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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略语 
 

 

BVR 选民生物登记 

CEDAW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CC 基督关爱中心 

CRC 《儿童权利公约》 

CSO 民间社会组织 

DCCG 促成政府变革民主同盟(促变民盟) 

DV 家庭暴力 

DSE 发展服务交易所 

ECE 幼儿教育 

EVAW 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FPA 《家庭保护法》 

FSC 家庭支助中心 

GEWD 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RC 法律改革委员会 

MCILI 工商、劳动和移民部 

MDPAC 发展规划和援助协调部 

MEHRD 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 

MFAET 外交和外贸部 

MJLA 司法和法务部 

MHMS 卫生和医疗服务部 

MWYCFA 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 

NAACC 儿童事务国家咨询和行动(儿童行动) 

NDS 国家发展战略 

NGO 非政府组织 

NWC 全国(普遍定期审议)工作委员会(全国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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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CHR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OPMC 首相和内阁办公室(首相内阁办) 

RAMSI 区域援助所罗门群岛特派团(区域特派团) 

RSIPF 索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皇家警察) 

RWASH 农村用水卫生和个人卫生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PC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SPC-RRRT 地区权利资源小组 

TIP 贩运人口 

TRC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VAW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WASH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HO 世界卫生组织 

YWPG 女青年议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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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所罗门群岛政府感谢国家工作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工作，在资

源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确保报告汇编过程的协商性和参与性。政府还感谢各利益攸关

方1
 在协商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以及人权高专办、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地区权

利资源小组和英联邦秘书处在此过程中提供的技术援助。 

 

 

  序言 
 

 

 我高兴且荣幸地提交所罗门群岛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最终报告。 

 报告坦率地介绍了所罗门群岛在立法和政策框架内在执行、增进和保护人权方

面取得的进步。过去的四年半中，所罗门群岛在享受获取卫生、性别、教育和司法

等基本服务的机会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公民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追求各项

自由。 

 所罗门群岛是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尽最大限度提供基本

服务方面仍面临诸多限制。我国经济规模小，市场机会有限，地形独特，构成诸多

挑战，使我国向人民提供获取服务的能力受到阻碍。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仍然致力

于履行责任。 

 所罗门群岛通过本报告介绍其人权状况，希望你们深刻认识我国不断实现人权

义务的不懈努力。 

 我借此机会代表所罗门群岛政府及人民向我国的发展伙伴致以诚挚的谢意。随

着这一进程的延续，我呼吁你们通过发展援助方案和项目继续提供帮助。 

Tagio tumas (非常感谢) 

外交和外贸部长 

Hon. Milner Toz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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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所罗门群岛的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于 2011 年 5 月结束。所罗门群岛政府收到

115 条建议并接受了 112 条。所罗门群岛一直致力于增进和保护公民的人权。本报

告重点介绍为执行已接受的建议而持续采取的各项努力。 

2.  内阁批准成立一个所罗门群岛国家普遍定期审议工作委员会(国家工委)。2
 

2014 年 8 月，国家工委成立，由外交和外贸部常务部长以及妇女、青年、儿童和家

庭事务部常务部长联合主持，成员也包括民间社会代表。3
 

 

 

 

 一. 报告编写方法和过程 
 

 

 A. 报告编写方法 
 

 

3.  外交和外贸部在促进与编写第二轮审议国家报告相关的各项进程中发挥了领导

作用。在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太平洋共同体区域权利资源小组秘书处、人权高

专办驻斐济区域办公室的支持下，2014 年 10 月对国家工委举行了培训。培训为国

家工委提供了关于国家报告的报告程序和格式的指导。培训结束时制定了一份汇总

表，将收到的建议按专题分组，并说明 2011 年以来取得的进展。2014 年 11 月，国

家工委把这份汇总表广泛散发给利益攸关方(24 个政府专门部委，以及作为非政府

组织代表机构的发展服务交易所)
4，供其发表意见。 

4.  2015 年举行了三(3)次协商，征求来自政府、民间社会和联合国各机构的相关利

益攸关方的资料。5
 协商也作为一个平台，向利益攸关方通报普遍定期审议进程和

报告，征求关于建议的执行情况的反馈，并核实由利益攸关方提供的资料。收集的

资料被填入说明成绩、最佳做法和挑战的汇总表。在资料存在空白的地方，国家

工委秘书处通过案头调研以及对相关利益攸关方口头访谈、书面提问的方式征求

补充资料。还举行了一次捐助方圆桌会，向发展伙伴通报国家的普遍定期审议进程

和进展。6 

 

 

 B. 报告编写过程 
 

 

5.  国家工委把起草报告和收集补充数据的任务分给各成员。包括秘书处在内的起

草小组委员会把汇总表和协商中经过修订的资料汇编起来并编写报告。对所有相关

资料和数据进行整合后，2015 年 9 月初形成初稿。国家工委于 2015 年 9 月中旬将

报告终稿提交给内阁。内阁审议并核准了报告终稿。国家工委将这一过程记录在案，

并用小册子的形式公布普遍定期审议最终报告。向包括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内的

相关利益攸关方分发了副本。通过这一过程，国家工委注意到建议执行情况中的差

距，以便在下次审议期间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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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上届审议以来的发展情况 
 

 

 A. 国内法律和法规 
 

 

6.  1978 年《宪法》仍然是国家的最高法律，第二章规定了所罗门群岛人民的各项

权利和自由。2007 年，政府通过首相和内阁办公室(首相内阁办)下设的宪法改革科

着手宪法改革进程。2011 年至今，举行了多次协商，对 2009 年《联邦宪法》草案

作出多处修订。与利益攸关方正就当前的 2014 年草案进行广泛协商。 

 

