陈述意见，应有杈利 

就该行动向上级当局提出复审， 

原则 3 1 

主管当局应力求按照国内立法确保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的家属特别是未成年家 

属在需要时得到帮助，并应专门采取特别措施对无人监护的儿童铪予适当的照料， 

原则 3 2 

1. 拘留如属非法，被拘留人或其律师应有权利随时按照国内立法向司法或其 

他当局提起诉讼，对其拘留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以便使其莸得立即释放， 

2 . 第1段所指的诉讼应厲简易程序，对财力不足的被拘留人不应收费，拘留 

当局应将被拘留人移送该复审当局，不得有不当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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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3 3 

1. 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或其律师应有权利向负贲管理拘留处所的当局和上级 

当局，必要时向拥有复审或补救权力的有关当局，就所受待遇特别是受到酷刑或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袼的待遇提出请求或指控。 

2 . 在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或其律师均无法行使第1段所规定的权利的情形下 

其家属或任何知情的人均可行使该杈利. 

3. 经指控人要求，应对请求或指控保密。 

4 . 每一项请求或指控应得到迅速处理和答复，不待有不当稽延。如果请求或 

指控被驳回，或有不当稽延情事，指控人应有权提交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无论被 

拘留人或被监禁人还是笫1段所指的任何指控人都不得因提出请求或指控而受到不 

利影响， 

凡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在拘留或监禁期间死亡或头踪的，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应 

自动或依其家属或任何知情的人的请求，査询其死亡或失踪原因.凡死亡或失踪是 

在拘留或监禁终止后不久发生的，在有充分根据的情形下，应在相同程序的基础上 

进行此种査询，此种査询的结果或有关报告应经请求予以提供，除非这样做会妨害 

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査. 

原则3 5 

1. 政府官员因违反本原则所载杈利的行为或不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应按照国内 

法规定的关于赔偿贲任的现行规则加以补偿. 

2 . 根据本原则要求作记录的资料应按照国内法所规定的程序提供，以用于根 

据本原则提出的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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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 6 

1 .涉嫌或被控犯有刑事罪行的被拘留人，在获得辩护上一切必要保证的公开 

审判中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2 .在调査和审判期间，只有在执法上确有必要时，根据法律规定的理由及其 

条伴和程序才能对这种人进行逮捕和拘留.除为拘留目的、或为防止阻碍调査和 

执法过程、或为维持拘留处所的安全和良好秩序而确有必要外，应禁止对这种人施 

加限制。 

原则 3 7 

以刑事罪名被拘留的人应于被捕后迅速交给司法当局或其 他 法 定 当 局 . 这 种 

当局应不 « 地判定拘留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除这种当局的书面命令，在调 

査中或审判中不得对任何人加以拘留.被拘留人在交给这种当局时，应有权就其 

在押期间所受待遇提出说明. 

原则 3 8 

以刑事罪名被拘留的人应有权在合理期间内接受审判或在审判中获释. 

顯 3 9 

除法律规定的特^情形外，以刑事罪名被拘留的人应有权利在审判期间按照法 

律可能规定的条件获释，除非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为了执法的利益而另有决定.这 

种当局应对拘留的必要性进行复审， 

原则 4 0 

本原则中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限制或减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 

所规定的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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