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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政府间工作组第三届会议就种族主义与卫生、种族主义与互联网以及补充标准

进行了专题分析。  

各代表团屡次提到并在专题小组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是缺少不同种族、人种和

少数群体的分列卫生数据，而此类信息对发展满足各种具体需求的卫生服务十分重

要。 

关于种族主义与互联网各代表团和专题发言人探讨了坚持言论和意见自由与在

网上煽动种族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 

关于补充标准，与会者认为，应在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

容忍现象以及有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过程中，亟须根除的障碍是

各国不履行它们的义务。如果各国包括国家人权机构在国际社会的适当支持下，作

出具体努力，可对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作出实质性贡献。 

工作组就每一专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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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3/30 号决议提交有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

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的。报告第六节所载建议获得了工作组的协商一致通过，而

其他部分则由主席兼报告员本人负责。 

一、会议安排 

 2.  从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E/CN.4/2004/20)可以看出，根据建议第 26

段，本报告分为四个部分：一般性发言；专题分析(种族主义与卫生、种族主义与

互联网)；补充标准；建议和未来工作。 

3.  工作组于 2004 年 10 月 11 日至 22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三届会议。工作组

共举行了 20 次会议。 

A.  出席情况 

 4.  联合国会员国、非会员国、专门机构、条约机构、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名单，见附件一) 

 5.  会议邀请几位专家参加三个专题组。关于种族主义与卫生专题，以下专家

作了发言： Paul Hunt先生，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Helena 

Nygren-Krug女士，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与人权顾问；Cristina Torres Parodi女士，

泛美卫生组织区域卫生政策发展顾问；Manuel Carballo先生，移民与卫生中心主

任(联合王国)；Benedeto Saraceno博士，精神卫生与药品滥用——精神卫生与歧视

司司长(卫生组织)；Federico Montero博士，歧视与健康权问题医学官员(卫生组

织)；Nora Groce博士，全球卫生问题教授(耶鲁大学)；Miriam Maluwa女士，联合

国艾滋病联合方案法律与人权高级顾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Ximena Avellaneda

博士，妇女问题——卫生与土著人民Rosario Castellanos研究组。 

6.  关于种族主义与互联网专题，以下专家作了发言：Marc Furrer先生，联邦

电信部司长，(瑞士)；Ernest C.A. Ndukwe先生，电信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尼日利

亚)；Alexander Ivanko先生，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传媒自由高级顾问；Robert Shaw

先生，国际电信联盟互联网政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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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补充标准，以下专家作了发言：Alexandre Sicilianos先生，消除种

族歧视委员会副主席；Raghavan Pillai先生，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副主席；Doudou 

Diène先生，当代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现象问

题特别报告员；Yuri Kolosov先生，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委员；Patrina 

Patten女士，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Lee Swepston先生，国际劳工组织平等

和就业处处长、人权协调员；Jo-Anne Bishop女士，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容忍与

不歧视问题顾问(欧安组织/民主人权处)；Serguei Lazarev先生，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反对歧视与种族主义科科长。 

B.  会议开幕  

 8.  在第一次会议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研究与发展权处处长 Dzidek 

Kedzia 先生宣布会议开幕。 

C.  选举主席兼报告员  

 9.  在第一次会议上，还以鼓掌方式选举胡安·马尔塔比特先生(智利)为主席

兼报告员。 

D.  开  幕  词  

 1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女士致开幕辞。 

 11.  主席兼报告员作了发言。 

E.  通过议程  

 12.  工 作 组 还 在 第 一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第 三 届 会 议 的 议 程

(E/CN.4/2004/WG.21/6)(附件二)。 

F.  文   件  

 13.  工作组收到了若干文件，文件的完整清单附在本文件之后(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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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工作安排  

 14.  工作组批准了 E/CN.4/2004/WG.21/7 号文件所载工作安排。 

二、一般性发言 

 15.  有 13 个国家的代表在议程项目 5 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们强调执行《德

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重要性，表示决心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作斗争。几位代表欢迎各国参与工作组第一天的工作，呼吁各国

继续积极参加工作组会议。几位代表支持在讨论中采取务实态度，寻找消除种族主

义和种族歧视的实际办法。 

 16.  代表们讨论了国家一级正在执行的战略。一些国家已通过反歧视法或正

在制定反歧视法。主席建议向各成员国通报反歧视法，以便交流最佳做法的经验。

许多国家介绍了政府各部和人权机构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工作。一位代表提

议未来几年建立一项基金，并提供足够拨款,以协调反对种族主义、排犹主义和极

端主义的斗争。 

 17.  一些国家在开展提高意识运动，向广大公众宣传多元文化的积极意义和

容忍的重要性。这些运动主要针对学校青年，旨在于成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教育活动的一部分。 

