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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提名、认可和任命 

 

 

  选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九名成员：候选人简历 
 

 

  秘书长的说明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5/17 号决议确定的选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

会成员的程序载于 E/2016/9/Add.3 号文件。现有成员名单载于该文件附件。 

2. 秘书长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发出普通照会，邀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缔约国在三个月之内提出委员会成员人选。 

3. 《公约》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简历载于本说明附件。 

  

__________________ 

  E/2016/1。 

http://undocs.org/ch/E/2016/9/Add.3
http://undocs.org/ch/E/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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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加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选举的候选人简历a 
 

 

  穆罕默德·埃塞尔丁·阿卜杜勒-穆奈姆(Mohamed Ezzeldin Abdel-Moneim) 

(埃及)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4 年 11 月 24 日，埃及赛德港 

工作语文： 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学历  

 日内瓦大学国际和发展研究所博士学位 

 开罗大学经济和政治学系文学学士学位 

专业活动 

 在开发署埃及办事处能力建设学习班讲授国际人权法(2006-2011)  

 在开罗大学讲授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民间社会(2007-2014)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国委员会成员(2006-2008)  

 苏伊士运河大学未来研究中心理事，侧重于大型项目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1996-2004) 

 开罗大学经济学系政治和国际研究中心理事(1996-2004) 

 美国国际法学会会员(1987-1996)  

 在开罗大学经济学系讲授国际组织(1994-2015)  

 爱资哈尔大学国际法和组织副教授(2004-2011) 

 苏伊士运河大学国际法和组织副教授(1994-2013) 

 高等教育最高理事会经济和法律研究委员会成员(2004-2009)  

 全国国际人道主义法促进委员会成员(1996-2004)  

 全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理事会主席顾问(2005)  

__________________ 

 a 每位候选人较为完整的履历可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页。 

  所有简历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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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顾问：从事人道主义外交工作，起草《阿拉伯人

权法院规约》(2005-2012)。主管多边事务的外交部长助理(2002-2004)  

 开罗经济研究总局成员，重点是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政策的社会影

响(1967-1969)。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难民、妇女、老年人、预防犯罪和

社会福利政策问题副代表(1988-1991) 

 编写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等多边论坛的人权文件(1994-2004)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国委员会成员(2005)；委员会副主席(2009-2011)；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联合专家组主席(2011)；经

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工作组成员(2015) 

 在人权理事会等多个国际论坛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发表讲话

(2007-2015) 

 目前正在参与就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职能，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方面的职能对专业人员、活动人士、学生和官员进行培训 

现任职务  

 赛德港大学国际法和组织副教授 

著述 

 “Six Pillars of Wisdom：Human Rights in the Arab Region”(2007)，Proceedings 

of the Doha Forum on Democracy，Development and Free Trade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nd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2003)，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South Africa 

 “Areas of Action for the South in the 21 century”(2001)，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E/2016/9/Add.4  

 

16-00663 (C) 4/28 

 

  马克·弗朗斯·埃迪·巴兰西(Marc France Eddy Balancy)(毛里求斯)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3 年 3 月 6 日，毛里求斯 

工作语文： 英文和法文 

学历  

中等教育 

 1965 年至 1972 年，在最佳的国立中学之一路易斯港皇家学校求学 

高等教育 

 1973 年至 1976 年，在著名的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接受本科教育，以优

异成绩获法学学士学位 

 随后，1977 年至 1978 年，在英格兰布鲁内尔大学社会-法律研究生院学

习并获法学硕士学位——社会学和法律硕士学位 

 在学习了伦敦法律教育理事会律师职业课程后(1977-1978)，在 1978 年

年中通过了律师考试，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会员 

专业活动 

 审理初审(主要是涉及人权问题的宪法和行政法案件)和毛里求斯最高法

院上诉(民事和刑事)案件 

 偶尔开设法律专业职业考试所涉及的刑事诉讼和辩护课程，及新律师上

岗培训课程  

 代表毛里求斯出席司法职能，特别是法治和人权方面的国际会议 

现任职务  

毛里求斯最高法院高级陪席法官 

(说明：毛里求斯最高法院目前有 21 名法官。排名最高的是首席大法官，其次是

高级陪席法官，列第二位，然后是陪席法官) 

著述 

著有三部关于毛里求斯法律的书籍： 

(1) The Information 

(2) The Law of Conspiracy in Mauritius 

(3) Basic Criminal Procedure and Evidence for Prosec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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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士球(中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38 年 11 月，中国 

工作语文： 中文和英文 

学历  

 合肥工业大学，中国(1957-1960) 

 外交学院，中国(1960-1964) 

专业活动 

 2007-201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2-2006：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成员 

