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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1.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玻利维亚”或“国家”或“玻利维亚国”)履行对普遍

定期审议机制所作承诺，落实第二次报告提交后所接受的各项建议，提交了关于

2014-2018 年和 2019 年上半年的第三次报告。 

 二. 编写方法和流程 

2. 本报告的编写，是在负责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报告编写、提交和答辩的机构间

协调机构框架内进行的，由司法和机构透明部的负责人牵头，有关公共机构给予

了合作，1 然后提交司法和机构透明部审查，并由社会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传

阅。2 

 三. 在国际组织的定位 

  批准的人权文书(建议 113.1、113.2、113.3、113.43、114.1) 

3. 国家批准了《美洲保护老年人人权公约》、4《美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

的议定书》、5《国际儿童拐骗事件的民事问题海牙公约》、6《圣萨尔瓦多议定

书》、7《取缔教育歧视公约》8 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关于侵略罪的坎帕

拉修正案》。9 

  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合作(建议 114.2、114.3、114.4) 

4. 玻利维亚积极参与这些机制的活动，协同宣传这些机制的任务。2018 年至

2019 年第一季度，玻利维亚向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向移民工人

问题委员会提交第三次报告，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第三次报告，向公民和政治

权利中心提交第四次报告，向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提交第三、第四和第

五次报告，向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六次报告，向儿童权利

委员会提交第五次和第六次报告。同样，编写了提交至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

第七次报告，以及提交至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合并报告。同

样，玻利维亚还提交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执行情况二十五年审查进度报

告。 

5. 2017 年，在人权高专办向玻利维亚国转交来文框架内，玻利维亚与人权高

专办南美区域办事处开展了协调行动，举行了三次会议，商定了对玻利维亚的技

术支持计划。在 2014 至 2018 年期间，玻利维亚向国际劳工组织提交了年度报

告，还向《圣萨尔瓦多议定书》第一和第二权利小组提交了报告，10 并编写了

《美洲青年人权公约》报告。2019 年 5 月 6 日至 15 日期间，联合国外债问题独

立专家访问了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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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人权指标(建议 113.8、113.9、114.6 和承诺 2) 

6. 玻利维亚在制定和实施以性别为导向的人权指标方面继续开展工作，目前订

有关于适足食物、教育、健康、工作、住房、妇女享有无暴力生活等权利的结构

性指标、过程指标和成果指标，制定了有关三项新权利的指标：水和卫生，免遭

贩运和偷运以及诉诸司法和公正审判。11 这些指标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总规

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五. 负责国家报告编写、提交和答辩的机构间协调机制 (建议

113.6、承诺 4) 

7. 2015 年，由司法和机构透明部、外交部和国家总检察长办公室组成的机构

间协调机制负责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报告的编写、提交和答辩，12 以履行第二轮

普遍定期审议答辩期间的自愿承诺。 

8. 玻利维亚人权建议后续行动、监测和统计多民族系统13 与人权指标相关

联，使人权建议系统化，并作为查找和跟进这些建议的工具，可供公共机构和民

间社会查询。 

 六. 千年发展目标(建议 114.5) 

9. 自 2017 年以来，千年发展目标机构间委员会一直作为技术机构运作，跟进

和监测《2016-202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成果。14 

 七. 人权综合发展多部门计划(建议 113.7) 

10. 玻利维亚已经开始制定人权综合发展多部门计划，该计划今后将成为国家综

合规划系统15 和《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人权领域的公共管理工具。 

 八. 2025 年爱国议程(建议 113.10、承诺 1) 

11. 2025 年二百年爱国议程，16 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载有玻利维

亚作为有尊严和独立主权国家的 13 个支柱，《2016-202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即以此为导向。在该框架内，玻利维亚正在执行与人权指标直接相关的《综

合发展部门计划》、《综合发展领土计划》和《体制战略计划》。 

 九.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A. 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建议 113.5、114.42 和

114.4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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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设立了禁止酷刑局17，作为玻利维亚国家预防机制。该机构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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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的公共机构，由国家财政部为其运作提供经费，其执行总干事由国家总统任

命。 

13. 禁止酷刑局受理投诉，审理可能遭受酷刑的案件，为公务员和民间社会开展

培训，对拘留所进行突然查问，并向国家当局提出建议。 

 B. 透明度和反腐败斗争(建议 114.44、114.45) 

14. 《透明度与反腐败机构法》已生效，18 国家反腐败委员会技术秘书处已设

立，19《2017-2022 年国家打击腐败计划》获得了通过。 

15. 该计划通过以下途径实施：透明度、预防和反腐败信息系统；由社会组织

230 名代表参与批准的《参与和社会控制方法手册》、由 60 个自治市政府参与

批准的《透明度和反腐败政策/计划制定和实施简编》、机构网页“信息获取”

情况评估和监测技术手册；20 公共问责方法手册；21 市级公共采购流程指南；22 

以及社会控制方法手册。23 此外，《青年透明网络教育计划》也已得到执行。 

16. 玻利维亚举办了讨论这些问题的年度活动：全国社会控制会议、透明和反腐

败股多民族会议、有 76 个全国性青年志愿者网络参加的青年透明网络会议以及

公务员道德日活动。 

17.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一共有 130 项关于腐败罪的刑事判决，反腐败斗争

中收回的资产为 40,709,807.00 美元。 

 C. 诉诸法律 

  司法独立和司法部门的正常运作(建议 114.57、114.60、114.61、114.62、

114.63、114.64) 

18. 《国家宪法》确立了国家机构的独立和分离原则，以避免权力的集中和过度

使用，24 为此，设立了司法部门的预算自主权和司法职业系统，男女法官和委

员通过竞争和能力考试当选。司法委员会批准了《司法职业条例》25 司法职业

入选子系统手册――竞争和能力考试模式，26 其条款符合任人唯贤、透明、公开

招聘、平等和不歧视的标准。 

19. 玻利维亚推动了两个选举进程27 通过民众投票选举司法部门和多民族宪法

法院的高级官员，28 遵循的模式为，在普选之前，由多民族立法议会三分之二

多数选举产生候选人名单。该进程由多民族选举机构管理。 

  为改善诉诸司法而采取的措施 (建议 113.20、113.21、113.22、113.24、

114.57、114.58、114.63、114.65 和 114.128) 

20. 自 2012 年以来，已经建立了 143 个法庭和法院，随之而产生了 1,740 个岗

位(司法人员、调解员和司法援助)，投资额为 98,376,361.95 玻利维亚诺。2018

年，在省法院结构内成立了 22 个宪法法庭，29 每个法庭由两名隶属于多民族宪

法法院的专门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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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6 年 6 月，在广泛的社会参与下，举行了“为了更好的生活全国多元司

法正义峰会”，以建立新的多元司法制度，消除司法拖延，保障及时和正义司

法。成立峰会结论后续行动委员会，30 负责实施司法部门改革战略，旨在通过

战略轴心启动司法系统的转变：制定新的监管框架，司法系统的人才管理和执行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管理模式建设。 

22. 司法部门执行的国家方案：《2014-2018 年行使权利和诉诸司法方案》、

《2013-2017 年法庭调解方案》、《2016-2017 年司法机关刑事案件的现代化与

管理方案》、《农业环境管辖权巡回司法方案》、《预防和打击腐败的社会化方

案》、国家透明信息系统以及提供信息和接受投诉的免费热线方案。 

23. 国家法官学院和国家检察官学院以持续和专业的方式开展针对这两个机构的

公务员的教育和提高认识进程。 

24. 《2013-2025 年多元司法部门计划》根据司法峰会的结果进行了调整，批准

了新的《2016-2020 年司法和透明度整体发展部门计划》。31 

25. 经过多民族立法议会公开招聘和甄选，在《国家总检察长的甄选和任命条

例》的框架内，该条例规定了与业绩、经历和品德相关的标准，2018 年 10 月，

任命了新的国家总检察长。 

  辩护权，减少调查工作的延误，预防性羁押(建议 113.23、113.24、113.25、

114.56、114.59、114.63、114.66、114.69) 

26. 《刑事诉讼制度疏通与效力法》32 实施加快处理刑事案件的流程，以减少

司法延误。司法部门实施了《国家刑事系统疏通计划》。 

27. 《简化刑事诉讼程序和加强全面打击对女童、男童和妇女的暴力行为法》33 

建立机制以加快处理刑事案件，避免程序性延误，明确预防性羁押特殊性质，避

免其滥用，以及其他创新，包括建立过程管理办公室，建立为管辖范围内的活动

提供技术支助的行政机构，以优化司法管理，促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加强口

述，保证诉讼程序的速度，刑事诉讼的透明度，并使刑事司法运作的信息标准

化。 

28. 上述法律将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生效，所有相关机构正在制定关于法律有效

