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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二届会议 

2003年 5月 12日至 23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4 

任务领域 

  联合国系统提供的资料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摘要 

 本报告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撰写，答复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提出的、

属训研所任务范围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收集资料、支持论坛成员、联合国系统

内的通信和交流、培训和能力建设、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收集数据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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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向联合国系统收集信息 
 

 “向土著人民常设论坛第二届会议提供关于其在土著人民方面开展的

活动的资料”。
1
 

1.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于 1965 年建立，是联合国的一个自主机构，其

宗旨是通过适当的训练和研究提高联合国的效力。训研所由执行主任为首的董事

会领导。训研所由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以及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来源提供的自

愿捐款支助。 

2. 训研所管理若干方案，与土著人民代表直接有关的培训活动是调解和预防外

交方案的一部分。 

  训研所的调解和预防外交方案 
 

3. 训研所的调解和预防外交方案于 1993 年开始，目的是提高联合国在预防和

解决冲突方面的效力。后来，方案扩大，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和培训，由联合国中

级和高级工作人员、外交官、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代表、民间社会和军事人员参

与。 

加强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代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能力的培训班 

4. 根据土著人民代表在日内瓦协商会议上提出的要求以及若干特别报告员的

建议，拟订了一个方案，向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的主要代表提供冲突分析和谈判

方面的高级培训。培训班采取解决问题的谈判方法，以加强参加者更有效地谈判

使其需要得到满足的能力，同时促进他们自己社区的成员与主要社区的成员之间

的建设性关系。土著和少数群体专家以及其他专家，包括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

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区域组织的代表，担任培训班的技术顾问。国际培训班每年

举办一次，与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以及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在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举行年会时同时举办。每年还在世界上不同地方举办一个区域培训班。 

5. 第一次国际培训班于 2000 年 8 月在日内瓦举行，受到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

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强烈要求每年在日内瓦以及在区域一级举办培训班，使他

们在世界各地的同僚有机会加强谈判和和平解决冲突的技巧。第二次日内瓦培训

班于 2001 年举行。2003年的国际培训班正以类似方式计划与土著居民问题工作

组的会议同时举行。日内瓦培训班与联合国志愿人员和其他组织合作，从参加工

作组的人员中找出最能够对培训班作出贡献并从中受益的人。培训班用英文讲

解。 

6. 训研所加强美洲土著人民代表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能力的第一个区域培训

班于 2001 年 12月在墨西哥城举行。培训班用西班牙文和英文讲解。下一个区域

培训班计划于 2003年春季在亚太地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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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训研所于 2002年 5月 6日至 10日在纽约为论坛成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该

研讨会是应论坛土著成员的要求举办的。他们曾以学员、顾问或资助人的身份参

加训研所的前几次培训班。论坛 15名委任成员中有 13名参加。这次研讨会有助

于成员执行其重要任务和举行论坛的第一次历史性会议。14个联合国机构、基金

和方案的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代表和土

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特别报告员向成员介绍情况并展开对话。 

8. 培训班由加拿大、丹麦、德国、挪威和瑞士政府资助。训研所没有得到联合

国经常预算的资助，因此必须向各国政府和基金筹集培训班和工作人员的全部资

金。 

 二. 与联合国机构的通信和交流 
 

 “为了改善与联合国机构的通信和交流，论坛请联合国系统建立因特网

接口，包括网站，供论坛成员使用”2 

9. 网页一旦设立，训研所就将把自己关于土著人民培训活动的网页与论坛网页

连在一起。 

 “根据需要及设施情况，在论坛成员居住地及在成员公务出差时为他们

提供设施和服务，特别是由联合国国家办事处提供设施和服务”。3 

10. 虽然训研所没有国家办事处，但训研所广岛方案办事处预期于 2003 年春季

在广岛开办。欢迎在那里出差的论坛成员使用该设施。 

 “如成员所商定的那样，为一个访问方案提供资金，以便论坛成员能够

出席相关会议。”
4
 

11. 虽然训研所除了有关土著人民的活动以外，没有开会经费，但邀请论坛成员

担任训研所提高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代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能力培训班的顾

