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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24 日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15 年 5 月 6 日在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与和平行动

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成员的特别会议上进行的 2015 年第三次专题讨论的概念说

明(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 

主席 

穆罕默德·泽内·谢里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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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24 日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 
 

  2015 年 5 月 6 日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与和平行动问题高级

别独立小组成员的特别会议概念说明 
 

  背景 
 

 乍得是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将于 2015 年 5 月 6 日与和

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成员和安全理事会成员举行一次常驻代表级的专

题讨论。已邀请维持和平行动部主管维和行动助理秘书长埃德蒙德·穆莱特、

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主

席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到会通报情况。 

 由拉莫斯-奥尔塔先生担任主席的独立小组是秘书长 2014 年 10 月任命的，

负责评估联合国和平行动包括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的状况以及今后的新需求。

独立小组正在审议一系列问题，包括冲突性质的变化、授权任务的演变、斡旋和

建设和平挑战、管理和行政安排、规划、伙伴关系、人权和保护平民、军警能力

等等。 

 独立小组自成立以来，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主要伙伴举行了一系列磋商，其

中包括维和行动的东道国、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区域组织、联合国系统合作伙伴、

民间社会组织和维和行动东道国社区、智囊团等等。在亚太、非洲、欧洲、中东、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进行了区域磋商和专题工作会议，审议使用武力、斡旋和调解、

保护平民、维护和平等问题。 

 独立小组主席建议与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的特别会议讨论下述

四个专题。 

使用武力 

 鉴于维和特派团部署在不断变化的严峻环境中，又鉴于近来安全理事会强有

力的任务授权，维和人员如何以及何时使用武力问题具有了新的急迫性。迄今为

止维持和平行动仅使用武力进行自卫或捍卫自己的授权，例如保护平民。安全理

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2098(2013)号决议授权联刚稳定团通过干预旅采取

有针对性的进攻行动，以防止所有武装团体的扩张，解除它们的作战能力和武装。

联刚稳定团的这一新授权引起会员国之间的辩论，焦点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否最

适合采取进攻行动。许多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在与独立小组的互动中强调必须遵守

维和三原则(当事国同意、保持中立、除自卫和捍卫授权不使用武力)；其他部队

和警察派遣国则强调，鉴于维和行动部署在敌对环境中，必须使维和行动更强有

力而不一味强调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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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根据时局的变化而调整维和原则？它们是否仍对特派团的任

务、战略和行动具有指导意义？ 

 有效进行维和行动的外部界限是什么？ 

 如何界定这些界限？ 

不对称威胁环境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在维和中经历了“新一代攻击”：

自杀炸弹、简易爆炸装置和其他非常规战争手段。武装团体在维和行动环境中使

用不对称或非正规战术并非首次，但蓄意针对维和人员采取新一代攻击实属前所

未有。去年马里稳定团 28 名维和人员牺牲，是 1994 年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以来伤

亡率最高的一年。维持和平行动部表示，它不会越过打击恐怖主义这条线。打击

恐怖主义意味着针对“恐怖主义”行为者和团体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属于双边或

多边执行和平举措的范围。 

 展望未来，在联合国部署维和的地方，行为者采用不对称战术包括针对联合

国采用不对称战术，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这就提出了一些问题： 

 联合国维和人员是否最适合在新一代不对称威胁环境下运作？ 

 维和人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能保护特派团和平民免受不对称攻击？ 

 这对维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有什么影响，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保护他们？ 

 维和特派团能否在不对称威胁环境下有效执行和完成任务？ 

三角合作 

 特派团主要依靠其军警部分在实地有效执行维和任务。如部队和警察派遣国

对某项任务的理解不同于安全理事会、秘书处或东道国，特派团可能面临难题，

即特派团负有行动的责任，而特派团人员不愿执行。安全理事会、部队和警察派

遣国和秘书处三者之间必须保持对话，确保对促进维和行动区和平与稳定的必要

行动有共同的理解。可以考虑加强这三个实体之间的磋商，尤其是在制定和审查

任务期间。 

 目前安全理事会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接触受到哪些限制？ 

 如何改进维和三实体的相互协作，特别是在任务制定和延长期间？ 

 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有哪些经验可供制定和延长任务时借鉴？ 

与区域组织(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 

 过去 15 年中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大力加强了在维持和平方面的作用。

联合国与非洲各区域组织在过去 10 年中探讨了若干加强合作的结构性安排。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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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达尔富尔(苏丹)和索马里伙伴关系上以及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易盔方面面临一

些挑战，但是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从中更多地了解了彼此的相对优势并加强了合作。

非洲联盟和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有能力比联合国更快地部署部队，因此有些人

认为非洲特派团适于做危机的“第一响应者”，而联合国特派团则适合进行更长

期、更持续和更全面的多层面反应。这些伙伴关系的经验教训再一次表明必须厘

清任务的前后次序，协调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做法。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间伙伴关系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最

佳做法是什么？如何加强合作？ 

 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如何在冲突的整个过程上加强于非洲联盟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