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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第三十五届会议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31 日 

  利益攸关方就基里巴斯提交材料的概述*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一. 背景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和第 16/21 号决议编写，同时考虑到普遍定

期审议的周期。报告概述 16 个利益攸关方1 为普遍定期审议提交的材料。因受

字数限制，报告采用提要的方式。报告单列一章，收录经认证完全符合《巴黎原

则》的国家人权机构提供的材料。 

 二. 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材料 

 A. 国际义务的范围2 以及与国际人权机制和机构的合作3 

2. 联署材料 4 建议基里巴斯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4 

3. 全球禁止杀戮中心(CGNK)建议基里巴斯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ICCPR)及其旨在废除死刑的第二项任择议定书(ICCPR-OP2)，5 以及《保护

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ICPPED)。6 

4. CGNK 还建议基里巴斯批准《防止灭绝种族罪公约》。7 

5.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建议基里巴斯作为国际紧急事项批准《联合国禁止核武

器条约》。8 

  

 * 本文件在送交联合国翻译部门前未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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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国家人权框架9 

6. 联署材料 2 注意到，2013 年基里巴斯《宪法》修正案使妇女青年体育和社

会事务部得以成立，妇女发展司设在该部内。联署材料 2 还注意到，妇女发展司

的任务是协调和将性别问题纳入所有政府发展部门的主流。10 在这方面，联署

材料 2 建议政府在所有职能部委内设立性别问题协调官员，并确保他们在性别问

题上有能力为部门计划、战略、政策和预算提供技术投入和咨询。11 

7. 联署材料 2 还建议政府考虑在妇女发展司内增加较长期的技术职位，并将妇

女发展司现有长期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建设作为政府对公务员的地方、区域或电

子在职培训的一部分。12 

 C. 参照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 

 1.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平等和不歧视13 

8. Boutokaan Inaomataia ao Mauriia Binabinaine 协会(BIMBA)指出，尽管第二

轮普遍定期审议提出了建议，但政府尚未制订任何法律改革计划或举措保护具有

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的权利，让他们在国内免受羞辱、歧视和偏见。14 

BIMBA 还指出，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关于同性恋非刑罪化的法律改革。15 

9. BIMBA 对政府的建议包括：制订、发展和执行法律条款，保护男女同性

恋、双性恋、变性人和跨性别人的权利，使其免受歧视、羞辱和暴力；以及实行

自愿性行为和/或同性恋非刑罪化。16 

  发展、环境以及工商业与人权 

10. 联署材料 4 欢迎继续执行《基里巴斯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联合执行计

划》(《2014-2023 年联合执行计划》)，这是对《国家灾害风险管理计划》和

《国家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适应框架》的补充立法。联署材料 4 还注意到，《联

合执行计划》的目标是降低受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影响的脆弱性。17 

11. 联署材料 4 还注意到，作为一个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基里巴斯 20 年愿

景》(2016-2036 年)承认易受气候变化影响是本国发展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联

署材料 4 强调，为此，有必要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纳入各种方案的主流，确保

工作环境以敏感的态度对待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18 

12. 联署材料 1 指出，气候变化对基里巴斯的主要负面影响之一是岛屿周围广泛

的海岸或土地受侵蚀。在这方面，联署材料 1 建议基里巴斯：确保所有岛屿的海

岸线受到保护以抵御气候变化的所有负面影响；填高暴雨造成的洪水泛滥地区，

以阻止疾病传播，并恢复地下洁净水和更健康的种植园；立即或就地向有关人员

提供适当的工具或设备，以减少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并在药物治疗方面更加关

注生活在受影响地区的人。19 

13. 在这方面，联署材料 4 建议基里巴斯：确保人人都能得到清洁饮用水并让他

们都可以用上供水服务和环境卫生设施；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和免于饥饿，即便

是在自然灾害时期；确保为所有人口提供充分的卫生服务，特别是在极端气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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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期间；确保气候政策和气候行动的实施应为儿童和妇女权利提供具体规定；继