实施的技术和预算计划，司法峰会结论跟踪委员会将负责评估和跟踪其执行情

况。为了该法律的有效实施，将建立过程、法官、新增人员和培训管理办公室。 

 D. 记忆和真相(建议 114.70 和 113.26) 

29. 设立真相委员会34 是为了查清 1964 年至 1982 年独裁时期的谋杀、强迫失

踪、酷刑、任意拘留和性暴力。强迫失踪问题机构间工作战略包含三个方面：对

强迫失踪事实的调查、失踪人员的位置和遗体的识别。 

30. 国家总检察长办公室优先调查 1964 年至 1982 年违宪政权期间涉及侵犯人权

的罪行。35 2018 年，真相委员会与国家总检察长办公室签署了一项机构间合作

协议，并为法医研究所法医人类学实验室制定了实施和改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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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反对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歧视 (建议 114.31、114.32、114.33、

114.34、114.35、114.36、114.37、114.38、114.39、114.126、114.40、

114.67 和 114.85) 

31. 反对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全面运作，36 与其他机构协调，实施

并评估 2012-2015 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反对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歧视的政策，在

此评估的基础上，参与建立了《2016-2020 年打击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歧视的多

部门计划》。37 

32. 在此期间，针对各种人群开展了培训和宣传活动，包括司法和执法系统公务

员，也组成了学生青年旅。 

33. 制定了《受理、处置和惩处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歧视案件议定书》。面对可

能的针对妇女，土著人民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暴力和歧

视犯罪，省检察官必须行使职权并优先处理这类案件。38 在行政部门的机构

中，组成了反对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歧视小组，在玻利维亚警察体制内，建立了

国家非殖民化和制度主义管理局。 

34. 2015 年至 2024 年被宣布为非洲裔玻利维亚人十年，39《2016-2024 非洲裔玻

利维亚人十年实施计划》已纳入文化和旅游部的部门计划。玻利维亚在联合国推

动并通过决议40，即将 2019 年定为国际土著语言年。 

 F. 言论、通信和信息自由的权利(建议 114.71、114.72、114.73 和 114.74) 

35. 《国家政治宪法》保障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通信和信

息自由，也建立了良心条款。41 国家根据人权的有效性，促进建立有效监管框

架，以确保新闻行业从业安全，通过“让你的权利活起来”战略，促进政府信息

的全面传播，保障从事新闻工作的自由，在不同的集体利益事件中传播并为自由

竞争和媒体访问创造空间。 

 十.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公共投资和社会投资(建议 114.12) 

36. 自 2006 年以来，玻利维亚实施了生产性社区社会经济模式，这导致在社会

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反映为社会公共支出的增加和经济持续增长。 

37. 2018 年执行的国家投资42 增至 60.57 亿美元，在 2014-2018 年期间，公共投

资从 45.07 亿玻利维亚诺增加到 48.56 亿玻利维亚诺。2010 年，在社会部门的投

资达 3,301,904 玻利维亚诺，而 2018 年则增至 8,767,062 玻利维亚诺。 

  为减少贫困而采取的措施(建议 113.12、114.13、114.14、114.15、

114.16、114.17、114.18、114.82、114.113 和承诺 3) 

38. 玻利维亚在 2006-2017 年期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

增长率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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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06 年，该国 37.7%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相当于 360 万人，到 2018 年，

极端贫困人口减少到 15.2%，相当于 170 万人左右。43 据估计，超过 160 万人克

服了这种情况。 

40. 2006 年至 2018 年间，玻利维亚的贫困率从 59.9%下降到 34.6%；2006 年，

贫困人口为 580 万，到 2018 年，这一数值减少到 390 万。 

41. 制定了公共政策，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强调负责任的薪资政策，以支持

传统上被排斥的部门，永久性地提高劳动人口的工资。实施消除极端贫困生活计

划，该计划在其战略中提出了包容性，特别是土著人民、妇女和青年的参与，而

国家就业计划和政策旨在防止构成基本口粮篮的价格持续上涨。 

42. 通过国家社会方案综合登记平台和社会经济特征卡，可以执行以人口为重点

的方案。此外，计划推进家庭农业社会方案的登记，以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

政策。 

  社会政策 (建议 114.7、114.8、114.10、114.11、114.12、114.16、

114.82、114.113) 

43. 生产性社区社会经济模式的基础之一是财富的再分配。在此期间，社会政策

的目的是将经济盈余重新分配给最弱势的人口，以消除极端贫困，为此，将更多

的经济资源分配给教育、保健、社会保障和住房等领域。 

44. 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包括有条件的现金补贴 (Juancito Pinto 补贴、44  Juana 

Azurduy 补贴45 )、零营养不良计划46 以及尊严收入，47 识字和扫盲后计划，弱

势群体的免费医疗保健和家庭护理，不同护理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卫生设备，住房

供应计划，饮用水供应，国家最低工资的持续增长和反比例的工资增长政策，这

些都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 

45. 2018 年，社会部门的投资增长了 7.1%。在全国范围内，基尼指数衡量的收

入不平等程度从 2014 年的 0.49 降至 2018 年的 0.44(p)。下表显示了 2014-2018

年期间受益于社会补贴48 的人数。 

Juana Azurduy 补贴、Juancito Pinto 补贴和尊严收入受益人数：2014-2018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p) 

Juana Azurduy 补贴 234 377 186 044 228 802 230 644 221 996 

Juancito Pinto 补贴 2 132 393 2 152 969 2 156 464 2 171 532 2 221 635 

尊严收入 919 364 954 938 989 070 1 021 455 1 039 242 

  数据来源：根据卫生部、教育部和养老金和保险管理局的数据制作。 

  (p)：初步。 

  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建议 113.11) 

46. 《家庭和家庭程序法典》49 是规范家庭权利、家庭关系以及其成员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书。《儿童和青少年法》50 及其实施条例51 承认并

保障家庭权利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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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保证将人权归还给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家庭程序简化法》，52 压缩了收

养时间和程序，并将使至少 8,369 名生活在该国 190 个收容所的女童和男童受

益。 

 A. 受教育权 

  受教育机会(建议 113.45、114.24、114.25、114.26、114.86) 

48. 2010 年至 2018 年期间，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从 10,768,344,165 玻利维亚诺

增加到 23,881,159,701 玻利维亚诺。根据父母的决定，只有 11.44%的学生在私立

教育单位注册。在 2018 学年，学前、小学和中学注册的 2,886,777(p)名学生中，

48.7%为女生，51.3%为男生，稳步克服了妇女在及时接受教育方面的历史性劣

势。辍学率从 2010 年的 3.42%下降到 2018 年的 2.54%。 

49. 自 2014 年以来，已经实施了边境学校计划、53 河岸学校计划、54 解放者学

校计划，55 并针对那些在偏远地区难以就学而没有机会继续学习的学生，实施

了社区中等教育多级模块计划。56 自 2017 年起，设立了综合教学支持中心－医

院教室。57 已经建立了 516 个社区远程教育中心。58 

50. 2014 至 2018 年期间，为该部门创立了 15,000 个岗位，2006 至 2018 年期

间，岗位增幅为 1,030%。2018 年，教育系统拥有 143,607 名男女教师和 16,078

个教育单位，其中市区 4,541 个，农村地区 11,537 个。 

51. 2014-2018 年期间，每年平均向 200 万学生发放 Juancito Pinto 补贴59；仅在

2018 年，就有 2,221,368 名中小学生受益，在全国范围内达到 14,776 个财政和协

议教育单位。同样，每年向优秀高中生发放补贴，包括向该国所有教育单位的两

名最佳学生(女性和男性)颁发 1,000 玻利维亚诺的奖金，2014 年至 2018 年期

间，共有 45,745 名学生获得奖金。 

  教育政策－人权教育(建议 113.45、114.23、114.26、114.27、114.9) 

52. 人权被视为玻利维亚教育的基础、目的和部分目标。60 教育课程中的人权

办法是通过美好生活愿景的整体观点来实现的。教育社会政策通过主题轴线予以

阐明，即人权、全面性别教育、预防暴力和公民安全。61 

53. 玻利维亚巩固了规范和体制结构，以促进平等和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暴

力。62 

  读写能力(建议 114.22、114.28、114.132) 

54. 国家扫盲后计划“我可以继续”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扫盲，第二部分

为扫盲后，针对 15 岁以上的人群，以不同的语言和在该国所有城市进行教学。 

55. 2011 年至 2018 年期间，第一部分使 214,640 人受益，将文盲率降至 2.4%，

这一参数使我们能够继续考虑实现无文盲国家的目标。在第二部分，2011 年至

2017 年，在扫盲后计划框架下，从小学六年级毕业的人数达到 159,1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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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健康权 

  健康政策(建议 114.19、114.20、114.30、114.82、114.86、114.87、114.113) 

56. 2006 年至 2016 年，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卫生投资从 5.1%增加到 7.8%，主

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设备和对弱势群体的照护。截至 2018 年，该部门共有 5,580