  2011 年以来与人权相关的其他立法 
 

7.  政府于 2012 年制定了《移民法》，于 2013 年制定《移民法规》7。《移民法》把

人员偷渡、8
 严重人员偷渡、9

 贩运人口、10
 贩运儿童11

 以及剥削被贩运人口从中

获利12
 规定为犯罪。虽然采取了这些积极步骤，但政府认识到需要对《移民法》进

行审查，以解决所罗门群岛国内贩运活动的问题。13
 政府还认识到至今尚无案件得

到起诉，第 72 至第 73 节、第 76 至第 78 节规定的违法行为所受处罚可能不如刑事

犯罪的处罚那样严厉。 

8.  2012 年《所罗门群岛国立大学法》首次设立了一个国家高等学府，目的是为国

家提供优质教育、学习、技能培训和研究。设立国立大学增加了弱势群体接受高等

教育的机会。 

9.  2013 年《公共财务管理法》对所罗门群岛公共财务的控制和管理作出规定。

它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提高财政监管和报告，加强对采购和利用公共资源的

规范。 

10.  2013 年《选区发展基金法》14
 对五十(50)个选区的个人或团体接收方分配

选区发展基金作出规定。该法说明了使这些资金得到透明、问责地规范和适当

管理的方式。政府采用以权利为基础的办法来分配资金，打击性别歧视并确保

性别平等。 

11.  2013 年《国家议会选举规定(修正)法》作出新规定15，在 2014 年全国大选中

采用选民生物登记系统。 

12.  2013 年《警察法》明确提出了多项原则，坚持法制、个人人权、促进平等；

秉公执法，独立不阿；提倡专业精神、道德操守、廉正和警务公正。该法鼓励社区

开展警务工作，打击犯罪，发扬正义，使社区成为安全的生活场所。 

13.  2013 年《儿童和家庭福利法案》赋予卫生和医疗服务部下属的社会福利司为

权利受到侵犯的儿童提供保护、福利和照料的权力。法案承认并促进儿童权利最优

的原则。社会福利司可经过事先协商把儿童置于另一家庭成员的安全监护之下。 

14.  2014 年《家庭保护法》把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定为犯罪，保护受害者。它赋

予法院、警察和医护专业人员帮助受害者就医和诉诸司法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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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4 年《土地和地权(修正)法》成立了土地管理局，赋予其公正、透明、公平

地分配、开发和管理土地的权力和职能，以满足公民的需求和福利。 

16.  为了改善政党的登记、管理、运作并促进内部廉正，2014 年制定了《政党廉

正法》。该法第 35 节鼓励国家或省一级的任何人广泛参与，不受歧视地成立政党。

该法第 48 节规定，政党中应有 10%的妇女候选人可竞选。这是承认需要提高妇女

参政方面的积极一步。 

17.  2015 年《渔业管理法》对所罗门群岛渔业和海洋资源的保护、管理、开发和

可持续利用作出规定。该法对积极参与渔业和海洋项目来谋生的母系社区16
 而言是

一个积极进展。 

18.  2015 年《刑法(性犯罪)(修正)法案》正处于磋商阶段。法案的目的是引入性

犯罪的新类别。这些类别包括：对不满 18 岁的儿童持续性虐待；处于信任、权

威或抚养关系的人对年满 15 岁但不满 18 岁的儿童实施性虐待；对儿童实施商业

性剥削；以及参与、使用、传播和存储儿童性剥削材料(视频、音频、印刷品和

数据)。17
 

19.  公共服务部正在完成一份新的《公共服务法案》，以加强公共部门的人力资

源管理和治理框架。法案将支持业已实施的平等就业机会、职业健康和安全、反

歧视18
 等框架。公共服务部将审查目前的招聘和选用制度、政策和工具，改善残疾

人在公共部门就业的机会。法案还将规定人人均有公平竞争以获得就业、升迁、调

任和培训的机会。 

 

 

 B. 国内措施和政策 
 

 

20.  政府制定了 2011 年至 2020 年十年《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目标是减贫；支

持社会弱势成员；获取优质卫生保健(包括抗击疟疾、艾滋病毒和非传染病)；获

取优质教育；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有

效管理环境和生态系统；自然灾害防护；以及改善国家、省和社区层面的治理

和秩序。 

21.  政府将千年发展目标作为上述目标执行情况的国家战略指标。二十四(24)个部

委在各自任务组合下制定应对重点领域的各项政策和战略。每个政府部委均制定一

套活动工作方案，并且努力适时把这些政策转化为立法。 

22.  2015 年启动的建设和平国家政策是政府实现可持续、稳定和平的冲突后倡议

的一部分。 

 

 1. 妇女和儿童 
 

23.  政府目前正在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的支持下，审查执行 2010 年至 2012 年“性

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的进展。审查过程的目的是用政策执行情况的监测和评价

机制来衡量成绩并跟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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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5 年 8 月，内阁批准了“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女童经济赋权国家战略”。战略

旨在通过经济赋权来增加性别平等和就业机会。 

25.  启动了所罗门群岛全国妇女理事会2014年至2015年国家和省级选举活动战略

行动计划，以增强和构建妇女候选人的能力和信心。它为公开活动提供信息和通信

资源，并在特定选区开展公民教育方案。 

 

 2. 教育 
 

26.  政府通过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制定了促进“全民教育”的关键教育规划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2013 年至 2015 年国家教育行动计划》、《2013 年至 2015 年国家人

力资源发展和培训计划》、《幼儿教育次级部门审评以及幼儿教育和幼儿保育标准制

定》。 

 

 3. 残疾人和其他少数群体(老年人和孤儿) 
 

27.  “2013 年至 2018 年残疾人包容性发展国家政策”于 2014 年 4 月完成，正待

内阁批准。 

 

 4. 适足生活水准权：健康(生殖健康、免疫接种、水和卫生) 
 

