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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第十一届会议 
2011年 5月 2日至 13日，日内瓦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号决议 
附件第 15(c)段编写的材料概述 

  塞舌尔* 
 
 本报告为 3个利益攸关方为普遍定期审议所提供材料 1 

的概述。报告采用的

是人权理事会通过一般准则的结构。其中不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的任何意见、看法或建议，亦不含对具体主张的任何判断或评定。
所载资料均在尾注中一一注明出处，对原文尽可能不作改动。某些具体问题如资

料不全或重点不突出，可能是由于利益攸关方未提供有关材料。凡所收到的材

料，均可在人权高专办的网站上查阅全文。编写本报告时考虑到第一轮审议周期

为四年。 
 
 

  

 * 本文件在送交联合国翻译部门前未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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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和框架 

无 

 二. 实际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 

 1. 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1.  全球结束对儿童一切体罚倡议(GIEACPC)指出，在家庭内实行体罚规定为合
法的。对此，该组织指出，在《家庭暴力(保护受害者)法》(2000 年)、《刑事
法》(1996年修订)和《儿童法》(1982年，1998年修订)中禁止暴力和虐待的条款
没有被诠释为禁止在养育儿童中的所有体罚行为。

2 

2.  结束体罚倡议指出，有一项政策规定不应该在学校中使用体罚，但是在法律
中没有明确的禁止。

3 

3.  结束体罚倡议并指出，在刑事体制中，将体罚用作对罪行的惩处是非法的。
对此，该组织表示，体罚没有被列在《儿童法》(第 94 条)或《刑事法》(第 25
条)中所允许的制裁措施之内。4 

此外，《宪法》(1993 年)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5 该组织进一步表示，据报告说体罚作为刑事处理
机构中的惩处措施也是非法的，

6 
此外还报告说在替代性护理设施环境中也是禁

止的。
7 

4.  结束体罚倡议提到了儿童权利委员会 2002 年在对塞舌尔的初步报告审查之
后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其中该委员会对该国体罚儿童的情况表示关注，并建议就

体罚的消极影响开展公共教育运动，并促进积极的纪律惩处方式，同时为从事儿

童工作的人提供相关的业务培训。
8 

 2. 隐私权、婚姻权和家庭生活权 

5.  联合来文 1 建议废除对相互认同的成年人之间性行为实行刑事制裁的规定。
这项材料提到了《刑事法》第 151 款，其中的各项规定中包括对“违反自然秩
序”的性活动实行的制裁。联合来文 1并指出，据发现，有些禁止成年人之间性
活动的条款明显地违反国际人权法。联合来文 1所提到的各种情况中尤其包括了
人权事务委员会 1994年 5月对 Toonen诉澳大利亚案而通过的意见，以及该委员
会对一些国家的结论性意见。

9 此外，联合来文并表示这一立场符合其它的区域
性和该国的判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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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合来文 1 建议塞舌尔废除所有可能适用于同性的将相互认可成人之间性活
动定为刑事罪行的所有条款，从而使之符合该国对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的承诺，并

符合该国的国际人权义务。
11 

 3. 工作权和公正良好工作条件权 

7.  大地正义组织指出，渔业是塞舌尔的主要就业提供部门，而塞舌尔是世界加
工金枪鱼的主要产地之一。这项工业依赖于多种不同的珊瑚、红树林、海水层和

含盐咸海水沼泽地带的生境。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导致海洋酸性增加的

情况威胁到海礁地带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导致许多鱼种(包括金枪鱼)从塞舌尔的
海域移徙。大虾的养殖也会受到威胁。大地正义表示，这将对渔业造成灾难性影

响。
12 

8.  大地正义指出，塞舌尔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基于环境的旅游业，这一领域
雇用了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并提供该国 70%的外汇收入。气候变化威胁到旅
游业。

13 

 4. 社会保障权和适足生活水准权 

9.  大地正义指出，气候变化威胁塞舌尔人的粮食权、生计权和适足生活水准
权。该组织称，大量塞舌尔家庭从事某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而海平面的上升将会

污染沿海的土壤和珊瑚岛，使之不适用于耕作。此外，气温上升、洪水、干旱和

飓风将会使作物进一步遭受到疾病、虫灾、杂草和土壤退化导致的威胁。
14 

10.  大地正义表示，气候变化威胁到塞舌尔人的健康权和健康环境权。该组织
指出，在过去四十年里，塞舌尔的平均气温已经上升，而塞舌尔人自 2005 年以
来也经受到由蚊子传染的基孔贡亚热的病例上升的情况。该组织指出，在全世界

各地，高气温越来越关系到由于庄稼的不良以及传染病传染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

心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呼吸道疾病、营养不良的病例的增加。
15 

11.  大地正义并指出，气候变化威胁到塞舌尔人的住房和财产权以及其它权
利。该组织表示，90%以上的当地居民生活在沿海的住区，那里很容易遭受到由
于海平面上升而更加恶化的暴风巨浪和洪涝。海平面的上升导致沿海地区的退

化、洪涝、基础设施的毁坏、土壤和淡水的“盐碱化”，并迫使居民往内地迁

移。
16 

12.  大地正义还提到，气候变化威胁到塞舌尔人的用水权、健康权和卫生设施
权。大地正义表示，在南部冬季和拉尼娜现象发生期间会遭受到严重的缺水。该

组织指出，大约 98%的雨水都无法用于人的消费，因为雨水被冲走或者蒸发了。
发生旱灾期间，水是按配给提供的，因为两个主要的水坝都不足于满足需要。森

林火灾在旱灾期间也经常发生，使许多地区面临风险。17 

13.  据大地正义指出，气候变化威胁到塞舌尔人的生命权、住房财产权和人身
安全权。该组织表示，水表面温度的上升加剧了热带飓风的毁坏性力量。在每年

的十月至五月雨季期间使塞舌尔人的生命遭受危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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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成绩、最佳做法、挑战和制约因素 

14.  大地正义肯定地指出，对塞舌尔人人权的一个最严重威胁是他们的环境面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所处的岌岌可危状况。该组织强调指出，保护塞舌尔公民人权

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肩上，并建议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减少全球的废气排放，并

帮助塞舌尔政府在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努力。
19 

 四. 国家重要优先事项、举措和承诺 

无 

 五. 能力建设与技术援助 

无 

 

注 

 1 The stakeholders listed below have contributed information for this summary; the full texts of all 
original submissions are available at: www.ohchr.org.  (One asterisk denote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ivil society 
EJ Earth Justice, Califonia, USA.*; 
GIEACPC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JS1 Arc International,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 –Europe, Brussels, Belgium;* Pan Africa - 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 Cameroon. 

 2 GIEACPC, p. 2, para. 1.1. 
 3 GIEACPC, p. 2, para. 1.2. 
 4 GIEACPC, p. 2, para. 1.3. 
 5 GIEACPC, p. 2, para. 1.3. 
 6 GIEACPC, p. 2, para. 1.3. 
 7 GIEACPC, p. 2, para. 1.4. 
 8 GIEACPC, p. 2, para. 2.1. 
 9 JS1, p. 1. 
 10 JS1, p. 1. 
 11 JS1, p. 2. 
 12 EJ, p. 3, para. 9. 
 13 EJ, p. 3, para. 10. 
 14 EJ, p. 2, para. 8. 
 15 EJ, p. 4, para. 12. 
 16 EJ, p. 4, para. 14. 
 17 EJ, p. 3, para. 11. 
 18 EJ, p. 4, para. 13. 
 19 EJ, pp. 4-5, paras. 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