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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在1 9 8 3年8月1日至12日于日内瓦举行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 

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和大会通过1983年12月20日第38/14号决议之后，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讨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 

领》：的执行情况并通过了 1984年1 1月23日第39/16号决议。大会在

1 9 8 5 — 1 9 8 9年期间活动计划中请秘书长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在 

1 9 8 5年研究种族歧视在教育、训练相就业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子女，特别是对移 

民工人的子女的影响。

2 .本初步研究掘告分析有关的国际准则并讨论在继续保持种族歧视格局的基 

本的顽固态度这种背景下执行这些准则的各项努力。迄今所做的工作显示，即使 

在已采取许多抵制种族歧视措施的国家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训练和就业方面差 

别待遇的情况。因此，必须更深入地分析一般社会趋势和种族歧视之间的相互关

系。

二•与本研究有关的国际准则

3.有许多国际标准有助于保护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的子女在教育、训练和就 

业方面免受种族歧视。本节讨论的重心是联合国及其特别机构拟订的各种普遍准 

则。最密切有关的法律文书是：

拉）《联合国宪章》》

(b)《世界人权宣言》（大会第2 1 7 A(in)号决议）；

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200 A(XXI)号决议附 

件

⑴《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第1904 (XVIII)号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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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2106A(xx)号决议附件）; 

fe)《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3068(X；XVIII)号决议

附件）；

(H)《关于就业及职业歧视（第ill号）公约》；2 

(i)《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 (J)《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种族和种族偏见宣言》；#

⑹《儿童权利宣言》（第1386 (XIV)号决议）。

4.在评价上述国际文书中的各项规范的适用性时，发现有两类规定：意图普 

遍适用的规定和意图只适用于列举的特定群体的规定a 例如，《世界人杈宣言》 

中的大多数权利和自由被视为不加限制适用于“人人”的，但是有一些看来只适用 

于公民，而有少数只涉及非公民，以及另外一些杈利明文规定适用于某一国领土境 

内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

5 •—个更切合实际的间题涉及新出现的执行过程，许多准则，在某种程度 

上，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所涵盖，它们属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的工作范围，这+委员会收到该公约124个缔约国的定期报告^ 在委员会会议 

上，委员请缔约国代表提供更多资料，从这些对话可清楚看出，各国的执行过程非 

常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事实上，随后的定期报告往往提供了关于所提问题的更详 

尽资料。

A .保护儿童免受种族歧视的准则

6•《儿童杈利宣言》（大会1 9 5 9年11月20日第1386(xiv)号决 

议）原则—宣称一切儿童应享有宣言中所列举的一切权利和“均得享有这些权利， 

不因其本人的或家族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意见、国籍或 

社会成分、财产、出身或其他身分而受到差别对待或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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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儿童权利公约草案（E/Cu. 4/1985/64附件一）中，措词是类似的, 

但其中具体规定缔约国应不加区别地使“其领土境内的每个儿童”享有所列举的一 

切权利。

8 •《儿童杈利宣言》中规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形式对目前世界大多数 

儿童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事# 宣言原则七规定：

“儿童有受教育之权，其所受之教育至少在初级阶段应是免费的和义务性 

的。儿童所受的教育应能增进其一般文化知识，并使其能在机会平等的基础 

上发展其各种才能、个人判断力和道德的与社会的责任感，而成为有用的社会

-分子。’，

9 .儿童权利公约草案为教育所定的规范也是很广泛的。根据草案第1 5条, 

缔约国确认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然后又规定：

“为了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充分实现这项权利，缔约国特别应：

“(a)尽早实行免费的和义务性的初级教育，

“(b)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一般性和职业性中级教育制度，使所有儿童都 

有机会接受中级教育，以及采取措施实行免费教育和向清贫者提供助学金，

“㈡通过一切适当的方法按照从优录取的标准使人人都能有均等机会接 

受高级教育

B •保护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的准则
_ 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10. 国际上保护少数的权利的承诺可追溯至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后来，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种族、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莸得国际联盟保证监督关于拥有 

少数民族的各国应有义务全面彻底保护这些人的生命与自由的制度。6

11. 国际联盟期间也使人能清楚地看出自那时以来作为少数人的权利的基础的 

重要概念。因而，国际常设法院1 9 3 5年关于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学校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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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言明当时存在的少数人制度

“主要意图达成两项目标：第一，该国属于种族、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的 

国民与（属于多数的）其他国民完全平等，第二，‘确保这些少数有适当的办 

法保存其种族特色、传统和民族特征7

12. 国际常设法院阐明这两项目标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因为如果少数人不能拥 

有让他们保存其特性的体制，那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决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因 

此，如丁斯坦指出的，“保护少数人的基本原则是，每一群少数人都同时享有与多 

数人完全平等及保存其个别特性的权利' 7

13. 虽然上述的保护少数人的具体制度已经废弃了，1 9 3 5年咨询意见的各 

项原则反映在联合国及专门机构最近的工作上• 按照1 9 6 0年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8第 

五条第一款（丙）项的规定，缔约国同意：

“必须确认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杈进行他们自己的教育活动，包括维持学校 

及按照每一国家的教育政策使用或教授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内，但：

(1)行使这一权利的方式，不得妨碍这些少数民族的成员了觯整个社会的 

文化和语言以及参加这个社会的活动……”

这项教科文组织公约还规定，这些学校的教育标准不得低于主管当局规定的整个教 

育制度的一般标准。公约又规定，为少数人设立的学校的入学，应由人随意选择。

14. 《公民权杈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中载有一项保护少数人的重 

要准则如下：

“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 

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 

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

15•不歧视原则在保护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民的一般和普遍规范的范围内保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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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大会1 9 6 5年1 2月2 1日第2106A(XX)号决 

议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重申、加强并发展了不歧视原则•按 

照这项公约第五条的规定，缔约国承担保证人人有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或人种在 

享受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上得到平等的待遇。

16.公约第二条又规定，缔约国应于情况需要时在社会经济、文化及其他万面， 

采取特别具体措施“确保属于各该国的若干种族团体或个人莸得充分发展与保护，

以期保证此等团体与个人完全并同等享受人权及基本自由• ”它又着重指出，“此 

等措施于所定目的达成后，绝不得产生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不平等或隔别行使权 

利的后果•”

17•尊重少数人团体儿童的语言和文化需要，在各项准则中视为促进地位平等 

和接受其所居住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努力的一部分。由此提高对少数人文化的认 

识的努力，一般被视为其本身就是目的，也是通过自我尊重和尊重自己本身的文化 

以部分达成与多数人文化地位平等的一种手段。准则也确认在多文化的国际社会 

中地位平等和有机会参与的需要# 儿童权利公约草案在第9条草案中规定，缔约 

国应鼓励国际合作制作、交换和散发来自各种不同文化、国家和国际来源的资料。

c .保护移民工人子女的准则

18. 旨在保护移民工人子女在教育、培训和就业方面不受种族歧视的准则有时 

对保护移民工人子女不起保护作用，囡为他们通常不是居住国的公民a 事实上， 

移民工人子女因为是外国人而受到歧视.社会上经济条件差的人在经济、社会和 

文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因此受到歧视。9如果他们属于一个显然与大多数 

居民不同的民族，他们可能受到种族方面的歧视,。

19。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圃际公约》（大会第2200 (XXI)号决诮，附件) 

规定，各缔约囿承担保证该公约所宣布的权利，而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出生或 

其他身分等任何歧视.但是第二条第三款对第二条第二款的这一规定作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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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指出“发展中国家，在适当顾到人权及它们的民族经济的情况下，得决定它 

们对非本国国民的享受本公约中所承认的经济权利，给予什么程度的保孤”还应 

指出，在第二条第二段中用“不加任何歧视”一词代替了“不加任何区别”一词， 

以便给各国留有余地.对某些类别的人，如本国圃民和非本国国民，加以区分。

20.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围际公约》明确规定非本国国民不得享受第二十五 

条中规定的权利。它明确规定，每个公民应有参与处理公共事务，选举和被选以 

及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利用本圃公共服务的权利。

2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还为非本国国民作出其些规定。根 

据第十三条，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外侨享有不被任意驱逐出境的权利，“除非国 

家安全的紧迫原因另有要求”。

22.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其他条款允许人们就其是否适用于非 

本国公民作出一种以上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 

“有权享受迁徙自由（第一款）和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第二款）”•该项规 

定有时候不被视为非本国国民可不受限制地享受这些权利〇 因此，在人权委员会 

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了两种观点《 w —方面，一些发言者指出，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国家限制移民工人的这些权利可视为合法或必要的。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 

