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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2023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1 日 

  确定新主题 

  结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与第二条第四项的相互关系讨论第五十

一条的适用 

  墨西哥提交的工作文件进一步订正稿 

 一. 目标 

• 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创设一个空间，结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与第

二条第四项的相互关系，对第五十一条进行法律讨论，使各国能够交流，

从而更清楚地了解会员国就自卫权的运用、范围和限制所持立场，以期在

联合国正式结构内创设空间，作为所有会员国在这方面所持意见的资料库。 

• 让这一法律讨论考虑到近期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提交报告的做法，特

别是有关非国家行为体的报告，包括对此类报告的反应或没有反应，以

及此类行动可能对未来情况构成的先例，但不审查具体案例。 

• 讨论与根据第五十一条提交的报告有关的实质性、程序性、透明度和公

开性问题，以期更清楚地说明该条的执行情况，并促进加强大会和安全

理事会之间的关系。 

 二. 背景 

1. 如报告 A/73/33(第 83 和 84 段)及 A/74/33(第 85 至 87 段)所述，墨西哥在大

会第七十三届和第七十四届会议上提请委员会注意，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向

安全理事会提交的信件数量最近有所增加，特别是与反恐怖主义行动有关的信件。

在这方面，近期为应对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武装袭击而就自卫权所作的解释令墨

西哥表示关切并建议，除其他外，由特别委员会“审议该问题的实质性和程序性

方面，以澄清第五十一条的解释和适用，避免可能滥用自卫权的做法”。 

https://undocs.org/ch/A/73/33
https://undocs.org/ch/A/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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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报告指出，各代表团表示关注该提案，并鼓励墨西哥代表提交书面提案

以供审议。 

3.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

共体)成员于 2018 年 10 月 3 日向第六委员会提交拉共体联合声明，指出： 

“我们表示关切地注意到，一些国家为在反恐怖主义背景下诉诸武力，根据

《宪章》第五十一条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信件数量有所增加，且在多数情况

下是事后提交。我们重申，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而使用武力的

做法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不正当且不可接受的。此外，还应考虑是否有可

能就该专题进行公开透明的辩论。” 

4. 同样，在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举行的拉丁美洲国际公法法律顾问第四次非正

式会议上，题为“关于《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近期被援引的思考”的发言表

明，关于以下问题已有一致意见：《宪章》规定的自卫的范围；透明度的重要性；

国际社会需要坚定地立足于国际法，并以尊重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难民法

的方式，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应对恐怖主义这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在

该次会议上达成了普遍共识，认为该专题具有特殊意义，且适于采取措施确保该

专题在联合国内得到充分审议。 

5. 作为这一进程的下一步，为了给联合国会员国之间进行公开和透明的讨论开

创空间，墨西哥代表团提交了题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和第五十一条的

适用分析”的工作文件，供特别委员会第 2020 年届会审议。 

6. 特别委员会完全承认，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随时采取其所

认为必要的行动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管机关。 

6 之二. 此外，通过墨西哥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

章》的集体安全制度：国际法中的武力使用、非国家行为体和正当自卫”的“阿

里亚办法”会议，1 各代表团普遍强调了就《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解释及其对单

独和集体安全制度的直接影响举行对话的重要性。这是一次有时间方面限制的非

正式会议，会议的讨论情况和参加者数量都再次表明需要有一个适当的论坛，以

公开和透明的方式就这些问题进行普遍、专门和有重点的讨论。 

7. 因此，这一讨论的目的仅为更清楚地了解各会员国就自卫权的运用、范围和

限制问题持有的法律立场，重点是近期做法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涉及非国家行为

体的其他情形，但不审查具体案例，同时始终认识到恐怖主义行为的严重性、其

高昂的人道、政治和社会代价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8. 根据 1975 年 12 月 15 日第 3499(XXX)号决议确定并在 2021 年 12 月 9 日第

76/115 号决议中重申的任务，这种做法将促进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加

强本组织的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安全理事会“阿里亚办法”会议的主席摘要(A/75/993-S/2021/247，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3499(XXX)
https://undocs.org/ch/A/RES/76/115
https://undocs.org/ch/A/75/993
https://undocs.org/ch/S/202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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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应审议的问题 

9. 《宪章》第一条第一项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

《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10. 根据《宪章》的法律框架，禁止国家间使用武力有两个例外：(a) 安全理事

会根据第四十二条授权使用武力；(b) 行使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单独或集体自卫之

自然权利。 

11. 《宪章》第五十一条内容如下：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

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

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

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

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12. 下列内容已确定为自卫的要素：(a) 先前发生过武力攻击；(b) 对武力攻击的

反应是必要和相称的；(c) 采取的自卫措施立即通知安全理事会，并当安全理事

会采取必要行动(如有)时停止此类措施。 

13.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件，援引《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为在另一国领

土上使用武力辩护，声称是为了应对或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防止非国家行为体特别

是恐怖主义团体的武装袭击。 

14. 因此，目的是讨论在援引《宪章》第五十一条的所有情况中上述义务的法律

范围，并确定会员国之间的讨论内容，同时考虑到对《宪章》相关条款的宽泛解

释和在反恐怖主义背景下的解释，而且考虑到上述行动可能为将来其他案件设定

的先例。在这方面，除其他外，特别委员会适宜审议以下问题： 

 (a) 实质性问题：鉴于根据第五十一条，只有在发生武力攻击时才可援引自

卫权： 

㈠ 根据第五十一条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应包括哪些信息？ 

㈡ 根据第五十一条提交的报告预期要达到何种详细程度？ 

㈢ 对于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攻击，尤其是但不仅限于恐怖主义袭击，第五

十一条应如何解释？ 

㈣ 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当另一个国家被认为没有能力或意愿应对武

力攻击时，是否可以对该国援引自卫？ 

 (b) 程序问题：鉴于根据第五十一条，“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

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可以行使自卫的自然权利，并且“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

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 

㈠ 在发生武力攻击后，根据第五十一条提交报告的合理时限是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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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根据第五十一条提交的报告必须在使用武力自卫之前提交，还是可以在

之后提交？ 

㈢ 鉴于使用武力的严重性和这些情况对所有会员国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

定期讨论、审查和审议根据第五十一条提交的报告是否可取且必要？ 

㈣ 安全理事会在收到根据第五十一条提交的报告后，如果没有采取行动，

如何解释这样的决定或缄默？ 

 (c) 透明度和公开性问题：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提交报告是《宪章》规

定的义务，与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直接相关，符合所有会员国的利益。在这方面： 

㈠ 如何提高根据第五十一条提交的报告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㈡ 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便利会员国查阅这些报告？ 

㈢ 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便利会员国查阅对这些报告的任何答复和反应？ 

㈣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出版工作的迟滞，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改

进信息获取？ 

㈤ 考虑到目前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会员国对根据第五十一条提交的报告

没有反应，应如何解释？ 

15. 将请秘书处记录会员国在特别委员会讨论中表达的所有意见，以便汇编这方

面的资料库。 

15 之二.  该专题一旦列入特别委员会的实质性议程，将由委员会每两年审查一次。 

16. 本提案在特别委员会实质性议程中得到充分审议后，特别委员会即可决定结

束审议，并在其认为适当时重新审议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