 18.  一些代表认为，反对种族歧视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他们鼓励各国批准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并提醒各国注意有效执行《公约》是头等大

事。有些代表承认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在反对种族主义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许多代

表提出应该制定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国际法律规章。一些代表认为应该利用

更多的手段对付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 

 19.  一个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强调穆斯林人口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后所遇

到的困难。他还提到了巴勒斯坦人民、人权捍卫着、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面临的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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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题分析 

A.  种族主义与卫生 

 20.  工作组开始对议程项目 6 进行专题分析，审议种族主义与卫生专题。 

 21.  Paul Hunt 概述了卫生与种族主义问题。他说，基于种族、人种、性别和

其他因素的歧视是影响卫生保健的一个关键社会因素。他指出，从人权的角度看待

卫生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重点关注穷困和弱势群体。他论述了健康权的渊源

和范围，认为健康权超越了保健的范畴，不仅包括安全饮用水、足够的卫生设施和

卫生信息，还涉及不受歧视权和保健权。 

22.  不歧视意味着人人有权获得尽可能最高水准的身心健康，不因种族、肤色、

国家或民族出身而有所区别。同时，必须注意确保卫生保健满足弱势和边缘人口的

特别需求。符合《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合理卫生决策，需要考虑特殊群体

的文化和传统，积极地吸收决策所影响的群体积极参与。他还强调需要培训卫生专

业人员，使他们能够在提供卫生保健时注意种族和文化价值观念。  

 23.  Benedetto Saraceno 强调歧视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重要联系。他说，人们

长期认为行为和心理疾病与某些人口群体有关，实际上精神疾病存在于所有人口之

中，不论其种族或人种。某些人口，如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因社会经济状况

和对移民地位的关切，更容易受精神卫生问题的困扰。种族歧视严重影响人的尊严，

从而损害人的精神健康。他强调，种族主义是影响精神卫生的社会因素，遭受歧视

的人在获得精神卫生治疗时也遇到各种障碍。 

24.  Saraceno 博士指出，获得精神卫生治疗和护理，以及在工作场所不受歧

视，是边缘和弱势群体面临的关键问题。他强调，应该向边缘化人口包括移民提供

可以利用、负担得起并可满足其需要的精神卫生服务。土著妇女和女童容易发生精

神问题，向她们提供教育机会，是增强其能力的有效方式。他认为，在移民国的学

校、医院和工作场所以及通过传媒进行教育和宣传运动，是反对偏见和歧视的有效

手段。 

 25.  世界卫生组织的 Helena Nygren-Krug 认为，世界大会对人们了解卫生与

歧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她说明了歧视与卫生之间的交叉联系，包括在制定公共卫

生计划时注意歧视问题。例如，以一种语言进行普及活动或者忽视某些群体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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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问题，可造成歧视。她还认为歧视是影响卫生保健服务的一个因素。为此，她

举例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反歧视活动，如一项卫生调查发现卫生系统对不同群体

的治疗存在着歧视，在卫生专业人员的人权培训上也有偏见和歧视。 

 26.  Cristina Torres Parodi 列举了在卫生政策和方案中解决保健方面种族/

人种不平等问题的良好做法。最佳做法有：在制定卫生方案和战略时，考虑某一种

族；按种族来源分列信息；建立新的机构来处理种族歧视问题；实行特别方案和进

行研究，减少卫生条件和获得卫生保健的差距。她认为，资金上的承诺是解决获得

卫生信息和服务方面的种族和人种不平等问题的最大障碍。她强调需要制定种族敏

感性指标，以监测与健康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在国家统计中引入一个“种

族变量”，并在决策中利用这一信息。 

 27.  Nora Groce 论述了在提供卫生保健方面的种族主义。她认为，剥夺某些

种族和少数群体成员的卫生保健和辅助服务是一种明显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还可

表现得较为微妙，比如对某些种族或少数群体成员分开施诊或拒绝承认文化上的差

异。某些种族和少数群体成员无权参与健康决策也是一种种族主义。她还强调需要

改善少数和其他弱势群体卫生情况的统计。 

 28.  Ximena Avellaneda 阐述了歧视对土著人民卫生保健的影响。她指出，土

著人民世代使用的传统医学在国家卫生计划中受到歧视或排斥。她认为需要加强土

著组织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参与影响土著人民福利的卫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她要

求注意土著人民在生殖保健方面遇到的困难和对妇女的暴力。在提出消除此种歧视

的具体建议时，她强调各国政府应该表现出政治意愿为妇女谋利益。 

 29.  Federico Montero 认为，在多数国家中，绝大多数残疾人得不到卫生和

康复服务或不存在此种服务。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残疾人生活在偏僻地区，那里的交