28.  促进政府变革民主同盟(促变民盟)的保健政策方向文件承认卫生部门的差距，

重点是改革立法框架，改善基础设施，加强体制建设，支持将研究资金用于抗击新

疾病的新兴药物和科学。 

29.  卫生和医疗服务部制定了《2011 年至 2015 年国家卫生战略政策》，重点是改

善健康、保健、政策和规划，以及特别关注非传染疾病的人力资源管理。 

30.  制定了《(2014 年至 2018 年)艾滋病毒和性传播疾病国家战略计划》，鼓励利用

儿童基金会和艾滋病规划署的技术援助，用多部门办法作出全国应对。它以所罗门

群岛艾滋病毒和性传播疾病预防、治疗和护理方面实际采用的最适当的干预措施为

根据，提供了战略方向和协调。《2014 年至 2018 年国家战略计划》把法律和政策改

革作为执行阶段国家应对的首要任务。 

31.  《2014 年农村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和《农村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建筑标准》规范所罗门群岛可持续农村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工作的发展、

协调、管理、监督、评估、执行和审评。该政策明确了不同利益攸关方的责任，提

供了实现部门目标的清晰指导，并促进用综合办法来开展农村供水、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工程。 

 

 5. 环境和气候变化 
 

32.  在最终确定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之前，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活动受《2012

年至 2017 年所罗门群岛气候变化政策》指导。该政策提倡用多利益攸关方的办法

开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以及灾害风险管理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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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3 年制定的《全国矿业政策》力求加强矿业管理，促进公平、竞争的财政

框架，促进矿业收益透明，并防止在保护区开矿。20
 

 

 

 C. 与人权有关的官方机关和政府机构 
 

 

34.  政府各部门执行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从而把人权纳入其工作主流。 

35.  监察员办公室负责调查公众对政府施政不当的投诉。 

36.  领导守则委员会办公室调查涉及议员或高级公务员的行为不端问题。 

37.  司法机关在把国际人权原则作为权威原则运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38.  议会在把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以及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职能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确保用人权的办法来促进社会最边缘化群体的发展。 

 

 

 

 三. 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公众对人权的认识 
 

 

39.  外交和外贸部在各项职能21
 中有责任推动人权报告工作。妇女、青年、儿童

和家庭事务部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的报告工作

上也负有责任。政府正与各合作伙伴一道提高对弱势群体权利的认识。 

 

 

 

 四. 上次普遍定期审议以来采取的行动 
 

 

 A. 根据《巴黎原则》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建议 79.1-7) 
 

 

40.  政府在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人权高专办和亚太国家人权机构论坛的协助下，

于 2012 年 1 月开展了一次考察任务，研究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可能性。政府与民

间组织和信仰组织进行磋商，汇编了一份报告并提交给内阁。 

41.  内阁指出，监察员办公室和领导守则委员会等现有机构可拥有解决人权问题的

更大任务授权。 

42.  2014 年《联邦宪法草案》提出成立一个人权委员会。职能可包括增进、监督

人权以及裁决人权争端和事项。 

 
 

 B. 司法和法律改革(建议 80.2、80.13、80.15-22、80.24、80.31、81.19-20、

81.42-44 和 81.46) 
 

 

43.  2011 年以来，法律改革委员会编写了多份法律改革问题文件。法律改革委员

会开展立法审查的任务受到国际人权标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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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政府仍然致力于确保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青少年司法的各项原则适当编入

国内法。所罗门群岛惩教局22
 与各利益攸关方合作提供持续的复原方案(教育、职

业以及基于信仰的生活技能方案)，为囚犯在刑满后重新融入社区作准备。23
 

45.  全部六个惩教服务中心24
 均有能力按照联合国标准，把女性和青少年囚犯或

被拘留人员与成年男性分别关押。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Tetere 监狱建设一个青少年拘

留中心的计划正在推进。25
 

46.  美国律师协会太平洋区域打击贩运项目向法律服务机构、检察官、政府官员、

警察、医护工作者和民间社会开展了《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

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规定方面的培训。该项目启动了更广泛的打击人口贩运

的政府倡议。 

47.  正在最终确定《2015 年至 2020 年打击人口贩运和人员偷运国家行动计划》。

工商、劳动和移民部下设的执法科调查人口贩运案件。人口贩运咨询委员会是一个

包含多个利益攸关方的技术小组，帮助受害者并在《移民法》的执行工作中提供建

议。委员会的关键活动包括提高对贩运活动的认识。 

48.  民间社会合作伙伴继续补充政府打击人口贩运的各项努力。例如，家庭支持中

心成立了一个法律部门，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提供支持。美拉尼西亚妇女圣公会于

2013 年制定了一个人口贩运方面的培训手册。 

49.  目前没有立法从法律上禁止体罚儿童。2012 年，法律改革委员会编写的关于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审查的问题文件》规定，体罚必须理由充分，不得公

开实施任何有辱人格的惩罚。 

50.  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开展了关于“教育障碍”的研究，提出了多项解决体罚

问题的建议行动。这些行动以学校教师、学校董事会、家长或监护人为目标，介绍

使用非暴力的教育和学习策略。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的标准科负责制定《学校行

政管理手册》和纪律程序。 

51.  将对地方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进行审查，把暴力侵害妇女案件纳入进来，从而使

家庭暴力受害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受害者能够诉诸司法。《家庭保护法》对“授权

人员”发出、变更或撤销临时保护令作出了规定。 

52.  2014 年宪法修正案把治安官职位升级为宪法职位(相当于高等法院法官)，提高

了所招聘的治安官的数量和素质。这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治安官层面的积案问题迈出

了一步。五名新治安官于 2015 年 2 月宣誓就职。26
 

53.  法律改革委员会得到指示，根据《岛民婚姻法》和相关法令开展研究并与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的利益攸关方进行磋商，从而对《岛民婚姻法》和相关法令规定的最

低结婚年龄进行审查，将父母同意的最低结婚年龄从 15 岁提高到 18 岁，18 岁及以

上结婚无需父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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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法律改革委员会对《刑法》开展审查后撰写了一份拟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从 8

岁提高到 12 岁的问题文件。法律改革委员会之前面临人力方面的问题，延缓了这

一审查行动的进程。 

55.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委员会的报告于 2013 年提交给首相和内阁办

公室，很快于 2014 年提交给议会。政府正在制定执行框架，并为报告提出的各项

建议寻求必要资源。框架将为如何处理制度改革、肇事者的司法审判、和平与和解、

康复和赔偿等敏感、复杂问题提供指导。 

 

