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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13(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 

其他选举：选举十四个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6年 5月 31 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此回顾，突尼斯已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举行的选举中参选人权理事

会 2017-2019 年任期成员。 

 随信附上突尼斯政府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做出的自

愿许诺和承诺(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113(d)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哈立德·希阿里(签名) 

  

 
 

 
*
 A/71/50。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undocs.org/ch/A/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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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5月 31 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法文] 

  突尼斯竞选人权理事会 2017-2019年任期成员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做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突尼斯已经宣布它愿意成为人权理事会 2017 年至 2019 年任期的成员国。其

候选资格得到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于 2016 年 1 月表示的支持，和

阿拉伯国家联盟外交部长理事会于 2014 年 9 月表示的支持。 

 根据 2011 年革命以后作出的这一决定，突尼斯重申其坚定致力于《世界人

权宣言》和有关公约和议定书所载人权价值观。 

 自为争取第二共和国目前箴言提出的自由和尊严而发动革命以来，突尼斯承

诺根据公约和国际文书的规定，在普遍、全面和相互关联各个方面，尊重、促进

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2014 年 1 月 27 日通过的新《宪法》和随后举行的民主、自由和透明的议会

选举和总统选举对突尼斯而言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正式坚定了关于民主

和政治多元化的承诺。 

 一. 渐进和不可逆转的处理人权问题立场 

 突尼斯处理人权的立场体现在其新《宪法》中并融汇在其革命原则中。这一

立场的基础是法治原则、深化参与性民主和加强人权。 

 突尼斯加入了几乎所有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大多数任择议定书，并且自 2011

年以来一直在整顿其人权立法，以使其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这一承诺不仅表明

了这些权利在国家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也表现出突尼斯极为重视实现这些权

利的有效保障。 

 在新宪法中庄重规定了在其公认意义上是普遍和不可分割的各种价值观和

人权，这反映出一种加强人权和基本自由系统，并保证其充分和有效享受所需适

当条件的积极主动方法。此外，根据“宪法”保障这些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已将

其提升到超宪法的地位，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整个突尼斯 2014 年《宪法》第二章专门论述了各项权利和自由，诸如平等、

意见、言论、思想、良心、信仰和信息的自由、生命权、尊严和人身健全、禁止

酷刑、酷刑罪法定时效的不适用、获取信息权、罢工权、结社自由权利、建立政

党权、集会权和参与和平示威的权利。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权，诸如健康、社会保

护、工作、教育和文化的权利，而新宪法还突出体现了环境权利。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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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政策导向的背后是为保护和促进人权而建立新的国家机制和机构的意

愿，如国家防止酷刑机构、人权宪法法院和机构，其框架是在与包括民间社会在

内各利益攸关方的一系列地方和国家级磋商之后，根据“巴黎原则”而打造的。 

 在坚定政治意愿的基础上，这种做法使得突尼斯在人权领域取得切实进展，

这其中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突尼斯赢得联合国机

构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二. 与国际人权机构进行合作的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之后于 2011 年通过的第一份法律文书进一步推动突

尼斯加入了国际人权文书，如《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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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定书》。 

 突尼斯还于 2011 年 10 月采取重要步骤，撤回了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的所有保留。 

 突尼斯还致力于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开展积极合作，包括一些突尼斯专家通过

选举进入条约机构：人权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和防范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 

 这一合作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突尼斯开设一个拥有广泛

任务授权的国家办事处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

的代表办事处得到加强，诸如阿拉伯人权研究所、无国界记者国际协会、无国界

医生组织、欧洲-地中海人权网络、世界反对酷刑组织、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社。 

 此外，为了支持和响应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互动原则，突尼斯根据已批准的

以下各项公约提交了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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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次国家报告由禁止酷刑委员会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和 22 日在日内瓦举

行审议。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2014 年 9 月)：突尼斯的初次报

告由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于2016年3月7日和8日在日内瓦举行审议。

在这方面，突尼斯已根据《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采取措施，承认一

旦完成宪法程序，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理申诉。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15 年 1 月提交的报告)：委员会

计划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和 23 日审议第三次国家报告。 

 同样，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的一

个代表团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访问了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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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5 月 22 日，突尼斯提交了第二份普遍定期审议报告，概述了自 2008

年以来的人权状况。在 2014 年 9 月向人权理事会自愿提交了中期报告。突尼斯

计划于 2017 年提交第三次报告。 

 作为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合作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根据突尼斯

当局在 2011 年 2 月向所有任务负责人发出的长期邀请，在 2011-2015 年期间对突

尼斯作了十几次访问。国家的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

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在策划对突尼斯的再次访问。 

 除了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机制正在开展的合作，突尼斯已履行其承诺，针对

紧急呼吁、指控和来文作出回复和必要澄清。 

 这一富有成果的合作使突尼斯得以进一步使其宪法和立法框架符合国际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现有原则。在这方面，2016 年 2 月就关于防范性拘留的“刑事诉

讼法典”部分提出一项修正案，确保将在每一被告出庭时，和在警察拘禁时都有

律师在场，拘禁时间已从 3 天减到 48 小时，目前只能(在刑事案件中)延长一次。 

 突尼斯已设立下列新机构以确保人权得到保护和国际人权承诺得以遵守： 

 与宪政机构关系及民间社会和人权部，除其他外，负责确定建立宪法第

六章所提到独立的宪法机构，如人权机构、可持续发展和子孙后代权利

机构、视听传播机构和促进善政和反腐败措施机构。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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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择议定书第 17 条所设的国家预防酷刑机构。 

 真理和尊严机构，是作为调查 1955 年以来侵犯人权行为的过渡时期司

法框架的一部分设立的，负责起诉被指控的罪犯和对受害者的赔偿及其

康复。 

 人权问题协调、编制和提交报告和建议后续行动全国委员会(条约机构、

普遍定期审议、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区域机制等)。 

 三. 对人权理事会的承诺 

 突尼斯作为人权理事会创始成员(曾于 2006 年至 2007 年出任成员)完全支持

理事会的原则和理想，并保证一旦入选该机构，将： 

 推动实现理事会所确定的目标和根据第 60/251 号决议提出的任务。 

 与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和非成员保持公开对话和建设性合作，同时努力促

进不同伙伴的共识，以促进人权事业。 

 推动各项努力和行动，以促进人权并实现整个人类的福祉和进步，这是

突尼斯的一贯外交政策。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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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所属集团内加强普遍、全面和相互依存的人类价值观。 

 特别注意最脆弱的群体民众的基本权利。 

 支持将普遍定期审议作为旨在促进尊重全世界人权的一个机制。 

 继续促进理事会的规范性工作，特别是通过加入各类主要提案国，包括

提出关于民间社会空间(与爱尔兰)、互联网言论自由(与瑞典)和对记者

的保护(与奥地利)的决议草案。 

 此外，继续其传统共同提出关于人权维护者的决议草案；报复；参加和

平示威的权利；酷刑；商业和人权；发展权；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种族

主义；非洲人后裔的权利。 

 通过在理事会的定期发言，并通过各种之友小组和其他非正式团体，继

续支持理事会的特别程序、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国际刑事法院和加强突尼斯在纽约共同主持其进程的条约机构。 

 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密切合作，并积极支持其工作。 

 此外，突尼斯赞同人权的普遍认识并认为人类进步是其最高目标，重申需

要根据有关国际文书开展合作，采取一种旨在打击普遍存在的暴力极端主义和

恐怖主义现象的共同国际愿景，其中一个原因是世界若干地区的人权状况日益

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