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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请求在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增列项目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2004 年 9 月 15 日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

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

加尔、塞拉利昂和多哥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五条，依照 2004 年 7 月 4日由 15 个成员国组成的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作出的决定，谨请求在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内列

入一个增列项目，题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条，谨附上一份有关此事项的解释性备忘录（见附

件一）以及一项决议草案（见附件二）。 

 
 

贝宁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若埃尔·瓦西·阿德奇（签名） 

布基纳法索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米歇尔·卡凡多（签名） 

佛得角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埃米尼奥·莫尼斯（签名） 

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菲利普·迪安加内-比（签名） 

冈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克里斯平·格雷-约翰逊（签名） 

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阿尔法·易卜拉希马·索乌（签名） 

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阿尔弗雷多·洛佩斯·卡布拉尔（签名）

利比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拉米·卡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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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谢克·西迪·迪亚拉（签名） 

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奥斯曼·穆塔里（签名）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阿米努·巴希尔·瓦里（签名） 

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保罗·巴杰（签名） 

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乔·罗伯特·佩马格比（签名） 

多哥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科乔·梅南（签名） 

西非经共体主席 

加纳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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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条提交的解释性备忘录 
   

  成立 
 

 1975 年 5 月 28 日签署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条约》巩固了

西非经共体的成立进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条约已在联

合国秘书处登记。 

  成员 
 

 西非经共体由以下 15 个西非成员国组成：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

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

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多哥。 

  目标和宗旨 
 

 西非经共体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西非国家决心通过有效合作加快其经济社会

发展。为此，西非经共体的主要目标是：把各国经济组成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

这就要在所有经济活动领域里推动合作和发展，尤其是在农业、自然资源、商业、

货币和金融方面，以及社会和文化事项，以求提高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

并保持经济稳定，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为非洲大陆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 

  西非经共体的机构 
 

 西非经共体的工作和活动是通过以下机构开展：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机构、

部长理事会、执行秘书处、西非经共体议会、西非经共体法院、西非经共体投资

开发银行、西非卫生组织、西非货币机构、以及技术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覆盖

所有部门，并在高级官员一级和部长一级开会）。 

  活动、成就以及同联合国的合作 
 

 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成立，使西非经共体国家参与旨在促进市场、货币、地理、

生产和政治一体化的各种区域方案。市场一体化方案导致 2000 年 1 月成立西非

自由贸易区，同时还制定了区域货物过境安排。作为成立海关联盟的下一步，2005

年 1 月将设立共同的对外关税。区域内已经实现人员自由流动，成员国采用了通

用的西非经共体护照和旅行证件。正在逐步创建一种通用货币。2005 年 7 月，将

成立第二个货币区，随后将同现有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合并。目前已有区域

支付安排，还采用了西非经共体旅行支票。 

 西非经共体地理一体化方案导致泛西非高速公路网和区域电讯联络系统的

建立。在能源领域，正在建立西非能源联营，协调用传统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所发的电的输送、分配、和经销。在实际部门，西非经共体正在推动建立公

共/私营伙伴关系，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这包括协助有组织的私营部门内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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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专业团体举办区域交易会、工业论坛及买方/卖方会议，促进合资企业和跨境

投资。 

 西非经共体在发展中世界率先建立了区域和平与安全机制。西非经共体的调

停和维持和平行动实体（西非监测组）协助解决了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

比绍和科特迪瓦的国内冲突。区域内预警系统和高级别调停机构，组成了西非经

共体在西非运作的预防冲突机制的一环。 

 这些年来，西非经共体同联合国系统发展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非洲经济

委员会积极参与，促成了西非经共体的成立。西非经共体成立后，非洲经济委员

会一直支持各关键方案，其中包括西非政府间组织的合理化。西非经共体邀请了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国际贸易中心(贸易中心)和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参加其贸易发展方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协助制定了西

非经共体区域工业总体计划。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参与为西非制定

共同农业政策和区域粮食安全方案。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是区域电讯系统

现代化工作的一个积极合作伙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

织(气象组织)也积极参加西非经共体的环境方案。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

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参加

社会文化合作（保健、教育、文化、性别、儿童保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

发计划署）（尤其是非洲区域局）和安全理事会分别参加了西非经共体的经济一

体化和区域安全倡议。 

  结论 
 

 西非经共体希望，大会所有会员国都同西非经共体一样，冀望加强同联合国

之间的合作，希望第五十九届会议决定邀请西非经共体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届会

议和大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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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推动联合国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会议和大会工作；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来执行本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