 

 C. 妇女和儿童(建议 80.3-12、80.27-30、80.32-37、80.40-43、80.48、80.81、

81.29、81.39-41、81.45和 81.52) 
 

 

56.  2013 年，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重新确定强奸的定义，使其适用于所有人，即

便是受害者和责任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的情况。27
 2012 年案例法28

 首次判定丈夫

可因强奸妻子而被判有罪。高等法院适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五

和第十六条的原则，宣布丈夫和妻子是婚姻中的平等伴侣，并判定丈夫可因强奸妻

子而承担刑事责任。29
 

57.  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继续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在结束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宣传中发挥领导作用。该部向基督关爱中心和家庭支持中心两个

本地非政府组织提供年度预算支持，资助他们开展防止家庭暴力的活动。 

58.  《家庭保护法》于 2014 年 9 月开始执行，制定了执行战略并成立了咨询理事

会。理事会由政府代表、民间社会、警方和医护机构组成，将确保向家庭暴力的受

害者提供各项服务和法律援助。还成立了一个信息委员会，负责《家庭保护法》培

训和宣传信息的标准化工作。制定《家庭保护法》宣传方案，包含围绕保护、安全、

责任和交流的四个关键信息。宣传方案的一个关键媒介30
 是每年针对基于性别的

暴力为期 16 天的积极运动。2014 年“16 天运动”期间，推出了一个“采取行动”

工具包，含有家庭暴力普遍程度、《家庭保护法》以及可用于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的战略等方面的资料。 

59.  2015 年，在卫生和医疗服务部内设立基于性别的暴力协调员岗位。协调人负

责监督 SAFENET 转介网络，这一转介系统由政府各利益攸关方组成，家庭暴力受

害者可用它报告其所受暴力。 

60.  2012 年，公诉人办公室内的区域特派团法律和司法方案成立了一个家庭保护

科并为其提供经费。家庭保护科优先关注由 SAFENET 所属任何利益攸关方转介来

的所有家庭暴力案件31。2014 年，法律咨询所每周接待客户中有 47%涉及家庭法

律案件，53%涉及民事诉讼。2013 年成立了 Seifples
32，这是一个为寻求医护的家

暴受害者服务的健康诊所，随后将他们转介给家庭保护科获得法律援助。 

61.  皇家警察学院在课程中加入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模块。每年继续对所罗门群岛

惩教局和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进行有关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培训。皇家警

察制定的《家庭暴力标准和操作流程》促进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受害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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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投诉开展调查。皇家警察下设的性侵害科和家庭暴力科分别对所有性犯罪进行

刑事调查，开展家庭暴力宣传工作并把报案登记在社区警务方案下。家庭暴力科启

用了一份遍布全国所有派出所的登记册，通过记录家庭暴力投诉来收集有关家暴发

生情况的数据。家庭暴力科的统计数据显示，报案数从2012年的55起增加到了2015

年的 726 起。 

62.  2013 年，检察长办公室内也成立了一个家暴科，对引起死亡的严重家暴案件

提起公诉。性侵害科和家庭暴力科与检察长办公室合作办理全国的家暴案件，确保

案件得到充分调查并为公诉做好准备。 

63.  由拯救儿童协会开展的《2015 年贩运儿童和儿童商业性剥削动态》跨省研究

结果得到儿童事务国家咨询和行动(儿童行动)的批准。研究建议：(1) 为渔业和伐

木业雇员制定一个对性别和儿童权利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标准《行为守则》；(2) 审核

所罗门群岛《打击贩运人口行动计划》，为遏制国内儿童贩运提供更多保护；(3) 提

供技术支持、培训和资源，强化执行儿童相关方案的政府部委机构；(4) 加强本地

和国际儿童权利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对项目倡议进行有效干预并确保其可持续性。

研究发现，教育和谋生机会有限的儿童面临受到贩运或性剥削的风险。儿童行动将

利用这些建议对方案和政策方向进行游说并为其提供资料，再加上劳动部门的工作

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努力，从而管制并降低童工和贩运儿童的风险。儿童行动下设

的一个小组委员会33
 实施在社区层面宣传儿童商业性剥削和儿童性虐待的工作，

儿童支持中心提供咨询、临时保护服务，并使儿童受害者融入社会。 

64.  公共行政和管理研究所(行政管理所)与相关部委合作，为公务人员提供了关于

《家庭保护法》的培训。2013 年，政府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科(信通支持科)与行政

管理所合作，使政府所有雇员能在网上获得能力建设培训。 

65.  政府与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合作通过始于 2012 年的“青年工作”方案，重点

为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青年人增加可持续的谋生机会和教育方案。“青年工作”

旨在解决首都青年人高失业的问题，继续为青年创办小企业和进入公共部门就业提

供培训、技能发展和小组或同伴辅导的机会。34
 过去 3 年中，400 多名青年被安排

在公共服务部门实习，其中 10 人在完成实习后在公共部门中长期就业。2014 年

至 2015 年，316 个青年小组经营青年市场摊位；2015 年，45 家新企业得到资助并

成立， 

66.  2014 年初，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在发展伙伴的支持下启动。该系统使得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及其家庭获得出生登记的机会显著增加。在瓜达尔卡纳尔

省、舒瓦瑟尔省、泰莫图省、马基拉省、西部省、霍尼亚拉市新成立了十五个卫生

服务卫星中心，直接促进出生声明工作。35
 

67.  卫生和医疗服务部与民事登记办公室有一项持续协议，将通过政府信通支持科

系统对出生登记集中管理。2014 年，首次给予民事登记办公室 100 万所罗门群岛元

的经常预算拨款，用于支付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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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正在对护士进行关于出生登记重要性、流程和程序的培训，政府于 2014 年批

准了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制定的亚太区域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行动框架。 

69.  2014 年全国大选前，所罗门群岛全国妇女理事会开展了关于妇女参与决策机

构的临时特别措施的全国磋商。 

70.  所罗门群岛国家议会于 2011 年在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启动了女青年议会小