为任何限制都应符合本公约所确认的其他权利，并提请注意第二条第一款有关不加

歧视的一般规定的重要性。根据这些条款，每一缔约国“承袒尊重和保证在其领 

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 

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禁任何区别》

23. 《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大会1 963年1 1月20日第 

1904(XVII)号决议）用词含义广泛。例如，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围家、 

机关、闭体或个人不得基于釉族、肤色或人种的理由……有任何一种歧视因此 

禁止以种族为理由在外侨和本国国民之间有所歧Ü 但宣言中没有任何条款劝咀 

各国不对公民和非公民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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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特别是其中第一条第二和三款，明 

确载列这种限制^ 第二款指出，《公约》“不适用于缔约国对公民与非公民间所 

作的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第三款栺出：“本公约不得解释为对缔约圃关 

于国籍、公民身分或归化的法律规定有任何影响，但以此种规定不歧视任一籍民为

限。”

25. 这些条款允许各囿对公民和外侨身分的外侨加以区别。但它们没有在其 

他方面把外侨排除在《公约》提供的保护之外.因此，必须根据第一条第二和第 

三款中的保留条款来理解《公约》的各项条款，而其他条款大概都不受这些保留的 

影响。例如，第六条规定各国有义务保证“在其管辖范围内人人”均能“经由圃 

内主管法庭及其他国家机关’’对违反本公约的“任何种族歧视行为，莸得有效的 

保护与救济” • 由此看来，非公民以及公民都有权在法院享受补救措施，除非可 

以证明一项要求予以补救的歧视行为乃是国家根据第一条第二款对具有外侨身份的 

外侨所作的区别、排斥或限制。因此，从技术性的法律角度来看，第一条的各项 

保留不能大大限制该公约对移民工人子女的适用性• 但事实上不管这种限制是多 

么微小，它可以铪年轻人及其父母带来一些重大问题，如果他们缺乏牢固的经济茶 

础和不能使用该国语言进行充分交流.

26. 1 94 9年囿际劳工组织（劳工钼织）《有关迁徙就业的公约》(第9 7号） 

规定各囿对合法在其领土内的移民的待遇不得差于对本囿囿民的待遇，在囤籍,种族、 

宗教或性别方面不得加以歧视.凡订有关于损酬、家庭津贴、工作时间、准许就 

业、学徒和接受职业培训的最低年令或眚年工作各种问题的法律或规章非圃民应适. 

用同等待遇p

27. 1 9 7 5年劳工组织有关在恶劣性条件下的移居和促进移民工人机会和待 

遇平等公约（第1 4 3号）12谋求更有效地限制移民工人的秘密迁徙和非法就业。 

它还规定了新的准则，以便促使移民工人在有法律或行政程序规定的事务方面享受 

至少与本国囿民相同的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公约保护移民工人不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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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敦促在就业保障和重新培训方面给予移民工人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待遇，但需以移 

民工人“为就业目的”合法居住在领土内为条件。

28. 1 9 7 5年有关移民工人的建议（第1 5 1号）p既保护移民工人也保

护其合法居住在居留囿的家属。根据抆一建议，移民工人子女在享受职业指导 

和安置、职业培训和就业保障方面与本国囿民一样有效地享有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 

建议中的各项规定鼓励在法律方面保护移民工人子女，移民工人子女在多数情况下 

因不是居留囿的国民而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规定只 

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的一部份。1 9 7 5年公约规定的准则远不足以保护移民 

工人子女。

D .享受教育相培训机会均等准则

29. 享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均等的原则已成为各种国际文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人权宣言》（大会1 94 8年1 2月1 0日第217A(m )'号决议，第二条 

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或其他 

身分等任何区别” #第二十ÿ条特别提及教育：

— 人人有受Ü的杈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

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i _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__高等教育应

一二平等开灰。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小性并加强. 

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_^面7各#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 

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三、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 

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30. 《经济、社会、文化衩利围际公约》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原则，其表述方式 

为将责任归于各缔约国。囡而“缔约各国承袒保证，……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 

行使，而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或其他身分等任何歧视”（第二条，第二段）• 

第十三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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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约缔约各囿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承育应

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_Ë所有 

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闭Ï之间 

的1 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二.本公约缔约各圃认为，为了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起见：

“柄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免费；

“0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以一切适当方 

法，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

“岡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缋，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m弃夏71另ij 

¥逐渐做到一 '

“①对郝iï每M家王竟滅初等教育的人的基础教育，应尽可能加以鼓- 

:励或推进；

“妫各•级学校的制度，应积极加以发展；适当的奖学金制度•应予设置； 

教员的物质条件，应不断加以改善。，’

31.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大会第2106A(XX)号决议，附件） 

不仅明确确定政府当局应采取的行动，而且规定各缔约国应“以一切适当方法，包 

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闭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 

视”（第二条，第一段（卯））。施韦布在1 9 7 5年为#国国际法协会而写的一 

篇论文中说，这一“涉及私人，团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禁止要不得的国家 

行动的条款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条款”他讲一步指出第一条第一段中“公共生活”

一词不等同于“政府行动”，还包括第五条所阐述的所有各种各样的个人、非政府 

W 动。14 — 一

32. 因此，有效地执行这一公约的基础显然在于各缔约国'负责在其领土内制 

定确保官方和非官方行为能保障每个人平等享受各种权利的法律。所指定的各种 

权利包括第五条（辰）段中享受教育与训练的权利和平等泰加文化活动的权利。

33. 享受训练权利一般与享受教育权利相提并论.即便不明确说明，为生产

性工作进行训练通常是许多中等教育和高一级教育课程的一个隐含部分》 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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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训练的平等机会有时也与就业平等机会相提并论。因此，有关训练的法律准 

则一般不同规定享受教育机会平等和就业机会平等的法律准则分开，另行加以规定〇

34。教科文组织《取缔教育歧视公约》”进一步规定各种措施以确保平等享 

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 不加任何基于种族、肤色的歧视或其目的或效果损害待遇 

平等的区别。这些措施包括第四条所述的下列义务：

“本公约缔约各国并承袒拟订、发屏和实施一种国家政赞，以通过话合于 

环境和囿家习俗的方法，促进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特别是：

“（甲）使初级教育免费并成为义务性质；使各种彤式的中等教育普遍 

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缋，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保证 

人人遵守法定的入学义务；

“（乙）保证同一级的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育标准都相等，并保证与所提 

供的教育的素质有关的条件也都相等；

“（丙）对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级#育的人的教育以及他们根据个人 

成绩继续接受的教育，以适当方法加以鼓励和推进；

“（_丁）提供师资训练，无所歧视》

拟订教育方案以防止种族主义思想和态度的准则

35. 在通过教育和训练消灭种族主义的斗争中，接受教育的均等机会是这一 

战略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教育方案的内容及以何种方式最有效地揭穿虚假 

资料和纠正偏见并在不同文化和种族的群体之间培养相互尊重的态度#

36. 因此，《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有两类规定，就机会的取 

得作出规定的第3条指出：

“一.凡基于种族、肤色或人种的歧视，应特别努力加以防止，尤以在 

公民权利、公民资格的取得、教育、宗教、就业、职业及居住方面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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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或人种，皆有利用任何供公众使用的地方或 

便利的平等机会”。

37. 同时，第4条的目的是纠正偏见并改变维持歧视的政策。该条指出，“所 

有国家均应采取有效措施，将政府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足以造成种族歧视或维持 

现仍存在的种族歧视者，予以修改，法律规章产生同样结果者，亦予废止” •谈 

条呼吁通过“法律禁止此种歧视”，并呼吁采取“适当措施，纠正引起种族歧视 

的偏见”。

38. 关于纠正偏见的措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

“缔约国承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尤其在讲授、教育、文化及新闻方面以 

打击导致种族歧视之偏见，并增进国家间及种族或民族团体间的谅解^ 

容恕与睦谊，................ ’’

39.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指认那些呼

吁各国采取的改变人们的态度和做法的其他行动。k《纲领》第16段责成各 

国“有效地利用教育、教学和培训来创造有利于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气氛. 

