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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2009 年 11 月 12 日

原件：英文 
 

 

项目 12 1关于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位委员）2职权范围的建议 

执行局， 

1． 忆及其第 98 EX/9.6 号决定第（II）部分第 12 段确定了公约与建议委员会在教育

领域的职权范围，即： 

(a) 审议各会员国关于其执行《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和有关《建议书》情况的定

期报告； 

(b) 审议教科文组织收到的关于侵犯教育、科学及文化领域人权的具体案件的来

函； 

(c) 审议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实施《关于教师地位建议书》联合专家委员

会
3
的报告； 

2． 还忆及其第 104 EX/3.3 号决定将该委员会定名为“公约与建议委员会”，并确定

了审议本组织收到的关于侵犯其主管领域内的人权案件与问题的来函的条件及程

序， 

3． 还忆及其第 162 EX/5.4（II）5 和 171 EX/27 5（d）号决定，委员会每年审议一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经社理事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委员会）检查受教育权利联合专家小组的报告， 

                                                 
1  本决定草案附有该委员会的背景材料，供执行局委员参考。 
2 2008--2009 年期间，该委员会由 30 名委员组成。 
3 现称为“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实施《关于教学人员建议书》联合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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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续上述职权范围，并决定该委员会还将根据《向会员国提出建议书及国际公约

之规则》第 18.1 条的规定，审议委托给执行局的一切有关实施教科文组织准则性

文书的问题，特别确保对第 177 EX/35 号决定第 II 部份和第 34 C/87 号决议分别

述及的三项《公约》和十一项《建议书》
4
实施情况的监督。 

                                                 
4 这些《公约》和《建议书》是：《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巴黎，1960 年 12 月 14 日）；《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

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巴黎，1970 年 11 月 14 日）；《技术和职业教育公约》（巴黎，

1989 年 11 月 10 日）；《反对教育歧视建议书》（1960 年 12 月 14 日）；《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1966 年 10 月

5 日）；《关于促进国际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书》（1974 年 11 月 19
日）；《关于科学研究人员地位的建议书》（1974 年 11 月 20 日）；《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建议书》（1976 年 11 月

26 日）；《关于教育统计国际标准化的建议书修订本》（1978 年 11 月 27 日）；《关于艺术家地位的建议书》

（1980 年 10 月 27 日）；《关于承认高等教育学历与资格的建议书》（1993 年 11 月 13 日）；《关于高等教育教学

人员地位的建议书》（1997 年 11 月 11 日）；《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书修订本》（2001 年 11 月 2 日）；《普

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2003 年 10 月 15 日）。 



I. 简  史

1.  执行局在1965年第七十届会议上“注意到大会第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总干事为各会员国

提交有关执行教育领域方面反对歧视的公约与建议书的定期报告而准备的计划的第16.1号

决议”，决定“各国政府提出的报告将由执行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议⋯⋯”(第70 

EX/5.2.1号决定)。

2.  为落实上述决定，执行局第七十一届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审议各会员国关

于执行教育领域方面反对歧视的公约和建议书的报告”(第71 EX/3.2号决定)。

3.  该委员会在执行局第七十五届会议上重新组成，定名为“教育歧视问题特别委员会”(第75 

EX/6.11号决定)。

4.  执行局第七十七届会议在议程项目8.3“关于处理与个别案件有关及提出教育、科学及文

化领域人权问题的函件之程序”项下，在决定了应遵循的程序之后，要求“总干事按照上

述程序将有关来函报告教育歧视问题特别委员会”，并决定“为此扩大该委员会的职权范

围”(第77 EX/8.3号决定)。

5.  大会第十五届会议(1968年)请执行局：一方面“延续教育歧视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职权”(第

