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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通函 
 

发文单位：人事司 编号：2025/06 
  
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人事司司长（CSH-Director@fao.org） 

日期：2025 年 3 月 7 日 
 

 

预防和应对骚扰、性骚扰、滥用职权和歧视 

宗旨 

1. 粮农组织不容忍任何形式的骚扰、滥用职权或歧视，并致力于营造尊重和包容的工

作环境。粮农组织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预防和应对骚扰、性骚扰、滥用职权和歧

视（以下统称为“虐待行为”），粮农组织所有人员都要在该过程中发挥作用。本组织及

其所有人员都有责任营造尊重和包容的工作环境。 

2. 粮农组织致力于确保自其知晓指控、事件或关切之时起，就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

方针，预防和处理一切形式的骚扰，包括性骚扰。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针是指以尊重受

害者/幸存者的权利、需要、愿望、尊严、安全和福祉的方式与受害者/幸存者接触，保护

其免遭报复、二次创伤和歧视，并为其提供信息和支持。 

3. 根据《职工条例》和《规则》以及《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1，粮农组织对虐待行

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如虐待行为引起本组织注意，本组织将根据本政策尽可能迅速、公

平和有效地予以处理。根据本政策和《举报人保护政策》的规定，就虐待行为发声的粮

农组织人员也应受到保护 2。 

4. 本政策规定了本组织及其人员在预防和应对不当和虐待行为中的角色和职责。本政

策规定的总体角色和职责见附件 I。 

 
1 《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已纳入《行政手册》第 304 节附录 A。 
2 第 2021/10 号《行政通函》 – 《举报人保护政策》。 

mailto:CSH-Director@fao.org
https://intranet.fao.org/faohandbook/fao_manual/chapter_iii_human_resources/304_standards_of_conduct_for_the_international_civil_service/304_appendix_a/en/
https://intranet.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_Communications/ac/AC_2021-10_Corr.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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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5. 本政策适用于所有粮农组织人员以及在工作场所或任何与粮农组织工作相关地点发

生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通勤、远程工作、工作时间内或工作时间外（如社交活动）以

及与工作相关的活动（如差旅、培训或与工作相关会议）。 

6. 任何个人，包括非粮农组织人员，都可根据本政策对任何粮农组织人员提出虐待行

为投诉。本组织采取的行动将取决于受影响个人和/或被指控施害者是否为粮农组织工作

人员（现任或前任）。 

定义 3 

7. 就本政策而言： 

(i) “虐待行为”是指骚扰、性骚扰、滥用职权和歧视，详见本政策定义。 

(ii) “不当行为”是指可能不符合虐待行为定义，但违反本政策所规定原则的行为。

如第19-25段所述，可通过非正式解决途径，包括通过管理干预，予以解决。 

(iii) “滥用职权”是指不当利用影响力、权力或权威地位对付他人。当某人利用其

影响力、权力或权威对他人的职业、绩效评估或就业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任命、

分配、合同续签、绩效评价、工作条件或晋升）造成不当影响时，视为严重情

形。滥用职权还可能包括造成敌对或攻击性工作环境的行为，其中包括但不限

于使用恐吓、威胁、勒索或胁迫手段。歧视和骚扰，包括性骚扰，当伴随滥用

职权时尤为严重。 

根据本政策，仅对工作绩效、行为或管理关系中的相关问题表达异议、批评或

类似行为通常不被视为骚扰。绩效问题上的异议通常通过绩效管理适用框架

解决4。 

(iv) “歧视”是基于个人种族、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宗教、国籍、

民族、残疾、年龄、语言、社会出身或其他类似共同特征或特性的任何不公平

待遇或任意区分。歧视可能是影响个体或一群处境相似个体的孤立事件，也可

能表现为骚扰或滥用职权。 

  

 
3 符合联合国统一定义。见联合国秘书长公报“应对歧视、骚扰（包括性骚扰）和滥用职权”（ST/SGB/2019/8）。  
4 请参阅第 2015/17 号行政通函 – 绩效评价和管理系统。 

https://docs.un.org/en/st/SGB/2019/8
https://intranet.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_Communications/ac/AC15_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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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骚扰”是指任何不受欢迎的行为。当此类行为干扰工作或造成恐吓、敌对或

