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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2 月 3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关于安全理事会将在 2010 年 2 月 12 日举行的“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过渡和撤离战略”专题辩论的概念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热拉尔·阿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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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2 月 3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法国(2010 年 2 月)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关于过渡和撤离战略的辩论 
 
 

  概念文件 
 

 1. 背景 
 

 过去 15 个月期间，安全理事会双管齐下地大力加强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

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进展。现在，我们要重点研究作为这两项内容结合部分的

过渡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确保过渡取得成功与维持和平行动同等重要。维持和平行动现已达到历史高

峰，目前着装人员有 9.6 万人，比 1993 年高峰时多出近 2 万人；在当前全球金

融危机时期，其预算已高达约 78 亿美元。我们要把可用的资源派上最好用途。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特派团更有效地促进恢复持久和平，以消除战争对

当事国及其人口和地区造成的惨重人道影响。 

 有些行动已经结束，或因为成功完成，或因为政治原因(联合国埃塞俄比亚

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但大部分行动是长期的。这是一个根本趋势，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 

 然而，当前状况远非理想，主要特征如下： 

• 有些行动近 50 年前设立(塞浦路斯、中东、印度/巴基斯坦)，但和平进

程无明显进展，卜拉希米报告已指出这一点； 

• 安理会制定和执行过渡战略有时遇到困难。众所周知，东帝汶特派团的

长期目标是加强东帝汶安全部门的能力；但由于该特派团的历史原因，

很难根据取得的进展对行动进行结构调整，而不影响实现长期目标； 

• 维和行动资源分配不成比例，而没有明显的理由。例如，利比里亚平均

每 300 人和 10 平方公里就有 1 名联合国着装人员，而刚果民主共和国

平均每 3 500 人和 120 平方公里才有 1 名联合国着装人员； 

• 协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全部门改革的公认难点之

一是不同行为体之间缺乏协调，但尽管安理会各项决议屡屡提及这个问

题，相关进展却非常缓慢，还需要该国当局作出强有力承诺； 

• 没有给予国家体制(尤其是法制和安全领域)充足的重视和初期投资，使

其有资源自主解决争端，并为蓝盔撤离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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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及时分享和平红利(特别是经济复苏和基础服务)，使民众看到为和

平做出投入的理由； 

• 国际社会没有采取共同步骤，支持统一的扶助国家优先事项战略； 

• 向当地部署领导干部和促进实现上述目标所需的支助小组拖沓，自由地

按需拨发可用资金的工作迟缓。 

 与此同时，虽然总部已加大力度，但令人不安的是，部署人员与总部人员的

比例仍在扩大，大约 1 名维和行动部或外勤支助部工作人员，要对应 100 多名实

地部署人员。这对维和行动的长期管理和监察能力提出严重疑问。 

 因此，我们必须抱着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深入探讨应以何种方式构想维和行

动撤离和过渡战略。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更加明确，使维持和平部队能为过渡、撤退和撤离创造

必要条件，而不影响为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目标所作的努力。我们还必须从一开

始就对建设和平优先事项和联合国支持执行有关工作的方式有更明确的想法，包

括维持和平行动、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支助活动，或者通

过其他机制。 

 2. 分析要点 
 

 我们难以执行撤离和过渡战略，是有深层原因的。 

 首先，牵涉到决策： 

• 安理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应对新出现或重复出现的危机上。除极其紧急的

情况外，对行动的管理关注较少，更不要说在形势允许时推动立即进行

过渡的途径； 

• 关于过渡的决策责任由安全理事会、秘书处、部队派遣国、出资国等若

干行为体分担，而这些群体各自内部的参与者众多(某些部队派遣国在

某个行动中所占人数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但任一派遣国的人数都不超过

维和行动总人数的 11%，任一出资国的支出都不超过维和行动总支出的

22%)； 

• 特派团在稳定和过渡阶段展现出成功形象，实地相对安全，邻国也给予

政治参与，而且东道国担心特派团撤离会使国际社会不再给予关注和援

助，因此颇有吸引力； 

• 执行和平协定经常遇到真正障碍，国际社会应当作出更多努力，使敌对

力量之间建立信任。有些情况下，和平行动的存在可有助于维持脆弱的

休战，但无助于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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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各方利益都趋向于维持行动，导致有时无法采取更新的对策。 

 谨慎绝对是非常必要的。经验表明，有时在不利条件下，不得不重新启动过

早结束的行动，以应对实地局势的恶化(东帝汶尤其如此)。此外，对现有任何大

型政治军事组织而言，削减行动规模或撤出都不是轻易之举。 

 还有，我们摆脱危机的手段往往有限： 

• 可供调遣，用于维持治安和培训当地警察的警务人员不多； 

• 可迅速用于支持法制和安全部门改革的能力不足，特别是在司法和惩戒

部门以及建设和平的其他重要方面； 

• 冲突后重建努力不够而且分散； 

• 这些领域的国际行动缺乏协调；特别是，当其他行为体同意做出巨大投

入时，有时又不能指望联合国协调他们的行动。应当加强建设和平委员

会，使其能发挥这些重要作用；应借委员会进行审议的时机，深入研究

这个问题。 

 不过，这些困难并非不能克服。我们必须向前推进。法国提议利用其担任主

席国期间，继续具体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安全理事会，因为首当其冲的是要改变安理会及其成员的

做法。 

 3. 听取实践者的意见 
 

 我们提议组织一次限制人数的安理会辩论，邀请秘书处、多名秘书长特别代

表和其他特别相关的行为体或捐助方参加。将通过具体事例，请与会者审查撤离

和过渡战略遇到的障碍，并对尤其下面几个关键领域等提出建议： 

– 起草任务授权的方式(明确提及过渡和撤离战略)； 

– 规划(要实现的目标、关键任务、任务分阶段完成情况)； 

– 能力和资源(特别是安全部门改革的能力和资源)； 

– 对实地国际努力的协调； 

– 对和平进程的政治支持(安理会内外)； 

– 进程(确定基准、以何种方式向安理会报告要实现的目标的完成情况、

评价)。 

 为此，也不妨参考秘书长报告 S/2001/394 所述，研究联合国在结束行动方

面取得的经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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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萨尔瓦多、塞拉利昂、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前南斯拉夫)。法国对

安理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决定承担这项工作感到高兴。 

 我们期待这次辩论能提出具体提议，并考虑通过一项简短的主席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