组。该小组促进女青年参与领导层。它继续宣传并鼓励就妇女在议会中当选保留席

位的临时特别措施进行讨论，并在 2014 年选举前后开展一个选民对女性候选人的

行为基线调查。调查36
 明确了选举活动中有买票行为，以及对领导层的文化视角

带有性别色彩是支持女性候选人的部分障碍。 

71.  公共服务部采取了两阶段的公共服务改革。该部启动了一个旨在提高性别平等

主流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并增加妇女在政府各机构中的参与程度。为确保这两

项改革得以实际实施而采取了多项措施，所有常务部长的合同中新加入了多个关键

结果指标，来确保公共服务部门对性别问题敏感，其次确保实施对性别问题敏感的

招聘和选用流程。 

72.  在公务部门中任中层职位的女性人数逐渐增多。然而，人们认识到常务部长和

副部长高级职位上的情况有波动。二十三名常务部长中有两人是妇女，三十九名副

部长中有五名是妇女。有资质、有经验的妇女有机会升任高级管理职位。 

73.  皇家警察副警长首次由女性担任。惩教局开展了一次性别审计，目的是解决招

聘过程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并增加高级职位上的妇女人数。性别审计提出的建议将为

如何提高妇女在政府各部门领导层的切实参与提供指导。 

74.  在政治层面，2012 年的补选选出了一名女性议员。2014 年选出了四名省级女

性代表，一名议员通过投票就任。37
 

75.  所罗门群岛商会的数据显示，120 名会员中有 40 名是青年企业家。其中 12 名

是女性会员，也是所罗门群岛商界妇女协会的成员。38
 所罗门群岛制造商协会管

理委员会中也有妇女。九家国有企业中的四家有女性董事会成员。 

76.  政府任命四名女性为驻外外交使团的实际或代理长官。 

 

 

 D. 不歧视和性别平等(建议 80.1、80.25-26、80.28、81.21和 81.24-29) 
 

 

77.  正在对已提出的《部落土地争端解决委员会法案》进行磋商，法案力图通过传

统酋长和部落长老的参与，解决土地使用和所有权方面的争端。磋商表明，必须把

妇女纳入委员会的想法得到强烈支持。土地、住房和普查部内新设立了一个土地委

员会，有一名女性委员。 

78.  公诉人办公室内的土地宣传法律支持科在全国各个社区开展土地和环境多个

问题的宣传方案和法律诊所服务。这一进程鼓励更多妇女参与社区层面对土地案件

的磋商。许多案件主要涉及惯有土地所有权和继承问题，永久地产问题和已登记的

惯有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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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目前的审查进程有望改对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政策的协调、监督和评估。进

一步的期待是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于 2014 年启动的性别统计倡议将提高按性别分

列信息的可用性，建设数据采集能力，并支持对统计数据进行性别分析；这些数据

最后将有效地为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以及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政策的执行和评

估工作提留供信息。 

 

 

 E. 适足生活水准权(住房、健康、用水和卫生设施)(建议 81.54-55 和 80.44-45) 
 

 

80.  土地、住房和普查部为参与式贫民区升级方案争取了 1.3 亿所罗门群岛元的资

金，支持城市群体特征描述、规范临时职业许可和改善规划实践等方面的努力。住

房和供地仍然是城镇和城市中心总体管理和战略规划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两个部委39
 建造了供员工居住的房屋，但省级中心住房短缺的问题对于在全国范

围内有效提供服务仍然是一个挑战，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情况更是如此。 

81.  2015 年，所罗门群岛加强了利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预防和治疗成年人、青少

年和儿童艾滋病毒感染的国家指导方针。政府制定了艾滋病毒检测服务国家指导方

针。目前，生殖健康和免疫接种方案普及到所有农村和省级诊所。十个省级中心中

有九个配备了医院、护士站和诊所。 

82.  卫生和医疗服务部通过其生殖健康和青少年方案为妇女和女童包括残疾人在

内开展包容性生殖健康培训，并面向社区和学校开展宣传和教育对话。在(西部

省)Vonunu 的 Lata 和霍尼亚拉市的 Kukum 和 Rove 成立了青年关爱诊所，提供计划

生育咨询服务、关于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咨询和使用避孕措施的咨询。40
  

83.  在学校课程中纳入生活技能和性教育综合大纲。在霍尼亚拉省、泰莫图省和中

舒瓦瑟尔省小学四年级到中学三年级进行试点。护士帮助教师在学校中散发教学材

料。目前正对堕胎开展一项基线研究，预计在 2015 年完成。 

84.  政府认识到，向高度分散、主要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提供充足、可靠的安全用水

是一项重大挑战，要靠发展伙伴、当地社区和信仰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开展这项

工作。41
 考虑到关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数据、水文学家、水利工程师、

环境卫生专家、技术人员和管道工人数量有限，这种伙伴关系就更为宝贵。为了应

对农村和城市社区对供水和环境卫生问题的关切，制定了《2013 年至 2025 年水和

环境卫生部门国家综合计划》，首要任务是向医院、诊所和学校提供充足、安全的

用水，提高家庭和社区对雨水积蓄的利用，并改善城市和近郊的排水条件。日本国

际协力事业团在霍尼亚拉省和几个确定的省份开展提供井眼和水管更新的工程。 

 

 F. 人权问题(教育、选举制度、民主、劳工和残疾)(建议 80.39、80.45-49、

81.56-58、81.12-15、81.22-23、81.30-32 和 81.37) 
 

 

85.  政府继续执行从一年级到九年级免费的基本教育政策，扩大接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父母仍要支付其他相关费用。根据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的“成绩评估框架”，

2013 年幼教阶段的男童入学率(51%)高于女童(49%)。2013 年小学阶段的整体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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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了 21.2%，42
 中学阶段的女生入学率(52%)高于男生(48%)。这一趋势表明

性别平衡正缓慢地在入学方面得以实现。 

86.  国立大学近期在大学开设了卫生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证书课程和学士学位课程。 

