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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埃利亚松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瑞典) 
 
 

 主席缺席，副主席哈米顿先生（马来西亚）主持

会议。 

 上午 11 时 4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46 和 120（续)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

议结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A/60/825）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有作为文件

A/60/825 分发的秘书长题为“团结起来消灭恐怖主

义：关于制定全球反恐战略的建议”的报告。 

代理主席的发言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适逢我们在联合国打

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中迈出又一步骤时，我今天荣幸地

主持大会本次全体会议。 

 多年来，我们在全世界看到多次恐怖主义的袭

击。2001 年 9 月 11 日的罪恶袭击，说明了恐怖主义

能够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的规模。去年，印度、印度尼

西亚、埃及、约旦和联合王国都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

目标，这只是几个例子。就在上星期，在埃及又一次

发生了袭击。我谨代表大会，向埃及政府和人民并向

所有遭遇袭击者的家属和朋友表示慰问。 

 这些袭击使我们不忘联合国必须继续积极推进

其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虽然关于制定一项全面的反

对国际恐怖主义公约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但我们现

在应当制定一项打击恐怖主义的全面战略。 

 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我们各国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授权我们毫不拖延地发展秘书长所确定

的反恐怖主义战略的要点。他们之所以要求我们这样

做，就是要通过和执行一项战略，推动在国家、区域

和国际各级采取全面、协调和连贯的反恐对策。今天，

我们在这一进程中迈出第一步。 

 我很快将请秘书长介绍其题为“团结起来消灭恐

怖主义：关于制定全球反恐战略的建议”的报告

（A/60/825），它将成为我们关于这一重要议题的讨

论基础。两位共同主席——西班牙的亚涅斯·巴努埃

沃大使和新加坡的梅农大使——上个月向全体会员国

分发了他们阐述在这方面的预定工作方案的信。大会

主席重视大会对即将举行的非正式协商的积极和建

设性的参与，并将依赖它的持续努力和支持来进行我

们战胜恐怖主义灾难的斗争。 

 我现在热烈欢迎秘书长科菲·安南前来大会，并

请他发言介绍其报告。 



 

2 
 

A/60/PV.78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同代理主席一

道，向遭受恐怖主义之害并失去亲人的国家、人民和

家庭表示同情和慰问。 

 我深感遗憾的是，上星期在第五委员会中，会员

国未能就我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管理改革的建议取得

共识。尽管如此，我确信各会员国仍然原则上支持改

革，我敦促大会共同努力，以重新树立对本组织的顺

利运作至关重要的互信精神。 

 我一如既往，愿意帮助大会继续争取就推进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结果文件（第 60/1 号决议）所确定

议程的方法达成一致。成员们尤其会记得：它们的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在这份文件中，要求我提出关于

