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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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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 

 國際法並無單一文化權之規範，但有許多國際文書保護文化的
不同面向並賦予個人享有與文化相關之權利。 

 組織與思考文化的不同面向可從以下二方面著手： 

 

• 與文化相關之權利 （例如創意活動本身與促進其蓬勃發展之
環境的保障） 

• 個別文化與該文化生存之權利（例如少數族群文化的參與；個
人對其國家文化的參與；從科學發展獲益的權利；文化資產的

保存） 

 

 國際法對「文化」一詞並無統一的定義，許多涉及文化的國際法
規甚至不加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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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 

 

 《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對「文化」的定
義為：  

 

「某社會或某社會群體特有之精神、物質、智力
與情感之總和，其涵蓋範圍，除藝術與文學外，
還包括生活型態、相處模式、價值體系、傳統與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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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 ─ 條文解釋 
 文化權在許多條約中皆有所規範，今天將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為討論重點。 

 條約之條文用語通常較廣泛，甚至語義不清；在解釋上應依其用語按其
條文脈絡，並參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以善意解釋之。 

 還可從哪些地方取得條約解釋之參考? 

• 全體締約國針對各條文施行狀況所提交之定期報告（締約國間可能就條約之適當解
釋訂立相關協定）； 

• 國際或國內法院判決中對特定條文或類似條文的解釋，以及專家學者的評論； 

• 聯合國條約機構所提出之一般性意見（例如人權事務委員會就ICCPR第27條條文提
出之第23號一般性意見）（不具拘束效力）；  

• 個別文書往來中聯合國條約機構提出之見解（不具拘束力）； 

• 國際宣言、決議與其他法律文件，以及聯合國其他專家機制（例如聯合國特別報告員
提出的評論（不具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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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 ICCPR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ICCPR） 

• 第27條：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數團體之國家，屬於此類
少數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
信奉躬行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利，不得剝奪

之。 

• 其他保護文化各面向與支持文化多樣性的條款： 

無論何種種族、膚色、語言、宗教、民族或社會本源皆享有平
等與不受歧視之權利（第2與第26條） 

宗教、發表、和平集會與結社之自由（第18-22條）；政治參與
之權利（第25條） 

禁止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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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 ICESCR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ICESCR） 

• 第15條：  人人有權參與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
生之利益、及對其本人的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產生之精

神上與物質上之利益，享有被保護之權。 

• 其他保護文化各面向與支持文化多樣性性質之條款：  

 無論何種種族、膚色、語言、宗教、民族或社會本源皆享有平等與不
受歧視之權利（第2條） 

 受教育之權利（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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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其他法源 
 

兒童權利公約（簡稱CRC） 

• 將兒童安置於替代機構接受照護時應考量其族裔、宗教與語言背景（第20條） 

• 兒童教育的目的包含尊重兒童自身之文化認同以及不同於其本國之各種文明（第29
條）； 

• 兒童享有參與少數族群文化之權利（第30條） 

• 兒童享有休息、閒暇、遊戲與娛樂活動，以及參與文化生活之權利（第31條）。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簡稱CERD） 

• 以消除一切形式之種族歧視義務；在無種族歧視下平等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 (第5條）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 

• 應改變社會與文化行為模式以消弭對婦女的歧視（第5條）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CRPD） 

• 確保身心障礙者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閒與體育活

動（第30條）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不具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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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 

何謂參與少數族群文化之權利？ 

(ICCPR第 27條) 
「保護這些權利的目的是要確保有關少數族群的文化、宗教和社會
特性得以存活與持續發展，從而加強整個社會的結構」（聯合國人權
事務委員會第23號一般性意見）（不具拘束力） 

 

 對歸屬於一個共享文化、宗教和/或語言的族群的個人予以保護。 

 文化可能包含與土地及資源運用有關之特定生活方式（例如漁獵活
動、或在保留區謀生），原住民的情況更是如此。 

 少數族群的「存在」係基於客觀的標準斷，而非國家的官方承認。 

 擴及少數群體中的非公民。 

 要求國家不得干預；有時且須採取積極措施以保障少數族群之身分
認同及族群成員享有並發展其文化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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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所規範之文化權  

何謂參與文化生活之權利? 