攻击性工作环境时，则可合理地预期或认定此类行为带来冒犯或羞辱。骚扰可

以表现为语言、手势或行动，往往会烦扰、惊吓、虐待、贬低、恐吓、轻视、

羞辱或为难他人。骚扰可能基于共同特征或特性而针对一个或多个人。骚扰通

常涉及一系列事件。 

(vi) “性骚扰”是指任何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当此类行为干扰工作、被用

作就业的交换条件，或造成恐吓、敌对或攻击性工作环境时，则可合理地预期

或认定此类行为带来冒犯或羞辱。性骚扰可能发生在工作场所或与工作有关的

地点。虽然性骚扰通常涉及一种行为模式，但也可能表现为单一事件。在评估

期望或看法的合理性时，应考虑行为对象的观点。性骚扰源于歧视和特权文化，

由性别关系不平等和权力强弱不均造成。性骚扰可能包括任何口头、非口头

（包括书面和电子媒介）或身体接触行为。性骚扰可能发生在同性和异性之间，

任何性别的个人都可能是受影响人员或被指控施害者。性骚扰可能发生在工作

场所以外和工作时间以外，包括公务差旅期间或与工作有关的社交场合。性骚

扰可能由任何同事实施，包括主管、平级同事或下属。若施害者是主管或高级

别官员，则视为从重处罚情节。 

不应将性骚扰与性剥削和性虐待混为一谈，后者适用另一项政策5。 

(vii) “受影响人员”是指受可能不当或虐待行为影响的任何个人。 

(viii) “被指控施害者”是指可能对不当或虐待行为负责的个人。 

(ix) “证人”是指观察到可能的不当或虐待行为或能够提供被指控行为有关信息的

任何个人；证人也可以是受影响人员。 

(x) “粮农组织人员”是指《职工条例》301.13.6所指编内人员和其他人员，包括

《手册》第317节所述顾问，《手册》第319节所述个人服务协议签署人，《手册》

第375节所述国家项目人员、实习生、志愿者和研究员，以及本组织直接聘用的

任何其他个人。 

  

 
5 请参阅第 2024/09 号行政通函 –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 

https://intranet.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_Communications/ac/AC_2024-09.pdf


4 
 

本组织的义务 

8. 本组织应采取适当措施，通过以下方式预防和应对不当和虐待行为： 

(i) 如第14-37段所述，针对可能的不当或虐待行为提供安全和保密的发声渠道，并

为发声者提供支持。 

(ii) 支持粮农组织人员，尤其是主管和管理人员履行其在本政策下的义务，包括提

供建议、培训、更新指导材料和其他宣传举措，并对这些义务负责。 

(iii) 注意到潜在不当和虐待行为后，应立即采取一致行动，通过非正式解决途径、

管理干预和/或正式程序，并酌情考虑采取临时保护措施，无论被指控施害者或

受影响人员的职责、资历、工作年限或合同状况如何。 

(iv) 根据《举报人保护政策》，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就可能的不当或虐待行

为关切发声的个人。 

(v) 开展尽职调查，尽可能减少雇用以往行为不适宜为粮农组织服务的个人的风险，

包括进行适当背景调查、通过内部纪律处分记录和“清白背景调查”数据库

（ClearCheck）筛选。ClearCheck是联合国系统用于筛选联合国系统人员性骚

扰情况的数据库6。 

(vi) 通过工作场所行为和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委员会 7和/或不时做出的其他组织安

排，采取集中、协调、多学科和保密方法处理虐待行为。 

粮农组织人员的义务 

9. 粮农组织人员应通过以下方式推动营造尊重和包容的工作环境： 

(i) 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尊重并促进包容性，不参与或纵容不当或虐待行为。 

(ii) 通过完成强制性培训和参与与本政策相关的指导材料学习和宣传活动，熟悉本

政策。 

(iii) 如第14-37段所述，尽快就不当或虐待行为关切发声。 

(iv) 与第26-43段所列任何正式程序充分合作。 

(v) 充分尊重非正式解决途径、管理干预和/或正式程序的保密性，包括在程序结束后。 

 
6 请参阅第 2021/04 号行政通函 – “清白背景调查”（ClearCheck）数据库使用程序。 
7 参见《手册》第 146 节，附录 U。 

https://intranet.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_Communications/ac/AC_2021-04.pdf
https://intranet.fao.org/faohandbook/fao_manual/chapter_i_organization/146_internal_committees_or_activities/146_appendix_u_committee_on_workplace_conduct_and_protection_from_sexual_exploitation_and_abuse/146_appendix_u/en/
https://intranet.fao.org/faohandbook/fao_manual/chapter_i_organization/146_internal_committees_or_activities/146_appendix_u_committee_on_workplace_conduct_and_protection_from_sexual_exploitation_and_abuse/146_appendix_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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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并非真正相信可能发生了不当或虐待行为的情况下发声，或明知此类行为没有发