87.  正在对《教育法》进行的审评过程产生了一项建议，即怀孕女生生产后可返回

主流教育体系。这将增加这类学生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88.  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成立了识字科，利用技术援助为全国范围的识字倡议提

供建议和支持。该科帮助开展一项关于识字框架和课程材料的审核。 

89.  关于总体识字情况的统计数据表明，从三级往上女性的情况要好于男性。关于

算术的数据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所有水平上的结果相似。 

90.  所罗门群岛采用得票最多者当选制来选举国家级和省级代表。票数最高的候选

人被宣布当选为议员和省议会议员。2014 年选举采用选民生物登记系统，来检测多

次登记，改善登记的准确度和投票的完整性。有资格投票的人中有 85%得到登记。

其中 139,059人是妇女(占 48%)。选民生物登记提高了公众对登记册完整性的信心。 

91.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印刷媒体、广播媒体和省级磋商，对选民生物登记新系

统开展国家和省级宣传方案。为了促进 2014 年选举的透明度，区域和国际观察员

应政府邀请被部署在所罗门群岛。 

92.  所罗门群岛选举委员会近期开设了一个网站，提供关于选举过程的信息。 

93.  政府依然致力于发展，政府积极参与发展筹资问题、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一系列政府间谈判便明显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发展规划

和援助协调部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磋商，目标一旦通过将被纳入国家发展

战略的主流。所罗门群岛政府仍致力于加强与私营部门、信仰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伙

伴关系，为公民造福。 

94.  卫生和医疗服务部成立社区康复科，加强了在社区层面促进残疾人权利的工作。

社区康复办公室继续建设工作人员采集残疾人数据的工作能力，将其作为制定如何

在全国范围内满足残疾人社会需求的规划战略的基础。社区康复科设立了遍布九(9)

个省份的联络人来开展宣传工作，涉及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妇女参与“16

天运动”，以及残疾人参与全国和国际残奥会运动等。这些就是为了把残疾人问题

纳入社会各级主流而采取的措施。 

95.  近期审查了《2013 年至 2018 年残疾人包容性发展国家政策》，社区康复办公

室正与相关政府部门密切合作，确保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各项机制得到制定

和预算，作为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预先步骤。这些机制包括斜坡等基础设施、

用户友好型公共交通系统和政府建筑的无障碍通行。 

96.   (西部省)吉佐等地区取得了进展，在新建医院、澳新银行修建了通行斜坡，

旅游信息办公室计划修建。霍尼亚拉省高等法院有轮椅通道。除面向残疾人的教育

中心外，目前没有适应残疾人需求的计划。残疾人通常在直系家庭成员的陪伴下呆

在家中，但通过 San Isidro 学校或霍尼亚拉 Bethseda 中心等民间机构倡议而有机会

接受基本教育的残疾人除外。由红十字会经营的特殊发展中心为特殊需求儿童提供

一个友好的学习环境，涵盖幼儿教育到小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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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基础设施发展部没有确定的政策，但原则上认识到需要改善残疾人的无障碍设

施。该部在建筑设计、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服务中考虑到残疾人(无障碍通行和连

通性)。政府感谢亚洲开发银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提供援助，派遣顾问开展残疾

人基础设施审计。 

98.  2012 年国家转介医院国家精神治疗科关闭以来，政府在提供精神保健方面一

直面临挑战。然而，社区顾客康复、家访和促进精神卫生工作仍是提供精神卫生服

务中的优先倡议。 

 

 

 G. 环境、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建议 81.34 和 81.36) 
 

 

99.  所罗门群岛继续推动为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而加大努力。 

100.  在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的支持下，舒瓦瑟尔省 27 个社区于 2013 年完成了一

个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适应评估。43
 评估促使制定了采用全面、整体的办法来适应

气候变化的省级计划。该省伐木现象严重，对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压力日益增加，

造成社区脆弱性高和适应能力低。选出了七个社区来执行适应措施，包括保护水资

源、修复集水区、提高储水能力、管理珊瑚礁和红树林生态系统、把礁石关键物种

的捕捞活动降到最低、海洋和渔业管理规划、提高备灾水平、对灾害引起的粮食短

缺进行规划，并且制定热带气旋、洪水或海啸应急程序。 

101.  政府正努力提高(马莱塔省) Sikaiana 的 Ontong Java 和(泰莫图省) Fenualoa

的粮食安全，这是太平洋地区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一部分。基于社区的海洋资

源管理是加强社区管理资源和谋生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根据西部省和伊莎贝尔

省农村沿海社区的经验教训，正在用性别视角促进基于社区的海洋资源管理的宣传

方案。44
 

102.  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仍是所罗门群岛的一个主要优先任务。成立了一个抵御

风险发展国家工作组，把减少灾害风险纳入政府、社区和私营部门活动的主流，并

促进社区层面的抵御力。 

103.  过去四年中，所罗门群岛抗击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四个热带气旋、一次

洪水暴发、地震、海啸、风暴潮和滑坡。每次灾害都对经济、基础设施和本已捉襟

见肘的人力和财力造成瘫痪性影响。例如，2014 年洪水暴发的高峰时期，4,500 人

住在瓜达尔卡纳尔省的疏散中心；评估的 1,100 栋房屋被摧毁或破坏；霍尼亚拉、

瓜达尔卡纳尔省和伊莎贝尔省的 9,000 户家庭损失了 75%至 100%的菜园；估计

25,000 人的饮用水成为问题。45
 对社会经济影响进行快速评估后估计洪水暴发期

间破坏和损失总计为 7.87 亿所罗门群岛元(1.08 亿美元)，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7%。2013 年，泰莫图省发生 8.0 级地震和海啸后，6,000 多人受到影响，11 人死

亡，23 个社区严重受损。地震和随后发生的海啸破坏了房屋、水源和水务系统、卫

生诊所、学校、道路、码头、菜园和捕鱼设备等其他谋生手段。所罗门群岛全部资

产的重置价值为 36 亿美元，其中约 86%是建筑物，12%为基础设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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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合作(建议 79.8、80.24、81.3、81.33 和 81.38) 
 

