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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 月 15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 1533(2004)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 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896(2009)号决议第 6 段，随函附上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

组的 后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文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主席 

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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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10 年 10 月 26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给安全理事会第

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成员谨随函转递专家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96 

(2009)号决议第 6 段编写的 后报告。 

         雷蒙德·德贝莱(签名) 

         穆克塔尔·科库马·迪亚洛(签名) 

         史蒂文·黑格(签名) 

         弗雷德里克·罗巴茨(签名) 

         帕维乌·塔尔纳夫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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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在为该国东部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取得进展，尤其

是进一步加强与邻国建立和睦关系。现正采取若干令人鼓舞的举措，包括政府在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促进大湖区自然资源合法贸易以造福于其所有居民方面发

挥领导作用。 

 约瑟夫·卡比拉总统已公开承认，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刚果(金)武装

力量)内部有犯罪网络参与自然资源非法开采活动，这造成与宪法赋予军队的安

全任务的利益冲突。这种参与导致以下情况：普遍不服从上级；指挥系统相互竞

争；不积极追剿武装团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相互勾结；忽视对平民的保护。参

与的犯罪活动涉及非法征税、收取保护费和间接的商业控制及更直接的强制控

制。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网络参与开采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后果叠加在一起，成

为该国东部出现不安全局势和冲突的重要原因。 

 各刚果武装团体，包括解放刚果爱国力量、“马伊-马伊”谢卡、自由独立刚

果爱国者联盟等，虽然其战略计划各有不同，但彼此之间并与外国武装团体继续

建立联盟。通过建立这些联盟，外国和刚果各武装团体胆大妄为，对刚果(金)武

装力量发起攻击，并掠夺各采矿点和当地民众。有些武装团体，如“马伊-马伊”

谢卡，是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犯罪网络建立的，以争夺矿藏丰富地区的控制权。

此外，各武装团体继续利用民众对南北基伍目前现状感到的不安，包括对难民无

序回返、强占土地、政治-军事边缘化的忧惧，以及持续不安全局势引起的怨责。

虽然武装团体已被迫退出南北基伍的大部分主要矿场，但他们继续控制较偏远地

区的小矿，并越来越多地倚靠中间商和掠夺性袭击从矿产贸易中谋利。 

 刚果(金)武装力量中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部队在军事上取得了对南北基

伍大部分自然资源丰富的战略性地区的控制，这对其整编加入刚果(金)武装力量

的工作带来挑战。这一进程还因全国保卫人民大会保留非整编部队和武器、与武

装团体保持联系以及内部分裂的加深而受到破坏。 近，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再次

集结，并增加招募人员，以抗衡在南北基伍外的重新部署。 

 在欧洲逮捕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卢民主力量)高级政治领导人的行动表明，

国际社会有更坚定的决心要将远距离指挥和代表该武装团体的人绳之以法。然

而，专家组发现，这些逮捕行动对战斗人员及其军事领导人的士气的影响比预期

的有限。卢民主力量更加与包括以前的敌人在内的其他武装团体勾结，攻击和掠

夺平民和军事目标。与此同时，刚果(金)武装力量的行动成功地打乱了卢民主力

量的征税和交易活动，但该组织继续在偏远地区开采自然资源。 

 上帝抵抗军(上帝军)仍在东方省绑架儿童和犯下暴行，但似乎已将其大部分

部队撤到苏丹南部和中非共和国东部。专家组调查了有关上帝军代表团与苏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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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部队军官之间进行接触的报告，发现这些接触是在上帝军主动提出之下进行

的，因为上帝军在寻求重新建立关系和谈判在苏丹避难。专家组还研究了向乌干

达人领导的民主同盟军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的来源，其中包括其住在伦敦的领导

人Jamil Mukulu以及巴基斯坦和摩洛哥的训练人员。此外，继反对党领袖Agathon 

Rwasa 于 2010 年 7 月从布隆迪失踪之后，专家组监测其民族解放力量运动的重新

动员及其利用南基伍作为后方基地的情况，该运动已在那里与当地武装团体组成

联盟。 

 本报告记录了为数不多的个案，其中涉及刚果武装团体领导人以及刚果(金)

武装力量两名军事指挥官招募和使用儿童行为的直接和指挥责任，他们都让儿童

充当其个人的护卫人员。专家组没有重复调查在瓦利卡莱发生 300 多名平民三天

遭受大规模强奸的事件，但其研究的确导致其提出一些关于应对这一暴行负责的

联盟的性质的意见。 

 本报告还审查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矿产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查性方面的

若干挑战，以及旨在解决武装行为体卷入供应链问题的一项行业牵头举措。经过

充分而广泛的磋商，特别是与刚果政府进行磋商，专家组提出了有关尽责调查准

则的两个备选方案。第一个方案完全来自专家组的任务，就如何减轻向非法武装

团体和(或)受定向制裁的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向刚果民主共

和国东部矿产的进口商、加工商和消费者提供指导。第二个方案是向同一类受众

提供指导，以减轻向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人

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额外风险。这两个方案均采用同样的五步骤尽责办法。这

个基于风险的办法由专家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立的

一个工作组制订。该工作组负责为产自受冲突影响地区和高风险地区矿产的负责

任供应链制定尽责调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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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范围和方法 
 
 

1. 专家组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提出临时报告(S/2010/252)。此后，专家组继续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96(2009)号决议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可能违反武器禁

运的情况。 

2. 专家组在上一个专家组工作的基础上侧重研究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卢民主

力量)和从其分裂出来的团体——团结和民主联盟的活动、领导和支助网络。专

家组还研究刚果-乌干达联合军事行动的对象——上帝抵抗军(上帝军)和民主同

盟军(乌干达人领导的两个武装团体)的支助网络，以及布隆迪民族解放力量(民

解力量)在南基伍进行的活动。 

3. 专家组还对各刚果武装团体进行若干案例研究，这些团体或继续拒绝进行整

编以加入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刚果(金)武装力量)，或已放弃整编进程，有

些团体相互结成行动联盟或与卢民主力量结盟，对平民或军事目标发起攻击。其

中包括联邦共和国部队、“马伊-马伊”谢卡、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和解放刚

果爱国力量，后者是企图建立的一个新联盟，其中包括从刚果(金)武装力量开小

差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分子、卢民主力量和马伊-马伊各团体。 

4. 如专家组在临时报告中所示，专家组继续监测政府、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及其

他刚果武装团体 2009 年 3月 23日签署的政治和军事协定没有得到全面执行的情

况，以评估与其任务有关的后果。 

5. 根据第 1807(2008)号决议第 13 段，专家组还调查了有关个人。这些人有的

实施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行为，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兵

或将妇女和儿童作为目标，有的阻碍人道主义援助，有的妨碍解除武装的进程。

专家组在调查中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联合国

各相关机构和地方组织进行协作，还对包括武装团体的现成员和前成员等目击证

人进行访谈。与 18 岁以下的目击证人进行访谈时有合格的儿童保护工作者在场。

鉴于过去的经验和委员会提供的指导，专家组提出了数目有限的个案，确定对严

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的直接指挥责任。在确定案件和来源时，专家组采取措施，不

重复联合国主管小组正在进行的工作，特别是不重复联刚稳定团-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联合人权办公室和联刚稳定团的儿童保护科的工作。 

6. 根据第 1896(2009)号决议第 7 段，安全理事会扩大了专家组的任务规定，在

其中纳入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产品的进口商、加工行业和消费者进行尽责调查的

准则向第 1533(2004)号决议所设制裁委员会提出建议的任务。为此，专家组征询

有关会员国、区域和国际论坛、商业实体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意见，同时也依靠

自己对自然资源开采与资助武装团体之间联系的调查。第 320 至 326 段进一步说

明得出这些建议所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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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家组在临时报告中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矿山军事化的问题。在调查可

能为武装团体提供支助的网络期间，以及为制订矿产采购者尽责调查准则并了解

背景情况而进行实地考察期间，专家组遇到并记录许多有关刚果(金)武装力量内

犯罪网络非法参与自然资源开采的案件。专家组记录了这一利益冲突损害刚果

(金)武装力量有关保护平民及其财产的宪法使命的若干方式。为支持政府对付犯

罪网络的持续努力，专家组与刚果当局分享有关这些案件的相关信息。 

8. 专家组还收集和分析关于以下问题的现有信息：武器和相关物资的流动；开

展违反武器禁运活动的网络；会员国执行武器禁运措施的情况，包括对指定个人

和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情况。 

9. 专家组采用了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其 2006 年报告

(S/2006/997)中建议的证据标准，依靠真正的文件并尽可能由专家自己进行第一

手现场观察。在无法这样做时，专家组至少使用专家组评估为可信和可靠的 3 个

独立来源来确证信息。专家组已在本报告附上其认为对于进一步证实其调查结果

很重要的所有附件。如指明提供信息者的身份会使其面临不可接受的报复风险，

专家组则把有关证据及其他相关文件一起列入联合国档案。 

10. 根据第 1807(2008)号决议第 18 段，专家组分析了有关信息并与联合国组织

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交流。专家组感谢其得到的合

作，特别是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

方案、联合人权办公室、儿童保护科、民政科、政治事务司以及秘书长副特别代

表(法治)办公室给予的合作。专家组赞赏秘书长特别代表罗杰·米斯决定同意有

关特派团与专家组之间更系统分享信息的程序。专家组还感谢特派团给予的行政

和后勤支助。 

11. 专家组在实地考察期间会晤了范围广泛的对话者，其中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民政和军事当局、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区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非政

府组织、企业界人士、研究人员以及武装团体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和成员。附件

1 列有更多详细情况。 

12. 秘书长 2010 年 6月 25 日写信(S/2010/337)通知安全理事会，在菲利普·兰开

斯特(加拿大，武装团体)因个人原因辞职之后，他已任命史蒂文·黑格(美利坚合众

国，武装团体)，并任命穆克塔尔·科库马·迪亚洛先生(几内亚，海关和财政)为专

家组协调员。专家组的其他成员有 2010 年 2 月 25 日任命的雷蒙德·德贝莱(比

利时，武器)(S/2010/99)以及 2010 年 4 月 22 日任命的弗雷德·罗巴茨(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区域问题)和帕维乌·塔尔纳夫斯基(波兰，后

勤)(S/2010/207)。咨询人格雷戈里·姆坦布-索尔特(联合王国)协助专家组承担第

1896(2009)号决议第 7段所述任务，包括起草尽责调查准则。克劳迪奥·格拉米奇

(意大利)在任务的初期阶段也担任过咨询人。专家组四个月的信息管理工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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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a Papageorgiou(法国)的协助。专家组在任务期间还先后得到联合国秘书处政治

事务部两名政治事务干事Francesca Jannotti Pecci和 Stéphane Auvray的协助。 

 二. 背景 
 
 

 A. 区域事态发展 
 

13. 有关安全问题的区域合作继续得益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乌干达和布

隆迪外交关系的改善以及对加强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效力的再次承诺。这一重新

开始的区域合作仍然是该区域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的基石。如没有外国的支

持，该国的武装团体虽仍强大，但整体上被削弱了。 

14. 四国的总统和国防部长的会晤相当频繁。2008 年时他们的关系是以猜疑和

相互敌意为特点，现已不同，布隆迪和卢旺达两国总统今年都访问了金沙萨，

在保罗·卡加梅获得连任之后，卡比拉总统于 9 月 9 日在基加利出席了他的就

职典礼。 

15. 区域合作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

布隆迪两国政府于 2009 年 12 月以及与卢旺达政府于 2010 年 2 月签署了三方协

定提供了背景条件，建立了难民有组织回返其原籍国的框架。
1
 首批装载 240 名

布隆迪难民的车队于 2010 年 10 月 5 日从南基伍越过边界。虽然难民回返是一个

积极的事态发展，但今年因来自卢旺达的自发回返者以及经济移民抵达北基伍而

造成的紧张局势表明，考虑到未决土地问题的敏感性，如不对回返工作进行认真

和透明的管理，会有不稳定的风险。 

16. 联合国 2010 年 8 月发表“摸底调查报告”，
2
 其中建议设立一个司法调查委

员会。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三国政府拒绝接受该报告，但刚果民主共和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表示欢迎，认为报告“详细和可信”。 

17. 尽管在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卢民主力量和上帝军等外国武装团体方面进行了

区域协作，但这些行动无法消除这些团体的情况不断考验着区域各国政府之间的

信任水平。 

  卢旺达 
 

18. 南北基伍紧密跟踪 2010 年 8 月 9 日卢旺达总统选举的选前期间以及围绕选

举发生的事件。2010 年 2 月逃往南非的前将军 Kayumba Nyamwasa2010 年 6 月在

__________________ 

 
1
 根据难民署的数字，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有 73 254 名卢旺达难民(政府的

估计数)和 16 542 名布隆迪难民；卢旺达和布隆迪分别有 54 486 和 27 429 名刚果难民。 

 
2
 人权高专办，摸底调查报告，其中记录 1993 年 3 月至 2003 年 6 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犯下

的 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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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堡成为暗杀企图的受害者。2010 年 10 月 14 日，卢旺达当局再次逮捕反

对党领袖 Victoire Ingabire，指控其组建恐怖团体。 

  乌干达 
 

19. 乌干达国防部长 Crispus Kiyonga 和刚果国防部长 Charles Mwando Nsimba

于 2010 年 9 月在坎帕拉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双边会晤。在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双方同意尽一切可能消除上帝军和民主同盟军。乌干达还提出在其军事院校为刚

果(金)武装力量官兵提供培训。作为两国政府关系和睦的另一个迹象，乌干达当

局于 6 月 29 日在坎帕拉逮捕了解放刚果爱国阵线指挥官 Ngabo Gadi“将军”，9

月 1 日又逮捕了刚果人民正义阵线(正义阵线)领导人 Sharif Manda。Gadi 仍在

乌干达，而 Manda 已移交刚果当局。 

  布隆迪 
 

20. 反对党抵制 2010 年 6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恩库伦齐扎总统成为唯一的候选

人。民解力量领导人 Agathon Rwasa 逃到南基伍，怀疑他从那里准备再次发动其

运动的武装斗争。 

  苏丹南部 
 

21. 定于 2011 年 1 月举行的苏丹南部独立全民投票正在筹备当中，其结果将产

生深刻的政治和安全影响。上帝军 近转移到达尔富尔南部的行动引起怀疑，是

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B. 国家背景情况 

22. 2010 年 6 月 30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庆祝其独立五十周年。2011 年 11 月举

行的第一轮总统和立法选举的政治和技术筹备工作正在进行。 

23. 9 月 11 日，卡比拉总统无限期中止北基伍、南基伍和马涅马的所有采矿活动，

试图解决矿产贸易军事化的问题。报道指总统将该贸易的主宰势力形容为“某种

黑手党”势力，其矿业部长在 2010 年 9 月 12 日将其称为“黑手党式的集团，它

们强化长期存在的不安全情况，抵抗为稳定作出的努力”。 

 C. 总体安全环境 

24. 光是出于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以及缺乏基础设施的原因，像刚果(金)武装力

量 2010 年期间在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赤道省、马涅马省和东方省所做的那样，

要管理同时开展的军事行动，对任何一支国家军队而言都是一个重大挑战。 

25. 刚果(金)武装力量成功挫败了其针对的武装团体的活动，但没有决定性击垮

任何一个主要武装团体。制约刚果(金)武装力量的结构性因素已有详细记录：后

勤和通信能力有限、迟发军饷；纪律和多重指挥链等指挥与控制问题；以及整编

进程不彻底且越来越脆弱，导致经常出现逃跑行为(见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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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刚果(金)武装力量对联刚稳定团支持联合行动的条件感到灰心，在“阿马尼

利奥”行动期间，越来越多地依靠单边行动，这进一步限制了联刚稳定团对其行

为的影响。刚果(金)武装力量的行为继续存在问题。难民署 2010 年上半年报告

在北基伍发生 3 723 起事件，其中 1 302 起事件(35%)由刚果(金)武装力量造成，

相比之下，卢民主力量造成的事件为 698 起(19%)。当地民众指责刚果(金)武装

力量部队在行动中抢掠、焚烧整个村庄并折磨、强奸平民。截至 9 月 30 日，刚

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流离失所者总人数达到 1 709 591 人，其中北基伍和南基伍有

1 542 509 人，虽略低于 2009 年的数字，但表明这一总体不安全局势产生的人道

主义影响。 

  “阿马尼利奥”行动 
 

27. 继 2009 年 12 月“基米亚二号”行动结束后，2010 年 1 月启动了打击卢民主

力量和南北基伍残余刚果武装团体的“阿马尼利奥”行动。卢民主力量继续对平

民进行报复，但随着它适应新环境，与其他武装团体结盟并转移到越来越偏远的

地区，其行动势头已逐渐减缓。同时，各种经济活动、内部分裂以及由于 2009

年 3 月 23 日《和平协定》未得到彻底执行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使刚果(金)武装

力量内部人员的注意力被分散。 

28. 虽然卢民主力量的兵力从 2007 年内罗毕公报前估计的 5 800 名战斗人员下

降到 2010 年不超过 3 500 名战斗人员，但其指挥和控制结构仍基本保持完整，

在“阿马尼利奥”行动期间被制服的卢民主力量以及团结和民主联盟的中高级军

官只有少数几人。 

  “鲁文佐里”行动 
 

29. 2010 年 6 月 25 日，刚果(金)武装力量在没有联刚稳定团支持的情况下，对

民主同盟军发起单方面的“鲁文佐里”行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这一行

动导致贝尼县多达 100 000 名平民流离失所。随着战况减弱，2010 年 8 月一些人

已经返回。虽然行动第一阶段的成果有限，刚果(金)武装力量的伤亡较为惨重，

但9月 3日发起的第二阶段行动似乎使刚果(金)武装力量控制了民主同盟军的各

主要基地，驱散了其战斗人员。尽管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但民主同盟军的投降人

员没有增多，表明其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若得到喘息空间，将会重整旗鼓。 

  “鲁迪亚二号”行动和“铁石”行动 
 

30. 在东方省，针对上帝军的“鲁迪亚二号”行动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乌干达

人民国防军(乌国防军)、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丹解放军)在

中非共和国、苏丹南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军事行动。虽然上帝军袭击平民的

次数减少，但这种袭击继续发生，高峰出现在 2 月(18 次袭击、79 人被杀)和 7

月(27 次袭击、13 人被杀)，此外，上帝军还在中非共和国东部、苏丹南部和南

达尔富尔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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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为加强应对上帝军的国际合作采取了重大步骤。7月 2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

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各国国防参谋长商定，在栋古建立一个联合情报和行动中心，

以应对上帝军造成的跨界安全挑战。10 月 13 日和 14 日，非洲联盟在班吉召开上

帝军问题会议，会上提出若干建议，包括组建一个打击上帝军的非洲联盟联合旅。

国际支助巩固了愈加紧密的区域合作，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5月签署

的《上帝抵抗军解除武装和乌干达北部复原法案》（《上帝军问题法案》）将为区域

联盟部队提供的更多支助。受上帝军影响四国的五个相关联合国特派团也召开加强

区域合作的会议，此外，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925(2010)号决议中联刚稳定团的新

任务规定，若政府提出协助请求，则特派团可支助乌国防军等区域部队。 

32.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努力，但打垮上帝军的进展已经放缓。丧失实效的主

要原因是，上帝军转移到联盟部队和国际组织未获准进入的南达尔富尔。此外，

尽管联刚稳定团将存在扩大到六个基地，但由于实地资源仍不充裕，它无法向上

帝军也发动过攻击的下韦莱地区进行部署。尽管有联刚稳定团提供的后勤支助，

但刚果(金)武装力量缺乏运输、供应和通信条件。此外，大部分部队一年多没有

轮调，继续报告有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 

33. 在伊图里伊鲁穆县，刚果(金)武装力量“铁石”行动把伊图里爱国抵抗阵线

(抵抗阵线)和正义阵线民兵赶出了 Apa、Kule 和 Oku，但在赛姆利基河谷以及

Tchey、Tchekele 和 Mokato Ngazi 地区，小股团体仍然存在。9 月 1 日，乌干达

当局逮捕了正义阵线领导人 Sharif Manda。但被整编入刚果(金)武装力量的抵抗

阵线领导人科布拉·马塔塔 6 月初叛逃，开始在伊图里南部招募并重组一个民兵

团体。尽管仍有民兵存在，但伊图里发生的袭击相对有限。 

 

 三. 刚果武装团体 
 
 

 A. “马伊-马伊”谢卡/恩杜马保卫刚果民兵组织 
 

34. “马伊-马伊”谢卡(又被称为恩杜马保卫刚果民兵组织)是一个活跃在瓦利

卡莱县的武装团体。为了解“马伊-马伊”谢卡，专家组与采矿者、政府官员、

矿产交易商、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以及对竞相控制瓦利卡莱矿产贸易的网络有

专门了解和亲身经验的民间社会成员进行了多次约谈。这种竞争已对该县的安全

产生破坏性影响。从这些广泛磋商中，专家组得出结论，“马伊-马伊”谢卡是在

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结成的一个犯罪网络。 

35. 在对瓦利卡莱矿产贸易的控制中，该网络被排挤在一边，因为在 2009 年初，

该地区的军事控制权被交给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网络，以鼓励其整编加入刚果

(金)武装力量。在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第 212 旅抵达瓦利卡莱前，Sammy Matumo

上校的第 85 旅代该网络控制着比希埃锡石矿。第 212 旅取代第 85 旅显然威胁到

该网络的利益，它认为建立一个武装团体可以制造不安全，进而破坏前全国保卫

人民大会网络在瓦利卡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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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瓦利卡莱矿产交易商指出，在“马伊-马伊”谢卡形成之前，其领导人谢卡·纳

田保·纳塔贝里先与比希埃的采矿者合作社 COMIMPA 合作，后与拥有比希埃矿勘

探权的刚果矿业和加工公司合作。谢卡虽然以前没有军事经验，但于 2009 年 6

月动员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85 旅及其 Biruwe 军事基地的逃兵，成立了自己的团

体，该团体的战斗人员从未超过 70 人。2009 年 6 月和 8 月间，“马伊-马伊”谢

卡进行了 初三次袭击和抢掠，目标是该县的主要矿区 Obaye、Omate 和比希埃。

同时，戈马的高级军事官员指出，Matumo 不断为使自己重新部署到瓦利卡莱而奔

走游说。 

37. 众多可信的消息来源向专家组报告，自该运动 初阶段以来，刚果(金)武装

力量第八军区副指挥官 Etienne Bindu 上校一直支持谢卡，Bindu 来自于瓦利卡

莱，据报告是谢卡的叔叔。Bindu 投资并参与瓦利卡莱矿产贸易的时间很长，通

过这种方式，他建立了广泛的房地产投资组合，专家组已对此进行记录。刚果(金)

武装力量内部消息来源告诉专家组，Bindu 经常与谢卡通电话，并数次利用其控

制第八军区后勤物资的职务之便，向谢卡运送金钱、武器和制服。在 2010 年 9

月谢卡袭击基兰博机场并劫持人质之前，Bindu 的一名助手被逮捕，因其涉嫌向

谢卡透露飞机即将到达基兰博的信息。机场官员指出，Bindu 随即赶到，将其从

戈马刚果军事情报部门的羁押中解救。专家组还得到一个核实为谢卡使用的号码

的卫星电话记录，表明该号码经常用于与 Bindu 的弟弟摩根少校通话，摩根少校

是驻扎在比希埃附近的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212 旅的一名营长。 

38. 谢卡 初声称抵制当前在卢旺达的刚果难民返回瓦利卡莱县。但在与专家组

的约谈中，谢卡指出，刚果(金)武装力量对瓦利卡莱采矿活动的军事化是其反叛

的主要动机。在与专家组的电话访谈中，谢卡声称，斗争的目的是使许多矿场从

刚果(金)武装力量手中“解放”出来，包括 Mundjuli、Iramesu、Nkingwe 和 Ango

矿。专家组在瓦利卡莱和马西西约谈的矿产交易商表示，这些矿出产的大部分黄

金或是通过 Mubi 交易中心的交易商出售，或是在位于平加和尼亚比翁多之间的

Mutongo 市场上销售。Mutongo 的金价是每克 25 美元，比专家组调查的其他任何

矿产市场都低近 15 美元。 

39. 尽管人数有限，但“马伊-马伊”谢卡已对矿场和交易中心分别进行了十一

次行动。重要的是，谢卡受益于部署在其总部附近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和卢民

主力量战斗人员间的行动联盟。在这些袭击中，谢卡的大部分军事力量实际由

Seraphin Lionso 上尉领导的卢民主力量战斗人员构成。卢民主力量前战斗人员

告诉专家组，Evariste“Sadiki”Kanzeguhera 中校部署 Seraphin 上尉及其部队

专门协助谢卡进行抢劫和掠夺行动。 

40. 40. 此外，谢卡还得益于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指挥官 Emmanuel Nsengiyumva

的支持，此人 2009 年 12 月从其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2111 营营长的职位上弃职

而走。联刚稳定团表示，Nsengiyumva 自 2009 年 9 月起开始与 Sadiki 接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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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约谈的前战斗人员称，Nsengiyumva、Seraphin 和谢卡的总部各自为政。但

这三支部队联合计划并开展行动。 

41. 这三个武装团体开展的主要联合行动之一是在 7 月 30 日到 8 月 2 日抢掠了

座落在 Kibua 和卢伏恩吉之间的村庄。联刚稳定团联合人权办公室表示，在这四

天内，三百多人受到性暴力伤害。一名被移交给刚果(金)武装力量并接受专家组

约谈的行凶者称，谢卡本人直接下令进行强奸，有人曾向他建议，大规模使用强

奸将使其武装团体得到更多关注。谢卡的参谋长 Sadoke Kikunda Mayele 在 10

月 5 日被逮捕(另见第 145 和 146 段) 

42. 此外，谢卡反对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成员领导的刚果(金)武装力量部队的存

在，但与这一立场截然相反的是，众多可信的消息来源强调，谢卡和刚果(金)武

装力量第 212 旅指挥官 Yusuf Mboneza 上校之间间接进行合作。根据在瓦利卡莱

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的多个消息来源，Mboneza 与 Nsengiyumva 是堂兄弟，

自后者到达瓦利卡莱后，一直定期与其保持联系。在 Mubi 及基兰博机场遭到袭

击之前，第 212 旅部队多次在马伊-马伊战斗人员到达前不久从阵地撤离。专家

组从接近 Mboneza 的可靠来源处获悉，在被告知谢卡发动另一次袭击时，Mboneza

上校说“让他们也分一块”。 

43. 8 月 12 日，效忠 Makenga 上校的 Mboneza 被捕，原因是他不服从命令，打击

“马伊-马伊”谢卡不力。根据刚果(金)武装力量的消息来源，两派的前全国保

卫人民大会军官随即联合起来，要求立即将其释放。专家组约谈的目击证人称，

恩塔甘达派遣一百多名士兵，将与之对立的指挥官 Chuma 上校绑架，然后占领了

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强行释放了 Mboneza。 

 B. 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 

44. 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是一个洪德族武装团体，领导人是 Janvier Buingo 

Karairi“将军”。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的战斗人员人数介于400 和 600 人之间，

是北基伍 强大的马伊-马伊团体之一，其动员力量的基础是民众抵制难民回返以

及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土地冲突。据联刚稳定团报告，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政

治部门的主席是Hangi Augustin，其资助者包括戈马和金沙萨的政界人士。 

45. 在 2007 至 2008 年刚果爱国抵抗联盟与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冲突期间，

Janvier 曾是该联盟的一名成员。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本应与刚果爱国抵抗