15 C/29.1号决议)，另一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各会员国关于落实公约与建议书的报

告能由一个现有的教育歧视问题特别委员会相类似的执行局辅助机构来审议⋯⋯”(第15 

C/12.2号决议)。

6.  执行局第八十一届会议考虑到上述第15 C/29.1号决议，重新组成了它的委员会（第81 

EX/6号决定第II部分)。

C

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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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 简史

7. 执行局第八十二届会议在题为“实施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案”的议程项目4.2.4下，由于认

为它的教育歧视问题特别委员会能承担审议国际劳工局与教科文组织混合专家委员会关于

实施这个建议书的报告，决定在把这项任务委托给该委员会的同时，将其名称改为“教育

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第82 EX/4.2.4号决定)。

8. 然后，在大会闭幕之后召开的第一届执行局会议上，委员会和执行局的其它附属机构同时

重新组成而且不间断。对其职权范围所作的修改载于本文件的第II部分。

9. 应当指出，执行局第一O四届会议决定：从今以后，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公约与建议委员

会”。

10. 最后，在第一二二届会议上，该委员会成为执行局的一个常设委员会（第122 EX/3.6和第

123 EX/4号决定）。

11. 附件V载有关于该委员会的简表（名称、委员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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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II.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12. 执行局第一七八届会议（2007年11月）在组成其公约与建议委员会之后，授予其如下职权

（第178 EX/12号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其第98 EX/9.6号决定第（II）部分第12段确定了公约与建议委员会在教育领域的

职权范围，即：

 (a)  审议各会员国关于其执行《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和有关《建议书》情况的定期报告；

 (b) 审议教科文组织收到的关于侵犯教育、科学及文化领域人权的具体案件的来函；

 (c)  审议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实施《关于教师地位建议书》联合专家委员会1的

报告；

2． 还忆及其第104 EX/3.3号决定将该委员会定名为“公约与建议委员会”，并确定了审

议本组织收到的关于侵犯其主管领域内的人权案件与问题的来函的条件及程序，

3． 也忆及其第162 EX/5.4 (II) 5和171 EX/27 5 (d )号决定，委员会每年审议一次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经社理事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检查受

教育权利联合专家小组的报告，

4． 延续上述职权范围，并决定该委员会还将根据《向会员国提出建议书及国际公约之

规则》第18.1条的规定，审议委托给执行局的一切有关实施教科文组织准则性文书的

问题，特别确保对第177 EX/35号决定第II部份和第34 C/87号决议分别述及的三项《公

约》和十一项《建议书》2实施情况的监督。”

1. 现称为“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实施《关于教学人员建议书》联合专家委员会”。
2. 这些《公约》和《建议书》是：《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巴黎，1960年12月14日）；《关于采取措

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巴黎，1970年11月14日）；《技术和
职业教育公约》（巴黎，1989年11月10日）；《反对教育歧视建议书》（1960年12月14日）；《关
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1966年10月5日）；《关于促进国际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
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书》（1974年11月19日）；《关于科学研究人员地位的建议书》（1974年
11月20日）；《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建议书》（1976年11月26日）；《关于教育统计国际标准化的
建议书修订本》（1978年11月27日）；《关于艺术家地位的建议书》（1980年10月27日）；《关于
承认高等教育学历与资格的建议书》（1993年11月13日）；《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书》 
（1997年11月11日）；《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书修订本》（2001年11月2日）；《普及网络
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200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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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13. 委托给该委员会的职责有两项：

1.  审议大会委托执行局的所有与实施教科文组织准则性文件有关的问题，包括会员国有

关实施公约与建议书的定期报告;

2.  审议有关在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行使人权的案件和问题的来函。

实施教科文组织的准则性文件

14.  该委员会的这一职责可追溯至大会第十五届会议（1968年），该届大会决定由执行局一附属

机构审议各会员国提交的有关公约与建议书的报告（第15 C/12.2号决议）。但是该委员会的

职权范围只限于审议明确委托它的某些报告。为此，执行局第七十一届会议（1965年）委托

该委员会审议有关执行教育领域方面反对歧视的公约与建议书的定期报告，执行局第八十二

届会议（1969年）委托它审议国际劳工局与教科文组织混合专家委员会关于实施教师地位的

建议书的报告；执行局第一O五届会议（1978年）委托它审议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