 1998-2002：中国驻格林纳达特命全权大使 

 1995-1998：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1990-1995：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代表兼特命

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代表兼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

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兼特命全权大使 

 1986-1990：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参赞、副司长 

 1982-1986：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二秘、一秘、参赞 

 1979-1982：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副司长 

现任职务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成员 

 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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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拉-玛丽亚·克勒丘内安(Laura-Maria Craciunean)(罗马尼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8 年 3 月 17 日，罗马尼亚锡比乌 

工作语文： 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学历  

 A. 主要学历 
 

 罗马尼亚锡比乌卢奇安·布拉卡大学法律博士后研究(2013)，博士后研

究论文题目：文化权利和文化多样性的国际保护 

 法律博士(2008)，罗马尼亚锡比乌卢奇安·布拉卡大学 

 大学毕业后法律研究(2002)，罗马尼亚锡比乌卢奇安·布拉卡大学 

 法学学士(2001)；罗马尼亚锡比乌卢奇安·布拉卡大学 

 B. 其它课程/教育  
 

 黑山 Ulcinj Straniak 暑期民主和人权学校特邀教授(2015 年 9 月)；讲授

社会权利和减贫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特邀讲授(2012 年 2 月，纽约)；论文：

通过完全的人权视角看待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十五届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会议发言者(2015 年 8 月)；回顾文件：

关于将人权纳入 2015 年后议程执行工作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法中心访问学者/研究员

(2012)  

 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文化多样性研究小组

成员(2009) 

 研究和文件编制阶段：1. 德国海德堡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际

法研究所(2013)；2 欧洲大学研究所，欧洲法律学院，意大利佛罗伦萨

(2011)。 

 专业课程：1. 在欧洲人权法院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国际公平审判组

织，法国斯特拉斯堡(2012)；2. 国际公法问题暑期培训班，厦门国际法

高等研究院，中国厦门，(2010)；3. 德国和欧洲法律暑期培训班，Ludwig 

Maximilians 大学，德国慕尼黑(2008)；4. 国际刑法专门课程，国际犯

罪学高级研究所，意大利锡拉库萨(2007)；5. 国际公法问题暑期培训班，

海牙国际法研究院；荷兰海牙(2007)；6. 暑期大学——处在文化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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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文化之间的欧洲，锡比乌卢奇安·布拉卡大学法律系，罗马尼亚锡

比乌(2007)；7. 国际刑事法院——欧洲法律学院组织举办的“现状与未

来挑战”会议，德国特里尔(2007)；8. 欧洲大学研究所欧洲法律学院人

权法暑期培训班，意大利佛罗伦萨(2006) 

专业活动 

 学术履历：1. 2014 年 10 月以来一直担任副教授(国际公法、外交法和国

际人道主义法)；2. 2008 年至 2014 年 9 月担任讲师(国际公法、外交法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3. 助理教授(国际公法、罗马尼亚宪法法)，

2006-2008；4. 辅导教师(国际公法，罗马尼亚宪法法)，2004-2006；5. 辅

导教师(国际公法，罗马尼亚宪法法)，2004-2006；上述所有职位都是在

锡比乌卢奇安·布拉卡大学法律系担任的 

 法律专业经验：1. 律师(劳动法，家庭法)，罗马尼亚全国律师协会联盟，

锡比乌律师协会(2010 年至今)；2. Nina，Tacom，Icos 贸易公司法律顾

问(劳动法，商事法)(2003-2004)；3. Al-Comsib 股份公司法律顾问(劳动

法，商事法)(2001-2003) 

现任职务 

 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独立专家(自 2014 年至今)。反腐败和人权起草小

组成员；地方政府与人权；麻风病患者所面临的歧视；移徙儿童和青少年 

 锡比乌卢奇安·布拉卡大学法律系副主任 

 锡比乌卢奇安·布拉卡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国际公法、外交法和国际人

道主义法)；Acta Universitatis“Lucian Blaga”Iurisprudentia 联合审查秘

书；公法研究中心秘书；ADESTE 协会成员 

 律师(2010 年至今)——劳动法，家庭法，罗马尼亚全国律师协会联盟，

锡比乌律师协会 

协会成员 

 欧洲国际法学会会员 (2008 年至今)；欧洲刑法协会(2007 年至今)；海

牙国际法学院听课者和校友(2007 年至今)；锡比乌法律顾问学院成员/

创始人(2004-2010)；锡比乌律师协会成员(2010 年 9 月至今)  

 锡比乌地方就业局协商委员会成员(2001 年至今)  

 锡比乌地方男女机会平等委员会成员(2010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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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 