联盟其他派别一道，在 2009 年初被整编入刚果(金)武装力量。但 Janvier 拒绝

整编，宣称刚果当局不能保证洪德族土地保有权的安全。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

盟当前位于卢克维提及其周边地区，控制的地方西到基兰博、Mutongo 和 Misao，

东至 Buboa、Butsindo 和 Buhato。自 2009 年中以来，Janvier 的总部一直设在

卢克维提，当时刚果(金)武装力量针对他们的行动导致平民遭到杀戮(见

S/2009/603，第 3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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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专家组在访问卢克维提期间，注意到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反叛者与当地

洪德民众之间的关系非常积极。在专家组进行的一次访谈期间，Janvier 说，自

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保护洪德民众免遭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入侵和土地侵

占。他还告诉专家组，他感到对政府的忠诚被出卖，政府把军队交给了全国保卫

人民大会。 

47. 专家组在卢克维提以西约谈的数个卢民主力量现役战斗人员表示，卢民主力

量北基伍区指挥官 Ntawugunka“Omega”Pacifique Israel 上校部署了一个连的

兵力，以加强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据点的外围地区。这些战斗人员向专家组

宣称，他们得到的指示是服从 Janvier 的命令。 

48. 专家组认为，在该地区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和卢民主力量之间关系密

切，这至少暗示，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和谢卡之间有间接联系，虽然在与专

家组的约谈中，Janvier 否认了这一点。 

49. 虽然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没有控制任何采矿区，但它确实控制着该地区

主要的黄金市场Mutongo。专家组约谈的几位地方商人说，来自瓦利卡莱整个地区

的黄金都在Mutongo 出售，卢民主力量从中收取税收。电话机、行李箱和衣物等从

瓦利卡莱掠获的财物也在Mutongo 市场上半价销售，在当地被称为“谢卡的礼物”。

Mutongo 还是 2010 年 9 月北基伍各武装团体开会的地点。根据联刚稳定团的消息

来源，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还大量招募儿童加入其队伍。专家组在访问卢克维

提并会晤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领导人期间，注意到一些这样的儿童。 

 C. 解放刚果爱国力量 

50. 一个前解放刚果爱国力量消息来源表示，这一武装团体 初在 2008 年 11 月

应对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在基万加的袭击时成立。2009 年 3 月，专家组约谈了四位

(前马伊-马伊)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他们曾在坎帕拉会晤解放刚果爱国力量

指挥官 Ngabo Gadi(简介见附件 2)。据联刚稳定团称，随后在 2009 年，Gadi 与

博斯科·恩塔甘达据报在坎帕拉进行的招募活动有关联。2010 年 1 月 1 日，Gadi

向霍加皮广播电台记者宣布解放刚果爱国力量的存在；随后，该运动基于反对当

前南北基伍和平战略的政治纲领在互联网上散发(附件 3)。 

51. 专家组在当前任务期内，监测解放刚果爱国力量的多族裔结盟项目。根据与解

放刚果爱国力量成员和代表以及其他武装团体成员的约谈情况，专家组估计，解放

刚果爱国力量的战斗人员不超过 300 人，该组织一直试图与活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东部的其他武装团体结成联盟。同时，根据专家组获取并核实的往来电子邮件，解

放刚果爱国力量的政治领导层还与海外的刚果人和大湖区的各国使馆进行接触。 

52. 2010 年 6 月中旬，专家组向乌干达当局提交了一些关于解放刚果爱国力量的

初步调查结果，并指出众多消息人士的证词证实，Gadi 频繁往来于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和坎帕拉之间，在那里举行政治会议。6月 29 日，乌干达军事情报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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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帕拉逮捕了 Gadi。自那以来，根据当地、官方和外交消息来源，Gadi 一直处

在监视之下，但没有受到正式起诉；刚果当局没有请求将其引渡。 

53. 专家组会晤了解放刚果爱国力量其他代表，包括来自刚果(金)武装力量第八

军区总部的刚果国民部队(解放刚果爱国力量军事部门)参谋长 Célestin 

Bisungu Kaluka 中校，一名情报官员和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 Freddy Gasava

上校，以及解放刚果爱国力量发言人和 2006 年国家选举候选人 Aimé Munyakazi。

这些对话者告诉专家组，他们不再认为 Gadi 是解放刚果爱国力量的领导人。专

家组仍要确定取代 Gadi 的人是谁。 

54. 在 2010 年 7 月访问期间，专家组注意到，解放刚果爱国力量成员来自于北

基伍不同的族裔群体，主要是胡图、图西、南德和洪德人。一些人先前曾是全

国保卫人民大会或刚果爱国抵抗联盟的成员，后来从刚果(金)武装力量脱逃。

根据联刚稳定团和解放刚果爱国力量的消息来源，2010 年 9 月，又有一名忠于

洛朗·恩孔达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 Charles Rusigiza 少校从刚果(金)武

装力量脱逃，加入了解放刚果爱国力量。 

55. 根据联刚稳定团的报告、刚果(金)武装力量的消息来源以及专家组约谈的一

名刚果爱国抵抗联盟干部，解放刚果爱国力量曾试图利用其掌握的内部情况，袭

击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武器库，尤其是在 6 月 2 日对布伦古发动袭击，劫走一挺

12.7 毫米口径机枪、一个 107 毫米口径火箭发射器(双管)、一门 75 毫米无后坐

力炮和大量弹药。一个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消息来源指出，袭击的目标是

Innocent Kabundi 上校(自 2009 年 4月以来担任刚果(金)武装力量 3区行动指挥

官，见 S/2009/603 附件 124)位于 Kabaragasha(距 Kichanga 地区布伦古 1 公里；

见附件 4)的住宅，用作武器和弹药库。Innocent Zimurinda 上校(自 2010 年 4

月以来担任刚果(金)武装力量 22 区指挥官，见 S/2009/603 附件 124 第 135、136、

154、161、166、239、250 和 257 段以及下文方框 4)。 

56. 解放刚果爱国阵线领导人 2010 年声称，已与数个武装团体达成支助协定，

其中包括各马伊-马伊团体、卢民主力量以及团结和民主联盟，专家组对此进行

了审查。专家组约谈的一个解放刚果爱国阵线代表声称，已与北基伍和南基伍数

个不同的马伊-马伊团体、联邦共和国部队以及前扎伊尔武装部队某些人员进行

了接触。虽然这些关系的牢固程度似乎可能被夸大，但两个刚果爱国抵抗联盟派

别、一名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军官以及一些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等众多武

装团体成员提供了第一手证词，证实了 Gadi 在 2010 年 6 月底被捕前进行招募活

动的报告。 

57. 解放刚果爱国阵线成员还告诉专家组，他们的运动与忠于恩孔达将军的前全

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保持对话，其中两人(Emmanuel Sengyumva 中校和 Charles 

Ruzigiza 少校)在专家组任务期间，从刚果(金)武装力量脱逃并加入解放刚果爱

国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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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刚果警察和军事情报官员告诉专家组，解放刚果爱国阵线与鲁丘鲁的马伊-

马伊 Complet 团体有联系。然而，Bisungu 中校(见上文第 53 段)宣称，在 Complet

团体 2010 年 6 月在尼亚米利马屠杀 27 名平民后，解放刚果爱国阵线已与其终止

了关系。三名前救世战斗军军官和一名目击证人称，2010 年年初，救世战斗军和

解放刚果爱国阵线的代表在尼亚米利马和Mutongo举行会议。根据这些消息来源，

Gadi 与救世战斗军北基伍第 2 蒙塔尼亚营指挥官 Védaste“Esdras”

Hatangumuremyi 中校曾出席其中一次会议。 

59. 专家组从另一个武装团体领导人和一名刚果(金)武装力量情报官员等若干

消息来源处获悉，解放刚果爱国阵线与团结和民主联盟之间有联系。根据联合国

的消息来源，Gadi 于 3 月 12 日在北基伍布尼亚登与团结和民主联盟的军事指挥

官 Musare“将军”会晤。一名前团结和民主联盟战斗人员告诉专家组，Gadi 在

被捕前不久，曾与一名团结和民主联盟代表在坎帕拉举行会议。一名刚果(金)武

装力量情报官员和其他消息来源指出，解放刚果爱国阵线曾以团结和民主联盟的

名义，从乌干达 Gisoro 的 Nakivale 难民营招募新成员。多个消息来源确认在该

难民营为团结和民主联盟进行的招募活动。 

60. 解放刚果爱国阵线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行动重要性。这一结盟反叛运动代表

着区域趋势的逆反潮流，并利用人们对与全国保卫人民大会达成和平安排的方向

和结果的失望。 

 D. 联邦共和国部队 

61. 专家组调查了联邦共和国部队中存在外国国民尤其是布隆迪人的情况、他们

在袭击中缴获大量武器和装备的情况以及与刚果(金)武装力量个别军官接触的

报告。与联邦共和国部队正在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活动有关的调查结果载于第

131 和 132 段。 

62. 联邦共和国部队是一支创立于 1998 年以抵抗刚果民主联盟(刚果民盟)的巴

尼亚穆伦盖族武装团体，后来在南基伍的高原上抵抗刚果(金)武装力量部署的军

队。与此同时，联邦共和国部队通过承认米内姆布韦为一个县来寻求巴尼亚穆伦

盖族的代表权。联邦共和国部队的主席是Venant Bisogo“上校”，
3
 参谋长是

Michel Makanika Rukunda“上校”。
4
 在其 2009 年 后报告中(S/2009/603，第

374 至 376 段)，专家组证实了 2009 年执行了至少 9 起即决处决和 2007 年 14 起

即决处决的报告。这些处决是按照Makanika上校和Bisogo上校的命令，由Mitabo

少校(现在为刚果(金)武装力量人员)监督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 

 
3
 原属扎伊尔武装部队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前上校，曾是朱尔·穆特布西的副手和“第47军团”的

领导人，曾参与2004年对布卡武的袭击，于2005从布隆迪渗透到刚果后逃往卢旺达并逃脱缉拿。 

 
4
 曾效忠于抵抗刚果民盟的帕特里克·马桑祖将军。他曾领导“Momravia 军团”，该军团从刚果

(金)武装力量主要由巴尼亚穆伦盖族组成的第 112 旅脱逃，而未对“第 47 军团”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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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刚果(金)武装力量继 2009 年 11 月发出 后通牒后，于 2010 年初发起了针

对联邦共和国部队的刚果(金)武装力量“阿马尼利奥”行动。在随后的交火中，

刚果(金)武装力量控制了卡蒙博和 Mibunda，把联邦共和国部队赶到了 Bijombo

地区 Bijabo 和 Ndobo 的高原密林营地中。 

  外国战斗人员的存在 
 

64. 包括逃兵在内的多个消息灵通人士一致认为，2010 年中期时在联邦共和国部

队中有大约 30 个布隆迪人。一位消息人士报告，在 Lubinganyoni 接受军事训练

的人员中，有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儿童。据说有许多人原是被招募来做牧牛人的；

一位前战斗人员说，其中级别 高的军官是一名少校。官方宣布 2010 年 2 月在

卡蒙博的行动中抓获了一名布隆迪战斗人员，一名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官员证实

了这个说法。专家组还收到可靠报告，指可能与布隆迪一个反对党——社会民主

运动(MSD)有关的 8 名前布隆迪武装部队成员于 2010 年 8 月抵达。9 月 10 日，联

刚稳定团帮助遣返了 7名社会民主运动成员，这些人在加入联邦共和国部队的途

中被刚果当局在鲁齐齐平原抓获。这一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布隆迪消息来源关于社

会民主运动和联邦共和国部队之间存在联系的说法。 

  武器和装备来源 
 

65. 据刚果情报官员和刚果(金)武装力量官员报告，联邦共和国部队配备了迫击

炮、火箭发射器、比利时轻型自动步枪、卫星电话和甚高频无线电设备。这些主

要是在突袭中缴获的或者与同情他们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官员私下接触来购得。 

66. 联邦共和国部队在 2009 年 12 月对米内姆布韦中心，在 2010 年 5 月对

TransAfrika 矿业公司经营的两处地点进行了突袭，截获了大量武器和装备。专

家组采访了这两起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些案件表明较小规模武装团体仍然

有能力暴露刚果(金)武装力量和联刚稳定团在其声称已控制的区域为民众和经

济行为体提供安全保障方面的局限性。 

  对刚果(金)武装力量米内姆布韦中心特种旅总部的袭击 
 

67. 2009 年 12 月 9 日，联邦共和国部队袭击了刚果(金)武装力量在米内姆布韦

的第 422 旅总部，该地点距离联刚特派团的一个军事基地 50 米。参与了此次袭

击的前战斗人员说，袭击目标是杀死指挥官，作为 近针对联邦共和国部队采取

行动的报复，并截获武器和弹药。刚果(金)武装力量至少有 10 名士兵被打死，2

名士兵被俘；指挥官 Santos 上校受了重伤。目击者描述，凌晨有 30 个人在刚果

(金)武装力量被占领的仓库中搬运弹药箱和武器。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告知联

刚稳定团工作人员，联邦共和国部队截获了 3 件重武器、2 支 AK-47 步枪和 2 250

发子弹。1 位突袭的参与者告诉专家组，它搞到了 50 箱弹药、3 颗火箭榴弹、1

挺机枪和大概 120 支 AK-47 步枪。另一位声称，它拿走了大约 80 箱弹药、15 挺

突击步枪、3挺机枪和 2颗火箭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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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TransAfrika 资源公司掠夺的设备 
 

68. 2010 年 5 月 5 日，约 60 名联邦共和国部队战斗人员抢劫了 TransAfrika 公

司在米内姆布韦中心以南 Rugezi 和 Bigaragara 的黄金勘探营地。专家组看到并

经与 TransAfrika 公司代表的访谈等若干访谈证实的报告表明，联邦共和国部队

抢走了超过 8 000 美元和 5 000 南非兰特的现金、1 部宽带全球局域网卫星数据

设备、2 部卫星电话、3 个全球定位系统设备、6 部甚高频送受话器、10 部移动

电话、几本护照、3 个笔记本电脑、4 台照相机、地质装备和可能 2 台发电机。

专家组对这一事件的进一步调查结果载列于本报告自然资源一节。 

  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转让武器和制服 
 

69. 专家小组 2009 年的 后报告(S/2009/603，第 233 段)提出关于联邦共和国

部队与忠于洛朗·恩孔达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之间联系的调查结果。专家

组已获得来自 5 个可靠和独立消息来源的报告，说 6 月下旬联邦共和国部队指挥

官 Makanika 上校和刚果(金)武装力量“阿马尼利奥行动”南基伍副指挥官

Sultani Makenga 上校在 Lulambo 附近秘密会谈(见 S/2009/603，第 184、190 和

366 段以及附件 124；S/2008/773，第 21、36、168 和 176 段；S/2008/772，第

25 和 29 段以及 S/2008/43，第 54 和 63 段)。 

70. 据当地一个可靠消息来源(他自己不在现场)报告的几位目击证人的陈述，并

经一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证实，在会议结束时，Makenga 上校给了 Makanika 上校

12 支 AK-47 步枪、至少 1 挺机枪、一个火箭榴弹发射器和几箱弹药。2 个可以较

好接近联邦共和国部队的消息来源证实了武器交接一事，其中 1 人声称 4 月

Makenga 上校还提供给联邦共和国部队数量不明的新甚高频无线电设备。 

71. 专家组收到了几个独立消息来源的报告说，联邦共和国部队继续从刚果(金)

武装力量高原区营队内同情他们的联络人那里购买武器和弹药。刚果当局说几名

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与几起类似的武器和弹药转让有牵连，但专家组还无法独

立核实这些指控。专家组收到来自刚果官员的可靠报告，指在 5 月 25 日，1 名刚

果(金)武装力量上尉(前联邦共和国部队人员)因为向联邦共和国部队销售军服

而被捕。7 月 24 日，另一名刚果(金)武装力量上尉(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成员)

因向联邦共和国部队提供武器和军服被第 10 军区成员逮捕。 

  与其他武装团体的联系 
 

72. 专家组 2009 年 后报告(S/2009/603，第 47 至 51 段)提出的调查结果表明

过去联邦共和国部队和卢民主力量之间有关联。这种联系的基础是其长期共同存

在以及在牛市场上有共同利益，并且还可能因为应对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压力而

得到加强。刚果高级安全官员、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社区领袖、联刚稳定团

和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卢民主力量前战斗人员告知专家组，联邦共和国部队

仍与卢民主力量保持接触。联刚稳定团报告说，刚果(金)武装力量和当地社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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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一小伙卢民主力量分子参与了2009年12月9日对米内姆布韦的袭击。刚果(金)

武装力量的各种消息来源告知联刚稳定团，卢民主力量 2009 年 11 月从位于

Luberizi 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培训中心掠夺的武器随后被分给或者卖给联邦共

和国部队。前战斗人员和接近联邦共和国部队的消息人士坚持说两者之间没有正

式结盟，但承认它们仍在保持联系，避免对抗。 

73. 包括1个在坎帕拉和1个来自解放刚果爱国阵线内部的消息来源在内的几个

独立消息来源告知专家组，联邦共和国部队已同意加入解放刚果爱国阵线联盟，

并在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的情况下声称，持不同政见的前卢旺达将军 Kayumba 

Nyamwasa 可能为他们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见第 164 段)。 

  资金来源  
 

74. 联邦共和国部队继续通过在路障处非法征税以及获取高原社区和移民社群

的自愿捐款来为自己筹资。在对米内姆布韦的访问期间，专家组获悉这里有 4 处

路障，其中一处离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1122 营在 Irango 的阵地几百米远。联邦

共和国部队在此向集市日过往此处的人每人索取 1 500 至 3 000 刚果法郎。据当

地和联合国的消息，巴尼亚穆伦盖族社区和世袭酋长向联邦共和国部队捐献食品

和牛。 

 四. 外国武装团体 
 
 

 A. 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 
 

  救世战斗军 
 

75. 2009 年 11 月 17 日，德国当局逮捕了卢民主力量主席伊尼亚斯·穆尔瓦纳什

亚卡和第一副主席斯特拉敦·穆索尼。专家组 2009 年 后报告(S/2009/603,第

91 段)的调查结果表明，穆尔瓦纳什亚卡还是卢民主力量武装部队救世战斗军的

高指挥官。穆索尼还是救世战斗军司令部司令，对卢民主力量侵犯刚果平民的

行为承担事实上的责任。根据专家组访谈的许多前战斗人员，虽然这些逮捕行动

打乱了卢民主力量的政治结构，但对战斗人员士气的影响并不如预期那样显著。

前战斗人员告知专家组，对他们实施了军事行动以来，士兵们越来越疏远卢民主

力量散居国外的领导人，认为他们生活相对舒适。同时，战地指挥官的运作也有

了更大的自主权。 

76. 按照卢民主力量规章的预先规定，穆尔瓦纳什亚卡和穆索尼自动被他们的

副手取代。第二副主席 Gaston“Rumuli”Iyamuremye 将军成为主席，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东部领导卢民主力量。专家组在法国约谈的一名前卢民主力量高级军官

说，负责对外宣传的卢民主力量执行秘书卡利克斯特·姆巴鲁希马纳承担了第一

副主席的额外职责。卢民主力量军官和一位接近该组织的知情人士证实，姆巴鲁

希马纳与卢民主力量政治和军事领导保持接触，定期接收来自实地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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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指挥官保证穆尔瓦纳什亚卡和穆索尼将很快被德国当局释放。然而，10 月

11 日，姆巴鲁希马纳自己被法国当局按照国际刑事法院 2010 年 9 月 28 日的密封

逮捕令逮捕。 

77. 专家组收到了来自卢民主力量知情人士有关区域支持网络的作用和构成的

详细信息(见附件 5)。专家组已准备好向东道国政府转交被认为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的人员名单。 

军事行动对兵力的影响 

78. 随着 2009 年 12 月“基米亚二号”行动的结束，刚果(金)武装力量宣布 2010

年 1 月发起“阿马尼利奥”行动，联刚稳定团为此提供有条件的支持。虽然这些

连续性的行动并没有成功击败卢民主力量，但已破坏了该团体的稳定，特别是通

过促使人员不断叛逃和破坏该团体获得主要收入来源的途径。 

79. 联刚稳定团的统计数据显示，军事行动结合正在进行的说服战斗人员投降的

宣传活动，继续减少救世战斗军的兵力。2010 年前 9 个月，解除武装、复员、遣

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科复员了 1 206 名卢民主力量战斗人员，包括 744 名卢

旺达人和 462 名刚果人，与此相比，2009 年是 1 997 人。但是，虽然卢民主力量

每月平均复员人数从2009年的166名下降至2010年的134名，这一数字仍是2009

年以前 50 名的二倍多。应当指出的是，从卢民主力量复员的刚果战斗人员从 2009

年的 433 名上升至 2010 年前 9 个月的 462 名。这可能反映了卢民主力量的招募

方式更加孤注一掷(另见第 137 和 138 段)。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未参加正式复员

进程而开小差的未知战斗人员数目。 

80. 救世战斗军领导层为应对压力，决定把部队分散成更适合游击战的小规模部

队，这为战斗人员的离开提供了便利。这种战术选择削弱了指挥和控制，造成了

让很多人逃跑的机会。 

81. 专家组访谈的军官和战斗人员强调说，在军事行动前，从北基伍遣返的很多

人在远离基地的地方参与经济活动。军事行动使他们不知所措，很多人选择了遣

返，通常情况下是抛弃了家人。同样，许多家庭为躲避行动造成的危险而逃离，

使相关的战斗人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根据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

社会和重新安置科的数据，大多数遣返战斗人员是低级别人员。 

82. 前战斗人员告知专家组，许多卢民主力量的叛逃者，包括一些高级政治干部

和军事指挥官，2010 年在刚果、赞比亚和乌干达(其中一些人在该国被逮捕)等邻

国寻求避难。其他叛逃者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 

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方案的障碍 

83. 卢民主力量战斗人员叛逃仍然是即困难又危险。一位专家组访谈的卢民主力

量前高级军官说，卢民主力量指挥官穆达库穆拉将军(2005 年 11 月被委员会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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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向制裁对象)2009 年发出警告说，那些考虑离开该组织的人可能被处决。军

事和文职情报单位在监视战斗人员、其家属和卢旺达难民。被遣返到卢旺达的战

斗人员描述了一种不信任的情况，即“任何人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84. 刚果(金)武装力量针对卢民主力量和其他武装团体的行动理应为解除武装、

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活动做准备，为投降和遣返提供一个安全的渠

道。但是专家组收到的个案报告表明，一些卢民主力量战斗人员在向刚果(金)武

装力量投降时被杀害。在一起事件中，Jean Marie Vianney Ntahombukiye 中校，

别名 Milano Igiraneza，卢民主力量南基伍行动区的规划首脑，于 4 月 10 日在

姆文加的 Kashele 附近被据信属于 Chiviri 上校指挥的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323

营的士兵处决。据刚果(金)武装力量和联合国的可靠消息来源描述，由护卫人员

陪同的这名卢民主力量官员在被杀前已向刚果(金)武装力量投降。据报，Milano

中校携带有相当数量的黄金，料被他的俘获者拿走。刚果(金)武装力量承诺调查

这一事件。 

 

方框 1 

和平与和解组织向加丹加迁移人员 

 专家组核实了卢旺达复员和复员援助委员会提供的详细文件，其中表明在

非政府组织-和平与和解组织的倡议下被带到卢旺达的据称是卢民主力量前战

斗人员(44 人)和家属(14 人)的 58 人中，有 26 名是没有军事背景的刚果国民。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和平与和解组织的主席 Daniel Ngoy Mulonda 否认在那些

“遣返”人员的国籍或者背景方面犯了错误。 

 以下摘要依据的是专家组与被和平与和解组织送往卢旺达人员中的卢旺

达和刚果前战斗人员和平民的访谈。根据和平与和解组织和卢旺达复员和复员

援助委员会的文件以及联刚稳定团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和其他来源核对了细

节，以确认可靠性。 

 方案的目标是让活跃的卢民主力量战斗人员加入迁移方案。在和平与和解

组织宣传者的引诱下被遣返回卢旺达的人许多来自基布姆巴境内流离失所者

营地。宣传者在该营地中说自己是卡比拉总统的特使，并承诺加入该方案可获

得各种奖励，包括可观的现金津贴、在加丹加的田地甚至是在金沙萨设施齐全

的住房。其他一些人是想上缴武器换取现金的刚果前战斗人员，但是却被和平

与和解组织带到了加丹加。 

 那些告诉和平与和解组织他们是刚果人的人员被允许留在该方案中，只要

他们能说基尼亚卢旺达语并假装自己是卢民主力量人员。其他人不记得被要求

说明自己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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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5 月至 7 月，和平与和解组织将大约 300 人迁移到加丹加的

Kisenge。到达加丹加后，这些人的刚果身份证就被没收。在那里他们被安置

在以前的一个难民署安哥拉难民营内，该营由卢民主力量 1名前任宪兵替和平

与和解组织管理。受访者抱怨说，食品不够、没有药也没有工作。联合国，包

括难民署和红十字会的来访者屡次被拒绝进入。 

 被送往卢旺达的 58 人逃离了加丹加的营地，走了 60 公里后在 Kasaji 被

刚果警察扣押。其中 26 名刚果人同意被送往卢旺达，希望能回到在北基伍的

家。尽管那些被迁移的人包括刚果和卢旺达平民、卢民主力量、全国保卫人民

大会、刚果(金)武装力量和刚果爱国抵抗联盟前战斗人员等各种人员，但在和

平与和解组织提交给卢旺达当局的文件上，所有 58 人，不论是战斗人员(43

人)还是家属(15 人)均被描述为“卢民主力量人员”。真正的前卢民主力量战

斗人员均得到更高的等级，甚至 1名 3 岁儿童也被称为“战士”(见附件 6)。

刚果当局正式拒绝接收他们之后，所有人都自行穿越边界回到北基伍。 

 一个极大的风险是，管理不善的迁移举措可能破坏卢民主力量和卢旺达政

府对 2007 年《内罗毕公报》商定的未来迁移(和安置)提议的信心。9 月 13 日，

专家组在与总统安全顾问的会议上对和平与和解组织行动的管理表示关切。据

联刚稳定团的报告，10 月中旬，由 30 名男子、12 名妇女和 28 名儿童组成的

另一伙人员 近从营地回到 Kasaji，他们抱怨营地存在营养不良和疾病现象。 

 专家组先前描述了联刚特派团在刚果(金)武装力量一位高级官员位于乌

维拉的房子里查获一处武器库存的情况(S/2009/603，第 30 段)。和平与和解

组织声称对这些武器负责，但专家组发现有迹象表明这些武器与仍由武装团体

控制的库存有关。和平与和解组织的“现金换武器”武器收缴方案仍在南北基

伍继续，由共和国卫队的人提供保护。在北基伍，和平与和解组织声称到目前

为止已收回 5 764 件轻武器、31 件重武器和 3 584 个爆炸物，但这没有得到

独立核实。和平与和解组织代表告诉专家组，所有收缴的武器均移交给刚果

(金)武装力量。 

 
 
 

招募 

85. 根据专家组约谈的几名救世战斗军军官，救世战斗军的领导人下令招募新兵

以弥补其战斗人员的损失。联刚稳定团的统计数字显示救世战斗军中有大量刚果

战斗人员：从 2010 年 1 月到 9 月底，加入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

重新安置方案的 1 206 名战斗人员中，有 462 名(38%)为刚果国民。如下文第 137

段所述，这一案例中有很高比例的刚果战斗人员不足 18 岁。 

86. 卢民主力量的策略是，在达成谈判之前坚持抵住压力。为此，该武装团体控

制着森林中的卢旺达难民，部分是为了证明它的斗争是正义的，部分是为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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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因为如果战斗人员的家人返回卢旺达，这些战斗人员也可能将随之而去。