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与建议书的实施情况报告。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

这种情况只是涉及到定期报告的审议，而会员国应向通过公约或建议书之后的大会第一届例

会提交的首批专门报告是由大会法律委员会审议的。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第32 C/77号决议

决定它今后将委托执行局，特别是公约与建议委员会审议其要求各会员国提交的关于公约与

建议书的报告。因此，不再有定期报告和专门报告之分。委员会审议后通过的报告将连同会

员国的报告或其分析性概要（如大会决定转交），并附上执行局的意见一并提交大会。为了

加强该委员会的第一项职能，执行局第一七七届会议通过了关于监督教科文组织那些未设

任何具体固定机制的公约和建议书实施情况的分阶段的具体程序（第177 EX/35号决定第I部

分)3。这届会议还通过了编制公约与建议委员会负责监督的公约的实施情况之报告的指导原

则框架（第177 EX/35号决定第II部分），该框架适用已受到定期监督的三项《公约》4。此

外，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4 C/87号决议还决定，执行局将主要监督教科文组织三十一项

《建议书》中的十一项5。

3． 参见附件I。

4． 参见脚注2。

5． 参见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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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15.  执行局第162 EX/5.4号决定成立教科文组织 [执行局公约与建议委员会（CR）] 和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 检查受教育权利联合专家小组。 

它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主席任命的该委员会的两位代表和教科文组织

执行局主席同公约与建议委员会主席磋商后任命的该委员会的两位代表组成。依据执行局

第172 EX/27号决定第5(d)段规定，每年审查一次联合专家小组报告。联合专家小组的职权

是：

(a) 提出旨在加强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公约与建议委员会（CR）和经社理事会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之间日益增加的合作，确保落实和促进各种受教育权利的具

体建议；

(b) 就两个机构之间开展合作的具体措施提出建议，以便在联合国系统实施达喀尔行动纲

领方面发挥协同作用；

(c) 研究减轻各国在提交受教育权利报告方面的工作负担的可能性，制订使这方面的安排

更加合理且更加有效的方法；

(d) 就受教育权利的有关指标提出意见。

关于涉及在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行使人权的案件和问题的来函

16.  第104 EX/3.3号决定确定了教科文组织各机构为审议有关在本组织职权范围内行使人权的案

件和问题的来函应遵循的程序（附件II）。这一程序取代了第77 EX/8.3号决定所确定的程

序。

17.  按照这一程序，总干事收到的、而且最初看来属于执行局第104 EX/3.3号决定范围的每一来

函应按以下规定来处理：

(a)  给每一来函按顺序编号，在整个程序过程中都要使用该编号作为参考件号；

(b)  给每一来函建立卡片；

(c)  收到来函之后，由国际准则及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尽快发信（见附件III）把第104 

EX/3.3号决定规定的程序通知来函作者。该信要提请来函作者注意上述决定14(a)段所

列的受理条件，并请作者填一表格（见附件IV）。在该表格末尾，作者要签署一项表

明其接受按第104 EX/3.3号决定来审议其来函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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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d) 收到来函作者的肯定答复之后，应尽早由总干事致函涉及国政府，向其转送来函副

本，并通知它，其可能希望作出的答复将提交委员会，而且涉及国政府的代表可以出

席委员会的会议，以便提供补充情况或回答委员们就来函可否受理或其法律根据提出

的问题。

18.  经过一段能使涉及国政府作出答复的合理期限（三个月）之后（但它的答复并不是对来函

继续进行审议的条件），秘书处把经过上述步骤处理的来函的文本以及事实简述和政府答

复的一切有关说明发给委员会各位委员。

19.  根据第104 EX/3.3号决定第14(c)段，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审议总干事转交给它的来函。它的