 在罗马尼亚、意大利、荷兰、印度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共出版了 10 部书，

发表了 70 篇文章和评述 

 研究兴趣：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少数群体权利和保护、人权和文化

多样性 

有关著述 

 A. 书籍(部分) 
 

1. Protecţia diversităţii culturale în dreptul internaţional：modelul “uniţi în 

diversitate”?，[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the United in Diversity” 

Model?]，Hamangiu，Bucharest，2013，(post-doctoral thesis)  

2. Protecţia drepturilor culturale în dreptul internaţional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ights]，C.H. Beck，Bucharest，2011  

3. Drept diplomatic şi consular. Note de cur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Notebook]，锡比乌，2011  

4. Drept internaţional public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amangiu，Bucharest，

2008 and 2014 (second edition) (co-authored by  Professor Bianca Selejan-Gutan) 

5. Drept internaţional umanita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Hamangiu，

Bucharest，2014 

 B. 文章(部分) 
 

1. Cultural Rights and a Right to Cultural Identity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resent Approach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press for publishing，in 

D. Moura Vicente，Towards a Universal Justice? Putting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Jurisdictions into Perspective，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5；the book is the result 

of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gional Conference，

Lisbon，Portugal，11-13 September 2014 

2. Implementing Cultural Diversity within and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a test for 

the EU' s and its Members States Competences in Cultural Matters?，in Christ University 

Law Journal，vol. 4，no.1/2015，(January-June 2015)，pp. 103-123，Bangalore，India 

3. Religious Diversity in Romania – Europe’s Best Pupil?，in M.-C. Foblets，N. 

Yassari (editors)，Approches juridiques de la diversite culturelle/Leg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Diversit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Boston，2013，pp. 63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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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Draft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Romania：Towards a 

Legal Definition of the Syntagm“National Minority”? in A. Oriolo，A. Vigorito 

(editors)，La “dimensione culturale”nel diritto interno ed internazionale，Aracne 

Editrice，Roma，pp. 99-129  

5. Diversitatea culturală şi“uniţi în diversitate”：valori fundamentale ale dreptului 

Uniunii Europene. Înainte şi după Lisabona [Cultural Diversity and United in 

Diversity：Fundamental Values of EU Law. Before and after Lisbon] in Dreptul no. 

8/2013，Universul Juridic，Bucharest，pp. 226-251  

6. Uniunea Europeană şi adoptarea Convenţiei UNESCO din 2005：despre promovarea 

diversităţii culturale în relaţiile externe ale Uniunii Europene [The EU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UNESCO Convention of 2005：o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EU’s 

External Relations] in Pandectele Române，no. 5/2013，Wolters Kluwer，Bucharest，

pp.51-67  

7. Drepturile culturale în jurisprudenţa Curţii Europene a drepturilor omului：o 

încercare de a construi principii comune în materie culturală? [Cultural Rights in the 

ECHR Jurisprudence：An Attempt to Build some Common Cultural Principles?] in C. 

Munteanu (editor)，In Honorem Alexandru Bacaci，Ovidiu Ungureanu，Culegere de 

studii，Universul Juridic，Bucharest，2012，pp. 379-388  

8. Curtea Europeană a Drepturilor Omului：despre dreptul la identitate culturală 

[The ECHR：on a Distinct Subjective Right to Cultural Identity] in Pandectele Române，

no.7/2012，Wolters Kluwer，Bucharest，pp. 13-31  

9. Doctrina marjei de apreciere în jurisprudenţa CEDO：un instrument util pentru 

protejarea diversităţii culturale inter şi intra-statale?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Doctrine：a Useful Instru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r and intra-state Diversity?] in 

R. Bercea (editors)，Mai este Curtea Europeană a Drepturilor Omului un mecanism 

judiciar eficace? [Is the ECHR an Effective Judicial Mechanism?]，Universul Juridic，

Bucharest，2013，pp. 205-217  

10. Protocolul Opţional la Pactul Internaţional privind Drepturile Economice，Sociale 

şi Culturale：o nouă eră pentru drepturile culturale? [The UN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a New Era for 

Cultural Rights?] in NRDO [New Romania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no. 1/2011，

C.H. Beck，available also in English at：http://njhr.ro/?page_id=63  

11. Is there a Right to Cultural Identity? in East-West Cultural Passage，vol. 11/2011，

pp. 14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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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e Role of the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21/2009 in Clarifying the Content of the Right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Right，in Caiete de Drept Internaţional  International Law Papers，no. 1/2011； 

13. About Cultural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Conceptual Clarifications in RRDI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12/2011，C.H. Beck，Bucharest，pp. 70-91  

14. Protecţia diversităţii culturale în dreptul internaţional – UNESCO，între tradiţii şi 

cultura diversităţii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 

UNESCO，between its Tradi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Diversity] in NRDO [New 

