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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第二十九届会议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26 日 

  利益攸关方就马里提交的材料概述*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一. 背景 

1.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和第 16/21 号决议编写，同时考虑到普遍定

期审议的周期。报告概述了 16 个利益攸关方为普遍定期审议提交的材料，1 因

受字数限制，报告采用提要的方式。 

 二. 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材料 

 A. 国际义务范围2 以及与国际人权机制和机构的合作3 

2.  联署材料 3 对马里过度拖延向条约机构提交报告表示关切。4 

 B. 国家人权框架5 

3.  联署材料 5 指出，尽管 2016 年依法设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国家人权委)，但

其地位仍为 B 级，6 联署材料 3 和联署材料 5 建议，制定一项战略计划，并拨出

必要的资源，以确保该委员会充分符合《巴黎原则》。7 

4.  联署材料 5 指出，2016 年部长理事会通过了“2017 年至 2021 年国家人权政

策”。8 

5.  人权观察指出，在上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马里接受了为执法人员和法官

提供人权培训的建议，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9 

  

 * 本文件在送交联合国翻译部门前未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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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参照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 

 1.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平等和不歧视10 

6.  联署材料 2 感到遗憾的是，特别是由于某些立法改革的延误，以及长期存在

的习俗和强大的宗教游说影响，持续存在对妇女的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11 

7.  联署材料 2 感到关切的是，2011 年《个人和家庭法》改革流产，法律中仍然

存在歧视性条款。马里的法定结婚年龄为女孩满 16 岁，男孩满 18 岁，女孩和妇

女必须“服从和顺从丈夫”。同样，关于继承的条款仍然带有歧视性。最后，萨

拉菲主义的兴起和一些圣战组织在该国某些地区强行采用伊斯兰法也特别令人感

到关切。12 

8.  大赦国际建议，取缔《个人和家庭法》中载有的所有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

性规定和做法；将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 18 岁。13 

  发展、环境及商业与人权14 

9.  联署材料 6 感到遗憾的是，M3 公司在萨纳马度古和萨乌村周围的耕地上

使用了若干种杀虫剂，造成水、土壤和整个环境的污染以及健康问题。15 联

署材料 6 建议确保采取措施，保护传统土地权和社区适当参与影响自身的决

策。16 

  人权与反恐17 

10.  人权观察指出，安全部队对伊斯兰武装团伙发动的袭击作出反应，开展反

恐行动，但往往导致任意逮捕、即决处决、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绝大多数侵犯

人权的行为发生在被军队拘留后的头两天审讯期间。18 

11.  大赦国际对反恐法仍然感到关切，该法允许对恐怖罪判处死刑。19 大赦国

际感到遗憾的是，该法允许警方在任何时候以及嫌疑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搜

查，而且对警察延长羁押时间缺乏明确的说明。20 大赦国际建议，确保所有被

捕或被拘留的恐怖行为嫌犯能立即和不受限制地与律师接触。21 

12.  大赦国际 2007 年 4 月采访了巴马科中央监狱被指控犯有恐怖行为的被拘留

者，自 2013 年以来，一直不允许他们出牢房活动，牢房拥挤且通风不良。22 大

赦国际还获悉，怀疑为武装团伙成员的人在拘留期间死亡。23 

 2.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权24 

13.  大赦国际注意到，废除死刑法案一再被推迟，而法院继续判处死刑。大赦

国际和联署材料 3 再次建议，对所有罪行废除死刑，直至完全废除死刑；将所有

死刑判决减刑；并毫无保留地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

议定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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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里北部发展与环境保护协会回顾说，2012 年马里遭遇了重大危机。最初