 

104.  所罗门群岛于 2011 年向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了长期邀请。国家外债和其

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影响问

题独立专家(独立专家)于 2011 年 2 月访问了所罗门群岛。独立专家的报告强调需要

改善问责措施，使政府能为公共开支承担责任。政府认识到缺乏涉及政府发展战略

的人权框架，正在采取步骤加以调整。 

105.  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拉希达·曼朱女士于 2012 年 3 月与政府和民

间组织的利益攸关方举行了磋商。47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报告强调需要开展

立法审查，并制定解决妇女在所罗门群岛社会中面临暴力问题的法律。执行 2014

年《家庭保护法》针对的就是这条建议；并且表明推动这一工作虽然需要时间，但

政府仍将其作为一个优先领域来解决。 

106.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尔塔·桑托斯·派斯女士于 2015

年 5 月访问了所罗门群岛。 

107.  2013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审议前起草了一份共同核心文件。

该文件之后一直没有更新，需要得到内阁批准才能最终定稿。 

108.  政府认识到人权高专办、英联邦秘书处以及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地区权

利资源小组等区域合作伙伴在构建公共部门员工能力和编写提交给联合国的人权

报告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方面开展了各项培训和能力建设倡议，面向为妇女地位

委员会作准备的政府官员(2013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报告和在日

内瓦举行的建设性对话(2014 年)，普遍定期审议报告的准备工作(2014 年至 2015 年)

和区域条约机构培训(2015 年)。 

109.  来自发展规划和援助协调部，司法和法务部，工商、劳动和移民部，妇女、

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的四名联络人以及来自国家统计办公室的几名代表出席了

2014 年在斐济举行的一个区域性别和人权统计报告研修班48。研修班的一个关键

成果是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为所罗门群岛和太平洋国家制定了一个性别统计框

架。性别统计框架的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在 2015 年完成。 

 

 

 I. 条约的批准和条约报告(建议 81.1-13 和 81.16-17) 
 

 

110.  政府认识到条约的重要性，但也知道有责任为切实把条约纳入国内法并加以

执行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111.  所罗门群岛于 2013 年 4 月批准《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公约)》，于

2012年 4月批准《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第 182号公约)》，于 2012年 4月批准《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公约)》。 

112.  执行已经批准的四项人权条约并将其纳入国内法49
 是一项不断进展的工

作。2014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审议之后，所罗门群岛政府正在采

取步骤，将结论性意见广泛散发。《儿童权利公约》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合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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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待内阁批准。可能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和《残

疾人权利公约》，相关讨论正在进行。 

113.  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的条约报告工作尚未开展。考虑到这一点，任何进一步的批准工作只有在这些报告

承诺得到处理后才会予以考虑。 

 

 

 

 五. 成绩、最佳做法、挑战和制约因素 
 

 

114.  制定打击家庭暴力的立法是增进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方面的一个重要成

绩。同样显著的还有提高服刑人员惩教设施的标准，努力利用多种适应办法来遏制

气候变化的影响。 

115.  继续改善选举制度表明政府强化民主制度的优先任务。目前正在对联邦宪

法草案进行的协商还突出了政府有意确保将所罗门群岛全体人民的观点考虑进

来。 

116.  如何简化人权语言，使人权概念对社区尤其是农村社区能够理解、便于运用，

这方面的挑战依然存在。人力、财力和能力方面的制约因素阻碍在社会各个层面开

展以人权为重点的工作(包括将国际条约的规定纳入国内法)。 

117.  缺乏用于核实全国实现人权进展情况的最新国家统计数据是一个挑战。各个

岛屿在地理上分散并且获取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这使得情况更为复杂。所罗门群

岛政府承认需要精简全国数据的来源，使其便于实现国家报告和政策制定的目的；

政府正在采取步骤，制定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全国统计战略。 

118.  一些传统做法继续阻碍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村妇女平等参与，农村的文化

规范决定着农村人口的视角和行为。然而，所罗门群岛存在母系社会，妇女天生就

是对土地和资源具有权威的领导者。 

119.  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影响到土地使用权和粮食安全等方面。 

 

 

 

 六. 国家重要优先事项、举措和承诺 
 

 

120.  所罗门群岛将继续对其法律和政策开展审评，以满足人民和环境的不断变化

的需要。相关领域包括性别平等，加强妇女和儿童权利，经济赋权，法律和秩序，

以及诉诸司法的机会。政府致力于与发展伙伴一道确保用可以明确的最佳做法把性

别平等主流化渗透到整个公务部门中。 

121.  执行促变民盟政策的优先事项包括：审查国家发展战略从而把可持续发展目

标纳入进来，设立独立的反腐败委员会，并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并改善对弱势

社区提供服务的环境。 



A/HRC/WG.6/24/SLB/1  

 

GE.15-18928 20/22 

 

122.  所罗门群岛政府认识到需要简化人权报告工作(普遍定期审议和条约机构的

报告工作)，并改善这一进程的部委间协调情况。政府承诺成立一个统一的委员会，

负责监督并评估人权问题的进展情况。委员会还将负责通过磋商进程及时履行提交

人权报告的义务。计划加强与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合作，使议员注意到各项人权

承诺，以便其考虑和采取行动。 

 

 

 

 七. 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请求 
 

 

123.  政府明确，需要制定一个广泛的人权方案，其中包括对公共部门进行培训

和能力建设。对人权教育极为重要的是需要定期、准确的统计数据，监督和评估

工作。 

124.  所罗门群岛政府还认识到，气候变化、环境/私营部门和人权方面存在一些新

的、刚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强化法律/政策和执行框架的办法加以解决。国家在

技术上有能力履行各项义务之前，需要继续得到资金和技术援助，需要通过把捐助

方的援助与国家优先事项联系起来支持国家的各项努力。 

 

 

 

 八. 自愿承诺 
 

 

125.  所罗门群岛政府承诺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开展如下工作：(a) 成立一

个负责国家人权报告所有工作(包括劳工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家工作组，监督并

评估国家在执行这些条约和机制中的进展：(b) 把人权及其执行以及经费需求纳入

国家发展战略；(c) 提交所罗门群岛关于执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情况的报告；(d) 在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

之前对其当前的执行潜力开展评估；(e) 与其他太平洋岛国一道开展关于人权的学

习和经验分享活动，包括在成立国家人权机构方面。 

 

 

 

 九. 结论 
 

 

126.  所罗门群岛政府致力于在国内逐渐落实、增进和保护人权。这些努力是在能

力有限、资源受限的背景下作出的。政府感谢其发展伙伴(双边伙伴、联合国机构

和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的支持，并呼吁它们继续协助政府为了提供一个有利

于增进、改善所罗门群岛人民福祉的环境而做出的各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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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vincial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Government Ministries, Parliament, UN and 

Development Partners. 