这些人还是招募士兵的重要后备库。位于马西西的卢民主力量军需处一位前成员

向专家组解释说，Gaston Iyamuremeye 将军已采取阻止遣返的严厉措施来应对

“我们的团结”行动。然而专家组访谈的几名卢民主力量军官说，新招募的士兵

人数不足以弥补损失。此外，新招募人员缺乏训练和经验，降低了组织的战斗力。

专家组在计算卢民主力量现在的兵力时比较谨慎，但一位卢民主力量前高级军官

透露，其总数不超过 3 500 人。 

与其他武装团体的接触 

87. 根据联刚稳定团采访的一名卢民主力量军官，2009 年 3 月卢民主力量执行委

员会作出决定，与马伊-马伊民兵各团体和包括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在内的其他敌

视政府的武装团体联合行动。每个营可自行决定与其区域内的其他武装团体合

作。合作可以扩大到开展联合行动和给这些团体提供武器。这项决定是卢民主力

量增强战斗力的手段，企图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其放弃对他们的军事行动。

与卢民主力量协作的刚果武装团体包括：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解放刚果爱

国力量、联邦共和国部队、民族解放力量、团结和民主联盟、雅库通巴派马伊-

马伊民兵、谢卡以及刚果爱国抵抗联盟。卢民主力量提供的支持可能助长南北基

伍武装团体的增多和其信心的增强。 

88. 据马西西、戈马和基加利的可靠消息人士，卢民主力量可能正在考虑加入一

个新的卢旺达反对派政治结构。根据专家组获得的一份文件，2010 年 10 月 12

日在Kibua举行了一次会议来决定由谁代表卢民主力量参加即将在南部非洲举行

的会议。专家组档案内的这份文件显示，拟创建一个 30 个席位的反对派政府，

其中卢民主力量占 15 个席位。 

军事行动对财政的影响 

89. 对卢民主力量的军事行动扰乱了其对几项经济活动的控制。卢民主力量通往

矿区的道路被封锁，或者至少因为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存在而不易进出，很多情

况下也受到平民劳力逃跑的影响。武装团体的木材和木炭贸易需要使用刚果(金)

武装力量控制的道路，所以即使有中间商的介入，货物也可以被没收，利润微乎

其微。此外，将经济活动剩余收入交给高层人士的渠道也不如以往；卢民主力量

的各部分日益被迫独立生存，而不是一起合作。但是专家组并不怀疑如果刚果

(金)武装力量的军事压力减弱，该组织有能力恢复并重新确立其领土控制和收

入基础。 

90. 专家组了解到，以前位于 Kasuo(北基伍)和桑基、Kisanya 和 Kingizi(南基

伍)的卢民主力量联络队迫于军事行动的压力已撤出各自地区。这些靠近乌干达、

布隆迪和坦桑尼亚边界的联络队在对卢民主力量的后勤支援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但是，有证据表明，它们已向西移动，进入临近的加丹加和马涅马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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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刚稳定团的报告和专家组采访的一名卢民主力量前军官，以前部署在 Kingizi

并由 Franklin Habimana上尉率领的一个30人团体已转移到加丹加北部Bendera

东南 80 公里的 Mitumba 山区，在那里与当地的马伊-马伊民兵团体建立了联系，

并对刚果(金)武装力量和当地居民展开了攻击。据报，另一规模更大的团体已从

Kisanya 转移到马涅马省东部。 

绑架 

91. 2010 年卢民主力量进行的绑架和劫持人质事件似乎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

上是报复战略的延续，同时也是经济利益驱动：大多数绑架是在抢劫事件中发生

的，索要赎金也越来越频繁。 

即决处决 

92. 一名高级军官向专家组提供了 2001 年至 2009 年底，遵照救世战斗军司令部

的命令即决处决的 10 名救世战斗军军官和战斗人员的情况。其中大部分处决都

被多种来源证实。 近的一次是 2009 年末，据报穆达库穆拉将军下令处决Jean de 

Dieu Habimana少校，别名Aborogaste Carlos。
5
 正式理由是，Habimana被指控

想去赞比亚与妻子团聚，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拒绝执行在莱梅拉附近的Lubanga实

施报复性袭击的命令。
6
 前卢民主力量军官解释说，处决军官或更低级士兵的决

定分别有计划地通知了伊尼亚斯·穆尔瓦纳什亚卡和穆达库穆拉将军。 

武器 

93. 专家组收到的资料表明，卢民主力量使用的许多武器状况欠佳。据报，武器

来源如下： 

 (a) 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库存； 

 (b) 蒙博托政府及其盟友运送(1996 年)； 

 (c) 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政府及其盟友运送(1998 年至 2002 年)； 

 (d) 购买或与刚果武装部队交换(2002 年起)； 

 (e) 与卢旺达爱国军/卢旺达国防军和全国保卫人民大会作战的战利品； 

 (f) 与刚果(金)武装力量作战的战利品(2009 年“我们的团结”行动开始之

后)； 

 (g) 外部来源(少量)。 

前战斗人员告知专家组，由于缺乏口径标准化，一些武器已被遗弃。 
__________________ 

 
5
 南基伍行动区行动军官的助手。 

 
6
 2008 年，穆达库穆拉下令处决 Emmabuel Munyandarutya 少校，别名 Mitsi，他被怀疑想返回

卢旺达。其他案件在联合国档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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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3 名卢民主力量前高级军官告知专家组，卢民主力量在恩托托的总部存放着

有 3 枚导弹的萨姆-7 型 Strela 地对空导弹系统。卢民主力量的前身卢旺达解放

军在 1998 年与刚果民盟在 Mount Ngoma 的一次战斗中缴获了该导弹系统。专家

组认为该导弹系统还可以使用的可能性不大。 

95. 专家组还获悉，卢民主力量还拥有津巴布韦 Z1 杀伤人员地雷、来源不明的

压发雷和 RPO-A“Shmell”型热压弹药。 

96. 2010 年 9 月，受卢旺达当局的邀请，专家组采访了被羁押在基加利中心监狱

的前救世战斗军 2 位营长。两人均声称他们曾与卢旺达反对派政界人士接触过。

专家组打算就此事采取后续行动。 

  团结和民主联盟 
 

97. 团结和民主联盟是其现任主席 Jean Marie Vianney Higiro 和执行秘书 Fé

licien Kanyamibwa 成立的一个由 200 人到 250 人组成的小团体。Kanyamibwa 在

卢民主力量领导人于 2004 年分裂后移居美国。据专家组约谈的几位前任干部和

战斗人员说，Kanyamibwa 负责国际和实地行动的协调。团结和民主联盟的武装部

门自 2006 年以来一直由前卢民主力量旅长 Damascène“Musare”Ndibabaje 准将

领导。团结和民主联盟总部设在 Mashuta，其部队部署在 Ruhanga、宾扎和

Kanyatsi(见附件 7)。 

即决处决 

98. 2009 年 1 月以来，专家组接到关于 5起团结和民主联盟战斗人员即决处决案

件的报告。在 2010 年 2 月 12 日 近的一起案件中，“Sepela”上尉在 Musare 主

持的法庭宣判他死刑后，在团结和民主联盟总部被处死。 

 

 

 

 

 

 

 

 

 

99. 前团结和民主联盟战斗人员告诉专家组，团结和民主联盟各级的士气都很低落。

专家组的问讯表明，团结和民主联盟无法招募足够的人员来跟上开小差的速度。 

方框 2 

妨碍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方案 

 专家组调查了 2009 年 2 月 7 日发生的 158 名团结和民主联盟战斗人员和

家属一夜之间消失无踪的事件。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他们一直聚集在 Kasiki

附近的一个营地，决定到底是加入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迁移方案还是被遣

返卢旺达。Felicien Kanyamibwa 在公开声明中指责卢旺达国防军和刚果(金)

武装力量部队袭击该营地，企图屠杀里面的人(见附件 8)。根据联刚稳定团的

文件和曾在 Kasiki 的前团结和民主联盟军官所述，大部分聚集在营地的人表

示希望返回卢旺达(见附件9)，但Kanyamibwa命令团结和民主联盟准将Musare

撤离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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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专家组获得的来自几名前战斗人员的情报显示，团结和民主联盟与拉方丹

派刚果爱国抵抗联盟关系密切，包括联合开展训练和行动。一名前战斗人员向专

家组确认了联刚稳定团收到的情报，即几名马伊-马伊民兵领导人 2010 年 9 月 10

日至 14 日在 Alimbongo 以西的邦亚坦哥会晤了一名团结和民主联盟指挥官和几

名解放刚果爱国阵线战斗人员。 

团结和民主联盟与救世战斗军之间的接触 

101. 几名团结和民主联盟军官告诉专家组，自“我们的团结”行动以来，Musare

将军与Sabena救世战斗军第3营营长Védaste Hatungumeremyi上校(别名Esdras

或 Kaleb)达成默契，相互提供支持。 

102. 专家组收到有关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与团结和民主联盟为重新联合进

行接触的无数可信报告。这些接触是在新泽西的 Kanyamibwa 发起的。他的兄弟、

担任团结和民主联盟在挪威的代表的 Emmanuel Munyaruguru 被选派在各方之间

进行调解。一名接近后备旅指挥官“Kalume”Nzabamwita“上校”的前救世军战

斗人员证实，救世战斗军与团结和民主联盟的和解是 2010 年 4 月举行的一次为

期一周的指挥官会议的主要议题。 

 B. 上帝抵抗军 

103. 在乌国防军 2008 年 12 月 14 日发起“闪电行动”后，Joseph Kony 和大部

分上帝军领导人离开加兰巴国家公园，在中非共和国东部寻求避难。据当地分析

家、乌国防军消息来源和前战斗人员对专家组的情况介绍，2009 年 7 月，为应对

来自乌国防军的压力，Kony 下令上帝军所有残余人员到中非共和国东部与他会

合，以便向苏丹达尔富尔挺进。虽然几股上帝军人员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

(Niangara 到栋古一线以北)和中非共和国东部一些地方，但多数似乎已经转移到

或接近南达尔富尔。媒体报道了他们在那里与当地自卫队和达尔富尔武装团体，

包括解放与正义运动的几次冲突。这些冲突已经得到乌干达和美国军方消息来源

的证实。 

104. 上帝军继续使用暴行包括断肢来阻吓告密者，并继续绑架儿童充当战斗人

员和性奴隶。
7
 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说，2010 年 1 月至 9月，上帝军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杀害了 233 人，绑架了 279 人。这比 2009 年的数字(1 098 名平民被杀，

1 624 人被绑架)大大减少。不过，这个数字的减少可能是因为其许多干部已经转

移到中非共和国东部和苏丹南部。总体而言，据报上帝军叛乱分子自 2008 年 12

月以来在三个国家杀害至少 2 000 人，迫使 40 万人逃亡。估计仍有 268 000 人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的东方省流离失所，在苏丹南部西赤道州有 12 万余人，

在中非共和国东南部有 3 万人。 
__________________ 

 
7
 联刚稳定团儿童保护科记录了上帝军 2010 年 1 月至 9月在东方省绑架儿童、包括 93 名女童的

184 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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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富尔的存在 

105. 专家组注意到上帝军进入南达尔富尔造成的危险。目前这是一个人迹罕至

的地区，不仅该区域部队无法开展联合军事行动，国际组织也无法进入。 

106. 专家组试图核实联刚稳定团和乌干达当局的报告，即上帝军代表团和苏丹

武装部队军官 2009 年 10 月在中非共和国-苏丹边界进行了接触。据专家组约谈

的两位目击者说，上帝军特派团的目的是重建与苏丹当局的关系，并请求提供援

助，包括安全通过和 Joseph Kony 的政治庇护。这个由 Kony 首席保镖 Otto Agweny

率领的特派团于 10 月 4 日抵达在 Am Dafok 的苏丹军事基地(靠近中非共和国/苏

丹边境)，在该地区逗留到 10 月 9 日。在 Am Dafok，他们会晤了苏丹武装部队指

挥官，包括一名中校(自称是来自喀土穆的情报官)和一名自称为苏丹武装部队西

区指挥官的军官。 

107. 专家组了解到，举行这次会议是上帝军而不是苏丹当局提出的。据目击者

说，会议没有做出决定，但据报苏丹武装部队向上帝军代表团提供了他们的移动

电话和卫星电话号码，以方便今后与 Kony 联络。专家组要求苏丹当局提供有关

这次会议内容的资料，但尚未收到对其 7 月 23 日信函的答复。专家组将继续寻

求会员国的协助，调查可能从其他国家支持上帝军的个人。 

 C. 民主同盟军 

108. 2010 年 6 月 26 日，刚果(金)武装力量对民主同盟军发起“鲁文佐里行动”。

民主同盟军是一个乌干达人领导的伊斯兰武装团体，1990 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北基

伍北部边境地区和伊图里南部活动。民主同盟军的公开政治计划是在乌干达建立

一个伊斯兰政府。民主同盟军从 1999 年至 2000 年得到苏丹的军事支持。自 2005

年 12 月刚果(金)武装力量和联刚特派团对其采取上一次军事行动以来，民主同

盟军似乎已经重新集结。2005 年以前，大多数民主同盟军战斗人员似乎是刚果人。

自那以后，该组织开始倾向招募乌干达战斗人员。 

109. 民主同盟军的军事结构见附件 10。该组织的头目仍是在伦敦的穆斯林神职

人员 Jamil Mukulu。专家组约谈了 近叛逃的两名民主同盟军高级指挥官。他们

说，只有少数乌干达战斗人员知晓民主同盟军的战略，各项重大决策都需要Mukulu

核准。他还经常收到来自实地的情况汇报。在刚果(金)武装力量的行动开始后，

Mukulu 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以提高士气，并指挥民主同盟军的防御。 

110. 2010 年，有未经证实的报告说，在民主同盟军控制领土上看到直升机(见

第 288 段)。 

外国训练员 

111. 一名前民主同盟军指挥官、两名前战斗人员和联合国消息来源告诉工作

组，民主同盟军在贝尼县 Eringeti 以东 Nadui 的主要总部周围设立了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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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来，外国训练员在这里讲授城市战和恐怖战术。民主同盟军指挥官描述了

巴基斯坦训练员 2009 年和两名摩洛哥训练员 2010 年在 Mwalika 营地讲授的两堂训

练课。专家组与在Butalingwa的国家情报局证实了两名摩洛哥训练员的名字。 

  资助 
 

112. 在专家组 2009 年任务期间，乌干达当局就联合王国和肯尼亚的乌干达人

给民主同盟军的财政支持提供了可靠信息。2010 年，民主同盟军的两名前高级战

斗人员告诉工作组，民主同盟军收到 Mukulu 在伦敦通过西联汇到贝尼和布滕博

的钱。刚果军事情报官员后来告诉专家组，他们逮捕了一些据他们说代民主同盟

军接收汇款的人。遗憾的是，专家组未获准约谈主要嫌疑人。刚果(金)武装力量

提供的文件副本记录了 100 多笔据称汇给民主同盟军或中间人的西联汇款(见附

件 11)。专家组后来询问了在金沙萨的刚果非洲国际银行，但是尚没有得到答复。

该银行负责监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西联办事处。 

 D. 民族解放力量 

113. 在任务期间，专家组密切关注布隆迪叛乱团体——民解力量的再动员情

况。民解力量战斗人员在阿加顿·鲁瓦萨领导下，或者被整编入布隆迪安全部队，

或者在 2009 年年中复员。鲁瓦萨本来要作为 2010 年布隆迪总统选举的主要候选

人之一，但是在民解力量和其他反对党在 5 月 24 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被皮埃

尔·恩库伦齐扎的执政党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严重击败后，以担

心欺诈为由退出竞选。7月初，鲁瓦萨从布琼布拉失踪。 

114. 据在乌维拉的多个可靠消息来源说，鲁瓦萨在 Baudoin Nakabaka 上校(刚

果(金)武装力量第十军区副指挥官)的支持下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 Kavimvira 边

界以北地区(见 S/2009/603，第 25-27、29-31、33、39、70、73、80、150、159

段和附件 14、50 和 51)。据刚果(金)情报和几个当地消息来源说，鲁瓦萨后来被

Nakabaka 上校送到布卡武，住在刚果(金)武装力量第十军区指挥官帕特里

克·马桑祖将军那里(见 S/2009/603，第 25、29、48、53、158 和 159 段)。专

家组会晤了确认鲁瓦萨后来在姆文加出现的目击者。据刚果情报部门说，他在此

地会见了卢民主力量代表，要组成一个联盟。据在该地区的外交人士说，卢民主

力量和 Nakabaka 已经承诺为民解力量提供财政支持。 

115. 自从鲁瓦萨离开布隆迪以后，民解力量据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动员了大

约 700 名 有经验的战斗人员。据外交消息来源和前民解力量成员说，截至 2010

年9月，在米内姆布韦高原有400余名战斗人员，与布隆迪接壤的北部地区Kiliba

有 200 多人，鲁齐齐平原桑基以北还有 100 人，在菲齐县的人数不详。据同一消

息来源说，这些部队由前民解力量军事首长 Antoine“Shuti”Baranyanka 领导。

Baranyanka 没有被整编入布隆迪军队，接受中将军衔，而是选择复员。分析家认

为，这是鲁瓦萨一旦在布隆迪选举中失利后的“后备方案”(见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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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除了与卢民主力量联盟外，民解力量据报还与菲齐地区 Bembe 社区的马

伊-马伊雅库通巴联合力量。据联刚稳定团和外交消息来源说，民解力量受益于

卢民主力量和马伊-马伊雅库通巴进入坦噶尼喀湖走私活动常用港口的战略通

道。专家组了解到，鲁瓦萨本人因此可以经常来往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基戈马和达累斯萨拉姆。专家组还获得目前有关由 Bernard 

Byamungu 上校指挥的刚果(金)武装力量第四区总部丢失武器的调查文件(见

S/2009/603，附件 124)。据刚果(金)武装力量消息来源说，这些武器可能已交

给民解力量。 

117. 民解力量在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沿线招募活动的目击者告知工作

组，民解力量发给新兵 80 000 布隆迪法郎，但只选有以前战斗经验的人。这有

可能包括那些已经逃离布隆迪安全部队的同情者，专家组通过约谈民解力量逃兵

证实了 20 个这种案例。布隆迪当局试图逮捕越境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可能候

选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加入民解力量的布隆迪军队 高级军官是

Nzabampema 少校。据布隆迪情报部门说，他在去 Kiliba 加入“Shuti”的路上遭

到伏击。 

118. 另据布隆迪警察和情报部门的消息来源说，民解力量得益于布隆迪商人的

支持。前民解力量成员告诉专家组，这些商人向“Shuti”提供了 30 000 多美元，

以便其开始征兵。据这些人士透露，当民解力量领导人 2008 年在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与布隆迪政府代表谈判时，其中一名商人向鲁瓦萨提议，民解力量应攻击

布琼布拉，他承诺布隆迪军队士兵会支持这些行动。 

119. 在公开声明中，鲁瓦萨明确否认他参与新的武装叛乱。然而，许多可信的

消息来源告诉工作组，鲁瓦萨多次对其支持者说，这场新的战争将是一场“圣战”，

将超越种族。与此同时，其他反对党成员也加入了民解力量的行列，包括一些社

会民主运动党成员。该党在该国城市图西族青年中有许多追随者。民解力量虽然

人数不多，但得到被监禁的 Hussein Rajabu 领导的另一反对党和平与发展联盟

的支持。据布隆迪当局说，一名叫 Jean-Petit 的 UPD 领导人已加入鲁瓦萨的新

叛乱。据前民解力量消息来源说，鲁瓦萨正在探索如何通过参与黄金贸易为他的

运动筹资。 

 五. 与第 1857(2008)号决议第 13 段(d)、(e)和(f)分段提及的制

裁委员会指认的个人有关的资料 

120. 在第 1896(2009)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表示极为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

持续存在针对平民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包括大批平民被杀害或流

离失所、招募和使用儿童兵以及广泛存在的性暴力。在强调必须将违反国际人权

和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法的同时，安理会着重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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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首要责任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必要性。安理会还重申它愿意审议对行为人

实施定向制裁的问题。 

 A.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行动并违反国际法在武装冲突中招募或使用儿

童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121.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几乎所有外国领导的武装团体或刚果武装团体，从

大的(救世战斗军)到 小的族裔和地区性马伊-马伊或“自卫”团体，继续依靠招

募儿童来壮大他们的队伍。上帝军一直依靠绑架儿童和对他们进行洗脑。2010 年 1

月至 9 月，根据联刚稳定团儿童保护科的记录，刚果民主共和国内的武装团体释放

了 1 264 名儿童。在同一期间，联刚稳定团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

新安置科遣返了60名以前与武装团体有关系的儿童，其中包括与卢民主力量(32)、

全国保卫人民大会(13)、上帝军(7)、马伊-马伊刚果爱国抵抗联盟(6)有关系的儿童

和刚果(金)武装力量的 2 名儿童。除了七人外，所有这些儿童都是卢旺达人。在同

一期间，该科接收并移交给刚果当局 664 名以前与卢民主力量(335)、马伊-马伊刚

果爱国抵抗联盟(237)、全国保卫人民大会(50)、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39)和民

主同盟军(3)有关系的儿童。另有57名儿童来自刚果(金)武装力量。 

122. 专家组 2009 年 后报告(S/2009/603)指出，武装团体以前招募的许多儿

童在刚果－卢旺达针对卢民主力量的联合行动“我们的团结”之前的整编过程中

加入了新的刚果(金)武装力量架构。从那时起，离队工作成败参半。一些刚果(金)

武装力量指挥官进行了合作，另一些人则把儿童隐藏起来，甚至继续招募儿童，

包括一些以前离队的儿童。
8
 根据联刚稳定团儿童保护科的记录，2010 年 1 月至

9 月，刚果(金)武装力量释放了 353 名儿童；其中有 103 人是在 2010 年招募的，

只有 5 人在筛检过程中被正式释放。专家组仍感关切的是，儿童保护干事尚未获

准对近三分之二的参加联合国支持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刚果(金)武装力量战斗人

员进行体检，以确保没有儿童参加。
9
 

123. 由于过去的宣传、培训以及对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前刚果爱国者联盟民兵

领袖托马斯·鲁班加的广泛报道，指挥官一般都知道，招募和使用儿童违反国

家法和国际法，但许多人似乎仍然深信，他们不受这些法律的约束。很少有人

知道，这些罪行也是委员会实施定向制裁的标准。一个经常引用的说明政策与

实践之间差距的例子是，Jean-Pierre Biyoyo 中校在 2006 年因招募儿童而获

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罪，但在越狱后担任了“阿马尼利奥”行动第 31 区(南

基伍瓦伦古)指挥官。 

__________________ 

 
8
 2009 年，联刚稳定团儿童保护科记录了刚果(金)武装力量的 686 个招募儿童案例和 631 个释

放儿童案例。 

 
9
 “阿马尼利奥”行动开始后，联刚稳定团儿童保护科只对刚果(金)武装力量的一个营进行了充

分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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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虽然儿童保护组织正在努力使儿童脱离刚果(金)武装力量，但 近向武装

团体和社区宣传该事项的努力不大(例如，相对减少性暴力的努力而言)，而且离

开武装团体的儿童仍然很容易被重新招募。专家组在北基伍市中心认出许多逃离

各武装团体、但选择回避儿童保护和“复员援助”方案的儿童。专家组仅在戈马

的两个郊区就发现了 74 个这样的案例。专家组约谈的许多人说，他们认为这种

方案效率低下，不适合他们的需要，特别是匿名和自力更生方面的需要。 

125. 专家组研究了有关对违反适用国际法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为负有直接和

指挥责任的少数个案研究，这些个案汇总如下。 

  Gwigwi Busogi 上校(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 
 

126.  Gwigwi Busogi 上校是刚果爱国抵抗联盟在南基伍两个营中一个营的前指

挥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大部分期间中指挥刚果(金)武装力量在南基伍卡莱亥

的第 24 区，但 近调任乌维拉第四行动区副指挥官。2009 年专家组报告

(S/2009/603，附件 124)列出已有侵犯人权行为记录的若干刚果(金)武装力量负

责行动的军官，Gwigwi 上校是其中一个。他在这方面的行为包括对招募儿童和在

他指挥的部队中保留儿童负有直接和指挥上的责任。第 24 区由 近整编的前刚

果爱国抵抗联盟人员控制，在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称为“独立区”，正式原因是

它向南基伍的“阿马尼利奥”行动协调机构报告，而不是向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2 区报告。根据刚果当地情报官员和联合国的消息来源，Gwigwi 上校似乎享有豁

免权，他们所举的一个例子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据称在 2009 年 5 月杀害了一名

小学教师，而他在其后却获得释放。 

127.  专家组核对了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刚果(金)武装力量和目击证人等多

个可信来源收到的报告。这些报告有关 Gwigwi 继续使用儿童和阻碍将儿童从部

队中分离的努力的情况。5 月至 8 月，联刚稳定团儿童保护科记录了 Gwigwi 指挥

的高级军官使用儿童兵的另外十五起案件。 

128.  专家组采访了两位目击证人，他们叙述了 Gwigwi 私人卫队中四名儿童的

细节，并介绍了 Gwigwi 和他手下的指挥官有计划隐藏儿童兵和以其他方式妨碍

核查和分离工作的情况。一位目击证人提到 2010 年 5 月在尼亚比韦发生的一个

具体事件，专家组得以与一名儿童保护工作者验证该事件的详细情况。该儿童保

护工作者访问了尼亚比韦，并看到身穿制服的三名儿童被命令逃开。 

129.  不过，在 8 月 25 日，一名 16 岁男孩脱离了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24 区米

诺瓦总部。一位证人直接向专家组核实在 Gwigwi 上校的护卫队中有三个 15 岁和

16 岁的儿童。Gwigwi 上校曾指挥过的一名前战斗人员告诉专家组，Gwigwi 知道

至少有 20 名儿童为第 24 区各旅和营级指挥官效劳。 

130.  那些设法逃脱的儿童面临因逃离部队而受到惩罚和被重新招募的风险。联

刚稳定团 近提醒刚果(金)武装力量在南基伍的“阿马尼利奥”行动指挥官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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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卡辛比上校注意两个记录的案件，其中涉及当时由Gwigwi 指挥的区所辖2411

营一名上尉招募和重新招募的男孩。 

  联邦共和国部队 Venant Bisogo 上校和 Michel Makanika Rukunda 上校 
 

131.  专家组调查了关于联邦共和国部队中存在大量儿童兵的报告，包括其领导

人 Venant Bisogo 上校和 Michel Makanika Rukunda 上校私人卫队中有儿童兵的

报告(见第 61-74 段)。专家组在访问米内姆布韦、乌维拉和布卡武期间与社区领

袖、政府官员、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和联刚稳定团工作人员举行的访谈中，收

到了关于联邦共和国部队内存在大量儿童的一致报告。在其他地方，高原地区的

马伊-马伊民兵团体，特别是Aochi派马伊-马伊民兵和Kapopo派马伊-马伊民兵，

也继续从各自的社区招募大量儿童。 

132.  一个可信的当地组织向专家组提供了 2005 年以来据报被联邦共和国部队

招募的 40 名儿童的名字。在专家组向 近的脱逃者出示该名单时，其中十二人

的名字被认出。专家组试图核实关于招募儿童并进行军事训练的情况在 2010 年

继续存在的报告。专家组及联刚稳定团工作人员采访的逃脱者声称，在 6 月和 7

月时有多达 80 名儿童接受训练。与此相符的是，来自联邦共和国部队控制地区

的一名可信目击证人向专家组报告说，在 2010 年 5 月以来被招募并定于 6 月开

始在 Ndobo 森林接受训练的 127 个人中，有 75 名儿童。同一消息来源报告，2010

年 8 月在 Rubinganyoni 山和 Ndobo 森林中有 45 名儿童。包括一名 近脱逃的人

员和联合国人士在内的若干消息来源告知专家组，Bisogo、Makanika 和其他联邦

共和国部队指挥官使用儿童充当他们的私人护卫和家庭雇工。联刚稳定团儿童保

护科已记录的证据表明，Bisogo 本人直接负责 2009 年底的招募儿童活动。 

  Kirikicho Mirimba Mwanamayi(Kirikicho 派马伊-马伊民兵) 
 