Romania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no. 4/2010，C.H. Beck，Bucharest，pp.25-42  

15. Consiliul Europei，Uniunea Europeană şi România，despre libertatea gândirii，

conştiinţei şi a religiei [Council of Europe，European Union and Romania，about 

freedom of thought，conscience and religion] in ACTA ULBS no. 1/2010，Universul 

Juridic，Bucharest，pp. 281-293  

16. Discuţii cu privire la condiţiile de admisibilitate a comunicărilor adresate 

Comitetului pentru Drepturile Economice，Sociale şi Culturale [Discussions on the 

Admissibility Conditions for Communications Fil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ACTA ULBS no. 2/2010，Universul 

Juridic，Bucharest，pp. 22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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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吉斯拉夫·凯吉亚(Zdzislaw Kedzia)(波兰)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3 年 7 月 2 日，波兰 Radom 

工作语文： 英文 

学历  

 1992——法学教授，学术头衔由总统授予 

 1980——取得法律博士资格——波兰科学院法律研究所 

 1972——法律博士；Adam-Mickiewicz 大学，波兹南(波兰) 

专业活动 

学术方面 

 波兰科学院法律研究所教授、波兹南人权中心主任(1991)  

 议会人权和宪法问题顾问(1989-1991) 

 1989 年担任团结反对派和政府“圆桌会谈”人权和宪法问题专家  

 波兰监察员顾问(1987-1991) 

 在海牙国际法学院、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所国际年度课程和塞萨洛

尼基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年度会议以及波兰国内外许多大学(例

如奥地利、中国、捷克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希腊、意大

利、日本、立陶宛、荷兰、挪威，俄罗斯联邦、瑞典、瑞士、乌克兰和

美利坚合众国)讲学 

国际组织 

 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研究和发展权利处(包括向冲突

后和民主过渡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处长(2001-2005) 

 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方案和活动处(包括冲突地区实

地行动)处长(1999-2001) 

 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高级顾问(1994-1999) 

外交方面 

 波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使衔参赞(1991-1994)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员(1994) 

 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总报告员(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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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波兰代表 

 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委员会报告员(1991-1993)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七和四十八届会议波兰代表团团长(1992-1993)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威尼斯委员会候补成员(1991-1994) 

 外交部长人权问题高级顾问(1990-1991) 

 欧洲委员会人权指导委员会波兰代表(1990-1991) 

现任职务  

 波兰波兹南 Adam-Mickiewicz 大学法律和行政系宪法法教授、系主任 

  教学科目：宪法法，国际人权法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国委员会成员(联合国)，主席，2013-2015 

 欧洲大学间人权和民主化中心欧洲人权硕士课程国家主任 

 哈根大学名誉教授(德国) 

著述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in：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National，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Aspects,Engel Verlag,1991 

 Right to life,Freedom of movement,The citizen’s right to protection by the 

State while staying abroad,The foreigner’s right to be protected against arbitrary 

expulsion,in:Human Rights. The Legal Model.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Ossolineum,1991 

 An East-European Perspective of an All‑European System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in：Perspectives of an All‑European System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 Rol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the CSCE，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in：All‑European Human Rights Yearbook，1991，vol. 1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Polish Law，in：Nomos 

Verlag，1992 

 Comments on the preparatory work for the new Polish Constitution，in：

Constitutional Law，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1993 

 Remarks on axiology of the future Polish Constitution，Ethos，Lublin 1992，

vol. 2 



 E/2016/9/Add.4 

 

13/28 16-00663 (C)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n Poland，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aw，UNIDEM Seminar，

19-21 V 1993r.，Poznan 1994 

 The Vienna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a failure or milestone in 

human rights history?，International Geneva Yearbook，1994，vol. 8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in：Recht 

zwischen Umbruch und Bewahrung，Springer Verlag 1995 

 Co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in：Constitutional Cultures，

Warsaw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2000 

 United Nations Mechanism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in：

Mechanisms of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UNESCO 2003 

 Present-Day Challenges to Human Rights,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12/2003，No 3 

 The Polish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in：Human 

Rights in the Polish Foreign Policy,The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7 

 2005 World Summit – the reform of the UN human rights programme，

Polish Diplomatic Review，No 5，September and October 2007 

 The Road to Vienna：Negotiating the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in:Global Standards–Local Action:15 Years of Vienna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Vienna，2009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human rights in the light of the Polish 

Constitutional Law Zdzislaw Kedzia and Antoni Rost (editor)，Poznan，2009 

 Mainstreaming human rights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echanisms. Essays in honour of 

Jacob Th. Möller，Raul Wallenberg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2009 

 Managing Diversity.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Daniel 

Thürer，Zdzisław Kędzia (editor)，Schulthess Verlag；2009,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after the European Union's accession to the 

Convention，in：Fundamental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J. 