通十分不便。为了促进和保证卫生保健的供给，残疾人及其组织需要直接参与卫生

和康复服务的规划、监测和评价。残疾人中贫困人口较多，贫困可能导致残疾，而

残疾又使人长期陷于贫困。他强调需要将残疾预防和康复纳入所有减贫方案，促进

社区康复战略。 

 30.  Miriam Maluwa 叙述了歧视、贫困和艾滋病之间的复杂联系。少数群体的

妇女尤其容易感染艾滋病，因为她们遭遇双重歧视——因性别而受到的歧视和因种族

而受到的歧视。她重申需要有各种分列数据，以说明边缘化群体中的艾滋病传播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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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她呼吁加强地方和国家反对对艾滋病患者的不容忍，利用现有知识，促使政府

作出坚决承诺不加歧视地提供艾滋病预防服务。 

 31.  Mamuel Carballo 着重说明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移民、难民和流离失所

着获得卫生保健的问题。流动人口经受着各种健康风险，包括与工作有关的事故和

疾病、性传播疾病、生殖保健和慢性心理问题。他认为目的地国应该提供保健和社

会支持。当移民和难民的健康受到威胁时，目的地国人民的健康也会受到威胁。因

此，确保这些群体获得保健服务符合目的地国政府的既有利益。 

 32.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同意，种族主义是影响卫生的一种社会

因素，各国有义务制定各种方案解决卫生保健的不平等。 

 33.  屡次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缺少不同种族、人种和少数群体的分列卫生数据，

这些数据对了解他们的卫生状况以及获得保健服务和信息的情况十分必要。一位与

会者指出，缺少分列数据不利于国家制定全面的反歧视计划。Maluwa 女士指出，由

于对不同群体的定义和分类缺乏共识，阻碍了系统收集分列数据。她还认为这些数

据有可能被滥用。她接着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也没有艾滋病与种族的分列数据。 

 34.  几位与会者认为，亟须注意常常困扰发展中国家穷人的某些被忽视的疾

病。Hunt 先生指出，卫生组织在这方面实施了很好的方案，但也认为对被忽视疾病

的研究不够。他要求拨出更多的资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35.  Hunt 先生强调国家人权机构在种族主义与卫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建议更多地注意在制定政策前用可行的方法进行人权和卫生影响评估。 

 36.  关于寻求庇护者与卫生，Carballo 先生说，各国往往优先考虑寻求庇护

者的迫切卫生需求。但是，鉴于庇护政策趋于严格，等待庇护决定的漫长时间可能

加重他们的健康问题，包括压力。 

B.  种族主义与互联网  

 37.  工作组继续对《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问题进行专题分析，

审议了种族主义与互联网专题。 

 38.  Rober Shaw 概括介绍了 2003 年 12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的情况。他叙述了世界峰会的背景以及通过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世界峰会认为

新的信息技术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但也必须依法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信息技术被

滥用，如以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为动机的非法行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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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种族侧面是世界峰会的关键原则之一。2005 年将在突尼斯举行的世界峰会第

二阶段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执行《日内瓦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互联网管理工

作组的报告。Shaw 先生建议，世界峰会期内可以举办信通技术的种族侧面专题会议，

以鼓励各利益相关方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39.  Ernest C.A. Ndukwe 从监管者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他肯定互联网对促进经济的重要作用，但也提请注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数字鸿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希望扩展经济增长迫切需要的信通技

术基础设施。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已采取轻度管制办法，以避免限制互联网的巨大

利益。考虑到互联网的性质，他强调，各国不仅需要立法反对任何形式煽动种族仇

恨行为，还需要跟踪和检举违反者。一旦政府制定了适当的法律，监管者应该确保

服务提供商遵守这些法律。监管者还有责任保护消费者，直接参与消除网上种族主

义和种族仇恨言论。 

 40.  Alexander Ivanko 说，对滥用互联网问题应采取限制最少的办法。他强

调应确保言论自由和平等利用互联网，但不主张进行管制。他认为，采用过滤网站

有困难，而且煽动种族主义和种族仇恨的有问题网站只占网络的很小部分。他表示

支持通过教育处理仇恨问题。例如，加拿大的非政府组织在学校开设课程，协助学

生分辨具有种族仇恨内容的网站。 

 41.  Mark Furrer 强调应最大限度地利用信通技术提供的体会，尽量减少信通

技术的危害。他说，每个国家都在国内法律中规定种族主义行为和公开传播种族主

义思想是犯罪。所以，不必制定专门的互联网法律，因为无论是网络犯罪还是其他

形式犯罪，都应该接受审判。这类法律必须尊重言论自由原则，明确区别言论自由

与种族主义犯罪行为。在国家一级，政府、法律系统、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的责任

必须明确。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需要了解它们需要何时采取行动，举报违反种族主义