生而故意提出虚假指控，不可接受且可能构成不当行为，应受到纪律或行政处分。 

主管和管理人员的其他义务 

11. 除适用于粮农组织所有人员的义务外，主管和管理人员还应负责采取适当预防和应

对措施，营造受保护、尊重和包容的工作环境，具体方式包括： 

预防 

(i) 以身作则，遵守本政策中规定的标准。 

(ii) 确保受其监督或管理的粮农组织人员受到公平、尊重和包容对待。 

(iii) 确保受其监督或管理的粮农组织人员知晓本政策规定的预期标准及其在营造

尊重和包容工作场所中发挥的作用。主管和管理人员应使用标准的监督和辅

导技巧，并通过绩效评估过程中的讨论机会，提出任何涉及行为的关切。主

管和管理人员应重申适用的行为标准、条例、规则或政策。 

(iv) 鼓励受其监督或管理的粮农组织人员畅所欲言，包括确保其团队拥有心理安

全感（指感觉到能够发声、承担风险和犯错误而无需担心负面后果），以及营

造下属可对可能的虐待或不当行为表达关切的氛围，包括上下级之间保持公

开对话。 

(v) 各司/办公室/中心负责人应当： 

• 监测其办公室内是否存在可能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并确保受其监督

的粮农组织人员参加相关必修课程。 

• 每年召开专门会议，向其办公室内的粮农组织人员传达本政策条款

及适用程序。 

应对 

根据下文第 22-25 段，对引起其注意的不当或虐待行为关切做出迅速和公正应对。 

12. 此外，还要求各司/办事处/中心负责人完成年度内控自评清单，并酌情提交总部相

关副总干事或权力下放办事处区域代表，以确认积极参与预防和应对虐待行为。 

13. 在粮农组织管理和主管岗位候选人晋升和招聘过程中，应考虑有关人员是否推动营

造了安全、尊重和包容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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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途径 

14. 粮农组织人员应就不当和虐待行为发声。发声途径包括： 

(i) 非正式解决途径（第19-25段），重视理解受影响人员和其他相关方的关切，支

持其做出调整并与其有效合作。受影响人员可通过以下方式寻求非正式解决： 

i. 直接与被指控施害者沟通； 

ii. 通过调解专员办公室解决； 

iii. 通过主管、管理人员和/或人力资源官员进行管理干预8。 

(ii) 正式程序（第26-43段）包括由监察长办公室进行实况调查，并在必要时酌情

采取行政和/或纪律行动。 

15. 在某些情况下，非正式解决程序可以解决问题，并可以防止事态升级到需要进行正

式举报的程度。粮农组织鼓励但不要求酌情使用非正式解决途径，尤其是针对不当行为、

骚扰和滥用职权。强烈鼓励粮农组织人员尽早发声，因为尽早采取行动可极大提升粮农

组织处理指控的能力。为推动表达关切并采取后续行动，鼓励受影响人员和证人保留记

录，详细描述不当或虐待行为情形，包括发生时间和地点，以及可能的支持性证据和潜

在证人的姓名。缺乏证据和证人不应阻碍有效发声。 

16. 根据本组织《举报人保护政策》，通过正式程序举报虐待行为或可能的不当行为或

配合调查虐待行为的粮农组织人员有权受到保护和免遭报复。 

17. 在涉及人身伤害的情况下，还鼓励粮农组织人员立即寻求医疗救治（包括通过粮农

组织医务室）、心理支持（包括通过粮农组织职工心理咨询团队）和安全官员支持。粮农

组织将根据《粮农组织突发事件情况准则》处理重大事件，包括涉及性侵犯或强奸的事件。 

18. 在性骚扰和歧视情况下，考虑到可能的性骚扰性质和/或事件等因素，可能不适宜

采用非正式解决途径，因此不要求采取非正式解决途径。 

  

