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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为 2 个利益攸关方1为普遍定期审议所提供材料的概述。报告采用的是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一般准则的结构。其中不含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

专办）的任何意见、看法或建议，亦不含对具体主张的任何判断或评定。所载资

料均在尾注中一一注明出处，对原文尽可能不作改动。某些具体问题如资料不全

或重点不突出，可能是由于利益攸关方未提供有关材料。凡所收到的材料，均可

在人权高专办的网站上查阅全文。第一轮审议周期为四年，本报告所载资料主要

涉及 2004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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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和框架 

A. 国际义务范围  

 1.  国际人权联盟联合会（人权联会）称，马里批准了七项主要的国际人权文

书。2 

B. 宪法和法律框架  

 2.  人权联会指出，自通过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宪法》以来，马里走上了民主

道路。马里共和国总统及国会议员均通过普选产生，马里《宪法》致力于扩大权利

和自由，注重分权和权力的多样化。3 

C. 体制和人权结构  

 3.  人权联会报告称，马里根据 2006 年 3 月 16 日的法令设立了国家人权委员

会。在为这个创举欢呼之前，首先要注意到该委员会是通过一项法令而非一项法律

设立的，并且隶属于司法部。马里没有遵守联合国通过《巴黎原则》规定的国际标

准。因此有必要审议委员会是否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使命。为保护和促进人权，人权

联会建议马里在国家机构的地位和职能问题上遵守《巴黎原则》。4 

二、实际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A.  与人权机制的合作  

 4.  人权联会指出，马里至今未向负责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的委员会提交报告。
5 

B.  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  

 5.  人权联会称，尽管马里在政治上拥有尊重人权和善治的意愿，但是国际条

约所保障的权利仍然受到侵害，特别是侵害到妇女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权利。6 



  A/HRC/WG.6/2/MLI/3 
    page 3 

1.  平等和不歧视  

 6.  人权联会报告称马里政府一直没有通过新的家庭法，而且社会内部尚未真

正对这部法律展开讨论。然而自 1962 年开始生效的婚姻及监护法中很多条款都损

害了由《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规定的妇女

权利。同样法定结婚年龄男子 18 岁，女子 15 岁，并在其后的条款中强调需要得到

同意的规定存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见第 10 条及其后的条款）。然而，据人权联会

说，依然存在着未经未婚夫妇同意而举行的包办婚姻。而且《刑法》（第 223 条）

规定禁止的休妻现象依然存在。最后人权联会认为马里允许一夫多妻（见《婚姻及

监护法》第 7 条），而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这损害了妇女的尊严，而且人权联会

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歧视。这种现象也违反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第 16.1 条规

定的男子和女子拥有平等的缔结婚约的权利。人权联会报告称，消除对妇女歧视委

员会对各种歧视行为以及关于歧视立法几乎没有取得进展感到不安。委员会同时指

出其对关于婚姻法改革的担忧，因为改革并未规定废除一夫多妻，也没有取消男人

是一家之主的观念。据人权联会说，委员会已经敦促马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于

2006 年第一季度顺利通过个人以及家庭法草案。7 2007 年 12 月，也即委员会成立

大约两年之后，人权联会确认尽管马里当局曾表达过改革的意愿，但是这个改革草

案仍未得到通过。8 

 7.  人权联会曾建议马里当局通过家庭和个人法改革草案以使其条款符合《消

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并就禁止非宗教早婚实施立法。人权联会同样建议实施感化

运动以改变一夫多妻的思想，并按照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婚姻和家庭关系的

观察报告第 23 条废除一夫多妻制。9 

 8.  在子女取得国籍的问题上，人权联会指出马里国际法的条款，特别是第 8

条关于马里本国国籍规定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第 9 条规定的男子与女子拥有

平等的国籍给予权。马里法律规定，男子自然将其国籍给予其子女，而妇女不可以。

人权联会指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对这些歧视行为表示担忧并敦促马里将这方

面的立法改革置于优先地位。10人权联会曾建议马里当局改革其国际法以使其符合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相关条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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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9.  关于切割女性生殖器的问题，人权联会报告称在马里存在诸如切除阴蒂、

