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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5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荣幸地告知你，在印度轮值主席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定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进行主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公开辩论。为了有助于引导关

于这个主题的辩论，印度编写了随函所附概念说明，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总结过去，准备未来”(见附件)。 

 请将此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哈迪普·辛格·普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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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5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印度轮值主席 

2011 年 8 月 
 
 

维持和平：总结过去，准备未来 
 

概念说明 
 

 维持和平行动这个词组在《联合国宪章》中并不存在，但已成为联合国的一

项中心任务。维和行动消耗的资源、雇用的人员以及占用的安全理事会的时间，

超过任何一个其他问题。与此同时，维和行动对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普及

和适用的影响也超过安理会任何其他手段。维和行动比任何其他集体努力都更有

力地体现了会员国共同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理念。 

 过去二十年来，维和预算增加了大约 27 倍；维和人员数目增加大约 10 倍，

维和行动数目之多前所未有。尽管存在严重缺欠和各种不足，维和行动和维和人

员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表明维和行动成功的另一个指标是，其他国际及区

域安全组织也用维和行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在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外的部署。 

 维和行动可分为几代。前五十年，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任务主要是监督停火

或者将军事维和人员部署在交战双方之间。后来，维和特派团的规模、任务范围

和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常为了应对国内冲突(而不是国家之间冲突)而部署维

和特派团。任务范围扩大了，将强制执行某些规范或者承担通常由国家当局履行

的若干职能(例如选举、司法和执法)也包括在内。安理会还开始拟订一些同时援

引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任务。这意味着可使用武力或需要使用武力的情况大大

增加。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二十年来发起的复杂的或多层面的维和行动开始形成

了一个新增层面，这就是“建设和平”。还出现了更新的一代特派团，专门执行

“建设和平”任务。现在人们认识到，维和人员实际上一直是“早期建设和平人

员”。 

 维持和平行动从而迈入一个更新的领域。维和行动的性质和范围方面的变化

涉及重要的国际法问题，特别是国家主权、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问题。

至于可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维和特派团促进具有新意地适用国际法和规范，尚需会

员国之间就此达成进一步共识。为了保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公信力和普遍可接受

性，需澄清各种具有新意的适用与维和行动指导原则之间的关系，包括征得各方

同意；除自卫或任务规定所需情况下，不得使用武力；保持中立。维和特派团还

经常被要求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作出艰难的道德抉择。为了开展有效的

维和行动，必须使维和人员能够在具有法律确定性的环境中执行任务。 

 对征得同意的问题，必须格外注意，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作为《联合国宪章》

基础的国家主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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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和特派团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源缺口。目前维和行动每年支出不足 80

亿美元。通过比较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人员的数目与部署在阿富汗的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士兵人数大致相同，而据报告联合国维和行动过去二十年的支

出总额(不足 500 亿美元)赶不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一年的支出。 

 维和行动的资源与任务极不匹配。1961 年，联合国在刚果部署了由 20 000

名维和人员组成的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联合国网站上关于其任务的描述

不足 300 字。大约四十年后，联合国再次在刚果部署大约 20 000 名维和人员，

组成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联合国网站上关于其任务

的描述用了近 3 000 字。 

 资源短缺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

刚稳定团)的任务区几乎遍及整个非洲大陆，却只能按照每数百平方公里一名维

和人员的比例在责任区进行部署。缺乏足够的有助于维和人员充分利用资源的有

利条件。 

 这种情况差强人意，需就资源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如果安理会不能解决这

个问题，将导致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无法圆满完成任务，而这可能会削弱安理会的

合法性。 

 维持和平是一种合作，是代表国际社会意愿的安全理事会以及核准预算的大

会与同意实施维和行动的东道国之间的合作。部队及警察派遣国是这种合作关系

的必然组成部分，为合作提供便利。派遣国的维和人员在实地代表着安理会，将

安理会的承诺变为实际行动。部队及警察派遣国实际上在这一进程中起到重要的

中间人的作用。 

 要求安全理事会与派遣国协商，不仅因为《宪章》第四十四条的有关明确规

定，而且因为协商有利于提高运作的效率和有效性。安全理事会在决策时必须考

虑到部队及警察派遣国关于现场实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以及他们在维和需要方

面的丰富经验。另外，安理会职能范围大为扩展，显然需要更方便地获得有关信

息。部队及警察派遣国具备提供可信的相关信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许多派

遣国在实地不仅派有部队，还有外交官，并开展技术及经济合作活动，有时还派

民间社会组织或商务机构到实地。 

 在改进协商进程方面有所进展，但是还需要继续改进，以充分开发上述合作

关系的潜力。应为协商会议确立结构合理且可预测的时间表和议程。这将有助于

部队及警察派遣国优化实质性贡献。 

 任务与资源不相匹配的原因之一是，在拟订任务进程中未与部队及警察派遣

国进行充分协商。卜拉希米报告曾建议拟订任务进程分两个阶段进行，安全理事

会可允许一项决议维持草案形式，直至秘书处确认派遣国能否提供所需部队以及

重要的辅助要素。这项建议尚未实施，现在或许是将其付诸实施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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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权力、资源和能力日趋分散，更有必要进行协商，协商带来的好处

也将会越来越多。 

 伙伴关系还意味着各种创新做法，例如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区域组织及安全组

织联合部署。大约四分之三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和预算部署在非洲大陆。加强非洲

联盟的维和能力是改善非洲动乱地区安全状况的一个重要条件。 

 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放弃权利。卷入冲突的行为体数目不断增加，国际社会

必须促成这些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同时防止重复和浪费。维持和平是联

合国的核心能力。危机还会发生，鉴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特有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对维持和平行动部和部队派遣国的能力的需求可能会持续不断。因此，必须保护

这方面的专门知识。 

 需要相关警务和法治能力，以巩固联合国的维和能力。会员国需要通过讨论

确定所需能力的类型、不同能力的混合以及能力的来源。必须根据国家当局的需

要和东道国具体情况进行这项工作。必须促进在维持和平问题上采取能力驱动的

办法，这种方法应基于需求，并符合国家优先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