 
8 就本政策而言，“人力资源官员”泛指粮农组织处理人力资源事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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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解决 

19. 受影响人员可通过以下方式寻求非正式解决。 

A. 直接与被指控施害者沟通 

20. 如可能，受影响人员或证人可选择直接与被指控施害者交流其对不当或虐待行为的

关切，并要求停止这种行为。该方法在不当行为或被指控施害者没有意识到其行为对他

人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可能特别有效。 

B. 通过调解专员办公室解决 

21. 调解专员办公室提供了安全、保密和中立场所，帮助粮农组织人员了解和应对存在

潜在不当或虐待行为的情况 9。此外，调解专员办公室还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提供支持： 

(i) 提供当地调解专员相互尊重工作场所调解人，任何粮农组织人员都可首先与

调解人进行安全联系，讨论情况并探讨解决办法10。 

(ii) 提供调解服务，如审查可能的不当或虐待行为，并与咨询调解专员办公室的

受影响人员、证人、管理人员或主管共同确定适当应对措施。 

在征得受影响人员同意并适当考虑行为性质的情况下： 

(iii) 与所涉各方谈话，以确定和审查非正式解决问题的方式。 

(iv) 引导相关方对话，以促进理解，停止重复任何不当行为，并在可能情况下，

恢复工作关系。 

(v) 根据调解专员办公室职责范围，促进调解。 

C. 通过主管、管理人员和/或人力资源官员进行管理干预 

22. 受影响人员或证人可选择向以下任何人员发声，提出不当或虐待行为关切： 

(i) 主管或管理人员：如事件涉及主管，则相关地点的二级主管或高级管理人员，

包括相关区域代表、粮农组织代表或总部司/办公室/中心负责人，可能是最合

适的发声对象；或 

(ii) 相关权力下放办事处或总部人事司或其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官员。 

 
9 根据粮农组织调解专员办公室职责范围。 
10调解专员相互尊重工作场所调解人联系方式参见驻国家代表处信息网络。 

https://intranet.fao.org/fileadmin/templates/ethics/Terms_of_Reference_of_the_Office_of_the_FAO_Ombudsperson.pdf
https://coin.fao.org/coin/servlet/new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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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管、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官员应通过以下行动对引起其注意的可能不当或虐待行

为做出及时和公正应对，并保留所采取行动的记录： 

(i) 听取受影响人员和/或证人以及其他相关方意见，以便了解有关关切，同时避

免提出个人意见和对事实进行推测。确保所有讨论、交流和行动都在绝对谨

慎、敏感和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避免为调查指控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调

查是监察长办公室的专属特权。 

(ii) 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受影响人员和/或证人： 

a. 根据第14-17段，告知其可获得的支持，并让其参考与本政策相关的任

何可用指导材料； 

b. 根据人事司司长要求，采取临时保护措施11。 

(iii) 根据情况合理解决问题，例如： 

a. 对于主管和管理人员：必要时与人事司或其他相关部门协商：与被指

控施害者谈话，警告其可能的不当行为的性质，提醒其行为不符合现

行政策，应立即停止不当行为； 

b. 对于主管和管理人员：实施积极监督，如绩效管理和使用补救措施，

包括培训和/或辅导。绩效管理包括贯穿全年的一般性讨论，以及根据

适用程序完成年度绩效管理评估； 

c. 对于人力资源官员：酌情让被指控施害者的主管或管理人员参与并给

予支持，以便能够处理和制止这种行为。 

(iv) 通过与受影响人员和/或证人保持后续联系，监测工作场所环境，并确保采取

适当行动，防止粮农组织人员遭到报复。在适当考虑保密性的情况下，离任

的主管、管理人员或人力资源官员应将任何正在进行的事项、采取的行动和

需要注意的问题告知其继任者。 

24. 采取行动前，应征求受影响人员的意见。但是，如无法获得受影响人员的意见，或

受影响人员不同意正在采取的行动，可能出现主管、管理人员和/或人力资源官员认为行

动是必要且适当的情况。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即案件的相关情况，如可能行为的严重性