割礼、阴部扣锁等行为，违反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规定，特别是第 3 条，

因为这些行为既损害了妇女身体的完整也侵犯了妇女的隐私。据人权联会说，估计

目前在马里农村，十分之九的妇女在四岁时即行割礼，而在城市会更早一些，在首

都巴马科，平均割礼年龄为一岁。这些行为对妇女的健康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妇

产科问题以及生物学问题，身心受到困扰……）人权联会报告称，消除对妇女歧视

委员会对这种有害的传统行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马里政府隐瞒这种行为感到

担忧，希望能尽快通过消除这种对妇女基本权利的侵犯行为的法律。据人权联会说，

委员会已敦促马里尽快通过禁止行割礼以及各种损害妇女生殖健康的行为的法律，

并保证实施割礼的人员应受到跟踪和惩处，委员会还建议开展提高认识运动。人权

联会指出尽管对马里提出了建议，关于禁止损害妇女生殖行为的法律一直未能得以

通过。据人权联会说，尽管马里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这些行为，但是这些措施

还远远不够。12 人权联会建议马里当局应通过处罚割礼和各种对妇女健康有害的行

为，坚决废除损害妇女生殖健康行为，并为杜绝这些行为开展提高认识运动。  13 

 10.  关于家庭暴力，人权联会称在马里无论是婚内暴力还是婚内强奸都没能

受到指控。尽管受害者可以将受伤和受到强奸提交法院审理（见《刑法》第 207 条

和第 226 条），这些行为依然受到社会的容忍，而且经常在社会压力之下，协商代

替了诉讼程序，通常是使受害妇女回到夫妻共有的住所。人权联会报告称消除对妇

女歧视委员会对妇女和女孩的家庭暴力行为以及缺少关于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确

实感到担忧。据人权联会说，委员会敦促马里应采取全面措施，通过颁布刑法，培

训法官和公务员以及提高全体社会的认识以禁止暴力。14人权联会建议马里当局应

通过处罚家庭暴力行为，并为婚内暴力的受害妇女提供体制支持并建立司法援助系

统。15  

 11. 全面终止体罚儿童全球倡议指出，在家中实施体罚是合法行为。《家庭关

系法》（1973 年）第 84 条规定，“父亲的权力包括监护、管理、监督和惩戒权”  。

《保护儿童法》（2002 年）保护儿童免受暴力，但这种保护程度有限，其中规定，

禁止一再侵害儿童的完整及可能伤害儿童情绪和身心平衡的一切残暴行径（第 56

条）。全面终止体罚儿童全球倡议指出，截至 2007 年 2 月，《个人与家庭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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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讨论中。根据儿童权利委员会 2007 年 1 月的审查，马里政府代表团声称它致

力于执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对儿童暴力的研究提出的各项建议。全面终止体罚儿童

全球倡议补充说，根据 1994 年 4 月 8 日（初级学校）和 1994 年 4 月 15 日（特殊

教育机构和幼儿园）的内部条例，禁止在学校实施体罚。据全面终止体罚儿童全球

倡议称，据说中学和“medersas”（穆斯林神学学校）实施体罚。16 

 12.  全面终止体罚儿童全球倡议进一步提到，在刑事系统内，体罚作为一种

惩治犯罪的刑罚是非法行为。体罚作为一种惩戒措施在惩教机构被视为非法行为，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禁令。《宪法》（第 3 条）禁止“残忍或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一项适用于教养系统的法令（  1988 年）禁止工作人员对罪犯使用暴力行

为（第 105 条），在处罚犯罪行为的许可措施中未包括体罚（第 112 条） ，并且未

载有体罚规定。《保护儿童法》第 14 条规定，保护性或康复教育机构以及拘留所的

儿童有权受到身体和道义上的保护。对于替代照料情况，禁止在一些机构和育儿情

况下实施体罚，但全面终止体罚儿童全球倡议指出，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禁止规定。

