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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四届会议 

2005 年 5 月 16 日至 27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3 

专题：千年发展目标和土著民族
*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危地马拉** 
 
 

 摘要 

 本报告说明危地马拉近年来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赤贫和实现普及初级

教育方面采取的行动，以表述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四届会议的专题。 

 本报告分析土著民族遭受经济、社会和政治排斥的原因，例如农村地区发展

不足、失业、缺乏基本服务、生活质量低、歧视及求学困难等。本文陈述社会投

资基金和危地马拉土著发展基金开展的一些行动，这些机构负责寻求消除赤贫的

方法，对基础设施和农村地区发展投入资金。还详述教育部为改进基础设施和提

高教育质量所采取的措施。 

 

 

 
 

 
* E/C.19/2005/1。 

 
** 为保证本文件列入最新资料，因此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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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目标 
 

  目标 1 

消除赤贫 
 

1. 作为这个新十年的政策的一部分，危地马拉探究土著民族遭受经济、社会和

政治排斥的根源，并认为这是由一系列因素所致，例如农村地区发展不足、还应

指出收入、种族、居住地、性别和年龄等因素。 

2. 收入高度集中现象：富有群体占收入的 64％，而贫穷群体占 1.7％。所有这

些因素表明在危地马拉殖民惯例根深蒂固，必须寻找机制消除这些损害民主国家

建设的形象的影响。 

3. 按照现有数据，贫民占人口的多数，达 1 120 万人。57％的家庭遭受穷困和

21.5％遭受赤贫。城乡地区空间的分配影响到获得人的发展的机会。每 100 名居

民中，占 60％住在就业困难、缺乏基本服务和生活质量低的农村地区。此外，土

著民族、妇女和例如儿童、年青人和老年人的脆弱年龄群体的劣势尤为突出。 

4. 贫穷对缺乏基本服务的人造成更大的困扰。按照最近的人口普查，10 个土著

家庭中，7 个是贫穷家庭和其中 3 个遭受赤贫。相比之下，10 个非土著家庭中，

4 个是贫穷家庭和 1 个遭受赤贫。 

5. 关于危地马拉政府就土著民族的现有问题采取的行动或措施，可说已取得一

些实际及象征性进展，但这些进展因经济问题而不持续，且没有结构使之影响深

远。 

6. 还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成果不佳，是因为政府没有对症下药的战略，其中

包括促使受影响社区的参与和涉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特定政策。因此，至今考

虑到许多原因，通过执行长期消除贫穷和赤贫方案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每四年

更换政府一次，需要规划新措施和方案，致使过往方案就没有跟进持续下去。 

7. 危地马拉政府通过其各机构做出重大努力，以求在执行消除农村贫穷计划及

方案方面收效。为土著民族实施的行动详述如下： 

 (a) 执行旨在增加生产、创造就业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农业和发展方案，以消

除赤贫和饥饿。 

 (b) 开展反饥饿运动和方案，以了解相关问题和提高民众的意识。 

 (c) 改革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道路、供电、饮用水、学校、保健中心等），

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8. 关于失业问题，因产品，例如咖啡的价格下降而造成损失和加深贫穷。 

9. 负责寻找消除赤贫方法和其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及农村发展的机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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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基金 

 

