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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摘要 

 下文总结开发计划署过去一年来所开展的有关土著民族的活动和主动行动。

本文还包括指导开发计划署与土著民族交往的政策框架。此外，还就向开发计划

署提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环境领域的建议作出了回应。 

 

政策框架 

1． 开发计划署题为“开发计划署与土著民族：交往政策”的政策文件汲取了国

家和区域的交往经验，采纳了与土著民族组织进行全球性磋商的结果。交往政策

以国际人权框架为基础，承认土著民族的权利及其在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对发展

的贡献。 

2． 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向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提供一个框架，以指导建立与土著

民族的可持续伙伴关系的工作。这些伙伴关系旨在建设有利的环境，使之推动土

著民族参与各级的决策；确保土著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与其他制度

共生共存；发展政府制定更具有包容性的政策和方案的能力。这项政策确立了从

贫穷到有关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的问题、文化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以及政治进程的参与等诸多交往的优先领域。这一政策为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

级进行业务交往和政策交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制。 

3． 开发计划署与土著民族及其组织交往的理由基于开发计划署已获授权的工

作领域、发展合作的进程和协定以及土著民族的愿望。开发计划署在国家一级的

协调作用、其人类发展模式、倡导民主治理以及将人权立场纳入主流的政策使它

成为谋求以更全面的方式对待发展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而且，开发计划署在国

家和区域的存在及其与政府和民间社会合作伙伴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开发计划署

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促使不同的利益有关者共同参与发展进程。这一任务可以作

为关键的切入点和基础，进而支助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政策和方案；促成各行动者

之间的对话；促进参与性方式；创造交流不同观点的政治空间。 

对专门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建议所作的回应 

4． 经济和社会发展。2003 年，开发计划署向常设论坛的自愿基金捐款。在论坛

的建议下，拨出专门资金开展活动，配合有关着重数据收集和自由的事先知情同

意原则的主动行动。开发计划署的民间组织司与人类发展报告处一道，联系国家

人类发展报告和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进度报告，起草了一份讨论这一问题的

文件，作为它对 2004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纽约举办的土著民族数据收集和分

类讲习班所作的一部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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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 

5． 开发计划署认识到，千年发展目标可以为推动土著民族的发展提供一个总体

框架。在这方面，开发计划署于 2003 年 7 月 13 日至 18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组织

了一次区域讲习班，题为“向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社区行动学习：生物多样性和

艾滋病毒/艾滋病”。这是计划在不同区域举办的系列讲习班中的第一个，它力求

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地社区的行动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性。来自非

洲 11 个国家的 100 多位基层组织、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土著民族组织和地方政

府的代表交流了经验并结成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打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伙伴关

系。与会者讨论了改善粮食安全、水和土地管理以及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

的战略。 

6． 讲习班产生了 40 个交流学识的协定。地方社区之间的这些协定力求鼓励结

成具体的伙伴关系。协定有助于社区之间交流知识和可资借鉴的做法。其中有许

多协定支持土著民族社区开展相互交流。开发计划署拨出资金落实这些协定。 

7． 2004 年 2 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开发计划署组

织了社区 Kampung，一个进行社区对话的场所。社区 Kampung 着重强调地方社区

行动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性。贫穷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是

一个中心主题，还有社会包容、参与和两性平等的问题。Kampung 探讨的其他主

要论题有人与保护区的关系，社区在保护区规划和管理方面的领导作用，土著民

族和流动民族在养护、除贫和生态农业方面的作用。还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讨论

土著民族有关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8． 此外，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会议上颁发了赤道倡议奖。因在赤道带通过

维护和可持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而在减贫方面取得出色成绩的 26 个进入决赛的

社区团体中，有 12 个是土著人社区。在得奖的 7 人中，有 3人是土著人。 

9． 去年一年里，开发计划署还建立了社区倡议。社区倡议是一个工作组，其建

立是为了促使开发计划署和社区组织进一步相互作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目的

是向社区行动学习，推进千年发展目标。已经计划在 2004 年举办一系列区域讲

习班，使社区参与促进千年发展目标，推进南南合作。参加社区倡议的有开发计

划署多个司，包括 2015 能力、民间组织司、能源和环境集团、赤道倡议、全球

环境基金的小额赠款方案、城市环保资金、次区域资源中心和区域局。 

专门向一个或若干机构提出的建议所作的回应 

10. 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发计划署是论坛机构间支助小组的积极成员，目的是支