由赋权运动引发的武装冲突很快伴随着伊斯兰运动的扩展，后者企图在该地区强

行推动伊斯兰教法。26 2013 年，在国际援助下，中央政府逐渐接管了由伊斯兰

教极端分子篡夺权力的市镇。27 

15.  大赦国际、马里北部发展与环境保护协会、国际刑法律师协会(大赦国际)和

联署材料 2 28 感到关切的是，自 2012 年以来，许多平民，特别是在北部地区遇

害，29 而且这场危机给平民造成了严重后果。30 人权观察指出，极端主义团伙

犯下的罪行包括即决处决、炸弹袭击、断肢以及捣毁文化和宗教神社、性暴力、

大肆洗劫和招募儿童兵。31 

16.  根据联署材料 2，数百人因涉嫌冲突而被逮捕，其中数十人无逮捕令而被拘

留，或者在法定期限届满后数月无明显理由仍被拘留，而且没有被告之受何指

控。他们遭到马里军队的酷刑，有时造成死亡。32 

17.  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回顾说，上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马里接受保障其

安全部队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建议。然而，仍然存在侵权行为，包括法

外处决、强迫失踪、酷刑和任意拘留等问题。33 

18.  国际刑事律师协会指出，在 2017 年伤亡人数和有罪不罚现象增加。在 10

周内它记录到 200 多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在莫普提大区，个别袭击和杀人事件针

对的是传统和宗教当局，加之安全和武装部队频繁遭到伏击。34 

19.  大赦国际建议对所有法外处决、强迫失踪或国际法规定的任何其他罪行

的指控开展调查；对武装部队实行严格的指挥监督，并追究任何上级官员的责

任。35 

20.  马里北部发展与环境保护协会对族群之间冲突的激增，特别是数十人因族

群原因被杀，表示担忧。36 联署材料 2 指出，某些被视为与恐怖主义团伙或自

卫团体有密切联系的社区遭到侵犯人权行为的侵扰。37 

21.  国际刑事律师协会和马里北部发展与环境保护协会指出，2015 年各方签署

了和平协议。但该协议的实施是一个复杂问题。38 联署材料 2 强调，需要加快

执行和平协议，特别是对有关武装团体解除武装的措施，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有

关区域的发展措施。39 

22.  联署材料 3 和人权观察回顾说，马里同意采取措施，确保马里武装部队绝

对禁止酷刑和虐待。然而，从 2013 年到 2017 年，接受采访的被拘留者告诉人权

观察说，在部队士兵对其审讯期间，他们受到严重虐待。40 人权观察建议马里

确保其军队在任何时候的行动中有政府宪兵陪同。41 

23.  联署材料 3 建议，修正《刑法》第 209 条，以便根据酷刑罪的严重性规定

与之相称的处罚，使这类行为不受时效限制，并继续调查有关酷刑的指控，起诉

肇事者并施以恰当的刑罚。42 

24.  联署材料 3 建议，允许全国人权委员会进入所有剥夺他人自由的场所，减

少监狱过度拥挤状态，特别是确保遵守审前拘留的等待期限，并优先考虑替代拘

留办法。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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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联署材料 3 44 和大赦国际回顾说，上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马里曾寻求

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便改善监狱条件。45 然而，监狱条件仍然很差。在巴马

科，1,200 名被拘留者被关押在只够容纳 400 名囚犯的监狱内，由于空间有限，

囚犯不得不轮流睡觉。46 

26.  2017 年 4 月，大赦国际记录下有四名囚犯被关押在巴马科一个称为“保安

公司”的非官方拘留中心，它由一个军队单位掌管。该监狱不受检查，因为它未

得到正式承认，律师和家庭成员无法与囚犯接触。一些被拘留者被控从事恐怖主

义行为。大赦国际尚未收到对其请求进入“保安公司”探视被拘留者的答复。大

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建议，终止任意逮捕和在非官方拘留所(特别是国家安全总局)

的非法拘留，并确保所有被拘留者有权获得法律顾问。47 

  司法(包括有罪不罚问题)和法治48 

27.  大赦国际、联署材料 2、联署材料 3 和人权观察指出，在 2013 年普遍定期

审议期间，马里承诺对所有报告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作出有效和公正的调查，并

确保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然而，在这一领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特别是在针对妇