《纲领》规定应通过教育、教学和培训“这些工具，暴露基于种族...................的

差异而采取的歧视行为所本的理论、哲学、思想和态度的虚妄和荒谬.^ ”

40.在同一段中，还吁请各国：

“⑻审查历史、地理和社会学科的教科书，改正可以导致种族偏见的对 

历史和社会资源的任何错误评价或失之偏颇的陈述；

“⑼确保教师意识到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偏见，并教育他 

们避免这类偏见；

“⑹在学校和高等院校中提供充分的机会，研究联合国向种族主义、种 

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进行战斗的活动；

“(d)向各级学生提供接触关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问题的读 

物和文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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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确保各院校聘用的教学人员尽可能反映出社会上种族和民族的构成; 

应建立起平等雇用的制度以便利聘用体现社会上种族、民族和语言构成的 

教师；

"(f)向所有人口群的成员提供学校和教学及培训设施；

“⑻如某些种族的、民族的、语言的或其他的群体由于其出身因而一向 

处不利地位，而这种情况导致属于上述人口群的人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低 

下，应采取补救措施，这是社会的责任；可能需要在社会各级制订特殊的 

教育方案；

“⑼在培训执法人员时，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有可能表现了社会的偏见；

“(i)确保学校课程促进属于社会各群体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对话；课程应 

反映所有这些人的需要和背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文化经验的交流； 

在这方面，应允许属于少数民族和种族的人向学生介绍他们自己文化的习 

俗和价值观；还应作出努力，使人权的主题贯穿学校的全部课程。”

4 1.《行动纲领》第1 7段主张“国家机构应确保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利 

和他人的权利，并应协助他们保护和实施他们的权利” • 这使个人对自己的权利 

和他人的权利的保护须负相当大的监督责任，同时，也使国家官方机构对提供教育 

和资料以反对种族主义须负主要责任。因这使官方机构和个人对大规模公然违反 

人权的责任具有了国际意义。国家机构“应动员它们国内的舆论反对侵犯人权， 

尤其是大规模公然侵犯人权，并特别反对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作法•’

42.《行动纲领》除呼吁个人和国家采取行动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教育之外， 

还呼吁采取国际行动。《行动纲领》第2 0段促请教科文组织继续拟订关于教科 

书分析、教师培训和课程编制的指导方针，并编写材料，解释如何通过补救方案来 

纠正体制中根深蒂固的制度化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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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准则

43. —些国际文书有助于保护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的子女在就业中免遭歧视。 

《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言明，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 

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44. 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 

附件），缔约国承诺保证所阐述的各项权利，不因种族、肤色、出身或其他身份而 

加以歧视。第7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公平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但是应当注 

意，“不加歧视”一词被用来代替“不加区别”一词，以便使可能想区别个人类别， 

如国民和非国民，的缔约国享有某些行动自由（见上文第1 9段）。对《公约》 

第7条的适用性所作的这种限制很可能影响非为居住国国民的个人，包括移民工人, 

特别是他们的子女。考虑到现存的所有各项准则的整体内容，该条款不会被用来 

引进任何形式的基于种族的合法歧视。

45.关于移民工人的子女，对移民工人提供保关于在就业申不受歧视的 

准则是以实际就业或曾经就业这一事实为基础的，不适用于他们的子女.因此， 

根据劳工组织1 9 7 0年《关于恶劣条件下的移民和促进移民工人机会和待遇平 

等公约》（第1 4 3号）'S为“就业目的”合法居住一国的移民工人在工作保 

障和提供职业选择、救济工作和再培训方面应享受与该国国民同样的待遇.但 

是，非为居住国国民的移民工人的子女一般不享受这些权利，因为，虽然他们一 

般合法地在该国居住/旦如果他们是为就业目的的话，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不会 

合法地居住该国。

46. 1 9 7 5年《关于移民工人的建议》（第1 5 1号）P取消了对移民

工人子女的这一限制。该文件向劳工组织成员国建议，合法居住一国的移民工 

人及其家庭成员“应切实享受与国民均等的机会和待遇”，其中包括莸得职业指 

导和安置服务，以及职业训练和就业。虽然这些保护措施内容广泛，但只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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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一部分，而作为建议，则不大可能象公约的规定那样充分地纳入有效的国家 

立法和行政实践。

47. 旨在防止就业歧视的另一套准则是关于奴隶制和类似奴隶制的做法。1 

9 5 7年的《废止强迫劳动公约》（第1 〇 5号）对1 9 3 0年的《强迫劳动公 

约》（第29号）作出补充，规定废止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包括强制性的监狱 

劳动，作为对参加罢工的惩罚的劳动，或作为政治强迫或教育手段的强制性劳动。

48. 联合国为确立防止一切形式的奴隶制的准则而采取的行动始于《世界人

权宣言》，其中第4条言明，“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 

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禁止”。1 9 5 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通 

过了《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条约》' 该公 

约的内容比1 9 2 6年的《禁奴公约》m为广，包括了类似奴隶制的虐待，如 

债务质役、农奴制、未经妇女同意将其卖出许配和佯称收养儿童以剥削其劳动等 

Itîéo 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  —

49.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确认缔约国应承诺保证人人有不分 

种族、肤色或民族或人种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具有“工作、自由选择职业、 

享受公平优裕的工作条件、免于失业的保障、同工同酬、莸得公平优裕报酬的权利” 

(第五条⑴项）„

50. 最后，值得提到的是劳工组织1 9 5 7年《关于土著和部落居民的公约》 

(第1 0 7号），该《公约》第十五条规定，各批准国应在国家法律和规章的范围 

内采取特殊措施，在土著和部落居民无法享受法律赋予一般工人的保障的情况下， 

确保切实保障此等工人的雇用和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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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族歧视及妓方防止之㈣轰这 

祁移氏工人子文文种淚硬视的誃啊

5U前一节讨论的法侓标准旨在防止躯够并且经常影啊了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 

子女的教育、训练祁就业的某些形式的歧视；在这些形式;的种族歧视中，有许多对 

不向的种族集团有着不同的影嘀。但不论息图如何，这类歧视的结采总是种族性

的。

529本节有两个目的，第一，本节讨论彭啊少数民肤祁移民工人子女的种族歧 

视过程和这类歧视的效果。第二个目的走说明正在友展于的旨在使社会实践符合 

公认法律标准的途径。前一节菓中讨论的是有关俅护少数民诙和栘民工人子女不 

受种族歧视的标准，而本节讨论的直点走羽■关种族主义的裔度和行为稷式旳发;展祁 

长期#在的广泛的社会现买# 在这一广泛的讨论中，考虑了种族歧视的影哬，因 

为现臂的知识能促进了觯社会进程的动度。其后三节#述了谷国政府祁其池人采 

驭的遏止种族歧视的措施并讨论了根深#固柞长期#在的问题，这类旨在达到国 

际标准的政策柞措施将有多方面的渗嗍：弟一走在共体的社会政策和有夫的社会期 

望方面，第二是在犮展中的有关法律标准的规范价值方面。

A.诸育、文化、教和神族主义

53。 有人说过“年龄冉小的儿重也不会不憧得提不”，儿童们寻求的提示是他 

们了解社会秩序祁周围的价值俸糸所需要的。在大部分社会里，在认知祁情感友 

展的最籾阶段，社会秩序甲的等级成分、父亲或母亲、女仆或祖毋的相对重要性就 

被人们接触祁接受。儿重一旦了觯到无论是在自Ù边是茌朋友冢中、都孖在肴社 

会秩序的差别，就会寻求提示，以求对他们所见到的不同的权刀夭系的现实作出觯 

释，关于社会力问题的讨论一般不在儿重®前逬行，这就使得寻求提示更加重要,

54. 儿乎在所賓的多种族社会中，社会地位和神族之间都胥在看某些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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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衩力夫系恰恰是人们豉不曾真诚研究柞坦率讨论的。由于大邵分冢长祁许 

多教师对这一重要关系没賓明碉的概念，池们无法就地位柞神肤问趲与儿童逬行有 

效的芡流，倒是池们对问题任往给予+完整的答复，向目己言行甲所录视的 

对不同种族的态度和偏见常给儿重以影嘀• ”

55。 主要由教科文组织逬行的对这一权力夫糸的调查显示：

⑻双隶制祁殖民主义的历史使得谷个种族群体处于不利地位；

(b)由此而产生的神种不平等现象经常由于经汧和社会差别以及势力最大的神 

族群体文化优越的种族宁心假定而长期#在下去！

⑼各种文化是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这一般证明人类的智慧具賓适应性，并 

产生了多种文化的丰冨遗产；

W所賓的人均属同类，都是间一夹族的后代，在达到最高的智力柙社会犮展 

水平方面都具有同样的潜能。

这些结论表明，一些由于历史庳因而偶然产生相互夫系的因素并没有内在的、 

不可避免的因来关系，例如，在一个群伴的智能及其所属种族之间并没有内在的 

因采关系，生物学冢兼遗传宇冢阿不1日特•雅克德在具者述中曾说，人的智刀在 

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传特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欸“从所观蔡到的各种人的 

群体的智力表现的等级，不可能推论出这些不冋的群体因其生理遺1专的差异而兵有 

等级不同的智力潜力” 2° ,

56. 上文概述的各种夫糸很难冤全埋觯邪讲述，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需了解•因采 

