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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将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2/31 号决议的要求，编写一份关于民间社会参与

区域和国际组织的程序和做法的报告，中国人权谨向高级专员提交本报告。 

正如在参加联合国会议时民间社会参与者遭到报复、骚扰和恐吓事件所突显的——专制政府的国

内政策和做法显然对民间社会空间产生了影响，而且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中国民间社会行动者而

言，日益加剧的国内人权挑战不仅破坏了安全和有利的国内环境，而且严重影响了他们安全有效

地参与国际人权程序的能力。为了确保在联合国人权体系中建立一个安全、有利的民间社会空间，

多边程序和做法必须解决这些挑战对排除独立和多样的民间社会参与的影响。 

在中国，特定法律和政局急转以及意识形态运动造成了敌意、压制和危险的国内环境，包括： 

 

 加强对律师的镇压，包括拘留律师和迫害其家人； 

 

 颁布法律和法规，以全面保障国家安全之名进一步监管网上和网下的言论；  
 

 限制获得外国支持和合作——仅限于在警察监管下开展活动的官方认可团体； 

 

 开展意识形态运动，要求教育工作者和法律专业人员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置于其职责之

上； 

 

 攻击法治和普世价值，如抨击司法独立、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观念，将其视为西方的“有

害” 影响。 

 

透过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的做法所表现出来的挑战，本报告将： 

 

 检查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指导方针和实施、人权条约机构的做法和程序，以及

它们对中国民间社会和人权捍卫者参与的影响； 

 

 确认在普遍定期审议中和由条约机构展开的一些有效的现行做法；以及 

 

 提出具体建议，以利于和保障民间社会行动者和利益相关方在国内严厉监管的条件下包括

在目前中国环境下的运作。 

 
 

在程序和做法方面，我们强调的具体问题包括： 

 关于人权机制、程序以及参与机会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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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准备关于会员国或缔约国的报告时，广泛咨询民间社会行动者的意见； 

 

 民间社会团体提交的报告和建议； 

 

 民间社会团体在审议中的认证和现场参与； 

 

 民间社会团体的远程参与和获取信息； 

 

 传播审议成效和结果，使民间社会能够监督和推进落实工作。 

 

尽管我们注意到当前有一些可以加强的有益做法，但我们更关切的是，这些方面的程序和做法通

常不足以有效地促进高级专员提出的创造安全和有利环境所需的五个要素。除了以下关于确保获

取信息、扩大透明度和监督，以及将监督、审议和公开报告纳入主流的具体建议之外，我们首先

分享在本次提交的报告中所重点强调的与联合国机制和整个联合国人权体系有关的两项最重要的

关注和建议。 

首先，联合国人权机构对确保安全和有利环境的目标的任何承诺必须得到具体实施资源的支持。

在没有实施资源的情况下，单独修改规则和程序不会产生具体的改进。人权高专办秘书处应该有

更充分的资源，以便更有效地执行其任务，包括支持民间社会的充分参与。为了可持续地扩大目

前的努力，高专办必须有适当的资源，包括支持加强通讯工作，维持更新的网站，以及制作和传

播网上方便用户使用的、在语言和文化上可以获得的联合国官方资源，如关于条约和条约义务以

及参与条约审议的机会等方面的实用信息。 

 

其次，单独地改进规则和程序，如果它们是在存有敌意的环境中实施，那是没有什么用的。高级

专员办事处的独立性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避免其在工作和报告过程中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压力、

政治恐吓和攻击。在高专办的内部业务、政策和项目中，任何资金捐助或预算控制必须与任何实

质性或政治性的干预脱钩。 一个组织的、结构的和运营上的重要挑战是如何确保各国预算和资源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但同时要保持和尊重秘书处和人权高专办以及条约机构的独立性。这里必须

再次强调，如果民间社会以及高专办和秘书处被迫在一个不透明的具有政治挑战性的环境中工作，

那么改进后的规则和程序也不会有效。 

 

根据目前的做法，民间社会参与多边人权机构可包括与政府就其国家报告进行磋商，为联合国审

议国家的执行情况向特别程序或特别报告员提交信息，与特别程序机构举行会议，通过会见条约

专家和对其提出的问题清单提供意见来参与条约审议和普遍定期审议，并监督各国对条约机构、

特别程序、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和人权理事会其他机构提出的建议的执行情况。在接下来的部分

中，我们将考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参与问题，重点是中国参与人权理事会两个不同的人权机制——

普遍定期审议和专家条约机构审议——的记录，并就每项记录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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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对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 

 

认证 

 联合国秘书长应召集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论坛，审议经社理事会在普遍定期审议参与以及促

进更多民间社会参与的其他方式的认证挑战，包括人权专家条约机构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要

求。论坛的结果应是一个给联合国大会的进一步行动的报告。 
 

各国与民间社会就普遍定期审议报告的磋商 

 加强对普遍定期审议的报告要求，应要求各国提供其为建立透明、包容性的磋商程序所做的

工作的信息，包括与独立的民间社会团体和不隶属于或不受国家控制的行动者进行磋商。 

 

 要求各国报告其如何将独立民间社会的意见纳入到国家行动，以促进遵守作为普遍定期审议

义务一部分的条约义务。 

远程参与和监督建议的执行情况 

 继续目前采用网络直播普遍定期审议这一好的做法，包括用受审议缔约国的语言来直播工

作组和全体会议通过的最后报告。此外，人权高专办还应进一步采取后续行动，评估是否

有可靠的国内互联网通路连接视频，包括实况和存档会议录像；也许可以用其本国语言开

展一项调查，对民间社会对审议的了解和参与及其在技术上访问网络直播的情况进行评估。 

 

促进缔约国、人权高专办和民间社会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传播, 以提高人们对普遍定期审议和其

他人权机制的认识，包括通过扩大利用当地社交媒体了解远程和监测机会。 

 

 要求缔约国报告它们是如何传播关于今后参与机会和前两轮结果信息的，包括在官方网站和

通过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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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对人权条约机构的建议 

 修改和澄清规则和程序，要求各国在所有相关的政府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网

站上，以本国语言广泛传播由联合国和该国制作的关于条约和条约机构审议的信息，以及

关于民间社会参与条约机构审议程序的技术性信息。 

 

 修改和澄清规则和程序，以加强报告准则，应要求提供关于传播工作的具体资料以及传播

工作的范围和影响的数量和质量指标。包括公共教育倡议，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与民间社会

合作，就如何参与条约机构审议程序向民间社会提供实际帮助。 

 

 虽然每个专家委员会可能需要处理有关条约提出的具体问题，但各条约机构主席或由专家

主导的程序应考虑协调和加强有关报告的指导方针，及有关信息传播和成果的具体信息的

条约机构规则。 
 

 继续目前将专家委员会与缔约国代表以其本国语言接受审议进行互动对话的网络直播的有

益做法。此外，人权高专办还应进一步采取后续行动，评估是否有可靠的国内互联网通路

连接视频，包括实况和存档会议录像；也许可以用其本国语言开展一项调查，对民间社会

对审议的了解和参与及其在技术上访问网络直播的情况进行评估。 
 

 条约机构委员会主席应该在人权高专办秘书处的支持下承担这项任务，因为他们最适合评

估规则，然后制定、加强和实施这些规则。目标应该是鼓励民间社会参与的多样性和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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