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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人权捍卫者和独立NGO的角度来说，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合作总是伴随着困难与危险，意味着巨大的得不偿失。由于政府的报复（包括酷刑）和UN自身的门槛使得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主
要就是要向人权高专办建议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让UN能够降低门槛，预防并阻止报复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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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权理事会诞生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在降低门槛和矢志改善人权捍卫者安全状况上有了相应改善，但对于中国的人权捍卫者来说，与UN合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高风险工作。要改变这种状况，人权高专办需要
帮助真正的独立NGO获得认证资格，让来自草根的信息产生更大影响，对面临各自国家政府迫害的人权捍卫者提供切实的保护。

降低门槛面临的挑战

独立NGO和人权捍卫者对促进改善和有效应用国际人权标准和条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保障独立NGO和人权捍卫者参与到联合国人权机制中意义重大。然而，对于中国的独立NGO来说，需要克服重
重阻挠才能使他们的声音在联合国的平台上被听到。

首先，对于草根的人权捍卫者来说，严重缺乏中文材料，即使现有的中文翻译材料也是问题多多且不符合中文阅读习惯。显然这是个障碍。

在人权理事会的努力下，这个情况有了显著的改善。在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支持下，已采取包括提供更多更好的翻译文件、通俗易懂的指南、视频、人权理事会会议的网络直播及透过更多渠道发布人权理事会日程
等手段，以克服信息障碍。

人权理事会还应该采纳独立的机构来将资料翻译成中文，并将这些资料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尽管这会涉及资源的问题，但对寻求与人权理事会合作，进入到联合国体系中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关键的投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对于草根的独立NGO或关注中国人权的国际工作组来说，要获得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NGO委员会的认证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国政府不断阻挠对违背人权提出批评并对政府进行问责的
机构获得认证。大部分获得联合国NGO认证的中国机构实际是政府组织的机构，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解决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只要有政治意愿，情况是能够改善的。

人权理事会应该改革NGO获得谘询地位的流程，修改经济社会理事会NGO委员会参选国家资格，以确保公民社会参与到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中。

如果一个国家被指控有迫害的行为或被认为长期系统公然侵犯人权，这样的国家不应该进入     NGO委员会●

同理，如果任何国家，即使已经是NGO委员会的成员，若拒绝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如拒绝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高级专员的访问，干扰NGO与联合国机构的沟通，在国内没有履行对人权的承诺—打压●

自由结社，打压NGO, 拒绝签署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等，这样的国家应该失去委员资格。

这样的改革能够使对人权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制的参与更加多元，减少危险，让地面的人权捍卫者和联合国系统都能受益。

致命参与

过去十年里，对于努力参与到联合国机制中的中国的人权捍卫者来说，总面临着各种迫害，包括威胁、骚扰、禁止旅行、任意拘押、强迫失踪、酷刑及其他惩罚。曹顺利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

2013年，在曹女士试图登机前往参与第二轮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时，被中国政府扣押。尽管联合国专家对她的遭遇表示了严重关切，并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迫害案，她最后还是死于狱中，关押期间所受的酷刑
和剥夺医疗诊治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她的悲剧明确的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寻求与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的人权捍卫者进行的为所欲为的迫害。

回应迫害的挑战首先来自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组成。制定更严格的成员国标准将使人权理事会的核心工作更有效率，在迫害发生时能更及时地应对。标准应该包括国家的人权纪录——以各公约的标准来衡量，条约机
构对执行情况的评估，特别程序国家访问的报告，独立专家和NGO对普遍定期审议建议执行情况的评估等等。

第二个导致回应机制欠有效的因素。人权理事会需要改善内部的投诉程序，用沟通工作组和紧急事件工作组的独立专家替换由国家指定的专家，以便及时应对践踏人权的事件。人权理事会应该帮助建立一个整个联合
国联动的保护与人权机制合作的人权捍卫者，预防迫害的正式流程，这也符合人权理事会24/24决议。

改变局面

在中国，人权意识和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认同在不断增长。国内对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的持续打压迫使一些个体将期望寄托到人权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制上。透过一些中间机构和认证机构参与人权理事会的益处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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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ishr.ch/news/wei-xian-qian-cheng-zhong-guo-ren-quan-han-wei-zhe-wei-he-can-yu-ren-quan-li-shi-hui
https://www.ishr.ch/news/risky-prospects-engagement-chinese-human-rights-defenders-human-rights-council
https://www.ishr.ch/news/un-engagement-haut-risque-cooperation-des-defenseurs-chinois-des-droits-humains-avec-le-conseil


实践言论自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世界●

利用媒体对联合国的关注放大自己的声音，引起广泛关注●

突破孤立，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

增强能力去影响联合国、外交人员和中国官方的对话●

人权捍卫者们将人权理事会视为一个竞技场，透过他们的参与可以将中国的人权状况留下公开纪录，会让中国政府受到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以使他们不断向国际人权标准靠拢。

但是，若不能降低门槛、对人权捍卫者提供更好的保护，对于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的人权捍卫者来说，与联合国人权系统特别是人权理事会合作，将始终是项高风险低回报的努力。

See the work of the 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eam at  https://www.nchrd.org/  or
 www.facebook.com/CHRDnet and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news by following them on Twitter @CHR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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