关系，包话一些确实脊在的因果夭系祁一些厲子虚鸟有的因采夫系• 人们已经广 

泛了觯导致各个种族群体处于从属地位的谷种历史因素，并且冉也不舵对此加以答 

忍。人们认为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绝对定可恶的，曾长期地大大加强了神族主义的 

谷种形式的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现在几乎在所有地万都成为非法的了， 人们已完 

全了觯这些因采关系• 因此，整个国际社会都在为消灭双隶制、殖民主义祁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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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胆的种族歧视的残氽作出直大勞力。

57。针对隐贪的种族主义态度柞偏见的行功所取得的进展则较有限。一项综 

合性的有可能犮挥作用的战略方在逐渐友展之甲。这一战略的一项主要组成邵分 

是结构性的途径，消除少数民m的买呩不利氽件，以便使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 

本身和其他人都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在这方面，亶要的是柯立谷个种族护 

的榜样和权厥性人物。另一种途径是最妤在年龄尚幼时就增加种族群体之间的接 

触，这样无论是群体内外的定型观念就都不太容易犮展• 这些途径都确认，个人 

周围的客观现实和自尊地展示其差别的人彼此间自由的相互作用的经验都是私知的 

来源。

种族歧视对少数民族柞栘民工人的子女的影哬是使它们降低了自辱柞对自 

已的期望，这往往反陕出所遇见到的老师祁权威性人物的期望。当权威性人物在 

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代表处于主导地位的X化时，来自处于从属地位文化的许多儿童 

就感刦在心埋上不属于社区或宇校的学习体制，而其池一些儿童则扮演依赖性的从 

属角色，其感情柞智力犮展因而受到限制。个人心目中的目我形象与从外界其他 

人显见的期室所反映的对此的证实，届网者之叫不断产生相互作用，岿此神族主义 

恣度能起逐渐使人能力减弱的作用，而这又导敛目尊祁效力降低。

59.对少数民族和栘民工人的子女米说，逋过母语接党教肾乃是产生目專的重 

要米源。世界所有谷地賓少效氏肤人口的国冢都If 了安诽，以便冢长和当地的校 

务会能够就当地的学校祁学区使用母借教学的时间怍出厌定。小学教育最有可能 

以学生的母语提供，m有些中学也提供此类选择，賓些国冢的目的是提供过渡期 

经验，使儿童能够以最大的自信心学习采用多数人语言，而另一些国冢别认为在一 

个相互依存越来越大的多文化世界社登宁以效种语言提供教寳是宝贵的。没有饪 

何证据表明学习一种以上语言会损害幼重的智力发展，賓些证搪表明这柙做法实际 

上使智能吏为敏锐，

60.全世界各国采取的语言政策在提高少数民族儿童旳自我形象万®友挥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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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这些政策是作为提供性格充分犮展的基础的一个手段，旨在邡强人们对 

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自豪感的一项策略的一郤分，向这又被广泛视为不同的文化 

背景的个人和群体自由和健全的相互作用的必然结采。

61. 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国冢势力最大的种族群体不 

自觉的种族中心主义，势力最大的种族群评的儿童往往缺乏与其他种族群体健全 

地相互作用的机会，因此在一个受到束缚的封闭的体制中长大成人，这导致mu]认 

为他们冢庭的社会规范就是其他神族群体和国冢追求的晋過规范。就有默契的集 

团价值观念的封闭圈子而言，采用说敎式教学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可能被视 

为脱禺现实而拒不接受，或者因为竟然导致屈尊俯就的态度和行为，为了使属于 

一个特定的国冢中势力最大文化的儿重了解到这种文化不一定走“最妤的”，他们 

有必要体会到其他文化群体的长处柙价值观念.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能够促逬铍除 

种族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种族中心因素，即已内在化的关于最强大的种族群伴就是最 

好的种族群体这一信念，

62. 在使母一个神族群体建立目尊的教胃经验方圓可以讲觯一些畢实祁价值 

观念，证明种族主义在科学上站不诖以及人类的多文化遺产具賓丰冨的价值，

B .扭转种跌歧视对少数民族子女和#民 

工人子女的影咽的宣传和教W

63•根据《消除一切彤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缔约国最近的定期报告，目前 

正在进行一项基础广泛的努力.提供反对种族主义态度和种族歧视的教育宣1专，这 

是认识到种族主义确依然存茌后所作的反应。可以看到两种盛打又相互抵销的趋 

势。一方面.各国政府正在努力提供抵制种族主义的教育结构和方案.但同时经 

济与社会的压力又点燃起今天的科学理应能够消除的种族主义念厪余烬。

64•世界所有地区的国家教育体制都在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关于全世界人民具有 

共间属性的原则下向字生进行教玟勑族主义历史。这些教育强调不间的人种有其 

独特的文化遗产以及各不同种族和民族间相互了#和答忍的宣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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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些国家强调了初等教育阶段这种教育的直要性。北欧国家强调早期教 

育的重要性。挪威在给消除种族歧视娈K会的弟七次报告中报告说“增加对外国 

人民的了觯.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怍斗争是娜威教育体糸的首要目标”。（见c 

ERD/C/i〇7，Add. 4 )椐挪威宗教相教育部说“九年制义务初级字校教学模范 

计划”的一部分.是“逐渐将知识扩大到牧广泛、较迺远的群怀和社会，这秤Vi 

不仅了觯其本身的牡会和国家.而丑了觯惝们将进入的整个世界社会”。1978 

年该部看手建立一个资料娈员会，目的是促进发展对移民的积极念度。瑞典也组 

织了成人教育和宇衩方案，其专门目标就是认识到有必要改进移民的教育。和扩 

大移民与瑞典人的接艄，促迸宽答^宵柙。初步调查的结罘表明这些工作在防止过 

去曾有个别人最现出米的消极恣度的近一步增长是成功的。

66. 在荷兰部分人对移民有反慰。规在该国有一个广泛的教育方笫，其中包 

括记录实况的尤线电相电视节目以及访问少奴民族代最的广播节目（见荷兰消除 

种族歧视委员会的第六次定期报告（CERi3/C/l(JÉi/Adci. 11 ))。在所报道的事例 

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种规律，即迴过衩育和宣传进行的纠正措施产生的积极态度 

比最初的事件产生的消除念度尠响要大。

67. 联合王国强调侏证尊直民族多枰化的重要性，政府的政策是要在所有学校 

促进宽答和种蔟和睦，不论竽衩里有次有少数民肤字生。

68.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有综合方架，促进抵制种族 

主义的匯!际主义思想。在德蒽志民主共和国，強调关于种族主义谬误的科学知识。 

在匈牙利的第八次定期报告（CEKlV^/l19/Ad.d. 2)中，强调了早期教育的直要 

性，提到了各国各种_籍和种肤及民族的容忍和友1 罝，而保加利亚的第八次定期报 

告（CERD/C/ug/Add. 17),强调该国竽校的课程无满了国际主义的思想.以 

及对各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尊重。

69. 中国也报道说已制订详尽的方案，制止少数民族的民族沙文主义，特别是 

制止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民族沙文主义（虬〇1丨1)/〇/10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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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伊拉克茌第七次定期报告中（C ER D/C/1Ü 7/Ad d. 2 )，强调了其反对种 

族主义的教育工作是以《教科X组织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第二届向种族主义和 

种族歧视进行斗争世界大会打动方案》为基础的。因此，公民学、历史和地埋等 

课程的都是以消除任何种族歧视莰偏见的方式饼授.以便形成不受到殖民主义和种 

族主义影咽的一代人。铲?立X还报道说文化宣传郤的自标包括复兴伊斯兰传统， 

推广关于㈣拉伯文明的价值和成就的知识以及评价具对其他人类文明的衫3冋。

71. 海地宪法中规定的教W方法也反吹了其本身的区域思想及普竭的思想。海 

地在弟五次定期报告（CERD/C/^ü/Add. 2)中说明目由与平等是其主要基础， 

这些概念与歧视是格格不入的的。它还表示司法机构在制订宪法时蒽识到故蒽和 

不容忍是种族歧视适成时最笮昝的后果，孖认为发展国家统一.泛美主义和世界大 

同的理想是抵制种族歧视的最有效手段。

7 2.容忍和相互了觯的莖要性是许多歴!家政肘报道的敎育目标中一再出现的主 

题。例如，塞浦路斯在弟八次定期报告（CEHD/C/l 18/Add. 13)中说明，其 

公民学课程提出“学生的念度应是旨在排除教条主义，利用对话实现相互了解”，

间时“其对外族人的念度应当是宽答和互相尊敬的”。又据报迺，在希腊语社区的 

学童学习希腊和土耳其历史和文化，特别是茌这两族人民相接合和相互发挥正面影

¥J的领域的知识。

73.在非洲国家里，与种族主义态度怍斗争的教育方案強调国家统一和国际理 

解。茌回答1 9 8 4年3月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问趔时，马里代最说马里的教 