第一项任务是确定14(a)段所列举的可受理条件是否完全具备。如果来函所提供的材料不足

以使委员会作出这一决定，它可向涉及国政府的代表要求提供补充情况，涉及国政府的代

表可应邀回答委员会委员们提出的关于来函的可受理性或法律根据问题；此外，委员会可

以利用总干事所掌握的有关情况。委员会也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要求执行局授权它

邀请会员国或非会员国或政府间或非政府国际组织的观察员以及任何其他有资格的人士就

属其管辖的问题发表意见。

20.  如委员会认为就来函的可受理性作出决定还需要一些补充情况，它可以把该来函保留在它

的议程上，以便收集它认为需要的情况。

21.  在宣布来函可受理之后，委员会对其继续进行深入审议，谋求有助于促进尊重人权的友好

解决办法。

22.  在这方面，有必要提及第104 EX/3.3号决定第7段的规定：

　　“考虑到教科文组织在涉及到其职权范围内的人权问题时，应该从道义上考虑并根据其具体

的职权来进行努力，本着国际合作、和解和互相谅解的精神来行动，并忆及教科文组织不

应该起国际司法机构的作用”。

23.  由委员会决定有关问题是个人和具体的侵犯人权的“案件”，抑或是“由于一个国家在法

律上或事实上执行了违反人权的政策或由个别案件累积成堆而产生的大量地、一贯地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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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然地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第104 EX/3.3号决定第10段)。需要指出的是，“案

件”原则上由执行局召开秘密会议来审议，而“问题”则可以由执行局或大会举行公开会

议进行审议（第104 EX/3.3号决定第14--18段）。

24.  委员会在其工作结束时通过一份机密报告，该报告包括“委员会审议来函时出现的委员会

认为需要告知执行局的所有情况。这些报告还包括委员会可能希望提出的一般性建议或就

处理正在审议的来函希望提出的建议”(第104 EX/3.3号决定第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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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执行局

 第一七七届会议

177 EX/Dec.35 (I)

巴黎，2007年11月30日

 执行局第一七七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巴黎，2007年9月25日 - 10月31日)

关于监督教科文组织那些未设任何具体固定机制的公约和 

建议书实施情况的分阶段的具体程序

第1阶段： 关于大会通过未设任何具体固定监督机制的公约和建议书落实情况报告提交的

周期

 按照《组织法》第IV条第4款和第VIII条的规定，每四年应提交一次报告，除非大会对某些

公约或建议书另作规定。

第2阶段：向会员国转交公约和建议书

 依照《组织法第IV条第4款所述向会员国提出建议书和国际公约之规则》的规定，总干事

在向会员国转交任何公约或建议书的正式文本时，应明确提醒各会员国履行其根据《组织

法》第IV条第4款将有关公约或建议书送交本国主管部门之义务，并提请各会员国注意公约

与建议书的法律性质不同。

 秘书处应确保向会员国和公众广泛传播大会所通过的准则性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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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阶段：就监督公约和建议书的实际落实情况编制报告

(a) 有关公约的磋商

 秘书处将就会员国对它们各自依照《组织法》第IV条第4和6款以及第VIII条的规定所采取的

措施进行磋商的方法，向执行局提出建议。为此，它将根据执行局通过的指导原则框架，

拟订编制报告的指导原则草案；考虑到教科文组织的准则性文书种类繁多，秘书处将根据

上次磋商的结果或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在其中增加需要提供更多信息的具体问题。

 执行局委托其公约与建议委员会(CR)审议这些建议。

 在执行局批准指导原则之后，总干事请会员国在六个月内提交其落实公约之情况的报告，

这是因为依照《组织法第IV条第4款所述向会员国提出建议书和国际公约之规则》第17条第

1款的规定，每一会员国有义务这样做。

(b) 有关建议书信息的收集

 秘书处不仅向会员国和全国委员会，也向本组织的各合作伙伴（如非政府组织）收集实施

有关建议书的信息。

 可利用指导原则框架来收集有关建议书的信息。

(c) 报告的编制 

 就公约而言，会员国可在全国委员会的配合和支持下，按照执行局批准的指导原则编制报

告。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会员国可通过因特网获得指导原则，这样它们就可以编制报告

