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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六届会议 

2007 年 5 月 14 日至 25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4 

关于论坛六个任务领域和千年发展目标的 
建议的执行情况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俄罗斯联邦 

 

 摘要 

 俄罗斯联邦表示，保护土著民族的人权和利益是其优先事项之一，还表示支

持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本报告综述了俄罗斯联邦土著民族的情况，突

出说明俄罗斯联邦为执行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所提建议采取的举措和开展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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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为执行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建议而在国家一级采取措

施的情况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把保护土著民族的权利和利益列为优先事项。 

2. 俄罗斯联邦为保护土著居民权利制订了专门的规范法制度。依照 1999 年 4

月 30 日关于保障俄罗斯联邦土著少数民族权利的第 82 号联邦法，土著少数民族

的特征有：生活在祖辈传统定居的土地上；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经营方式和手

工业；在俄罗斯联邦不到 5 万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独特的民族共同体。2000

年 7 月 20 日关于俄罗斯联邦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少数民族社区一般组织

原则的第 104 号联邦法采用了新的称谓——“俄罗斯联邦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

土著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特殊法律地位也充实了这一称谓的含义。俄罗斯联

邦 2000 年 3月 24 日关于俄罗斯联邦土著少数民族统一清单的第 255 号政府令和

2006 年 4 月 17 日关于批准俄罗斯联邦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少数民族统一

清单的第 536 号政府令对俄罗斯联邦土著少数民族的构成做了具体说明。 

3. 依照这些俄罗斯联邦政府命令，有 45 个民族被列为土著少数民族，总人数

约 28 万，其中俄罗斯联邦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有 40 个土著少数民族，总人数

为 24.4 万。土著少数民族集中生活在俄罗斯联邦 30 多个主体中。 

4. 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易受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在国家一级开展保护

其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有计划活动。 

5. 俄罗斯非常重视保护土著民族权利方面的国际方案，是正式宣布参加纪念第

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的首批国家之一。俄罗斯联邦通过的关于在俄罗斯联

邦筹备和举办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的政府令是这一领域的基本法令。 

 俄罗斯联邦区域发展部（以下称“俄区域部”）依照俄罗斯联邦 2006 年 5 月

27 日第 758 号政府令，与有关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

共同起草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令，批准在俄罗斯联邦筹备和举办第二个世界土著人

民国际十年的综合措施计划（以下称“综合计划”）。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

年措施涉及俄罗斯联邦三分之一以上的主体。目前，俄罗斯联邦政府委托有关联

邦执行权力机关商定一整套优先措施，在俄罗斯联邦纪念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

际十年。 

6. 俄区域部分析工业企业和土著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协作方面的经验，还在联邦

一级把补偿措施和其它措施作为相应的规范法确立下来。为了制订土著少数民族

代表和在其生活的土地上运行的工业企业代表相互关系方面的战略，俄罗斯联邦

通过了一项决定，成立相应的俄区域部直属工作组，由联邦和区域执行权力机关、

土著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和经营主体的代表组成。此外，目前正采取措施，评估因

在土著少数民族进行传统经营活动的土地上进行工业开采对其造成的损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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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有以下公司代表：国家天然气工业生产委员会、新技术、苏尔古特石油

天然气公司、石油运输、BP 俄国和 LukoiL，还有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北部、西