法的用户。政府应确保限制使用这类法律，以避免限制言论自由。他还提到统一法

律结构的重要性，因为互联网不受国境的约束。还必须协调国际行动，将《德班宣

言》和《行动纲领》纳入世界峰会进程。 

 42.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承认互联网对促进人的发展和培育容忍

文化的积极作用，但也关切利用互联网广泛传播种族主义言论问题。许多人重申应

该确保世界所有人平等利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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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会议讨论了是否需要监管的问题。Furrer 先生将监管界定为采取法律措

施反对在网上传播种族主义内容。Ndukwe 先生说，监管意味着检查互联网资源的滥

用情况。许多与会者不同意 Ivanko 先生的看法。Ivanko 先生反对借助监管互联网

来反对种族主义。他强调需要确保言论自由，认为传播仇恨言论的往往是传统媒体,

不一定是互联网，应由法院决定种族主义网站是否构成明显的危险。Shaw 先生认为

监管在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时是必要的。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

在言论自由与网络滥用之间加以平衡。 

 44.  许多与会者同意，必须在国家法律中规定种族主义行为和传播种族主义

思想属于犯罪。有人提议制定禁止在互联网上煽动种族主义的专门法律，也有人认

为通过一般性反歧视法反对互联网内外的种族主义行为。 

 45.  一些与会者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认为需要区别种族主义犯罪行为与

言论自由。Ndukwe 先生指出，监管措施不应该妨碍互联网的使用。反歧视法的存在，

应被看作是对潜在犯罪者的威慑和教育。主管当局不应因为在技术上难以发现犯罪

者便不管制利用互联网传播种族主义信息。一位与会者认为，所有网站都应该属名，

以便于查处。 

 46.  几位与会者强调监管者对遏制网上种族主义言论的作用。为避免服务提

供商受市场的驱使，政府需要监督私营部门采取的任何自律措施。Ndukwe 先生说，

保护消费者是监管者的一项重要责任。 

 47.  会议同意，国际合作对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和反

对滥用互联网十分必要。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国家，建立互联网链接的基础

设施非常落后，市场刚刚开始向经营商开放。Ivanko 先生说，欧安组织向网吧提供

资助，以促进互联网的使用。一位非政府组织代表提到了数字鸿沟，认为需要确保

土著人民利用互联网。 

 48.  关于遏制网上的种族主义言论，与会者屡次提到“网络犯罪公约”。与

会者强调，即使各国适用的法律不同，仍可开展国际合作。Ivanko 先生认为实行国

际合作有困难，因为有些国家可能阻止就有关法律的统一达成共识。 

 49.  许多与会者说，人权高专办应该举办一次关于使用互联网所涉人权问题

的研讨会。研讨会应该总结反对网上种族主义言论的措施，提出工作组积极落实德

班会议进程的领域。一位与会者提出将互联网与种族主义列为拟讨论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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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充标准 

 50.  关于议程项目 7，Alexandre Sicilianos 介绍了防止种族歧视委员会关

于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实质性规定的意见。他说，第一条明确

提出了种族歧视的范围，规定对《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所指受害者群体给予

保护。关于第二条，委员会强调缔约国有义务采取特别和具体措施，保证弱势群体

充分享受人权。他重申委员会关于禁止传播种族优越或仇恨的思想是符合言论自由

和结社自由权利的。第四条也适用于在网上传播的资料。委员会认为，对限制第四

条范围的任何保留应该撤消。关于第五条，Sicilianos 先生强调，通过一项界定这

类权利的国际文化权利公约对委员会的工作很有好处。关于第六条，委员会注意到

种族歧视受害者在寻求保护和补救措施时面临的各种困难，请缔约国就民事诉讼中

的举证责任作出规定，确保原告不承担所有举证责任。最后，关于第七条，他强调

人权教育对消除种族歧视十分重要。 

 51.  Raghvan Pillai 表达了委员会关于执行和落实《公约》的意见。他强调

报告进程对缔约国的重要，它们可以借此评估、评价和改进现行法律规定。他注意

到缔约国编写报告存在的资源制约，可通过不同方案解决过期报告问题，如提交综

合性文件。委员会认为预防性措施应该成为正规议程的一部分，他说预警措施是为

了防止现有问题升级为冲突。种族仇恨和暴力有可能升级，是采取预警措施的标准

之一。他说，广大公众不了解个人或群体可以提交来文，并应该首先用尽国家补救

办法。他最后说，程序的补充标准已随着委员会的工作发展在变化。 

52.  Doudou Diene 阐述了新的种族主义趋势。由于反恐，歧视领域内争取人

权的斗争已经削弱，世界各地仇外政治论坛有所增加。他还指出，目前出现了对不

同形式的歧视进行分级的趋势。为了阻止这一趋势，必须强调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

普遍性和与争取多元文化斗争的联系。他强调，在考虑制定新文书之前必须切实执

行现有规范。反对种族主义机制之间加强协调十分重要。 

53.  Pramila Patten 阐述了种族歧视的性别方面。她认为，种族歧视对男人

和女人的影响不同，种族歧视的女性受害者面临着结构障碍，如贫困，社会排斥、

不安全的法律地位、暴力和进入劳动市场的困难。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妇

女遭受基于种族、人种或宗教身份的多重歧视，性别与种族之间存在着交叉联系，

妇女特别容易遭受暴力，弱势群体的妇女有着特别卫生需求。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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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贯反映少数群体和土著妇女的权利。她强调，有效执行现有本书是遏制种族主

