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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 月 30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8 年 12 月 19 日给你的信(S/2008/804)，其中提出了今后在

索马里问题上可采取的步骤，包括旨在支持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

特派团)的一揽子计划，并指出有必要在吉布提和平进程内建立索马里安全

和法制机制。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863(2009)号决议中批准了这些建议，并要

求我至迟于 2009 年 1 月 30 日提出最新情况报告，说明在联合国一揽子后勤

能力支助方案范围内向非索特派团提供的确切设备和服务。  

 应这项要求，秘书处派遣了由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共

同领导的综合技术评估团，其中包括外勤支助部的后勤专家组。该评估团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至 26 日访问了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目的是收集必要的资料，并

就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索马里各方所需支助的详细情况以及落实我 12 月

19 日信中所载建议的工作安排，与索马里各方、非盟、非索特派团及其他合作伙

伴进行磋商。虽然技术评估团因安全局势不利而未能去成摩加迪沙，但是赶到内

罗毕与该评估团会谈的非索特派团部队指挥官、非洲联盟高级官员和联合安全委

员会的索马里成员以及支助非索特派团的捐助者代表，均向该评估团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我将在下一次向安理会提交的关于索马里问题的定期报告中全面阐述评

估团的调查结果和建议。 

 总体来说，技术评估团的评估显示，非索特派团所得到的支助非常有限，大

部分低于联合国的标准。此外，非索特派团过于依赖捐助者供资，具体安排很复

杂，给非洲联盟的计划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主要通过与一个商业承包商签订的一份多功能后勤合同，向非索特派团

提供后勤支助。虽然现有支助安排差强人意，但这是该特派团唯一的生命线，短

期内需要维持。如我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8/846)中

所述，鉴于落实恰当的支助安排需要一定的筹备时间，本组织还是需要保持对非

索特派团的现有后勤安排，以确保后勤支助不至中断。同时，将着重加快提出更

为全面的支助解决办法，以满足全部部署非索特派团核定的 8 000 名兵力编制的

需求。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中提出的新支助解决办法将达到联合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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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此外，在适用和可行的情况下，一旦安全理事会核准某个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进行全面部署，这些新的支助解决办法能够快速扩展，满足相应的需求。 

 在执行更加广泛的一揽子支助方案之前，外勤支助部正在如下领域确定具有

实地影响的“快行道”措施：供应；工程；医疗支助；行动支助；航空；通信和

信息技术，包括公共信息；水陆运输；以及维修。 

 需要按照通常适用于联合国类似规模维持和平行动的监督标准，来提供此种

规模的支助——这可是一大挑战。这种水平的监督需要联合国在索马里实地留下

国际足迹，而由于当前安全局势不良(第五级)，无法留下这种足迹。这种内在的

矛盾必须解决，才能在现有监督机制内实现本组织的核心目标。  

 还应指出，一揽子后勤支助方案只是非索特派团得以存在并达到 8 000 人核

定兵力编制所必需的援助之一。本函附件中提出了非索特派团将在哪些领域得到

由分摊会费供资的联合国一揽子后勤支助方案的援助，以及哪些需求将通过所设

想的信托基金或双边捐助者安排满足。  

 如果 3 月大会核准预算，联合国将于 2009 年第二季度开始通过现有安排，

提供速赢活动和部分后勤支助。但是，新安排到位要有一个过程。为使现有特遣

队达到联合国标准并且提供全面的一揽子后勤支助方案，需要时间，对此应持现

实的态度。在此期间，特派团的能力将继续依靠会员国得力的双边援助。  

 我还要指出，安全理事会请会员国通过信托基金和双边安排以及通过提供人

员、装备和其他资源，为这项努力做出贡献(详见第 1863(2009)号决议第 8 和第

14 段)，因为此类支助是这项努力成功的关键。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

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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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拟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提供的支助细节 

1. 根据秘书长2008年12月19日的信(S/2008/804)和安全理事会第1863(2009)