女的暴力行为方面。49 

28.  国际刑事律师协会指出，很少对侵犯人权行为作出调查，倘若进行调查，

也几乎没有完成调查的例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武装冲突造成的。国际刑事律

师协会还注意到，特别是当涉及政治或某些官员时，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

干涉。50 

29.  大赦国际感到关切的是，2014 年在《阿尔及尔和平协定》之前，有 40 多名

囚犯，其中包括武装团伙高级成员未经审判获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指控于

2012-2013 年在该国北部地区犯有严重罪行，包括强奸、酷刑、断肢、蓄意和任

意杀人，雇用儿童兵和实施恐怖主义。51 国际刑事律师协会指出，被控犯罪者

后来被用作交换由恐怖团伙扣押的西方人质。52 

30.  联署材料 3 建议，继续努力调查关于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的指控，起诉肇

事者并加以定罪。53 大赦国际建议文职当局，对所有关于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人

权罪行的指控进行有效调查，并确保通过公平审判作出起诉；确保巴马科各法院

有能力受理和调查 2012-2013 年在马里北部发生的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犯罪案件；

并按照《阿尔及尔和平协定》的规定，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54 

31.  联署材料 5 感到关切的是，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和解委员会)专员的组

成未经协商获得任命。55 联署材料 5 建议，审查和解委员会成员的组成，确保

武装团体的代表不超额，确保男女代表人数平等，并提供必要的资源，保证该委

员会有效运作。56 人权观察建议和解委员会提出建议，以确保更好的治理，防

止重复以往的侵权行为。57 

32.  大赦国际和联署材料 2 感到关切的是，最高法院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将

“被占领地区”的司法管辖权移交给了巴马科大区第三区高等法院。58 但 2015

年 2 月，应马里政府的要求，最高法院恢复了北方法院的司法管辖权，59 但由

于特别是安全局势，司法官员面临威胁，或该地区缺少行政管理等，北部地区的

法院无法处理敏感案件。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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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赦国际和联署材料 2 表示，所有公开程序仍处于调查阶段。只有针对前

叛军首领阿马杜·哈亚·萨努贡及其同伙的诉讼导致 2016 年开庭审判。61 但后

来又被推迟。62 

34.  联署材料 2 报告说，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各组织代表 100 多名性暴力受

害者提出了关于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控告，但是调查工作陷于停顿。63 

35.  人权观察欢迎以下进展，即国际刑事法院 2016 年 9 月判处阿赫迈德·阿尔

法其·阿尔马赫迪 9 年监禁，源于他在 2012 年破坏廷巴克图历史和宗教遗址行

动中扮演的角色，国际刑事法院对马里的调查仍正在进行中。人权观察建议，成

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负责调查所有各方于 2012-2013 年武装冲突期间及之后犯

下的严重罪行，并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充分合作。64 

36.  联署材料 2 对加强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提案表示关切。65 联署材料 5 指