育旨在谆谆教诲学生抛羿一切歧视性作法，马里的法律旨在侏护各民族的权利，协 

调其利益.以避兜任何歧视。

74•在1 9 8 5年3月消除种族歧视娈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尼日利亚代表谈到 

尼曰利亚大学在促进研究非洲文化甲的作用。已建立了各种中心专门研究非洲的语 

言，传统、历史和文学，作为在相互尊望不间民族遗严基础上增进了解的政策的一 

个部分（见CERD/C/91/Add. 3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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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乌干达Æ 1 9 8 4年报告中说其被育佯糸是旨在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一体 

化的，该国鼓励学生离开自已的地区.到其他地方上竽.卢旺达于1 9 8 4年3月 

报告说卢旺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就是一体化精柙.其理论是禁止一切种族主义思想* 

其党的口号是“和平、团结相发展”。尽管卢旺达的封建体制主1959年才结束，

这已不冉成为一个问题，三个民族之间的迥婚产生的作用，如全国发展革命运#的 

教育工作一样，消除了讦多隔阂

76. 根据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国弟五次定期艰告，该国的学校课程包括与殖民主 

义、种族主义和种肤歧视作斗争的历史在内的各公民宇课程。H尔及利亚在其弟 

六次定期报告（CERD/C/iüGZAdcU 4)中，强调了觯政斗争和文化背景，以增进 

其人民对本国历史的了觯。根据闸尔及利亚的宪章，该国文化軍命在教W和文化 

方面的任务之一是“更与以种族、阶级、性别或职业为基础的偏见作斗争，弁与反 

社会的暴力、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斗争”。

77•根据突尼斯的笫六次定期报告（d;K]VC/ç』1/Add. 28 )，国际间亲如一 

家的思想在突尼斯是通过举办各种国际节—类文化沽动并地过问较不发达的非洲国 

家提供助学金和其他援助来促逬的。摩洛哥第六个定期报告（CERD/C/90/Add. 6 ) 
指出，摩洛哥认为该国是联糸欧洲与非洲的桥梁，该国.极其重视黑非洲的文化和精 

神价值，布尔基纳法家在其弟五次定期报告（cï;RA/Q/i〇5yAdd. 5)中说，历 

史教科书是在非洲教育机构指导下■写則，俾能提出用非洲的和人道主义的观点讨 

论的历史，强调非洲文明对人突又明的页献。

78•在拉丁実洲国家存茌类似的É1标。根掂墨西岢弟五次定期报告（CERD// 

c/1 15/Add. 17)，该国现正勞力教导竽生吸收、丰富并传播其文化，同时尊重 

其他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各种无知和不正义仃为，教条主义和偏见作斗争；埽养一 

种以全体人类和所有国家的权利为基础的民族和国际团结的懕情。阿根廷第八次 

定期报告（CERD/C/1 18/Add. 16)中说的，该国现正在努力逋过大众传播媒介 

传播关于土著文化传统的资料，并且宣传其对国家X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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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种族主义、期望和增加少数民族子女和 

移民工人子女受教育和训练机会问题

79.全世界各f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重要努力，有效地增加儿童受教育和训 

练的机会，而不受其家庭支付能力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影响。本节主要讨论内在 

化种族主义态度问题，尽管人们已经作了积极的努力，这一问题仍是执行这些目标 

的阻力。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约瑟马蒂内斯•考博所做的关于歧视当地居民问题的研 

究报告指出，在当地居民接受教育方面，不存在合法的歧视现象。与此同时，他报告 

说，各国经常不承认使用本地教育方法的传统教育，而用正规的、外来的和产生异 

化的方法取而代之。虽然他承认在准效的接受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也 

指出由于资源不足、地域分配不平衡、语言问题及其文化背景的差别，实事上仍然 

存在种种限制（见英文E/Cïï .4/SüB.2/198a/21/Add. 8,第1 3至1 4页）。

80•所有少数民族子女，特别是移民工人子女遇到的一个类似问题表明，虽然 

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消除对于平等接受教育的障碍，虽然对于接受没有正式的限制，

但是事实上是存在的。

81. 印度是第一批发展中国家之一，它们在国内实行给予各州语言和区域自治 

的原则，目前正采取步骤增加各部落和各种姓等级成员接受教育的机会，包括 

小学的全部免费教育。此外，接受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财政援助的各种姓等级 

和各部落的在校儿童的人数日益增多（见印度第七次定期报告（CERn/q/91/Add. 
26 )。 巴基斯坦也为其部落地区和俾路支的教育和发展事业增拨了资源。

82. 在斯里兰卡，对于辛哈拉和泰米尔所有种族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取得大学 

学位，都提供免费教育。各学校都提供免费课本，大部分学校还提供免费午餐。 

此外，对于生活困难的学生还有津贴。大学名颠的分配办法是根据下列公式，即 

考试成绩占5 5 %，其他取决于考生的家庭地址,对后者加权以增加来自处于不利地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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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生的代表性。泰米尔学生的入大学比例超.过泰米尔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 

例（见斯里兰卡初次报告（CERWlOlXAdd • 6))。

83•据有土著民族的各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努力制订更全面的立法，以便使用 

这些少数民族的本身的语言来对其子女进行教学。厄瓜多尔第8次定期损告（^ 

RIi/Q/118/A d d . 4 )指出，厄瓜多尔宪法保证各土著民族的居民享有同其他;二苽 

多人同样的权利。此外，《宪法》第27条©)项规定，各土著民族居民有权使 

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为执行这项权利，教育和文化部已经制订了一项在不同 

文化的人们中间实行双语教育的制度，其目的不是要同化这些土著居民，而是提高 

其本身的文化修养，以便取得更«的自我发展。

84. 尼加拉瓜实行的内原文化发展形式略有不同，该国发起了一个少数民族语 

言的识字运动，吸收有关的少数民族参加，以便在大西洋沿岸较落后地区实行一项 

群众性的持续教育方案，尼加拉瓜全国的文盲率为5 0%,而上述地区一般达到

7 5 %。 少数民族识字运动的对象是讲米斯基多语、萨摩或克莱奥尔英语的那些 

少数民族（见尼加拉瓜第3次定期报告（CERD/(Vl〇3/A<ld. 1))。

85. 哥伦比亚已经制订了一个分享教育战略，以便使各土著居民能够决定自己 

未来的教育制度。在许多地区已经制订了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方案，研究人员 

正同将近2 5名土著居民共同工作，分析他们语言的语法规则。哥伦比亚的2800 

万居民中。将近一半是印地安人与白人的混血人。约有8%为黑人，1 8%为 

黑人与印地安人的混血人，2 0%为白人。还有将近5 0万土著民族居住在77 

个土著民族社区（见哥伦比亚初次报告（CERD/q/85/Add.2))。

86•秘鲁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土著居民有权获得以本民族语言讲学的小学教育。在 

母语不是西班牙语的那些社区内，在使用土著语言的小学教育以后，鼓励学生逐渐 

学习西班牙文，以便提高其与主要民族社会相处的能力（见秘鲁第5次和6次定期报 

告（C；BRD，q/90/Ad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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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在阿根廷，政府现正特别注意土著民族社区的识字教育，因为这些社区识 

字率近年来有所下降。在巴西有一项规定印地安人法律地位的立法，目的是在尊 

重他们文化价值的同时促进其与国家社会的协调融合（见巴西第七次定期报告 

(CERD/C/91/Add.25 ) )0

88•在海地，1 9 8 2年4月规定所有小学内必须教授克莱奥尔语，目的是将 

不同家庭指导的儿童处于更加平等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上。但是这不排除教授法语， 

而是要增加该国所有儿童的识字率以及有效地获得接受克莱奥尔_激吾教育的机会。

89•若干非洲国家正在有计&地作出努力，增加其教育设施，特别是扩大使 

用期民族的、区域的和当地语言的教育和资料服务。在布尔基纳法索，语言委员 

会正在研究若干区域性语言的结构，以便能用文字书写并在改革后的教育制度中加以 

使用。

9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都已废除了对黑人和白人儿童实行种族隔离 

的教育制度。两国现在都已经建立了取消隔离的教育制度。两国的官方语言——英语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赞比亚，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实行免费教育，不论种族或者原籍 