并通过电子渠道向秘书处递交。

 关于建议书，秘书处在其收集的信息基础上，编写一份有关会员国实施情况，特别是有关

各国立法方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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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秘书处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为了减轻会员国的负担，秘书处将根据会员国或大会的要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援助

可针对如何更好地理解有关公约或建议书的目标，也可涉及报告编制的实际做法，尤其是

信息的收集和报告的编制。

第4阶段：由执行局审议关于监督公约和建议书实际实施情况的报告

 秘书处将向执行局提交所收到的会员国的报告概述。如执行局希望审议各国报告的全文，

它可要求秘书处向其提供各国的报告全文。

 关于建议书，秘书处将提交其在所收集的信息基础上编写的关于这些文书实施情况的综述

报告。秘书处编写的这些文件将由执行局来审议，而执行局将此重任交给公约与建议委员

会。执行局和公约与建议委员会有关这些报告的讨论和审议工作将在公开会议上进行。

 执行局审议后，将向大会提交这些文件及其意见或评论以及总干事可能提出的意见或评

论。

第5阶段：大会就监督公约和建议书的实际实施情况的报告作出决定

 必要时，大会可就实施公约和建议书的概述作出决定。

 总干事将定期向大会和执行局报告大会所作出的各项决定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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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I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执行局

 第一O四届会议

104 EX/决定集

巴黎，1978年7月4日

 执行局第一O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巴黎，1978年4月24日至6月9日)

第104 EX/3.3号决定 - 研究有关审议可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涉及在其职权范围

内行使人权的案件和问题所应遵循的程序，以使其行动更为有效：执行局工作小组的报

告（104 EX/3）

执行局，

1.  念及教科文组织在人权领域内的职权和作用主要源自于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第I.1条，

该条规定“本组织之宗旨在于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间之合作，对和平与安全

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

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以及源自《联合国宪章》，

2.  忆及《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及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各种公约与建议书，

3.  忆及有关教科文组织在人权方面的责任的第19 C/6.113号决议，

4.  还忆及第19 C/12.1号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和平的贡献及其在促进人权和消除殖民主

义与种族主义方面的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维护和平作出贡献的长期计划”，以及特别

是该决议的第10段敦请执行局和总干事：

    “(a) 特别注意研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全世界尊重人权的总的情况；

(b)  研究有关审议可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涉及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人权的案件和

问题所应遵循的程序，以使其行动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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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a)和(b)分段的实施，与联合国主管机构继续建立紧密的合作与协调，以利用这些机

构在这方面的努力和经验”，

5.  审议了执行局根据第102 EX/5.6.2号决定成立的工作小组的报告，该工作小组的任务是深入

研究102 EX/19号文件、关于执行局第一O二届会议讨论的分析性摘要和执行局委员们的书面

评论，

6.  念及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第I.3条，即“为维护本组织各会员国文化及教育制度之独立、

完整及有活动的多样性起见，本组织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之事项，

7.  考虑到教科文组织在涉及到其职权范围内的人权问题时，应该从道义上考虑并根据其具体

的职权来进行努力，本着国际合作、和解和互相谅解的精神来行动；并忆及教科文组织不

应该起国际司法机构的作用，

8.  承认总干事在以下方面的重要作用：

(a)  通过解决案件和消除大量地、一贯地或公然地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办法来不断努力

加强教科文组织在促进人权方面的行动，

(b)  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条件下，进行秘密协商，协助解决有关人权的具体问题，

9.  请总干事发挥这一作用;

