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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之目的在于提供一整套系统的资料，以便借助相关国际材料的背景以及一些对照表格，对亚太地
区现存的各种国家人权机构进行比较。
本书所涉材料不求穷尽一切，但求有助于读者认识、了解每个国家机构依其法定授权而具有的先天优
劣之处。
所谓规范标准，应兼顾对国家人权机构法定授权与实际运行的检查，其材料均应基于《联合国关于国
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
然而，为防止（或者至少不鼓励）该机构成为国家仅为平复国内批评或者获得国际援助而设计的“面
子工程”，这些原则仅仅是最低标准（为达成我们将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目标，这些原则确实为我
们于1991年所能达成之最佳的一致意见）。
鉴于之前有限的认识，鄙人认为需在此书中相应提及其他一些近期产生的相关原则。
这些原则也是由从事实际工作的专家起草的，然其明显优势则在于更严谨、更具体、更易懂，并在诸
多重要方面更切合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工作的情况。
此次整理主要以教学为目的，唯望其对准备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国家，或对现存委员会加强其职能
可以有所帮助。
为此，笔者还专门撰写有关章节，以讨论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司法、立法以及其他机构之关系，并
以一小节说明建立机构前有关程序的重要性。
国家人权机构尽管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办法总比问题多。
此书并不试图对其一一列举或进行评价。
然而为了对那些以有限资源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有所帮助，本书还是加上了关于实施全国调查的一个
小节，此措施即是一项被证明对推进与保障人权以及在增加机构的便民性方面事半功倍的策略。
笔者在本书所描述的——例如保护经社文权利以及在武装冲突中机构的运转等方面的挑战，都是本区
域内从业者目前公认为最复杂及最困难之问题。
近二十年来，笔者有幸在吾祖国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并在近六十个国家为建立和推进国家人权机构
而工作。
此书虽着眼于亚太地区，但是其所给出的建议却反映了笔者致力于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欧的不同
国家建立有效的国家人权机构时所积累的或好或坏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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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在对亚太地区现存的国家人权机构进行比较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
系列精选的国际资料和一些用来帮助理解相关问题的表格。
写这部书的初衷主要是为有关国家人权机构问题的教学提供方便，它不仅对那些正在考虑设立国家人
权机构的国家有所帮助，即使对那些已经设立该机构的国家来讲，也会对其如何加强机构的职能有所
借鉴。
因此，《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的一些章节阐述了如何处理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以及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同时还简要说明了设立国家人权机构过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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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瑞典）布莱恩·伯德金（Brian Burdekin） 译者：王建玲 徐文博 陈亦超 等 合著者：（美国）
金森·瑙姆（Jason Naum） 马呈元 张伟布莱思·伯德金，现任瑞典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
究所客座教授，在墨尔本大学法学院讲授研究生课程。
他同时担任非洲、亚洲和中、东欧许多国家人权机构的国际咨询专家。
从1995年到2003年，作为联合国前三任人权高级专员有关国家人权机构问题的特别顾问，他曾先后两
百多次前往非洲、亚太地区、欧洲和拉丁美洲的55个国家，帮助那些真心愿意创建独立的国家人权机
构的各国政府或民间社会组织。
在受命于联合国之前，伯德金教授从1986年到1994年担任澳大利亚首任联邦人权委员。
在此任内的1990年到1991年间，他是国家人权机构的联合国标准（《巴黎原则》）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该标准后来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
1978年到1986年间，他是前澳大利亚总理、副总理和联邦总检察长的主要顾问。
在此之前，他做过外交官和律师。
1985年6月，鉴于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为人权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伯德金教授被授予“澳大利亚勋
章”。
他被普遍认为是国家人权机构方面问题的国际顶尖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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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演进中的国际秩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际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许多变化对人权和那些普遍性或者专门性的人权保护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专制政权、许多非洲的专制政权和若干东南亚国家的专制政权已经被民主选举的
政府所取代；由于冷战结束所引发的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化浪潮现在正冲击着中亚各国。
然而，那种认为按照定期投票的规则民主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独立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能够保证
尊重人权的假设已经被这样的认识所取代了，即虽然权力的划分十分重要，但它经常并不能对人权提
供保护，尽管这些权利已经在宪法中得到确立。
人们认识到，为追求继续掌权的目的，政府总是设法取悦于政治上的主流派别，并随时准备牺牲对非
主流或边缘化的少数群体人权的尊重。
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推动建立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
僵化的冷战对抗年代形成的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对重要的认识，已经
逐渐让位于一种更加成熟的认识，即所有权利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贫穷是对人权最普遍和最常见的侵犯之一；腐败是对人权的主要威胁；生命权意味着安全和清洁环境
权。
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IFIS）和大多数富有的捐助国日益认识到，人权是“良治”的必要组成部分
，而“良治”对于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它们也日益认识到：大规模的歧视和广泛的侵犯人权，包括侵犯在种族、宗教或者语言上的少
数群体的权利，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和冲突，并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威胁区域安全。
冷战结束以后，在承认这些现实的基础上，捐助国在多边和双边的发展援助中越来越多地提出了旨在
促进良治政府建设改革和尊重人权的条件，这对许多（但非全部）新建或者重建的民主国家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旨在保护少数者的权利的国家人权机构现在被认为是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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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译著是由徐显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政法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和瑞典罗尔·堡人权与人道主
义法研究所联合开展的“国家人权机构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
其出版费用得到了瑞典国际发展署的全额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副所长张伟博士负责协调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具体分工如下：王建玲：第1～3章，5～8章；徐文博：第4章；陈亦超：前言，附录2、9、10～12；王
洪宇：各国立法部分。
其中，张伟博士负责第1～8章的校译工作。
马呈元教授负责全书的译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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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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