增强联合国系统帮助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和加

强联合国在这方面活动的协调的建议。成员们还会记

得：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还敦促大会毫不拖延地发

展我所确定的各项要点，以期通过并执行一项战略，

推动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全面、协调和连贯

的反恐对策。 

 今天，我有幸向大会介绍我对该问题的构想，它

载于题为“团结起来消灭恐怖主义：关于制定全球反

恐战略的建议”的文件。这些建议产生于我们共同持

有的根本信念：即不论由何人、在何地及为何目的犯

下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都是不能接受

的，也永远没有任何道理。团结在这一信念周围，是

我所希望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共同努力的基础，这

一努力把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

会和私营部门汇集在一起，每个方面都利用其相对优

势来补充其他方面的努力。 

 我在制定各项建议时，进一步扩展了作为我去年

在马德里所阐述的根本组成部分的“五个要点”。它

们是：劝说人民不要诉诸恐怖主义或支持恐怖主义，

剥夺恐怖分子实施袭击的手段，遏制国家支助恐怖团

体，发展国家防止恐怖主义的能力，以及捍卫人权。

我认为所有五个要点都是任何反恐战略获得成功的

相互关联的条件。我们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在所有这

些方面取得进展。 

 贯彻一项全球战略，就需要我们劝说人民不要诉

诸恐怖主义或支持恐怖主义，方法是分化恐怖分子及

其潜在支持者。我们需要开展一个各国政府、联合国、

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参加的全球运动，发出这样的信

息：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有更

好和更有效的方式让那些有合理抱怨者寻求获得解

决。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最明确和最强有力的方法

之一，就是再次重点关注恐怖行为的受害者。我们现

在应当采取认真和一致的步骤，形成对他们的国际声

援，同时尊重他们的尊严并表达我们的同情。 

 剥夺恐怖分子实施袭击的手段，意味着不让他们

获得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将需要我们大

家对当今的威胁、包括各国无法单独应付的像生物恐

怖主义那样的威胁，展开富有创意的思维。同样，这

将意味着同心协力阻止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利用因

特网。我们必须想方设法确保这一强大工具成为我们

手中的武器，而不是他们手中的武器。 

 我们阻止某些国支持恐怖主义的工作，必须以国

际法治为坚实基础，奠定采取共同行动的法律基础，

责成各国负起责任，履行其义务。这项工作与发展国

家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的必要性密切相关。 

 去年 12 月我接到了大会主席的一项请求，我今

天就此提出的文件详细阐明了建设国家能力和加强

本组织这一领域工作的措施。联合国系统可以在以下

各个有关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从促进法治和有效刑事

司法制度到确保各国有办法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

为；从加强防止核、生物、化学或放射材料落入恐怖

分子之手的能力到提高各国援助和支持受害者及其

家人的能力。 

 最后，捍卫人权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整个报告。它

是全面实施任何有效反恐怖主义战略的一个先决条

件。它是融合不同因素的关键。这意味着所有人——恐

怖主义受害者、嫌疑恐怖分子以及受恐怖主义后果影

响者——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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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必须确保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一切措

施均符合国际法，尤其是人权法、难民法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规定的义务。任何损害人权的战略只会给恐怖

分子以可乘之机。 

 各个区域的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容易

遭受恐怖主义及其后果的影响。它们定然会从打击恐

怖主义的战略中受益。它们都可以发挥作用，制订此

类战略，执行此类战略，确保随着挑战的变化，为了

应对挑战而不断更新此类战略。 

 会员国还必须尽快缔结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

的全面公约。然而，就公约达成共识方面未取得进展

不得作为推迟商定一项战略的理由。各国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指示其代表通过并执行一项打击恐怖主义

的综合战略，让其代表面对一项重大挑战，也为其代

表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各国通过奋起应

对这一挑战，将表明国际社会的决心，为真正采取全

球措施消除这一邪恶的全球祸害奠定基础。我希望我

的建议将有助于它们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会员国，关于

全面打击恐怖主义战略的第一次非正式协商将于5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和下午 3 时举行。至于会议举

行地点，请成员们查看《日刊》。 

 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46 和 120 的审

议。 

议程项目 10(续) 