国家，所有人都可以加入为该国公民并担任公职（见(；:耶办/(：:/1〇6，^1(^1和7)。

91。 在尼日尔，官方语言是法语，确保社会发展和更多人识字的努力包括制作 

广播和电视节目，8 〇 %的这些节目是用各种民族语言进行广播的。教育是免费 

的，并在该国北部设立了“游牧”学校。教师和学校本身都跟随着游牧民族以提高 

他们切实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见尼曰尔第六次和第七次定期报告（

34))。

92。 在苏丹公民有权在国家任何部分居住，有权送自己的子女到他们认为适合 

的学校读书，以此鼓励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见苏丹第四次定期报告（CER-vc/m 

Add. 1))。在喀麦隆，识字人数占7 0 %,在学校中教授法语和英语，以此作为 

增进国家统一的努力的一部分。在大学里，学生们可以选择他们的教学语言。广 

播电台同时用英语和法语广播教育和新闻节目（见喀麦隆第五次和第六次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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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D，C，9〇，Ad d , 1 和 5 ))。

93. 在若干西欧国家中，种族歧视对于少数民族的子女和移民工人的子女有着 

明显的影响。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调查少数民族儿童教育情况委员 

会发现，许多来自少数民族的小学生的教育成绩低于他们可以达到的水平。因此； 

采取了若干措施以改变这种情况。对于其家庭不讲英语的儿童，政府鼓励他11

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此外，也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变少数民族儿童的相对的 

较低的自尊心。已经计划采取新的办法保持和传播国家价值观念，以促进种族间 

的容忍和协调，以确保尊重联合王国的多民族情况见联合王国第七次定期报告（CE— 

RD/C/^91/Add. 24) )0

94. 在若干国家曾经发生过反对可指认的少数民族_民工人以及其他各种移民群体的 

种族冲突事件。这些事件的爆发说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还造成少 

数民族儿童安全没有保障以及在学校内所遭受的压力。

9 5.在北欧各国，可指认é妙徵民族包括有拉普人(现在称为萨米人）及少量的移民及 

其子女。虽然很早以来就设有语文训练和文化融合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对移民来 

说并不非常成功，有些少数民族的儿童虽然能够操流利的语言和完全适应多数民 

族的文化，但仍然有时候遭到种族歧视。为消除这种歧视所制订的扩大教育计划， 

看来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杲。扩大这些计划以改善少数民族的形象和加强他们的能 

力是克服学校中种族歧视战略的核心# 在欧洲同在其他区域一样，推广使用本国 

语言是该战略的一个重要纟ü成部分。例如在芬兰，1 9 8 2年托儿所法规定， 

各市镇当局必须使用儿童的母语（芬兰语、瑞典语或萨米语）对儿童进行 

照顾。这项规定的目的是保证在一市内使用少数语言的儿童与在某些区内其 

母语占主导地位的儿童有同样的权利（见芬兰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q/107/ 

Add.3))。

96 •在加拿大正在研究包括黑人和日本人在内的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史，以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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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材阐述这些民族的起源、移居加拿大的情况以及对加拿大社会的贡献。加拿 

大实行多文化主意的目的是协助新来的移民同加拿大社会相结合，而不是要同化这 

些移民。由于有积极的教育方案和经济稳定的措施，至今所取得的经验说明，该 

国政府以及主要的舆论倾向可以有效地对付三K党和其他类似组织所使用的种族仇 

恨和恐下做法。加拿大出席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代表报告说，三K党已遭到公 

众反对，其若干领导人已被投入监狱。为了扩大其教育成果，政府对于从事反对 

现存的少数种族主义集团的活动的某些非政府组织给予资助。十多年来，加拿大 

设有一个部门负责加强所有加拿大人的民族文化特性。除了将英语和法语列为官 

方语文以外，加拿大鼓励讲授其“传统语言” • 加拿大的多文化主义方案鼓励美 

洲印地安或爱斯基摩血统的加拿大人以及其他移民，保存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齓 

加拿大第六次定期报告（CERW76/Add.6和7))。

97.在澳大利亚，正在继续扩大各项措施以便消除爱博里基纳人所受到种族歧 

视的影响。由于白人移民持有不同程度的以和族为中心的态度，又由于爱博里基 

纳人丧失了几千年来他们所占有的某些土地，因此这些土著居民接受有效教育的机 

会多年来一直受到限制。该国政府承认需要采取特别的和具体的措施，以促进发 

展和保护这些公民的权利。会议一项关于指导当前政府对爱博里基纳人政策的决议承 

认，这些居民的祖先是澳大利亚的原有居民和占有者，要求在制订今后政策时，同 

爱博里基纳澳大利亚人进行密切磋商。

98.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近几年来也所有改变。根据“非歧视性全球移民方 

案”，澳大利亚接受了有各种民族血统的移民，其中包括许多亚洲人。根据难民和 

特别人道主义方案立法，有大量亚洲人进入该国。新移民都有权保持和发扬自己 

的文化、语文和生活方式（见澳大利亚笫四次定期报告（CERD/C/8a/A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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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在有相当数量的移氏工人的西欧国冢甲，枰貌明显地与大多数人口不同的 

种族的子女有一个特别的问趲，许多这些子女，特别是过f肯少年期才剑移居国 

者，还賓一个不利条件，就是永远无法非常流利地讲移居国的语言.语言能力的 

不足，加上样貌不同，使一些人在移居国的教育祁培训方莱之内很难获得完全接受 

或者很难感觉到莸得完全接受。

10CI种族歧视可以有很大的影啊，即便所有一切可能的社会立法都规定完全平 

等，例如，德憨志联邦共和国特别设法使栘民工人家庭的年青人同社会相结舍。

即使没有在德国学校读过卡，或没有政府承认的学校证书的青年外侨，都可以获得 

职业训练（请参看褥蒽志联邦共柞国弟七次定期报舌（cerd/c/91，a<H 30)。 

尽管有此种法律优点，实际的情况是，许多年青的外来者甶于感到不获接党而有疏 

远柞被排斥的感觉，此外，大多数移民工人低于水平，而且往往是与其他人隔离 

的居住条件，更使移民工人的子女感到处于社会主流之外，

101•在卢森堡，外国人柞移民工人几占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 许多从事佌级 

工作的移民工人在社会上的孤立处境，与该因其池外国人所获接受的程度，成强烈 

的对比。由于职位高的人大多走欧洲人血统，而#氏工人则来目世界谷地，这往 

往加强了种族形象；对移民工人的子女产生不利彭"1^ 种族歧视损罟了这些儿童 

的自尊心，降低了他们在心埋上充分利用视賓教f机会的能力.这是在法律上外 

国居民旱有与本国国民相同的社会利益的卢森堡的情况（请参看卢森堡第三次定期 

报告（CERWlOSXAd^ 2).

10之在奥地利，外国工人约占劳功力6%.该国取得了相当的社会、经济稳定9 

在任一时候，该国总有约三分之一的外国工人已经居留了8年以上，故可领取无须 

工作证即能工作的特免证，吳地利作了特别的努力，以确俅外国工人的子女享有 

同样的教育机会并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组成双边混合娈员会，负责指导如何间这些 

儿重提供頟外的母语教育（参看吳地利第六次定期报告（CERD，cZl〇6/Âd沈 

12).

10SL移民工人的子女使用现有教育万莱较其他儿童为少，比利时向所有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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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 根据1 9 8 3年的报导，腐这一年龄的比利时人儿重賓 

93%接受了此种非义夯性的学前教育，而移民工人的子女则只有71%接受了此种教 

育.为了使更多的移民工人子女接受学前和小学教W,比利时增腭了教师来敎这 

些儿童学本地的语言（法语或怫兰德语）。此项行动便移民工人的小学生子女不 

熟悉教学语言的比例从1 9 7 8年的50%降到1 9 8 1年的30%(参看比利时第四 

次定期报告（cerd/c，88，A(H 5))«

104比利时实行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对1 4岁或以下的儿童也是义 

务性的，中学教育免费，但父母不在比利时定居的外国学生一般须付稍低于三分 

之一的学费。这项限制不会影嘀移民工人的子女，高等教育以及M业及技术性 

课程是收费的，移民工人子女所付的费用一般同比利时宇生所付的最低费用相同. 

