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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五届会议 

2006 年 5 月 15 日至 26 日，纽约 

议程项目 4 

持续中的优先事项和主题 

 

  报告员提出的建议草案 
 
 

  数据收集与分类 

 

1． 数据收集与分类是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2003 年第二届会议确定的一项贯穿各

领域的主题，并且一直是一个优先事项。论坛认识到，分类数据是规划和执行以

土著民族为对象的方案和项目的一个关键工具；分类数据与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指

标是监测和评价为土著民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的先决条件。 

2． 论坛认识到《千年发展目标》未触及土著民族的具体需要，因而促请各国紧

急收集分类数据，并采用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指标，以便监测《千年发展目标》在

土著民族中的落实情况。 

3． 论坛肯定了联合国机构在拟订、收集和分析能抓住土著民族文化特点的数据

方面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反映于收到的报告中。但论坛关切地指出，尚没有文

化上相宜的指标和工具来监测在为土著民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成

绩。论坛欢迎现有的旨在纠正这一不足之处的举措，包括： 

 (a) 土著问题机构间支助小组提出的技术文件，它概述了“成员组织目前采用

的指标以及数据收集和分列系统”。论坛赞同劳工组织、开发计划署、拉加经委会、

教科文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美洲开发银行、人权高专办、妇发基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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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基金、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贸发会议、环境署以及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行

政和发展管理司及可持续发展司提出的建议36和 37(E/C.19/2006/3/Add.1)； 

 (b)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土著民族的参与和善政问题的国际专家组会议的报

告(E/C.19/2006/7)。论坛赞同建议 63； 

 (c) 土著民族和福祉指标问题会议的报告（E/C.19/2006/CRP.3）。论坛赞同

建议 31 至 37。 

4． 论坛重申其在关于土著民族的数据收集与分类问题研讨会报告(见 E/C.19/ 

2004/2)中提出的建议，尤其是第 16、17、18、19、20、21、22 和 24 条。 

5． 论坛回顾关于土著民族的数据收集与分类问题国际专家研讨会（见关于研

讨会的 E/C.19/2004/2 号文件），欣见目前正与联合国统计司合作审查族裔、

语言和宗教等领域数据收集与散发方面的国家实践。鉴于此项工作及 2010 年

世界人口和住房普查方案，论坛重申支持统计司，一如论坛在其第四届会议报

告(E/2005/43-E/C.19/2005/9）中所表示的那样，并重申该报告第 80 和 81

段所载的建议。 

6． 论坛重申其第四届会议报告（E/2005/43-E/C.19/2005/9）第 82 和 83 段所

载的向联合国机构提出的建议，并促请会员国和联合国各机构采取第 84 至 88 段

中所述步骤。 

7． 论坛建议世卫组织对世界各个区域土著民族的糖尿病染病率进行案头研究，

并在论坛第六届会议上报告研究结果。 

8． 论坛欢迎拉加经委会通过人口司在现有普查数据的编制和分析方面开展的工

作，其中融入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土著民族的视角和参与；建议拉加经委会： 

 (a) 增加技术研究，推动为监测《千年发展目标》落实情况拟订具有文化敏

感性的指标，以此作为联合国系统其他方面协力工作的一部分； 

 (b) 建设能力，为政府官员和土著组织提供如何为公共政策编制、分析和利

用社会人口信息的技术援助，尤其是考虑到 2010 年这一轮普查； 

 (c) 将土著民族的观点纳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领域机构的所有相关活

动的主流。 

9． 论坛建议机构间支助小组与参与处理这方面指标问题的联合国机构合作举

行一个指标问题技术研讨会，由土著民族参加，以期在指标问题上推动采取合作、

互补和整体办法，以便增进了解土著民族的关切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并请研

讨会向论坛第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0． 论坛赞赏地注意到北极人类发展报告作出的研究贡献，报告阐明了北极土著

民族的人类发展状况；同时欢迎北极理事会、政府、土著民族和研究机构现正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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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确定关于北极区域土著民族的人类发展、环境和福祉的相关指标，以此作为落

实该报告所提建议的切实步骤，并以此推动全球努力确定有关土著民族的指标和

数据收集。 

11． 论坛邀请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及其区域办事处、大学和研究机构支持在

北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举行区域研讨会和其他活动，确定有关土

著民族贫穷和福祉、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性的指标，以便监测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和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