伯利亚和远东土著少数民族协会和全俄农业勘查和航空摄影大地勘测研究所中

心的代表。 

7. 为执行俄罗斯联邦 2005 年 2 月 21 日第 185 号政府令，俄区域部着手制订规

范性文件，设立北部土著少数民族自然资源传统开发用地。依照 2001 年 5 月 7

日关于俄罗斯联邦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少数民族自然资源传统开发用地的

第 49 号联邦法，土著少数民族自然资源传统开发用地（以下称“土著用地”）是

受特别保护的自然用地之一。该法是个框架，要执行该法，需制订俄罗斯联邦政

府规范性文件，确定土著用地的设立和运作机制。俄区域部提出审查从规范方面

确保解决对联邦意义重大的土著少数民族用地问题。目前，正就对联邦意义重大

的土著少数民族示范用地“比金”（滨海边疆区）拟订条例草案。2006 年 5 月 30

日，俄区域部召开了部门间会议，讨论该草案。与会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

建议和意见，据此又对草案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草案将由有关部委和部门商定。 

8. 俄区域部也在制订土著少数民族稳定发展构想草案。 

9. 依照现行立法，向俄罗斯联邦土著少数民族提供保障的有一系列社会支助措

施，特别是医疗保障方面的社会支助措施。例如，依照 1999 年 4 月 30 日关于保

障俄罗斯联邦土著少数民族权利的第 82 号联邦法第 8 条第 9 款，俄罗斯联邦的

所有土著少数民族都享有免费医疗，其中包括，根据向俄罗斯联邦公民提供免费

医疗的国家保障方案，由国家和自治市镇保健机构每年进行强制性的体检。 

10. 俄罗斯联邦政府 2001 年 7 月 27 日通过了第 564 号令，批准了联邦专门方案

“北部土著少数民族经济及社会发展 2011 年远景规划”。目前，俄罗斯联邦 29

个主体正执行这一方案。2006 年对此方案（以下称“方案”）的供资有比 2005

年翻了一番（从 1.03 亿卢布增至 2.056 亿卢布）。2007-2008 年度用于方案的总

支出在每年供资中占 2.072 亿卢布。目前，俄罗斯联邦区域发展部正制订联邦新

专门方案构想“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少数民族经济及社会发展 2015 年远

景规划”，计划自 2009 年起予以执行。根据新方案构想，计划向北部土著少数民

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措施供资，还为科研工作提供资金。 

11. 国家北部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疾病分类前诊断、预防矫正法和预防疾病，

设立确保维护所有居民健康的医疗服务制度，从而改善人口状况，降低死亡率，

特别是降低儿童和有劳动能力者的死亡率。 

12. 为了顺利执行所有计划措施，须进行充分科研，继续研究北部土著居民中的

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还需研究现行保健制度的效力，制订和采用提

供医疗救助的新形式，且寻找保护和恢复环境生态的新资源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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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为了促进、协调北部民族问题的科研工作，俄罗斯卫生和社会发展部（以下

称“卫发部”）2005 年 9 月 29 日和 30 日在汉特-曼西斯克组织举办了国际科学实

践会议——“北部土著少数民族的医疗及社会问题”。会议审查了如下问题： 

 - 北部土著少数民族的医学-人口状况趋势及健康状况：主要原因； 

 - 北部土著少数民族在社会现发展阶段发病率的特点：可能予以矫正的因

  素； 

 - 在人口较少的地区，组织医疗救助。 

14. 国家保健领域的优先方案向北部地区的居民和土著民族提供了重要支助，确

保其可获取优质的医疗救助。根据该方案框架，国家正采取保护居民健康的措施，

以便： 

 - 发展医疗救助的预防方面（预防检查、疾病系统防治、接种疫苗等）； 

 - 加强保健首要环节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强急救服务和助产机构的物质技

  术基础； 

 - 解决人员问题，提高医务人员的物质利益，以提供优质医疗救助； 

 - 保障居民享有技术含量高的医疗救助。 

15. 把降低可预防原因引起的死亡率、降低导致居民高死亡率疾病和职业病发病

率的措施纳入国家保健领域的优先方案，这对人口状况不佳的北部地区特别有现

实意义。 

16. 国家保健领域优先方案的目标是：为提高保健首要环节的效率和力度奠定基

础和创造条件，同时考虑到这些地区已有的社会基础设施、散居特点和其它特性。 

17. 就此，卫发部 2006 年 8 月 4 日颁布了关于按地段原则提供居民医疗服务的

规章的第 584 号令，对按地段原则提供居民医疗服务问题做了规定，其中包括极

北地区及与之同样的地区、高山、沙漠、无水区和其它气候条件恶劣、季节分隔

长的地区，还包括人口较少的地区，并兼顾居民特性。 

18. 根据上述命令，2006 年 12 月 1 日，划定了 920 个规模不大的地段，有 1840

名医务人员为之服务，这些医务人员纳入联邦名录，按照既定制度获取报酬。 

19. 根据常设论坛报告 B 节第 7 段，我们谨报告，糖尿病是俄罗斯联邦最普遍的

非传染病之一，在土著民族之间也是如此。 

20. 为了获取糖尿病情况的有效信息、控制向病人提供医疗救助的质量且监测其

健康状况，国家建立了糖尿病人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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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俄罗斯联邦 2006 年 12 月 11 日第 706 号政府令批准联邦综合方案构想“预

防和防治社会重大疾病（2007-2011 年）”，其中包括以下次级方案：糖尿病、结

核病、艾滋病毒感染、肿瘤、性传播感染、病毒性肝炎、精神紊乱、动脉高血压

和预防接种。 

22. 次级方案“糖尿病”的目标是： 

 - 降低糖尿病发病率； 

 - 完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措施； 

 - 提高糖尿病患者的平均寿命。 

23. 该次级方案的任务是： 

- 完善预防和诊断糖尿病的办法，完善糖尿病人的治疗和恢复办法，其中

包括研制和采用高科技法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 就预防和治疗糖尿病问题制订和执行针对糖尿病人的教学方案。 

24. 因此，为执行联邦综合方案构想“预防和防治社会重大疾病（2007-2011 年）”，

计划完善专门医疗救助和执行糖尿病人培训方案，以综合解决糖尿病普遍问题。 

25. 为了预防社会风险疾病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扩散（报告 B 节第 36 段），目

前正执行各种方案，以加大疾病预防力度，建立长效制度，让居民了解疾病预防

措施，还在土著民族中，特别是在育龄女孩和青年中，组织、开展活动，宣传健

康的生活方式及预防艾滋病和其它社会风险疾病。俄罗斯联邦特别注意鼓励土著

民族男女、男孩和女孩及土著民族代表保持健康及安全的行为方式，在初等、普

通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教学大纲中设立预防感染艾滋病和预防麻醉品瘾的

专门课程。 

26. 广泛存在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这是生活水平低下、缺乏工作和酗酒等不顾社