因此，移民工人的子女和比利时国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法律上和形式上都是一样的， 

此外，该国设有一些方茱来便利人们有效地接受教穿，包话早期谙文讲授、补习课 

程及速成的教育课程• 目前正在制订新的揞施，包话利用视听技术，举行冢长会， 

以及以移民工人的母语作为第二或苐三语言等，以加增移民工人在教育方面的机会 

和一体化，但是，如果任何国冢的义夯教育至1 4岁为止，而接受更高级的教育 

(1 7岁或1 8岁）则要付费（不管数頟如何小），这都必然会导致不同旳社会- 

经济群体在教育参与率和完成率方面有差异，许多栘民工人的子女賓特别的理由 

在1 4岁停学，例如，冢里#要他开始赚钱，冢人及朋友的期望以及对许多人来说 

在社会一文化层面上普過存茌的隐含的种族主义，

i〇a种族主义的态度相看法使人能力减弱的后来，十分难于对付，年青人一 

旦感到与主流文化疏离，他们往往成为其他人最担心的柞预期会变成的那种人，•或 

者是，他们能够犮展出，而且常常确实犮展出目己的价值观柞希望。特别是19 

6 8年以釆以各种形式出现祁再出现的大众文化，是一神自我肯定的形式，几乎完 

全没W种族主义.至少有若干原来的灵感来目非洲音乐的大众音乐形式为世界各 

地许多人所欣赏，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冢的文化价值观也对全世界青年人的精神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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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唧• 由于很难通过正式教f米产生相互的自尊，或许应当吏加 

重视犮挥内邵产生的青年文化的作用，

i〇a与西欧许多移民工人的子女所经历的疏离h题比较，已礼稳了根的少数民 

族的子女则一般适应良妤——在其少数民族文化中如是，在居住国的主流文化宁也 

如是。这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舍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丹麦少数民族的情弗可 

见一班：他们在地方的政府机夫柞国冢政府都获得充分的代表衩，并获保证有权举 

办自己的学校和文化活动，

107.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冢和苏联作了重大的努力米保持祁丰冨谷民族的文化完 

整。在罗马尼亚，29, 500所幼稚园、学校、大学预科柞职业学校中，11%设有 

教罗马尼亚其他民族的语言的教学单位：76%教匈牙利文、2 0 %教德文、3 %教 

下列谷种语言：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鸟克兰语、號克语、柞保加利亚语（请 

参看罗马尼亚的第六次定期报舌（CEIU^C/TaXAdA 3))。

i〇a在波兰，有一些学校教白俄罗斯语或马克兰语，有时候教拉脱维业语。波 

兰的中学生可以选择进入教授这些语文的宇校就读，并茌逋芾规定的构种语文课之 

外，加选第三种语言。在匈牙利，匈牙利语之外的其他民族的语育，只要有四、 

五个学生要学、就可开班授课。在德蒽志民主共祁国，在索布肤地区的学校仍用 

索布语；索布族研究培训学院设賓特别培训班，已培训了超过1,000名索布族教 

师.

109.德t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为吉晋赛儿童办了教育设施，以便在不破环吉晋 

赛文化的情况下，鼓励逬入全国社会祁作一定程度的结合• 在捷克斯洛伐克，估 

计55%的3至5岁的吉普赛儿重上了捷兕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幼稚园，64%上了斯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幼稚园（请参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八仄足期报告（⑽抑， 

C/118/Ad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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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增加少数民族子女和移民工人子女的就业和受工作培训机会的问题

110.在就业方面，同教育和培训一样，实际上存在着刘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子 

女的机会不平等的情况。即使法律没有制造任何正式的障碍，即使法律明文规定 

要排除障特，不平等的情况仍然存存。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造成重大不平等的社 

会力量，是与内在化的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有关的。在教育方面，此种偏见阻踌 

了许多青年人的潜能获得充分发展，在就业方面，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的子女的机 

会受到限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在以前接受教育期间受到限制。

11L在澳大利亚，1 9 8 1年土著住民的失业率为其他人的4倍。据报导， 

这些土著住民找工作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传统的教買和职业技能。不过， 

鉴于过去十年来这些土著住民获得提供广泛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并且更多地参与本 

身的教育政策的制定，他们的这个问题也许正在减叙（请参看CERD/C/88/Ad~ 

3)。

lia在新西兰，虽然大多数毛利人的工作逋常是非技术性的，不过他们的职业 

范围正在扩大，现已包括教学、教会、军队和政府部门——最近曾澉留每年 

职位，以便录用毛利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由于政府要增加中、小学毛利人教员 

数目，现已确定一个名额，以确保每年选派进行师资培训机人中，至少1〇%是毛 

利人或太平洋岛屿居民。毛利人是指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毛利人血统的人。按此 

定义，195 1年毛利人占人口总数的6%, 1 9 8 3年增至11 %(请参看新西 

兰的第六次定期报告（CEï^/C/75/Aâ4 14)和（CERD/C/l〇6/Ad丈 10)。

lia本报告主要是关于在居住国合法居留的移民工人及少数民族的子女遭受种 

族歧视问题，但是，对于非法居留的子女——这往往非他们之过——来说，他们的 

问题更为复杂。非法移民和聘用没有合法身分的移民工人，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问 

题。这些人由于害怕被递解出境，不能向政府投诉，因此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 

包括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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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在意大利，目前正在立法，防止非法移民和雇用没有合法身分的外国劳工。 

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目前正在研究其他可行的办法。在瑞典，“客 

籍工人”或移民工人的概念已被排斥；他们认为外国人一旦获得居留权和工作证，

则应确保他们享有基本上与瑞典工人相同的权利。这项政策为移民工人的子女带 

来更大的社会稳定，让他们觉得成为瑞典社会的一掛.分是自然的，从而确保他们5 

有效地获得就业机会及享受其他有关的社会福利。

115.联合王国设法确保移民完全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例如，该国试图确保 

少数民族公务员占公务员总人数的比例相当于少#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约4%)。 

尽管如此，由于少数民族聚居于若干区域，特别是若干大城市，因而导致这些民族 

——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率远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 

使人觉得他们的人数多于实际的人数。此种情况促成某f城市地区关系紧张；这 

种情况又反过来减弱了少数民族青年人被社会接受的感觉。如杲感到自己是种族 

歧视的对象，则自尊心会低落，而即使法律和政策都在设法使其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其在就业方面不会成功（请参看联合王国的第八次定期报告（CERD/C/1 18/Ad4 

7) )〇

1 16.在荷兰，据报导移民（主要来自前殖民地）的失业率高达3 5%，政府设 

法保证制造就业机会的具体措施公平地适用于各类人，包括移民在内。按照这项 

制造就业析会的计划，最近曾划拨一笔数额共3, 000万盾的特别款项，用于解决 

少数民族求职者（年龄在2 3岁或以下）的就业问题，此外并拨出300万盾，作少 

数民族高度集中地区少数民族失业者的重新培训之用（请参看荷兰的第六次定期报 

告（CERD/c/106/Add^ 11))。

11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法和劳工法保证外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享有同等待 

遇。例如，《企业组织法》明文禁止基于种族、公民身份或出身对雇员加以歧视。 

但是，社会保险法却以地域原则为基础，接受全部福利需要有固定的地址。尽管 

社会保障福利的提供不问国籍、肤色或种族，但这项规定不利于移民工人及其家庭。 

立法的官方政策目标是使外国人，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代外国人，融入社会和劳动力 

队伍。为此目的，向年轻的外国人，甚至向没有上过德国学校并且缺少所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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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凭的年轻外国人，提供了职业训练。尽眢作出了这些努力，外国工人的失 

业率仍高于本国公民，在不同种族之间，包括在青年当中，公认存在着紧张关系。 

虽然失业率不同的主要起因是新的外国工人的流入，但是移民工人社区中年轻人的 

一般状况相当令人关注（见1/Add. 30)。虽然种族仇恨事件为数不 

多，但很明显，青年人生活中的稳定感受到这些事件的重大冲击。第二代外国人 

固有的归属何地的矛盾心理因种族事件，特别是在涉及其他一些社会因素，如住房 

和职业保障都低于平均水平时有所恶化。

118.法国做出了特别努力，帮助在寻找稳定职业方面遇到困难的所谓“第二代 

成员”的年轻外国人。这些努力包括与工作有关的培训方案，有些方案是专门为 

年轻的外国人设计的《 法国还采取措施废除歧视外国工人的行政作法，并执行一 

些立法和司法措施，以防止任何种族仇恨和种族歧视的挑衅。法国政府认识到， 

为了使这些政策卓有成效，需要在一个旨在促进容忍并消除种族偏见的广泛的教育 

方案背景下执行这些政策。

119•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有关少数民族和客籍工人的教育政策和就业 

政策也被认为是相互关连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包括阿尔及利亚，古巴、莫桑 

比克、波兰和越南在内一些国家安排了劳工交换方案。在这些交换中，工人一般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住四年，先受三个月的语言训练，然后并入一般劳工队伍中， 