个项目，全国共有 3,925 个医疗机构。 

57. 根据在不受排斥的情况下获得保健服务63 和获得全民健康保险的宪法规

定，64 第 1152 号法律65 修订了《提供综合保健服务法》，66 以扩大短期社会保

障未涵盖的受益人口，向其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并促进将传统医学纳入护理模式

的健康系统。 

58. 通过 2012 年建立的 SAFCI-MI SALUD 计划，自 2008 年起生效的跨文化社

区家庭健康政策，着重促进和预防，并且不忽视恢复健康，同时尊重传统医学，

该政策在全国 312 个城市实施，通过整体和跨文化视角加强医疗保健，共有

18,642,844 人受到关注(50.4%的咨询和 49.6%的家庭访问)，已经进行了 2,701,725

次家庭随访，建立了超过 100 万份家庭档案，527 名专家接受了全面和跨文化的

培训。此外，还启用了 445 个城市地区的一级保健设施，如社区医院，583 个保

健站因为医生的入驻成为医疗中心。 

59. Juana Azurduy 补贴的目标是继续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以及 2 岁以下女

童和男童的慢性营养不良水平，在 2014-2018 年期间使 1,101,863 名孕妇和儿童

受益。这个补贴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早孕的可能性以及孕妇获取信息方面，全面

卫生管理访问的次数有所增加。 

60. 2016 年，进行了人口与健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5 岁以下女童和男童的死

亡率为每 1,000 名活产中 29 人，2008 年这一数字达到 63 人，5 岁以下儿童的慢

性营养不良率从 2008 年的 27.1%降至 2016 年的 16%，2 岁以下的女童和男童的

这一比例从 2008 年的 20.3%下降到 2016 年的 15.2%。 

61. 为了改善孕产妇健康并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普惠产前生命补助金67 使 2015

年至 2018 年(p)间没有短期社会保险的孕妇从怀孕第 5 个月起开始受益，325,986

名妇女获得了这项福利。 

62. 2017 年，玻利维亚纳入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免费管理。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第 8082 号最高法令获得通过，将拨发 2,100 万玻利维亚诺，用于癌症患者

治疗一年。 

 C. 适足食物权 

63. 《2016-202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构建实现美好生活的知识架构，

成为食物主权的支柱之一，其中还纳入了食品和营养政策68 的各项指导方针，

而该政策是由国家食品和营养委员会下属各部委执行的多项食品安全计划组成

的。实施《2016-2020 年多部门零营养不良计划》，深化 2007 年开展的行动，以

及生命过程食品和营养多部门计划，旨在巩固和加强《2016-2020 年多部门零营

养不良计划》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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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食物主权与多元经济框架下的学校供养法》69 通过从当地供应商处购买

食品来促进社区社会经济。《促进健康饮食法》70 规定了促进健康饮食习惯的

指导方针和机制。 

65. 正在实施《2016-2018 年美好生活综合发展农牧业和农村部门计划》，以提

高全国弱势群体的粮食供应、获取和使用水平。作为在农牧业和生产领域收集决

策信息和制定公共政策的机制，设有多民族农业早期预警系统71 和农业环境与

生产观察站。72 

66. 2006 年至 2018 年期间，已有 7,670 万公顷的土地进行了整治和所有权划

归，发放了 1,080,640 个土地所有权，承认农民人口和社区、土著和原住民、跨

文化社区、非洲裔玻利维亚人民社区、中等规模的生产部门、企业家和国家机构

的所有权。 

 D. 工作权(建议 113.12、114.24、114.82 和 114.87) 

67. 工资增长率维持在通货膨胀率和国家最低工资的持续增长率之上。2006 年

至 2018 年间，平均增长率为 12.7%。 

68. 2005 年至 2017 年间，失业率从 8.1%下降至 4.5%，是该区域最低的失业率

之一。73 通过估算所有经济和私人活动的公共投资所产生的就业机会，预计

2018 年将创造 223,287 个新的就业机会。 

69. 2016 年至 2017 年，31,295 起关于工人遭到无理解雇的投诉被受理，涉及社

会福利的支付和复职。在同一时期，已经进行了 3,732 次劳动监察，旨在核查劳

动法规是否得到遵守。 

  我的第一个体面工作计划 

70.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该计划使 1,367 名年轻人受益，使他们能够提高技

能，改善他们在劳动市场的就业条件，找到体面的就业机会，且超过 70%完成实

习阶段的年轻人在同一家公司获得工作。参与其中的大多数是年龄超过 19 岁的

年轻妇女。 

  就业支持计划 

71.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该计划使 17,716 人受益，其中 54%为女性。 

 E. 住房权 

72. 住房政策作为减少住房赤字的工具，旨在通过社区共存方法巩固住房解决方

案。以此为重点，实施了各种方案，包括《减少住房赤字多年计划》(2016-2020

年)以及新的住房和家庭改善、翻修和扩建方案，并且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家庭。 

73. 国家住房局是负责提供住房和住区解决方案的机构，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

间，建造、改进、扩建和/或翻修了 95,990 套住房解决方案，其中约 23%针对老

年人、残疾人和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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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为此，社会住房贷款获得批准，国家住房局对房地产成本按比例给予补贴，

该比例将根据申请家庭的社会评估和脆弱状况确定，根据这种方式，在 2014 年

至 2018 年之间发放 4,592 份贷款，使 18,781 人受益。根据《金融服务法》，74 

65,507 个家庭从社会住房贷款中获益。 

75. 2014 年 4 月 2 日的第 1955 号最高法令促进了受影响该国若干地区的恶劣天

气事件影响而处于风险中的家庭的重新安置。 

  获得服务 

76. 截至 2018 年，有 939,747 个家庭连接了燃气，290 万个家庭用上了电，覆盖

率达到 93%。居民数不低于 50 人的住区中，75%可以使用电话，46%可以使用

互联网。 

 F. 水权(建议 113.13) 

77.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实施了《我的水计划》第 3 版、第 4 版和第 5 版，

以及《我的灌溉计划》。94%的城市人口和 67%的农村人口可以获得经过改善的

水源，60%的玻利维亚人口拥有净水服务。 

 G. 健康环境权(建议 114.29、114.125) 

78. 根据《地球母亲框架法》和“美好生活综合发展”，75 在美好生活气候变

化政策和多民族计划的框架内，采用横向和跨部门的方法，地球母亲多民族管理

局负责制定和执行与气候变化过程和动态有关的政策、计划和项目。 

79. 玻利维亚已经开始利用风能、水能、太阳能和地热等天然能源落实清洁能源

项目。2014-2018 年期间，生命系统战略环境评估在该国的不同地区开展，以人

类和地球母亲的权利互补为基础进行明确的规划和管理。同样在此期间，环境传

播计划对关于环境教育的国家行动进行指导。 

 十一. 弱势人口权(建议 114.7) 

 A. 移民人权(建议 113.27、114.41 和 114.78) 

80. 2016 年76 和 2018 年77，以特别的方式授予玻利维亚非常规领土的外国人移

民正规化。2017 年，批准了《监狱外国人国家登记计划》78 和《职业培训高等

教育外国学生移民正规划计划》。79 

81. 自 2017 年起生效的安第斯电子移民卡减少了机场和移民检查站的等候时

间，使国内外用户受益。一般个人身份识别服务通过 5 个办事处加强了海外唯一

身份识别登记处，2019 年进行的监狱普查允许收集关于被剥夺自由的移民的具

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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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难民的人权 

82. 国家难民委员会制定了《社会融合计划》，在该计划框架下，2015 年开展

了第一次全国难民人口普查，并为玻利维亚的难民人口启动了入籍程序；80 在

这种方式下，有 9 人获得了玻利维亚国籍。 

83.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团结和保险前沿计划开展了针对涉及该主题的公务

员的培训和宣传活动。 

 C. 打击贩运和偷运人口(建议 113.27、114.48、114.49、114.50、114.51、

114.52、114.53、114.54 和 114.55) 

84. 根据《打击贩运和偷运人口综合法》81 及其条例，82 以全面的视角执行

《2016-2020 年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人口综合发展多部门计划》的打击贩运和偷

运人口多民族理事会正在运作，83 正在实施的有《2018-2020 年贩运和偷运人口

受害者重返劳动方案》、《遣返贩运和偷运玻利维亚国籍海外人员议定书》、84

《及早发现贩运和偷运人口及保护机制的移民行动指南》，85 以及《贩运和偷

运人口罪行调查手册》。86 同样，促进与秘鲁、87 阿根廷88 和巴拉圭89 签署双

边协定，以保护贩运和偷运人口及相关犯罪的受害者。 

85. 执行针对不同人口的综合预防战略，重点是城市、农村和边境地区的女童、

男童、青少年、母亲、父亲和教师。2018 年 9 月，在打击贩运和偷运人口多民

族理事会、九个省理事会代表、民间社会组织和八个联合国机构的参与下，召开

了“全国打击贩运和偷运人口大会”，会上分析了该主题的进展和未决挑战。 

86. 通过综合控制站加强了移民控制，开展预防性边境管制行动，以及针对边防

警察和移民总局人员开展长期培训程序。 

87. 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部在国家一级开展全面的流动检查，以查明可能存在

的、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人口案件。 

 D. 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权 

88. 《2013-2018 年多部门战略计划》旨在降低艾滋病相关疾病导致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保障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获取普惠的性保健和治疗。 