Barcz (editor)，Warsaw，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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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Political Strength vs. Legal Fragility，in 

“Rafał Lemkin A Hero of Humankind”，Agnieszka Bieńczyk-Missala，

Sławomir Dębski (editor)，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0  

 Human Rights Diplomacy：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Michael O’Flaherty，

Zdzislaw Kedzia，Amrei Müller，George Ulrich (editors)，Martinus Nijhoff 

Publications，Leiden – Boston 2011；Author：Conference Diplomacy and 

Human Rights  

 Reinforcement of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European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2014，Intersentia，p. 23-37 

 Constitution Making and Human Rights–a United Nations guidebook(in print) 

 Countering Corruption and Human Rights–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in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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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拉·利奔波格(Sandra Liebenberg)(南非)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5 年 2 月 26 日，南非德班 

工作语文： 英文和南非荷兰语 

学历  

 教育：国家高级证书 

 高等教育：文学学士(开普敦大学)，国际人权法硕士(成绩优异)和法学

博士(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国际人权保护高级课程文凭，芬兰埃博学术大学人权研究所  

 埃博学术大学人权研究所，芬兰图尔库 

专业活动 

 法律资源中心研究员(1988) 

 开普高等法院认可律师，执业领域为公共利益法(1989-1993) 

 南非宪政大会技术委员会(权利法案)主席(1995-1997) 

 西开普大学社区法律中心妇女和人权项目研究员兼协调员(1995-1996) 

 西开普大学社区法律中心社会经济权利项目创始人、主任(1997-2003)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非洲杰出学者(2011) 

 联合王国诺丁汉大学法学院 JC Smith 信托基金杰出访问学者(2015)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任命的负责起草关于执行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原则和准则的两名专家之一(2005-2008) 

 埃博学术大学人权研究所和挪威人权中心每年举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可审理性国际高级培训班(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学校)联合召

集人(2005 年至今) 

 南非妇女法律中心前任董事会主席  

 南非社会经济权利研究所创始主席、现任普通董事 

 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网咨询委员会 

 斯泰伦博希大学校长社区服务奖(2014) 

现任职务  

 斯泰伦博希大学杰出教授、奥本海默人权法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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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权利和行政司法研究项目创始人兼联席主任： 

http://blogs.sun.ac.za/seraj/ 

 法律系研究委员会主席 

著述  

书籍 

 S. Liebenberg and G. Quinot (editors) Law and Poverty：Perspectives from 

South Africa and Beyond (2011，Juta & Co) 

 S. Liebenberg Socio-Economic Rights：Adjudication under a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 (2010，Juta & Co) 

 S. Liebenberg (editor) The Constitution of South Africa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1995，David Philip Publishers) 

文章和书籍中的章节 

 在同行互审的杂志中发表了 28 篇文章 

 书籍中 3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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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克尔·曼西斯多·德拉·福恩特(Mikel Mancisidor de la Fuente) 

(西班牙)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0 年 6 月 8 日，西班牙毕尔巴鄂 

工作语文： 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学历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  

 法学学士(Licenciado)，毕尔巴鄂德乌斯托大学 

 欧洲研究所欧洲研究和欧洲法文凭，毕尔巴鄂德乌斯托大学 

 毕尔巴鄂德乌斯托大学国际人道主义行动硕士班文凭。人道主义援助网

络 Louvain-la-Neuve 大学(Bélgica)地缘政治专业 

 AMIEC 生态研究所和伦敦国际开放大学环境管理硕士 

 斯特拉斯堡 René Cassin Cassin 国际人权研究所年度研究会议 

专业活动 

 2004-2014 年，教科文组织巴斯克地区中心主任。联合国咨商地位和教

科文组织国际关系地位 

 2009-2012 年，德乌斯托大学国际公法讲师  

 1995-2004 年，PTM-Mundubat(www.ptmmundubat.org)。2000-2004 年，

人权和法律问题协调员；1999 年，哥伦比亚项目经理；1997-1998 年，

欧洲项目部协调员；1995-1996 年，墨西哥项目经理； 

 1999-2000年，Coordinación Fundación de Estudios para la Paz y Transformación 

de Conflictos Gernika Gogoratuz 主任(www.gernikagogoratuz.org)  

 1997-1998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研究员  

 1994-1995 年，德乌斯托大学国际法律系奖学金 

现任职务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科学和人权一般性意见报告员 

 国际人权与科学学院院长 

 德乌斯托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巴斯克记忆与人权研究所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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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和奖项  