(ICESCR第15條) 
 擴及每一個人，而不僅限於少數族群。 

 文化生活可以含有濃厚的群體的面向，原住民的情況更是如此。 

 包括參與、接觸與貢獻於文化生活的權利。 

 要求國家不得干預，且要求國家採取積極措施以逐漸實現條約第2條之
標準。 

 會受到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是必要的限制（例如侵害其他人權的負面的
文化慣行），只要該限制與相關權利之性質不相違背，且以促進民主社
會之總福祉為目的（第4條）。 
 

- 參見例如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21號一般性意見（不具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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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如何施行文化權 

與支持文化多樣性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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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公民」, 作者：Kanika Lawton, 典藏於英屬哥倫比亞省高貴林市松樹中學 

說明： 此幅色鉛筆畫展現加拿大境內不同人民、文化與族裔背景所代表的各種形象。作者將
探險家馬修‧達‧科斯塔與薩繆爾‧尚普蘭)描繪在整幅畫的中心，而色彩繽紛的背景則涵蓋
了許多加拿大地標，例如國會 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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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文化多樣性 
加拿大係一文化多元的社會，因此文化多樣性被視為加拿大的核心價值與加拿

大人認同的一部份。 

加拿大部份人口統計資料： 

• 3個開國族群（原住民、英語系與法語系）。 

• 2種官方語言（英語與法語）。 

• （2006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有147種不同的母語─華語是加拿大第三大母語族群（約佔總人口的

3%）。 

• (2006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全國有超過200個不同的族群─最大的幾個族群是英國人、法國人、

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德國人、義大利人、華人、原住民、烏克蘭人、荷蘭人、南亞人與斯堪地那
維亞人。自1970年代起，大部份的移民皆來自亞洲國家。 

• 631個「第一民族」社群，代表50個以上的文化族群與50個原住民語言。 

• 20%的加拿大人在海外出生。 

• 多數的加拿大人為基督徒─最大的宗教團體是天主教，接著是數個不同的新教教會。信奉回教、
猶太教、印度教、錫克教與其他宗教的人數、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數皆持續成長。 

人口預測顯示加拿大人口分佈越來越呈現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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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施行狀況 

憲法保護： 
 

 《1982年憲法》第35條：「加拿大原住民族之原住民的及條約的現有
權利」 條約權利包含現有權利或依據土地歸還協定所可能取得在此
或的確認及肯認的權利。不分男女皆平等享有原住民權利與條約權
利的保障。 

 

 憲章第25條： 憲章保障「不得被解釋為廢除或減免加拿大原住民族
相關之原住民的、條約的或其他的權利或自由」。 

 

 憲章第27條： 「本憲章之解釋方式應與加拿大人民多元文化遺產之

保存及增進相符。」 
 
 
 
 
 

 
 

15 



加拿大施行狀況 

憲法保護（承上頁）： 
 

• 憲章第16-23條： 官方語言─關於英語及法語之平等地位與使用的多種權利，包括
在國會設立的法院的程序中使用英語或法語之權利、以英語或法語取得聯邦公共服
務之權利，以及少數族群受官方語言教育權。 

 

• 憲章第15條：平等與不受歧視權利之保障。禁止基於種族、民族或族裔本源、膚色與
宗教之歧視。第15條允許以改善弱勢團體處境為目標的「優惠性積極行動」。 

 

• 支持文化權與文化多樣性之其他憲章權利：信念與宗教、發表、和平集會與結社之
自由（第2條）；選舉與參選之權利（第3條）。 

 

• 憲章第1條：以符合比例原則的方式追求重要目標時，政府得正當地限制憲章的權
利 。容許多種信仰共存以及尊重文化與族群的認同是法院適用本條款時的指導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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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施行狀況 
 

憲法保護（承上頁）： 
 

 保護少數族群這項「不成文憲法原則」 ，構成加拿大整體憲
法秩序的基礎。 

 

 《1867年憲法》第93條：保護少數族群宗教教育權。 憲章第
29條規定憲章對這些權利不得有所廢除或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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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施行狀況   

立法保護： 
 

 平等與反歧視的立法（例如加拿大人權法；各省人權法規）： 禁止公部
門與私部門雇主及服務供給者基於種族、民族或族裔與宗教而有所歧
視。要求雇主與服務供給者履行，合理接納差異（例如宗教的活動）的責
任，意即由於某一規定或作法對應受保護之個人或族群產生不利影響，

雇主與服務供給者即應採取措施消除蒙受該不利影響之雇員或顧客所
遭受之不利益。接納差異不應造成不合理的困難。 

 

 就業平等的立法（例如聯邦就業平等法）： 提高某些歷史上的弱勢團體，
包括「有色少數族群」與原住民在聯邦公部門與私部門工作場所之就業
人數要求雇主須就目標之計劃與達成提出相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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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施行狀況 
 