出，由于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力越来越大，全民公投被推迟。66 

37.  联署材料 3 感到遗憾的是，马里依然存在腐败现象，许多高级人士和有影

响力的人不受惩罚。联署材料 3 67 和人权观察建议，成立一个反腐败机构，有

权调查并建议起诉涉嫌腐败的公职人员；公布国家预算，并通报政府的收入和支

出情况。68 

  基本自由以及公共和政治生活参与权69 

38.  大赦国际回顾说，马里接受了一项保护言论自由的建议。70 大赦国际欢迎

2014 年设立了通信高级管理局(通信管理局)。71 然而，大赦国际感到关切的是，

博客作者被逮捕并被控冒犯公共道德和使部队会士气低落，72 而且记者以诽谤

罪名被判处监禁。73 

39.  不受限制新闻自由指出，危机导致该国的新闻自由状况严重恶化。马里北

部仍然是一个危险地区，记者遭绑架、杀害和失踪。74 联署材料 5 建议保护基

本人权，确保记者的安全，并不得将他们的合法活为定为刑事犯罪。75 联署材

料 6 建议，停止对人权维护者一切形式的定罪，包括对那些争取土地权的人作出

的定罪。76 

40.  不受限制新闻自由和立即连接组织感到遗憾的是，据各种报道称，2017 年

6 月在街头抗议对宪法改革提案举行全民公投期间，有人下令关闭了移动互联网

的某些社交媒体应用软件。77 立即连接组织建议不得减慢、封锁或关闭互联网

和电信服务，特别是在选举和公共集会期间。78 

41.  联署材料 5 和大赦国际指出，马里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人权维护者享有

若干权利。79 然而，他们感到关切的是，在示威游行期间，有的人被打死或打

伤。80 

42.  联署材料 5 和大赦国际建议，确保该法律草案符合国际法，为人权维护者

提供了一种保护机制，并明确界定他们的权利和责任。81 

  禁止一切形式的奴役82 

43.  联署材料 2 担心马里存在奴隶制和某些类似的习俗，其程度难以衡量，因

为这一现象仍然是一个禁忌。然而，这类习俗仍然司通见惯，特别是在马里北部

地区。联署材料 2 建议通过一项特别法律，规定惩罚与奴隶制有关的罪行。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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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根据农村发展部的资料，由地处萨赫勒，马里面临贩卖人口现象，这尤其

影响到妇女。缺乏专门的体制结构援助被贩卖或受性剥削的女性受害者。84 

 3.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工作权和公正良好工作条件权 

45.  联署材料 1 建议，为遭到排斥的年轻人制定公共就业方案。85 

46.  人权观察回顾说，马里接受“有效打击童工和贩运儿童”。然而，数以千

计的儿童继续在高度危险的条件下，在手工和小规模金矿干活。人权观察建议改

善对童工问题的监测，包括对手工和小规模金矿的监测；并强化落实禁止危险的

童工劳动的法律。86 

  社会保障权 

47.  联署材料 2 感到遗憾的是，粮食无保障的人数日益增加，数百万人得不到

国家的支持。87 

  适足生活水准权88 

48.  联署材料 2 对 2015 年暴力升级以来马里政府对某些地区放弃管理表示关

切，这一做法给民众缺少最基本的服务造成了巨大影响。89 

49.  文化生存组织感到关切的是，大约 200 万人的粮食无保障，超过 5.4 万人无

法获得充足的清洁饮水。90 

50.  联署材料 6 感到关切的是，在作出征用土地决定91 和马里现代红磨坊工厂

(M3)投产后，萨那马杜古和萨奥的居民已无法充分利用其土地，因而粮食处于无

保障状况。92 此外，他们面临无法获得适当的住房和饮用水障碍。93 另外，为

萨纳马杜古村供水的一台水泵破损，居民没钱修复。这种状况也影响了该地区的

牧民。94 联署材料 6 建议，通过 2012 年设立的跨部委员会，加快处理与土地纠

纷有关的申诉。95 

  健康权96 

51.  联署材料 2 尽管在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卫生部门仍然面临许多挑

战，例如社会冲突导致长时间的罢工，国内的不安全状况也造成卫生服务单位关

闭和 一些卫生工作者拒绝去冲突地区工作。97 

52.  国际捍卫自由联盟建议，改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获得产科急诊护理、助

产培训和用于孕妇保健的资源。98 

53.  人权观察指出，自 2013 年以来，马里政府和援助组织使用的疗保健用救护

车和车辆至少有 12 次遭到伏击或抢劫。有几次病人乘客和保健工作人员被逼离

开车辆。人权观察建议，定期提供适当的巡逻，以便在暴力犯罪和土匪抢劫特别

危险的地区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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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教育权100 