10.  考虑到在行使其人权领域的职权时，教科文组织应审议：

(a) 有关个人的和具体的侵犯人权的案件，

(b) 由于一个国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执行了违反人权的政策或由于个别案件累积成堆而产

生的大量地、一贯地或公然地侵犯人权的问题，

11.  考虑到教育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12.  考虑到已经委托给该委员会有关本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人权方面的任务，

13.  决定把该委员会定名为“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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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决定该委员会继续执行有关公约与建议书方面的职能，并根据以下条件和程序审议本组织

收到的有关在本组织的职权范围内侵犯人权的案件和问题的来函：

条件

(a) 如果来函符合以下条件就被认为是可受理的：

(i) 来函不应匿名；

(ii)  来函的作者必须是声称被侵犯了涉及以下第(iii)段中的人权的假定受害者的某一

个人或团体。来函的作者也可以是对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可靠了解的任何个

人、团体或非政府组织；

(iii)  来函必须涉及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信息方面的职权范围内的侵犯人

权的问题及绝对不应有其它考虑的动机;

(iv)  来函应符合本组织的原则、《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权的各

国际公约和其它的人权领域内的国际文件；

(v)  来函不应明显地缺乏根据而应看起来包含有关的证据；

(vi)  来函不应冒犯，也不应滥用提交来函的权利。然而，如果排除了冒犯和滥用的部

分后它符合可受理的所有其它标准的话，这样一个来函是可以审议的；

(vii)  来函不应只以宣传工具散布的情况为依据;

(viii) 来函应该在构成其理由的事实发生后的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提交，或者在这些事实

被了解到以后的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提交；

(ix) 来函必须说明是否已努力就构成来函理由的事实竭尽现有的国内上诉手段，并说

明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如果有的话）如何；

(x) 有关涉及国已经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规定的人权原

则解决了问题的来函，不应对其进行审议；

程序

(b) 总干事应：

(i)  声明来函收悉并把以上提到的可受理的条件通知来函作者；

(ii)  确认来函作者不反对在将其来函转交涉及国政府后提交给委员会并披露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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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旦收到来函作者肯定的回答，就将来函转送涉及国政府，同时通知它该来函将

连同它可能希望作出的任何答复一并提交委员会；

(iv)  将来函同涉及国政府的答复（如果有的话）及作者提供的有关补充情况一起转交

给委员会，同时要考虑到有必要及时进一步开展工作；

(c) 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上审议总干事转交给它的来函；

(d) 委员会根据以上提到的条件对来函可否受理作出决定；

(e) 涉及国政府的代表可以出席委员会的会议，以便提供补充情况或回答委员会委员们就

有关来函可否受理及其法律依据提出的问题；

(f) 委员会可以利用总干事所掌握的有关情况；

(g) 在审议一份来函时，委员会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执行局授权它根据《议事规则》

第30条采取适当的行动；

(h) 委员会可以把一份已提交给它的来函保留在其议程上，同时寻求它可能认为对处理该

案所需的补充情况；

(i) 总干事将委员会就来函可否受理作出的决定通知来函作者及涉及国政府；

(j) 委员会将不受理任何曾经认为是可受理的，但经实质性审议后看起来没有理由进一步

采取行动的来函。来函的作者和涉及国政府将得到有关通知；

(k) 对有理由进一步审议的来函，委员会将采取行动，协助取得一个有助于促进教科文组

织职权范围内的人权的友好解决办法；

15.  还决定委员会将就其按照本决定执行任务的情况向执行局每届会议提交机密性报告。这些

报告将包括委员会审议来函时出现的、委员会认为需要告知执行局的所有情况。这些报告

还包括委员会可能希望提出的一般性建议或就处理提交其审议的来函希望提出的建议；

16.  决定在秘密会议上审议委员会的机密报告，并根据《议事规则》第29条采取认为必要的进

一步行动；

17.  还决定按照下面第18段来处理由委员会转交给它的并已证明问题确实存在的来函；

18.  考虑到有关大量地、一贯地或公然地侵犯属于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

题应该由执行局和大会举行公开会议进行审议，这些问题包括由于侵略、干涉别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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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别国领土的政策及实施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或民族及社会的压