义的关键。她鼓励利用个人申诉程序，条约机构之间相互补充和继续进行条约机构

的改革。 

 54.  Yuri Kolosov阐述了补充标准问题，涉及条约机构发表的一般性评论和

意见是否具有权威法律地位以及能否作为补充标准填补空白。他认为，应该确定这

些评论和结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Kolosov先生建议通过大会或者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向国际法院提出作出此种确定的请求。关于补充标准，他呼吁各国广泛参与反

歧视国际条约的执行；他建议将宣言变为条约；他提出拟订一项国家反歧视示范法，

并制定教学大纲对学生进行不同文明的教育；他敦促重新考虑1936年《为和平事业

利用广播的国际公约》。他还认为需要制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道德守则。 

 55.  Lee Swepston介绍了劳工领域反对种族主义的各项劳工组织公约。他强

调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行动的重要意义。《宣

言》认为，劳工组织成员有义务尊重劳工组织公约所载的基本权利。不受歧视权是

基本权利之一。关于劳工组织工作的的实际方面，他说，批准和执行现有法律文书

十分重要，通过批准活动可以鼓励各国有效地接受某些法律规范。他还说各国不愿

意按种族和人种收集数据，比如劳动力中的种族构成数据。缺乏土著人民的信息是

他们在社会中受到排斥的原因之一。国家人权机构应该努力查明种族歧视的表现。 

 56.  Serguei Lazarev概述了教科文组织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

战略，优先事项和活动。反对种族主义、歧视和排斥，是教科文组织的中心任务之

一。世界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方案。教科文组织的新战略旨在于：

更加努力地反对种族主义；加强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加强该领域的提高意识

活动。优先工作领域包括：进一步研究现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歧视与传统的偏见和

歧视之间的联系；探讨歧视与妇女、艾滋病、全球化和其他形式歧视之间的联系；

设计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社会中的不同特征。教科文组织还将敦促各国批准其制定

标准文书，如1960年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新战略是一项多学科活动，要求本

组织各方案,如社会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教育、文化和通信之间进行合作。 

 57.  Jo-Anne Bishop说，欧安组织在促进容忍和反对种族主义方面的作用有

所增加，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负责搜集信息，监督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排犹主

义和不容忍激发的事件。在制定容忍和不歧视方案时，该处集中努力了解其他组织



E/CN.4/2005/20 
Page 14 

可以开展哪些活动。Bishop女士提出了一些确保执行现有国际标准的措施，包括具

体支持和协助尚未通过、执行或加强国家法律的国家达到国际标准，并建立执法教

员国际规范，以提供执法培训的国际标准。 

 58.  在专题发言人发言后，一些国家敦促尚未批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的国家批准这项公约，有效执行反对歧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公约。它

们说，有效执行现有公约不应该阻止工作组填补所发现的空白。工作组认为，填补

现有公约空白的最好办法不是由条约机构通过一般性建议，而是拟定有关国际公约

的任择议定书，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开始。按独立杰出专家的建

议，任择议定书可以阐释新的种族主义犯罪的定义，全面禁止歧视，通过人权教育

促进种族和谐，遏制对非正规部门工人的歧视，打击互联网犯罪，建立每年公布“种

族平等指数”的标准。 

 59.  另一些国家着重强调委员会的意见，委员会认为反对当代形式种族主义

的关键问题是国家不批准或不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而不是公

约本身的空白。它们赞同委员会的观点，即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

和相关不容忍现象，以及有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过程中，亟须消除

的障碍是国家不履行它们的义务。这些国家认为，国家政府，包括国家人权机构应

该在国际社会的适当支持下采取具体行动，对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作出实质性贡

献。它们引述委员会关于第四条的评论，认为应该在评估任何新文书对反对种族主

义的新增价值后，才对补充标准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它们强调，讨论补充标准与

执行现有标准是相互联系的。 

 60.  一些与会者对一些或另一些国家的观点表示不同程度的支持。许多与会

者同意，政府缺乏政治意愿是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斗争的主要障碍。 

 61.  第一类国家还提到了前人权事务代理高级专员在工作组第二届会议期内

提出的一项提案，提案认为进一步制订种族清洗、人权教育、种族灭绝、土著人口

和网上传播仇恨言论方面的标准很有用处。这些国家援引这一提案，说明如何填补

现有公约的空白。几位与会者质疑制定人权教育等领域新文书的必要性，要求在考

虑起草新文书之前查明所存在的空白。有些与会者说，现有法律规章没有涉及《德

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到的多种形式歧视问题，需要相关的补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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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一些与会者与Diene先生一样关切世界各地仇外政治论坛的增加。几位与