号决议，技术评估团考虑通过两个预期渠道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

派团)提供支助：(a) 提供由联合国摊款出资的一揽子后勤能力支助，即：提供

通常向同等规模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的装备和特派团支助服务；(b) 会员国

通过设想建立的联合国信托基金提供财政支助，这将使非索特派团有资金可供偿

还费用，并且最终帮助购置必要的特遣队装备。此外，技术评估团确认了若干至

关重要的军事能力需要，联合国援助不能满足这些需要，非洲联盟必须在具有必

要能力的捐助方支助下调集到军队，以满足这些需要。 

2. 技术评估团考虑在以下职能领域向非索特派团提供支助：供应(口粮、燃料

和一般供应)；工程，包括建筑、发电和供水；医疗支援；航空；运输，包括提

供装甲运输能力(装甲运兵车)；战略调动支助；装备修理和维护；战略和战术通

信和信息技术支助。技术评估团的主要结论如下： 

 (a) 供应。与一家承包多重职能后勤合同的商业公司签订合同，作出双边安

排，向非索特派团提供所有必要的燃料、石油、润滑剂和口粮。一些商品将由摩

加迪沙的分包商提供，其他商品则由索马里之外的地方承包商提供，由战略航空

队从恩德培空运到摩加迪沙。非索特派团在摩加迪沙没有重大储备，各特遣队也

缺少一般用品。近期而言，必须增加摩加迪沙的战略储备，以增强部队的力量和

存续能力。此后将签订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燃料和口粮供应合同。可以从联合国战

略部署物资储存提取或通过联合国合同采购一般必需品，包括个人防护物件和防

御器材，以满足非索特派团士兵和警察眼前的需要。 

 (b) 工程。目前的做法是，通过与一家承包多重职能后勤合同的商业公司签

订合同，作出双边安排，向非索特派团部署部队活动提供一切必要支助。行动区

的整体条件远远不符合联合国标准，尤其是住宿、卫生以及饮用水质量和数量等

方面远远不符合联合国标准。现在亟需提供和/或更新关键设施。应非洲联盟要

求，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制订了一个涉及非索特派团总部和一家二级医院的计划。

关于其他支助服务，目前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继续依靠承包多重职能后勤合同的

商业公司提供支助，在现有营地提高卫生、供电和供水能力，以后可在新地点购

置和开发基础设施，重新安置现有特遣队，并提供更多设施，安置计划部署的特

遣队。随着支助活动陆续展开，联合国将需要签订合同，以提供硬墙住房，大幅

度改善基础设施。 

 (c) 医疗支援。非索特派团现有的医疗支援包括一个一级医疗设施和一个二

级医院的部分部门。承包多重职能后勤支持的商业公司按合同负责提供行动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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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医疗后送/伤员后送服务，但是，由于摩加迪沙机场不具备夜间作业能力，

这些活动只能在白天进行。因此，必需立即采取行动，以提供符合联合国标准的

医疗服务，使服务达到二级医院标准。可从战略部署物资储存提取必要的装备、

成药、消耗品和实验室用品，但是，各参与特遣队必需提供在这些设施工作的合

格医务人员。 

 (d) 调动支助。在货物运输、特遣队人员部署和轮调方面，非索特派团依赖

伙伴支助，并且预期在目前规划的乌干达、布隆迪和尼日利亚等国营特遣队部署

中继续采用这种安排。需要大幅度提高目前提供的海空调动支助的能力和吞吐能

力，以便提供处理货物的机场服务和港口服务，提供处理货物的设备，并提供货

物储存和水陆运输服务。这些事项都应列入联合国一揽子后勤计划。 

 (e) 航空。目前的航空业务由承包多重职能后勤合同的商业公司雇用分包商

业公司进行。这些作业不符合联合国的航空标准或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标准。联

合国亟需提供一架小型喷气机，或许最初将其部署在内罗毕但能够飞往摩加迪

沙，以提高非索特派团医疗后送能力。这架飞机也可以用来支持联合国索马里政

治事务处和秘书长负责大湖区问题特使的活动。摩加迪沙机场很大，有相当大的

扩大作业空间。但是，为了能够较安全地开展作业，必需立即向该机场提供设备，

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提供夜间作业能力、航空燃油供应系统、搜索和救援作业能

力、消防以及紧急坠机和救援服务能力。这应该列入联合国一揽子计划。 

 (f) 通信和信息技术。非索特派团使用常规甚高频/高频无线电设备，现有

战术通信能力有限。必需立即建立战略通信和信息技术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个办法是通过战略部署物资储存来满足这个方面的所有需求。可通过在当地签