问。目前已邀请两名来自亚太地区的论坛土著成员在计划于 2003 年春季举行的

亚太区域培训班上进行对话会，并谈论他们各自的实质性领域（健康与环境）。

还将邀请另一名论坛成员在今后的各次培训班上讲话。 

 三. 其他会议 
 

 “论坛请联合国系统在今后三年内举办联合国机构、政府、土著人民以

及论坛成员之间的区域协商会议。”
5
 

12. 如上所说，虽然训研所没有单独的一笔经费供会员参加区域会议，但训研所

在今后的土著人区域培训班上，将邀请来自该区域的一名或数名论坛成员担任顾

问并举行关于重要问题和优先事项的对话会。同样，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问

题特别报告员一直应邀担任顾问。自任命以来，他已为训研所有关土著人民的每

一次培训班和会议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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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收集数据 
 

 “论坛请联合国系统组织包括外地办事处，以及特别报告员和各国开始

将土著人民数据，特别是土著妇女以及儿童的数据分成两类，涵盖 ㈠  对

土著人民有影响的方案和服务以及 ㈡  土著人民方案和服务的财政拨款，

并每年将该数据提交给论坛。”
6
 

13. 已经向秘书处提供了参加训研所培训班和讲习班的土著学员性别的数据。 

 五. 健康与联合国系统 

14. 已邀请太平洋地区对健康问题有实质性重点研究的论坛成员向参加 2003 年

春季将在亚太地区举行的训研所培训班的学员讲话。 

 六. 人权 
 

 “论坛请有关的区域组织提供资料，说明其保护人权的机制如何处理土

著问题”
7
 

15. 邀请区域组织成员担任顾问，参加为土著人民代表举办的训研所培训班，考

察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制，并促进国家和土著人民之间的对话。迄今为止，参加

的有美洲国家组织代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的代表和欧安组织的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的代表。格陵兰地方自

治政府的一位顾问也举行了一次关于分区域组织的会议，主题是“北极理事会及

其常设成员：土著人参与各国之间区域性政府间合作”。 

 “论坛建议组织一次论坛成员、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成员和联合国土著

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特别报告员的技术性研讨会，以确保这些联合国机

关能在工作中有效地相互配合，避免重叠。”
8
 

16. 训研所为了补充按上述建议组织的技术性研讨会，已邀请特别报告员，并将

邀请论坛成员，参加今后为土著人民代表举办的所有培训班。特别报告员和论坛

成员在 2002 年为论坛成员举办的研讨会上举行了一次对话会。今后的培训班也

将有定期的交流机会。 

 “论坛请秘书长为论坛两位成员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供其参加土著居

民问题工作组和人权委员会工作组第二十届会议，以拟定宣言草案。”
9
 

17. 虽然训研所在 2002 年举办过一次论坛研讨会，代替每年举办的日内瓦培训

班，但参加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今后各次会议的论坛成员将被邀请担任顾问，在

训研所为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代表举办的国际培训班上讲话。国际培训班将在工

作组的日内瓦会议之后立即举行。他们在工作组会议之后留居日内瓦期间的食宿

将由训研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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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建议联合国人权专员办事处与非洲和亚洲的土著人民一道组织

活动，以期在国际和区域各级为土著人民提供人权培训。”
10
 

18. 训研所通过其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国际和区域培训班，补充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人权培训班。尽管训研所的培训班主要注重冲突分析和基于

利益的谈判，但也考虑人权机制和有关土著人民的公约，对在谈判中主要采用基

于权利方法的学员提供有关信息。训研所的区域培训班将于 2003年在亚洲举办，

于 2004年在非洲举办。 

 七. 环境 
 

19. 目前已邀请亚洲对环境问题有实质性重点研究的论坛成员在训研所 2003 年

春季亚太地区培训班上向参加者讲话。这类培训班包括一至两次关于冲突和发展

的课，讨论土地和资源问题，因为这些是土著人民和国家面临的主要冲突问题。 

 八. 儿童和青年 
 

20. 将邀请担任训研所区域和国际年度培训班顾问的论坛成员与参加者对话，讨

论土著儿童和青年的状况，并征求如何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行动的建议。 

* * * 

21. 训研所期望与论坛成员继续合作，并期望论坛秘书处支持这一重要任务。 

注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年，补编第 23号（E/2002/43/Rev.1 和 Rev.1/Corr.1），

第一章，B节，第 3段(a)。 

 
2
 同上，第 4段(a)。 

 
3
 同上，第 4段(b)。 

 
4
 同上，第 4段(d)。 

 
5
 同上，第 5段。 

 
6
 同上，第 6段(a)。 

 
7
 同上，第 16段。 

 
8
 同上，第 17段。 

 
9
 同上，第 21段。 

 
10
 同上，第 24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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