续就保护基里巴斯人的人权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积极的多边和双边谈判，

确保基里巴斯人在自己的岛屿变得不适宜居住时有安全避难之处；继续与《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成员国谈判，要求它们将人权方针纳入各

自 2020 年提交的经审评的国家自主贡献。20 

14. 正义救赎公司(JAI)也建议基里巴斯：通过为一项有组织的倡议分配资金解

决当前的基础设施需要，以建造海堤并以其他方式保护剩余的可用土地；并提供

更好的供水卫生和雨水收集系统，这将有助于改善获得饮用水的机会，减少疾病

的传播、抑制人口密度上升和应对仍在污染地下水的暴雨。21 

15. JAI 还建议基里巴斯公民在环礁被淹没时设法到其他国家寻求避难。为了保

护基里巴斯公民的生命，并确保对影响基里巴斯的气候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

共同负责处理损害，有必要在国际法中奠定基础，以便个人以气候变化造成本地

不适于居住为依据寻求避难。如果建造昂贵的人工岛是基里巴斯民族生存所必

需，这些国家或国际机构就应该为这样一种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有必要引入基

里巴斯可据以为气候变化所致损失寻求法律补救的机制，以便使受损害者能求得

公正并激励变革。必须要求工业化国家对已知的由其促成的气候变化及其损害承

担责任。22 

 2.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工作权和公正良好工作条件权 

16. 联署材料 6 建议政府通过就业和人力资源部(MEHR)，对所有雇用基里巴斯

女海员的船东和招聘机构执行《海事劳工公约》的规定；修订关于基里巴斯海员

在远洋船舶上就业的准则，并让女海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修订；纳入关于平

等就业机会(EEO)的规定，并要求所有雇主根据 2015 年《就业和劳资关系法》

第 i)、第 ii)小节和国家服务条件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并恢复为海外船舶聘用女海

员方案。23 

17. 基里巴斯海事妇女协会(K-WIMA)同样建议政府和私营船东，作为培养高级

船员的职业道路的一部分，鼓励女性培养对象在当地船舶上工作；政府通过人力

资源部采用渔业部运用于女性观察员的制度。24 

18. K-WIMA 还敦促政府支持有兴趣在当地船舶上获得实际工作经验的女性，

并向她们提供适当协助，以便她们积累海上职业经历，从而能够轻松成为轮机师

和高级船员。25 

  健康权26 

19.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注意到 1957 年至 1962 年期间进行的核试验对所涉

人群的健康权的影响。27 在这方面，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对基里巴斯的建议包

括：全面评估、监测和应对持续的侵犯人权情况，特别是侵犯幸存者健康权的情

况，尤其是在基里蒂马蒂岛；研究幸存者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潜在代际健康影响；

并以提供保健、心理社会支持、社会经济包容、支持受害者维权协会和风险教育

等形式向受害者提供援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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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联署材料 3 表示关注青春期生育率高、总生育率高、意愿怀孕率高、避孕需

求大量未得满足、母婴发病率/死亡率高以及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比率高。29 联

署材料 3 还表示关注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不足以及为年轻人提供的

综合性教育方案效果不显。30 在这方面，联署材料 3 建议政府确保将适当的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方案――包括所有人都能获得的计划生育方案――纳入下一个

《2021-2025 年国家发展计划》，并分配充足的年度预算以确保有效实施；政府

制订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并将其纳入初中和高中的所有学校课程。31 

 3. 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权利 

  妇女32 

21. 基里巴斯妇女和儿童支助中心(KWCSC)指出，对《宪法》条款(第二章第 15 

(3)节，第 22 节)的解释允许对妇女的歧视，该条款的明显后果在基里巴斯的一些

法律中根深蒂固。33 在这方面，KWCSC 敦促政府作为优先事项修订《宪法》这

一节的全部，并呼吁政府考虑随后修订所有对妇女具有歧视性的立法。34 

22. 联署材料 5 指出，《宪法》和《公民身份法》没有给予妇女将自己的国籍传

给国外出生子女的平等权利、没有给予这些子女及其后代归化入籍的平等能力，

而且没有给予妇女将自己的国籍赋予配偶的平等权利，侵犯妇女的国籍权并违反

国际人权标准。35 在这方面，联署材料 5 建议基里巴斯改革 1979 年《宪法》和

《公民法》中的性别歧视条款，以体现公民无性别歧视地将国籍赋予子女和配偶

的平等能力。36 

23. 联署材料 3 表示关注包括性暴力在内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发生率高。 37 