订合同，在行动区提供安装、培训特遣队人员和技术支助服务。 

 (g) 公共信息。非索特派团没有调频电台广播能力，这是特派团拟议信息行

动计划的重要和初始构成部分。为临时满足这种迫切需要，将从意大利布林迪西

联合国后勤基地现有库存向恩德培移交一套可流动部署的电讯系统，用于向摩加

迪沙的前沿部署。应通过订约咨询人提供人员编制，并由其为非索特派团部队派

遣国人员提供支助。  

 (h) 水陆运输。非索特派团各步兵营目前拥有的装甲运兵车数量有限，并迫

切需要将其提高至联合国的标准，以提高安全性、业务效率以及在装甲保护下运

输伤员的能力。某些设备的短缺问题正在根据双边协议加以解决，并将按照非索

特派团支助一揽子计划提供更多的装甲运兵车。此外，在机场支助、工程和物资

搬运设备等方面也迫切需要部队级别车辆。这种联合国所属装备可由特遣队和地

方操作员操作，将用于改进现有设施并为计划部署的额外特遣队人员建设营地。  

 (i) 维修和保养。根据目前与非盟订立的谅解备忘录安排，已部署的非索特

派团部队派遣国负责维护所有主要设备，使其保持双方商定的适用性水平。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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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加强业务和维护服务，并且在特派团内部为特遣队所属和联合国所属装备

提供更为广泛的维护和业务支助，并提供有关不同类型运输车辆基本维修的培

训。在中长期内，将制定计划以确保特派团运输资产的适用性。这将列入联合国

后勤一揽子计划。 

3. 为支助后勤支助一揽子计划的规划和提交，而且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63(2009)号决议的指示，外勤支助部打算建立一个专职和独立的外勤支助总

部。该总部应设在内罗毕(以便与联索政治处共享支助服务，从而提高效率)。一

旦安全条件许可，它将在摩加迪沙建立一个前沿单位，与非索特派团总部保持联

系并确保提供各类支助，包括商业承包商提供的支助。它还将在亚的斯亚贝巴建

立一个单位，与非盟保持战略联络，并取代目前由联合国规划者在非盟战略规划

和管理股中提供的后勤规划能力。其他专业规划人员(军事、警察、人道主义、

医疗、复原方案等)将按照安理会第 1863(2009)号决议的要求继续为非盟战略规

划管理股提供协助。建立一个向外勤支助部负责的独立的特派团支助总部将确保

明确追究在向所有客户提供支助方面的责任。如能适时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授权，

它也将促进规划并过渡为全面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4. 拟议的信托基金将被用于支付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提供部署的特遣队

的费用。这些费用可能包括提供特遣队装备(如制服、轻型车辆、装甲运兵车和

帐篷)的费用和部署人员的薪金及津贴。  

5. 除了后勤支持一揽子计划和通过信托基金交付的款项之外，非索特派团还将

需要一些军事能力，以执行《吉布提和平协议》规定的新任务、保护自己的部队

并为空中和海上行动提供更好的安全条件。这些需求将需要通过非盟部队派遣国

或双边支助来提供。技术评估团确定的关键需求如下：  

 (a) 战斗工程：由于间接交火的威胁非常高，非索特派团必须具备提高部队

防护措施的能力，包括修建掩体和车辆检查站以及强化关键哨所。可使用订约设

备解决方案来支助防御和其他建设任务，包括建造掩体、闸门和栅栏并改善设施

和基础设施。部队派遣国应提供综合战斗工程能力，但是，如果不够，可通过商

业合同提供额外支助。 

 (b) 反简易爆炸装置和爆炸物处理能力：非索特派团面临各种简易爆炸装置

的重大风险，包括遥控装置、指令引爆地雷和自杀式炸弹。技术评估团评估，高

科技反简易爆炸装置设备很容易被损坏或破解，并非好的解决方案。最实际的解

决办法是开展巡逻技术和战术培训，可由具备资格的会员国向非索特派团提供。

此外还将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爆炸物处理小组，最好由另一个会员国以双边方式

提供给一个非盟部队派遣国。 

 (c) 沿海海事能力：随着更多战斗营的部署，并为支持设想中的后勤一揽子

计划，保护空中和海上供应线将成为非索特派团一项越来越重要的任务。技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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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团的结论是，这项工作将需要至少六艘航速可达 25 节、可在大浪及各种气候