89. 国家 ITS/HIV/AIDS-HV 计划对土著、原住民、农民和非洲裔玻利维亚人的

艾滋病病例流行情况进行了研究。 

 E. 具有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的人权 

90. 颁布了《性别认同法》，90 规定了 2016 年至 2018 年间改变姓名以及跨性

别和变性人性别和形象数据的程序，246 人办理并完成了此手续。 

91. 一般个人身份识别服务批准了《性别认同条例》，91 规定了为跨性别和变

性人发放身份证的程序，在该框架内，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共发放了 242 张

身份证。关于改变自己的姓名、性别和形象数据的内部规定在教育部关于跨性别

和变性人的官方文件中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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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第 3978 号最高法令92 获得批准，消除了将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排除在献血者

之外的情况。拉巴斯市自治政府批准了第 311 号市政自治法，93 该法促进旨在

充分行使人权、不歧视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的市政公共政策。 

93. 国家法官学院在其人权培训课程中纳入了具有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的

权利。 

 F. 妇女人权(建议 114.46、114.80、114.82、114.83、114.84、114.85、

114.86 和 114.113) 

94. 《2016-2020 年促进去父权化和妇女美好生活权利的多部门计划》94 获得批

准，其中包括经济、生产和劳动领域；教育、健康、基于性别的暴力、公民身份

和政治参与以及体制强化。《2016-2020 年美好生活综合发展部门计划》正在执

行中。95 

95. 在 2014 年大选结果中，50.7%的众议院议员是妇女，44.4%的参议院议员是

妇女。在 2019 年，妇女占据了 53.8%的议席，47.2%是参议院议席。96 就 2015

年的地方选举而言，省级议员中 45.1%的议员是妇女，市一级 50.7%是妇女议

员。 

96. 向妇女发放了 1,011,249 份土地所有权，占总发放量的 46%。已将性别观点

纳入了所有权的冲突和土地所有权中。 

  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建议 113.29、114.79、114.81、114.83、114.88、

114.89 、 114.90 、 114.91 、 114.94 、 114.95 、 114.96 、 114.97 、 114.98 、

114.99、114.100、114.101、114.102、114.103、114.104、114.105、114.106、

114.107、114.108 和 114.109) 

97. 《保障妇女免于暴力生活综合法》(第 348 号法律)97 为落实法律，确立了妇

女资源分配准则。98 第 2610 号国家最高法令99 提供自治领土实体分配给公民安

全的总资源，至少 5%将用于基础设施、设备、技术和通过警察加强打击暴力特

种部队。 

98. 为实施妇女体面生活综合公共政策，成立了由七个部委100 组成的机构间委

员会。101 

99. 成立了打击针对妇女暴力行为特别内阁，成立了妇女和去男权化多民族服务

处，102 负责监督和评估有利于妇女权利有效行使，并促进消除一切针对妇女的

暴力和歧视形式，为实现履行去父权化的公共政策。2019 年 7 月 15 日，上述内

阁批准了“十诫”，宣布打击针对妇女、女童和青少年的杀戮和暴力行为是国家

的优先事项。 

100. 预防、关注、制裁和消除性别暴力多民族综合系统已经启动，作为玻利维

亚反对性别暴力行动模式制定的机制，已经有为执行第 348 号法律所制定的文

书。103 自治领土实体为保护遭受过暴力的妇女、女童和男童受害者提供临时住

房和住所，并配备训练有素的专业多学科工作人员。 

101. 2016 年至 2018 年，分配给打击暴力特种部队的人员数量增加，从 801 人

增加到 969 人，有 92 个服务办公室和 10 个分散服务处。第 3834 号最高法令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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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Adela Zamudio”即时警报和登记系统，并促进了打击暴力特种部队公

务员的专业化和永久性。 

102. 打击暴力特种部队制定关于预防针对妇女和家庭暴力的计划、方案和项

目，并实施风险评估表，应向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的护理建议书和信息表、安全

计划、建议邮箱和投诉处理和案件跟进的地理参考计算机系统，以及适用于在这

些情况下进行综合处置的几种文书。 

103. 2016 年，开展了“针对妇女暴力行为普遍性和特征调查”，105 衡量该现

象发生的演变情况，并为预防、消除和惩罚针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公共政策的设计

和评估提供统计信息。最后制定了《防止性别暴力战略》，并设有预防通信工具

箱。 

104. 预防、关注、制裁和消除性别暴力多民族综合系统106 与国家法官学院、

国家检察官学院、警察大学和打击暴力特种部队共同设立了基于性别暴力课程。

此外，还开发了针对公务员的在线和面对面课程、研讨会和工作坊。 

105. 国家公共安全观察站集中处理与不安全和暴力有关的信息，以制定公共政

策提供统计数据。通过不同语言的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开展宣传活动。在开发署

的支持下创建了网络平台：www.348mujereslibresdeviolencia.com。 

  受害者在第 348 号法律框架内诉诸司法(建议 114.68、114.83、114.92、

114.93、114.110 和 114.111) 

106. 受害者援助多民族服务在诉讼伊始和刑事程序期间，向资源有限的人提供

法律、社会和心理援助，直到执行判决，以促进伤害恢复并从根本上避免再次受

害。 

107. 第 3463 号最高法令107 保证在管辖和非管辖区域内，为儿童的最大利益着

想，为暴力犯罪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受害者提供技术性、免费和专业的援助。第

3834 号最高法令与所有负责关注暴力受害者的机构协调，在综合警察局108 和省

局中建立了综合受理模式。 

108. 检察部设有国家优先关怀受害者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处理每个案件、协

议、手册和指南的具体调查准则，并在该国的 9 个省设有办事处。处于暴力状态

中的妇女在工作时间表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参加诉讼程序并了解其诉讼程序

的状态。109 

109. 最高法院批准了《性别视角审判议定书》，司法部门的机构性别平等政策

已经生效，力求引入性别和人权办法。自第 348 号法律生效之日起，在各省法院

设立了 31 个针对妇女暴力的法院和法庭。 

  第 0206/2014 号多民族宪法判决(建议 113.31、114.76 和 114.112) 

110. 2 月 5 日第 0206/2014 号多民族宪法判决，取消了获得合法堕胎的司法授

权要求，当怀孕源于强奸、诱奸、乱伦、绑架或怀孕威胁到孕妇的生命或健康

时，必须提交投诉副本，以便卫生服务机构(公共或私人)合法终止妊娠。 

111. 在该框架内，卫生部制定了提供卫生服务的技术规程，规定在合法和安全

终止妊娠期间提供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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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关于治疗性堕胎，玻利维亚的卫生系统制定了关于卫生人员在妇科和产科

中使用米索前列醇的临床标准和协议。最近的立法项目考虑了这个问题。 

  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建议 113.30、114.21、114.77、114.111) 

113. 在此期间，性与生殖健康和关于性的综合主题被纳入教育课程；开展宣传

和培训，以促进在行使性行为中发挥共同作用，以及开设针对保健服务提供者、

司法操作者和教师的培训课程。 

114. 负责执行《2009-2015 年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国家战略计划》的机构将其行

动纳入其年度业务时间表。颁布了 2018 年 5 月 28 日第 1069 号法律，其中扩大

了性和生殖健康服务。正在编制《2018-2020 年国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计划》，

卫生部发布了技术规范性文件，以保证实现这些权利。 

115. 由于提供了五种避孕方法和对卫生人员避孕技术的培训，自 2008 年以

来，避孕措施的使用增加了 10%。 

116. 2018 年被宣布为孕产妇和围产期母亲死亡率监测年，同年 700,899 名孕妇

受益于全剂量铁剂。另一方面，根据协议，在该国的九个省份捐赠和分发了

80,060 种产科药物，包括硫酸镁、葡萄糖酸钙、催产素和米索前列醇。 

117. 通过扩大免疫规划，提供免费和包容性获取渠道，在 2017 年至 2018 年期

间分别为 10 至 12 岁的女童接种两剂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疫苗，覆盖 608,736 名女

童。 

 G. 土著民族和人民、原住农民和非洲裔玻利维亚人的人权 

  土著和原住农民司法(建议 114.127) 

118. 自 2017 年以来，在平等司法多元化的框架内，制定了《法官跨文化行为

议定书》，该议定书为行动提供了指导，以便与土著和原住农民司法当局建立适

当的关系。司法多元化的培训是与土著与原住农民当局协调开展的，针对上述人

群以及司法执业者。 

119. 2018 年 8 月 9 日和 10 日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土著和原住农民司法峰会，这

是一个多元化的审议领域，汇集了司法系统和民间社会的主要行动者，其结果集

中体现在用于制定有关该主题的公共政策的 5 个支柱110 上。 

120. 多民族宪法法院制定了关于土著和原住农民司法111 正当程序权的宪法判

例，确定针对后者的制裁或决定必须尊重土著民族和人民以及原住农民使用的适

当程序。 

  协商权(建议 113.46、114.131) 