KWCSC 强调指出，根据 2010 年基里巴斯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研究，基里

巴斯家庭暴力的盛行率在太平洋地区最高。据 KWCSC 指出，关键的执行伙伴，

特别是基里巴斯警察局(KPS)，被要求了解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并被要求掌握执法

能力；然而，很明显的情况是，在一些事件中，一些警官由于对《Te Rau n te 

Mwenga (家庭安宁)法》中规定的作用和义务的某些误解和理解，未能充分履行

职责。KWCSC 进一步强调，执法人员在渣中情况下的轻微疏忽将会导致对妇女

和儿童产生严重影响。38 在这方面，KWCSC 敦促政府作为优先事项，继续执法

人员开展关于性别、对家庭暴力的态度转变、基于性别的暴力和《Te Rau n te 

Mwenga 法》的培训。39 

  儿童40 

24. Reitan Aine Ni Kamatu Iaon Kiribati (RAK) 指出，政府需要发展托儿所和幼

儿园。41 在这方面， RAK 对政府的建议包括进一步研究这种需要，以推动落实

建设设施健全的儿童保育场所的想法；将儿童保育作为教育机构的监管权限划给

政府；实行全国质量标准和设定一项儿童在到校日之外也能上托儿所的权利；并

将儿童保育资金纳入政府预算。42 

25. 根除儿童卖淫现象国际运动注意到一项关于包括基里巴斯在内的太平洋地区

儿童性剥削的规模和程度的调查结果，建议政府迫切需要为支助服务提供资金，

并扩大警察培训和资源，以便连贯一致地应对对儿童的性剥削。43 

26. 终止一切体罚儿童行为全球倡议(GIEACPC)指出，1977 年《刑法》第 226

条确认，“任何父母、教师或其他人，凡依法控管儿童或青少年的，有权实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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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罚”。GIEACPC 强调，这项规定应当废除，做到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任何

