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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危地马拉的访问* ** 

                                                 

*  本访问报告的内容提要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报告本身载于内容提要的附件，

仅以原文和英文分发。 

**  根据大会第 53/208 B 号决议第 8 段的规定，本文件迟交是为了尽可能载入最新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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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1/57 号决议提出的，说明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

自由情况特别报告员 200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对危地马拉的正式访问情况。  

 危地马拉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社会，其 1,200 万居民中大约有一

半是马雅、辛卡和加里富纳土著居民。在全国各个地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土

著居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危地马拉的民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土著居民丰

富多彩的文化、传统、集体价值观念、语言和宗教的基础上的。但土著人非但不

能与其他居民平起平坐，而且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在文化上受到歧视、在经济上

处于社会边缘地位。  

 而且，人类发展和社会指数表明，马雅人、辛卡人和加里富纳人处境非常困

难，他们每天都受到种族和族裔歧视，这表现为对土著人采取贬低和排斥的态

度，甚至在媒体上也是如此，对土著文化的各个方面 (包括其宗教和语言 )进行歧

视，土著人在取得发展的好处和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遇到各种不便。  

 必须在 1996 年《和平协定》的框架内审议危地马拉土著居民的人权情况，这

项协定结束了长达 30 年的国内武装冲突。为了执行这项协定，政府采取了各种措

施，尽管这些措施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缺乏资金、缺乏落实这种措施的政治意

愿，因此效果不佳，力度也不够。秘书长告知，这些协定的执行受到推迟。  

 困扰土著居民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土地权的问题。得不到土地、土地纠纷得不到

解决、公用树林等传统土地得不到尊重、因经济发展项目而将土著居民强行迁

移、因武装冲突而失去土地等种种问题，造成了社会紧张局势加重的局面。土著

妇女的处境尤其岌岌可危。  

 土著居民在取得司法权方面的情况也令人关切。尽管政府采取了明确的措施在

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土著地区推行司法行政制度，但其覆盖率仍然不足。  

 土著居民抱怨，他们难以接触到法官和法院，他们的习惯权利遭到歧视，在法

院缺少讲土著语言的翻译和政府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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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著居民优先关心的教育方面，尽管政府为提供双语和多种文化教育作出了

努力，但没有足够合格的教师，其余的教育资金也不够。学校缺乏课本和其他教

学材料，在土著人居住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入学率、特别是土著女童入学率依

然低于其他儿童人口，这一事实令人不安，因为这在将来会使排斥和歧视继续下

去。  

 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扩大活动，改善针对土著居民的政策，重申执行《和平协

定》的承诺。考虑到在联合国危地马拉核查团(联危核查团)撤离之后的阶段，联合

国应该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建立一个特别着重于土著居民的特

派团。此外，特别报告员还建议土著居民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包括学术界采

取措施，拟定一项共同行动纲领，以宣传、核查和鼓励作为《和平协定》的一部

分的《土著居民的特征和权利协定》的执行情况。  

 特别报告员表示，相信政府、土著居民、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其他成员能够为

在危地马拉建立一个对其最受排挤的群体更为公正的社会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