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E/C.19/2010/1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7 January 201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0-22090 (C)    040210    110210 
*1022090*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九届会议 

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30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3 

讨论年度特别专题：“土著人民：发展与文化和特性：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3条和第 32 条”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 
 
 

  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 

 摘要 

 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亚洲土著人民同盟举办了一系列土著发展的会议，

以便为亚洲土著人民提供一个场所来确定并达成有关土著发展概念、问题和需求

的共识。来自亚洲 13 个国家的社区领导人出席了这些会议并提出了建议，从亚

洲土著社区的角度详细说明了尊重和促进土著发展的 起码要求。他们的建议已

由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提交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九届会议。 

 

 

 

 

  

 

 
 

 
*
 E/C.19/2010/1。 



E/C.19/2010/10  
 

10-22090 (C)2 
 

 一. 亚洲土著发展会议：背景 
 
 

1. 亚洲土著人民同盟于 2005 年至 2008 年间举办了一系列土著发展的会议，以

便为亚洲土著人民提供一个场所来确定并达成有关土著发展的概念、问题和需求

的共识。来自亚洲 13 个国家的社区领导人出席了这些会议。 

2. 土著发展的定义是“土著社区以原生态或在其族裔特性背景下采取综合方式

的增长或进步”。 

3. 土著特性基于 10 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系统：文化、社会、

精神、政治/体制、司法、经济、自然资源管理、技术、健康和教育/学习方

法。 

4. 2007 年 9 月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为土著人民在制定这些要素

方面的观点提供了肯定性的支持。该宣言还提供了一个框架来追求类似发展模

式，并知会各国政府有职责有义务改革不利于土著人民发展模式。 

5. 以下建议都以亚洲各土著社区观念，提出的旨在尊重和促进土著发展的 起

码要求。 

 

 二. 建议 
 
 

  文化、社会和精神方面 
 

  对于土著人民： 
 

6. 通过促进传统学习方式并转让土著知识，加强保持传统和集体价值观的努

力。 

7. 解决两性差距，例如在决策过程、领导角色、司法机制和仪式中受到排斥或

代表权不足。出生禁令、聘礼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也应得到解决。 

8. 发起宗教间对话，以促进对土著精神的理解和尊重。 

各国和联合国组织： 

9. 通过尊重土著精神并避免采行促进某一特定宗教的政策，以促进文化发展；

尊重每一个土著人选择、遵循和实践选定宗教的权利。 

10. 为确保社会发展并保护社会结构，各国必须承认土著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

如分享和好客。各国还必须避免干预土著治理制度或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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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制和司法 
 

对于土著人民： 

11. 在传统政治制度受到强加的现代或国家结构影响或存在混合机构的地区，开

发解决冲突的手段。必须加强诚实、负责、透明和坚持社会利益/共同福祉高于

个人利益的价值观。 

12. 寻找促进两性平等的手段，维持口传的习惯法并加强传统领袖作出高质量审

判和决定的能力，特别是在更广泛的决策机制框架内。 

各国和联合国组织： 

13. 尊重并承认土著人民的政治机构。为了实现这一建议，任何建立其他组织的

倡议必须立足于土著社区的充分参与和同意，而且这些组织不能用来取代土著政

治机构。 

14. 允许土著社区基于自身制度选择传统领袖，自由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并谋求

社区内的法律发展。 

15. 避免将习惯法法典化，而是要通过文件记录的努力实现其正式化。 

16. 如果存在一个以上法律制度，应在国家与土著人民之间，协助维持和促进传

统的司法制度。 

  经济、自然资源和技术 
 

对于土著人民： 

17. 加强努力，利用土著技术而非现代技术，并优先考虑代际知识传播的延续。 

18. 鼓励年轻人欣赏和从事传统职业，对有负面影响的现代技术和价值观念持批

判态度。 

19. 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土著知识消亡的现象，因为这将导致对习惯法和自然资源

管理的侵蚀。 

各国和联合国组织： 

20. 在法律上承认以可持续性和自力更生为基础的土著经济制度原则，并允许土

著社区自由、灵活运用这些原则。应避免轮耕等土著做法的负品牌化。 

21. 遵守有关促进和尊重土著人民的领土、自然资源管理和治理权利的公认国际

人权标准。 

22. 增加用于土著社区同意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项目的拨款。此类资金应作为

一种手段，在集体社会责任和互惠的基础上振兴土著知识、技术和经济系统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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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探索土著知识和技术，作为一种实现粮食保障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

手段。 

23. 提供援助以开发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技术，增强土著社

区的自力更生和全面发展，但以他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为前提。 

  健康和土著教育 
 

对于土著人民： 

24. 采取措施，鼓励知识的世代相传并保护这种知识，与针对土著人民健康的方

案结合使用。 

25. 在土著人民自身需求的基础上，想方设法激发土著人民保持其社区学习方法

的兴趣。 

各国和联合国组织： 

26. 承认土著健康制度和做法，保护传统知识和药品，承认土著人民知识产权的

权利并通过使用习惯法进行替代立法来监管使用情况。 

27. 允许土著人民参与有关自己社区健康服务的规划、编制、实施和决策。必须

确保平等和非歧视，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获得医疗服务方面。通过持续数据收集和

使用适当指标监测结果，确保提供符合土著人民需求的适当健康服务。 

28. 支持土著人民维护和发展其教育体系和机构的权利，包括教授自己的语言和

开发多语言教学系统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