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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审议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 

2015 年 2 月 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 

介绍《万象行动计划》的审议情况 

  审议《万象行动计划》 

八. 国际合作与援助 

  缔约国第五次会议主席提交 

  主要信息 

1. 为了落实《集束弹药公约》规定的每个缔约国寻求和获得援助并从国际合作

与援助中获益的权利，各缔约国在拟定《万象行动计划》时，确认需要进一步发

展有助于有效和及时执行《公约》所有规定的伙伴关系，并列出了联合行动方面

的具体目标和可衡量的步骤，可用于监测在伙伴的配合和协助下履行销毁库存、

清除和援助受害者义务的进展。 

2. 《集束弹药公约》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是包括国家、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阐述合作范围，强调具体关切领

域的良机，也是受影响国家提出可能威胁有效执行的潜在技术和资金不足问题的

良机。此外，第七条下的透明度报告让各国有机会阐述填补缺口的支助需要，并

特别在报告中纳入填补缺口的援助计划，以及有助于填补缺口的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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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3. 过去五年，缔约国与专家组织之间合作密切，大多数缔约国都称与国内和国

际专家组织以及/或联合国在销毁库存、清除和援助受害者方面开展了合作。 

4. 自《公约》生效以来，许多受影响缔约国都明确了需求，并在正式和非正式

会议上报告了这些需求：十六个报告称须履行或曾经须履行第四条规定义务的缔

约国中，八个强调了清除和/或降低风险方面的援助需求；三十四个报告称须履

行或曾经须履行第三条规定义务的缔约国中，八个强调了销毁库存方面的援助需

求；十二个报告称须履行或曾经须履行第五条规定义务的缔约国中，七个强调了

援助需求。 

  进展 

5. 为了支持各国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27 个国家以及许多专家组织提供

了资金、技术或实物援助。此外，自《公约》生效以来的诸位国际合作与援助问

题协调员开展的活动和提出的建议包括：2012 年关于合作与援助最佳做法的手

册，专家在闭会期间召开的强调南南和三方合作的会议，以及关于启动网上电子

门户的讨论，该门户用于交流支助的供求信息，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框

架下建立的门户类似。 

6. 国家和专家组织利用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包括小组讨论和技术专家的发言，

交流信息和经验，推动技术合作，并分享了可减少销毁库存和清除工作的时间和

预期费用的方法。不过，虽然合作卓有成效，资金的不可预测性和项目融资的短

期性仍被视为妨碍履行《公约》规定义务的主要问题。 

  自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以来强调的挑战 

7. 需要国际合作与援助的缔约国在提出它们在第三、第四和/或第五条下的需

求时，往往不够具体，通常没有提出计划，说明需要和寻求支助的活动和时间

范围。 

8. 此外，各国确定的合作与援助方式的范围和定义不够广泛，理想的情况下，

应当不仅包括从捐助方筹集资金，还包括分享和转让技能、专长、经验，以及传

播经验教训和推动技术交流。 

  建议 

9. 要想在执行《公约》方面获得更多实用、有时间限制和目的明确的指导，以

及进一步落实第六条规定的法律义务，应考虑做出特别努力，鼓励尽早明确挑

战，并与有关专家组织以及可能可以帮助应对这些挑战的其他缔约国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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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鼓励缔约国和专家组织制定和分享国际合作与援助领域的创新解决办法

和良好做法，包括：多年期支助协议，以保障方案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需要

捐助方与受影响国家有更密切和更系统联系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加强国家

能力和自主权；更加强调包含更多监测和评估内容的成果导向型规划；以及第三

方对南南援助的支持。 

11.  缔约国应努力确保联合国、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其他行为方与集束弹

药有关的活动被适当纳入国家规划框架，并且与国内优先事项和国际义务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捐助方政策和优先事项的重大变化可能变得明显，在为《集束

弹药公约》下的合作与援助措施进行战略规划时应承认和考虑这些变化。 

12.  应推动成本效益高的执行《公约》的方针，以确保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

例如，通过适当投资于确认集束弹药污染区，清除工作将进行地更快，从而减少

费用。还制定了低成本和技术含量低的方法，帮助不具备工业化销毁库存能力的

缔约国按时履行义务。通过展示高效的执行方针的运用，需要援助的缔约国的方

针将更能吸引潜在捐助方。 

13.  所有有关行为方都应当继续加强受影响与不受影响的缔约国之间，受影响

缔约国之间，以及缔约国与专家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为合作与援助寻找和

调动新的技术、实物和资金资源。 

14.  所有有关行为方都应确保援助基于适当的勘测、需求评估和分析，包括重

视顾及性别和年龄的需要。应明确能力建设需要以及与发展有关的需要；从有外

援的战略适当过渡到自力更生的战略对确保长期活动的可持续至关重要，受害者

援助领域尤为如此，因为这需要对受影响者的终生承诺，因此也需要被纳入更广

泛的国家发展、社会经济和残疾问题框架。 

15.  注意到，鉴于可提供的支助(即技术、实物和资金支助)种类繁多，许多国家

都有能力提供援助，特别应当鼓励受影响国家分享它们的专长、良好做法和这方

面的技术支助。此外，合作与援助、销毁库存、清除和受害者援助问题协调员应

基于其他协调员的经验，制定以日内瓦为基地的倡议，通过为语言一致或有其他

共同利益的团体举办研讨会促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