立法保護 （承上頁）： 
 

•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法：再次肯認多元文化主義為加拿大
之基本價值，制定聯邦政府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本法要求

聯邦政府每年須就多元文化主義施行計劃提出報告。 

• 《公民法》 ：定義取得加拿大公民權之適格條件，並保障不
論是以出生或歸化方式取得公民權者皆享有平等權利與義
務。 

• 《移民與難民保護法》：定義取得加拿大入境移民身分之適
格條件，對入境移民確實遵守不歧視與普遍性之基本原則。
永久居民能夠成功融入加拿大社會為本法立法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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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施行狀況 
 

立法保護（承上頁）： 
 

• 《官方語言法》： 確保尊重英語與法語作為加拿大之官方語言，以

及兩種語言在所有聯邦機構中之使用具有平等的地位、權利與

特權。支持英語與法語在語言少數群體中的發展，促進英語與法

語在加拿大社會中之平等地位與使用。 

• 《魁北克法語憲章》：確立法語為魁北克省之官方語言，並保障在

魁北克使用法語的權利。 

• 《Nunavut官方語言法》: 確立伊努特語、英語與法語作為Nunavut

領地之官方語言，並保障在該領地使用這三種語言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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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施行狀況 

立法保護（承上頁）： 

 

• 《廣電法》：本法要求播送系統須確實呈現語言的二元性、加拿大
社會多元文化與種族的特質以及原住民族在加拿大社會的特殊
地位；該法規定須有使用英、法語以外之語言的節目供人民選擇；
設立加拿大廣播公司(簡稱CBC)作為國家公共廣播機構。 

• 《著作權法》： 保障文學、藝術、音樂與戲劇作品創作人的權利，
並促進這些作品被取得。 

• 《專利法》：對發明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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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施行狀況 

制定政策與計劃方案，包括： 

 

•保存與強化原住民語言與文化的全國方案。 

•保存與強化加拿大境內少數族群的官方語言的方案。 

•資助加拿大藝術家、作家、音樂家、電影從業人員與表

演者等的工作。 

•利用博物館、藝廊與資料庫保存與推廣加拿大歷史及文

化資產。 

•透過學校系統與媒體進行公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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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如何施行文化權 

與支持文化多樣性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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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融合 

  
加拿大的整體作法乃基於鼓勵新成員全面融入加拿大

經濟、社會與文化，並確保廣大的加拿大社會歡迎並接

受多樣性。 

憲法與其他法定的人權保障適用於加拿大每一個人，

包含移民、難民與外籍勞工，但憲章中有少數權利由加

拿大公民所獨享（民主權利、遷徙權、少數族群官方語

言教育權）。 

加拿大鼓勵移民成為加拿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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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融合 
 

移民與難民的社會融合措施包括： 

• 社會服務的取得，包含教育、社會安全、住家與醫療服務。 

• 移民安置服務： 全國設有廣大的組織網絡可為社區中的移民與難民提
供諮詢與安置的協助。服務種類包括語言訓練與就業準備。 

• 地方的移民合作計劃：  協助新成員安置與融合的一種社區合作方式，
鼓勵由地方自行策劃，為移民與難民們評估需求、整合服務與改善成果。
成員涵蓋學校、健康中心、文化族裔團體、治安服務機構、圖書館、企業
雇主與商業顧問、社會服務機構與各層級政府機關之代表人員與新成
員代表。 

• 國外資歷認證轉介辦事處： 為曾在境外受過訓練之移民提供資訊與轉
介服務，協助其資歷評估與承認，提高他們在加拿大勞工市場的參與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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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融合 
為打造一個樂於接受多樣性的開放性社會所採取的措施包括： 

• 制定平等與反歧視法案 

• 反種族主義之法律、政策與方案： 其中包括刑法禁止仇恨的散播；
法律要求法官考量犯罪動機是否出於種族、膚色、族裔或民族出
身之偏見或仇恨以作為加重量刑的參考；法律禁止宣揚仇恨出版
品的進口、禁止惡意攻訐言論的播送或可能置個人或族群於種
族、民族或族裔出身、膚色或宗教仇恨中之圖像作品的呈現；不
帶任何偏見的治安政策。 

• 公共教育： 學校須教導學生尊重多樣性的重要；人權委員會籌辦
反歧視與文化多樣性的公共教育宣導活動；由政府單位主辦各種
喚醒民眾意識、有益於文化間與宗教間相互瞭解的活動；加強公
務人員在多樣性與文化意識方面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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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權利 