迫政策而进行的侵犯活动；

19. 决定在其第一O五届会议上审议执行局和总干事将向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提交的有关实施第 

19 C/12.1号决议第II部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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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II -- 国际准则及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致

 根据第104 EX/3.3号决定所审议之来函的作者的信件格式

我荣幸地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名义通知您：  月   日申述侵犯人权的来函已经收

到。只要是属教科文组织教育、科学、文化或传播等主管领域的人权问题，来函将依据教科文组

织执行局1978年4月26日的第104 EX/3.3号决定所核准的程序予以审议，现附上该决定的复制件供

参考。

应该指出，教科文组织绝非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法庭。属教科文组织主管范围的人权问题主

要是：

— 受教育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

— 分享科学进步的权利（第27条）；

— 自由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第27条）；

— 新闻权利、包括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19条）。

这些权利可以包含行使其它一些人权，例如：

—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18条）；

— 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权利（第19条）；

— 保护出自科学、文学或艺术成果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的权利（第27条）；

— 与教育、科学、文化和新闻活动有关的集会和结社自由权（第20条）。

依照第104 EX/3.3号决定，我想提请注意应该具备的受理条件，以便教科文组织能对来函

进行处理。上述条件列于第104 EX/3.3号决定第14段(a)。为了使总干事能够充实有关您来函的案

卷，请您将附表填好，本人正式签名，并尽速寄回教科文组织。

申述内容要求简短，要说明哪一项或哪一些人权受到侵犯，以及与教科文组织哪一方面或

哪些方面主管领域有关。必须注明引起申诉的决定的日期和作出决定的机构，特别是实行上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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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例如，提到有关国家的法庭）和上诉的结果。此外还应写明是否用过其它国际程序，如果

已使用，应提到何机构，此机构何时受理，采取此程序的结果如何。

请问您是否反对披露您的姓名以及反对将来函转交涉及国政府，然后再提交教科文组织执

行局公约与建议委员会。如果您没有就此作出肯定答复，教科文组织将不在上述决定范围内对来

函作任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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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密

附件IV -- 就人权问题给教科文组织来函的表格

由教科文组织填写：

来函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函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表寄出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来函作者填写： 

I.  来函作者情况

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和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讯地址（倘若与现在住址不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在格内打“×”表明您的身份：

q  遭下述侵犯之受害者 

q  遭下述侵犯之受害者的代表

q  对下述侵犯行为有可靠了解的个人、团体或非政府组织

q  其它身份，请写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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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所称侵犯行为的受害者的情况1

q  如果来函的是受害者，请在这里打“×”，并直接填写第III部分。

请为每个受害者填写下述情况，并在需要时加上附页。 

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和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住址或居留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I.  所称事实情况 

来函作者认为应对所称侵犯行为负责的国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称被侵犯的人权（尽可能参考《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称侵犯行为与教育、科学、文化或新闻之间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实简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如果来函涉及的是一个或数个侵犯人权的个别和具体案件，必须提供这些情况。

183 EX/DR.2 - Page 21



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 附件IV

IV.  关于所用上诉方法的情况

由谁在何时采取过什么竭尽国内上诉手段的措施（向法庭或其它当局）？结果如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称侵犯行为是否曾提交其它保护人权的国际机构？如果是，是什么时候，结果如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来函的动机和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I.  来函作者声明

 来函作者是否同意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在其第104 EX/3.3号决定中核准的程序来审议

他的来函，特别是披露其姓名和将其来函转交涉及国政府以及提交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公约

与建议委员会?

q  同 意

q  不同意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函者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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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审议各会员国关于反对教育歧视的公约和建议书执行情况报告的特别

