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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0(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 

选举：选举十八个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2 年 10 月 12 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主席致意，并提及他 2012 年 8 月 15 日的照

会，其中述及肯尼亚参选定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举行的 2013-2015 年任期人权

理事会成员一事。为了支持肯尼亚的候选资格，肯尼亚代表团谨此提交肯尼亚在

人权方面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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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0 月 12 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肯尼亚参加 2013-2015 年任期人权理事会成员选举 
 
 

  依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背景 
 

1. 肯尼亚决定提交候选资格，以参加定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在大会第六十七

届会议期间举行的 2013-2015 年任期人权理事会成员选举。 

2. 肯尼亚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而促进和保护人权已作为公认原则和准则

载入《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相关国际人权文书。 

3. 《肯尼亚宪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之一。2010 年《宪法》为直接适用和

援引肯尼亚已批准的条约或公约奠定了基础。因此，肯尼亚根据其已加入国际和

区域文书的规定采用了最高国际人权标准。肯尼亚是下述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的

缔约国： 

国际人权公约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

的任择议定书》和《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 

•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 《国际劳工组织第 49 号公约》，其中 43 项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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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人权文书 

•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 《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 

4. 多年来，肯尼亚积极参与主要人权组织的工作，其中包括在 1984-1986 年、

1992-1994 年和 2001-2003 年期间担任人权委员会成员。肯尼亚积极参与联合国

改革进程，尤其是参与建立人权理事会的进程。肯尼亚积极参加设立国际刑事法

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罗马规约》。 

5. 肯尼亚《宪法》强调人权的根本性质，把人权作为国家价值观和治理原则的

一部分予以巩固，并以此指导法律解释和适用工作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工作的一

切方面。《宪法》还规定，国家颁布和执行立法，以履行其在各项人权和基本自

由方面作出的国际承诺。 

自愿许诺和承诺 

6. 为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肯尼亚承诺在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进一步推进人权

并在国家一级进一步推进人权。 

在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推进人权 

7. 肯尼亚承诺在调解和解决区域冲突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目标是为促进和

保护人权建立和营造理想的条件。追求这一目标是因为肯尼亚坚信，如不保护人

权，就无法享有和平、安全、稳定和享受公民自由。 

8. 肯尼亚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准则就是努力寻求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中促进和

保护人权。肯尼亚再次承诺在联合国系统内继续奉行这一政策。 

9. 数十年来，肯尼亚一直是避难者选择的目的地，并为逃离布隆迪、刚果民主

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索马里、苏丹、南苏丹、乌干达等周边国家甚至

世界其他更远地方国家的难民予以了欢迎和收留并提供了安全避难场所。目前，

肯尼亚收留了近 100 万难民。肯尼亚继续承诺在确保肯尼亚境内营地和其他地方

难民的安全和保护方面发挥作用。 

10. 肯尼亚自独立以来就一直与联合国各机关、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一

道开展工作，以期实现商定的发展及人权目标。肯尼亚承诺为实现这些目标加强

与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这一工作伙伴关系。 

11. 肯尼亚继续与特别程序机制一道开展工作并珍视这一互动协作。土著人民权

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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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都访问过肯

尼亚。 

12. 肯尼亚根据其国际报告义务向以下委员会提交了其报告：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此外，肯尼亚在执行根据这些进程提出的建

议和意见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肯尼亚还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规定提交

了其首份报告。肯尼亚承诺继续履行其报告义务。 

13. 肯尼亚完全支持对会员国的人权纪录进行定期审查。肯尼亚是根据非洲发展

新伙伴关系非洲同侪审议机制自愿将本国提交审查的第一批非洲国家之一，该进

程就促进和保护人权、良政、法治和司法问题对国家进行评价和提出建议。肯尼

亚在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机制第一个周期期间于 2010 年接受了审查，并期

待在第二个周期期间于 2015 年接受下一次审查。 

在国家一级加强人权 

14. 肯尼亚继续通过采取立法措施、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政策将其国际法律义务国

内化。 

15. 在《宪法》序言中，肯尼亚人民确认，他们期盼一个以人权基本价值、平等、

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和法治为基础的政府。根据《宪法》制订的《权利法案》

为范围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保障，无论是公民和政治权利还是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都在保障之中。此外，无论是《宪法》内容还是程序都把所有主权

权力赋予了肯尼亚人民。因此，肯尼亚人民是国家及其各种进程的核心。为了填

补信息空白和落实公众参与权，在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协商制订的肯尼亚全国

综合公民教育方案之下，公民教育在继续开展，目标是使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

有公民都能了解和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执行《宪法》及其配套立法的各项规定。 

16. 肯尼亚确认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早就认识到确保治理机构遵守法治原

则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肯尼亚已采取措施加强独立的司法机构、改善行政部门

内部的问责制并增强议会的监督职能。肯尼亚将继续强化其治理机构，以进一步

加强对法治的尊重。 

17. 为进一步加强各个人权保护机制，已设立和(或)重组了以下独立宪法委员

会： 

• 肯尼亚全国人权委员会，经由《2011 年肯尼亚全国人权委员会法案》设

立。在现行法案生效之前该委员会就已经存在，是根据现已废除的《2002

年肯尼亚全国人权委员会法案》设立的一个法定机构。该委员会根据巴

黎原则设立，独立运作，负责监测人权立法和确保人权立法得到严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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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并为一个符合人权方面国际标准及良好惯例的法律框架开展积极主

动的游说。 

• 全国性别与平等委员会，通过《2011 年肯尼亚全国性别与平等委员会法

案》设立，其任务包括作为国家主要机关采取行动，确保在国家发展中

遵守肯尼亚批准的与平等和免受歧视问题有关的和与少数群体及被边

缘化民众、妇女、残疾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群体等特殊利益群体有关的所

有条约和公约，并就此向政府提供全面咨询。 

• 行政司法委员会(监察员)，通过《2011 年行政司法委员会法案》设立，

其任务是为防止公职人员滥用权力、不秉公办事、明显不公正或不合法、

压迫或麻木不仁的行为提供一个保障机制。 

18. 肯尼亚致力于落实《2030 年肯尼亚愿景》，这是肯尼亚长期全面发展的一份

蓝图。维系这一《愿景》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三个支柱。这些支柱将确保

肯尼亚在经济领域实现和维持增长，通过公平社会发展建立一个正义和凝聚社

会，并通过一个促进法治和保护所有权利及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体制进行治理。 

19. 一个经过改造和重组的司法体制正在确保全体人民都能依法享受平等保护。

任何人都可以就权利和基本自由受到剥夺、侵犯或威胁的情况提起司法诉讼。肯

尼亚将继续改革司法系统以期进一步确保人人都能平等和及时诉诸法律并切实

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实效和一致的司法体系。这将进一步保障所有人都平等享受

法律的利益和保护。 

20. 如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肯尼亚将致力于有效执行其在人权理事会中的任

务。 

21. 肯尼亚政府一如既往地坚定承诺保护和促进世界人权，并将感激所有会员国

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