133．  Kirikicho派马伊-马伊民兵是一个以腾博族为主的民兵组织，以Ziralo

区(南基伍卡莱亥县)森林为基地，但也在Walowa-Luanda区(北基伍瓦利卡莱县)

活跃。该派民兵的领导人曾是Bulenda Padiri“将军”反刚果民主联盟的马伊-

马伊联盟成员，已几次拒绝参加刚果(金)武装力量。
10
 据当地消息称，Kirikicho

控制Tushunguti、Myanda、Bukiri、Charamba和Fangere等黄金、锡石和钶钽铁

矿采矿场或对其征税，还在当地市场和Nyabibwe至Ziralo的道路收税并向当地酋

长征集食物。 

134.  作为对非政府组织报告的佐证，专家组已从前战斗人员处获得详细的第一

手证词，这些证词描述了 Kirikicho 在 2009 年和 2010 年亲自参与招募儿童的情

__________________ 

 
10
 根据联刚稳定团的记录，Kirikicho 在 2003 年拒绝了作为少校参加刚果(金)武装力量的机

会。2007 年的另一次整编机会告吹，当时 Kirikicho 决定重新调集人员，加入反对全国保卫

人民大会联盟。Kirikicho 是 2008 年 1 月《戈马协定》的签署人，但仍拒绝加入刚果(金)

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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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据同一消息来源，Kirikicho 和向他报告的指挥官习惯将儿童列入其私人卫

队，包括 近在 2010 年 6 月时 Kirikicho 的卫队中有多达十名儿童。专家组估

计，Kirikicho 团体中至少有一半人员不满 18 岁，而新招募人员中有远超过一半

的人员不满 18 岁，但估计的总人数不尽相同，因为他属下的许多人员已经加入

(Kirikicho 帮助建立的)Kifuafua 派马伊-马伊民兵。联刚稳定团儿童保护科已

记录了五起关于以前与 Kirikicho 派马伊-马伊民兵有关系的儿童，包括两名在

2009 年招募的儿童的案件。 

  Innocent Zimurinda 上校(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 
 

135.  在专家组的任务期间，Innocent Zimurinda 上校曾任总部设在 Ngungu 的

第 23 区指挥官，2010 年 4 月以来是总部设在 Kitchanga 的第 22 区指挥官。以前

的一个专家组目睹了Zimurinda上校拒绝让三名已核实的儿童从他指挥下的卡莱

亥县部队获得释放(并确定他对 2009 年 4 月 Shalio 大规模杀害平民事件的指挥

责任)(见 S/2009/603，第 322 和 364 段)。 

136.  专家组寻求核实关于 2010 年年中以来在 Kitchanga 地区出现一波招募潮

的报告。联刚稳定团儿童保护科记录了向 Zimurinda 上校报告的军官在 8 月和 9

月招募儿童的两起案件。专家组采访了可信的当地消息来源，后者述说于 10 月

初在 Kitchanga 看到两组携带武器和身穿刚果(金)武装力量制服的儿童。他跟其

中一组儿童攀谈，发现有五名成员只讲基尼亚卢旺达语，而不是斯瓦希里语，表

明他们不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长大；第六人说他有15岁，2010年6月被Zimurinda

上校指挥的部队招募。 

  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招募儿童的情况 
 

137.  联刚稳定团统计数据表明，卢民主力量招募的刚果战斗人员人数显著增

加，其中大部分是儿童。2010 年参加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

置方案的 462 名刚果战斗人员中，有 335 人或 72.5%是儿童，而在 743 名卢旺达

战斗人员中只有 32 人或 4.3%是儿童。虽然卢民主力量领导层在 2005 年下令禁止

招募儿童，一名前卢民主力量营指挥官告诉专家组，救世战斗军部队目前获准在

其行动区进行招募，经常针对 16 至 18 岁的儿童。据其他前卢民主力量战斗人员，

一些指挥官把他们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地方上学，以此试图保护他们免被招募。 

138.  通过在戈马和卢旺达对以前与卢民主力量有关联的儿童所作的访谈，专家

组确认在许多卢民主力量部队中继续存在男孩和女孩，特别是在北基伍的第 4 巴

哈马营和卢民主力量南基伍总部中。一些人在加入作战部队前接受军事训练；其

他人从事家庭佣工或搬运工的工作。卢民主力量总部的一名干部告诉专家组，

2009 年 9 月和 10 月，包括儿童在内的 580 名新招募人员在北基伍的 Mukoberwa

和马涅马接受了两个月训练。据另一名前战斗人员称，包括儿童在内的 120 名新

招募人员在 2010 年 1 月参加了第 3 萨贝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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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活动并犯有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个人，这些行

为涉及在武装冲突情况中以儿童或妇女为目标，包括杀害和残害、性暴

力、绑架和强迫流离失所 

卢民主力量和上帝军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139.  妇女和儿童是针对平民人口的武装袭击中的受害者之一，这些袭击通常涉

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各种行为。 常报告的事件类型中包括对村庄的袭

击，房屋在袭击中被烧毁，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村民被迫帮助袭击者带走劫得

的物品。烧毁房屋给平民人口带来集体苦难，通常导致流离失所。这种情况下的

强迫劳动通常涉及绑架，往往导致招募儿童和性暴力行为。 

140.  根据专家组档案中的联合国报告，卢民主力量应对 2010 年 2 月 8 日至 11

日短短 4 天时间内的五起此类事件负责： 

 (a) 2 月 8日，在南基伍沙本达县Lulingu村遭到抢劫期间，27名平民被绑架； 

 (b) 还是在 2 月 8 日，在对马涅马省金杜东北Nkumwa一处矿场的袭击中，包

括 10 名妇女在内的 50 名平民被绑架，超过 100 座房屋被烧毁，据报卢民主力量

使用强迫劳动搬走约 1吨锡石；
11
 

 (c) 2 月 9 日，在对南基伍莱梅拉附近 Rubuga 的袭击中，超过 100 座房屋被

烧毁； 

 (d) 2 月 11 日，15 名妇女在前往南基伍姆文加 Mulombozi 市场的路上遭到

抢劫和绑架，其中 5 名妇女遇害。 

141.  对于一些武装团体，特别是上帝军和卢民主力量而言，对平民的攻击还可

服务于战略目的，即阻止对打击他们的行动的国际和当地支持。专家组 2009 年

后报告(S/2009/603，第 345-356 段)认定，卢民主力量已采取这种政策。在这

方面，2009 年 11 月和 12 月对平民目标的一波攻击在对基米亚二号行动的评价中

被一些观察家解读为卢民主力量的抵抗信号。2009 年 12 月 6 日，沙本达 Kalole

地区的 9 名平民被处决，一些村庄遭到抢劫，一间诊所和一所小学被夷为平地。

这是该期间 严重的几次攻击中的一次。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0 年 8

月对沙本达村庄的另一波攻击导致大约 11 000 名平民流离失所。 

142.  在南基伍，保护监察员观察到劫持人质勒索赎金和伏击民用车辆的行为有

明显上升的趋势。根据前战斗人员的情况介绍、对刚果情报人员的采访、保护报

告和联合国报告，专家组认定这些行为是卢民主力量的部队所为，其目的是寻求

替代收入来源，并对前商业伙伴进行报复。 

__________________ 

 
11
 2010 年 9 月 7 日，在卢民主力量在马涅马进行的另一次袭击中，一名平民被打死，153 人遭到

绑架，并被迫将物品从卡塞塞东南 40 公里的一个采矿村运到 Kumoi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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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在东方省，上帝军在其频繁制造的小事件中继续绑架和杀害平民，并犯下

若干大规模暴行，其中 极端的例子是 Binansio Okumu“中校”和“Obol”领导

的 25 至 30 名上帝军分子于 2009 年 12 月 14 日至 17 日袭击了上韦莱 Niangara

的 Makombo 地区七个村庄。根据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随后的调查，他们杀死至少

300 名平民并绑架 150 至 250 人，包括 30 至 80 名儿童。“Obol”向多米尼克·翁

古文报告，国际刑事法院于 2005 年对后者发出逮捕令。 

201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在瓦利卡莱 Ihana 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强奸事件的指

挥责任的一些迹象 

144.  专家组知道目前正在对至少 303 名平民遭到强奸的事件进行各种国家和国际

调查。这起事件发生在该期间对瓦利卡莱Mpofi和 Kibua之间13个村庄的抢劫行动

中。由于其更广泛的任务和有限的资源，专家组选择不重复这些专门调查小组的工

作，而是要继续研究武装团体和瓦利卡莱县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之间的联系。 

145.  现已确定，上述袭击是“马伊-马伊”谢卡和来自蒙塔尼亚营的卢民主力

量分子联军所犯。
12
 “马伊-马伊”谢卡还得到Emmanuel Nsengiyumva的支持，

此人脱离了刚果(金)武装力量，领导自己的小团体，并与解放刚果爱国阵线有联

系(见第 50-60 段)。在不影响目前调查的结论的前提下，专家组认为下列因素与

确定对这些违法行为负有共同指挥责任者的工作相关。 

146.  根据卢民主力量和“马伊-马伊”谢卡前战斗人员的情况介绍以及关于同

一联盟所为其他袭击事件的报告，有一些迹象显示出他们的联合行动的模式： 

 (a) 有关抢劫行动的目标和规划的决定由所有三个指挥官联合作出，他们然

后对自己的战斗人员发号施令。行动指挥权在三个团体的军官间轮换； 

 (b) 虽然他们就行动的战术目标达成一致(如抢劫)，但每个团体保留自己的

战略计划(如针对商业竞争对手，影响或扰乱刚果(金)武装力量的部署，制造不

安全局势以阻止难民回返或为政治目的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些不同计划影

响每个团体的战斗人员在行动过程中的行为； 

 (c) 劫获品在三个团体之间均分，这些团体在回去后向各自的指挥官报告，

并带给后者他们应分得的一份； 

 (d) 据报谢卡在 2009 年 6 月之前没有军事经验。虽然在其团体中有一些前

马伊-马伊民兵和刚果(金)武装力量的逃兵，但“马伊-马伊”谢卡如果没有卢民

主力量蒙塔尼亚营战斗人员和忠于Emmanuel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分子的支持，

就没有什么军事能力。然而，作为具有广泛的当地联系(包括在刚果(金)武装力

量现役士兵和逃兵当中)和采矿业务经验的尼扬加族人，谢卡在通过当地线人网

络确定抢劫目标方面似乎发挥突出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 

 
12
 见 http：//monusco.unmissions.org/Default.aspx?tabid=4135。 



S/2010/596  
 

10-61505 (C)40 
 

 (e) 确定为同一联盟所为的2010年较小规模袭击也涉及强奸(可能在这方面

的报告显著不足)、绑架、强迫劳动和抢劫，例如： 

㈠ 2010 年 5 月 26 日，在对 Rwenga 的袭击中至少有 3 名妇女被强奸； 

㈡ 5 月 27 日，在对 Birua 的袭击中至少有 2 名妇女被强奸； 

㈢ 6 月 13 日，在对 Osokari 的袭击中至少有 12 人被强奸，包括两名未成

年人，8 人被绑架； 

㈣ 8 月 16 日和 24 日，Mubi 被劫掠，50 至 100 名平民被绑架，用以搬运掠

得物； 

 (f) 被确认为在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的抢劫和大规模强奸事件期间在场的

军官为谢卡的参谋长Sadoke Kidunda Mayele和卢民主力量蒙塔尼亚营的

Seraphin Lionso“上尉”。
13
 前者于 2010 年 9 月 6 日被捕： 

㈠ 谢卡向专家组声称 Mayele 在袭击前已开小差。然而，Mayele 在他于 10

月 5 日被捕后接受专家组对他的访谈中描述说，谢卡出席了规划会议，并说

他在行动后同其他战斗人员一起返回谢卡的总部； 

㈡ 马伊-马伊民兵指挥官和前战斗人员告诉专家组，Lionso 的突击队由卢

民主力量蒙塔尼亚营指挥官 Evariste“Sadiki”Kwanzeguhera“中校”部署，

以协助谢卡开展抢劫行动。据前卢民主力量战斗人员称，Seraphin 继续直接

向 Sadiki 报告，后者声称对联军行使控制权； 

㈢ 鉴于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分子与其以前敌人的这种合作开始不久，属于

Emmanuel Nsengiyumva 团体的战斗人员可能只听从他的命令。 

 (g) 专家组注意到谢卡过去与矿产生意中的联系人以及刚果(金)武装力量

军官的关联(见第 36-42 段)，这些人可能对发生大规模强奸时的行动决策产生

影响力。 

 C.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阻碍获取或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个人 

147.  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继续成为武装抢劫、抢掠及其他暴力安全事件，包括偶尔绑架事件的受害者：2010

年 1 月以来，在北基伍共报告 98 起此类事件，而在 2009 年为 144 起，在南基伍

报告 46 起，而在 2009 年为 32 起。 

148.  除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和数以万计武装分子的

存在必然导致的不安全情况，道路状况差是限制向经评估有人道主义援助需要的

人员提供此种援助的一个重要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 

 
13
 在给安理会的其他简报中，Lionso 被误称为“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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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专家组从现有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影响人道主义行动的大部分安全事件是

身份通常不明的武装行为体伺机而为的抢劫行为。专家组并未发现证据表明，个

别指挥官具有有计划地防止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组认

为，列举具体事件不会达到劝阻的目的，而是可能与有关人道主义组织维持其中

立性、独立性和公正性的需要相冲突。 

 六. 整编武装团体的挑战 

150.  2009 年 2 月，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加快了整编加入刚果(金)武装力量和刚果

国家警察的进程。在其任务期间，专家组监测了继续妨碍全面实现这一进程的重

大挑战。 

151.  从开始阶段，整编即遇到明显缺乏透明度的问题。专家组获得了全国保卫

人民大会 2008 年 12 月的一份内部管理文件，显示其部队共有 5 276 人(见附件

13)。根据向专家组提供的进一步文件，为对加速整编进程作出准备，全国保卫

人民大会到 2009 年 1 月 12 日时声称其指挥 11 080 多名士兵，这比 初数字增

加一倍以上(见附件 14)。 

152.  刚果(金)武装力量中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将其混编部队部署在南

北基伍的大部分地区。据刚果(金)武装力量中的消息来源，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

军官已召集会议，以绕过作出部队部署决策的核准渠道。专家组收到众多刚果(金)

武装力量军官的证词，证明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即使被派任为刚果(金)武装

力量部队的副指挥官，仍是大多数刚果(金)武装力量旅中真正的决策者。 

153.  在 9 月流传过博斯科·恩塔甘达将军即将被刚果(金)武装力量停职的传

闻之后，他仍然担任“阿马尼利奥”行动副指挥官。虽然刚果(金)武装力量从

来没有正式承认他的作用，但恩塔甘达在 10 月 6 日公布的路透社采访中公开予

以确认。 

未整编部队和武器 

154. 专家组监测了仅听命于Zimurinda上校和恩塔甘达将军等原属全国保卫人

民大会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的若干未整编营的情况。其中多数部队不在刚果

(金)武装力量正式组织结构内。不过，专家组仍然发现了其中三个“隐藏”营，

而且得到报告称，还有若干个其他营。据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说，Steve 

Rukara 中校指挥的一个未整编营部署在 Kitchanga。Eric Badege 中校指挥的另

一个营部署在 Ngungu 地区。Eustache 少校率领的第三个营部署在北马西西县的

Nyange 和 Bibwe。这些部队的士兵大部分是武器装备精良的图西人，所以，当地

人常常误以为他们是卢旺达部队。刚果(金)武装力量正规营的编制往往是约 400

至 600 名士兵，而根据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这些未整编部

队的士兵人数估计可多达 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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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专家组还收到来自多名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地方当局和目击者的可信

证词称，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人员继续使用武装牧民作为其辅助民兵。这些牧民

往往为全国保卫人民大会高官保护牛群，而且据专家组访谈的目击者说，曾看见

他们在晚上穿军服。联刚稳定团军事特遣队向专家组通报说，他们在马西西县

Osso 农场附近曾拦住武装牧民，检查其武器。据政府官员说，有一次，在 2010

年 3 月，在通往马西西中心的主要道路上，武装牧民打死了两名宪兵。当被问及

为什么携带手榴弹时，一位牧民向宪兵们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其他

牧民蜂拥而上，在路上将两名宪兵军官活活打死。事后，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人

员阻止国家情报局人员进行调查。 

156. 此外，专家组还接到许多报告称，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

会军官继续保护其武器储藏处。Emmanuel Nsengiyumva 中校等逃兵曾经袭击其中一

些武器储藏处，例如，2010年 6月 Busurungu的一个储藏处就曾遭到袭击。据以前

曾在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担任高级职位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说，恩塔甘达将军在

Ngungu、Kabati、Kasake和 Bunyole等地保有数个武器储藏处。专家组获得了Ngungu

附近一座山上一个武器储藏处的照片和全球定位系统精确坐标，据报该储藏处藏有

大量的机枪(12.7毫米)、火箭发射器(107毫米)和弹药(见附件15)。 

长期控制领土 

157. 专家组在其任期的前半期记录了 Mushake 存在平行行政当局的情况，在这

里，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旗帜曾悬挂数月。专家组从访谈中得知，该系统包括数

百种不同的税项，税收都上交给全国保卫人民大会主席 Philippe Gafishi 和博

斯科·恩塔甘达将军。专家组获得了未获承认的“马西西/Mushake”县这个行政

当局的正式月度税务记录(见附件 16)。 

158.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作为于 7 月解散平行行政当局的交换条件，全国保卫

人民大会据报同意任命一名政治官员担任马西西副县长。一位前全国保卫人民大

会行政长官向专家组解释说，终止 Mushake 行政当局的前提条件是，将一定百分

比的马西西行政当局总收入转交给全国保卫人民大会。专家组在访问马西西期间

了解到，新任命的政府官员接管了马西西公共行政当局许多 重要的事务和管理

领域。在先前被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平行行政当局占领的地方，专家组采访的当地

商人指出，地方赋税大幅度减少，但他们说，一些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官员继续征

收非法赋税，以中饱私囊。 

159. 虽然平行行政当局已正式结束，但 Kitchanga 当局向专家组解释说，前全

国保卫人民大会士兵强制实施 salongo 制度，要求平民为军队建住房，打扫营地，

运输商品。在 Kitchanga 西面，全国保卫人民大会行政当局控制维龙加国家公园

整个西部区域，公园巡守员被禁止进入(见下文方框)。专家组还注意到，马西西

民间社会领导人 Sylvestre Bwira Kyah 在公开谴责恩塔甘达的士兵所犯侵权行

为后，于 8月 24 日遭到非法逮捕和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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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3 

维龙加国家公园内的非法定居点 

 在维龙加国家公园整个西部区域，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直接控制的人

口已蚕食很大一部分地区。据 Bwiza 居民说，园区内，土地被不断开发，用于

耕种和放牛。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出售木炭和地块，从中获利(见附件 17)。 

 
 

160. 专家组还从多方来源收到关于马西西县持续存在“平行”警察结构的可信

证词，这个结构由对其在刚果国家警察内职位安排不满意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

军官和前刚果爱国抵抗联盟盟友组成。据刚果国家警察的警官说，这个警察结构

由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 Esaie Munyakazi 上校和他的副手 Munyentwali Zabuloni

上校(前刚果爱国抵抗联盟军官)领导。这个结构分为设在 Kitchanga、由 Mafieur

上校指挥的北区和设在 Karuba、由 Hiver 上校指挥的南区。据马西西中心的刚果

国家警察警官说，这些部队占马西西县所有警察部队的一半以上。虽然他们继续

从刚果国家警察正式预算中领取工资，但他们拒绝服从刚果国家警察县指挥部的

命令。专家组采访了 Zabuloni 上校，他证实马西西存在并行警察结构，并提交

了一封信，指控刚果国家警察内存在歧视问题。 

内部紧张关系 

161. 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前领导人洛朗·恩孔达将军被拘禁，这继续使全国保卫人

民大会处于分裂状态。一派由恩塔甘达将军领导，他在恩孔达2009年 1月被卢旺达

当局逮捕之前就已经取代恩孔达将军。据报忠于恩塔甘达的高级军官包括22区指挥

官Innocent Zimurinda上校、21区指挥官Innocent“India Queen”Kaina上校和

第二区指挥官 Baudoin Ngaruye。在另一边，南基伍“阿马尼利奥”行动副指挥官

Sultani Makenga 上校得到忠于恩孔达的很大一部分原属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刚果

(金)武装力量军官的支持。这些人包括前第 212 旅指挥官 Yusuf Mboneza 上校、第

四区副指挥官Ndekezi Salongo上校和第51区指挥官Claude Mucho上校。 

162. 在专家组任期内，发生了一系列刺杀与恩孔达保持亲近关系的军官和政治

领导人的事件。6 月 20 日，刚果图西族社区 受尊敬的长老领导人 Denis Ntare 

Semadwinga 在吉塞尼家中被谋杀。据人权调查员说，包括恩塔甘达一名保镖在内

的一群人进入 Ntare 的家，将他刺死。专家组通过采访了解到，这次刺杀事件使

全国保卫人民大会 Makenga 派群情悲愤。9 月 14 日，在戈马，Antoine Balibuno

中校在前往恩塔甘达家的路上被与恩塔甘达亲近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刺

杀。在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反叛期间，Balibuno 中校是恩孔达内部圈子中的一名亲

近成员。他在死时主管着“阿马尼利奥”行动指挥部的军民事务。此外，专家组

注意到关于恩孔达的若干其他支持者失踪、遭到骚扰或任意拘禁的报告。然而，

当这两个派别认为他们的运动在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遭到排挤时，他们曾多次进

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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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武装团体的联系 

163. 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整编进程的另一项挑战是一些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

官与各武装团体合作。联刚稳定团在向遣返卢旺达的前战斗人员了解情况时发

现，在 2010 年期间，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和卢民主力量这两个组织内的某些人员

进行了沟通和合作(见第 87 和 88 段)。 

164. 此外，据各种来源的可信证词，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一直与卢旺达前

情报首长 Patrick Karegeye 和躲过 2010 年 6 月约翰内斯堡刺杀行动的 Faustin 

Kayumba Nyamwasa 中将等在南非的卢旺达持不同政见者保持联系。专家组直接目

睹了 Karegeye 与原属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 9 月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东部进行的交谈。据联合国消息来源和专家组采访的战斗人员提供的消

息，Kayumba 可能于 2 月派遣了一位特使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会晤卢民主力量、

解放刚果爱国阵线和马伊-马伊等方面的领导人。 

抵制调动 

165. 9 月初，当陆军参谋长 Didier Etumba 将军表示政府决心将前武装团体成

员调出南北基伍时，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各派达成和解，以便形成一个共同阵线。

据刚果(金)武装力量消息来源称，9 月 17 日，恩塔甘达在 Rubaya 组织了一次前

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会议，筹备抵制任何调动他们的企图。前全国保卫人民大

会军官签署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解释，除非 2009 年 3 月 23 日协定所有方面都

得到落实，包括刚果难民返回，职级得到确认，否则他们强烈反对调动(见附件

18)。据刚果(金)武装力量多名军官称，已设想一旦有必要强制实施调动，将与

卢旺达国防军联合采取行动。 

166. 专家组收到来自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和联刚稳定团的许多可信报告说，

在 9 月和 10 月期间，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一直在招募人员，扩充其部队人

数。据当地和国际消息来源称，维龙加国家公园内一个叫 Bwiza 的地方是许多新

兵的训练中心。联刚稳定团工作人员告诉专家组，驻卡莱亥 241 旅内的前刚果爱

国抵抗联盟军官与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之间出现关系紧张， 终迫使旅长

Shiku 上校逃往布卡武，躲避暗杀。据联刚稳定团和非常了解 Kitchanga 情况的

刚果(金)武装力量一名军官所述，10 月 4 日，根据 Zimurinda 上校的命令，刚果

(金)武装力量内的前刚果爱国抵抗联盟人员被逮捕、解除武装并被迫逃往 Mweso

和戈马。据许多人士透露，大部分新兵是图西族人。 

167. 此外，在实施总统的采矿禁令期间，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大大加强了其对

部署在瓦利卡莱的刚果(金)武装力量部队的控制。专家组采访了 Kaina 上校，他

说，他已于 2010 年 8 月将区总部从马西西县内的 Katale 迁移到瓦利卡莱中心。

此外，由于 Balumisa Chuma 上校被暂停职务，Baudoin Ngaruye 上校接过了第二

区的指挥权。在专家组访问瓦利卡莱期间，多个军事和文职人员提供消息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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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恩塔甘达的军官占据了瓦利卡莱四分之三以上的指挥职位。此外，据联合国报

告，10 月，一个未整编的后备营被部署到瓦利卡莱中心的南面。前全国保卫人民

大会军官向专家组透露，这支部队由恩塔甘达严密控制。 

168. 10 月初，全国保卫人民大会部队高度集中的情况导致 Mudahunga 上校指挥

的 212 旅大部分前政府部队人员开小差，逃往基桑加尼或 Biruwe 的军事基地。

10 月，政府官员向专家组通报，士兵抱怨说，所有命令都是以基尼亚卢旺达语发

布，他们担心战火复燃。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告诉专家组，已经迅速用未整

编的全国保卫人民大会人员取代这些士兵。 

整编其他刚果武装团体 

169. 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在驻南北基伍刚果(金)武装力量指挥架构中占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也使得与其他武装团体的谈判复杂化，他们感觉未获得平等待遇，对此感

到不满。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领导人 Janvier“将军”向专家组解释说，他很

希望与政府谈判，但绝不会考虑加入处于当前状态的刚果(金)武装力量。 

170. 在“快速整编进程”结束后，刚果各武装团体的整编时间窗口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正式关闭。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从该日起，所有未整编的武装团

体都将被视为“国家的敌人”。然而，虽然大多数武装团体已进入刚果(金)武装

力量，但仍然有相当多的刚果战斗人员置身于整编进程之外。 

171. 刚果当局 初坚持遵守截止日期，认为如果重新开启整编/复员时间窗口，

将只会鼓励武装团体扩张。然而，为了管理东部的安全局势，联刚稳定团于 2010

年初制定了处理 19 个剩余武装团体的计划。实施这一计划的第一次尝试是处理

马伊-马伊 Kifuafua，他们于 3 月在瓦利卡莱和 Hombo 集结，等待处理和获得选

择复员或整编的机会。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政府充分支持，该进程陷入停顿。五

百多名前战斗人员被留在瓦利卡莱，既得不到支持，领不到军饷，也未接到部署

命令，他们后于 6 月 2日返回瓦利卡莱南部的原驻扎地。由于未能完成整编，致

使 Kifuafua 部队出现分裂，一些人开始与卢民主力量合作，另一些人则开始在

Itebero 和 Hombo 之间通往布卡武的道路上征收锡石税。6 月 21 日，国防部长重

新考虑了政府的政策，并授权联刚稳定团及其合作伙伴进行整编，条件是，“剩

余刚果战斗人员”在加入刚果(金)武装力量之前必须接受再培训。使用“剩余”