54.  联署材料 2 指出，马里的冲突严重影响到教育系统，尤其是在北部地区，

由于不安全和儿童面临原教旨主义分子试图强行将学校变为古兰经学校，因此一

些地方的班级关闭了两年以上。101 

55.  文化生存组织、人权行动联合会、大赦国际和联署材料 2 关切地指出，在

受危机影响的地区，由于缺乏安全，有 500 多所学校关闭，15 万以上的儿童失

学。尽管签署了《阿尔及尔和平协定》，但武装团体仍占据着一些学校。此外，

在一些地区，自称代表人民圣战者的人威胁学校工作人员，要求关闭学校或将学

校变为穆斯林学校或教授《古兰经》。102 大赦国际建议执行《关于武装冲突期

间保护学校和大学免于军事用途准则》；采取措施，包括与马里稳定团合作，防

止武装团体占领学校。103 人权行动联合会建议，为在冲突地区教课的教师制定

一种风险与工资挂钩的制度。104 

56.  根据联署材料 2，在女孩注册上学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而，由于国

家逐渐将教育让位给私人部门，许多学生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联署材料 6 表达了

类似的关切。105 

57.  马里北部发展与保护环境协会指出，几乎鲜有游牧民儿童接受教育的记

载，一方面是缺乏出生登记，另一方面是游牧生活方式使得难以有效监督儿童上

学。106 该协会建议，建立一个流动学校系统以伴随马里北部游牧人口的迁徙；

并确保出生登记，以促进儿童接受教育。107 

 4. 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权利 

  妇女108 

58.  联署材料 2 对武装冲突中妇女遭受的暴力程度表示关切。联署材料 2 报告

说，在 2017 年第一季度，性暴力专题组共发现了 790 起性暴力事件，而且很多

地方没有任何照顾受害者的专门服务。109 联署材料 2 对性暴力缺乏翔实记载表

示遗憾。110 

59.  联署材料 2 欢迎成立了消除有害妇女和儿童健康习俗全国行动委员会和实

施了全国打击女性外阴残割方案以及提高认识行动，使马里 12,000 个村庄中有

1,088 个村庄宣布放弃女性外阴残割习俗。但是，联署材料 2 担心马里仍然存在

女性外阴残割做法。人权行动联盟(人权行联)补充说，根据一项人口统计调查，

15 岁至 45 岁的女性中受过女性外阴残割的占 91%。根据联署材料 2，幼年外阴

环割在城市中越来越普遍。111 联署材料 2 和大赦国际建议将这种做法定为犯

罪，并继续开展宣传工作。112 

60.  大赦国际遗憾地指出，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仍然令人关切，有 15%的女性

在 15 岁以下结婚，有 59.9%的女性在 18 岁以下结婚。113 

61.  联署材料 2 虽然满意地注意到法律赋予妇女的政治和行政职位配额为

30%，114 但对妇女参与政治和体制生活的人数依然微不足道表示遗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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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116 

62.  人权观察回顾说，2013 年马里承诺采取措施，保护儿童免受武装团体招

募。然而，尽管欢迎该议定书确保迅速将儿童战斗人员移交给人道主义行动

者，但人权观察感到关切的是，武装团体，包括自卫民兵团体，继续招募儿童

兵。117 

63.  大赦国际感到关切的是，一些儿童兵被马里当局逮捕和拘留，但缺乏充分

保护被拘留儿童的措施。118 

64.  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建议采取措施，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确保特别关