 Liga Española Pro-Derechos Humanos2013 年人权金质奖章 

 日内瓦外交学院 Globecraft 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Premio Iberoamericano de Derechos Humanos y Cultura de Paz 陪审团成员 

 Prix des Droits de l'Homme-Renné Cassin 陪审团成员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国际方案主任专家小组成员。康普鲁坦斯学院和哈

佛法学院主办的哈佛研究项目，美国马萨诸塞州 

 René Cassin 人权研究所讲师(47 次年度研究届会)，斯特拉斯堡。马德

里外交学院客座讲师；Universidad del Externado，波哥大；巴塞罗那加

泰罗尼亚人权研究所；马德里百年大学；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País 

Vasco 大学 

著述  

 Mancisidor，Mikel，“Historia del Derecho Humano a la Ciencia”Niko 

Huhle/Teresa Huhle(Hrsg.)Die Subversive Kraft der Menchenrechte. 

Oldenburg,2015 

 Mancisidor，Mikel，“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a Human Right to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Reflections，Europe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2015 

 Mancisidor，Mikel，“El Derecho a la Ciencia”，Investigación y Ciencia，

November 2014 

 Mancisidor，Mikel，“Los ODM y el agua. ¿Una historia de éxito?”Revista 

de Estudios Empresariales，Universidad de Deusto，2012  

 Mancisidor，Mikel,“Los Derechos Económicos，Sociales y Culturales en la 

Convenión Iberoamericana”,in OIJ–UNFPA，La Convención Iberoamericana 

de Derechos de los Jóvenes. OIJ–UNFPA，2012，pp. 63–79 

 Mancisidor，Mikel and Maraña，Maider：“Sociedad civil，cultura y derechos 

humanos”，AECID，La Cooperación Cultural en el ámbito multilater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y Cooperación，Madrid，2011，pp. 319-339 

 Mancisidor，Mikel，“Los Derechos Económicos，Sociales y Culturales：

una puesta al día”，en ANUARIO CEIPAZ 2010-2011，Barcelona，Icaria，2010 

 Mancisidor，Mikel；Salamé，Lena；Szöllözi，András；Volodin，Vladimir：

Outc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s' Meeting on the Right to Water， 

UNESCO，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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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cisidor，Mikel (editor)：The Human Right to Water，Barcelona，ICARIA. 

2009  

 Mancisidor，Mikel，“The Water Paradigms”，Human Right to Water，pp. 

79 – 104 

 Mancisidor，Mikel，“Aproximación al Agua (y Saneamiento) como objeto 

de un Derecho Humano”en Agua：el desafío del siglo XXI. Ágora. Valencia，

CEP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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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盖·马尔蒂诺夫(Sergei Martynov)(白俄罗斯)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3 年 2 月 22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 

工作语文： 俄文、英文和法文 

学历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成绩优异，1970-1975 年 

专业活动 

 1975-1980——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司(国际劳工组织、欧洲经济委员会) 

 1980-1988——外交部长助理 

 1988-1991——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负责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1991-1992——白俄罗斯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副代表(负责政治、

社会和经济问题) 

 1992-1993——白俄罗斯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临时代办 

 1993-1997——白俄罗斯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7-2000——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双边和多边政治事务

及社会和经济问题) 

 2001-2003——白俄罗斯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白俄罗斯

共和国驻欧洲共同体特派团团长，白俄罗斯共和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特派团团长 

 2003-2012——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专业经验 

 1991-1997——大会第一委员会副主席，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核裁军

小组主席(三次)，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多次) 

 1991 ——(1963 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

约》缔约方修正会议副主席 

 1998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 

 2000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日内瓦 

 2012 至今——世界信息技术和服务联盟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2 至今——白俄罗斯共和国 Russneft 特别代表 

 2013 至今——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美术博物馆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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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国委员会成员(2001 年至今)  

著述(最近) 

 “The EU and Belarus：Time for a Fresh Start”，in The EU and Belarus. 

Between Moscow and Brussels (article in the book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Federal Trust，whose aim is to enlighten public debate on the 

issues of national，continental and global government)，2002 . pp. 303-316  

 “Economic Reform for Creating an Independent State”，«Nikkan Kogyo 

Shimbun» (Japanese weekly business newspaper)，4 September 2003  

 “In Step with Time. Or Better One Step Ahead”，Delo «East+West 

(Belarusian international analytical bulletin)，No. 6，2003  

 “Belaru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SA and EU”(“Belarus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den USA und der EU”) Wostok. Informationen aus dem 

Osten fur den Westen (German magazine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circles)，No. 3，2003  

 Articles in national and foreig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dedicated to the 

problems of observan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region，2004-2007 

 “Human trafficking：beyond the Protocol”，Forced Migration Review 

(magazine on refugee，internal displacement and statelessness issues)，No. 