121. 《国家政治宪法》保障土著民族和人民、原住农民和非洲裔玻利维亚人的

协商权。112 同样，它被认为是直接和参与性民主的宪法机制。113 在碳氢化合物

领域，《碳氢化合物法》确立了事先、自由和知情协商机制。114 在采矿领域，

《采矿和冶金法》115 规定并保障协商权，并确定采矿行政管辖机构负责进行事

先协商。116 同样，2015 年，采矿和冶金部批准了《采矿权授予和取消条例》，117 

该条例规定了事先协商的义务，并规定了执行协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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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多民族选举机构必须通过民主强化跨文化服务处，与所涉及的组织和机构

相互协调，对事先的协商进程进行观察和跟进，118 为此，颁布了《事先协商程

序中的观察和跟进条例》。119 

123. 能源部一直在土著人民人权框架内协调编制《电力部门事先协商条例》。 

  土著民族和人民、原住农民和非洲裔玻利维亚人的受教育权(建议 114.129、

114.130、114.132) 

124. 教育部以参与方式制定了 21 个与多民族教育系统基础课程相协调的区域

化课程，其中 11 个正在建设中。多民族语言和文化研究所通过 33 个语言和文化

研究所，由土著民族和人民、原住农民和非洲裔玻利维亚人开展语言和文化研

究。 

125. 为了拯救和发展土著民族和人民、原住农民和非洲裔玻利维亚人的智慧、

知识和语言，29 个字母表被系统化并出版，并记录了 26 个土著人民的智慧和知

识。设立了 Tacana、Tsimane、Mosetén 和 Movima 土著人民教师的研究和培训

中心。 

126. 教师培训学校采用土著民族和人民、原住农民和非洲裔玻利维亚人高中毕

业生直接入学的“B”模式，鼓励去大学和技术和科技学院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社会组织为缺少经济条件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奖学金，例如：玻利维亚土著人民联

合会、120 玻利维亚农民工唯一工会联合会、121 玻利维亚跨文化和原住社区工会

联合会、122 Ayllus 和 Markas del Qullasuyu 全国委员会、123 玻利维亚全国土著

农民妇女联合会“Bartolina Sisa”、124 玻利维亚工人中心125 以及国家非洲裔玻

利维亚人理事会。126 

127. 国家扫盲后计划具有包容性，土著人民以母语工作，与其上级组织和语言

和文化研究所协调，为此，有一些材料是用 aymara、quechua、guaraní、mojeño 

ignaciano、yuracaré和 tsimané语言开发的。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共有 6,202

人参加了母语扫盲课程。 

 H. 女童、男童和青少年的人权 

  公共政策(建议 113.33、113.34、114.80) 

128. 随着《儿童和青少年法》的颁布，国家保障女童、男童和青少年的整体发

展权充分有效的行使，在原则的框架内实施女童、男童和青少年的综合多民族体

系127：兴趣为主、绝对优先、平等和不歧视、性别平等、参与、文化多样性、综

合发展、共同责任、家庭角色、权利的渐进行使以及专业性。 

129. 2017 年 4 月 7 日，女童、男童和青少年五年权利大会128 批准的《全面发

展多部门计划――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多民族计划》正在实施，其综合评估于

2018 年执行。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委员会是由学生组织和女童、男童和青少年

组织的代表组成的所有领土层面的社会参与实例，至少有 50%的女童和青少年妇

女参与。建立女童、男童和青少年信息系统129 是为了登记和集中关于儿童和青

少年权利的专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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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在没有暴力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建议 113.29、113.32、

113.35、 113.38、 113.40、 113.43、 114.79、 114.97、 114.100、 114.102、

114.118、114.123) 

130. 为履行《儿童和青少年法》的要求，130 实施了打击针对女童、男童和青

少年性暴力的综合方案。正在实施适用于所有形式的侵犯女童、男童和青少年性

完整行为的《预防、处置和制裁议定书》，以及打击针对女童、男童和青少年性

暴力的关键路线。自 2015 年以来，通过机构间方法，《打击性暴力综合方案》131 

采取预防、处理和保护方法，保障女童、男童和青少年的性完整权的行使。截至

2017 年 12 月，全国 339 个现有城市设立了 393 个儿童和青少年监察员办公室。132 

131. 2018 年 1 月 18 日的第 3463 号最高法令，在为男童和女童的最高利益着想

的框架下，为暴力犯罪的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受害者提供技术上的、免费和专业

的援助。司法和机构透明部、检察官学院和国家法官学院以这一主题制定培训和

专业化课程。 

132. 推广了“我为儿童＃YoPorLaNiñez”133 运动，目的是提高社会和家庭的

认识，提高人们对打破暴力循环，建立温和待人文化的认识。 

133. 在教育领域，适用《预防和处置教育单位身体、心理和性暴力案件投诉议

定书》，其中规定了预防和处置这些投诉的方针、准则和程序，并且建立了关于

身体、心理和性骚扰的统计数据库。 

  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建议 113.35、113.36、113.37、113.39、113.41、

113.42、113.44、114.115、114.116、114.117、114.119、114.120、114.121、

114.122) 

134. 《儿童和青少年法》禁止性质和条件危险、不健康或威胁儿童和青少年尊

严的劳动和工作活动，以及危及其在教育系统中稳定性的工作，为此目的建立一

份清单，列出了 21 个被禁止的工作。134 颁布了第 1139 号法律135，废除了就业

的特殊年龄。 

135. 2008 年童工调查确定了 80 万名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工作的女童、男童和青

少年，根据 2016 年女童、男童和青少年调查，这一数字下降到 393,000 人，这

表明童工减少了超过 50%。136 

136. 在女童、男童和青少年问题部门和跨部门协调委员会的框架内，137 成立

了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劳动或工作活动部门和跨部门协调副委员会，计划为 14

岁以下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制定在工作活动中的预防和社会保障计划。 

137. 《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工人关怀计划》的执行旨在消除上学延后，保证完

成中学教育和颁发高等教育奖学金。专门从事童工工作的检查员定期进行全面检

查，以查明难以到达的地方的强迫劳动和童工现象，通常是在采矿、栗子和农业

领域。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全国各地进行了 1,639 次检查。 

  童年时期女童和男童的教育(建议 113.45、114.124) 

138. 获得学校教育(4 岁和 5 岁)的覆盖率从 2006 年的 39.94%增加到 2016 年的

73%。2006 年，在城市地区，这一级别有 904 个教育单位，2018 年这一数字达



A/HRC/WG.6/34/BOL/1 

18 GE.19-13723 

1,132 个；在农村地区有 776 个教育单位，到 2018 年，增加到 2,480 个，这表明

最大的努力集中在农村地区，以减少教育机会中的社会不平等差距。 

139. 截至 2014 年，在生产性社区教育模式的框架内，制定了《新的社区家庭

初始教育水平学习计划》，可以增强文化认同、语言和社会－社区价值。 

  居住在监狱中陪伴母亲或父亲的女童和男童(建议 113.15、113.16、113.17、

113.18、113.19、114.114) 

140. 《儿童和青少年法》和《刑事执法和监督法》138 允许女童和男童在监狱

中与母亲一起生活长达 6 年，到 2014 年，609 名 0 至 6 岁的女童和男童生活在

这种情况下，在 2018 年这个数字减少到 248 人，且男子监狱中没有女童和男

童。 

141. 《综合教学支持中心计划》针对被剥夺自由的母亲和父亲的女儿和儿子，

使他们接受心理、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139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他们接待

了 2,567 名女童和男童。 

  被剥夺自由的青少年和青年(建议 113.15) 

142. 在具有恢复性方法的青少年刑事司法领域，《儿童和青少年法》建立了一

个特殊的专门刑事制度，140 已制定促进其应用的文书，即《刑事责任青少年关

注议定书》及干预途径以及指导中心和重返社会中心运作的一般准则，在全国各

地设立了青少年刑事司法省级委员会，并为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机构的公务员开

展了培训。 

143. 这些措施降低了执行预防性羁押令的比率(2015 年为 97%，2018 年为

39%)，增加了自由措施的应用(2013 年为 9%，2018 年为 44%)，此外，增加了处

理青少年违法案件的司法公务员人数(从 2013 年的 75 人增加到 2016 年的 310

人)。 

 I. 青年人权(建议 114.75) 

144. 2014 年 9 月 18 日的第 2114 号最高法令，规定了《青年法》141 赋予多民

族青年系统功能。执行《2016-2020 年青年一体化发展多部门计划》，多民族青

年理事会是年轻人参与、审议和多民族代表的机构。 

145. 2015 年，批准了《2015-2020 年预防青少年怀孕多民族计划》，该计划为

9 个省的年轻人提供了参与空间。 

146. 针对年轻人的工作安置计划为公司提供了激励，以便雇用经或未经学术培

训以及有/或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直到 2017 年，有 8,000 名青年注册。种子