这一官方用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首次使卢民主力量和民主同盟军等外国武装

团体内的刚果战斗人员可以参加整编。 

172. 专家组还记载了政府民政当局试图整编 Erasto Ntibaturama 指挥的胡图

族民兵的情况，Erasto Ntibaturama 是 Kitchanga 以北地区一位自称传统酋长的

胡图族乡绅。政府官员告诉专家组，他们已经与 Julien Paluku 省长谈判达成一

项协议，并准备在 2010 年 9 月初举行一场 Erasto 部队编入民政当局的仪式。在

接到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允许非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政府当局人员前往 Kitcha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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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准和正式旅行证件后，该仪式和整编活动却突然被取消。前全国保卫人民大

会消息来源向专家组解释说，恩塔甘达将军口头命令 Erasto 不得参加整编，因

为仍然需要他领导的民兵。 

 七. 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情况 

173. 根据第 1896(2009)号决议第 10 段的规定，专家组调查了非法开采和贩运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自然资源和已知被武装团体控制或使用的战略矿场的情况。

专家组采访了许多前战斗人员，并走访了南北基伍省几个矿区。专家组调查工作

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尽管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将许多刚果和外国武装团

体逐出了主要矿区，但这些团体仍然继续控制着数百个较偏远的矿床。此外，专

家组发现，各武装团体更多地利用中间商，在他们不能再进入的矿场进行投资和

购买矿产。专家组还注意到，武装团体掠夺和打劫矿产贸易商或运输商的情况增

加了。专家组估计，大多数矿产都通过该区域各国家进入了合法市场。 后，专

家组记录了武装团体继续从土地、木材、渔业、偷猎和木炭等矿产以外的自然资

源获得经济利益的情况。 

174. 9 月初，卡比拉总统公开谴责据其所说已渗入采矿活动的“黑手党一样的

团体”，并呼吁他们要么放下采矿利益，要么脱下制服。矿业部长在随后发表的

一项公开声明中提到，“某些地方、省和国家民政和军事当局显然参与了非法开

采和非法交易矿产的活动”(见附件 19)。政府自 2010 年 9 月 11 日起暂时冻结南

基伍、北基伍和马涅马等三个东部省的采矿活动，该行动的正式理由就是需将这

些犯罪网络清除出矿产贸易活动。
14
 

175. 专家组的研究有力支持总统和矿业部长的分析，本报告在这一节记录这些

网络以复杂和非法方式参与开采自然资源活动的某些方面。专家组认为，列入的

这些案件、地点和个人说明，自然资源已经军事化，而且这种军事化对刚果民主

共和国东部的安全、人权和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176. 由于若干原因，刚果(金)武装力量参与采矿和矿产贸易是非法的。《采矿

法》第 27 条禁止包括武装部队成员在内的公务员参与采矿(见附件 20)。此外，

刚果(金)武装力量 高统帅卡比拉总统和刚果(金)武装力量若干高级军官已下

令军方不参与采矿活动(见 S/2010/252，附件二)，而且刚果民主共和国《军事刑

法》第 63 至 65 条和第 113 条禁止抢劫和在面对敌人时或在战时或在特殊情况下

违抗命令(见附件 21)。然而，尽管一些军事检察官试图适用该法律，但在实践中，

他们面临严重障碍，包括后勤资源有限，并且高级军官进行阻挠。 

177. 刚果(金)武装力量内各犯罪网络的经济利益与军队维护安全的任务存在

冲突，这导致三个非常关键的消极后果： 
__________________ 

 
14
 www.itri.co.uk/SITE/UPLOAD/Document/ITRI_statement_on_Kabila_suspen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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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刚果(金)武装力量未能优先保护平民； 

 (b) 刚果(金)武装力量内存在相互竞争的指挥链和不服从指挥的问题； 

 (c) 分散了打击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的注意力，导致与这些团体共存，并在

某些情况下与这些团体积极勾结。 

专家组的结论是，这些事态发展直接促成武装团体构成的威胁挥之不去，是处理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不安全局势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178. 专家组在整个任务期间观察到，武装行为体以各种形式参与矿产贸易，从

间接渠道到 直接的胁迫都有，专家组指出，军队和武装团体参与矿产贸易的类

型有以下几种： 

 (a) 征税。刚果(金)武装力量和武装团体征税的办法包括，按销售额或总产

量向矿坑管理人抽成，在矿场征收进出费，对每个矿坑或破碎和洗矿站征收定额

月费，或设置拦截车辆或徒步搬运者的路障。刚果(金)武装力量和武装团体还派

人在矿坑外把守，每次有矿工带着矿物出井时都抽取一部分矿物。刚果(金)武装

力量和武装团体有时还在矿产丰富地区对所有收购者、精品店(商店)以及住家征

收“战争”税，有时也对啤酒和牛等货物征收“战争”税； 

 (b) 保护费。在专家组走访的存在武装团体所致安全威胁的矿区，矿坑管理

人通常会主动与刚果(金)武装力量指挥官联系，达成协议，以免矿坑被抢劫、强

占或者自己遭到逮捕并支付更高的赎金。矿坑管理人有时也同时向刚果(金)武装

力量和武装团体缴纳保护费，让他们提供安全护卫，帮助跨越陆地或水域边界偷

运矿物，或在出现采矿权冲突时替一方撑腰。 后，布卡武、布腾博和戈马等城

市的主要黄金贸易商向刚果(金)武装力量重要指挥人员支付数额更大的贿赂金，

以免遭到其他当局的骚扰； 

 (c) 商业控制。专家组注意到，武装团体和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犯罪网络

常常使用私人资金、克扣的军饷以及非法征税和掠夺得到的收入，在矿场附近买

卖矿产。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经常利用兄弟姐妹、代理人或具有特别军事旅行

证件的私人护卫作为中间人代表他们进行投资。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犯罪网络

和武装团体有时还成为管理人员和矿工队的“支持者”，为其垫付资金，以提供

粮食、水泵和发电机。此外，参与矿产贸易商业活动的形式还包括出售货物和提

供运输； 

 (d) 胁迫性控制。武装团体和刚果(金)武装力量 具胁迫性的参与矿产贸易

方式是通过掠夺实现的。武装行为体还可能通过向土匪或武装团体提供武器以及

向其提供关于矿产或购买矿产资金运送情况的情报，参与攻击行动，以求从中分

一杯羹。武装行为体还可能强行夺取生产矿井，以便自己开采，或者偶尔洗劫矿

井。在矿场还经常发生以勒索为目的任意逮捕人员的行动。武装行为体据报还实

施称作 salongo 的每周集体工作日，在集体工作日期间，生产的所有矿物归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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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所有。胁迫性控制的方式还有，武装行为体要求在一天的某个时段进入矿

井，使其战斗人员可以自己掘矿。 后，武装行为体可能强迫将矿物出售给他们

中意的某些贸易商。对于矿工和贸易商而言，如果参与前述武装行为体参与矿产

贸易的三个类型，会有助于避免遭遇胁迫性控制的后果。 

 A. 矿产 

 1. 瓦利卡莱 
 

179. 瓦利卡莱的经济严重依赖手工采矿。专家组在此地访谈的官方和经济行为

体对总统暂停开采活动将会对生计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而且不确定此举是否将

会增强安全。但他们同意总统对已控制该部门的黑手党网络所作的定性描述，同

时想知道是否将会对这些网络中 有权的人物采取纪律措施。 

武装团体参与矿产交易 

180. 在访问 Lukweti 期间，专家组确认以前的报告，即“马伊-马伊”谢卡、

卢民主力量和刚果爱国解放力量/伊曼纽尔开采或掠夺的黄金全部在 Mutongo 市

场出售。据每周经常光顾市场的妇女称，其他掠夺的物品，如衣服、箱子和手

机等也在 Mutongo 出售，由于其价格低于市场价，这些物品被称为“谢卡的礼

物”。 

181. 据联刚稳定团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科工作人员称，

卢民主力量设在瓦利卡莱县的蒙塔尼亚营已经成为该运动 富有的部队之一，因

为他们与“马伊-马伊”谢卡和刚果爱国解放力量/伊曼纽尔一起掠夺。卢民主力

量指挥官允许其士兵保留所有掠夺物品的 50%，包括个人物品和矿产。根据同一

消息来源，卢民主力量其他部队成员因此逃离自己的指挥官，投靠蒙塔尼亚营。

一名投靠卢民主力量的平民还告知专家组，他经常从 Kasese 机场(马涅马县)前

往瓦利卡莱，代表高级指挥官回收将要出售的黄金，还声称有中间人支持在布琼

布拉和基加利的这些黄金交易。 

  卢民主力量和 Etablissement Namukaya 公司试图出售“铀” 
 

182. 专家组在执行任务期间获悉，卢民主力量一直试图出售 6 个储罐，认为这

些在瓦利卡莱县发现的储罐中装有铀。据消息灵通人士称，2008 年瓦利卡莱海关

负责人让卢民主力量使用炸药炸开比利时殖民时期藏在地下的一个储藏室。炸开

后，卢民主力量发现许多稀有矿产以及 70 公斤的铀罐。卢民主力量高级总指挥

官 Sylvestre Mudacumura 立即得到消息。据刚果情报部门和卢民主力量中间人

称，Mudacumura将军与其长期商业伙伴Etablissement Namukaya公司的Evariste 

Shamamba 联系，安排将一个铀罐从 Kasese 空运至布卡武。随后，Etablissement 

Namukaya 公司保留该铀罐一年多，没有找到买主， 终将其归还住在卡莱亥的一

名卢旺达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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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专家组有该铀罐的照片证据(见附件 22)。包装上的标记为“URANIUM 

FABRIQUE CHIKOLOBWE DAN LA PROVINCE DU KATANGA 18960, Nr. 238 RX9006-6 

CHAMBRES 25”(见附件 23)。专家组已向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这一信息，后者一直监测加丹加省的非法贩运情况，因为该省 Shinkolobwe 的

铀矿藏很有名。专家组了解到，即使证明罐中所装真的是铀，要生产一克裂变

材料，需要数百个这种铀罐。专家组还注意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从未进

行过铀浓缩。 

184. Etablissement Namukaya 公司还与另外一起瓦利卡莱铀案有牵连，当时两

个 Shamamba 的代理故意向在布卡武的一名专家组成员提出出售“铀”(见附件

24)，并向专家组提供他们称在瓦利卡莱县发现的这批物资的照片证据和文件(见

附件 25)。向专家组提供的这些文件显示，这批物资包括 2瓶铀粉、4 瓶黑液汞、

2 瓶红汞和 2瓶镭(见附件 26)。 

  Itebero 
 

185. 在执行任务期间，专家组访问了矿产交易中心试验地点之一的Itebero。

联刚稳定团与国际移民组织共同支持在北基伍和南基伍建立此种中心，旨在集中

管理税收和文件，并保障矿产交易的安全。Itebero已成为瓦利卡莱镇南部许多

锡石和黄金手工开采场
15
 在通往Hombo和布卡武途中的著名交易中心。Itebero

还有公路通往向西约130公里的马涅马省Kasese，大量矿产从那里空运至布卡武。

该地区的锡石质量好，每公斤卖价是Bisie锡石的一倍。虽然采矿场名义上由传

统当局控制，但大多数手工开采者和交易商都来自南基伍。此外，交易商告知专

家组，他们在Itebero购买的许多锡石都由布卡武收购公司预付资金。 

186. 目前，瓦利卡莱至 Hombo Sud 的公路不通卡车，迫使交易商用自行车经马

伊-马伊 Kifuafua 部分控制的林区运送锡石和其他产品。专家组访谈的锡石买主

和矿业主管部门报告称，马伊-马伊 Kifuafua 在 Karete 设置了路障，对每袋 50

公斤的锡石非法固定收税 4 美元。 

187. 据专家组访谈的锡石买主和地方当局称，卢民主力量偶尔能够进入沿Kahuzi- 

Biega 公园北边的矿场，包括Ibondo-Busasa、Kumua、Kaminjenje 和 Ititi。据报

2001 年遭抢劫的矿场包括 Nguba(公园内)、Zoba、Ititi 和通往 Kasese 公路上的

“225”。在其他矿场，参与开采的地方消息人士告诉专家组，卢民主力量用锡石换

肉。包括政府官员和矿井经营者在内的多方人士告诉专家组，无论是卢民主力量通

过抢劫、非法收税还是实物交换获得的锡石，均通过当地中间人出售给商行、地方

交易商或其他开采场的开采人或中间商，有时也换取基本物品。据专家组访谈的地

__________________ 

 
15
 开采场包括 Bukama、Kamabanga、Ibondo、Kibindobindo、Nguba(在 Kahuzi Biega 公园内)、 

Kibindo、Mibio、Kamabanga、Idambo、Kandimu、Kabalo、Isuku、Tusengusengu、Bukumu 河、 

Luka 河、Kasindi、Mika、Busisi 和 Ibanga 以及通往 Kasese 公路沿途的其他开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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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消息人士称，Kingombe 上校就是这样一名中间商，此人从刚果(金)武装力量脱

逃，被多方报告指控犯有土匪行为并与班亚基利地区的卢民主力量有联系。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矿产交易 

  Bisie 
 

188. Bisie 矿藏位于瓦利卡莱中心西北 80 公里处，自 2003 年以来已成为北基

伍锡石生产中心。据政府统计数据，2010 年前六个月，Bisie 锡石产量占从北基

伍出口的有记录锡石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在此期间，出口该矿产 多的商行是

Huaying、TTT Mining、GMC、Clepad、Sodexmines 和 Amur(见附件 27)。 

189. 据矿产交易商称，在暂停开采之前，Bisie 出口的锡石质量下降，因为胡

乱的开采技术导致大量的水进入矿井。采矿合作社告知专家组，目前约有 2 000

名开采人在 250 多个在采矿坑工作。 

190. 2009 年 2 月，Samy Matumo 上校的第 85 旅在瓦利卡莱被 Yusuf Mboneza

中校指挥的 近整编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第 212 旅取代。据专家组访谈的矿产

交易商称，Mboneza 部队 Sharushako 上尉指挥的一个连随后占领 Bisie。在专家

组获得的一封信中，县长谴责这一干预行动(见附件 28)。由于 Mboneza 和第 3

区指挥官 Chuma Balumisa 上校争夺对 Bisie 收入的控制权，2010 年 7 月由 Mboni 

Matiti 上校领导的一个后备营抵达 Bisie，以取代第 212 旅。据刚果(金)武装力

量在瓦利卡莱的官员称，即使后备营已经抵达，第 212 旅官兵仍拒绝离开 Bisie。 

191. 在此期间，Bisie 开采场的特点是军方的高度参与。矿业官员和矿产交易

商告知专家组，Mboneza 建立了税收制度，所有采矿人每次从矿井出来时必须向

刚果(金)武装力量提供一公斤锡石。此外，据 Ndjingala 矿业主管部门称，第 212

旅还向上夜班的采矿人每次收取 20 美元，每周末收取 15 美元，全部直接交给

Mboneza。据运输商称，第 212 旅还从设在 Bisie 和 Ndjingala 运输中心之间的

四个单独路障赚取收入。 

192. 据矿业官员、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和交易商称，Zidane 上尉是所涉 臭

名昭著的军人之一，他们指控他霸占其他经营者的许多矿井。当地民间社会成员

向专家组举报，Zidane 霸占了 Temps présent 开采场的四个矿井。一些矿产交易

商向专家组抱怨称，他还霸占了另外四个矿井。据多方可靠消息来源称，在过去

一年中，Zidane 直接监督 Mboneza 及其副手 Hassani 上校的矿产投资。瓦利卡莱

军事检察官指控 Zidane 向土匪提供武器，攻击一名携带 1 万多美元前往 Bisie

的矿产交易商。但 4 月 7日 Mboneza 销毁了逮捕令，并拘留持令前去逮捕 Zidane

的军官。专家组从军事检察官办公室获得的文件提到该逮捕令(见附件 29)。 

193. 据同一消息来源，Hassani 的投资经其弟 Faustin Ndahiriwe 之手。后者

是 Imara 合作社主任，该合作社向 Mubi 矿产交易商提供资金。除自己霸占一个

矿井之外，Ndahiriwe 还在 Mubi 拥有一家收购公司，称“Chez Fausti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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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据 Mubi 政府当局称，Hassani 向在戈马的 Clepad 商行出售矿产。

政府当局还告知专家组，Hassani 代表恩塔甘达将军进行投资。 

194. 许多对话者向专家组指称，在 Bisie 直接购买锡石的 大买主是一个名叫

Jean-Claude Bazungo 的卢旺达公民，他常被称为“Kazungu”中尉。据多方消息

灵通人士称，Kazungu 是无照交易商，曾在 Bisie 任 Matumo 上校的首席保镖，2009

年初被遣返卢旺达。Kazungu 后来返回，开始以前第 2 区指挥官 Bernard Byamungu

的名义购买大量锡石。据矿业主管部门称，由于有军方保护，Kazungu 得以跳过

Bisie 和 Mubi 间的所有税项和手续。专家组收到许多其他来源的报告，称刚果(金)

武装力量其他高级军官通过 Kazungu 进行投资，如 Chuma 上校和恩塔甘达将军，

而且 Kazungu 在戈马向已退休的 Bora 将军出售锡石。 

195. 第8军区副指挥官Etienne Bindu上校也是Bisie锡石大买主。除了在Mubi

的一家收购公司之外，他还通过自己合作社的经理进行投资。一些军官告知专家

组，Bindu 在当地的投资由其弟 Morgan 少校监督。Bindu 确保任第 212 旅营长的

弟弟被部署在 Bisie。 

196. 此外，据矿产交易商和矿业主管部门称，刚果(金)武装力量地面部队指挥

官 Amisi Kumba 将军也积极参与 Bisie 矿产开采，他向 Bisie 派驻助手 Tchiza，

负责监督至少 3 个矿井。前第 2 区指挥官 Chuma 上校也通过其弟在 Bisie 投资，

其弟驻 Ndjingala，通常被称为“B52 少校”。矿业主管部门、商人和刚果(金)武

装力量军官还告知专家组，第 8 军区指挥官 Vainqueur Mayala 将军也定期派代

理监督他在 Bisie 的投资。矿业主管部门告知专家组，在 Bisie 的军事参与已相

当制度化，以至于一个名叫“Kalala”的平民 近从马涅马抵达该地，为便利其

交易活动购买了武器和军服。 

 

 

方框 4 

刚果(金)武装力量部署情况与瓦利卡莱大规模强奸事件 

 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犯罪网络追逐经济利益，导致在瓦利卡莱县出现违

抗命令现象以及相互竞争的平行指挥系统。刚果(金)武装力量各级军官争夺对

矿产富饶地区的控制权，但使保护平民的工作受到损害。这不仅导致与武装团

体相互勾结，攻击对手刚果(金)武装力量指挥官，而且使本国和外国武装团体

得以自由统治大片无保护的领土。 

 根据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各种可信的消息来源，在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Mpofi-Kibua轴线上的13个村庄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之前的几个月，就Mubi

和 Ndjingala 轴线沿途有利可图的部署问题发生内部争端，导致刚果(金)武装

力量部队在“马伊-马伊”谢卡、刚果爱国解放力量/伊曼纽尔和卢民主力量联

盟发动攻击之前撤出这些阵地，以便在矿场进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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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2009 年 2 月和 3 月卢旺达国防军和刚果(金)武装力量进行“我们的团

结”联合行动之后，Yusuf Mboneza 中尉的第 212 旅被部署在极为抢手的

Mubi-Ndjngala 轴线，包括 Bisie 和 Omate 采矿场的多个哨所。在瓦利卡莱的

军官告知专家组，区指挥官 Chuma 上校开始与其下属 Mboneza 争夺这些部署带

来的收入。根据刚果(金)武装力量的消息来源，Mboneza 主要与其前全国保卫

人民大会指挥官 Makenga 上校分享经济利益，而 Mboneza 的副手 Hassani 

Shimita Bin Mashabi 上校主要与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内部另一派的领导人恩塔

甘达将军分享好处。 

 因此，Chuma 没有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那份收益，于是 7月初下令将第

212 旅从 Mubi-Ngijngala 轴线沿 Mpofi-Kibua 轴线向东调动，直至

Kashebere。驻扎在 Mpofi-Kashebere 轴线沿线的第 211 旅接到命令，取代第

212 旅。Mboneza 因担心失去来自 Bisie 和 Omate 的收入而违抗这些命令，反

在附近的 Mubi 矿产贸易中心建立了一个新总部。区指挥官-前全国保卫人民大

会 Innocent Kaina 上校是 Mboneza 的顶头上司，他未执行地区指挥官关于重

新部署第 212 旅的命令。 

 针对这一情况，Chuma从 Lubero第1区调派1个后备营至Bisie，由 Mboni 

Matiti 上校指挥。虽然名义上隶属第 211 旅，但该部队在正常指挥系统之外，

直接向 Chuma 报告。Chuma 还将另一个后备营调至 Omate，由 Safari 少校指挥，

旨在破坏第 212 旅对那里金矿的控制。 

 7 月初，Matiti 后备营有 3 个连在 Bisie，2 个连在 Kibua。7 月下旬，

后 2 个连重新部署到 Bisie，显然是为了巩固 Chuma 对 Bisie 的控制，挤走第

212 旅的其余连队。因此，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的村庄沿途已经没有刚果(金)

武装力量部队，因为 Mboneza 上校仍拒绝他的旅调到这一轴线。据第 211 旅指

挥官称，该旅兵力不足，只有 2 个营可指挥，不能取代 Matiti 的营。兵力不

足的原因是另一个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指挥官 Innocent Zimurinda 先前已将

第 211 旅的 1 个营改编为 1 个后备部队，直接向他报告。因此，在发生大规模

强奸事件之前，第 212 旅和第 211 旅及 Matiti 后备营都不在现场。 
 

 

  Omate 
 

197. 在专家组执行任务期间，Omate(又称 Umate)金矿一直是整个瓦利卡莱的关

注焦点。根据多方可靠消息来源和大量文件，Amisi 将军使自己卷入了目前关于

Omate 权利的对抗，以获得一定比例的矿产。据矿业主管部门和矿产交易商称，

Dimanche Katengura 拥有的地方开采公司 Sozagremines，后称 Socagrimineso，

一直拥有对 Omate 的权利。2005 年，Socagrimines 未能延续其对 Omate 的权利，

其后Katengura家庭其他成员以新公司Geminaco的名义申请这些权利。Geminaco 

持有探矿许可证后，开始准备开采 Omate 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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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2009 年 Katengura 返回瓦利卡莱，打算恢复 Socagrimines 对 Omate 的控

制，Geminaco总裁Rene Mwinyi请 Amisi将军提供支持，据专家组访谈的Geminaco

其他代表称，他是 Amisi 将军的密友。专家组获得的文件显示，Amisi 随后命令

Mayala 将军派第 212 旅的一个排将 Omate 矿清场，以便 Geminaco 入驻(见附件

30)。专家组获得的进一步文件显示，Mayala 将军向第 212 旅指挥官 Mboneza 上

校传达了这项命令 (见附件 31)。Geminaco 在戈马的代表向专家组承认，Mwinyi

的确在 Omate 权利之争中寻求 Amisi 的支持。他们声称，Amisi 只是研究了双方

的情况，了解到 Geminaco 受到不公正待遇，决定无偿协助他们，即使此类仲裁

远在其权限之外。 

199. 据瓦利卡莱矿业官员和民间社会活动人士称，2 月中旬，Mwinyi 从戈马抵

达，陪同的是由基桑加尼派来的 9 名士兵，包括 Amisi 的连襟 Djuma 上尉、第 8

军区 Sadok 上尉和 Amisi 办公室的 Katembo 少校。3 月 2 日，当地人在 Mubi 举行

示威反对 Geminaco，第 212 旅成员试图驱逐他们，15 人受伤。专家组收到他们

受伤的照片证据(见附件 32)。3 月 3日夜晚，在第 212 旅“Pili Pili”Kantitima

上校的指挥下，60 多名士兵前往 Omate，开始掠夺二个月以来收集和存放在

Socagrimines 仓库的金矿。据当时在 Omate 的证人称，进行抢劫时 Djuma 也在场。

矿产交易商还告知专家组，当时在场的第 212 旅一个排的士兵决定不离开，尽管

更多士兵抵达了 Omate。 

200. Socagrimines 向专家组提供了写给国防部长夏尔·姆万多·恩辛巴的一

封信，其中称 Socagrimines 经营 Omate 矿时只有 15 名军人，而建立 Geminaco

之后，现在有 100 多名士兵。在同一封信中，Socagrimines 指出驻有这么多士

兵“不像话，因为在需要他们的瓦利卡莱其他地点，人数反而不够”(见附件

33)。 

201. 根据当地矿产交易商称，自在 Omate 建立 Geminaco 以来，其经理 Shabani 

Taibu 开始每月向每名士兵支付一克黄金，向整个部队支付 10-15 克黄金的“口

粮”费。据报 Amisi 还分到自己的矿井，Mboneza 指示准许他的士兵每周若干小

时进入生产矿井。据称，Bindu 上校付钱给 初反对 Socagrimines 离开的海关负

责人，派 Sadok 上尉在 Omate 代表他的利益。专家组还获得 Geminaco 接管之后

士兵在 Omate 检查矿工的照片(见附件 34)。专家组收到金沙萨军事检察官办公室

的文件，命令 4 月 23 日 Omate 矿实现非军事化(见附件 35)。 

202. Socagrimines 的代表告知专家组，他们认为 Geminaco 公司未履行其与军

事指挥官的 初协议，其中要求该公司向 Amisi 将军分配 25%的产品，向 Mayala

将军和 Bindu 上校分别分配 10%的产品。根据刚果(金)武装力量的消息来源，

Katembo 少校和 Aloma 少校(见第 219 段)8 月 7日至 25 日来到 Omate，收取 Amisi

将军的产品份额，但失望而归。Katengura 告知专家组，他计划提议按相同百分

比向 Amisi、Mayala 和 Bindu 分配产品，并再分配给区指挥官 Chuma 上校一些。 



S/2010/596  
 

10-61505 (C)54 
 

203. 7 月 15 日，国防部长恩辛巴写信给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和部队总部，要求两

者调查在 Omate 发生的冲突(见附件 36)。7 月下旬，驻扎在 Omate 的第 212 旅士

兵被 Safari 少校指挥的一个后备营所取代。这一新部署是在“马伊-马伊”谢卡

对 Chuma 率领的一个代表团进行致命攻击之后进行的，后者当时正前往 Omate 进

行商业活动。根据刚果(金)武装力量的消息来源，数十名士兵在伏击中丧生，包

括 Amisi 的连襟 Djuma 上尉。在与专家组的电话访谈中，Sheka 称 Geminaco 公司

主动提出每月给他 100 克黄金，以换取 Omate 不被攻击。 

204. Mubi 矿业官员告诉专家组，刚果(金)武装力量不让他们进入 Omate，但他

们试图改进对黄金交易商的管制。专家组获得的一份文件副本显示从 Omate 购买

黄金的 Mubi 黄金交易商 新名单。在总共 16 个交易商中，只有 6 个持有购买黄

金的官方许可证(见附件 37)。据瓦利卡莱民间社会人士称，大多数瓦利卡莱黄金

交易商向在布卡武的 Etablissement Namukaya 公司出售黄金。 

205. 尽管 9 月总统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开采活动，但矿业主管部门告知专