会者同意Diene先生的呼吁，认为应该更多地注意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普遍性。

Diene先生强调，需要反对将不同形式的歧视加以分级的趋势，某些群体遭受的具

体歧视必须提高到普遍性的高度。他强调，反对歧视与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长期努

力有着直接联系。应该承认多元特征，不应该将歧视受害者“封闭”在某些社区。

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化和建设文化特征，是反对所有形式歧视的核心内容。 

 63.  一位与会者认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应该进行国别访问。必要时，委员

会可以起草《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此种访问的条件和程序。在接到预警后，也

可组织国别访问。 

五、第二届会议建议的后续行动和 

未来工作的建议 

 64.  会议一并讨论了项目8和项目9。反对歧视股协调员简要介绍了人权高专

办根据工作组第二届会议建议采取的后续措施。这些措施考虑到人权高专办的主要

作用是有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此，它收集了有关利益相关方所

采取措施的信息，同时向现有后续机制和其他会议提供服务，与合作伙伴进行技术

合作，加强机构间的协调，扩大与非政府组织和青年组织的联络，发起编写出版物

及其他提高意识和推广资料。 

 65.  2004年，高级专员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E/CN.4/2004/17和

Corr.1)，秘书长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A/59/375)。 

 66.  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于2004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在日内瓦举行

第四届会议，审议种族主义对卫生、就业和住房的影响。预计专家们将应有关国家

政府的请求，于2005年进行第一次国别访问。 

 67.  独立杰出专家2004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议，评估反对种族主义国

际标准的情况，以考虑是否需要制定补充标准；还讨论了其他两个后续机构面临的

挑战和政策问题。专家们将于2005年再次举行会议。 

 68.  人权高专办/反对歧视股继续协助开展区域活动。2004年12月1日至3日，

将与泛美卫生组织联合在巴西利亚举行该地区各国政府会议，从人权的角度讨论与

卫生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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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人权高专办继续与以下机构进行合作：委员会特别程序、有关联合国机

构和专门机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联合国人权领域技术

合作自愿基金、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以

及民主人权处。 

 70.  将继续提供技术合作，增强国家人权机构制定国家反对种族主义行动计

划的能力，支持提高意识活动，在“共同协助社区”项目中资助小型赠款计划。 

 71.  关于传播人权高专办工作的信息，新设计的反对歧视股网站即将开通。

在出版物领域，与卫生组织和艾滋病规划署以及教科文组织实施联合项目，编写了

“艾滋病：争取人权”和“种族主义的不同侧面”。这些出版物不久将公开发行。 

 72.  在人权高专办的支持和倡导下，与其他机构和区域组织密切合作，在世

界各地与非政府组织和青年组织举行各种活动。2004年3月在华盛顿特区、委内瑞

拉的马拉开波和厄瓜多尔的基多，2004年7月在喀麦隆的雅温德(与联合国争取南部

非洲人权和民主分区域中心联合举办)，2004年8月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行了各种

会议，吸引了人们的热情参加。 

六、建  议 

73.  在就种族主义与卫生和种族主义与互联网专题以及补充标准问题进行讨

论和分析后，工作组协商一致通过以下建议： 

一般性建议 

1． 各国应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加强国家立法，进一步制定和改进实施

战略，采取具体行动，克服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

不容忍现象，以及实现种族平等的各种障碍。 

2． 鼓励各国设计或拟定国家行动计划，促进多样性、平等、公平、社会正

义、机会平等和所有人的参与。这样做时，应该采取参与性办法，与社

会各阶层包括与种族主义受害者协商。为此，需要了解和推广良好做法，

加强地方和国家各级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

现象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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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该制定新战略，解决多重或严重形式的歧视，特别是弱势群体遭受的

