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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此告知，中国作为 3 月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将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召

开一次安全理事会辩论会，主题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能力建设，增进人员

安全”。在此谨附上一份概念说明，供希望参加本次辩论会的会员国参考(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张军(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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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中文和英文] 

  安全理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辩论会概念说明 

 一. 议题背景 

1. 中国作为安理会 3 月轮值主席，将举办一次主题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

能力建设，增进人员安全”辩论会。 

2. 维和行动应时代需求而生，因时代发展而变。72 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手段，为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有

95 000 余名维和人员在 13 个特派团执行维和任务。过去 20 年，冲突的范围和烈

度发生巨大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也随着形势变化不断改进，面临的挑战不断增

多，能力建设需求不断上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对维和人员安全构成严重威

胁。2013 年以来，已有 257 名维和人员因恶意攻击事件牺牲，因疾病、交通事故

等问题失去生命的维和人员更是不在少数。加强维和能力建设与维和人员安全是

当前维和行动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 

3. 加强能力建设，不仅是改进维和行动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维和人员安全的

重要举措。培训体系和标准、装备和资源配置、医疗和救援机制、全面绩效评估

等都是影响维和能力建设的重要因素。维和能力建设贯穿维和行动改革整个过程，

出兵国和出警国维和能力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维和行动实际效果。因此，加强维

和能力建设同提高绩效与人员安全、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紧密相关，是改进维

和行动的核心问题。 

4. 近年来，安理会先后通过多项决议从不同角度探索维和能力建设方案。安理

会第 2272(2016)号决议对维和人员纪律作出要求。安理会第 2378(2017)号决议强

调加强伙伴关系，改进任务规划，强化培训机制和能力建设。安理会第 2436(2018)

号决议欢迎会员国承诺支持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以加强维和行动。安理会第

2447(2018)号决议重申对维和警察工作的支持并提出要求。 

5. 维和人员安全是秘书长“以行动促维和”倡议的优先事项。经验表明，维和

人员部署标准不统一，不利于保障维和人员安全。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部队除

了能更好履职，人员伤亡率也会降低。因此，加强维和人员安全和安保培训，提

升装备水平，确保维和人员履职拥有足够资源，对增进人员安全十分重要。创伤

护理、紧急救援、医疗后送(将执行公务受伤人员用直升机等运输工具送到医院)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安理会和秘书处在此方面作出大量探索。在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

持下，卡洛斯艾伯特·多斯桑托斯·克鲁斯中将(已退休)于 2017 年 12 月发表题

为“增进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我们需要改变作业方式”的报告(又称为桑托

斯·克鲁斯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举措。针对上述报告，秘书长于 2018 年

1 月发布行动方案，之后加以修订，从多层面提出增进维和人员安全解决方案。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6/069/24/pdf/N160692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6/069/24/pdf/N160692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294/94/pdf/N172949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294/94/pdf/N172949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295/49/pdf/N182954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295/49/pdf/N182954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295/49/pdf/N182954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295/49/pdf/N182954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437/60/pdf/N1843760.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437/60/pdf/N1843760.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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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和 2020 年，联大维和特委会连续两年将维和人员安全作为报告议题之一，

特委会成员就此提出多项建议。2020 年 2 月 24 日，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摩洛

哥、巴基斯坦共同举办的维和能力建设主题边会上，会员国就如何增进人员安全

展开探讨，具有参考价值。我们需要将共识转化为行动。维和行动归根到底要靠

维和人员来执行，保障维和人员安全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秘书处和出兵

国与出警国、出资国和当事国的共同责任，安理会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清晰可行

的授权，秘书处应加强业务支助和后勤保障，出兵国与出警国应确保人员训练有

素，出资国应为维和人员履职提供相应资源，当事国应确保民众理解和支持联合

国维和行动，将袭击维和人员的肇事者绳之以法。 

 二.  会议目标 

7. 此次辩论会旨在为安理会和出兵国与出警国搭建平台，围绕维和能力建设和

维和人员安全进行探讨，针对当前维和行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寻找解决办

法，推动国际社会加大投入，帮助出兵国和出警国提升部署和行动能力，拓展维

和行动积极效果，增进维和人员安全，推动落实秘书长“以行动促维和”倡议。 

 三. 主要议题 

8. 与会者不妨审议以下主要议题: 

 (a) 2020 年是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维和行动处于新的起点。面对新的形势

和挑战，必须改进维和行动，这是会员国的共同责任。安理会、秘书处、出兵国

与出警国、出资国和当事国应采取哪些措施加强维和能力建设？ 

 (b) 出兵国和出警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支撑，会员国应如何在培训、

装备、资源等方面帮助出兵国和出警国提升维和能力建设？ 

 (c) 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联合国组

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等特派团驻地形势复杂，维和人员履职环境危险，

面临严重安全挑战。安理会、秘书处、出兵国与出警国、出资国和当事国如何应

对上述挑战，保障维和人员安全，确保维和实际效果？ 

 (d) 培训是加强维和能力建设和保障人员安全的有效手段。联合国及其安理

会应如何完善维和人员培训体系、提升培训水平？ 

 (e) 设立统一的维和人员部署标准，是加强维和能力建设和保障维和人员安

全的重要助力。秘书处应设立什么样的标准，并为此作出哪些努力？ 

 四. 会议安排 

9. 会议将采取安理会辩论会形式，欢迎出兵国和出警国与会发言。辩论会拟于

3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在安理会厅召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主持。与会

者将听取主管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和主管业务支助事务副秘书长通报。会议将就维

和人员安全问题通过成果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