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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九十四届会议  

200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日内瓦  

第 33 号一般性意见  

缔约国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下的义务 

 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由联合国大会 1966 年 12 月

16 日第 2200A(XXI)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字、批准和加入，《公约》本身亦是由

同一项决议通过的。《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均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生效。  

 2.  虽然《任择议定书》有机地与《公约》相关，但它不对《公约》的所有缔

约国自动生效。《任择议定书》第八条规定，《公约》的缔约国只能通过另行表

示同意接受约束方可成为《任择议定书》的缔约方。大多数《公约》缔约国亦已

成为《任择议定书》的缔约方。  

 3.  《任择议定书》的序言指出，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达成”《公约》的：

“目标”，授权《公约》第四部分所设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本议定书所定办

法，接受并审查个人声称因公约所载任何权利遭受侵害而为受害人的来文”。

《任择议定书》规定了一项程序并为《任择议定书》缔约国规定了除其在《公

约》下的义务之外由于此项程序而产生的义务。  

 4.  《任择议定书》第一条规定，《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承认委员会有权

接受并审查该国管辖下的个人声称为该缔约国侵害公约所载任何权利的受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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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因此，缔约国有义务不妨碍个人诉诸委员会，而且必须防止针对任何已

向委员会提交来文者采取的报复措施。  

 5.  《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要求，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个人必须已用尽所有可

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在对一份来文作出回应时，缔约国如认为来文未满足该

项条件，则应说明来文提交人未用尽的可以运用的有效补救办法。  

 6.  虽然在《任择议定书》或《公约》中均未使用“提交人”一词，人权事务

委员会使用该词指依据《任择议定书》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个人。委员会使用

《任择议定书》第一条所载的“来文”一词而不使用诸如“申诉”或“请愿书”

等用语――虽然“请愿书”用语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目前行政结构有其对

应，在该办事处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的来文最初是由被称为“请愿书小组”

处理的。  

 7.  术语同样反映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接受和审查来文方面所起作用的性质。

在来文可予受理的情况下，在根据个人和所涉缔约国向其提供的全部书面资料审

查来文之后，“委员会应向所涉缔约国及该个人提出其意见”。1 

 8.  个人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诉求所针对的缔约国的第一项义务是，在第

四条第 2 款所规定的六个月的时限内对来文作出回应。在这一时限内，“收到通

知的国家应书面向委员会提出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如该国业已采取救济办

法，则亦应一并说明”。该委员会的议事规则扩充了这些规定，其中包括在特殊

情况下单独处理来文的可否受理与理据问题的可能性。2 

 9.  在回应似与《任择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前的事项相关的来文时 (属时

理由规则 )，该缔约国应明确援引这种情况，包括就过去的侵权行为可能存在的

“持续影响”作出任何评论。  

 10.  从委员会的经验来看，国家并不总是尊重它们的义务。如不对来文作出

回应，或作出不全面的反应，来文所针对的缔约国就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为委员会就会被迫在没有关于来文的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审查来文。在这种情况

下，委员会可能得出结论认为来文所载的指控是真实的――如果这些指控从所有情

节看来证据充足。  

                                                 
1 《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 
2 人权事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7条第 2段，CCPR/C/3/Rev.8，2005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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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虽然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查个人来文时的职能，就其本身而言，并非司

法机构之职能，但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发表的《意见》呈现一项司法决定

所具有的某些主要特点。这些《意见》是本着司法精神达成的，其中包括委员会

成员的不偏倚性和独立性、对《公约》语文的慎重解释以及决定的终决性质。  

 12.  《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所使用的用来描述委员会决定的词语是

“意见”。3 这些决定陈述委员会就来文提交人所指侵权情况得出的结论，如认定

有侵权情况，则为此侵权情况指明补救办法。  

 13.  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意见》是根据《公约》本身设立

的、负责解释该文书的机构的权威性裁决。这些《意见》的性质以及赋予它们的

重要性，是从委员会在《公约》和《任择议定书》下发挥的内在作用中产生的。  

 14.  《公约》第二条第 3 款 (甲 )项规定，每一缔约国承担“保证任何一个被

侵犯了本盟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

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这是委员会在认定有侵权的案件中发表《意见》时一

贯使用的措辞之基础：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为提交人提供有

效的补救措施。由于成为《任择议定书》的缔约方，缔约国已承认了委

员会有权能裁定是否有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

条，缔约国已承诺确保在其领土上的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人享有《公约》

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确认存在违约的情况下，提供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

补救措施；在这方面，委员会希望在 180 天内得到缔约国为落实《委员

会意见》所采取的措施方面的信息。”  

 15.  《委员会意见》的性质亦是由缔约国有义务在参与《任择议定书》下的

程序方面和在《公约》本身方面诚意履行所进一步决定的。与委员会合作的义务

是从适用诚意履行所有条约义务的原则所产生的。4 

 16.  1997 年，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决定任命一名委员会成员担任特别报告

员，负责《意见》的后续行动问题。5 通过书面交涉、也经常通过与有关缔约国外

                                                 
3 法文本中使用的词语是“constatations”，西班牙文本中使用的是“observaciones”。 
4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六条。 
5 人权事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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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表进行个人会晤的方式，该名成员敦促遵守《委员会的意见》并讨论可能会

阻碍执行的因素。在一些案件中，这一程序促成了《委员会的意见》的接受和执

行，而以前这些《意见》的转呈未得到任何反应。  

 17.  应注意的是，通过在向大会提交的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等场合中公布委员

会的决定，缔约国不执行某一案件中的《委员会的意见》就成为公开记录之事件。  

 18.  有些缔约国，已向其转呈关于这些国家来文的《委员会的意见》，未能

全部或部分接受《委员会的意见》或试图重审案件。在一些此类案件中，这些回

应是在缔约国未参加上述程序、未履行它在《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下的答

复来文的义务的情况下作出的。在其他案件中，全部或部分地拒绝《委员会的意

见》的反应，是在缔约国参加了上述程序、其论点已被委员会充分考虑的情况下

作出的。在所有这些案件中，委员会将其与缔约国之间的对话视为着眼于执行的

持续性对话。负责《意见》的后续行动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开展这一对话并定期向

委员会报告进展情况。  

 19.  除非在委员会充分审查来文前撤销或暂停缔约国采取的或威胁的一项看

来可能会对提交人或受害者造成无可补救伤害的行动的情况下，提交人可能会要

求采取一些措施，或者委员会可能主动决定一些措施。实例包括施加死刑和违反

不驱回义务。为能够满足《任择议定书》下的这些需要，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

设立了一项程序，要求在适当情况下采取临时或暂时保护措施。6 不执行此类临时

或暂时措施，与诚意尊重根据《任择议定书》设立的有关个人来文的程序之义务

是不相符合的。  

 20.  大多数国家没有具体的立法授权将《委员会的意见》纳入其国内法律秩

序。然而，某些缔约国的国内法的确规定了向国际机构认定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

害者支付赔偿。无论如何，缔约国必须使用其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落实委员会

发表的《意见》。  
--  --  --  --  -- 

                                                 
6
 人权事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以前为第 86 条）（见 CCPR/C/3/Rev.8，2005 年 9

月 22日）： 
 “在向有关缔约国转交其关于来文的意见之前，委员会可向该缔约国说明就是否应采

取临时措施以避免对据称违约行为的受害者造成无可补救的伤害问题委员会所持的《意

见》。在这样做的同时，委员会应向有关缔约国说明，它所表达的关于临时措施的《意见》

并不意味着就来文的理据问题作出了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