歧视。 

4． 各国应改进国家和地方各级收集、汇编、分析、散发和公布可靠统计数

据的工作，以便按照国际人权法和国家立法，定期评估受害者的状况，

执行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政策。人

权高专办应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各国收集统计数据的能力。应该向有关

人权监督机构和机制提供此类统计数据，还应该在提交人权条约机构的

报告中包括此类统计数据。 

种族主义与卫生 

5． 将反歧视的观点纳入卫生政策和方案，包括减贫战略框架内的政策和方

案，以确保医疗保健服务可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和遭受多重形式

歧视的受害者所利用，负担得起，并在文化和语言上适宜。 

6． 应该发起和实施卫生教育运动。应该以适当的语言传播具有文化敏感性

的卫生保健信息及建议，并使这些信息适合预期对象的特殊情况(残疾、

语言、性别和文盲)。 

7． 监察专员、国家人权机构或其他适当机制，作为自身责任的一部分，应

该与卫生系统中的歧视行为作斗争，向寻求有效补救措施的受害者提供

适当援助。 

8． 各国应在所有减贫战略和卫生政策中重点关注残疾人，以促进遭受种族

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残疾人获得康复、平等

机会和社会包容。它们还应确保在所有国际发展伙伴关系计划中列入与

残疾人及其家庭的卫生、教育和经济独立性有关的方面。 

9． 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以及国家和国际一级的伙伴关系，协助

发展中国家将反对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措施、行动、政策和计划纳入卫生

保健系统，包括收集和使用与反歧视公共卫生政策有关的统计数据。 

10． 所有种族主义暴力行为的受害者都需要身心康复计划和服务，这些计划

和服务应满足其需求，并注意性别以及其他多重歧视的原因。在国家和

国际卫生政策、战略和方案中，必须更加重视精神卫生问题。 

11． 应鼓励卫生组织与人权高专办、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

告员和其他有关方面合作，采取有效方法从人权的角度评估卫生政策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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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鉴于被忽视疾病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重要挑战，鼓励人人有权享

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与卫生组织一道探讨国际社会解决这一

问题的方法。 

13． 需要加强国际组织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所载承诺的政策和

方案，为受害者着想，支持发展中国家地方能力建设技术合作项目，为

全球基金筹集更多的国际资金，用以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 

14． 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确保所有人，特别是艾滋病、肺结核

和疟疾等流行病患者获得并负担起有关药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

或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 

15． 应该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努力，满足外国占领下的人民以及遭受种族主义

和种族歧视的难民及国内流离失所者的特殊卫生需求。还应考虑移民的

特殊卫生需求。 

16． 捐助组织应该更多地注意解决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特别是长期战乱

地区或被遗忘的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内人民的迫切卫生需求。 

种族主义与互联网 

17． 在国家一级，应根据国际人权法采取和实施各种法律措施，反对通过传

媒和互联网等新的信通技术传播或煽动种族仇恨或暴力行为。 

18． 需要了解和推广国家和国际一级的良好做法，加强反对网上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斗争，加强执法机构与国家机

构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 

19． 人权教育应在反对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

象，以及倡导和平和对话文化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制定教育政策和方案，

促进和平、对文化多样性和普遍人权的尊重，以及不排斥和不歧视。 

20． 各国应向人权高专办通报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关于反对网

上种族主义言论的规定的情况。 

21． 关于制定自愿道德行为守则及自律措施和政策问题（《行动纲领》第144

段），各国应敦促私营部们以参与性和透明的方式这样做。 

22． 人权高专办应该在工作组下届会议上举办互联网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问题的高级别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是：审

议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有关规定的进展；评估使用互联网

传播或制止传播煽动种族仇恨和暴力行为的资料的可能性和挑战，并提

出国际和国家各级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反对滥用互联网进行各种形式的

种族主义活动；探讨互联网可对促进社会和谐和反对种族主义作出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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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人权高专办应该设法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国家、信息社会

世界峰会、国际和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传媒的参与。 

23． 联合国特别是人权高专办网站应成为国家和国际各级反对种族主义、种

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工具，包括落实和执行《德班宣

言》和《行动纲领》。 

24． 工作组呼吁充分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00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阶段会

议部长宣言“21世纪的发展和国际合作：信息技术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

作用”中的建议，从而协助缩小数字鸿沟，促进数字机会，减少特别影

响种族歧视和相关不容忍受害者的贫困和社会排斥。 

补充标准 

25． 工作组认为需要回顾，阻碍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

不容忍现象，实现种族平等的因素，主要是各国缺少政治意愿，立法薄

弱，没有执行各种战略和采取具体措施。 

26． 工作组重申亟须普遍批准和加入现有国际人权文书，特别是《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国际公约》)(预计到2005年获得普遍批准)

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 
1

,特别是缺少足够批准数目的文书。 

27． 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各国应考虑

撤消违背《国际公约》目标和宗旨的保留，并考虑撤消对其他有关人权

和不歧视的国际和区域法律文书的保留。 

28． 为了更有效地执行《国际公约》，各国应考虑作出公约第十四条所要求

的声明，进一步努力充分履行其报告义务，落实结论性意见，重视消除

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建议。 

29． 为确保有效、一贯地执行现有国际人权文书，应改进所有区域和国际组

织与负责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人权机构

之间的协调。协调领域可包括技术援助以及收集、传播和交换统计和最

佳做法信息。 

30． 为执行现有标准，应该反对当代或新的形式或表现的种族主义、种族歧

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各国应采取行动，解决世界各地政治

机构中的种族主义论坛，特别是它们对广大的政治辩论的影响和对人民

的严重影响。应消除任何在学术上和文化上为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辩护

的企图。 

31． 各国必须确保反恐措施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以确保这些措施不造成种族

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 



E/CN.4/2005/20 
Page 20 

32． 必须反对对不同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

象，以及受害者进行分级。 

33． 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斗争中，基

于人权的法律人权办法必须辅之以学术和文化战略，在国家内和国家间

重申多元文化的价值和对文化多样性及普遍人权观的尊重。 

34． 工作组重申它的任务是制定补充标准，增补和加强现有消除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文书。 