成为半熟练工人或工头。苏联中亚地区新创造的工作机会满足了该地区因人口不 

断增加而产生的就业需要。这种做法符合保持各地区文化结合的政策。

120•在南美洲一些国家，当地的发展是满足少数民族人口就业需要的主要途径, 

这些发展经常是农村发展。破利维亚在土地改革后，将40万份地契发給了农村 

的工人，他们大多数是艾马拦或凯楚阿印地安人，但是这些土地中有许多是社区共 

管的。在此基础上共有土地支持了学校和卫生服务。共同管理和卷与规划受到 

鼓励，公民、外籍居民和难民可在任何一块国有土地上安家》 委内瑞拉也有开放 

的移民政策》 委内瑞拉是关于移民工人和社会保险的各个安第斯文书的缔约国， 

全国都有关于工人的长期社会保险需要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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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若干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制定政策，为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的子女提供平 

等的就业机会。在印度，公共服务部门雇佣的在册种姓和部落成苈从1 9 6 6年 

的3 6万上升到1 9 7 9年的3百万以上。在中央和邦政府一级的公营部门，已 

明确规定雇佣这些群体成员的指标。在科威特，非公民约占人口的一半，《消除 

—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法律效力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在这一背景下怒 

力保护居住在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约旦、叙利亚、嫩巴嫩、印度， 

巴基斯坦、朝鲜和菲律宾社区青年人的就业权利。

122•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建立保护包括移民和移民工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群 

体青年的就业结构。在对某一群体的肤色或种族背景或历史地位存在着偏见的情 

况下，就业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制定旨在消除这种偏见的广泛的社会和教育政策。

四•南非儿童的特殊处境

12 3•施加种族歧视的法律支配着南非儿童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对非洲黑人来 

说，既不存在平等受教育、培训或就业的机会，也没有实切的平等。

124. 根据官方统计，南非只有几十万来自邻囯的采矿合同工。实际上，2300 

万南非黑人在自己的国家都被当作外国工人。剥夺黑人的南非公民权是种族隔离 

规章多年来强加的一种正式制度化的社会现实。因为根据种族隔离的歪曲了的逻 

輯，南非黑人（占总人口的7 3% )属于班图斯坦“家园’’（面积为南非国土的

1 3%,生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 ),只能在南非白人（占总人口的1 4% )认 

为方便的时候才能在“白人南非”（占国土面积的8 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7%) 

>住和工作。对3百万有色人（占人口的1 0%和居住在南非的88万亚洲人(占 

人口的3 %)来说也存在着比较隐晦形式的种族歧视。

125. 对许多南非黑人儿童来说，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歧视始于班图斯坦，在这里， 

典型的情况是，几乎半数儿童在五岁前死于营养不良和有关的疾病。妇女和儿童 

在班图斯坦居民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因为就业机会缺乏，半数以上能做工赚钱的 

男人被迫每年离家约11个月到矿山或城市工作，而失业的妇女因而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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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极端贫困和家庭生活遭受破坏的环境中，南非农村许多非洲儿童没有上 

学的机会。现有的学校大部分是小学，初中较少，几乎没有高中。学校根据白 

人农场主的决定设立在农场区，这些农场主常常认为非洲青年人稍读几年书就足够 

了。 至于在农村地区的培训和就业，鉴于普遍的高失业率，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 

虽然班图斯坦也种各种粮食，但由于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即使是在仅仅 

雒生的基础上，都受到限制，因此，只能靠男人和妇女离家到“白人南非”当移民 

工人来减轻贫困、饥饿相营养不良带来的重大代价。

127•种族隔离的规定使儿童很难离开班图斯坦到城市地区寻求机会。如果一 

个非洲黑人妇女获得了寥寥无几的允许她住在城市地区的工作，她一般必须签订合 

同，规定她只能住什么地方并禁止她带孩；或其他家属进入城市地区。因此，许 

多非洲家庭非法移入占用公地社区或械镇，通常是与亲戚拥挤不堪地注在一起〇

128. 不是留在班图斯坦忍受极度的贫困，便是处于通行证法所造成的紧张关系 

之中，在这两种环境中作选择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对南非的非洲黑人儿童来说，在 

教育、培训和就业的每一方面都弥漫着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对家庭生活所施加的 

破坏是一种形式的教育机会剥夺；狭小拥挤的小镇住房缺乏安宁而且不免互相干扰， 

这对黑人学童的教育发展是另一种限制。

129. 实际提供的教育设施#常有限。虽然对兩非白人来说上学是义务并且是 

免费的，但非洲黑人儿童上学必须交费，有时还会因满额而被拒绝。白人和有色 

人学生直到高中每年都获得免费提供教科书，而黑人学生在初中和高中就必须自己 

付全部书费，开支相当于或高于许多非洲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有好几年，曾规定 

超过2 0岁的黑人青年不准入高中最后一年级（10年级），超过18岁的不准入 

8年级。因为许多非洲儿童必须卖报、修整花园或为购物的白人妇女拿包菱，以 

此补贴家庭收入，支付校服、书籍和学费，这些规定便许多青年人不能完成学业。

130•据估计，7 0 %以上的南非黑人儿童在受了几年初等教育之后就辍学，其 

中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学会读写。这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教育环境充满极度的种族歧



A/40/694/Add.1
Chinese
Page 37

视，学校设施恶劣，教育素质低下。学生们的许多抗议是针对“班图教育”的素 

质和概念》 使用南非英语作为教学的唯一语言是一些抗议的重点，但是根本的问 

题是南非对这些孩子的教育概念和目的。.只要这种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适应生活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的有限机会，这种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违反人人均应享有的接受教 

育以充分发展个性的权利。

131•在南非，黑人青年接受培训和就业的机会极其稀少。几乎全世界每个国 

家都做出特别安排，增加处于不利地位群体的培训和就业机会，而在南非，大部分 

官方规定和大部分企业政策从结构上限制甚至阻碍这一部分人的机会。白人工会 

基本上抱着同样的目标，即限制或阻碍非洲人获得训练和熟练工作的机会。

注释

1《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次世界大会报告》，日内瓦，（1 983 

年8月1日至1 2日）（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E. 83X1V. 4)，第二章。

2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 6 2卷，第5181号。

5同上，第4 2 9卷，第6193号，第9 3页。

4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二十届会议》，巴黎，1978 

年10月24日至1 1月28日•第一卷，《决议》，第6 1至6 5页。

5见起草关于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工作小组报告（A，C. 3/ 

35/13) 〇

6 参看hcDougal，Lassvell.和 Chen 合者’’The Protection of Respect and Human

Rights: Freedom of Choice and World Public Order", American University Lav
Reviey 919，l〇5“-l〇6〇 (19了5年），导| 文见;Lillith 和 Newman^合著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blems of Lom and Policy (Boston and Toronto, 19了9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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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instein 著，nc〇iie<rtibe Human Rights of Peoples and Minorities,T, 25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v Quarterly 102 % 113-119 (19了6 )，引文见 Wéstcm， 

Falk 和 D1 Amato合著，Internation&x Lav and World Order (St. Paul^lÇQo), p# 5i；〇.

8该文件和人权领域的若干其他文件载于《人权：国际文件汇编》（联合国出版 

物，销售号E. 83XIV. 1)。

’见《关于保护非公民人杈的国际规定》（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K 80. X工V. 2)。

1(1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会议，附录》，议程项目2 8 (第二部分）， 

A/2929号文件，第六章，第5 1至5 7段。另见文件A/C. 3/35，1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2 0卷，第1616号，第7 1页。

12国际劳工局《正式公报》，第五十八卷，1 9 7 5年，汇编A，第1号。

"同上。第1 5 1号建议。

M Schwelb f,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of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reaty on Racisü. Discrimination,f,

原载于 Studies in Transnational Legal Policy, No« 重印于 Lillich 和 Newman 
合著，Internationeü. Human Rights: Problems of Lav and Policy.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2 9卷，笫6193号，第9 3页。

16《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次世界大会报告》，日内瓦，（1983 

年8月1日至1 2曰）（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E. 83. XIV. 4 ),第二章。

,7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 6 6卷，第3822号，第4 0页。

u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六十卷，第1414号，第2 5 3页。

”玛丽。雅奥达在其所著《种族关系和精神健康》（敎科文组织，1 9 6 0年） 

一书中，讨论了“不充分的现实测验”这一问题，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的一个根 

源，关于儿童，她写道“他们不经过深思即采取其他成年人的家长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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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雅卡尔在其所著“科学和种族主义”（载于《种族主义，科学和伪科 

学》教科文讨论会汇编教科文组织，1 9 8 3年）审查了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 

视辩护的伪科学理论，雅典，198 1年3月3 0曰至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