及其对粮农组织及其人员的潜在影响，需要采取行动，以确保应对方式符合本政策。在

这种情况下，主管、管理人员和/或人力资源官员应咨询人事司。 

 
11 见本政策第 53-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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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履行本节规定的职责时，主管和管理人员可向以下人员寻求建议和指导：（i）相

关权力下放办事处和/或人事司的人力资源官员；（ii）道德操守办公室，根据《举报人保

护政策》处理任何报复问题；（iii）监察长办公室，处理调查问题。 

正式程序 

监察长办公室开展调查 

26. 如上文第 5 段所述，在工作场所或任何与粮农组织工作有关地点发生事件后，任何

人员，包括粮农组织前工作人员，都可随时向监察长办公室提出投诉。尽早报告对任何

调查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指控调查可能更难以开展。可根据《粮农

组织调查准则》中规定的程序向监察长办公室提出投诉 12。 

27. 如受影响人员没有诉诸非正式解决程序处理其关切，监察长办公室可酌情与受影响

人员讨论，考虑非正式解决方案的好处。如启动非正式解决方案，监察长办公室将暂停

其调查活动。  

28. 如受影响人员寻求调解，监察长办公室将暂停调查活动，等待调解结果。 

29. 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可与被指控施害者分享报告和访谈细节，包括与受影响人员或

证人的访谈。这可能包括在与受影响人员协商后，在初步审查期间分享投诉信息，以便

被指控施害者对针对其提出的指控做出书面答复。 

30. 投诉通过监察长办公室内网网页上列出的任何一种方式提交监察长办公室。性骚扰

投诉可当面、书面或通过电话进行。骚扰、滥用职权和歧视投诉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并且应尽可能详细，且包括任何相关文件。监察长办公室将收悉所有关于虐待行为的投

诉。投诉应包括： 

(i) 被指控施害者的姓名； 

(ii) 指控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地点； 

(iii) 事件描述； 

(iv) 任何证人的姓名； 

(v) 可能知晓该事件的其他人员的姓名； 

(vi) 任何其他相关信息，包括文档（如电子邮件）。 

 
12 请参阅第 2021/06 Rev.1 号行政通函 – 《粮农组织调查准则》 

https://intranet.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_Communications/ac/AC_2021-06.re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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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受理受影响人员投诉并做出初步评估后，监察长办公室如认为情况属实，指控的

虐待行为将属于本政策管辖范畴，监察长办公室将进行初步审查，以决定是否启动正式

调查。根据《粮农组织调查准则》，启动正式调查的决定仍由监察长办公室做出。在初步

审查期间，监察长办公室可征求受影响人员的意见。 

32. 监察长办公室拥有确定初步审查是否为启动调查提供合法依据的绝对权力。监察长

办公室根据初步审查期间收集的证据做出上述决定。如监察长办公室认为所提出的问题，

即使属实，也不构成虐待行为，或者初步审查期间收集的证据不能为调查提供合法依据，

监察长办公室将结案，向受影响人员告知原因，并酌情将此事移交另一个办公室采取进

一步行动。 

33. 监察长办公室也可主动对虐待行为指控展开调查，包括在与受影响人员协商后，不

提及具体投诉，并酌情考虑非正式解决途径和/或管理干预是否合适。 

34. 调查一旦启动，将根据《粮农组织调查准则》和其他适用文书进行。 

35. 作为调查对象的粮农组织人员在调查开始后，或在调查过程中被确定为调查对象后，

会尽早收到书面调查通知，告知其有关情况。该通知将在与调查对象进行首次访谈开始

前发出。 

36. 监察长办公室将根据《粮农组织调查准则》，告知被指控施害者（如果其知晓调查）

和受影响人员调查已经完成。任何此类信息的提供应尊重适用的保密性。 

37. 举报明知不实的虐待行为将构成不当行为。 

纪律处分程序 

38. 如监察长办公室调查报告认为收集和分析的证据表明应启动纪律程序，则粮农组织

将根据《行政手册》第 330 节 — 工作人员纪律处分，或通过适当行政程序对其他人员采

取行动。 

39. 粮农组织承诺对虐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这意味着如指控在纪律程序后得到证实，