持论坛，推动实施它的建议。开发计划署将主办定于今年 9 月举行的机构间支助

小组下一次会议。开发计划署还将在今年带头起草机构间文件，说明自由的事先

知情同意及其对发展的方案拟定和规划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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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开发计划署的能源和环境小组连同全球环境基金带头起草了关于获得

并分享利益和传统知识的内部做法说明。该做法说明阐述了开发计划署为何以及

如何支持国家和社区制定国家政策框架以及设计旨在保护和交流传统知识的具

体项目。该说明审查了谁掌握着对传统知识的权利以及可以分享这种知识的条

件。说明还阐述了如何运用关于知识产权的现有法律文书（特别是专利方面的法

律文书）保护传统知识并公平地获得和分享利益，最后对可以用来更好地保护传

统知识以及确保公平获得和分享利益的因素提出了建议。这方面的工作还使开发

计划署得以推动它与土著民族交往的政策，更有力地支持鼓励土著知识和做法的

体制。妇女常常掌握着传统知识并将之传授给下一代。通过宣传传统知识的价值，

开发计划署可以加强妇女在当地社区和土著民族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实施政策和开发项目 

12. 2003 年 9 月，开发计划署发起了加强关于土著、高原和部落民族的权利和发
展的政策对话的区域主动行动。该项目的目的是在各级加强关于土著、高原和部

落民族的权利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对话。为此，该项目力求加强国家之间在优先

问题上（特别是在降低土著民族的贫困率方面）的经验交流。该项目还力求建设

利益有关者的能力，特别是在土著民族中加强信息网络和知识管理系统，支持他

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各级的政策对话。经过有全体有关的利益有关者参加的广泛协

商进程，确认以下三个问题是需要处理的优先领域：自然资源管理，对土地和资

源的权利，土著知识、文化和教育。该项目将由泰国牵头，参加的国家包括柬埔

寨、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13. 加强人权方案是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

办）的一项联合主动行动，于 2004 年 3 月举办第一次讲习班。讲习班的目的是

讨论在厄瓜多尔开展的一项土著民族项目的框架。整个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

个论坛，供政府和土著民族组织之间进行对话。另一个试点项目计划放在肯尼亚。 

14. 此外，民间组织司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方案合作，着手查明有土著人参

加的该区域国家办事处的活动。查明的同时还对有土著人成分的主要项目提供简

要的说明。查明的用意是为了评估在实地与土著人进行的工作类型，并确认今后

在区域一级开展进一步交往的可能步骤。 

15. 这些新的主动行动，加上国家一级的现有活动和全球环境基金的小额赠款方

案等设法满足地方社区的需要并为开发计划署支持土著民族提供多种渠道。 

土著妇女 

16. 拉丁美洲出现的许多事例突出显示了开发计划署在国家一级与土著妇女交

往的工作。这些项目多种多样，有在危地马拉支持建立土著妇女监察员办公室，

帮助土著妇女学习法律和社会科学；有在萨尔瓦多支持关于土著妇女的国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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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还有在危地马拉建设全国妇女论坛，作为使妇女在和平协议中享有权力的项

目的一部份。 

出版物 

17. 《人类发展伙伴》是我们最近的一次报告（2003 年 10 月），论述与民间社会

组织的伙伴关系。报告突出介绍了开发计划署在各个主题领域中与民间社会组织

关系的许多方面。报告提到的开发计划署与民间社会组织的 32 个伙伴关系事例

取自四个主题领域的国家经验——减贫、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预防冲突、建

设和平与恢复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报告包括开发计划署与土著民族交往的许

多国家事例，特别是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领域。 

18. 个案研究。开发计划署已委托进行一系列个案研究，目的是记载土著民族及

其组织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目前即将出版收集有 11 个个案研究

（7 个在拉丁美洲）的开发计划署出版物，并将在 9 月的巴塞罗那论坛上发行。

这一工作是由民间社会组织咨询委员会中经常处理土著民族问题的两位开发计

划署成员协调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