种类或程度的体罚都不能被视为“合理的”。应当禁止父母、教师和其他对儿童

有管控权的人实施一切体罚。44 

27. GIEACPC 注意到家庭内的体罚是合法的。它还注意到已经为评估国家立法

是否符合《儿童权利公约》进行了一些审查。它注意到 2013 年《儿童、青年和

家庭福利法》，其中规定父母有责任确保儿童在没有暴力、虐待、忽视和剥削的

环境中成长。然而，GIEACPC 强调，该法没有禁止养育儿童中的所有体罚，也

没有废除《刑法》第 226 条中的“实施合理处罚”的权利。45 

28. GIEACPC 进一步指出，根据 1977 年《刑法》第 226 条“实施合理处罚”的

权利，体罚在替代照料环境和日托中是合法的，而在学校中则是被禁止的。46 

GIEACPC 指出，没有禁止刑事机构将体罚作为纪律措施，也没有关于监狱内被

拘留者适当待遇的条例。47 

29. GIEACPC 表示关注，《治安法院令》准许根据《刑法》第 226 条对 10 至

17 岁的男孩进行司法体罚，以岛屿委员会命令做出的传统判决允许进行体罚。48 

  残疾人49 

30. .联署材料 7 赞扬政府出台了《国家残疾人政策》，该政策通过改善残疾人

无障碍公共基础设施的无障碍性，并为视力障碍者提供无障碍信息和技术，确保

所有必需的可用资源都能提供给社会。50 

31. 联署材料 7 还注意到，由于没有提供或不具备面向视力障碍者的无障碍信

息，有些残疾人面临困难。在基础设施方面，公共建筑仍然没有面向残疾人的无

障碍设施，例如办公室、银行、码头和机场候机楼。51 联署材料 7 还着重指

出，残疾人仍然无法充分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例如，他们很难乘坐公共汽车。大

多数公交司机在公交站见到残疾人都直驶而过。使用轮椅的残疾人没有可乘坐的

无障碍公交车。联署材料 7 还指出，因为公交车缺乏无障碍条件，对于轮椅使用

者来说交通更加昂贵。52 

32. 在这方面，联署材料 7 建议政府提供诸如辅助技术等沟通技术，包括盲文、

屏幕阅读软件、助听环路、公共区域的触觉铺设和移动设备，使残疾人能够上

学、就业、接受培训和利用其他服务，从而增进他们的福祉。联署材料 7 还建议

政府审查《基里巴斯建筑法》，以确保为残疾人进入公共建筑提供合理便利。53 

33. 基里巴斯特殊需要儿童学校和中心(KSCCSN)赞赏政府努力制订《国家残疾

政策和行动计划》(2018-2021 年)，该计划将残疾儿童的优质教育列为优先事

项。54 

34. KSCCSN 强调，残疾学生人数在增多，所以需要更多可以照顾到不同残障

的教室，这意味着新造建筑需要额外的土地面积。KSCCSN 表示关注政府尚未

回应关于用政府土地扩建此类学校的请求。55 

35. KSCCSN 指出，尽管政府出台了旨在让残疾学生进入主流学校的全纳教育

政策，但学校建筑物对于大多数残疾儿童仍未达到无障碍条件。56 

36. 在这方面，KSCCSN 建议政府：增加财政支持，将更多来自非政府组织所

办学校的教师纳入政府的工资账；立即为残疾学生建造学校基础设施的无障碍条

件，包括扩大政府的学校基础设施项目，使之覆盖残疾儿童学校；解决残疾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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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扩大 KSCCSN，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入学人数；为实施全

纳教育政策制订专项年度预算；并为职前和在职教师提供奖学金，通过深造掌握

为残疾儿童提供优质教学和教育的能力。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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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submissions: 

JS1 Joint submission 1 submitted by: Kiribati Scouts 

Association (KSA), (Kiribati); Kiribati Women in Maritime 

Association (K-WIMA), (Kiribati); Reitan Aine ni Kamatu 

(RAK), (Kiribati); Aia Mwaea Ainen Kiribati (AMAK), 

(Kiribati); Healthy Eita Maeao Organisation (HEMO), 

(Kiribati); Te Toa Matoa (TTM), (Kiribati); Irekenrao, 

(Kiribati); 

JS2 Joint submission 2 submitted by: AIA MAEA AINEN 

KIRIBATI (AMAK), (Kiribati); Reitan Ainen KUC (RAK), 

(Kiribati); Relief Society, (Kiribati); Reitan Ainen Boretetanti 

(RAB), (Kiribati); Irekenrao, (Kiribati); Kometen Reitakiia 

Botaki n Aine (KRBA), (Kiribati); Ueen te Makeke, 

(Kiribati); Ainen Kiribati Iaon Betio (AKEBE); Te Toa Matoa 

(TTM), (Kiribati); Kiribati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KGGA), 

(Kiribati); Kiribati Women Teachers Network Association 

(KWTNA), (Kiribati); Ministry of Women in Action 

(MOWIA), (Kiribati); Kiribati Women And Violence 

Elimination (KWAVE), (Kiribati); Dorcas, (Kiribati); Nei 

Mom, (Kiribati); Ueen Tebike, (Kiribati); Aia Botaki Ainen 

Butaritari (ABAB), (Kiribati); Nikabubutin Makin, (Kiribati); 

Tetokanimarakei, (Kiribati); Terunganaine, (Kiribati); Ueen 

Kirabun Eutan Tarawa Ieta (UKETI), (Kiribati); Ueen Benita, 

(Kiribati); Ueen te Toaki, (Kiribati); Ueen Abemama, 

(Kiribati); Ueen Aranuka, (Kiribati); Marewen Nonouti, 

(Kiribati); Marewen Tabiteuea Meang, (Kiribati); Ueen te 

Ueanikai, (Kiribati); Reitan Nanoia Ainen Onotoa, (Kiribati); 