注所有涉嫌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并制定一项方案，协助他们在其所在社区

和所属家庭中得到康复。119 

65.  联署材料 1 指出，尽管保护儿童法律框架比较完善，但对儿童的保护依然

薄弱，120 街头流浪儿童和青年的现象继续恶化。121 根据一项研究，75%的流浪

儿童和青年是古兰经儿童，他们以乞讨为生。122 在街上，这些儿童是社会排斥

的受害者，每天都接触有毒物质的滥用、肢体暴力和性暴力以及心理创伤。123 

联署材料 1 建议采取预防性行动，124 帮助街头流浪儿童和青年在社会经济方面

重新融入，125 并设立专门管理吸毒成瘾问题的服务机构。126 

66.  联署材料 4 建议，加强司法行为者利用其他机制的能力，包括调解在内，

处理违法儿童而不诉诸司法程序；127 确保初步调查中有律师在场，以维护儿童

的最大利益；128 使警察机构中的儿童科室能够正常运作；129 建立一种机制，使

被剥夺自由的儿童能够报告他们受到的虐待而不遭受报复。130 

67.  终止体罚儿童倡议感到关切的是，体罚在家中和替代照料设施中仍然是合

法的。它建议马里明确禁止在各种环境下对儿童的所有体罚。131  

  残疾人 

68.  联署材料 2 建议继续加强保护残疾人的法律框架，并采取有利于残疾人的

实际措施。132 

  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69.  文化生存组织感到关切的是难民的困难处境。此外，难民除了难以获得医

疗保健、清洁饮用水和教育外，他们在难民营中还面临肢体暴力和性暴力以及污

名化。文化生存组织指出，需要重申返回的难民需要援助。133 

70.  文化生存组织和人权行动联合会指出，国内流离失所者特别容易遭到性剥

削。134 



A/HRC/WG.6/29/MLI/3 

GE.17-18826 9 

 

注 

 1 The stakeholders listed below have contributed information for this summary; the full texts of all 

original submissions are available at: www.ohchr.org. 

Civil society 

Individual submissions: 

AI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HRW Human Rights Watch; 

CS Cultural Survival; 

CADH Consortium Actions Droits Humains; 

ADPEN Associ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t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au Nord Mali; 

FPU Free Press Unlimited; 

GIEACPC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ICB International Criminal Bar. 

Joint submissions: 

JS1 Joint submission 1 submitted by: Samusocial Mali, Caritas 

Mali, and Apprentis d’Auteuil; 

JS2 Joint submission 2 submitted by: l’Association Mali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AMDH), l’Association pour le 

Progrès et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s Femmes (APDF), 

Femmes & Droits Humains (F&DH), Women in Law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WILDAF), l’Association des Juristes 

Maliennes (AJM), le Collectif Cri de Coeur, appuyés par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de l’Homme 

(FIDH), a été établi pour contribuer au 3ème cycle de 

l’Examen Périodique Universel (EPU) du Mali; 

JS3 Joint submission 3 submitted by: Association chrétienne 

contre la Torture (ACAT) and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CAT (FIACAT) 

JS4 Joint Submission 4 submitted by: Bureau International 

Caholique de l’enfance, Bureau national catholique de 

l’enfance; 

JS5 Joint submission 5 submitted by: Femmes, droits humains,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COMADDH; 

JS6 Joint submission 6 submitted by: Convergence Malienne 

contre les Accaparements des Terres: 

 Association des organisations profesionnelles paysanes, CAD 

Mali, Coordination nationale des organisations paysannes, 

Ligue pour la Justice et le development des droits de l’homme. 
 2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are used in UPR documents: 

ICER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SC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P-ICESCR Optional Protocol to ICESCR; 

ICCP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OP 1 Optional Protocol to ICCPR; 

ICCPR-OP 2 Second Optional Protocol to ICCPR, aiming at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OP-CEDAW Optional Protocol to CEDAW; 

CAT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OP-CAT Optional Protocol to CAT; 

CRC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P-CRC-AC Optional Protocol to CRC on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http://www.ohchr.org/


A/HRC/WG.6/29/MLI/3 

10 GE.17-18826 

 

OP-CRC-SC Optional Protocol to CRC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 

OP-CRC-IC Optional Protocol to CRC on a communications procedure; 

ICRM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CRPD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P-CRPD Optional Protocol to CRPD; 

ICPP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3 For relevant recomma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 124.1-124.18, 124.55, 124.57. 