资本基金面向希望利用生产发展银行资金开创自己事业的年轻人。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国家住房局向需要为家庭负责的年轻人提供了 13,390 套住房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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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被剥夺自由者的人权(建议 113.14、113.15、113.16、113.17、113.18、

113.25、114.47) 

147. 2012 年至 2018 年期间，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向被剥夺自由者颁布了 8 次

大赦最高法令142 和部分赦免或全部赦免令。因此受益的被剥夺自由的人数为

6,563 人，其中 1,578 人为女性，4,985 人为男性。 

148. 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包括 5 个方面：健康、教育、职业治疗、体育和文

化。“我的健康”计划的医务人员在全国监狱中实施国家护理计划。143 因此，

医疗保健覆盖率从 2015 年的 26,065 人上升至 2016 年的 38,035 人，2017 年为

57,766 人，2018 年为 69,395 人。 

149. 在教育领域，制定了具备替代教育方案的监禁环境下的教育课程指导方

针，并在该国所有城市监狱中进行教育干预。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有 631 名

高中毕业生毕业，15 名被剥夺自由者获得“杰出毕业生”奖金，替代教育中，

分别有 12,641 名和 1,186 名参加了扫盲和扫盲后计划。 

150. 正在制定一项有利于被剥夺自由者的工作方案和一项使被剥夺自由者重新

融入社会的具体计划。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登记有 23,688 名被剥夺自由者在

监狱内开发了不同的项目。 

151. 2019 年，在司法峰会的结论和 12 个机构144 的参与下，进行了监狱普查，145

以了解被剥夺自由者的经济、社会和法律程序情况，并制定全面的监狱政策。 

152. 如果出现导致任何监狱内人员死亡的暴力案件，监狱警卫人员应启用预先

设立的应急程序，并必须通知检察机关在客观性原则框架内开展调查。146《刑事

执法和监督法》147 规定了纪律制裁，但不影响刑事责任。玻利维亚警方组织了

关于预防警方拘留人员死亡的培训课程。 

 K. 老年人的人权 

153. 批准了148《美洲保护老年人人权公约》，相关机构对其执行情况采取后续

行动。《2016-2020 年老年人综合发展多部门计划》是一个将各个层面集中在一

起解决具体问题的不可或缺的综合文书，承担着为其权利创建和扩大保障和保护

机制的挑战。正在执行《健康老龄化国家战略计划》，老年团结养老金，149 改

善了工作生活中收入低的工人的退休金，2017 年增加到 1,000 玻利维亚诺。老年

人营养补充剂“Carmelo”已发放。150 

154. 通过替代教育中心，已为全国 3,619 名老年人提供了技术和人文领域教

育。2014-2018 年期间，老年人知识奥运会得到了发展，其中有 3,291 名老年人

在与人口的代际对话中分享了他们的智慧、知识和生活经历。2014 年和 2018

年，89,279 名老年人从扫盲和扫盲后计划毕业，仅在 2018 年，9,802 人受益于城

市和农村地区的住房解决方案。 

 L. 残疾人人权(建议 114.124) 

155. 正在实施《残疾人诉诸司法计划》和《履行遵守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最后意

见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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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自治市政府设立了严重和非常严重残疾人的月度补助金。151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残疾人免费健康保险向全国残疾人提供 1,043,539 份福利(综合医疗

保健)。 

157. 包容性教育是多民族教育体系结构的一部分。高等教师培训学校包括特殊

教育专业，特殊教育学校的数量从 2013 年的 98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179 个，教

学和行政人员的数量从 2013 年的 1,539 名增加到 2018 年的 1,943 名。社会－社

区家庭教育计划针对的是严重和非常严重残疾的人，他们无法前往教育机构就

读，到 2018 年，434 人参加了该计划。 

158. 保证为残疾人提供银行信贷，为此，金融机构通过消除免费获得信贷的所

有限制性方面来调整信贷政策。残疾人可以获得体面住房的特殊方案和项目，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为这一人口建造和/或改善了 3,620 所房屋。 

159. 根据这些公共部门的规定，颁布了《残疾人融入劳动和经济援助法》152 

及其《条例》153，正在执行与其实施相关的残疾人劳动融入政策，根据该政策，

公共部门(占其工作人员的 4%)和私营部门(占其工作人员的 2%)，有义务安排残

疾人，其母亲或父亲、配偶、负责一名或多名 18 岁以下残疾人或严重或非常严

重残疾的人的监护人参与劳动。 

 

注 

 1 Se recopiló y procesó información de 53 instancias estatales pertenecientes a los 4 Órganos del 

Estado. 

 2 Fueron realizados 4 talleres (La Paz, Santa Cruz, Cochabamba y Tarija) con la participación de 424 

personas. 

 3 Recogida como 103.4 en el Informe del Grupo de Trabajo (A7HRC/28/7). 

 4 Ley Nº 872 de 21 de diciembre de 2016. 

 5 Ley Nº 1011 de 26 de diciembre de 2017. 

 6 Ley Nº 778 de 21 de enero de 2016. 

 7 Protocolo Adicional a la Convención Americana sobre derechos humanos en materia de Derechos 

Económicos, Sociales y Culturales ratificado mediante Ley 3293 de 12 de diciembre de 2005. 

 8 Ley Nº 212 de 28 de noviembre de 1962. Depósito del instrumento de ratificación ante la UNESCO 

fue el 17 de agosto de 2017. 

 9 Ley N° 1164 de 11 de abril de 2019. 

 10 Presentados ante el Grupo de Trabajo del Protocolo de San Salvador de la OEA. 

 11 http://ddhh.ine.gob.bo/ddhh2016/onu/. 

 12 Convenio de Cooperación Interinstitucional de 1 de diciembre de 2015. 

 13 http://www.siplusbolivia.gob.bo 

 14 Resolución Multiministerial Nº 001 de 30 de octubre de 2017. 

 15 Ley Nº 777 de 21 de enero de 2016. 

 16 Ley Nº 650 de 19 de enero de 2015. 

 17 Ley Nº 474 de 30 de diciembre de 2013. 

 18 Ley Nº 974 de 4 de septiembre de 2017. 

 19 Resolución Nº 01/2017 de 11 de septiembre de 2017. 

 20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 156/2018 de 7 de diciembre. 

 21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 116/2018 de 1 de septiembre. 

 22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 011/2019 de 11 de febrero. 

 23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 54/2019 de 24 de mayo. 

 24 Artículo Nº 12 de l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25 Acuerdo No 72/2018 de 15 de agosto del 2018. 

 26 Acuerdo No 73/2018 de 15 de agosto de 2018. 

 27 El primero el 16 de octubre de 2011 y el segundo el 3 de diciembre d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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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Magistrados del Tribunal Supremo de Justicia, Tribunal Agroambiental y miembros del Consejo de la 

Magistratura. 

 29 Ley Nº 1104 de 27 de septiembre de 2018. 

 30 Ley Nº 898 de 26 de enero de 2017. La Comisión está integrada por las máximas autoridades del 

Órgano Judicial, Órgano Legislativo, el Órgano Ejecutivo, Ministerio Público (MP), PGE y un 

representante del Sistema de la Universidad Boliviana. 

 31 Cuenta con los ejes estratégicos: Justicia y Derechos Fundamentales, Justicia Indígena Originario 

Campesina, Igualdad y Equidad de Oportunidades e Inclusión Social, Defensa de Derechos de 

Usuarios/as y Consumidores/as, Transparencia Institucional y Lucha contra la Corrupción, 

Articulación para la Reforma de la Justicia, Servicios de Acceso a la Justicia y Fortalecimiento 

Institucional. 

 32 Ley Nº 586 de 30 de octubre de 2014. 

 33 Ley N° 1173de 3 de mayo de 2019. 

 34 Ley N° 879 de 23 de diciembre de 2016. 

 35 Instructivo FGE/RJGP Nº 141/2017. 

 36 Cuyas actividades se encuentran reflejadas en la página web: www.noracismo.gob.bo 

 37 Aprobado mediante Resolución CN-Nº 001/2016 de 7 de diciembre de 2016, emitido por el Comité 

Nacional contra el Racismo y toda forma de Discriminación. 

 38 Instructivo FGE/FACM Nº 43/2018 de 16 de marzo de 2018. 

 39 Ley N° 848 de 27 de octubre de 2016. 

 40 A/RES/71/178. 

 41 CPE, Artículo 106. 

 42 Comprende la inversión pública realizada por las entidades del sector público y por las empresas con 

participación del Estado. 

 43 En el marco de los Objetivos de Desarrollo del Milenio, Bolivia cumplió de manera anticipada la 

meta relacionada con la reducción de la pobreza extrema (de una meta planteada de 24,1% en 2015; 

en el país la pobreza extrema se redujo a 21,0% en 2011). Con el objetivo de seguir reduciendo este 

indicador, el gobierno nacional elaboró la “Agenda Patriótica 2025” donde se estableció una meta 

más exigente que es la erradicación total de la extrema pobreza (0% de pobreza extrema). 