 
2

 With a specific Terms of Reference and a tentative timeline matched with various activities, to 

coordinate consultations with relevant stakeholders within government, the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partners and at provincial level. As the Secretariat, UN Desk in the MFAET, working with legal desk 

had the responsibility to call meetings and coordinate consult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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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Ministries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MHMS),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MEHRD), Finance and Treasury (MoFT) in particular the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NSO),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Aid Coordination (MDPAC), Home Affairs (MHA) in particular the 

Registry of Births, Public Solicitor’s Office, Law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Women,Youth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External Trade. CSO representation- 

Development Services Exchange (DSE). 

 
4

 For dissemination to all NGOs and relevant inter-government agencies. 

 
5

 Government (Line Ministry) consultations were held in May 2015; CSO and UN Agency consultations 

in July 2015 and Provincial Consultation in August 2015. OHCHR Pacific supported government on the 

CSO consultation. 

 
6

 UNDP Solomon Islands and OHCHR Pacific facilitated this in partnership with SIG. 

 
7

 With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Migration (IOM) and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 (UNODC). 

 
8

 Section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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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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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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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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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78. 

 
13

 For example, in some logging communities and on foreign fishing boats where women young girls and 

boys are vulnerable. 

 
14

 Section 5 of the CDF Act 2013. 

 
15

 Amended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Electoral Provisions Act [cap.87]. 

 
16

 Especially those in Isabel and Western Provinces. 

 
17

 Recommendation 15-27, Solomon Islands Law Reform Commission Review of the Penal Code and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second interim report-sexual offences 2013, http://www.lawreform.gov.sb/files/ 

reports/Finalsexual_offences_report_2013_v4_12_Ju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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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ncludes sexual harassment policies in MPS Code of Conduct. 

 
19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predicts that LDCs such as S.I. will be amongst the most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20

 A review of the Environment Act, Mine and Minerals Act and related legislation is ongoing. 

 
21

 MFAET Corporate plan 2014-2017. 

 
22

 With support from development partners such as UNDP and RAMSI- Strengthening Law and Justice 

Project. 

 
23

 For example, the Sycamore Tree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 utilises both psychosocial counselling and 

traditional (kastom) reconciliation ceremonies to support rehabilitation for detainees. 

 
24

 Rove-Honiara, Auki-Malaita province, Gizo-Western province, Kira Kira-Makira province, 

Lata-Temotu provice and Tetere-Guadalcanal. 

 
25

 The comprehensive youth justice policy developed by the juvenile justice working group was approved 

in late 2014 and is the basis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youth facility. 

 
26

 3 principal magistrates (one female) and 2 first class magistrates (one female). Gizo (Western Province) 

now has a principal magistrate; Makira Ulawa Province now has a principal magistrate; Lata (Temotu 

province) has a first class magistrate. 

 
27

 Recommendation 5, Solomon Islands Law Reform Commission Review of the Penal Code and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second interim report-sexual offences 2013, http://www.lawreform.gov.sb/ 

files/reports/Finalsexual_offences_report_2013_v4_12_June.pdf 

 
28

 Regina v Gua [2012] SBHC 118 

 
29

 Rape by a spouse is a ground for divorce under the Islander’s Divorce Act. 

 
30

 The 16 days activism entails a number of activities from awareness raising, drama on SGBV, candle-lit 

vigils, forums and school speech competitions on VAW related topics. 

 
31

 CCC, FSC or referrals from Seifples. 

 
32

 An initiative of the RSIPF and RAMSI project, it offers comprehensive first response services for 

victim survivors of sexual and gender based violence. 

 
33

 Taskforce Against Commercial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TAC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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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Y@W gradually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Fruit@Work program where cups of fresh fruit salads are 

prepared by youths and sold to the public to promote healthy living. A pilot Agriculture@Work 

initiative in Choiseul promotes organic farming initiatives by youth. 

 
35

 Case Study on Narrowing the Gaps in Birth Registration: Born Identity Project Solomon Islands, 2014; 

Ministry of Health, Solomon Islands Registry Office, UNICEF and WHO. 

 
36

 http://www.parliament.gov.sb/index.php?q=node/882 

 
37

 The current female MP has the portfolio for Ministry of Women, Youth,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 

 
38

 All are either formally employed or self-employed women living in and around in Honiara. 

 
39

 Ministries of Justice and Public Service. 

 
40

 Condoms and the newly introduced jadelle implant to control unwanted pregnancy. 

 
41

 Draft 2013-2025 SI National Water and Sanitation implementation plan. 

 
42

 Performance Assessment Framework, 2006-2013, NESU Annual Report 2014, Ministry of Education. 

 
43

 Choiseul Province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 Report , Solomon Islands, 

2013. 

 
44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Coral Triangle Initiative. 

 
45

 Solomon Islands: Flash Floods Situation Report No. 7 (as of 15 May 2014) http://reliefweb.int/report/ 

solomon-islands/solomon-islands-flash-floods-situation-report-no-7-15-may-2014 

 
46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DISASTER/Resources/SolomonIslands.pdf 

 
47

 Manjoo, R. (2012)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United Nation Human Rights Council, Geneva. 

 
48

 Organi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SPC, PIFS and the Asia Development Bank. 

 
49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