31，2008 

 “Exploding three myth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global edit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3 Dec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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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乌尔德·莱格达夫·乌尔德·博雅(Mohamed Ould Lagdaf Ould 

Boya)(毛里塔尼亚)  
 

 

           [原件：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4 年，毛里塔尼亚 Atar 

工作语文： 法文、阿拉伯文和英文 

学历 

 小学：1973-1979 年，Atar (毛里塔尼亚)——小学毕业证书  

 中等教育：1979-1986 年，Atar 中学——中等教育文凭  

 大学：1986-1991 年，努瓦克肖特大学——私法硕士学位 

专业活动  

 1993-1994——专业法律实践学院，高等专业研究学院，努瓦克肖特 

 文凭：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努瓦克肖特大学  

 1994——宣誓就任见习律师 

 1994-1997——见习律师 

 1997——执业律师  

 1999-2002——毛里塔尼亚全国律师协会理事会成员 

现任职务 

 国家人权委员会律师和成员 

研究和著述  

 毛里塔尼亚侵权法最后论文，努瓦克肖特大学 

 触犯法律少年保护法和少年刑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与 Terre des hommes 基金会合作，担任触犯法律少年辩护律师 

 法律援助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讲习班和其他专业活动 

 修订劳动法关于妇女和儿童所做工作的条款  

 多次参加司法部举办的关于触犯法律儿童预防性拘留替代措施的讲习班 

 参加触犯法律少年康复中心内部条例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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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在毛里塔尼亚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各类会议 

 参与全国反腐论坛 

 参加联合国关于保护被剥夺自由的少年规则的讲习班(保卫儿童国际) 

 参加非洲促进和保护人权体系和毛里塔尼亚制止贩运人口法培训和宣

传讲习班 

 参加讨论会的根据普通法传统国际律师会议 

 参加难民问题讨论会  

 预防性拘留少年的替代办法法律框架重点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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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迪雅·卡梅利塔·拉文伯格(Lydia Carmelita Ravenberg)(苏里南)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3 年 4 月 24 日，苏里南帕拉马里博 

工作语文： 英文 

学历  

 法学硕士文凭(苏里南安东·德·康大学法学博士)；在乌得勒支大学人

权法学硕士班学习一学期(2000)，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生文凭(FHR Lim 

A Po 社会研究所和伊拉斯谟国际社会研究所，荷兰海牙，2011)；在苏里

南(De Stichting Juridische Samenwerking Suriname Nederland 2000-2011)及

荷兰和库拉索岛取得若干法官和检察官培训证书 

专业活动 

 苏里南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退休检察官(也是在该办公室负责人权问题

的一个特别单位)；Stefano Ajinthoena(Moiwana)诉苏里南共和国案和美

洲人权法院 Saramaka 人民诉苏里南共和国案苏里南共和国法律顾问；

2002 至 2007 年，在美洲人权委员会几个未决案件中担任苏里南共和国

法律顾问；2002 年 2 月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担任苏里南共和国总统

设立的人权法律专家委员会成员；介绍 2004 年关于种族歧视的国家报

告和 2004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报告的代表团成员；在普遍定期

审查介绍国家报告的代表团成员(2011 年)；在为警察稽查员提供的专业

培训中讲授交通法和人权法；在培训中与 Bob Wit 法官一起为检察官讲

授人权课；对美洲人权体系模拟法庭竞赛参加者进行土著权利培训，

2011/2012 年；在 2009 和 2012 年担任国家级模拟法庭竞赛裁判。苏里

南反贩运人口委员会成员国 

现任职务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成员(2013-2016)；退休检察官 Watra 人权

咨询公司主任 

著述 

 “De Nawerking van CAO-Bepalingen”(Paramaribo，Anton de Kom 

University of Suriname，Jul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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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利德·萨迪(Waleed Sa’di)(约旦)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39 年 8 月 19 日，耶路撒冷 

工作语文： 英文和阿拉伯文 

学历  

 南卫理公会大学文科学士(经济学)，美利坚合众国得克萨斯达拉斯 

 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美国 

专业活动 

 在纽约(1965)、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69)、莫斯科(1971)、伦敦(1973)、

巴黎(1975)担任外交官 

 驻日内瓦(1980)和安卡拉(1985)大使 

 人权委员会(1976-1980) 

 人权委员会主席(1980-1981) 

 人权小组委员会成员和副主席(1978-1982)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1978-1982；1990-1994) 

 联合国酷刑受害者基金董事会成员(1982-1990)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成员(1998)、副主席(2008-2010) 