将始终采取行动，包括酌情对施害者采取行政和/或纪律措施，这可能导致施害者在适当

程序后离职。 

40. 在确定适当措施时，将进行逐案分析，并考虑以下因素： 

(i) 虐待行为类型。 

(ii) 施害者相对于受影响人员的级别和职能，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等级或监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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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施害者此前已被证实的不当行为。 

(iv) 虐待行为对受影响人员影响的严重程度。 

41. 除《行政手册》中规定的措施外，施害者可能需要接受其他行政行动，如必要的培

训、职能或职责调整或辅导。 

42. 人事司司长将在纪律处分的关键阶段向受影响人员和被指控施害者/施害者通报情

况。在整个过程中，此类信息的提供应尊重保密性。 

43. 如有可信指控表明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可能实施了犯罪，总干事可将此事提交相关国

家主管部门 13。在涉及性骚扰指控的事项中，在移交案件之前，将考虑受影响人员的安全，

并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针。 

上诉请求 

44. 对于在执行本政策过程中采取的纪律处分或行政决定，可根据《行政手册》第 331

节 — “上诉或适用于个人雇佣合同的争议解决机制”提出申诉。 

工作场所恢复 

45. 正式程序完成后，且适当考虑其结果和保密性，可对受影响人员或被指控施害者采

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工作场所恢复。 

46. 调解专员办公室、职工心理顾问和人力资源官员可协助工作场所恢复，包括让受影

响人员或被指控施害者（如是粮农组织人员）重返工作场所。 

47. 人事司应酌情审查经证实属于虐待行为后果的不利行政措施。 

对粮农组织人员的支持 

48. 根据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针，所有粮农组织人员，包括受影响人员，都有权在包括

可能的不当或虐待行为事件发生后，在任何非正式解决方式、管理干预或正式程序进行

期间，以及在得出结论之后等阶段，获得合理和适当支持，具体如下。 

  

 
13 请参阅第 2024/04 号行政通函 – 将被指控的犯罪行为移交国家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和可能起诉 

https://intranet.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_Communications/ac/AC_2024-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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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人员 

49. 在非正式解决或正式程序的关键阶段（包括调查访谈）以及在酌情实施的管理干预

过程中，受影响人员和被指控施害者有权由同事、职工代表、家庭成员或其选择的可信

赖朋友 14陪同，以获得情感支持。支持人员必须随时待命，遵守粮农组织保密规则，不得

是证人，也不得参与任何调查，或涉及潜在利益冲突。支持人员不得打断、阻止、推迟

或干扰正式或非正式程序或任何管理干预。《粮农组织调查准则》对支持人员在调查任何

阶段的参与做出规定。 

支持机制 

50. 所有粮农组织人员均可向以下资源寻求支持和建议：（i）职工心理咨询团队；

（ii）医务室；（iii）道德操守办公室（也负责《举报人保护政策》下与报复有关的事项）；

（iv）安全官员；（v）粮农组织专业人员协会或一般服务人员工会代表；（vi）调解专员

相互尊重工作场所调解人。 

51. 鼓励粮农组织所有人员和粮农组织前工作人员在任何非正式解决、管理干预或正式

程序期间，亲自、通过电话或其他电子手段与职工心理咨询部门取得联系，以获得免费

社会心理支持。与职工心理顾问的所有咨询均得到保密。 

52. 如虐待行为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粮农组织所有人员都可联系安保官员。 

临时保护措施 

53. 粮农组织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报复行为。《举报人保护政策》中定义和处理的报复可

能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虐待行为等。报复行为，如成立，则可单独构成不当行为。不符合

《举报人保护政策》中报复定义的其他形式的报复行为或报复可能构成虐待行为，应根

据本政策处理。 

54. 在非正式解决、管理干预或正式程序完成前，主管或管理人员可根据人事司司长和

/或监察长办公室的建议实施临时保护措施。 

55. 在寻求非正式解决或管理层干预的情况下，参与该进程的管理人员、调解专员办公

室或人力资源官员可建议或要求人事司司长启动临时保护措施。必要时，人事司司长将

与监察长办公室、调解专员办公室、医务室、安保处和/或其他相关办公室协商。在诉诸

正式程序的情况下，监察长办公室可向人事司司长建议实施临时保护措施，人事司司长

应确保与相关办公室和/或管理人员协调实施这些措施。 

 
14 支持人员不能作为法律代表或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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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实施临时保护措施旨在：（i）保护有关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及福祉；（ii）保护任