家组，在 Omate 的开采活动并未停止。据矿业官员称，现场的军官声称他们没有

收到上级任何直接命令。10 月 6 日，当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和矿业主管部门代表团

试图停止在 Omate 的开采活动时，刚果(金)武装力量 1 名军官被拒绝服从其命令

的另一名军官开枪打死。根据官方消息来源，10 月 14 日，Geminaco 经理 Shabani 

Manala 因非法开采 Omate 金矿在瓦利卡莱遭军事检察官办公室逮捕。根据专家组

获得的面谈录像带，Shabani 称 Amisi 将军要求逮捕他，但否认这与没有向 Amisi

将军提供一定比例产品有任何关联。专家组通过设在南非的 Dimension 

Resources 公司的网站获悉，据该公司 2009 年 5 月 9 日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见

附件 38)所述，该公司获得 Geminaco 公司 18%的股份。 

 

方框 5 

在瓦利卡莱进行的包容各方的磋商 

 8 月 27 日，专家组与民间社会、开采合作社、矿产交易商、收购公司和

安全部门以及政府官员等各界代表举行包容各方的公开磋商。尽管军方参与人

数有限，而且县长试图阻碍讨论，但专家组还是对矿产交易各参与者遇到的挫

折有了进一步了解。先前与包括武装团体在内的社会各界进行的一次为期五天

的圆桌讨论会提出一项建议，即刚果(金)武装力量应加强对卢民主力量的军事

行动，而不是自己开展经济活动(见附件 39)。 
 

 

  Itebero 
 

206. 专家组 2008 年 后报告(S/2008/773，第 94 段)提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卢

民主力量对来自 Itebero 附近的 Kahuzi-Biega 公园的锡石征税，这些锡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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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nge 由卢民主力量监督的若干个私营仓库出售。刚果(金)武装力量在 Itebero

的法定任务包括保障以前由卢民主力量控制的开采场和交易地点的安全。2010 年 3

月，当地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2122 营指挥官告知联刚稳定团的一名工作人员，他

为此已在 Itebero 的每个矿部署 20 名士兵。此举减少了卢民主力量进入矿场和市

场的机会。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多方地方消息来源一致认为，这导致个别军官参与

解决争端、对生产非法征税并 终霸占矿井的情况。据一名刚果情报官员和一名民

间社会成员称，营指挥官 Mboneza 中校和旅指挥官 Yusuf 中校(二人均为前全国保

卫人民大会成员)瓜分这一收入。在Itebero 有矿警，但没有 高当局的适当支持，

无法挑战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参与非法开采矿产的犯罪网络。 

 2. 姆文加 
 

  武装团体参与矿产交易 
 

207. 在姆文加县，联刚稳定团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

科工作人员告知专家组，卢民主力量控制了 Lubamba 当地的大多数黄金生产。

所产黄金或者是在莱梅拉黄金市场销售以出口到布琼布拉，或通过穿越坦噶尼

喀湖的交通路线用于购置武器和弹药的交易。然而，专家组的研究表明，卢民

主力量在重要的矿业城镇卡米图加和 Lugushwa 附近直接控制的金矿很少。相

反，与在 Shabunda 和瓦利卡莱类似，卢民主力量依靠的是对矿产商的伏击。因

此，矿产交易仍然是卢民主力量的重要收入来源，即使其战斗人员已经被逐出

主要矿区。 

208. 联刚稳定团和人道主义消息来源报告，名为 Kazungu 的卢民主力量领导人

2010 年期间在 Lugushwa 附近发动了多次袭击。据这些消息人士透露，6 月 21 日，

卢民主力量在 Lugushwa 附近洗劫了 30 所房屋，还于 7 月 15 日把 15 名平民扣为

人质。卢民主力量似乎专门利用刚果(金)武装力量部队撤离居民中心和村庄的时

机。这些撤离行动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自己指挥官的矿业利益。9月 11 日，根

据当地民间社会消息人士透露，刚果(金)武装力量放弃了在 Kabikokole 的阵地

前往矿场，随后，卢民主力量袭击当地居民，绑架两人。 

209. 专家组收到了许多来源的可信证词表明，卢民主力量还控制了 Itombwe 森

林中众多边远的锡石矿，该林地已日益成为其在南基伍的堡垒。地方领导人估计，

卢民主力量在整个森林中有一个有 750 名合作者的网络。这些人从其手中购买矿

产。据一位联刚稳定团保护专家提供的情况，卢民主力量距离 Zombe 矿址只有一

公里，在那里他们通过刚果专员买卖矿产。因此，卢民主力量从不攻击 Zombe。

在近卡米图加处，一些矿产商告诉专家组，卢民主力量在 Kakanga 还收取官方锡

石税。此外，卢民主力量在 Mulambozi 对每袋锡石收税 20 美元，Mulambozi 是其

在姆文加县的长期据点之一。同一消息来源报告，卢民主力量征税或出售的大多

数锡石 终卖给布卡武商行用于国际出口。据报告，其他锡石经由高原运到乌维

拉并在布琼布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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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矿产交易 

卡米图加 

210. 在任务期间，专家组访问了南基伍矿业城镇卡米图加，发现了刚果(金)武

装力量第 321 旅广泛参与矿产交易的证据。据几名矿产商的证词，旅长 Rugo 

Heshima 上校利用对卢民主力量采取行动的借口控制矿产丰富的地区。Heshima

在距离卡米图加八公里的Itabi金矿部署了以少校Yesu Ni Bwama为首的一个营，

其士兵在此处监督所有活动。据同一消息来源提供的情况，Heshima 上校还制订

了一个收取出产量的大约 40%的制度。在 Mulingote 和 Mobalo 矿，Heshima 的情

报人员对进入矿区的每个矿工征税 5 美元。专家组与矿产商确认，每天在这些矿

区工作的矿工有数千人。Heshima 上校还利用其情报人员监测可能运走大量黄金

或黄金矿石的矿产商的行动。据报告，9 月 7 日，Heshima 下令中校 Wilondja 在

Pwembwe 矿逮捕 17 人，该中校本人在卡米图加附近控制两个矿坑。据当地居民的

叙述，受害者被直接带到 Heshima 面前，然后其矿产被没收并 终获释。 

方框 6 

Heshima 上校和驻卡米图加特遣队基地的撤除 

 2010年6月，Heshima上校根据“阿马尼利奥”行动指挥官Delphin Kahimbi

上校的指示，提前很短时间下通知命令联刚稳定团驻卡米图加巴基斯坦特遣队

基地搬走，尽管卢民主力量继续威胁当地安全。Heshima 报告这一做法的理由

是，联刚稳定团特遣队所在房屋应该属于他的旅，因为这是该镇 具战略意义

的军事阵地。不过，根据联刚稳定团和刚果(金)武装力量几名人员的证词，做

出迫使联刚稳定团搬出房子的决定是因为 Heshima 听说了地板下面可能藏有

黄金的传言。 

 

211. Heshima 上校还对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322 旅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副指挥

官 Bulimaso 上校 近被任命为该旅旅长。这个旅所有三个营都由前全国保卫人

民大会军官指挥，其中一人部署在姆文加县主要锡石矿所在地 Zombe。专家组从

多种来源获得的可靠消息称，Tembo 少校强迫 Zombe 矿工每月支付 30 美元，每销

售一次矿产再支付 10 美元。他们还采用了 salongo 做法，即刚果(金)武装力量

士兵强迫矿工一周为其工作一天。根据联刚稳定团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在 Zombe

的士兵向居民们解释说，上司命令其执行这些做法。相同消息来源报告，第 32

区副指挥官 Jean-Pierre Biyoyo 中校(见 S/2009/253，第 85 段)往往派其弟弟由

军事人员护送在 Zombe 买锡石，强迫所有矿工在当日只向其一人出售锡石。根据

联刚稳定团消息来源提供的情况，8月，第 322 旅士兵袭击了 23 辆矿产运输车，

抢劫了数百公斤锡石。姆文加中心区总部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指责袭击是卢

民主力量所为。所有离开 Zombe 的锡石被步行运送到姆文加中心，然后装上卡车，

出售给布卡武矿产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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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驻卡米图加的前旅长 Chiviri 上校 2009 年末被调至近卡西卡不太有利可

图的职位。不过，根据联刚稳定团消息来源提供的情况，Chiviri 继续保留若干

仍忠于他的矿工队伍。根据人道主义消息来源提供的情况，8 月，Chiviri 的旅

在通往布卡武的路上掠夺了一卡车锡石。Chiviri 继续向卡米图加发送奶牛和运

送啤酒，据报告，他在那里用其名为 Princesse de Zamunda 的酒吧贮存黄金矿

石(见附件 40)。当专家组向 Heshima 询问诸如 Chiviri 等其他军官的企业时，他

回答说无可奉告，“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私人事务。” 

Lugushwa 

213. 专家组还访问了卡米图加以南的矿业城镇 Lugushwa，第 321 旅和第 10 军

区总部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卷入了那里的矿产贸易。驻在 Kitutu 第 3211 营的一个

连被部署到 Lugushwa，这里是流动人口大本营，估计有 2.8 万居民，据说其中超

过 70%的人参与了采矿业。加拿大的 Banro 公司拥有 Lugushwa 周边所有 30 个矿

场的采矿权，但目前尚未开始工业生产。尽管如此，手工采掘让位于工业开采

的前景加快了手工采矿的步伐，矿坑经营者显然意欲在不得不离开前使其利润

大化。 

214.  许多政府官员和矿产贸易商提供的证词表明，连长 Thomas Twagirayesu 

上尉自 2009 年末调至 Lugushwa 以来，就负责征收 Lugushwa 的矿产税，再转给

第 321 旅旅长 Heshima 上校。根据政府官员提供的情况，Faustin 中尉的任务是

对每个矿坑、排水沟和破碎站每月收税 20 美元，仅在“D18”矿就有 100 多个。

这些每月税收被称为“对战事的奉献”。此外，Lugushwa 所有住户及商店每周六

都要向“军需处”提供 1 美元。另外，根据矿产贸易商提供的情况，Twagirayesu

还会随时抵达生产矿坑，直接夺取不受更高级别军官保护的矿产。 

215. 与 Twagirayesu 竞争的是第 10 军区 T2(情报)机构，其直接听命于布卡武

的帕特里克·马松祖将军。根据政府当局提供的情况，马松祖通过 Mweso 少校

监督、保护和扩大自己的采矿资产。根据当地政府官员提供的情况，马松祖经

常寄钱给 T2 办公室，以便以他的名义购买矿产，包括 近交付了 20 000 美元。

由于 Mweso 级别比他高，Twagirayesu 似乎无法控制 T2 机构的活动。这导致刚

果(金)武装力量在 Lugushwa 的这两个平行指挥机构之间出现紧张局势，有时还

发生冲突。 

216. 专家组收到了许多来源的可信证词称，由中尉Dorice、阿兰、穆萨和Pichen

组成的 Mweso 的 T2 队伍由其授权勘察已开始生产的矿，或者夺取这些矿，或者

为 T2 办公室收取一部分矿产。这些人员通常部署在各矿场，但也可能随时未经

通知突然到来。据当地矿工和矿坑管理人员提供的情况，Mweso 的团队通常被称

为“骚扰单位”，而非“情报单位”。矿工用一部分矿产做交换可以免遭这一不断

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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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Mweso 有自己的平民主管队伍照看其商业利益。在 Mweso 在近 Simali 村的

“A”矿强占的一个矿坑外，有三名行政人员和 60 个矿工为 T2 办公室工作。矿

业官员告诉专家组，不允许他们视察这些采矿活动或要求纳税。此外，根据政府

官员提供的情况，有关采矿权的所有争端都须提交给 T2 机构，该机构通常征用

有关各方的矿产资产，收取贿赂后才交还资产，否则直接盗取矿产。 

218. 根据许多来源的可信证词，布卡武第 10 军区 T2 办公室军官经常拿到旅行

证在 Lugushwa 进行情报活动。根据当地政府官员提供的情况，9 月 11 日，T2 总

部办公室的穆罕默德少校拦下运送矿石的 24 人，征用了七袋金矿石。此外，当

地政府官员广泛指称，Moise“Musa”Kananume 少校对卢民主力量采取“假”行

动，作为参观矿场和调查矿坑出产情况的借口，显然是以敲诈勒索为目的。根据

其他矿坑管理人员提供的情况，T2 机构还负责保护刚果(金)武装力量其他高级军

官采矿投资的监理人员，包括Nakabaka上校在“G7”和“D18”强占的矿坑，Nakabaka

上校向其在那里的各组矿工送过电动泵和燃料。 

219. 根据许多证词，Lugushwa 重要的矿坑管理人是专家组采访的 Munganga 

Jérome Catche。Catche 告知专家组，他有 200 多名矿工在“D18”矿为其工作。

他还向专家组承认，他自愿向来访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提供了约 50 克黄金，

在布卡武的价值约等于 2 300 美元。Catche 向专家组确认，2010 年，他从“支

持者”那里收到了 9 000 美元，用以支付他的所有工人。根据当地政府官员提供

的情况，Catche 由 T2 办公室人员护卫，其中两人住在他家里，并且没有纳税。

为了证实对在 Lugushwa 征询过的所有人而言似乎是尽人皆知的情况，一个消息

来源请专家组听一段电话对话，在电话对话中，Catche 公开宣布，他为 Amisi 

Kumba 将军工作(见第 196 至 205 段)，还为 Amisi 首席顾问之一 Aluma 少校工作。

Catche 告知小组，他把他所有的黄金卖给了 Etablissement Namukaya。专家组

咨询的所有其他矿产贸易商表示，来自卡米图加和 Lugushwa 的大部分黄金由

Etablissment Namukaya 的代理商买走。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与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勾结 

220. 刚果(金)武装力量许多消息来源、矿产商和当地民间社会告知专家组，第

321 旅往少了说是不关心卢民主力量对安全的持久威胁，往多了说是与其串通一

气。刚果(金)武装力量消息来源告诉专家组，卢民主力量“上尉”Bethos 就 Zombe

矿与滕博少校达成了一个“安全”安排，这似乎是其没有受到攻击的另一个原因。

刚果情报部门的消息来源还认为，Heshima 以前的副指挥官 Burimaso 上校是刚果

爱国抵抗联盟前战斗人员，据报其早就与卢民主力量有勾结。 

221.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Heshima 上校对专家组坚称，他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卢

民主力量。然而，若干矿产商向专家组透露，卢民主力量在距卡米图加约 15 公

里的 Nyanjagarangara 的一个金矿的主要运输公路上设置了“关税壁垒”。当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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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告知这一点时，Heshima 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专家组获取了该地区

一名卢民主力量指挥官发送的文本信息，要求 Heshima 冷静“对待他的弟兄”，

否则，他在北基伍的家人会成为目标(见附件 41)。 

方框 7 

矿产丰富地区的主从关系 

 卡米图加旅长的职位在刚果(金)武装力量中似乎非常抢手。根据刚果(金)

武装力量一些消息来源和矿产贸易商提供的情况，为确保拿到这一职位，军官

往往会与更高级别的指挥官做出安排，承诺会向其回报自己很大一部分地方收

入。因此，当他们到达矿产丰富的地区时，指挥员已经对级别更高的保护人欠

下了债务。面对可能被调至经济上不太有吸引力地区的持续威胁，军官们不得

不尽快为上级收取尽可能多的钱。当被问及为什么 Heshima 上校能够保持他在

卡米图加有利可图的职位时，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却提到了 Heshima 与

Amisi 将军之间可以追溯到刚果民主联盟年月的长期关系。 

 

222. 专家组收到了Lugushwa当地对话者的证词，即在卢民主力量袭击前，卢民主

力量领导人Kazungu接触了Thomas Twagirayesu 上尉，与他交流了信息。同一消息

来源报告，8月初，卢民主力量上午6时至10时在Kitutu和 Lugushwa之间的Miasa

设置了路障，洗劫了250人。据报，Twagirayesu 的部队仅在下午进行了干预。 

223.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告诉专家组，8 月初，Kazungu 要求当地居民拿出 5 000

美元免遭骚扰。当地方长官与Lugushwa的Twagirayesu联系时，他收到了Kazungu

的另一张字条称，寻求军方帮助没有用处，因为“我们都是一伙的”。专家组还

收到证词称，卢民主力量掠夺的电话机后来回到了据悉与刚果(金)武装力量联络

的妓女手中。 

 3. 沙本达  
 

  武装团体参与矿产交易 
 

224. 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51 区在整个沙本达县扩大了对矿产丰富地区的控制

和影响力，把卢民主力量排挤到 Kahuzi-Biega 国家公园的边远地点。2010 年 3

月初，联刚稳定团向专家组报告说，卢民主力量在 Lugulumine、Lwigimine、

Luyumine、Kamintoko 和 Manzakala 矿派驻了人员。同时，专家组注意到卢民主

力量抢劫和绑架来自主要矿场和贸易路线的平民商人，这一状况令人担忧。 

225. 据联刚稳定团消息人士透露，卢民主力量3月 5日袭击了 Nyambembe 矿，第

51区十多名士兵死亡，6月5日袭击了Mianzi村，绑架了40人，7月13日在Nduma 

还绑架了25名矿工。6月16日，卢民主力量袭击了Panekusu附近的Baela矿场，

抢劫了所有矿产，杀害了3名平民，还绑架了40名矿工。根据人道主义消息来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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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情况，刚果(金)武装力量拒绝追捕袭击者后，马伊-马伊 Raia Mutomboki 同意

与当地人合作，对卢民主力量开展行动。卢民主力量绑架人质的目的是换取高额赎

金以及运输抢劫的矿产和货物。在Kahuzi-Biega 国家公园抢劫或开采的矿产往往经

陆路运至较接近省会的市场， 终由布卡武的矿产贸易公司买走。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矿产交易 
 

226. 在南基伍，专家组得到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和政府消息人士提供的可靠情

报说，设立独立的“阿马尼利奥”行动第51区，其明确目的是从矿产贸易中获益。

该区沿着全省主要锡石和黄金产区之一的轮廓线部署，其中包括沙本达县全部地区

以及瓦伦古和卡巴雷县西部。由于没有可以报告的第五区，第 51 区直接向“阿马

尼利奥”行动指挥部报告。根据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提供的情况，该区指挥官

Claude Mucho 上校只服从 Sultani Makenga 上校。在与专家组访谈时，刚果(金)

武装力量军官怀疑，Makenga 之所以被赋予对这一矿产丰富地区的直接控制权，是

为了确保其配合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整编进程，尽管恩孔达于2009 年 1月被捕。 

227. 专家组采访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认为，Mucho 明确地控制着 Matili

金矿以及 Nkunwa、Nyambembe、Nduma、Luntukulu 和 Lukoma(近 Nzibira)的锡石

矿，且有直接的经济利益。根据同一消息来源提供的情况，Mucho 向几组矿工提

供资助，而这些矿工反过来向他出售其产品。专家组收到的文件指出，Mucho 指

挥的 150 名士兵还参与控制 Kadumwa 金矿。据南基伍民间社会人士透露，第 51

区各营长控制了 Ngongo Sadam 中校管辖的有利可图的 Nyambembe 和 Nzovu 锡石

矿。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向专家组报告，有个“帕特里克上校”在 Luntunkulu

监管 Mucho 的商业投资。 

228. 在一些矿区，刚果(金)武装力量与卢民主力量在对战略阵地的控制上存有

争端，而在另一些矿区，第 51 区的经济利益则导致两者的共同存在。据联合国人

士透露，沙本达县的卢民主力量所在地非常靠近刚果(金)武装力量在各矿周边的阵

地，据称两者甚至在不同日子对Kamulila、Kalekwa 和 Kagolomba 矿的矿产贸易商

征税。根据当地民间社会成员提供的情况，刚果(金)武装力量似乎对攻击卢民主力

量不感兴趣。刚果(金)武装部队军官告诉专家组，当一个马伊-马伊民兵团体 6 月

一再袭击沙本达中心时，第51区部队没有从矿区的部署位置返回保卫县府。 

 4. 瓦伦古 
 

229. 根据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提供的情况，第 31 区指挥官 Jean-Pierre 

Biyoyo 上校参与了瓦伦古县一大部分黄金生产，每周在 Mukungwe、Namurali 和

Kanyola 对所有矿工和矿坑管理人员征税 20 美元。Biyoyo 还征用了若干矿坑。根

据刚果军事情报人员提供的情况，在瓦伦古居民反复不断投诉和提出众多滥权指控

后，2010 年初，Biyoyo 被下令调离瓦伦古县。然而，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告诉

专家组，Biyoyo 向他的上级缴钱取消这些命令，以便继续控制他的采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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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根据刚果情报部门和矿产贸易商提供的情况，Biyoyo 上校把他所有的黄金

卖给一位刚果黄金交易商 Mange Namuhanda。Namuhanda 的经纪人因走私黄金被捕

时，Biyoyo 多次与刚果当局交涉。多名矿产贸易商告诉专家组，Namuhanda 还与第

十军区副指挥官 Baudouin Nakabaka 上校合作。据外交人士透露，Nakabaka 在第

10 军区总部的时间很少，不熟悉其运作情况。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向专家组坚

称，Nakabaka 首先是“一个商人”。Nakabaka 自担任鲁齐齐平原上的一名马伊-马

伊指挥官以来，就与卢民主力量保持联系(见 S/2009/603，第 33和 159 段)。 

 5. 乌维拉/菲齐 
 

武装团体参与矿产交易 

联邦共和国部队打劫 TransAfrika 公司的设施 

231. 根据专家组看到的报告并经面谈证实，5 月 5 日，50 至 60 名联邦共和国

部队人员在 Jacques Shaka 上校指挥下打劫了 TransAfrika 公司在米内姆布韦中

心以南的 Rugezi 和 Bigaragara 金矿勘探营地。该公司遭袭击后暂停了作业，等

待被盗设备的归还和得到安全上的保障。 

232. 专家组访谈了参加该次袭击的前联邦共和国部队人员和一名目击者，他们

确认了 TransAfrika 公司的陈述，即联邦共和国部队已掌握了 TransAfrika 公司

的资产情况，但他们预期能找到金子，甚至带走了 5 箱泥土样品。该公司在 2010

年 1 月底开始钻探岩心样品，引起谣言说工业开采已经开始(因此大家认为社区

应得到原来允诺的利益)。据 TransAfrika 公司的一名代表和一个遭打劫地点的

一名前雇员说，这些谣言是没有根据的。 

233. 专家组 2010 年访谈的五位提供消息者，包括一名刚果高级情报人员和一

名与联邦共和国部队关系密切的人，都说该次袭击可能是因为TransAfrika公司

拒绝向联邦共和国部队作缴纳，同时联邦共和国部队认为TransAfrika公司向当

地的马伊-马伊和刚果(金)武装力量指挥官们作了缴纳。专家组无法证实这些说

法，而布卡武的一名TransAfrika公司管理人员和Nziratimana都否认这种说法。

在 8 月 5 日同专家组的一次面谈中，该代表否认同联邦共和国部队或任何其他武

装团体有联系。但是，专家组后来得到的证据表明，在 8 月 21 日，从该代表的

电话号码曾打出一个 9.5 分钟的卫星电话，专家组后来证实该电话是打给Venant 

Bisogo上校的。10 月 12 日，专家组提出询问，TransAfrika公司的该管理人确

认有这样一个电话，他说，电话中一名未报身份的联邦共和国部队少校毫不含

糊地威胁说，该公司在首先“去见”联邦共和国部队并作交纳之前不要重新开始

作业。专家组同TransAfrika公司的总经理(主管政府和社区关系)Thomas 

Nziratimana讨论了这一问题，
16
 他重申了TransAfrika公司的政策，即拒绝同武

__________________ 

 
16
 www.transafrikaresources.com/a/boar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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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团体接触。在其 2009 年 后报告(S/2009/603，第 238 段)中，专家组发现

Nziratimana曾在 2008 年年中同联邦共和国部队高级指挥官接触。
17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矿产交易 

234. 专家组从刚果当局得到的证词显示，刚果(金)武装力量区指挥官 Bernard 

Byamungu 上校(见第116段)参与了许多经济活动。Byamungu 在他的管区内战略性地

将士兵部署到矿产丰富的地区，特别是菲齐县。根据联刚稳定团消息人士提供的情

况，第 43 区 Gifaru Niragiye 上校控制下的部队已控制了 Kilembwe 周围大部分的

黄金交易，该区以前由卢民主力量控制。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向专家组透露，除

黄金交易外，Byamungu 还从南基伍贩运大理石到布琼布拉搞建筑。专家组收到的证

词说，Byamungu 还控制着港口城市Yungu与布琼布拉和基戈马之间的铜交易。据前

战斗人员说，以前是马伊-马伊Yakutumba 控制这一交易，但后来被刚果(金)武装力

量取代。专家组收到了存在乌维拉的这些铜矿砂的样品。据军方消息人士称，

Byamungu 上校在此地大约囤积了35吨矿砂，等待布琼布拉的购买商(见附件42)。 

 6. 卡莱亥 
 

235. 专家组从三个以上独立来源收到一致的信息，说刚果(金)武装力量/“阿

马尼利奥”行动第 24 区指挥官 Gwigwi Busogi 上校也在其控制的地区参与非法

开采和走私锡石、钶钽铁矿石、黄金和电气石，这些地区包括 Nyabibwe、Numbi、

Change、Bilembo、Lumbisha 和 Nyabarongo。 

236. 专家组访谈了一名矿产交易商，他确认曾从 Gwigwi 那里购买锡石和钶钽

铁矿石。该交易商告知专家组，Gwigwi 获取他所控制地区的矿场生产量的五分

之一，并说他去这些矿场时看到有武装人员监守。该交易商还具体指称 Gwigwi

在 7 月参与经由 Idjwi 岛穿越基伍湖走私矿物，将矿物卖给 Kibuye 的购买商。

专家组通过布卡武的刚果军事情报官员和与 Gwigwi 合作的两名消息人士，得以

独立核实了这一走私路线的存在。根据后者提供的情况，自矿禁实施以来，有人

监督的采掘活动在夜里继续进行，然后通过 Idjwi 出口。 

 7. 马西西 
 

武装团体参与矿产交易 

237. 专家组在执行任务期间多次实地走访马西西县。马西西南部的矿产常常在矿

业城镇 Rubaya 出售，联刚稳定团、国际移民组织和政府的稳定方案(摆脱武装冲突

地区稳定和重建计划)已开始在那里建立一个贸易中心。贸易中心将集中处理矿产交

易所需的所有政府事务、单证和税收，然后将矿产运往设在戈马的商行出售。先前

报告(S/2008/773第 58段和S/2009/603 第 230段)提到的同刚果(金)武装力量中全

__________________ 

 
17
 Nziratimana 后来致函专家组，确认他曾与 Venant Bisogo 接触，但否认与联邦共和国部队有

任何财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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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卫人民大会前军官合作的参议员 Eduard Mwangachuchu，通过其矿产公司和商

行 Mwangachuchu Hizi International 从 Rubaya 附近的 Bibatama“D2”矿场开展

业务。据Rubaya矿业当局提供的情况，Mwangachuchu 的矿产业务得到名叫Joffrey 

Muhizi的前战斗人员为首的一群人的保护。据多位矿产贸易商和矿业当局提供的情

况，这些人通常在白天着便服，但在夜里常常有人看到他们携带武器并着军装。

Mwangachuchu 告诉专家组，以前他的产业受到袭击，因此组织了这一保安团。 

刚果(金)武装力量参与矿产交易 

238. 根据同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矿产交易商和政府当局所做的许多面谈，

了解到南马西西地区是处在忠于恩塔甘达将军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前全国保卫

人民大会成员的绝对控制下。专家组收到许多来源的可信证词说，恩塔甘达直接

参与了整个地区的矿产交易。据联刚稳定团称，Kingi、Koy、Gakombe、Bisunzu、

Bishasha、Ruziranta、Kawisi、Luoo 和 Mataba 的矿场均有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