 44 Incentiva la matriculación, permanencia y culminación del año escolar. 

 45 Incentiva el uso de los servicios de salud para reducir los niveles de mortalidad materna e infantil y la 

desnutrición crónica. 

 46 Mejora la alimentación y el cuidado integral de los niños menores de cinco años y mujeres 

embarazadas. 

 47 Protege a la población adulta mayor garantizando un nivel mínimo de ingreso, Subsidio Universal 

Prenatal por la Vida. 

 48 Bono Juana Azurduy, Bono Juancito Pinto, Renta Dignidad. 

 49 Ley Nº 603 de 19 de noviembre de 2014. 

 50 Ley Nº 548 de 17 de julio de 2014. 

 51 DS Nº 2377 de 27 de mayo de 2015. 

 52 Ley Nº 1168 de 12 de abril de 2019. 

 53 Atiende de manera prioritaria a estudiantes en las unidades educativas que se encuentran en las 

fronteras del país, beneficiando de manera especial a los pueblos indígenas ubicados en estas zonas. 

 54 Con el objetivo de atender de manera particular a las unidades educativas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que se encuentran en las riberas de los ríos y lagos, mismas que en un 90% responden a los pueblos 

indígenas de tierras bajas. 

 55 Se ubican en zonas de explotación y riesgo de esclavitud con el objetivo de garantizar el derecho a la 

educación. 

 56 Con calendario bimestralizado y por campo de conocimiento, con docentes itinerantes. 

 57 En los nueve departamentos, para garantizar la permanencia de las niñas, niños y adolescentes 

hospitalizados en los Establecimientos de Salud públicos de Segundo y/o Tercer Nivel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incluye adecuación de espacios físicos, dotación de equipamiento, equipamiento 

pedagógico y didáctico-recreativo, nuevos ítems para maestros/as y profesionales especialistas y 

estrategia de seguimiento para la implementación de un modelo pedagógico y de gestión adecu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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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Son espacios de aprendizaje y encuentro para el acceso a las Tecnologías de Información y 

Comunicación, un espacio en el que los estudiantes, profesores y toda la comunidad tienen la 

posibilidad de usar computadoras, internet y tecnologías que proveen con información y apoyan el 

desarrollo de la comunidad. 

 59 Implementado desde 2006 para incentivar la permanencia escolar. 

 60 Ley Nº 070 de 20 de diciembre de 2010, Artículos 3.12, 4.6, 5.19. 

 61 Ibíd. Artículo 10.5. 

 62 Está vigente la siguiente normativa: 

- DS Nº 0813 de 9 de marzo de 2011, establece como una de las funciones de las Direcciones 

Departamentales de Educación la generación de mecanismos para la prevención de actos de 

discriminación, violencia y acosos sexual, racismo y corrupción. 

- DS Nº 1302 de 1 de agosto de 2012, que establece mecanismos que coadyuven a la erradicación de 

la violencia, maltrato y abuso en el ámbito educativo. 

-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º 485/2016 que aprueba el Reglamento interno para el procedimiento del 

trámite para el cambio de nombre propio, datos del sexo e imagen de personas transexuales y 

transgénero en los documentos oficiales otorgados por 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º 2412/2017 que aprueba el Protocolo de Prevención y Atención de la 

Violencia Física, Psicológica y Sexual en las Unidades Educativas. 

 63 CPE, Artículo 18. 

 64 Ibíd. Artículo 36. 

 65 Ley Nº 1152 de 20 de febrero de 2019. 

 66 Ley Nº 475 de 30 de diciembre de 2013. 

 67 Establecido por el DS Nº 2480 de 6 de agosto de 2015. 

 68 Aprobada mediante el DS N° 2167 de 29 de octubre de 2014. 

 69 Ley Nº 622 de 29 de diciembre de 2014. 

 70 Ley Nº 775 de 8 de enero de 2016. 

 71 Sitio web: http://www.sat.agro.bo/ 

 72 Sitio web: http://observatorioagro.org.bo/. 

 73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y Finanzas Públicas, Memoria de la Economía Boliviana, pág. 201. 

 74 Ley N° 393 de 21 de agosto del 2013. 

 75 Ley Nº 300 de 15 de octubre de 2012. 

 76 A través del DS Nº 2965 de 1 de noviembre de 2016. 

 77 DS 3676 de 3 de octubre de 2018. 

 78 Resolución Administrativa DIGEMIG Nº 286/2017 de 07 de septiembre de 2017. 

 79 Resolución Administrativa DIGEMIG Nº 302/2017 de 18 de septiembre de 2017. 

 80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º 050/16 de 09 de marzo de 2016, Ministerio de Gobierno. 

 81 Ley Nº 263 de 31 de julio de 2012. 

 82 DS Nº 1486 de 6 de febrero de 2013. 

 83 Cuenta con 5 dimensiones: Prevención, Atención y Protección, Persecución y Sanción Penal, 

Coordinación Internacional y Coordinación Nacional. 

 84 Aprobado el 24 de abril de 2015, mediante Resolución de Consejo CPCTTP 001/2015. 

 85 Aprobado el 25 de febrero de 2016. 

 86 Aprobado mediante Resolución Nº 194/18, de 30 de noviembre del 2018. 

 87 Acuerdo Bilateral con Perú firmado el 26.06.2015 y ratificado mediante Ley Nº 765 de 11 de 

diciembre de 2015. 

 88 Acuerdo Bilateral con Argentina firmado y ratificado mediante Ley Nº 791 de 28 de marzo de 2016. 

 89 Acuerdo Bilateral entre el 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 y la República Paraguay para fortalecer la 

lucha contra la Trata de Personas y Delitos Conexos" suscrito en oportunidad del “Encuentro 

Presidencial y I Reunión de Gabinete Ministerial Binacional Bolivia-Paraguay” celebrado en la 

ciudad de La Paz, el 12 de junio de 2019. 

 90 Ley Nº 807 de 21 de mayo de 2016. 

 91 Resolución Administrativa SEGIP/DGE-477/2016 de 29 de julio de 2016, SEGIP. 

 92 DS N° 3978 de 10 de julio de 2019, que modifica el DS N° 24547 Reglamento a la Ley de Medicina 

Transfusional y Bancos de Sangre. 

 93 Ley Autonómica Municipal Nº 311 de 28 de junio de 2018. 

 94 Aprobado por el Consejo Sectorial e Intersectorial “Por una Vida Libre de Violencia”, mediante 

Resolución CSIPVLV-Nº 001/2017 en fecha 27 de julio del 2017. 

 95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º 0908 de 09 de septiembre de 2016, Ministerio de Sal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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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Datos del Observatorio de Paridad Democrática del Tribunal Supremo Electoral, instancia que hace 

seguimiento permanente a la participación política de las mujeres en el país. 

 97 Ley Nº 348 de 9 de marzo de 2013. 

 98 Ley Nº 348, Disposición Transitoria Primera. 

 99 DS Nº 2610 de 25 de noviembre de 2015, modifica y complementa el DS N° 2145 de 14 de octubre 

de 2014. 

 100 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Transparencia Institucional, Educación, Salud, Comunicación, Gobierno, 

Culturas y Turismo y Trabajo, Empleo y Previsión social, con el mandato de implementar una 

Política Pública Integral para una Vida Digna de las Mujeres Bolivianas. La Comisión está presidida 

por la Máxima Autoridad Ejecutiva de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Transparencia Institucional que a 

través del Viceministerio de Igualdad de Oportunidades ha llevado adelante el proceso de elaboración 

de la Política Pública Integral, como referente para la implementación de Acciones Integrales, que 

permitan maximizar resultados y generar condiciones y oportunidades para el ejercicio pleno del 

derecho de las mujeres a una vida libre de violencia. 

 101 DS Nº 3106 de 08 de marzo de 2017. 

 102 A partir de las propuestas planteadas en la Agenda de Despatriarcalización, mandato social realizado 

por diversas organizaciones sociales, sociedad civil y mujeres de todo el país, en procesos 

departamentales ampliamente participativos y en el Encuentro Nacional de 11 de octubre de 2018, 

mediante DS Nº 3774 de 16 de enero de 2019, se conforma el Gabinete Especial de Lucha contra la 

Violencia Hacia la Mujer y la Niñez y se crea el Servicio Plurinacional de la Mujer y de la 

Despatriarcalización “Ana María Romero”. 

 103 Construcción del Modelo para la Unidad de Atención Integral e Inmediata UAII, Modelo Boliviano 

de Actuación frente a la Violencia en Razón de Género, Guía para la Declaratoria de Alerta, Guía 

para la gestión de las Casas de Acogida Guía para el funcionamiento de los SLIM Ś (Servicios 

Legales Integrales Municipales), Estrategia de inversión pública y movilización de recursos privados 

para la inversión en violencia en razón de género (VRG), Especialización en violencia en razón de 

género (VRG) para jueces, juezas, fiscales y policías), Sistema de información para el Registro Único 

de Violencia en razón de género (RUV), entre otros. 