Tanimwarutamu, (Kiribati); Ainen Beru, (Kiribati); 

Matangareia Ainen Tamana, (Kiribati); Ngareia, (Kiribati); 

Ainen Arorae, (Kiribati); Nei Baneawa, (Kiribati); Nei 

Tiwiita, (Kiribati); Ainen Teeraina, (Kiribati); Ueen te Bitati, 

(Kirib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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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3 Joint submission 3 submitted by: Kiribati Family Health 

Association (KFHA), (Kiribati); Kiribati School & Centre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KSCCSN), (Kiribati); Kiribati 

Scouts Association (KSA), (Kiribati); Kiribati Red Cross 

Society (KRCS), (Kiribati); Kiribati Association of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KANGO), (Kiribati); Kiribati 

Women in Maritime Association (K-WIMA), (Kiribati); 

Reitan Aine ni Kamatu (RAK), (Kiribati); Aia Mwaea Ainen 

Kiribati (AMAK), (Kiribati); IREKENRAO Women 

Association, (Kiribati); Assemblies of God (AOG), (Kiribati); 

Kiribati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KGGA), (Kiribati); Te Toa 

Matoa (Disability Group) (TTM), (Kiribati); Alcohol 

Awareness Family Recovery (AAFR), (Kiribati); Healthy Eita 

Maeao Organisation (HEMO), (Kiribati); Seventh Day 

Adventist Dorcas (Church Women Fellowship) (SDA 

DORCAS), (Kiribati); 

JS4 Joint submission 4 submitted by: Franciscans International 

(FI), Geneva (Switzerland); Edmund Rice International (ERI), 

Geneva (Switzerland); Kiribati Climate Action Network 

(KiriCAN), (Kiribati); Life & Learn Kiribati, (Kiribati); 

Kiribati Women and Children Support Centre, (Kiribati); 

JS5 Joint submission 5 submitted by: Global Campaign for 

Equal Nationality Rights, New Yor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stitute on Statelessness and Inclusion,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JS6 Joint submission 6 submitted by: Kiribati Women in 

Maritime Association (K-WIMA), (Kiribati); Kiribati Family 

Health Association (KFHA), (Kiribati); AIA MAEA AINEN 

KIRIBATI (AMAK), (Kiribati); Reitan Aine ni Kamatu 

(RAK), (Kiribati); Assemblies of God (AOG), (Kiribati); 

Healthy Eita Maeao Organisation (HEMO), (Kiribati); 

JS7 Joint submission 7 submitted by: Te Toa Matoa (TTM), 

(Kiribati); Kiribati School and Centre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KSCCSN), (Kiribati); Kiribati Scouts 

Association (KSA), (Kiribati); Kiribati Red Cross Society 

(KRCS), (Kiribati); ); Kiribati Women in Maritime 

Association (K-WIMA), (Kiribati); Reitan Aine ni Kamatu 

(RAK), (Kiribati); Aia Mwaea Ainen Kiribati (AMAK), 

(Kiribati); Kiribati Family Health Association (KFHA), 

(Kiribati); Healthy Eita Maeao Organisation (HEMO), 

(Kiribati). 

 2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are used in UPR documents: 

ICESC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CP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OP 2 Second Optional Protocol to ICCPR, aiming at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CPP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3 For th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9/5, paras. 84.1–84.30, 84.44–84.47, 84.67, and 

84.109–84.115. 

 4 JS4, para. 24. See also KWCSC, para. 14. 

 5 CGNK, page 5. See also KWCSC, para. 14. 

 6 CGNK, page 7. 

 7 CGNK, page 5. 

 8 ICAN, page 1. 

 9 For th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9/5, paras. 84.31, 84.38–84.39, 84.41, 84.62, 84.76, 

84.78 and 8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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