分子。恩塔甘达直接通过驻扎在 Ngungu 的高级指挥官们进行工作。 

239. 专家组从同样的消息来源获悉，忠于恩塔甘达的军官 Baudoin Ngaruye 上

校和第 23 区指挥官 Innocent Zimurinda 上校(S/2009/603 附件 124 中曾提到这

两人)就南马西西的矿产交易收益曾发生争端。借助未整编的全国保卫人民大会

的若干个营，Zimurinda专享Ngungu附近Kasangura矿场的矿产收益。当Baudouin

晋升为区副指挥官、Zimurinda 取代他成为南马西西第 23 区指挥官时，后者寻求

以自己的矿产网络取代 Baudouin 的网络。联刚稳定团向专家组报告，因此，军

官们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导致 2010 年初 Baudouin 的一名矿产交易商在 Rubaya

被疑是 Zimurinda 手下的人谋杀。 

 8. 贝尼/卢贝罗 
 

武装团体参与矿产交易 

240. 专家组在执行任务期间访问了卢贝罗县，卢民主力量在那里的目标是确保

其对 Luofo 和 Miriki 的矿产品市场的控制，据联合国方面向专家组提供的消息，

反叛团体向当地贸易商收税。在 2010 年上半年，卢民主力量曾七次袭击 Luofu

周围的金矿。在这些袭击中，卢民主力量除其他外在 3 月 27 日烧毁了 28 栋房屋

并在 4 月 7日对村民们进行了蓄意抢劫。 

241. 据矿业当局称,在卢文佐里行动之前，民主同盟军在十多年中控制着

Chuchuba 和 Makembe 的各金矿。虽然没有报告称他们在这些金矿收税，但反叛团

体时不时强迫矿工为他们工作。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矿产交易 

242. 卢贝罗矿区当局告知专家组，由 Bruno Mandevu 上校和前全国保卫人民大

会上校 Biasamaza 指挥的第 11 区成员很深地卷入矿产交易。前全国保卫人民大



S/2010/596  
 

10-61505 (C)64 
 

会方面有人告诉专家组，刚果(金)武装力量的许多军官觊觎 Bisamaza 的职位，

也要求被部署到卢贝罗以求谋财。 

243. 政府官员特别谴责 Dudu 少校的 1112 营，该营在 3 月 17 日被部署到矿产

丰富的 Manguredjipa 地区。根据相同的消息来源，Dudu 的士兵们在 Mbunia 和

Kisenge 矿通过易货贸易制度巩固了对黄金的专买权。所有啤酒、食品和供应品

都由士兵安排运到矿区，并以有利的比价换得黄金。据矿业官员说，如果产量有

限，士兵据说就殴打许多矿工，认为他们是在撒谎或欺骗他们。2 月，矿业当局

正式致函军事指挥官们，谴责这些虐待行为。专家组 7 月访问时，当局尚未得到

任何答复。 

244. 专家组还收到有关文件，其中报告矿业当局在 Manguredjipa 举行的一次

矿工、交易商、政府官员和 Dudu 营代表的会议(见附件 43)。在会议记录中，与

会者指责军方对矿工强征“安保”税，并强迫他们搬运在矿区出售的商品。此外，

还指责士兵们同逃兵团伙勾结，骚扰和抢劫矿产交易商。与会者还谴责平民和军

方矿产交易商之间不平等的市场竞争。在会议的 后，他们要求 Dudu 少校的营

承认其原来的任务和责任。 

 9. 伊图里 
 

武装团体参与矿产交易 

245. 专家组在访问东方省伊图里区时了解到，武装团体的一些残余势力仍在矿

产丰富的地区活动。正义阵线和伊图里和解人民阵线日益缘化，但它们仍在偏远

的金矿附近活动，并以金矿作为财源。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矿产交易 

246. 不过，据刚果当局称，刚果(金)武装力量已日益卷入矿产交易。例如，当

局向专家组报告说，一位“Abamungu 少校”每星期二都要向 Geti 附近金矿的所

有矿坑征收 20 美元或半克黄金的税收。当局还说，不能够每周交税的人就被指

责为支持武装团体并遭逮捕。 

247. 当地官员还告诉专家组，Amisi 将军(见第 196 至 205 段)利用几位下属军

官来督察他的矿产投资。政府官员举出五名军官，他们在被部署到 Irumu、Aru、

Mambasa 和 Mongbwalu 的矿场期间为 Amisi 工作。 近任命的第 11 军区指挥官

Fall 上校试图解职或轮调其中的多名军官，以限制他们参与矿产交易。但是，据

刚果(金)武装力量方面称，Amisi 作了干预，以确保第 13 旅指挥官 Masudi 

Esperant 不被调离蒙格瓦卢附近的矿场。刚果当局称，Willy Nyangezi 少校将

Amisi 的矿产品越境走私到乌干达。据矿业官员们说，布尼亚的矿产交易商中至

少有 80%将其黄金卖给坎帕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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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非矿产自然资源 

 1. 木材交易 
 

武装团体参与木材交易 

248. 专家组收到了多方证词称卢民主力量参与木材交易，特别是在北基伍

Pinga 周围的森林中。据报告，板材经常由刚果(金)武装力量部队运输到戈马并

征税。在南基伍，卢民主力量在整个 Itombwe 森林的木材生产活动中很活跃。根

据当地多方消息来源，Itombwe 森林每月出产几万块板材，在当地以 4 美元一块

出售。卢民主力量同马伊-马伊各团伙合作，并同居住在姆文加中心的一个平民

网络合作，因此引起同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冲突，后者也寻求控制这一商业活动。 

249. 8 月 1 日，卢民主力量和马伊-马伊 Nyakiliba 合伙将两名刚果(金)武装力

量军官斩首，并杀害了一名平民向导，留下一张便条，将袭击的责任归于解放刚

果爱国阵线，但专家组后来从刚果(金)武装力量方面的多个来源了解到，事实上

这些军官正在准备开发该地区的木材。虽然官方称这些军官是被单独派出进行反

卢民主力量的活动，但这场杀戮看来是为了向打算侵蚀卢民主力量商业利益的刚

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发出警告。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木材交易 

250.  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犯罪网络日益参与在整个北基伍和南基伍的木材

交易。据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说，每年大约需要 6 万棵树来供应仅戈马一地的建

筑市场的板材和椽木需求。Innocent Kaina 上校当第 22 区指挥官的时候，通过

设在 Kitchanga 的总部控制着这些运输的大部分。根据当地提供的消息，在(鲁

丘鲁县)Kitchanga 以东的 Bishusha 地区，第 22 区的士兵们几乎坎光了国家公园

外的所有树木，供应当地建筑所需。专家组从当地领导人得到多方的可信报告，

说 Zimurinda 上校取代 Kaina 后，组织人手砍伐了 Burungu 以南的 Nganjo 森林。

前主人 Merlo 夫人在 2010 年初去世后，刚果(金)武装力量部队侵占了她从 Sake 

到 Kitchanga 道路沿线的地产，强迫她的经理同意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木材开采活

动。专家组前往该地区访问时，刚果(金)武装力量士兵声称，这片森林是“因为

下雨”而被毁(见附件 44)。 

251.  据刚果(金)武装力量方面人士说，参与木材贩运的军官往往有自己的卡车

来保证他们的木材运输。专家组直接观察到驻扎在 Nyange 的 Eustache 少校拥有

的卡车拉木材到戈马(见附件 45)。通常由士兵押送木材运输以避免交税。专家组

获得了一封第 322 旅指挥官 Sadam Edmun Ryngo 上校要求海关主管免税的信(见

附件 46)。在南基伍，驻扎在姆文加中心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上校、刚果(金)

武装力量第 32 区副指挥官 Eric Bizimana 参与木材交易的程度很深。据联合国

方面人士说，Bizimana 和其他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购买了多个电锯，以装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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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队，在离姆文加中心 15 公里的 Kitamba 和 Kalundu 地区伐木。这两个伐木

队每周能生产一卡车板材，可多达 600 块。 

252.  木材除了用于大城市的建筑，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出口木材。据刚果国家警

察说，驻扎在 Mpeti 的第 2212 营指挥官 Djolo Buhunda 中校和副指挥官 Douglas

中校过去一年出口了几千块板材。据同样的消息来源，Kitenge 少校(以前曾记述

其参与交易的情况(见 S/2009/603，第 186 段))在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4 月期

间通过忠于他的 Adana 少尉出口了 1 700 块板材(见附件 47)。专家组还从多方来

源获得可信的情报，称博斯科·恩塔甘达将军仍然活跃于木材交易，以前也曾有

这类描述(同上，第 185 段)。据专家组看到的刚果国家警察持有的证据，有一次，

恩塔甘达用他自己的卡车将 500 多块板材运到卢旺达。 

 2. 从维龙加国家公园进行非法木炭交易 
 

253. 由于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的公园巡逻员 2010 年在维龙加国家公园南段和

中段的东半片所进行的反木炭行动，据报告在 2010 年期间非法木炭生产与上一

年相比减少了一半。专家组发现，各种武装团体及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犯罪网

络继续从公园内的非法木炭交易中获利。专家组访问公园两边的 Rutshuru、

Kiwandja、Rwindi、Kitchanga 和 Kiroliwe 各地时，看到许多卡车，每辆装载着

150 至 170 袋(35 公斤)木炭(见附件 48)。据刚果一个环境团体说，在公园里也经

常看见这些卡车，它们出现在 Mebenga 和 Katanda 之间 Vitshumbi 外的障隔

Kabasha“斜坡”上，还出现在 Kahumiro。专家组收到摄影证据，显示仅公园南

段一地就有几百个炭窑，每个炭窑每天能出炭 2 100 袋(见附件 49)。 

254. 驱动木炭交易的是戈马、贝尼、鲁丘鲁、Butembo、基万加、Kitchanga

和 Sake 等城镇的需求。据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的一所大学所作的一项综

合研究显示，仅戈马一地每年就销售近 50 000 吨木炭，戈马 50 万人口中 97%以

上依靠木炭作为唯一的能源。当地非政府环境组织告诉专家组，来自公园的木炭

占戈马市场至少 80%，每年的总价值大约为 2 800 万美元。由于用公园中的硬木

做成的木炭燃烧时间长，其价值比用桉树做成的木炭的价值高得多。据刚果民主

共和国自然养护研究所估计，需要 300 多万立方米木材(砍伐几十万棵树)来生产

这么大量的木炭，这不仅毁坏了公园，而且威胁许多小动物物种。 

武装团体参与木炭交易 

255. 对卢民主力量和维龙加国家公园内的许多马伊-马伊团体而言，木炭交易是一

个重要的资金和供应来源。以前这些团体仅对木炭交易收税，专家组现得到多方面

的证词说，卢民主力量和马伊-马伊现在自己进行大部分的木炭生产。据刚果保护自

然研究所说，卢民主力量聚集了很多人，以 Fidel 少校为首，在 Kahumiro 和

Kinyamohya附近有以连为建制的人员。从卢民主力量分裂出来的团体索基派也驻扎

在公园内 Rutshuru 河和 Masango 中间的地带。马伊-马伊的“La Fontaine”、

“Complet”和“Kasidien”各团体都同卢民主力量一起进行非法伐木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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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这些武装团体常常以袋装木炭作交换，从平民那里得到军事物资和武器。

公园周围的 Kibumba 和 Rugari 等地居民将衣物、食品甚至弹药运给卢民主力量/

马伊-马伊，以换取袋装木炭。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向这些中间人提供军服和

武器，供他们做交易。在 Sake 和 Kingi 两地的市场，人们知道刚果(金)武装力

量同卢民主力量合作。专家组在访问 Kingi 时，当地的刚果(金)武装力量士兵对

专家组说，Kaina 上校 近同卢民主力量就木炭价格作了谈判，然后就离去了。

据当地的环境保护者说，在 Kahumiro，刚果(金)武装力量的 Claude Mosala 中校

为生产木炭同卢民主力量密切合作。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木炭交易 

257.  专家组收到的多方证词确认，第 22 区的 Innocent Zimurinda 上校进行非

法木炭交易，其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部队占据维龙加国家公园的整个西侧。据刚

果保护自然研究所说，Zimurinda 的部队不让公园巡逻员进入公园内一块占地

1 000 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该地区的树木正在被逐渐砍伐，开辟成牧场(见附件

50)。专家组 9 月对 Kitchanga 以东维龙加国家公园内的 Bwiza 居住区进行访问

时，地方当局告诉专家组，他们估计仅在当地市场一地每周就有大约 80 吨来自

公园的木炭出售。Kitchanga 当地居民说，来自公园的木炭几乎全部卖给刚果(金)

武装力量第 22 区高官的妻子们。这些人还说，有时军官们干脆命令当地人直接

为他们生产，却不付钱。同木材交易一样，刚果(金)武装力量拥有的卡车在通往

戈马途中全部免税。由于当地每袋木炭出售价为 3 美元，在戈马转售时为 25 美

元，专家组估计，仅 Bwiza 市场一地每年就为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22 区指挥

官们创造 700 000 多美元的利润。此外，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们控制着

Burungu、Kiroliwe、Kitchanga 和 Sake 的木炭市场。 

258.  为了对抗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打击在维龙加国家公园中段和南段的东面伐木

烧炭的活动，502旅的Nyamushebwa 上校和131旅的Nkundawera上校向非法烧炭的

工人提供保护并就此收费。专家组收到“举报者”提供的入园卡，502旅 Fiston中

校每天向几百名想进公园的人出售这种入园卡(见附件 51)。每张卡的费用为 30 美

元，可供入园一次。工作结束后，他们必须在离园之前向刚果(金)武装力量提供两

袋木炭。专家组从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在2010年头几个月抓获的参与这种非法交易

的人那里获得了卢旺达身份证(见附件 52)。如要将大量的木炭运出公园，132 旅的

士兵们常常会封锁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的巡逻，声称正在对卢民主力量采取行动。 

 3. 爱德华湖上的非法捕鱼行为 

259. 专家组取得的多方证词和报告显示，各武装团体和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

的犯罪网络参与了维龙加国家公园内爱德华湖上的非法捕鱼活动。为了确保可持

续发展，刚果法律规定了鱼网的大小，并规定爱德华湖上的独木舟数量不得超过

700 艘，而且只能分布在 Vitshumbi、Kyavinyonge 和 Nyakakoma 这三个获承认的

渔场。然而，经过数年战争后，爱德华湖西岸沿线涌现了无数非法定居点和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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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主义者和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称，由此带来的过度捕捞严重破坏了该湖

生物的繁殖能力，直接影响了该地区的食品价格。 

武装团体参与非法捕鱼 

260. 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及专家组联系的研究人员称，一些马伊-马伊团体控制了

爱德华湖西岸沿线的近十几个渔村。7 月，一名反叛分子在 Vitchumbi 附近杀害了

一名公园管理员。卢民主力量也在这一地区出没，据报与第131旅建立了合作关系。

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和刚果(金)武装力量在 6 月和 7 月期间开展的联合行动初步改

善了爱德华湖上的非法捕鱼情况，并摧毁了马伊-马伊Muramba 的基地。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非法捕鱼 

261. 截至 7 月，第 131 旅 Nkundawere 中校控制了维龙加国家公园内爱德华湖

的整个南岸和西岸。自然保护主义者称，在 Kibahari、Chondo 和 Kabale 这三个

湖湾，许多渔民每星期向第 131 旅缴付 70 美元，以便获得武装护卫，对付刚果

保护自然研究所公园管理员。普通渔民每次从湖中捕鱼归来，要缴纳 4 美元和 5

条鱼。当地非政府组织向专家组报告，称他们观察到第 131 旅的士兵们如何提供

武器给儿童，以进行非法捕鱼活动。 

262. 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多次能够赶走私捕的渔民，可是第 131 旅再次授权这

些渔民进行捕鱼。当地自然保护主义者和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称，5月 11 日，在

Kachanga，公园管理员逮捕了几名非法渔民。30 分钟后，刚果(金)武装力量士兵

抵达，射击管理员的船只，要求释放这些渔民。5 月 15 日，第 131 旅的一名刚果

(金)武装力量士兵因在 Mwiga 湾非法捕鱼而被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逮捕，然而在

前往位于戈马的军事检察官办公室的途中就被释放了。 

 

方框 8 

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与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士兵的对峙 

 2010 年 7 月初，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和刚果(金)武装力量第 1 区商定了

爱德华湖南岸的非军事化方式。7 月 13 日，卡车被派往 Vitshumbi 和

Nyakakoma，帮助重新部署第 131 旅和第 133 旅的成员。然而，这两个旅都拒

绝服从这些命令，随后，这些旅内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分子和由 30 个公园

管理员组成的一个排之间出现武装对峙。虽然一些前政府士兵同意离开，但是，

250 名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士兵抵制，威胁要烧毁卡车。7月 15 日，这些士兵

猛烈攻击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在 Vitshumbi 的营地并劫掠所有物品，迫使公园

管理员逃离。当 Kiwandja 周围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部队派出的增援力量开

始向 Vitshumbi 行进时，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的省主任提出辞职。刚果保护自

然研究所的公园管理员称，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刚果(金)武装力量这两个旅

的成员才 终同意调往 Kahumiro 和 Kibir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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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第 131 旅第 2营的指挥官是Charles Sematama 中校。公园管理员称，第 1312

营就非法缩小尺寸的渔网征收 100 美元，每增加 1艘独木船征收 10 美元。其他渔

民为一星期有效的捕鱼证支付25美元(见附件 53)。渔民如果要使用禁用的先进捕

鱼技术，必须支付高达每天 70 美元的费用。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估计，湖上大约

有5 000 名非法渔民和1 500 艘非法独木舟受到刚果(金)武装力量士兵的保护。此

外，第131 旅的士兵们自己有船只，他们穿着军装自己捕鱼(见附件 54)。 

264. 自 2010 年 2 月以来，公园管理员试图重新控制爱德华湖南岸。然而，刚

果(金)武装力量对公园管理员的到来作出暴力反应，导致在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

在 4 月逮捕了包括一些士兵在内的大量非法渔民之后，双方发生武装对抗。5 月，

在刚果(金)武装力量在 Rwindi 附近伏击公园管理员后，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作

出反应，处决了刚果(金)武装力量 3 名军官。4 月，刚果保护自然研究所致信第

8 军区指挥官，正式要求刚果(金)武装力量离开公园。 

 4. 维龙加国家公园里的盗猎行为 
 

265. 专家组收到的可靠情报显示，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犯罪网络参与了维龙

加国家公园内的盗猎活动。根据当地自然保护主义者和环保人士的记录，在 3 月、

4 月和 5 月这三个月，刚果(金)武装力量士兵猎杀了 144 只野生动物，其中仅在

公园中心区就猎杀了 26 头大象、28 只河马和 2 头狮子。专家组取得的照片证据

显示了这些动物的尸体以及参与这些行为的士兵(见附件 55)。在专家组访问

Rwindi 期间，当地消息人士和公园管理员告诉专家组，驻在 Vitchumbi 的第 3132

营营长 Sematama 中校对 2010 年前 5 个月数十只河马被杀一事负有责任。 

266. 专家组咨询的当地自然保护主义者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称，刚果(金)武装力量

第 131、第 502 和第 132 旅许多士兵向平民有时甚至儿童提供武器，以猎杀这些动

物。这些猎人的报酬往往是猎物的两只脚和头。剩下的肉供军队出售。主要贩运路

线在Vitshumbi 和 Chondo之间，在这里，刚果(金)武装力量控制爱德华湖西岸沿线

所有村庄的丛林野味贸易。其他重要的丛林野味市场包括 Kanyabayonga 和

Kibirizi。每只河马的当地售价可达400多美元。 

267. 当地环保人士告诉专家组，非法贩运象牙行为在 2010 年有所增加，住在

Butembo 和戈马的中间商从刚果(金)武装力量士兵手中收购象牙。公园管理员经

常在公园各处发现用以偷猎大象的干酸陷阱，他们说这些陷阱是偷猎者在士兵的

保护下设下的(见附件 56)。公园以外来的非法走私象牙和动物皮张的人每次进入

也由刚果(金)武装力量控制的当地秘密丛林野味市场时，必须向这些军官支付 20

美元。 

 5. 暴力征用土地行为 
 

268. 专家组在其任务期间观察到，军事单位参与土地纠纷和土地侵占行为的程

度上升，这些行为往往升级为暴力。专家组的研究表明，战争期所获土地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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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相当混乱，并且习惯做法和关于土地的民法之间存在矛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土地冲突中依然普遍存在军事介入现象。 

武装团体参与土地征用 

269. 更加相关的案例之一是 Lukopfu 村的案例，该地地方当局在专家组访问期

间概述了这一冲突。所涉土地位于 Bitongo 山上，该土地以前的所有者 Kalinda 

Albert 同意让当地村民利用该土地种植庄稼达好几十年。Lukopfu 的村民称，然

而，他的遗孀 Catherine Serenge 决定在 2008 年把 Bitongo 山的 400 公顷土地

出售给一个名为“Aloys Tegera”的人。这些信息来源还告诉专家组，当村民抵

制这一买卖时，有人把奶牛赶到地里来毁坏他们种植的庄稼。联合国的消息来源

称，随后，Baudouin Ngaruye 上校手下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士兵来到该村，恐

吓和骚扰这些村民。 

270. 地方领导人告诉专家组， 终，刚果(金)武装力量的约 25 名逃兵组成了

一支民兵，指挥官是 Binebine 中校。根据联刚稳定团的记录，在 2010 年，这支

民兵对 9 起谋杀、6 起强奸和许多勒索和骚扰 Lukopfu 当地居民案件负有责任。8

月 23 日，这支民兵正式在 Lukopfu 的 Bitongo 山驻扎下来。据称，物业管理者

Jean Ruzindana 已与 Binebine 密切合作。联刚稳定团的消息称，9 月，在 Lukopfu

看见 Ruzindana 和 20 个来自 Kiroliwe 的新招募人员在一起。 

271. 专家组还记录了胡图族民兵在马西西县实施的一系列侵占土地行为。在

马西西中心北部，一个称为“蒙古人”的武装团体变本加厉地强行驱赶当地洪

德族人，以夺取他们的土地。“蒙古人”与后来成为文职行政人员的前刚果爱国

抵抗联盟领导人 Nyunga Munyamariba 有关联，并与卢民主力量和刚果(金)武装

力量内的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合作。政府官员称，由于其在马西西的固有经济

和土地利益，Munyamariba 拒绝了金沙萨让其出任北基伍外一个更高行政职位

的命令。 

272. 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叛乱的胡图族资深支持者 Erasto Ntibaturama 也被指

动用自己的私人民兵解决土地纠纷，他声称有权分配这些土地。在北基伍省前省

长 Eugene Serufuli 的支持下，Erasto 获取了大量出让土地，并将其租给当地农

民，获得可观利润。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参与土地征用 

273. 专家组还访问了 Karuba 村，采访了遭到第二区指挥官 Baudouin 上校手

下的士兵强行驱逐的几名受害者。这些部队应 Marie Karuretwa 的请求，强行

驱逐180多个家庭离开他们在Matanda地区 Tchaninga的土地。当地领导人称，

Karuba 的区长因收容这些家庭而遭到这些士兵的威胁，并被迫在专家组访问

之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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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在 Kitchanga 附近，参议员 Mwangachuchu 也卷入了强行吞并他农场周围

160 公顷土地所引起的土地纠纷。该地区的发展工作者称，Mwangachuchu 亲自前

来与当地居民谈判，陪同的有 4 位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高级军官，包括恩塔甘达

将军。居民很快就接受了参议员退回 80 公顷的提议。 

275. 通戈地区也发生了军方介入的土地冲突。发展机构称，目前，COPRAAKA

和 ACOPA 两个合作社就面积达 500 公顷的 Rushugunda 森林保护区发生了争议。

ACOPA 企图获得该森林保护区的所有权，牵头者是目前担任“阿马尼利奥”行动

发言人的 Kazarama Vianney 少校。土地专家告诉专家组，2010 年 1 月 23 日，

Kazarama 少校派下属士兵驱逐和逮捕 COPRAAKA 一些成员。随后，3 月 23 日，

Kazarama 再次派同一队伍逮捕 COPRAAKA 成员，并破坏和抢劫他们的家。发展机

构告知专家组，COPRAAKA 的 4 名 高领导人 终于 4 月 2 日在戈马被拘。 

276. 专家组还记录了士兵在南基伍的Minova附近以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名义进

行干预的事件。地方政府当局称，Victor Ngezayo
18
 从Mwami Bernard Sangara

手中购买了位于Bulenga的土地，虽然另一个人也声称拥有该土地。联刚稳定团

告诉专家组，南基伍“阿马尼利奥”行动副指挥官Makenga上校率士兵抵达，对

付声称对该土地拥有权利的其他人。这些消息来源还称，6月 25 日，当被驱逐的

土地所有者试图在地方当局的陪同下返回时，Makenga的士兵向他们开火，造成 1

名年轻男子死亡，3 人受伤。Ngezayo向专家组承认，当时当地政府当局不回应其

关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能呼吁Makenga的部队进行干预。 

277. 专家组在其任务期间，对受自由独立刚果爱国者联盟控制的 Lukweti 地区进

行了一次访问(见第44段)。在当地，专家组采访了周围村庄的当地居民，记录了他

们在2010年前三个月遭受的来自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士兵的攻击。专家组估计，仅

在 Buboa、Mashango、Butsindo、Buendero、Kihara 和 Karoli 村中，就有 30 多人

被杀，150 所房屋被烧毁，40 名妇女被强奸。来自现已遭遗弃的 Ndurumo 镇的流离

失所者向专家组解释说，在2月28日这天，有150多所房屋被烧，6人死亡。村民

给专家组的明确解释是，所有这些袭击都是为了驱逐 Bahunde 本地人口，以便前全

国保卫人民大会军官接管 Lukweti 区的牧草茂盛的土地。专家组证实，在前全国保

卫人民大会部队的保护下，奶牛被迁移到Lukweti以西地区，如Bibwe和 Nyange。 

 C. 结论 

278. 在审查这些案例研究后，专家组了解到，在南北基伍的某些地区，开采自

然资源只是使武装运动得以维持其实现政治目标的努力。然而，专家组注意到，

经济动机正越来越多地驱动很大一部分武装行为体，包括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

__________________ 

 
18
 S/2008/773 第 124 段提及 Ngezayo。他后来给予正式回复，专家组与其进行了会面，讨论了他

对该以往报告提及自己一事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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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网络。然而，追求个人财富的行为是发生在不公正现象层出不穷的社会政治背

景下，而自然资源开采军事化的后果只会加剧某些不公正现象。虽然某些武装团体

可能是为其领导人的个人私利所驱动，但他们也是部分利用了这些真正的社会政治

关切。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解决之道，这些问题将继续给稳定带来严重风险。 

 

方框 9 

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部署 

 这些犯罪网络的部署越来越多地是为了控制自然资源。专家组在对南北基

伍各地的实地调查中了解到，新部署的刚果(金)武装力量部队对追击武装团体

或保护平民没有兴趣。一偏远地区的地方领导人称，新来的军官向他们提出的

第一个问题经常是“矿区在哪里？” 

 
 

279. 专家组还认为，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犯罪网络有计划地参与自然资源开

采，这造成了利益冲突，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安全局势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