条件(除风暴外)下作业的船只。装备武器、低技术含量、配备通信套件的船舶最

为合适。这类船只可由现有的仅经过最低程度培训的士兵操作，但需要一名专业

海军军官为其提供支助。可将其借调至非索特派团担任联络官。如部队派遣国无

法提供额外所需的沿海船只、维修和培训，可由一个承包商提供。 

 (d) 近海海事能力(海事工作队)：向非索特派团及以后的任何联合国维持和

平行动交付联合国一揽子支助，都需要广泛使用商业航运进出摩加迪沙，并可能

最终进出其他索马里港口。为了确保此类航运安全通行，联合国将需要有保证的

海军护送。这种护送任务最好由部队派遣国提供的一支专职海事部队承担，或通

过与该地区现有的一支海事部队作出的正式安排进行。没有充分的海军支援，就

无法交付联合国一揽子后勤物资。 

法律和合同问题 

6. 将通过一系列合同文书，规定并提供联合国支助方案。应签订东道国政府协

定，以便联合国及其承包商在各国开展业务。联合国和非盟/非索特派团之间必

须签订《谅解备忘录》，以界定每一方的责任和义务。在商业方面，联合国将在

初期寻求获得授权，以吸收由捐助方为非索特派团部队提供支助的现有安排，并

与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正式确定特派团总部和医院的修建安排。必须尽快提供一系

列必要的其他支助服务。预计在联合国分析特遣队情况和联合国今后的支助状况

后，将确定其他服务。同时，将制定较长期需求的工作范围，以使支助服务符合

联合国标准，并进行商业招标。鉴于摩加迪沙的总体情况让联合国工作人员无法

参与行动区内的日常活动，因此必须认识到，在采购、管理和核实由承包商所提

供服务方面需要采取灵活做法。 

供资安排 

7. 在获大会同意后，将向大会提交初期供资需求提案，以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

向非索特派团提供联合国一揽子后勤支助。后勤支助将包括非索特派团的军事和

警察部分。在这方面，为该特派团的全面部署和维持提供后勤支助，将是一项庞

大的任务。总体费用和人员编制类似于一个同等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但独特

之处在于，它是通过联合国资金(用于后勤支助)和一个由联合国管理的自愿捐助

信托基金(用于非索特派团的人员和特遣队装备)单独供资。 

8. 业已部署的非索特派团部队的生活支助需求将以联合国摊款来满足。这将包

括支付口粮、燃料和其他工程项目的费用以及改善航空工作、通信和医疗支援。

摊款还将用于新部队的战略部署、现有部队的轮调、装备和用品的运输以及负责

管理交付一揽子支助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聘用。 

9. 一揽子后勤支助的费用仍然取决于正在进行的确定供应方和提出支助解决

办法的工作。然而，除信托基金外，一揽子支助可能还需要联合国摊款提供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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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可观的拨款，以根据维持和平行动部同等维和特派团的标准，支付开办费用

以及非索特派团为期一年全面作业的费用。 

10. 拟议的信托基金将用来支付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为部署工作提供特遣

队所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可能包括提供制服、轻型车辆、装甲运兵车、帐篷等

特遣装备以及支付以部署人员的薪金和津贴。 

交付时限 

11. 如大会在 3月核准预算，联合国将于 2009 年第二季度开始，通过现有安排，

开展后勤支助的速赢活动和其他活动。然而，新安排要想步入正常轨道尚需时日。

因此，对于现有特遣队达到联合国标准以及交付全部一揽子后勤支助所需的时

间，必须持务实态度。与此同时，能力的强弱程度依然取决于会员国是否提供强

有力的双边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