委员会

12名委员

主席：阿蒂利奥·德洛罗·马伊尼先生（阿根廷）

教育歧视问题特别委员会

12名委员

主席：胡维纳尔·埃尔南德斯先生（智利），尔后是伊尔莫·黑拉先生 

（芬兰）

教育歧视问题特别委员会

第八十二届会议决定改名为：

教育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12名委员

主席：保罗·E. 德贝雷多·卡内罗先生（巴西）

（注：该委员会到1970年才开会）

12名委员

主席：保罗·E. 德贝雷多·卡内罗先生（巴西）

（注：该委员会到1972年才开会）

14名委员

主席：阿蒂利奥-德洛罗·马伊尼先生（阿根廷）

（注：该委员会到1974年才开会）

14名委员

主席：保罗·E. 德贝雷多·卡内罗先生（巴西）

教育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第一O四届会议决定改名为：

公约与建议委员会

16名委员

主席：贡纳尔·加尔博先生（挪威）

20名委员

主席： 阿图罗·乌斯拉尔-皮特里先生（委内瑞拉），尔后是吉列尔莫·普

特塞斯·阿尔瓦雷斯先生（危地马拉）

附件V -- 1965年以来建立的各委员会一览表

1965年至1966年

1967年至1968年

1969年至1970年

1971年至1972年

1973年至1974年

1975年至1976年

1977年至1978年

1979年至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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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至1983年

1984年至1985年

1986年至1987年

1988年至1989年

1990年至1991年

1992年至1993年

1994年至1995年

1996年至1997年

1998年至1999年

2000年至2001年

2002年至2003年

2004年至2005年

2006年至2007年

2008年至2009年

25名委员

主席： 吉列尔莫·普特塞斯·阿尔瓦雷斯先生（危地马拉）

25名委员

主席： 于贝尔·德隆斯雷先生（海地），尔后是本·库法库内苏·加姆勃

卡先生（津巴布韦）

27名委员

主席：吉泽尔·阿丽米女士（法国），

尔后是乔治-亨利·迪蒙先生（比利时）

25名委员

主席：乔治-亨利·迪蒙先生（比利时）

24名委员

主席： 豪尔赫·卡耶塔诺·萨因·阿西斯先生（阿根廷）

24名委员

主席：巴里·O. 琼斯先生（澳大利亚）

30名委员

主席：M. N. 西阿姆维扎先生（赞比亚）

30名委员

主席： J. 爱德华兹·巴尔德斯先生（智利）

30名委员

主席：V. 马苏先生（阿根廷）

29名委员

主席：H. K. 维拉罗埃尔先生（菲律宾）

30名委员

主席：L. P. 范·弗利特先生（荷兰）

30名委员

主席：D. 赫伯恩先生（巴哈马）

30名委员

主席：D. 赫伯恩先生（巴哈马）；尔后是L. F. 德马塞多·索阿雷斯先生 

（巴西）（第一七四--第一七七届会议）

30名委员

主席：G. 奥费尔弗尔德先生（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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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 年公约与建议委员会委员 

（30 名委员） 

主席： Günter Overfeld 先生（德国）（第一七九届至第一八一届会议）（由第一七八届

会议选举产生） 

主席： Georges Santer 先生（卢森堡）（第一八二届会议）（由第一八二届会议选举产

生） 

第 I 组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卢森堡 

葡萄牙 

 

第 II 组 

保加利亚 

匈牙利 

立陶宛 

俄罗斯联邦 

塞尔维亚 

 

第 III 组 

阿根廷 

智利 

哥伦比亚 

古巴 

墨西哥 

第 IV 组 

中国 

印度 

大韩民国 

斯里兰卡 

泰国 

第 V(a)组 

埃塞俄比亚 

马达加斯加 

南非 

多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 V(b)组 

阿尔及利亚 

埃及 

黎巴嫩 

沙特阿拉伯 

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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