17全面终止体罚儿童全球倡议强烈建议马里作为紧急事项制订在所有情况下包括在

家中禁止对儿童实施体罚的法律。18 

 13.  关于贩卖妇女和组织妇女卖淫，人权联会称尽管没有掌握任何数据，但

马里是一个贩卖妇女儿童的中转国。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妇女先来到这里再去欧

洲，并在这里加入卖淫集团。而没有成功的妇女则在巴拉克卖淫，或者到很多工人

和没有资格的劳工聚集的含金地区卖淫。据人权联会说，在马里没有任何的制度机

构能够收容、指导、帮助被贩卖的或被强迫卖淫的年轻妇女。而且很多邻国的年轻

孩子在种植园里受到剥削，年轻的女孩被雇佣做女佣。马里通过实施了一项国家行

动计划以及与邻国的合作协议，采取了如司法措施、行政措施以及防范性措施等重

大措施，人权联会对此表示满意。人权联会指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对拉皮条

以及反对这种行为所做出努力信息的匮乏表示担忧。而且据人权联会说，委员会已

敦促马里应采取综合措施以保证妇女和女孩接受教育使其能够通过卖淫之外的方

式谋生，并促进为她们重新融入社会实施康复方案和发展方案。19 

 14.  人权联会建议马里当局严格实施《刑法》中关于禁止劫持、贩运、抵押、

奴役以及买卖儿童的第 220 条和第 240 条及其后的条款，并建议改善对被贩卖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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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救助。人权联会同样建议建立组织以收容、指导和帮助被贩卖和被强迫卖淫

的妇女和女孩回家。20 

3.  工作权和公正良好工作条件权  

 15.  人权联会建议马里应促进通过一项公约以便更加广泛地保护矿业工人的

权利。21 

4.  社会保障权和适足生活水准权  

 16.  人权联会报告称马里仍然是世界上 穷的国家之一。而且据人权联会说，

90%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 2 美元，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吃不饱，不到一半的

人口能喝到可饮用的水。22 

 17.  人权联会报告称，如果说自 1990 年以来，采掘金矿成为马里重要经济活

动之一，这项活动伴随着严重的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权利。据人权联

会说，随着各个金矿的成立，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关于斯亚马矿，人权联会指出

在 2001 年矿被关闭后，设备被随意弃置，而且由于不适当建造的泥塘周围水受到

了污染。23人权联会建议马里应完全负担起其公众权利职责特别是应让人遵守其法

律法规（矿法，社会立法，税务法规）并控制企业行为。人权联会同样建议应在协

商和实施投资协议时，在矿法修改过程中以及遵守法律的方法时，确保考虑社会和

环境法规。据人权联会说，马里同样应采取措施提高开采业的透明度。24 

 18.  人权联会指出，尽管开采业公司已经着手在矿区附近建造医疗中心，但

是健康权的实现并未得到任何益处。事实上，这些医疗中心仅供矿区的工人和其家

人使用，这样没有工作的家庭就不能使用，或者需要花钱，而他们没有工作，这样

的条件使他们没法去看病。而且一个人权联会的委托特派团发现莫里亚矿的前工

人，因无效工作事故而被解雇了，他们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得到必要的医治。这种行

为违反了每个人享有健康的权利。而且大量移民工人的到来导致卖淫的增加，以及

大规模性病的传播。人权联会报告称艾滋病毒 /艾滋病在矿区迅速泛滥。然而人权联

会特派团发现为医治广泛流行病做出的努力很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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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教育权和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权  

 19.  据人权联会称，文盲率为 70%。26人权联会还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降低

了教育领域中的不平等，而不平等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农村。似乎女孩和年轻妇女

在学校或大学中比男性少一些，一般家庭都认为男孩子是“更好的投资”。  

 20.  人权联会报告称，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忧，并指出

教育对于提高妇女地位至关重要。据人权联会称，委员会敦促马里进一步促使公众

了解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并请马里采取措施，消除妨碍在该领域取得进展的的传统

观念。 后，委员会还敦促马里采取措施，提高女孩的入学率。27 

 21.  人权联会建议马里当局起草并实施一项关于女孩，特别是农村地区女孩

入学的真正战略，并且对学校的教育系统进行改革，改善女孩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

情况。28 

三、成绩、 佳做法、挑战和制约因素 

 22.  人权联会及其成员组织——马里人权组织欣见，共和国总统最近在马里

独立 47 周年到来之际提出两项新的法案，涉及的内容分别是废除死刑和通过一项

新的家庭和个人法。29 

四、国家重要优先事项、举措和承诺 

 [无] 

五、能力建设与技术援助 

 [无]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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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1. 

4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5. 

5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4. 

6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1. 

7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3. 

8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3. 

9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4. 

10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2. 

11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Geneva, Switzerland, UPR submission, 
February 2008),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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