 

何謂加拿大憲法所賦予的原住民權利？ 
 

案例事實： Ms. Van der Peet為Stolo第一民族的一員，
因販售伴侶捕獲的鮭魚而被控有罪。其伴侶雖有捕魚
證的許可，但持該類捕魚證所取得的漁獲僅限於食用，
法律明文規定不得持該類捕魚證進行漁獲的買賣或交
換。Ms. Van der Peet 於開庭時質疑是項法律侵犯其
販售漁獲的權利，Ms Van der Peet認為該權利乃
《1982年憲法》第35條所賦予原住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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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權利 

「原住民權利存在的基本要義，並為憲法第35條第1項所肯認與確立，乃基
於一個簡單的事實：歐洲人來到北美洲時原住民族早已存在，以部族群居
的方式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展現獨特的風俗文化，一如過去數個世紀一樣。
正因為這個事實，這個比其他任何因素都來得重要的事實，使原住民族獨
立於加拿大社會其他少數族群之上，賦予他們特殊的法律地位與目前的憲
法地位。」 

 
加拿大最高法院， R. v. Van der Peet （1996年）  

 

「加拿大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人士在長期相互尊重的關係下和解共生是
《1982年憲法》第35條立法的崇高目的。」 
 

加拿大最高法院， Beckman v. Little Salmon/Carmacks First Nation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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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權利 
 
結果： 

• 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一活動若要構成一項原住民權利，該活動
無論在作法、習俗或傳統上都必需是請求該權利之原住民部族
獨特文化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 該活動必須在歐洲人進入北美之前即已發展，雙方接觸後該活
動或可隨時間之推移而演進，但一項演進為現代形式的活動仍
必須有跡可循，其根源必須回溯至雙方未接觸前。 

• 裁量是項請求時，法院應顧及原住民族本身的觀點，適用證據法
則時也須考量原住民請求案件先天舉證上的困難。 

• 在此案中，最高法院認為Ms. Van der Peet無法證明以漁獲進行
金錢的買賣或以物以物的交換是Stolo與歐洲人接觸前即存在之
獨特文化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因此憲法並不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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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權利 

 
結果（承上頁）： 
 

• 原住民權利的消失有以下兩種方式：自願由政府收回，或憲
法修正收回。 

 

• 原住民權利可由政府加以規範或限制，惟政府必須提出一
個重大的目標（例如保存與管理有限的自然資源） ，且所選
擇的手段必須符合政府與原住民族間特殊的信任關係。 

 

• 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政府在採取有害於憲法第35條所賦予
權利的行動前，有義務諮詢，或在必要時善待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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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取得文化商品與服務 
 

案例事實：  聽障人士（全聾）Mr. Vlug有好幾次試著在CBC

電視台收看體育賽事與新聞。其中雖然有些節目配有閉路

字幕(closed captioning)（將節目中需要收聽的部份即時轉

碼為文字敘述，通常顯示在電視螢幕的下方），但有些則沒

有。Mr. Vlug根據《加拿大人權法》，指控電視台的服務歧視

身心障礙者。Mr. Vlug在指控中特別強調電視的文字轉碼

服務有助於全聾或重聽人士與社區的融合及歷史文化的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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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取得文化商品與服務 
 
結果： 

• 加拿大人權法院認為CBC電視台未能製作出聽障人士得以
收看的節目確屬歧視，缺乏將聲音轉碼為文字字幕的服務
意謂著全聾或重聽者無法在平等的基礎上享受這些節目。 

• 人權法院責令CBC電視台須將台內所有節目的聲音部份轉

碼為文字字幕，其並不認為善待聽障者會對CBC電視台造
成過度的財務或技術負擔。 

• 人權法院鼓勵CBC電視台與全聾及重聽社群協商，找出提
供文字轉碼服務的最佳方法。 

• 人權法院也責令CBC電視台支付Mr. Vlug 10,000元，以補
償其所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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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取得文化商品與服務 

 
其他涉及無障礙推廣的相關措施包括： 

 

• 《著作權法》為知覺障礙者訂立例外條款，使其得以為
若干版權作品製作他們能使用的版本。 

• 為公共空間與建築制定強制性的無障礙標準（《安大略
省身心障礙者無障礙法》。 

• 為某些管轄權下之網站與網頁內容制定強制性的無障
礙標準。 

• 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例如身心障礙者奧運會與特殊奧
運會等體育活動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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