10. 该机构负责识别和评估土著民族的社会发展，并对此进行投资。现正致力消

除贫穷、赤贫和促进土著社区发展。 

11. 危地马拉通过此机构进行社会投资，其主要目的是确保社区的社会福利。其

年均预算达 400 万格查尔。如前所述，该数额用于消除困扰大多数土著居民的农

村贫穷。 

12. 社会投资基金的项目表所列的各方案均着重在以土著人民居多的农地区消

除贫穷和歧视、推动发展和实行自行管理。 

13. 该基金取得的一些较重要成果如下： 

14. 在例如上韦拉帕斯、基切和乔蒂奇基穆拉等地划分 16 个分区，处理以土著

人居多的农村人民的需要。作为部分这些活动，举办讲习班和研讨会，基金的工

作人员在性别和种族平等方面帮助提供训练。 

15. 社会投资基金的一项职能是提出一系列重要方案，例如在农村地区的社区实

施旨在消除社会歧视的行动。 

16. 考虑到：建立社会资本指导土著社区如何发展；建立或改进人类资本；在没

有保障的土著社区（没有其他来源的福利），提供学校、保健中心及社会服务。

还应考虑到建立经济资本：道路、灌溉系统、储存中心、工作培训和土著群体及

社区生产信贷。 

17. 可观成果有，增加对社会经济及政治利益的参与，消除不平等和实现种族平

等。 

18. 在危地马拉政府承担和履行的义务中，社会投资基金规定所有社区的妇女参

加会议，表达其要求和需要，并加入领导委员会。 

危地马拉土著发展基金 

19. 作为双边机构和根据其职能，在其支助项目中如有影响土著民族的任何重要

问题，便与土著组织及土著社区代表协商，以调整工作。基金在所支助项目中的

最低要求是要考虑到性别问题。 

20. 所得结果是，土著妇女积极参加执行社区项目。此外，这种参与是批准相关

项目的重要指标。 

21. 为改进服务和使土著社区能获得服务，已增加每个区域的提倡者的人数，以

使项目倍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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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析股正致力执行一个战略计划，其中包括基金在国家一级开展消除种族歧

视的行动。显然，对这项积极行动应予跟进。 

23. 基金极为重视项目的实施情况，这涉及发展土著社区的特性。 

24. 危地马拉土著发展基金的四个方案（教育、社会生产力、保健和基础设施）

促进土著民族的权利。基金支持执行《和平协定》和通过其资助的项目增加工作

和就业机会。 

25. 基金还着力创造城乡地区发展的有利条件、减少贫穷和赤贫、制定生产及社

会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以宪法原则为依据的权力下放政策、加强地方权力和尊重

市政自治，并推行使地方和政府管理透明的机制。 

26. 基金促进市民参与，以加强地方权力和全民受教育、农村住房、社区基础设

施、粮食援助，以支持巩固和平。 

  目标 2：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27. 根据本目标所定的指标，到 2015 年，所有男女童可完成初等教育学期。 

28. 按可得有关数据和指标显示： 

• 初等教育毕业净率 

• 从一年级升到五年级的学生百分率 

• 15 至 24 岁的人的识字率 

教育部的重大进展 

29. 近年来，教育部采取了实际措施，以满足本国的教育需要。2004 年这些措施

业已调整、加强和扩充，并总体上还响应千年发展目标所定的指标。 

30. 这方面的重大进展如下： 

支助服务和基础设施： 

• 农业、畜牧业和粮食部提供一般粮食 

• 马拉松铅笔组织提供文具用品超过 800 万份 

• 拨款超过 500 万格查尔，用于 2005 年教育服务（文具、书包、小规模

修理、校餐、奖学金和课本） 

• 制订学校基础设施和维修政策 

• 开展教育普查（有三分之一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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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家学校受惠于学校之友方案 

• 社会基金协议 

• 联邦式学校改造 

人力资源： 

• 教师遴选和征聘立约过程（13 000 名教师） 

• 与市政府缔结协议 

• 每年提供 3 000 个名额 

• 教师信息系统现代化 

 

教育质量： 

• 改进一年级：降低小学一年级学生的留级率 32％至 25％ 

• 1 000 个小型图书馆：供喜爱书者阅读的书本 

• 文化间双语教育：雇用小学各级双语教师 

• 课程多样化最后年级学生的成绩评估，加强校外教育 

• 颁发课程多样化最后年级讲习班的优异奖 

（专题：在多样化框架内的民族特性） 

新管理方式： 
 

• 教育观点：参与和与政治家、政府和民间社会进行对话：二十一世纪的

新观点、长期目标、资格定义、10 年预算分析（按指标）和新教育法的

准则 

31. 显然，2004 年制订的措施还没有满足多年来积累的需要。预定 2005 年采取

的基本措施如下： 

覆盖范围： 

• 促进 2004-2007 年的目标（普及初等教育 92％至 94％） 

• 长期计划（目标和供资），按省划分的任务和提供教育咨询意见 

教育质量： 

• 教师培训 

• 初等教育各级标准的制定、简化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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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教育改革草案（基本、多样化、师范）、学院政策 