何调查的完整性；（iii）防止可能的报复或虐待行为的发生或重复；和/或（iv）保护粮农

组织和/或其人员的利益，包括办公室的有效运作。应迅速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如适用，

将告知监察长办公室或参与非正式解决程序的官员所采取的措施。 

57. 临时保护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 

(i) 将被指控施害者和受影响人员分开。 

(ii) 为被指控施害者或受影响人员分配替代职责或报告关系。 

(iii) 采取灵活工作安排。 

(iv) 给予特别假或年假。 

(v) 根据《职工细则》第303.0.3款和2010/20号行政通函 — “暂停职务，等待调

查”，为被指控施害者安排行政休假。 

58. 接受保护措施的粮农组织人员应获悉这些措施的期限，包括是否延期。 

59. 如受影响人员认为所指控的虐待行为可能影响其工作绩效，则鼓励受影响人员酌情

与主管、相关区域代表、粮农组织代表、总部司/办公室/中心负责人或人事司司长讨论，

以便在适用的绩效周期中考虑其情况。 

数据收集、监测和实施 

60. 粮农组织将收集数据和信息，用于监测和分析本组织应对虐待行为的表现。每年将

发布行政通函，内含关于本组织在纪律事项上做法的匿名数据，包括与虐待行为有关的

事项。匿名数据和信息也可以其他形式在内部或外部传播。 

61. 人事司司长全面负责监督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提出适当修订建议。 

62. 该政策立即生效，并取代第 2015/03 号行政通函 — 《防止骚扰、性骚扰和滥用职

权政策》，第 2018/02 号行政通函 — 对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实施零容忍，以及第

2019/01 号行政通函 — 《防止性骚扰政策》。 

 

 

 



 
 

   
  

附件 I — 角色和职责 

调解专员办公室
和相互尊重工作
场所调解人 

管理人员或 
主管 

人事司 区域和国家 
层面人力资源
官员 

监察长办公室 职工心理咨询
团队 

粮农组织 
医务室 

道德操守 
办公室 

安保处 

• 提供支持和 
信息，说明 
发声途径及 
可用支持。 

• 在通过非正式

解决方式处理

可能的不当和

虐待行为时，

提供保密 
支持。 

• 与粮农组织 
人员就解决 
策略进行保密

对话。 
• 开展中立促进

和调解，帮助

有意愿的各方

解决工作场所

问题。 

• 就发声途径

和可用支持

提出建议。 
• 通过管理 

干预，包括

警告和绩效

管理，解决

不当和虐待

行为关切。 
• 根据人事司

司长和/或监

察长 
办公室建议

实施临时 
保护措施。 

• 就发声途径

和可用支持

提出建议。 
• 通过管理 

干预，包括

非正式警告

和支持管理

人员进行 
绩效管理，

为解决可能

的不当和 
虐待行为 
提供支持。 

• 确保实施 
临时保护 
措施、纪律

措施和其他

行政行动。 

• 就发声途径

和可用支持

提出建议。 
• 通过管理 

干预，包括

非正式警告

和支持管理

人员进行 
绩效管理，

为解决可能

的不当和 
虐待行为 
提供支持。 

• 确保实施 
临时保护 
措施、纪律

措施和其他

行政行动。 

• 就发声途径

和可用支持

提出建议。 
• 受理关于 

可能虐待 
行为的正式

举报。 
• 根据初步 

评估，可能

对虐待行为

指控开展 
正式调查。 

• 在调查 
之前，酌情

建议实施 
临时保护 
措施。 

• 在调查 
完成后， 
发布调查 
报告， 
并酌情提出

建议。 

• 就发声途径

和可用支持

提出建议。 
• 为粮农组织

人员、家属

和前职工 
提供保密的

情感和心理

支持。 
• 就冲突解决

技巧提供 
指导。 

• 提供 
医疗 
支持。 

• 就发声 
途径和 
可用支持 
提出建议。 

• 根据 
《举报人 
保护 
政策》， 
提供支持，

防止报复。 
• 酌情建议 

实施临时 
保护措施和

整改措施。 

• 为粮农 
组织人员

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

提供紧急

援助。 
• 在解决 

投诉的 
整个 
过程中，

就安全 
问题提供

支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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