35． 工作组应该集中努力，加强执行现有文书，找出国际人权法的空白，以

便制定补充标准，填补这些空白。为推动这些努力，工作组应对现有国

际文书的执行情况进行深入评估和评价，包括提出更有效地反对种族主

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建议。应通过补充标准加

强现有规范，增加它们的价值。 

36． 请人权高专办在工作组第四届会议期间，组织一次4－5天的高级别研讨

会，讨论本建议第22段和第36段所述的工作。 

七、通过报告 

 74.  工作组协商一致通过了本建议，并委托主席兼报告员完成报告其他部分，

最后于 2004 年 10 月 21 日通过本报告。 

注 

1 (a)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b)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Optional Protoco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of 1948; (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Convention (Revised), 1949 (No. 97); (e)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Persons and of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 of 1949; (f)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of 
1951, and its 1967 Protocol; (g)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No. 111); (h) 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adopted on 14 December 1960 by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of 1979,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universal ratification within five years, and its Optional Protocol of 1999; 
(j)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f 1989 and its two Optional Protocols of 
2000,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Minimum Age Convention, 1973 (No. 
138) and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No. 182); (k)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Convention, 1975 
(No. 143); (l)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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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1989 (No. 169)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1992; (m)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of 1990; (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 1998; and (o)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the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and the Protocol against the 
Smuggling of Migrants by Land, Sea and Air, sup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o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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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出 席 名 单 

States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fghanistan, Albania, Algeria, Angola, Argentina, Australia, Austria, Azerbaijan, 
Bahrain, Barbados, Belgium, Benin, Bolivia, Brazil, Brunei Darussalam, Canada, Chile, 
China, Colombia, Congo, Costa Rica, Côte d’Ivoire, Croatia, Cuba, Cyprus, Czech 
Republic, Denmark,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Egypt, El Salvador, Estonia, 
Ethiopia, Finland, France, Ghana, Germany, Greece, Guatemala, Haiti, Honduras, 
Hungary, India, Indonesia,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eland, Israel, Italy, Japan, 
Kenya, Latvia, Lebanon, Libyan Arab Jamahiriya, Luxembourg, Madagascar, Mali, 
Malta, Mexico, Morocco,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icaragua, Nigeria, Norway, 
Pakistan, Paraguay, Philippines, Poland, Portugal, Qatar, Republic of Korea, Romania, 
Russian Federation, Saudi Arabia, Senegal, Serbia and Montenegro, Slovakia, Slovenia, 
South Africa, Spain, Sri Lanka, Sweden, Switzerland, Syrian Arab Republic, Tunisia, 
Turkey,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Uruguay, Venezuela, Yemen. 

Non-member States represented by observers 

Holy See. 

United Nations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Specialized agencie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frican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League 
of Arab States,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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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General consultative statu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Trade Union Unity.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Respec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Lawyers Without Borders, United Nations Watch, Worldwide 
Organization for Women. 

Roster 

Association for the School as an Instrument of Peace, Association of World Citizens, 

World Peace Council, World Union for Progressive Judaism. 

Accredited to the 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 

Aspacio Afroamericano, Centro Studi per L’Evoluzione Umana, Indigenous Peoples and 
Nations Coa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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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议  程 

1. Opening of the session. 

2. Election of the Chairperson-Rapporteur. 

3. Adoption of the agenda. 

4. Organization of work. 

5. General statements: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participants’ implementation 
activities and debate on issues of general interest to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6. Thematic analysis:  discussion on and analysis of the following major issues: 

(a) Racism and health; 

(b) Racism and the Internet. 

7. Complementar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xamination of submissions from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other United Nations 
bodies and specialized agencies. 

8. Follow-up to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9.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work. 

10. Adoption of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11. Adoption of th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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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为工作组编写的文件清单 

Symbol Title 

E/CN.4/2004/WG.21/6 Provisional agenda 

E/CN.4/2004/WG.21/7 Draft programme of work 

E/CN.4/2004/WG.21/8 Symbol not used 

E/CN.4/2004/WG.21/9 Symbol not used 

E/CN.4/2004/WG.21/10 and Add.1 Vie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E/CN.4/2004/WG.21/11 Contribution by other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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