 104 DS Nº 3834 de 13 de marzo de 2019. 

 105 Es la primera encuesta de estas características en Bolivia, desde la creación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los diferentes Censos realizados de manera científica desde 1992. 

 106 Sistema Integral Plurinacional de Prevención, Atención, Sanción y Erradicación de la Violencia en 

Razón de Género; dependiente del Viceministerio de Igualdad de Oportunidades de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Transparencia Institucional. 

 107 DS Nº 3463 de 18 de enero de 2018. 

 108 Las Estaciones Policiales Integrales son infraestructuras en las que funcionan el Ministerio Público, 

los Juzgados Contravencionales y los Servicios Policiales de Seguridad Ciudadana, estos últimos 

encargados de la ejecución del Plan Nacional de Seguridad Ciudadana y los planes, programas y 

proyectos departamentales, municipales e indígena originario campesinos de seguridad ciudadana. 

 109 DS Nº 2145 de 14 de octubre de 2014, Artículo 16. 

 110 Pilar 1: Ley de Deslinde Jurisdiccional, Pilar 2: Educación, Pilar 3: Fortalecimiento de la JIOC, Pilar 

4: Coordinación y Cooperación, Pilar 5: Respeto a los Derechos Humanos. 

 111 SCP 1624/2012-S2 de 1 de octubre, SCP 2076/2013 de 18 de noviembre, SCP 0323/2014 de 9 de 

febrero, SCP 444/2016-S1 de 25 de abril. 

 112 CPE, Artículos 30.15 y 352. 

 113 Ibíd. Artículo 11.II y Ley Nº 026 Artículo 39. 

 114 Ley Nº 3058 de 17 de mayo de 2005. A través de los Decretos Supremos Nº 29033 de 16 de febrero 

de 2007, 29124 de 21 de mayo de 2008, 29574 de 9 de mayo de 2007 y 2298 de 18 de marzo de 2015, 

se establecen las disposiciones y procedimientos para el proceso de consulta y participación a los 

pueblos indígenas, originarios y comunidades campesinas, cuando se pretenda desarrollar actividades 

hidrocarburíferas en sus tierras comunitarias de origen, propiedades comunarias y tierras de 

ocupación y acceso. 

 115 Ley Nº 535 de 28 de mayo de 2014, Artículos 19, 207 a 209. 

 116 Ibíd. Artículo 40 inc. j). 

 117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º 23/2015 de 30 de enero de 2015. 

 118 Ley Nº 018, Artículo 6.2 y Ley Nº 026 Artículo 40. 

 119 Aprobado mediante Resolución de Sala Plena Nº 118, de 26 de octubre d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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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onfederación de Pueblos Indígenas de Bolivia. 

 121 Confederación Sindical Única de Trabajadores Campesinos de Bolivia. 

 122 Confederación Sindical de Comunidades Interculturales y Originarias de Bolivia. 

 123 Consejo Nacional de Ayllus y Markas del Qullasuyu. 

 124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Mujeres Campesinas Indígenas Originarias de Bolivia “Bartolina Sisa”. 

 125 Central Obrera Boliviana. 

 126 Consejo Nacional Afroboliviano. 

 127 Está compuesto por el Sistema Plurinacional de Protección Integral de la Niña, Niño y Adolescente, y 

el Sistema Penal para Adolescentes; es el conjunto articulado de órganos, instancias, instituciones, 

organizaciones, entidades y servicios que tienen como objetivo primordial garantizar el pleno goce de 

los derechos de las niñas, niños y adolescentes. 

 128 Donde participaron los Comités de Niñas, Niños y Adolescentes de los nueve departamentos, 

representaciones del Órgano Ejecutivo, de los Gobiernos Departamentales, Gobiernos Municipales y 

de la sociedad Civil, en cumplimiento a lo establecido en la Ley Nº 548. 

 129 Creado mediante Resolución de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Transparencia Institucional Nº 071/2016 de 

3 de mayo. 

 130 Ley Nº 548, artículo 179.b. 

 131 Participan: 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Transparencia Institucional, Ministerio de Gobierno, Ministerio de 

Salud, Tribunal Supremo de Justicia y Fiscalía General del Estado. 

 132 Esta diferencia se debe a que algunos municipios con amplia extensión territorial, densidad 

demográfica, demandas y necesidades particulares, instauraron más de una DNA en sus municipios 

para brindar mayor protección a NNA. 

 133 En el marco de esa campaña, e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Transparencia Institucional promovió una 

alianza estratégica para desarrollar acciones vinculadas a la Responsabilidad Social Empresarial 

Estatal por la Niñez Boliviana, conformada por seis empresas e instituciones estatales (Agencia 

Nacional de Hidrocarburos, Empresa Pública Nacional Estratégica Boliviana de Aviación, Empresa 

Nacional de Telecomunicaciones S.A., Empresa Estatal de Transporte por Cable “Mi Teleférico”, 

Servicios de Aeropuertos de Bolivia y Yacimientos Petrolíferos Fiscales Bolivianos). 

 134 Ley Nº 548, Artículo 136. 

 135 Ley Nº 1139 de 20 de diciembre de 2018, promulgada conforme la Sentencia Constitucional 

Plurinacional Nº 025/2017 de 21 de julio. 

 136 https://www.ine.gob.bo/index.php/prensa/notas-de-prensa/item/3155-el-trabajo-infantil-de-las-ninas-

ninos-y-adolescentes-se-reduce. 

 137 Espacio de decisiones de coordinación y articulación del diseño, implementación y monitoreo de 

políticas, planes, estrategias, programas, proyectos y normativa para NNA. Lo integran las 

autoridades de los tres niveles estatales y su funcionamiento está sujeto al Reglamento aprobado con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º 063/2015 de 1 de abril de 2015. 

 138 Ley Nº 2298 de 20 de diciembre de 2001. 

 139 El Programa de los Centros de Apoyo Integral Pedagógico atiende bajo 3 modalidades: Centros 

Penitenciarios de Mujeres, Asistencia Discontinua a hijas e hijos de madres y padres privados de 

libertad que ingresan de visita y Seguimiento Escolar. 

 140 Determina la responsabilidad penal atenuada para adolescentes de 14 a 18 años y un procedimiento 

especial y especializado para su juzgamiento, asimismo, incorpora la justicia restaurativa y un sistema 

sancionatorio integrado por medidas socioeducativas. 

 141 Ley Nº 342 de 5 de febrero de 2013. 

 142 Decretos Supremos N° 1445 de 19 de diciembre de 2012, N° 1723 de 18 de septiembre de 2013, N° 

2131 1 de octubre de 2014, N° 2437 de 7 de julio de 2015, N° 3030 de 24 de diciembre de 2016, N° 

3519 de 3 de abril de 2018, N° 3529 de 11 de abril de 2018 y N° 3756 de 24 de diciembre de 2018. 

 143 Programa Nacional de Zoonosis y Enfermedades Transmitidas por Vectores, Programa Nacional de 

Prevención y Control de Dengue, Programa Nacional de Control de Tuberculosis, Programa 

Ampliado de lnmunización, Programa Nacional de ITS/VIH/SIDA, Programa Nacional de 

Enfermedades Crónicas no Transmisibles, Programa Nacional de Cólera ETAS/VETAS. 

 144 Ministerios de Justicia y de Gobierno, Fiscalía General del Estado, Tribunal Supremo de Justicia, 

Tribunal Supremo Electoral,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s, Defensoría del Pueblo, Dirección 

General de Régimen Penitenciario, Agencia de Gobierno Electrónico y Tecnologías de Información y 

Comunicación, Servicio General de Identificación Personal, Servicio para la Prevención de la 

Tortura. y 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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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os objetivos del Censo Carcelario son: a) Relevar y analizar la situación jurídico-procesal de la 

totalidad de las personas privadas de libertad. b) Contar con información actualizada a nivel nacional 

sobre el número de personas privadas de libertad con detención preventiva y con sentencia. c) 

Identificar el número de causas que se pueden aplicar salidas alternativas y la aplicación de medidas 

sustitutivas. d) Establecer el número de sentenciados que se encuentren con cumplimiento de plazo de 

sentencia. e) Promover la cesación de la detención preventiva. f) Posibilitar las salidas alternativas 

que correspondan y coadyuvar con la obtención de las mismas. 

 146 Art. 5.3 Ley N° 260 de 11 de julio de 2012. 

 147 Ley Nº 2298 de 20 de diciembre de 2001. 

 148 A través de la Ley Nº 872 de 21 de diciembre de 2016. 

 149 Establecida por la Ley de Pensiones, N° 065 de 10 de diciembre de 2010. 

 150 La Resolución Ministerial N° 1028, incorpora el Complemento Nutricional para el adulto mayor 

Carmelo en la prestación a la Ley N° 475, DS Nº 1984 de 30 abril de 2014. 

 151 Ley N° 977 de 26 de septiembre de 2017 Artículo 1.b. 

 152 Ley Nº 977 de 26 de septiembre de 2017. 

 153 DS Nº 3437 de 20 de diciembre de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