 国家人权中心主任专员，约旦安曼(2003-2006) 

现任职务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报告员 

 约旦哈希姆王国外交部人权问题总协调员 

  《约旦时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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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Michael Windfuhr(德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1 年 6 月 15 日，德国 Schwäbisch Gmünd 

工作语文： 英文、西班牙文和德文 

学历  

 海德堡大学政治学、德国文献学和地理学硕士 

专业活动 

 2006-2010——德国新教发展组织人权主任 

 2003-2006——(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争取适足食物和水权)

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

www.fian.org)执行主任兼秘书长 

 1994-2003——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驻联合国以及总部设在罗马的机

构(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的代表 

 1994-2008——海德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讲师(同时在粮食第一信息和行

动网工作) 

 1991-1993——德国发展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www.germanwatch.org) 

秘书长(同时在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工作) 

 1991——维也纳拉克森堡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研究项目科学协调员  

 1986——1994 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方案干事(负责在拉丁美洲，随后

非洲的工作若干年：监测工作、案例研究，人权培训)  

现任职务  

 德国国家人权机构副主任(德国人权研究所) 

荣誉  

 由于他多年积极致力于食物权和粮食安全工作，尤其是参与土地、森林

和渔业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谈判并发挥重要作用(粮食安全委员会，

2010 -2012)，2014 年被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授予最高荣誉  

著述  

 部分书籍、科学文章和研究报告(标题英文译文仅供参考)  

 

http://www.germanwatch.org/


 E/2016/9/Add.4 

 

27/28 16-00663 (C) 

 

书籍 

 SEITZ,Klaus/WINDFUHR,Michael(1989): “Landwirtschaft und Welthandelsordnung. 

Handbuch zu den Agrarverhandlungen des GATT”，Hamburg，202 Seiten， 

[Agriculture and world trade order.Handbook on the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 

in the WTO Uruguay Round] 

 BRASSEL,Frank/WINDFUHR,Michael(1995):“Welthandel und Menschenrechte”, 

Dietz Nachf.，Bonn(Dietz-TB 68)[Trade and human rights] 

 WINDFUHR,M.(1995)：“Welthandel” ,Lamuv-Verlag,Göttingen(Lamuv- 

TB 179) [Trade policy – an introduction] 

 WINDFUHR，M.(1996)：“Rohstoffe”，Lamuv-Verlag，Göttingen(Lamuv- 

TB 197) [Natural resources trade – an introduction] 

 WINDFUHR,M.(1998):“Soziale Menschenrechte in der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Hamburg [Social human rights 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NDFUHR，M. (2005) (editor)，Beyond the Nation State. Human Rights 

in Times of Globalisation，Uppsala，Sweden 

准备出版 

 WINDFUHR，M. (2016)：Welternährungspolitik，Verlag Klaus Wagenbach，

Berlin [Food Politics] 

部分文章 

 WINDFUHR，M. (2011)：Umsetzung sozialer Menschenrechte，in：Hoppe，

Thomas (Hrsg)：Soziale Menschenrechte und katholische Soziallehre，

Hamburg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human rights – what does that require?] 

 WINDFUHR，M. (2013)：Monitoring der Umsetzung von wirtschaftlichen，

sozialen und kulturellen Menschenrechten， in：Mensch und Recht – 

Festschrift für Eibe Riedel zum 70. Geburtstag，Verlag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13 (editor，Dirk Hanschel，Sebastian Graf Kielmansegg，Uwe 

Kischel，Christian Koenig，Ralph Alexander Lorz) [Monitor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human rights] 

 WINDFUHR,M(2013):Nahrungsmittelsicherheit–eine globale Herausforderung， 

in：SEF/INEF (Hrsg)：Globale Trends 2013，S. 285-306，Frankfurt a.M. 

(Fischer). [Food security – a global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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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FUHR，M(2014)：Hunger und Menschenrechte，in：Heike Leitschuh- 

Fechter (Hrsg) Special edition von WeltTrends [Hunger as a human rights 

issue] 

研究成果 

 BALS，Ch./HARMELING，S. / WINDFUHR，M. (2008)：Climate change，

food security and the right to food. Study written for Brot für die Welt，

Diakonie Katastrophenhilfe and Germanwatch，Stuttgart 212 S 

 BALS,Ch./HARMELING,S./WINDFUHR,M.(2008):Making the adaptation 

fund work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Stuttgart，24 S  

 WINDFUHR，M. (2014)：Water for agriculture：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human right to water and the human right to adequate food. Study written 

for the German Ministr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January 2014 

 WINDFUHR，M./WEINGÄRTNER，L. (2014)：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Study written for FAO for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adoption of the Voluntary Guidelines on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Rome，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