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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 40 分会议开始  

非杀伤人员地雷(议程项目 11) 

(CCW/CONF.III/7/Add.2-CCW/GGE/XV/6/Add.2, CCW/GGE/VIII/WG.2/WP.2, 

CCW/ GGE/XII/WG.2/1/Rev.2, CCW/GGE/XII/WG.2/WP.1) 

 1.  达罗沙·帕拉尼奥斯先生(巴西)回顾了 CCW/CONF.III/7/Add.2-CCW/GGE/ 

XV/6/Add.2 号文件所载报告中介绍的 2006 年期间就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所开展的

工作。作为 2006 年期间政府专家小组对这一问题的协调员，他认为这方面取得了

进展，但是某些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可探测性”和“有效寿命”等用语的定

义问题。现有的材料是对这一问题继续协商的基础，而作为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

的主席之友，他随时愿意协助确定对所有代表团都可接受的用语。  

 2.  佩雷拉·戈麦斯先生 (葡萄牙 )代表欧洲联盟发言，他说，非杀伤人员地雷

问题必须保留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议程上。欧洲联盟将与那些对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书中关键内容尚未参与共识的缔约国保持对话，而这些关键内容就是

可探测性问题和有效寿命问题。  

 3.  业已为拟定一项议定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 2005 年提出、载于

CCW/GGE/XII/WG.2/1/Rev.2 号文件中的各项建议。  

 4.  奥·塞阿莱格先生(爱尔兰)回顾说，该国代表团于 2004 年 6 月曾经提出过

一项关于在标界区之外布设的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建议 (CCW/GGE/VIII/WG.2/ 

WP.2)。这项文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此外，以前的协调员对这一问题所开展的工

作为进一步的工作提供了适宜的基础。他敦促缔约国不要拖延，立即着手谈判，

并通过一项能够减少非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方面损害问题的议定书。  

 5.  张东熙先生(大韩民国)说，2006 年包括大韩民国在内的 25 个国家所提出

的《关于反车辆地雷的宣言》是力图保持讨论这一问题动力的一项宝贵行动。该

国代表团相信，达成共识仍然是可能的。  

 6.  马洛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说，尽管毋庸置疑，肯定需要在发生军事冲突的

领土内缓解平民的痛苦，但是需要铭记，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对于国家的国防能

力具有直接的军事、政治和财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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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目标应当是在人道主义事项与各国合理的安全利益两者之间达成平衡，但

是该国代表团不能确定，尽管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花去了很多时间，讨论是否已

经超越密切交换意见的阶段而取得新的进展。  

 8.  例如，在关于许多代表团认为非杀伤人员地雷所造成的特别人道主义风险

问题的辩论中，没有向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支持这一立场的确凿事实。但另一方

面，该国代表团曾多次发言表示认为，这类弹药所造成的人道主义风险并不大于

其他种类弹药造成的风险，而过去一年里的事件表明，造成最多伤亡人数的是土

制爆炸装置。但是该国代表团的观点没能引起实质性反应。  

 9.  同样，该国代表团根据俄国为防卫目的使用地雷的经验而对可探测性问题

所表示的意见也未能得到适当的审议。  

 10.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对于地雷的使用已作出了适当的规定。很

难看到对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另行拟定一项新的议定书会有什么价值。应当优先

重视各方普遍加入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工作，并保证议定书能在国家

一级得到执行。这将大幅度减少各种地雷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危险。  

 11.  尽管政府专家小组开展了许多宝贵的工作，但是迄今为止确定的基本立

场和方式实际上很自相矛盾。未能达成共识并非由于缺乏政治意愿，而是这一问

题的错综复杂以及各方争议的性质。但是，既然采取共同方式还没有切实的基

础，就没有理由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坚持开展有关非杀伤人员地雷问

题的工作。  

 12.  罗德里格斯·卡梅霍女士(古巴)说，尽管对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辩论内

容很翔实，但是目前关于新的议定书的建议没有达到该国代表团的期望。古巴始

终关注的是，主要根据技术改良而采取的措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难有效实施，

从而造成这类弹药的生产和出口垄断，而这对于古巴的国防会产生重大影响。  

 13.  对于使用、而不是设计非杀伤人员地雷所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已经在原

来的《第二号议定书》和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中现有条款内得到了适当

的规定，通过新的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没有理由。  

 14.  她回顾说，但是，2005 年古巴还是本着建设性对话的精神提出了一项建

议，要求拟定有关禁止在国家边界以外使用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新的自愿议定

书(CCW/GGE/XII/WG.2/WP.1)。这项建议仍然在桌面上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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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贝陶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说，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极为重要，他支持

欧盟的建议，认为应当将其继续纳入议程。但是，从目前为止的讨论中可以明确

看到，各国的立场(包括他本国在一般性辩论中提出的立场 )并没有改变，事实上很

难妥协。他认为进一步讨论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于是建议会议改

而集中讨论关于集束弹药的任务授权。  

 16.  夏尔马先生 (印度 )敦促所有缔约国表现出灵活态度，从而得以通过一项

具法律约束力的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议定书。另外还迫切需要对不负责任地使用

土制爆炸装置问题拟定一项法律文书，因为这种装置造成的伤亡人数可能还超过

非杀伤人员地雷。  

 17.  贝陶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在霍哈尔先生(巴基斯坦)的支持下说，结束这

方面讨论、进而审议另一项议程项目更有实际价值。他指出，他并非根据议事规

则 27 要求正式结束辩论。  

 18.  主席宣布，关于议程项目 11 的讨论据此将在下次会议上重新进行。同时

将举行有关议程项目 9 的非正式协商。  

下午 4 时 20 分休会，5 时 15 分复会  

 19.  主席说，关于议程项目 9 的非正式协商已圆满结束，将在下次会议上作

出决定。  

下午 5 时 20 分散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