• 初等教育专业化的建议和讨论 

• 未来模范学校 

• 成立评估和调查研究所 

• 奖学金（给与最穷学生和高材生） 

• 重新推动文化间双语教育 

新管理方式： 

• 中央行政体制改革：国际标准化 9 000 

• 重新策划进程 

• 人力资源管理：预定 3 000 名教师、修改教师遴选、征聘和评估过程 

• 按目标所定的行政结构 

• 与议会和教师讨论法律体制，以推行教育部门的法律改革 

32. 在教育领域取得的其他进展 

• 确定文化间双语教育的总方向 

• 在教育部设置文化间双语教育副部长的职位 

• 成立文化间双语教育领导部门 

• 编制有关文化课程 

• 建立文化间双语教育正规学校 

• 第 81-2002 号法令，促进教育反对歧视法 

• 教育部 2003 年 11 月 24 日制订第 930 号部长协定：“所有公立和私立教

育机构须提倡和尊重学生、教师、技术人员及行政人员在从事教育、民

间、社会和礼节性活动时穿着土著服装，不受任何限制。”因此，禁止

限制行使此权利的一切形式和行动 

• 第 526-2003 号政府协定，设置第三个文化间双语教育副部长的职位 

• 第 22-04 号政府协定，在民族教育中普及文化间双语教育 

• 第 13-2004 号决定规定，最后一级学生须以歧视和种族主义为题材撰写

论文 

• 第 7-99 号法令，妇女尊严和提高其地位法，允许土著学生继续在学校

穿着土著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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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认识到农村地区，特别是土著居民的文盲状况和教育部提倡教育的努力，危

地马拉政府正致力改进农村地区的双语教育工作，目前在全国教育体制的 81 000

名教师中，有 18 000 名为土著教师。政府确认为减少文盲，必须在短期和中期

采取相应措施。在危地马拉年龄介乎 5 至 12 岁之间的玛雅儿童有 750 000 人。 

34. 由于危地马拉当前的经济状况，优先考虑较为重要的其他方面和国情，不能

增加双语教育署的预算。不过，正考虑逐步增加该机构实施其活动所需的经济资

源，为此还需要依赖国际机构的支助和合作。 

35. 考虑到半数土著居民的文盲状况，同时非土著居民的文盲率只占 20％，且妇

女，特别是住在农村地区的土著居民受该制度的影响较大，每 10 人中有 7 人文

盲，危地马拉政府已采取措施，降低此庞大数字。目前在土著居民所在的省有7 832

所学校及 1 869 所双语学校。 

36. 年龄介乎于 15 至 24 岁之间的男女青年平均受过 7 年教育，相等于中等教育

一年级的程度。相比之下，土著男子受过 4.7 年教育，程度不到初等教育五年级

和土著女子受过 3.5 年教育，程度还不到初等教育四年级。在 200 名男女童中，

土著和非土著居民各为 100 人，未受过初等教育的土著居民为 21 人，非土著居

民为 10 人。 

37. 如同许多其他方面，正考虑在国民教育制度中执行《和平协定》，尤其是有

关危地马拉的教育改革。 

应考虑到的重要数据： 

识字率： 

 

38. 在年龄 7 岁以上的居民中，如能读写一段西班牙文及其他语文，就算是识字

的。年龄 7 岁以上居民的识字率是经过调查获得的结果。1994-2002 年期间，识

字人数增加51.1％，女性中这个人数的增长率比男子的为多（分别为55.7％及47％）。

按照 2002 年人口普查，每 3 名女子中和每 4 名男子中有 1 人文盲。 

39. 年龄介乎于 15 至 64 岁之间群体的识字率为 71.5％，文盲率为 28.5％。在

文盲总数（1 708 522 人）中，男性占 36.8％（629 493 人）和女性占 61.2％

（1 079 029 人）。1994-2002 年期间，年龄介乎于 15 至 64 岁之间居民的识字人

数增加了 49％，女性多于男性（比例分别为 55％及 45％）。大约每 3 名女子中和

每 5 名男子中有 1 人文盲。 

在城市地区的教育程度： 

40. 2002 年人口普查显示，48.2％的城市地区居民受过一些初等教育，27.1％受

中等教育和 7％受高等教育。曾修小学教育预备课程的人数占 10％和 16.7％的城

市居民没有受正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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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率： 

41. 在年龄 7 岁以上的居民中，大约每 3 人中有 1 人受过教育，但以男性居多。

按照 1994 年人口普查，男性入学率为 55.1％，在 2002 这个百分率为 51.8％，

至于女性的比例分别为 44.9％及 48.2％。 

42. 根据从教育部直接获得的上述资料，委员会对没有说明为何在实行教育改革

框架内停止教员专业化方案及中止师范教育改革，也不提到课程修改建议的实施

情况表示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