 4 JS3 para.31. 

 5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 11.3, 110.4110.5, 110.1011.1, 111.9. 

 6 JS5 page 2 

 7 JS3 para.29 and JS5 page 3. 

 8 JS5, page 2 (E). 

 9 HRW page 2. 

 10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 113.13, 111.14, 111.12, 113.1 

 11 JS2 page 2 (iii). 

 12 JS2 page 3. 

 13 AI page 7. 

 14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 

 15 JS6 page 7. 

 16 JS6 page 13. 

 17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 110.11. 

 18 HRW page 1. 

 19 AI page 5. 

 20 AI page 2. 

 21 AI page 7. 

 22 AI page 4. 

 23 AI, page 4. 

 24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 111.17-111.21,111.23-111.24, 11.44, 111.52, 

111.85, 112.5, 112.11, 112.13. 

 25 AI page 7, and JS3, para.3. 

 26 ADPEN, para 1.1. 

 27 ADPEN, para.2. 

 28 AI JS2 page 3 and 4. 

 29 ADPEN 10 et 11. 

 30 AI pages 5 and 6, ADPEN para.4 and ICB page 1 and 2. 

 31 HRW page 3. 

 32 JS2 page 5. 

 33 HRW page 1 and AI page 3. 

 34 ICB, page 3. 

 35 AI page 6. 

 36 ADPEN para 15. 

 37 JS2, page 4. 

 38 ADPEN, para.3. 

 39 JS2 page 4. 

 40 HRW page 2. 

 41 HRW page 3, JS3, para.9, Recommandations par le Canada, la Tunisie, l’Irlande, l’Espagne, 

l’Autriche, le Saint-Siège et le Costa Rica dans le rapport du groupe de travail sur l’EPU, 

A/HRC/23/6, para 111.19, 111.21, 111.23, 111.55, 111.62, 112.14 et 112.26. 

 42 JS3, para.12. 

 43 JS3 para.20. 

 44 JS3 paras. 13-20, AI page 4 and 5. 

 45 Summary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review process: A. Presentation by the State under review, 

paragraph 17. 

 46 Recommandations par la France dans le rapport du groupe de travail sur l’EPU, A/HRC/23/6, para 

111.24. 

 47 AI page 7 and HRW page 3. 

 48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111.2-111.117, 111.45-111-57, 111.61-

111.63, 112.14, 112.23-111.27 

 49 HRW page 2, AI pages 3 and 4, JS2 page 8, JS3, para.4 Recommandations par la Lituanie, la 

Pologne, l’Autriche, le Saint-Siège, le Canada et le Costa Rica dans le rapport du groupe de travail sur 

l’EPU, A/HRC/23/6, para 111.48, 111.50, 111.62, 112.25 et 112.26.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18/16/PDF/G131181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18/16/PDF/G131181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18/16/PDF/G1311816.pdf?OpenElement


A/HRC/WG.6/29/MLI/3 

GE.17-18826 11 

 

 50 ICB, pages 3 and 4. 

 51 AI pages 3 and 4. 

 52 ICB page 4. 

 53 JS3 para.8. 

 54 AI page 7. 

 55 JS5, page 2 (E). 

 56 JS5, page 3. 

 57 HRW page 7. 

 58 Arrêt de la Cour Suprême N° 46 du 16 juillet 2012 et Arrêt de la Cour Suprême N° 04 du 21 janvier 

2013. 

 59 JS2 page 7 and AI page 3. 

 60 JS2 page 7. 

 61 Voir Communiqué de presse FIDH/AMDH, « Ouverture du procès d’Amadou Haya Sanogo au Mali: 

un pas crucial dans la lutte contre l’impunité », 28 novembre 2016. 