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

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 

 决议草案(A/60/L.53)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都记得，大会

曾于 2005 年 12 月 15 日在第 63次全体会议上就议程

项目 10 举行了辩论。 

 我现在请蒙古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A/60/L.53。 

 乔苏伦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

地代表文件 A/60/L.53 所列提案国介绍题为“联合国

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政体或

恢复民主的政体”的决议草案。我还要宣布，自从该

决议草案提出以来，又有下述 22 个国家成为共同提

案国：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巴西、佛得角、丹麦、

吉布提、加蓬、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吉

尔吉斯斯坦、列支敦士登、尼泊尔、尼加拉瓜、圣马

力诺、斯里兰卡、瑞士、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东帝汶、也门和赞比亚。 

 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国际会议是增

强民主化全球势头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些会议不断激

励着许多新兴民主政体争取根据多元论、尊重人权、

新闻自由及民主施政等原则建立运作正常的现代民

主社会；也促进了新兴民主政体彼此之间及与更成熟

的民主政体之间互相交流观点及所吸取的经验和教

训。 

 国际会议的政府间进程取得了与联合国系统进

行富有成果的合作的丰富经验。因此，这一进程应当

发挥作用，提高各国执行民主原则与做法的能力，增

强联合国援助各会员国的能力，从而把世界各国领导

人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所作承诺化为现实，以

此来支持民主。 

 因此，我们面前这个案文重申了国际社会对民主

的承诺，重申了联合国在顺应各国政府谋求发展的努

力，及时、适当、协调地支持各国政府实现民主化和

善政的努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它鼓励秘书长继续提高

本组织的能力，切实满足各会员国的请求，特别是通

过联合国民主基金的活动来满足此类请求。 

 该决议草案大力强调第五次新的民主政体或恢

复民主的政体国际会议的后续行动，请各利益攸关者

告诉秘书长它们为此采取的行动。这一点反映了蒙古

作为第五次国际会议的东道国和主席国对确保切实

有效地落实此次国际会议所通过建议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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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们都知道，蒙古目前在这方面开展的重大活

动之一是制订本国民主施政指标，以衡量本国的民主

表现。这一点，再加上一份国家情况说明，将为制订

一项旨在协助蒙古巩固民主的国家行动计划打下基

础。我们认为，这项方案可便利设计和试验各种方法,

供其他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按照《乌兰巴

托行动计划》，拟订国家行动计划，并编写国家资料

说明和民主指标数据。 

 今年 6 月 1日和 2 日，蒙古还将在乌兰巴托主办

一次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后续国际会议，

与其他国家分享我国后续工作经验。这次会议将汇集

国际会议各利益攸关者与国际民主专家，共同评估后

续活动，探讨如何把各项改革措施制度化，使之成为

国际会议运动的一部分。 

 各国政府、议会和民间社会三方全面参加的会议

结构，是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五次国际会议的首创。

这是国际会议进程逐步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重要进步，

进一步提高了各利益攸关者在促进民主的共同努力

中的互动与合作。案文在谈到第五次国际会议后续活

动与即将举行的第六次国际会议的安排时，适当地反

映这一点。 

 第六次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国际会

议将于今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

行。因此，决议草案指出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为这次会议的举行提供支

持的重要性。多哈会议意义重大，因为这次会议将在

世界首脑会议结果的背景下举行，而且是在中东举行

的第一次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会议。蒙古

祝愿下次会议主席卡塔尔圆满成功，并且保证积极合

作，支持多哈会议筹备工作。 

 我们今天将要通过的决议草案已经过会员国四

轮非正式协商的非常仔细的审查。我想借此机会表

示，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积极参加起草过程，并在协

商和谈判过程中始终和我们在一起的各国代表团，感

谢它们作出宝贵贡献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帮助我们拟

订成现有草案。它们的这种积极参与和兴趣，以及决

议草案提案国数量众多，说明国际会议进程继续有生

命力和意义，是多哈会议成功的良好预兆。我希望，

今天能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决议草案提案国行列,进而

进一步增强它给国际社会的促进民主的信息。 

 请允许我代表所有提案国表示，我们希望决议草

案一如既往获得大会一致支持，不经表决通过。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着手审议决

议草案 A/60/L.53。 

 哥斯达黎加代表要求在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之

前作解释立场的发言。在请这位代表发言之前，我谨

提醒各代表团，解释投票或立场以 10 分钟为限，并

应由各代表团在自己的席位上发言。 

 巴列斯特罗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

言）：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88 条，我国代表团愿在对

决议草案 A/60/L.53 作出决定之前作解释立场的发

言。 

 自 1988 年《马尼拉宣言》以来，哥斯达黎加密

切关注所谓“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国际会

议”的发展。1994 年，我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在马那

瓜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由我国外交部长出席。这

清楚地表明，我国支持这一重要行动。我国还作为观

察员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和科托努举行的会议。虽然

我国未能出席乌兰巴托会议，但我们密切关注会议的

结果。由此可见，我国代表团对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

民主的政体国际会议的关心与支持是明确和长期的。 

 哥斯达黎加愿提请注意决议草案第 4 段，其中仅

“鼓励”秘书长继续提高联合国有效应对会员国在该

领域提出的请求的能力。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支持

这一要求，而且我们理解，决议第 4 段不仅仅“鼓励”

