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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是联合

国大会于 1975 年设立的，负责建议一项方案，使巴

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大会规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即自决、独立和主权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

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

大会授权委员会：

 促进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提高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

 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努力实现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委员会根据授权：

 组织各种国际会议；

 提供出版物和资料；

 监督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局势；

 向大会、安全理事会或秘书长提出报告和

建议；

 与关心巴勒斯坦问题的民间社会组织保持

联络与合作。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是作为委员会秘书处而设

立的。

委员会
—————————————————
背景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是按照

大会 1975 年 11月第 3376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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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建议一项方案，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

不可剥夺的权利。

如今，委员会通过提高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

和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积极促进巴勒

斯坦人民的权利。委员会致力于实现巴勒斯坦人民

不可剥夺的权利。

成员

委员会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西欧各区域

的 22 个会员国组成。委员会有 26 名观察员，包括

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和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

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区域组织。

委员会选举的主席团成员包括：

 主席：塞内加尔大使保罗·巴吉

 副主席：阿富汗大使查希尔·塔宁和古巴

大使罗德里戈·帕尔米拉·迪亚斯

 报告员：马耳他大使萨维奥尔·博格。

任务规定

大会授权委员会促进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

夺的权利，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动员国际社会支持

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大会请委员会监督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局势

并向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提出建议。大会每

年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并重申其任务规定。

自 1991 年以来，委员会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平进

程。委员会欢迎 1991 年马德里和平会议，坚决支持

安全理事会第 1397（2002）号决议所肯定的目标，

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能够在安全和公认的

边界内彼此共存。委员会还欢迎和支持《阿拉伯和

平倡议》和《四方路线图》，并呼吁各方予以执行。

委员会欢迎 2007 年 11 月举行了安纳波利斯会议并

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与以色

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之间达成一项《联合宣

言》。委员会认为这次会议极其重要，有助于永久地

位谈判。

与此同时，委员会感到严重关切的是，谈判仍

有很多障碍和出现拖延，东耶路撒冷被非法合并，

定居点不断扩张，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检查站和

路障网络越来越多，建造隔离墙，长期的军事封锁

使得巴勒斯坦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委员会一再谴责

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重申以色列的占领仍然是造

成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根源。

工作方案

为了促进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和援

助以及提高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委员

会在世界各地区举行各种国际会议。

除了出版方案和信息活动外，每年的 11 月 29

日委员会都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纪念声援巴勒斯坦

人民国际日。

委员会还与积极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广泛的民

间社会组织网络进行合作。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
—————————————————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是根据大会第 32/40 号决

议设立的，作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权利委员会的秘

书处。

该司的核心职能

 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提供实质性支助和秘书处服务。

 协助委员会执行其任务以及促进和执行其

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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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事态发展。

 规划、组织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区举行的国

际会议方案并提供服务。

 与积极参与这一问题的民间社会组织保持

联络。

 组织每年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纪念

活动。

 编写与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

剥夺权利有关的研究报告和出版物，促进

这些研究报告和出版物最广泛的分发。

 维持和发展网上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信息

系统(联巴信息系统)。

 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工作人员开展年度培

训方案。

国际会议
—————————————————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在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各

种国际会议，以提高对巴勒斯坦问题各方面的认

识。

应邀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各国政府代表、包括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国际知名专家、联合国系统

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议员、民间社会代表、

媒体和其他人。

在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中有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研

讨会和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民间社会活动。这

些会议在世界各个地区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国际社

会各阶层人士。这些会议是为了配合对巴勒斯坦问

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以及动员国际社会

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民间社会合作
—————————————————

委员会和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与民间社会组织

保持联络。巴勒斯坦问题民间社会网络是积极参与

巴勒斯坦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一个主要论

坛。

网络由各区域 1 00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组成：

有国家和国际、政治和人道主义组织、促进人权或

经济和社会发展、声援-慈善非政府组织或面向行动

的团体、教会、工会和专业协会以及特别注重妇

女、儿童、难民和囚犯的组织。

委员会定期组织各种会议，将积极参与巴勒

斯坦问题的众多组织，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组

织聚集在一起。小组通过讨论提供当前政治事态

发展的信息和分析，注重巴勒斯坦人民的需要和

改进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的联系。部分会议专

门以讲习班的方式举行，使非政府组织有机会与

同类团体交流经验和专门知识，以及审议共同战

略和提议。

会议的报告作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出版物发

行并广为分发。

委员会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彼此合作、协调和建

立联系。委员会通过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与国家、

区域和国际协调机制保持联络。委员会与各组织定

期协商，探讨各种方法和途径，以加强其与民间社

会合作的方案。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
—————————————————

每年 11 月 29 日，委员会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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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11 月 29 日，是因为这一天对于巴勒斯坦

人民具有特殊含义和重要性。1947 年的这一天，大

会通过了第 181(II)号决议，后被称为分治决议。

该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境内建立一个“犹太国”和

一个“阿拉伯国”，而耶路撒冷则是特别国际制度管

辖下的一个独立主体。在该项决议规定设立的两个

国家中，至今只成立了以色列一个国家。

这些年度活动中的发言者包括秘书长、大会主

席、安全理事会主席、联合国相关机构和政府间组

织代表和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非政府组织应邀出

席这些活动并担任参与解决这一问题的民间社会组

织在国际社会的发言人。

为纪念声援日在纽约组织的其他活动包括由委

员会赞助、由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主

办的一个巴勒斯坦展览或一项文化活动，以及放映

电影。

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维也纳办事处以及世

界各国首都也举行会议，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

际日。

联巴信息系统
—————————————————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建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

题信息系统 (联巴信息系统)。该信息系统载列了联

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与中东局势有关的其他问

题和寻求该区域和平的历史性文件和当前文件。

联巴信息系统收集的文件包括安全理事会、大

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巴勒斯坦

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文件；秘书长的报

告和说明；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的文件和出版物。

联巴信息系统可通过下列网址进入：

http://unispal.un.org

可在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巴勒斯坦问题网站

www.un.org/depts/dpa/qpal 上或通过联合国首页

www.un.org 和平与安全一栏内查阅有关巴勒斯坦问

题和联合国的进一步资料。网站上列有该问题的由

来简介、相关词语汇编、即将举办的活动和最近开

展的活动日历以及有关大会、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

其他机构就巴勒斯坦问题采取行动的概览。该网站

还载有与联合国相关网站的链接和一个民间社会页

面。

联系方式
—————————————————

联合国秘书处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

Room S-3350

New York, New York 10017

电话：+1-212-963-5159

传真：+-1-212-963-4199

电子邮件：dpr_meeting@u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