 62 Voir Communiqué de presse FIDH/AMDH, « Renvoi à début 2017 du procès d’Amadou Haya 

Sanogo: les autorités maliennes doivent tenir leurs engagements », 14 décembre 2016, disponible à: 

https://www.fidh.org/fr/regions/afrique/mali/renvoi-a-debut-2017-du-proces-d-amadou-haya-sanogo-

les-autorites. 

 63 Voir le rapport FIDH/AMDH, « Mali: Terrorisme et impunité font chanceler un accord de paix fragile 

», 11 mai 2017, Section IV pages 13 à 16. 

 64 HRW page 3. 

 65 JS2 page 2. 

 66 JS5, page 2 (C). 

 67 JS3 para. 27. 

 68 HRW page 7. 

 69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111.65-111.669. 

 70 A/HRC/23/6, Accepted Recommendations: 111.67 (State of Palestine), 111.68 (Spain). 

 71 AI page 1 and 2. 

 72 AI page 1 and 2. 

 73 AI page 1 and 2. 

 74 FPU page 1 and 2. 

 75 JS5 page 3. 

 76 JS6 page 12. 

 77 FPU page 2 and Access Now, para.12. 

 78 Access Now, para.23. 

 79 JS5, pages 2 (E) and 3 and AI pages 2 and 3. 

 80 AI page 1 and 2. 

 81 AI page 8. 

 82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 111.37, 111.38. 

 83 JS2 page 10. 

 84 CADH para 13. 

 85 JS1, para.34.2. 

 86 HRW page 5. 

 87 JS2 page 11. 

 88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111.72-111.74, 111.77. 

 89 JS2 pages 11 and 12. 

 90 CS page 3. 

 91 JS6 page 8. 

 92 JS6 page 7. 

 93 JS6 page 10. 

 94 JS6 page 7. 

 95 JS6 page 12. 

 96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111.75, 111.77 

 97 JS2 page 11. 

 98 ADF International, para. 26: d). 

 99 HRW page 4. 

 100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111.75, 111.77. 

 101 JS2, page 12. 

 102 JS1, para.33.2, CS page 5 CADH 28, AI page 5. 

 103 AI page 7. 

 104 CADH, 29. 

 105 JS6 page 8. 

 106 ADPEN, para. 7. 

 107 ADPEN (para.9). 

 

https://www.fidh.org/fr/regions/afrique/mali/renvoi-a-debut-2017-du-proces-d-amadou-haya-sanogo-les-autorites
https://www.fidh.org/fr/regions/afrique/mali/renvoi-a-debut-2017-du-proces-d-amadou-haya-sanogo-les-autorites


A/HRC/WG.6/29/MLI/3 

12 GE.17-18826 

 

 108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111.13-111.16, 112.25-111.32, 111.48, 

111.59, 111.70, 111.71, 112.6, 112.7, 112.15, 112.20, 113.1. 

 109 JS2 page 9. 

 110 JS2 page 9. 

 111 CADH para.8. 

 112 JS2 page 9 and AI page 7. 

 113 AI: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16: A fair chance for every child”, UNICEF, June 2016. 

 114 Loi du 12 novembre 2015. 

 115 JS2 page 10. 

 116 For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ee A/HRC/21/16, paras.111.33-111.36, 111.39-111.42, 112.21. 

 117 HRW, (5) page 5. 

 118 AI, page 2. 

 119 AI page 8 and HRW page 5. 

 120 JS1 para.16. 

 121 JS1 paras.4-6. 

 122 JS1 para.9. 

 123 JS1 para.10. 

 124 JS1, para.33.4. 

 125 JS1, para.34.1. 

 126 JS1, para.35.3. 

 127 JS4, paras. 9.1 and 14.1. 

 128 JS4 paras. 14.4 and.20.1. 

 129 JS4, para.27.2. 

 130 JS4 paras. 33.2 and 40.2. 

 131 GIEACPC page 2. 

 132 JS2 page 11. 

 133 CS pages 4 and 5. 

 134 CS page 6, CADH para.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