秘书长，而且正如我们在非正式协商中解释的那样，

提出了与第 10 段和第 11 段相同的要求。 

 秘书长在题为“任务的制定与实施：为便利任务

审查而提出的分析与建议”的报告(文件 A/60/733)

中正确指出，实际上，在制订任务时，决议往往采用

“请”、“呼吁”和“鼓励”等措辞，造成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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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秘书长告诉我们，这种模糊可能让会员国更容

易作出决定，今天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秘书长在

该报告第 10 段指出， 

 “既然会员国表示希望通过对任务的审查

来看看是否有机会对方案进行调整，那么，对分

析单元作出切实可行的定义，划定这项工作的范

围，实属必要，也是有好处的。” 

 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的这一建议，赞同这“实

属必要，也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在联合国改革现阶

段，以便汲取经验教训，克服过去曾使联合国内难以

采取行动或对这种行动进行评估的做法。制订任务时

措辞精确，应当是大会的一项优先目标。 

 澄清了这一问题之后，哥斯达黎加愿再次重申支

持新的民主政体和恢复民主的政体国际会议的工作。

因此，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国家一样，呼吁不经表决通

过决议草案 A/60/L.53。 

 最后，我们要向蒙古代表表示敬意，感谢他的领

导和贡献。从谈判过程一开始，蒙古代表团始终和我

们在一起。我们再次重申我们支持该代表团并与之站

在一起。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对决议草

案 A/60/L.53 作出决定。 

 在对该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我要宣布，自从

该决议草案提出以来，提案国名单上又增加了下列国

家：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巴拉圭、萨尔瓦多、喀麦

隆和马尔代夫。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60/ 

L.53？ 

 决议草案A/60/L.53获得通过（第60/253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

言，他希望就刚刚通过的决议作解释立场发言。我谨

提醒各代表团注意，解释立场以 10 分钟为限，并应

各代表团在其席位上发言。 

 马尔米耶卡·迪亚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

发言）：我国代表团愿就我们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作

解释立场发言。 

 首先，我们愿感谢蒙古代表团的专业精神，以及

开展这一进程的出色方式。它使我们能够取得一个大

家都能接受的好结果。决议包含了与国际上对民主的

看法有关的各项内容，其中包括重申，民主是一种普

世价值观，它建立在人民自由表达的确定自己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意愿，以及充分参与自

身各方面生活的基础之上。 

 它还重申，虽然各种各样的民主有一些共同特

点，但不存在单一的民主模式，民主也不属于任何一

个国家或地区。它重申，必须充分尊重主权和自决权。 

 然而，我们要对决议草案所载的两项内容表示关

切。我国代表团愿就这些方面表明立场。 

 首先，关于执行部分第 1段，我国代表团愿申明，

它坚决反对秘书长报告（A/60/556）所载的一些建议

和提议。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段落决不意味着对这些

提议的支持。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秘书长提出的这些

建议表明，有意对那些竭力将发展中国家排挤出联合

国的国际集团或运动予以正式承认。 

 显然，此类运动与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

体的运动不同，它们在人权和民主领域使用的是基于

双重标准，而非真正国际合作的选择性、歧视性和排

斥性标准。 

 关于报告对制定民主施政指标的看法，我们愿非

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将反对今后强加这些主观性指标

的任何企图，因为它们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也是歧视

性的，而且是在未经联合国指定的负责此类任务的专

门政府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 

 其次，关于执行部分第 4段和提到的所谓联合国

民主基金，如同我们在通过 2005 年首脑会议成果文

件时所表明的那样，我国代表团仍然感到关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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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谁将决定——以及如何决定——哪些国家能够

使用这笔基金，来建立或巩固民主。 

 我们将确保民主基金不被用作一种评判谁民主

谁不民主的机制。我们也担心，有了该基金后，我们

将看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具体发展计划和方案因

为与必须由政治事务部开展的那些活动相重叠而继

续被削弱。 

 最后，我们愿再次感谢蒙古所做的非常积极工

作。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唯一一位

解释立场的发言者的发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 10 的

审议？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大会，大会

将于晚些时候审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日期待定。 

 下午 12 时 15 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