会利益现象扩散的结果。 

27. 家庭暴力受害者重返社会制度在预防、阻止家庭暴力事务方面起重要作用。

在这一制度中起主要作用的有居民社会服务机关和以下各种机构：对家庭、儿童

和妇女提供重要的社会生活、社会医疗、教育心理和社会法律服务的机构，在复

杂的生活环境下提供帮助的机构和协助解决许多家庭生活、心理问题的机构。俄

罗斯联邦所有主体都有这种机构。发展最完备的有社会救助家庭和儿童地区中心

这种机构，它们是基本的多功能性机构，提供各种社会服务。2006 年初，由俄罗

斯联邦主体的居民社会保护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管理的机构数量达 3 444 个

（2004 年为 3 37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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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国家一级向有儿童家庭提供物质支助是消除家庭贫困的办法，也使妇女有

可能扮演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两种角色。 

29. 2006 年期间，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增加对有儿童公民的物质支助的法律，还接

连提高了对妇幼的补助。 

30. 孕产补助最高增至 16 125 卢布（2004 年为 11 700 卢布；2005 年为 12 480

卢布）。生孩子的一次性补助为 8 千卢布（2004 年为 4 500 卢布；2005 年为 6 000

卢布）。 

31. 依照 2006年 12月 5日关于修正俄罗斯联邦向有孩子公民提供国家支助的部

分法令的第 207 号联邦法，对生育孩子家庭的社会支助有极大增加。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职业妇女每月享受照看小孩补助，数额为工资的 40％，但不超过 6 000

卢布。若照看两个和两个以上小孩至一岁半，则补助数额累加。此外，补助总额

不可超过工资的 100％，但也不能低于累加的最低补助额。 

32. 照看第一个孩子的最低补助额为 1 500 卢布，照看第二个和更多孩子的补助

额为 3 000 卢布。 

33. 享有该补助的是实际照看孩子的母亲或父亲、其它亲属、监护人，其因照看

孩子而休假，应当享有必要的社会保险。 

34. 没有工作、实际照看孩子至一岁半且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险的公民才有权获取

这一补助。照看第一个孩子及照看第二个和更多孩子的最低补助分别是 1 500 卢

布和 3 000 卢布。所有这种补助都发给妇女，而不论其属于何种民族。 

35. 促进扩大妇女在劳动和就业领域机会的另一措施是，设有可以利用的优质学

前教育机构网。 

36. 为了提高学前机构的儿童入学率和入学机会，国家规定了父母缴纳学前机构

学杂费的上限。例如，父母为子女就读学前机构缴纳的学杂费不能超过儿童生活

费的 20％，而有三个和三个以上未成年孩子的父母，则不能超过 10％。对于发

育不正常的孩子，免收费用。 

37. 自 2007 年起，国家开始补贴父母实际承担的儿童入读学前教育机构的学杂

费：第一个孩子为学前教育机构收费的 20％，第二个孩子为 50％，第三个孩子

和更多孩子为 70％。 

38. 消除性别和民族歧视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俄罗斯联邦各主体采取包括以下内

容的方案：支助居民就业、减少失业及发展小型和家庭式企业经营。在这些方案

中占有特殊位置的是促进土著民族弱势妇女就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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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就业方案中规定了居民就业机关帮助选择合适工作和进行劳动安置的措施，

其中包括免费提供以下方面的服务：职业指导和心理支助、职业培训、进修和提

高专业技能、促进自主就业和小型企业经营。 

40. 此外，促进居民就业方案还包括支助民族传统手工业、制订对妇女有利的就

业制度（不完全工作日）和在家工作。 

41. 《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以下一系列俄罗斯联邦法律对俄罗斯联邦的民族教育

问题做了规定：《俄罗斯联邦民族语言法》、《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法》、《教育法》

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1996 年 6 月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批准）和俄罗斯

教育现代化 2010 年远景规划构想（2001 年 12 月俄罗斯联邦政府令通过）。 

42. 2006 年 8 月，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民族教育政策构

想，其中确定了国家教育政策的当前优先事项，同时考虑到俄罗斯社会多民族的

特性。这一文件规定，更新当前的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构想，还指出了土著民族教育方面的问题。将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帮助，包括由

联邦和地区教育管理机关供资内。 

43. 2007-2010 年将切实解决的这一领域最迫切的任务包括：提高教育机构科学

教育干部的职业培训水平和专业技能。这些干部执行带有民族文化地区（民族地

区）成分、用母语（非俄语）和俄语（非母语）教学的普通教育方案，还确保用

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研究教育方面的民族问题。最迫切的任务还有：编制以双元

文化和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人文系列科目的新一代教科书，其中包括为俄罗斯各种

文明/文化区编制教科书；包括为父母过着游牧生活的儿童制订组织、管理机制，

确保其可以以同等机会得到优质教育，同时考虑到当地语言和民族文化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