刚果(金)武装力量某些军官优先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做法削弱了武装部队执行

其保护刚果人民任务的能力。专家组征询的南北基伍各地地方领导人多次抱怨

说，刚果(金)武装力量更关注利用自然资源获利，而非对付武装团体。专家组认

为，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犯罪网络的强大利益将继续破坏旨在加强安全部门的国

家和国际努力，因为这些网络得益于南北基伍的不安全和武装团体泛滥的现状。

自然资源军事化的影响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a) 行动重点。指挥官就打击武装团体做出的部署和行动决定是基于特定区

域的经济吸引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与特别容易遭到安全威胁的城镇或乡村地

区相比，往往处于相对优先地位； 

 (b) 资源转移。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黑手党式犯罪网络将其已经有限的资

源转移到私人经济任务上。军官经常派遣参谋人员执行运送投资资金、购买、出

售并监督矿坑采矿活动的任务。这包括部署军事情报人员和建立分支机构，其明

确目的就是监察矿产丰富的地区，而这些资源原本应当用于更好收集武装团体的

信息。此外，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后勤能力，包括官方车辆和卡车，经常被用于

私人商业事务，如运输自然资源； 

 (c) 内部竞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地理位置取代武装团体的威胁分析，成

为分配指挥职位和指定军事部署位置的重要决定因素，从区域、分区、旅、营一直

到连一级都是如此。军官和整个部队公开竞争，以获取这些部署位置。此外，“阿

马尼利奥”部队与第8和第 10军区指挥官之间关系紧张，后者被边缘化，并被剥

夺了许多行动能力。第 8 和第 10 军区指挥官寻求掌控一些地方，以便他们也可

以在经济上受惠，但这往往使他们与“阿马尼利奥”行动指挥官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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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不服从指挥与平行指挥链。除了使对以往所属武装团体的效忠持久化，

自然资源的开采还导致平行指挥链。对于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军官而言，标准的

指挥结构给他们的商业投资带来了困难。因此，他们往往绕过某些层级，以保护

旅长、营长或连长，并确保他们获得适当部署。一经部署，这些军官都要感谢对

其部署曾大有帮助的上级。因此，这些犯罪网络的参与者都要向他们的庇护者奉

上金钱，有时甚至牵涉到金沙萨的官员。这种现象使得青年军官不向其顶头上司

负责。如果其他高级军官希望把他们调到其他区，下属军官甚至可以威胁叛逃和

加入武装团体。为避免一部分这些难题，高级军官建立了直接挂靠总部并处于正

式指挥结构之外的特殊后备营或分区。这些部队往往负有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明确

任务，独立运作； 

 (e) 与武装团体勾结。刚果(金)武装力量内的犯罪网络有时与武装团体勾

结，从而使安全局势恶化，并间接使这些网络得以掠夺矿产贸易商； 

 (f) 破坏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方案。来自武装团体

的前战斗人员曾多次向联刚稳定团申诉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军官虐待他们。据

报，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认为，寻求复员和遣返的武装团体战斗人员可能携

带矿产，因此，为了盗取其所有财物，这些军官攻击甚至有时杀害他们。这些

行为让希望返回家园的战斗人员打退堂鼓； 

 (g) 缺乏透明度。军官之间以及下属和上级军官之间的关系充斥着秘密，因

为他们都担心自己私下的非法买卖被人抢走。此外，军官明白，如果他们胆敢谴

责上级的渎职行为，他们自己可能会被调到经济利益较少的区域。 后，军事收

入缺乏透明度，使得文职部门的监督，特别是国家或省议会等民主机构的监督更

加难以进行。 

 八.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矿产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查性的挑战 

海关、边境管制和透明度  

280.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正继续努力使海关和边防警察部门现代化，特别是在

东部地区。自 3 月以来，在南非政府的技术支持下，北基伍戈马的主要边境站配

备了一台有大量能力的扫描器以便利和加快监测过程，并已加强打击欺诈和低报

价值的努力。 

281. 新的边防警察部队已在北基伍得到培训，并主要部署在戈马、鲁丘鲁区(布

纳加纳、伊沙沙和Munyaga)和贝尼区(卡辛迪、Kamango 和布滕博)。这提高了该国

发现向东越过边界的矿产贸易中的欺诈行为的能力(见下文方框)。根据《北基伍边

界警察协调方案》，在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财政支持下，240 多名边防警察在布

卡武的 Jules Moke 中心得到培训，这些人员在 2009 年 11 月开始工作。在美国的

财政援助下，另外50名警察在布尼亚得到培训。他们在3月加入了分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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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专家组已注意到刚果海关当局开展的一场打击其内部工作人员腐败行为

的新运动。10 月 8 日，关税和消费税务局局长 Deo Rugwiza 指示所有海关人员签

署声明，证明没有参与腐败活动。当局会采取哪些后续措施核实这些声明仍有待

观察。 

283. 专家组在调查过程中确定，虽然移民事务总局已向其工作人员分发国际上

认定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名单，但并没有分发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有关刚果

民主共和国的指定接受定向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名单。 

284. 专家组在前几份报告中谴责的那些进行欺诈的人总的来说已开始合法交

易，显然是在卢旺达非洲矿产供应公司的鼓动和资助下这么做，该公司是从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部购买矿产的主要买家之一。这家公司是北基伍 9 家商行和南基伍

Bakulikira 商行的唯一买家，有每月 500 万美元的采购额。根据卢旺达提供的统

计(见附件 57)，非洲矿产供应公司在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间从刚果民主共和

国进口 1 945 吨锡石。令人鼓舞的是，这些数字与刚果矿业部门提供专家组的有

关该公司的统计数据几乎相同。 

 

方框 10 

走私对可追查性构成的挑战：个案研究 

 北基伍矿业警察告诉专家组，在 9 月与边防警察采取的联合行动中，抓获

一辆企图将未申报的锡石从戈马越过边界运往卢旺达吉塞尼的车辆。警方根据

调查来到戈马一间也储有锡石的房子，但警察告诉专家组，司法当局不让他们

进入。到警察获准进入该房子时，矿石已无踪影。这 3 名警察后来被逮捕和拘

留，但很快就无罪释放。 
 

 

航空 

285. 造成物品、包括禁运物品运输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航空运输组织不

力，对领空控制不足，以及对机场和简易机场的控制和安保措施有限。机场保安

人员报酬很低，容易引起腐败现象。 

286.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专家组常常能看到没有佩戴身份标识的人从飞机

上卸货，这些人未经检查便离开机场。专家组注意到，这些乘客大多是士兵或其

家属，他们然后带着托运的货物旅行。据专家组面谈过的机场工作人员说，他们

认为一些货物“是不能动的”，因为它们的收货人具有政治或军事地位。使领空

缺乏控制的问题更加严重的情况是，该领土没有被雷达覆盖，这意味着非法飞行

可以在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 

287. 在伊图里，从多科和瓦察的金矿抵达布尼亚的私人飞机不受检查。出口到

乌干达的货物向无权检查货物的当局作出申报。专家组获悉，5 月 22 日晚，直升

机将弹药和军事装备运到 Nzungu 县(布尼亚东部)境内 Reti、Binjo 和 Bule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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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义阵线民兵，但一直未能核实该情况。根据专家组面谈的一个自称的目击者

所述，直升机机号被遮盖，飞往艾伯特湖方向。 

288. 专家组和联合国人员面谈的刚果官员报告说，5 月 25 日和 7 月 11 日，他

们看到来路不明的直升机在鲁文佐里附近民主同盟军控制的Mwalika地区着陆。

在没有适当控制领空的情况下，这种飞行的身份和货物无法得到核实。
19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矿产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查性的挑战 

289. 刚果当局已采取一系列旨在确保该国东部矿产供应链可追查性和透明度的

措施(见附件 58)。详细的原产地证书应由当局颁发给采矿者，其中说明他们的矿

产来自哪个矿。然而，省级矿务当局尚未编制标明矿物原产矿的矿产分类数据。 

290. 此外，从采矿者购买矿产的交易商似乎没有收到矿物的原产地证书副本，

而矿务司给予交易商的矿产运输授权书只表明矿产总的来源。此外，在布卡武的

一些商行告知专家组，就空运进入该市的矿产而言，矿产交易商只向他们提供空

运公司的收据，其中提供的矿物原产地信息更少(见附件 59)。 

291. 因此，商行只能从矿产交易商提供的文件中确定所购矿物总的来源。因为

在许多地区，包括 Itebero(见第 187 段)，使卢民主力量和其他武装团体从中获

利的矿产与其他物资混在一起，因此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292. 在政府于 9 月实施矿物生产和贸易禁令之前，专家组从政府官员等多个可

靠消息来源获悉，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走私矿物的整体数量逐渐减少。然而，

与往年一样，专家组也收到有关走私网络活动的可信证词。例如，刚果(金)武装

力量军官告诉专家组，在矿物活动暂停令颁布之前，第五海军部队 Kayumba 少校

为通过基伍湖在卡莱亥县和布卡武之间将矿产走私到卢旺达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方框 11 

国际锡业研究协会锡供应链举措 

 工商界目前在大湖区实施的一个关于矿产可追查性的重要举措是国际锡

业研究协会锡供应链举措。 

 该举措旨在追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各矿场的矿产并提供可核查的

原产地资料。它于 2009 年 7 月开始实施第一阶段的工作，涉及收集所有与该

地区锡和钽供应链相关的文件资料。3 月，在南基伍 Nyabibwe 开始实施该举

措第二阶段的试点项目，涉及在矿场和供应链过程中为矿产做标识，但在 9 月

实施采矿活动禁令后这项工作暂停。 

 实现矿产可追查性和透明度的挑战之一，因而也是确保尽职调查的挑战之

一是，其开采或买卖能给冲突各方带来物质利益的矿产，有可能与其开采没有 

__________________ 

 
19
 商行与私营空运货物公司签订飞行合同；这些公司很少接受更有效管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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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这些利益的矿产混杂在一起。因此，标记过程要想获得可信度，就必须消

除这种风险。 

 在试点项目中，两次进行标记，一次在矿场，另一次在进行交易的地点。

如果要加入其他材料，需要将它们送到矿场标记地点，这是与不进行标记的普

遍情况不同，后者可以更容易地加入其他材料。不过，发现有些人企图将没有

标记的材料放入标记过的袋子里。根据项目实施小组所述，这些材料来自同一

个矿，但先被偷偷从矿场拿走，以逃避矿税。 

 在矿场对加入其他材料进行的另一项检查是该项目监察矿的生产情况，这

将能够发现矿场条件不易解释的增加或减少情况。 

 矿产商将他们购买的矿产混合在一起，他们是使冲突各方受益的矿产进入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供应链的主要进入点之一。为了减少矿产交易商混入未标

记材料的风险，该项目规定矿产商已标记材料的重量不应超过他们从矿场购买 

的已标记材料的重量。但是，矿产商会将在矿场标识的袋子中的土块和石头去

除，并换上其他材料，但这可以通过将来自矿场的矿石中平均矿物含量与矿产

交易商已标识袋子中的矿石含量进行比较加以监测。 

 另一个风险是盗窃和挪用标识。为减轻该风险，该项目记录下哪些标识被

分配给哪些矿场，从而能够发现已标记材料来自意想不到地方的情况。此外，

每个发给采矿者和矿产交易商的标识均记录了他们的姓名和其他细节，包括所

涉及的政府工作人员，从而能够追踪可疑货物的情况。一些矿产交易商曾试图

重复使用标识，但据报告，这很容易被发现和预防。同时，标识的独特编号系

统旨在防止标记制造和使用方面发生欺诈行为的风险。还建立了其他系统，以

防止政府工作人员盗窃、出售或遗失标识。地方执行委员会已将政府人员出售

标识的行为报告给该项目。 

 总之，该项目迄今已对减轻材料被欺诈性标识的风险给予了合理的关心和

注意。同时，该项目似乎具有管理上的实用性，并能在为锡和钽矿供应链提供

可追查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专家组认为，2010 年 9 月宣布的将标记项目推广到卢旺达各矿的行动，

也可对区域矿产可追查性作出重要贡献。目标是到 2010 年底实现该国矿产量

的 75%有标记，并在 2011 年期间达到 100%。该目标如果得以实现，将有助于

确定该国的矿产出口量有多少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标记有助于追查，但未涉及出产已标记材料的矿场情况，以及从矿场一直

到供应链的运输线路沿线情况。它本身没有说明哪些武装团体和(或)刚果(金)

武装力量是否会从中非法获益。因此，标记过程尽管有助于尽职调查，但将需

要通过实地评估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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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供应链的可追查性和透明度  

293.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黄金供应链的特点是普遍存在的保密做法，当地情况

和特别是安全顾虑使交易商不愿意申报实际经手的数额。专家组根据从黄金交易

商得到的资料估计，南北基伍每月生产 300 多公斤黄金，等于黄金出口商每年有

约 1.6 亿美元的净收入。 

294. Etablissement Namukaya(又名 Congocom)是南北基伍省唯一正常运作的

黄金购买公司，它由 Evariste Shamamba 经营。根据他与专家组会面时提供的记

录显示，2010 年头三个月，Shamamba 只正式出口 11.5 公斤的黄金(见附件 60)。

其中一项出口是在 2 月进行，黄金是通过卢旺达运往在 Nariobi 的 Pinacle EPZ

交易商(见附件 61)。根据刚果情报机构所述，第十军区指挥官帕特里克·马松祖

将军(见第 114 和 215 段)和其副手 Nakabaka 上校(见第 114、218 和 230 段)是

Shamamba 的商业伙伴。专家组在姆文加县征询的所有矿产交易商均告知，他们将

矿产销售给 Shamamba 的代理商。Etablissement Namukaya 还经营 New Congocom 

Air 航空公司，这是南基伍的两家空中运输服务公司之一，为 Shamamba 在南北基

伍的广泛实地代理商网络收集黄金和其他矿产(见附件 62)。仅根据姆文加矿产交

易商报告的产量，专家组估计，Shamamba 每月购买超过 60 公斤的黄金。可靠的

证词表明，为利用从乌干达出口的税收优惠而使用从布琼布拉和布卡武途经基加

利到坎帕拉的路线贩运的黄金数量增加，其中包括 Shamamba 策划的黄金贩运。 

295. 南北基伍所产黄金的另一个重要购买者是在布琼布拉开展业务的 Mutoka 

Ruganyira(见 S/2008/773 第 93 段和 S/2009/603 第 140-159 段)。据向专家组提

供的布隆迪官方出口记录所示，Mutoka 的 Berkenrode 公司于 2009 年从布隆迪出

口黄金 22 次，共 970 公斤(见附件 63)。第二大的黄金出口公司是 Les Tresors de 

Tanganyika，其出口量不到 9 公斤。据相同的记录，在 2010 年头 7 个月内，Mutoka

通过 5 次不同的出口从布琼布拉仅出口 110.4 公斤，表明有记录的出口数额比上

一年下降 80%(见附件 64)。Mutoka 告诉专家组，他在 2010 年的生意明显下降。

不过，根据在南基伍的几个矿产交易商所述，Mutoka 在整个南基伍的多个买家仍

然购买与往年相同数量的黄金。这些相同的消息来源向专家组表明，Mutoka 可能

也通过坎帕拉出口黄金。根据刚果情报机构所述，在 9 月和 10 月，仅来自布卡

武的一个黄金交易商就向 Mutoka 销售了超过 15 公斤的黄金。专家组已查明

Mutoka 至少其他五个刚果供应商的名称和地点，它们在南基伍各地购买，包括从

已知由武装团体和(或)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犯罪网络控制的地区。在与专家组

会晤期间，Mutoka 表示愿意对他在布琼布拉购买的黄金原产地进行尽职调查。不

过，他还没有向专家组提供这方面任何具体的策略或政策，并继续宣称他只从布

隆迪购买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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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专家组已调查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通过坎帕拉等地区首府向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和香港的精炼厂运输黄金的网络，并认为很可能其他网络也将黄金运到

其它地方。专家组也知道，世界各地的许多精炼厂已制定政策，拒绝购买来自刚

果民主共和国的黄金，或来自大湖区和非洲东部地区没有确切原产地的黄金。然

而，黄金专家认为，一旦黄金离开精炼厂，则无法追查，除非精炼厂只处理来自

一个地方的黄金。即便如此，来自一个地方的精炼黄金看来很可能在日后与其他

来源的黄金混合。 

297. 专家组的理解是，当局知道黄金进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情况，但指出，

要求运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黄金需附的起码单证没有要求提供任何关于黄金

来源的信息或关于 后买方的信息。 

298.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多种商品中心正在制定关于尽职调查的准则，

要求其成员了解客户，并减轻成为洗钱参与方的风险。准则应有助于加强成员的

尽职调查，以防直接和间接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非法武装团体及受制裁个人

和实体的风险。但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其他监管当局没有要求采取这种尽职

调查措施。专家组认为，酋长国的所有监管当局应在黄金进口商和精炼厂需做的

尽职调查方面采用相同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应该是强制性的。 

299. 此外，专家组认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和其他进口黄金进行精炼的国

家应做出更多努力，加强关于进口黄金的规章。具体来说，任何送往精炼厂或贸

易商的黄金应附有： 

 (a) 出口商开具的发票原件，注明收货人，而不只是精炼厂，且附上详细地

址； 

 (b) 原产地证书； 

 (c) 已向所称黄金原产地国家当局支付出口税的证明。 

300. 加强这些规定的效力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检查原产地证书是否真实的制度，

好能在证书颁发时将其张贴在安全的因特网网站，以便能与提交给黄金进口国

海关当局的文件进行核对。黄金收货人、接收人或进口商应要求其供应商或客户

充分提供“了解客户”方面的详细信息。 

301. 如果能够实施这些改革措施，就有可能追查刚果民主共和国手工工匠开采

的黄金，尽管这样做仍会具有挑战性。这将有可能使进口、精炼或购买这种黄金

的个人和实体开展本报告所述的尽职调查，而目前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302. 目前正在开展几个项目，开始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金矿进行工业开采，

特别是由加拿大公司 Banro 开展的项目。Banro 告诉专家组，一旦开始生产，公

司将致力于确保从矿场到精炼厂的供应链具有充分的可追查性，并确保不是由该

公司开采的黄金将无法进入这个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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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尽责调查 

 A. 导言 
 

303. 安理会第 1896(2009)号决议第 7 段要求就矿产品进口商、加工行业和消费

者购买和采购产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产品的尽责调查准则(包括采取步骤确定

矿产品来源)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并专门提及了第 1857(2008)号决议第 4(g)段。 

304. 专家组已就尽责调查问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特别是与矿业部密切合

作。此外，按照安理会第 1896(2009)号决议的要求，专家组还借鉴和参加了关于

这一问题的其他论坛所做的工作，其中特别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主持的关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负责任的矿物供应链尽责调查准则工作组、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非法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自然资源问题国际工作队、南北

基伍商行协会、非洲矿产供应公司及其供应商、Comimpa 和 Comider 采掘者协会、

国际锡业研究协会、电子行业公民联盟和全球信息技术促进环发倡议。 

305. 尽责调查是一个动态进程，个人和实体通过这一进程参照既定的标准履行

职责。尊重人权就是这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要求个人和实体进行尽责调查以减

轻他们侵犯他人人权的风险。不过，专家组的理解是，安理会通过提及第

1857(2008)号决议第 4(g)段打算对矿产品进口商、加工行业和消费者实行的是较

为狭义的标准，重点是减轻以下不利影响的风险： 

(a) 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武装团体； 

(b) 违反对被制裁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306. 专家组建议对矿产品进口商、加工行业和消费者采取基于风险的尽责调查

办法，意即这些个人和实体必须评估和减轻与其业务相关的不利影响的风险。“减

轻”在此的含义是“缓解其力度或强度”。 

307. 这一标准要求个人和实体减轻向下列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提供

支持的风险：卢民主力量、民主同盟军、上帝军和众多的马伊-马伊民兵。值得

注意的是，排除在定义之外的是刚果(金)武装力量，即宪政国家的武装力量，而

非一个武装团体。同样，国家的其他武装部门，包括刚果国家警察、矿业警察和

国家情报局，也不是非法武装团体，因此也被排除在定义之外。 

308. 专家组概要介绍了一个通过经合组织主持的包容性多方利益攸关方进程

制订的尽责调查程序，告诉产自“示警红旗”地区
20
矿产品的进口商、加工行业

和消费者如何减轻他们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非法武装团体直接或间接提供支

持以及违反对被制裁个人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的风险。 

__________________ 

 
20
 “示警红旗”地区在此系指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以及产自该地区矿物在该区域已知的转口国，

其中包括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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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专家组在此任务期间对这一事项的研究显示，示警红旗地区矿物的供应链

中还有其他的重要参与者。专家组建议，为公平起见，并为了增强拟议措施的功

效，不仅应当要求矿产品进口商、加工商和消费者，也应要求示警红旗地区矿物

供应链中其他主要参与者进行尽责调查。其他主要参与者包括运输矿物的个人和

实体以及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和保险的机构。专家组认为，尽责调查还应适用于在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探测、勘探和开采矿物的个人和实体。把供应链中的其他参

与者纳入尽责调查准则将需要修订准则，专家组建议对此事项作出进一步研究。 

310. 尽责调查问题直接关系到安理会较早在第1857(2008)号决议中指定的制裁标

准，其中包括通过自然资源的非法贸易直接或间接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非法武

装团体。本报告提出的尽责调查建议为个人和实体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明确指出

他们需要做些什么以免成为考虑制裁的对象，而且进一步告诉他们能够主动做些什

么以找出和减轻他们提供这种支持的风险。专家组因此建议，凡个人和实体明显未

能根据本文所述准则做到尽责调查时，以及凡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已直接或间接使

某一个武装团体受益时，这种情况就应是安理会审议案情以实施定向制裁时的一个

标准。另一方面，专家组建议，证明个人或实体已作出尽责调查的证据在此类案件

中应被认定为可使罪责减轻的情节。 

311. 第 1896(2009)号决议明确认定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此类资源的非法贸易

与军火的扩散和贩运之间存在联系，并将其称为助长和加剧非洲大湖区冲突的主

要因素之一。 

312.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和贸易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之

间的诸多联系。如报告所示，专家组确定，这种联系不但涉及武装团体以及受到

定向制裁的个人和实体，也涉及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以及严重侵犯

人权的犯罪者。正如武装团体以及受到定向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的参与一样，刚果

(金)武装力量内部犯罪网络在违禁开采自然资源方面的作用也是在刚果民主共

和国东部助长现有冲突和制造新冲突的一个因素。 

313. “示警红旗”地区矿产品的进口商、加工行业和消费者需要更多的尽责调

查指导，以便减轻直接或间接支持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犯罪者(特别是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内部)以及直接或间接使东部冲突恶化的更广泛风险。 

314. 减轻使冲突恶化的风险也是经合组织主持的工作组制订尽责调查准则的

意图，这些准则已获得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 11 个成员国(安哥拉、布隆迪、中非

共和国、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苏丹、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的支持。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工商协会充分参加了经合组织主

持的工作组制订尽责调查准则的工作，其中包括国际锡业研究协会、世界黄金理

事会、钽铌国际研究中心和电子行业公民联盟。此外，这些团体的广泛共识是，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冲突和高风险地区矿物贸易的尽责调查准则应与其他的

全球共同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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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由于专家组发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冲突与刚果(金)武装力量内部犯

罪网络对矿物开采和贸易的参与之间存在着多种联系，同时为了促进对减轻“冲

突”矿物贸易风险所要求的尽责调查进行定义的全球各种努力(包括经合组织的

努力)之间的一致性，专家组建议增加尽责调查指导。增加的指导涉及如何减轻

直接或间接支持武装力量内部犯罪网络和(或)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者的风险以

及直接或间接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冲突的更广泛影响。 

316. 专家组明白，尽责调查本身并不可能制止该地区的冲突。不过，专家组认

为，此处概述的两套尽责调查准则如果落实，都能产生正面影响，特别是如果辅

之以安全部门的改革和本报告所载其他建议的执行。 

317. 专家组建议采用经过拓展的第二个尽责调查方案，因为它比第一个更全面

地处理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导致不安全的因素。第二个方案也更符合与受冲

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商业活动有关的其他尽责调查准则。不过，如果委员会认可

较为狭义的第一个尽责调查准则，专家组的任务规定就应包括评价其影响和效果

以及是否需要第二个方案所提更广义的尽责调查。 

318. 这一准则中的相关个人和实体是进口和(或)加工和(或)消费产自示警红

旗地区矿物的个人和实体，因此这一尽责调查准则适用于他们。专家组建议，无

论相关个人和实体依照狭义还是广义标准实行基于风险的尽责调查，他们都要采

取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由专家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过经合组织主持的工作组

制订，并在经合组织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负责任的矿物供应链尽责调查导则

中得到了充分阐述。这些步骤是： 

 (a) 加强公司管理制度； 

 (b) 确定和评估供应链中的风险； 

 (c) 制订和实施应对已确定风险的战略； 

 (d) 确保独立的第三方审计； 

 (e) 公开披露供应链尽责调查情况和调查结果。 

319. 专家组建议，相关个人和实体应参考经合组织导则，进一步了解具体的尽

责调查要求。 

 B. 方法 

320.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专家组就尽责调查问题与矿业部和其他政府机构

进行了密切合作，其中包括关税和消费税务局、刚果监督局、刚果国家警察、矿

业警察、小规模采矿技术援助和培训局（Service d’assistance et d’encadrement 

du Small Scale Mining, SAESSCAM）、国民议会和省议会议员、北基伍省长和刚

果(金)武装力量(包括其军事审计师)。专家组还进一步就尽责调查问题与联刚稳

定团、刚果企业联合会(在全国、地区和城市各级)、南北基伍商行协会、非洲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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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供应公司及其供货商行进行了广泛协商。专家组还就尽责调查问题与北基伍矿

物贸易商协会、瓦利卡莱姆帕马采矿者合作社、瓦利卡莱采掘者协会以及伊特贝

霍的矿物贸易商开展了合作。专家组就尽责调查问题协商过的刚果非政府组织是

Pole 研究所、圆桌会议组织、瓦利卡莱监测委员会以及瓦利卡莱、伊特贝霍、卡

米图加和卢古希瓦的一批民间社会协会。 

321. 在该区域内，专家组就尽责调查问题与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以及卢

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的矿业部代表们进行了协商。 

322. 在国际上，专家组与德国的联邦地球科学及自然资源研究所讨论了尽责调查

问题，并研究了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矿产认证计划。专家组就尽责调查问题

与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黎巴嫩、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美国和联

合王国的政府代表举行了讨论和协商。专家组还同世界银行、联合王国主管部门和

矿业部就它们旨在发展刚果民主共和国采矿部门的Promines联合倡议举行了讨论。 

323. 如前所述，专家组参加了经合组织主持的供应链尽责调查问题工作组的工

作和非法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自然资源问题国际工作队的工作(见第 304 段)。 

324. 专家组已广泛注意到一个总部位于联合王国的锡业协会(国际锡业研究协

会)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试点的追查制度。专家组还研究了电子行业公民联

盟正在制订并得到全球信息技术促进环发倡议支持的拟议冶炼审计制度。 

325. 此外，与专家组讨论了尽责调查及相关问题并提出了重要意见的还包括世

界黄金理事会、负责任珠宝理事会、伦敦金银市场协会、迪拜多种商品中心、公

平劳动协会、联合金属公司(伦敦)、酋长国黄金公司和卡卢提珠宝公司(迪拜)、

云南锡业集团(中国)、维多利亚金星精炼公司(乌干达)、马来西亚冶炼公司(马

来西亚)、邦罗公司(加拿大) 、Ernest Blattner 以及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Afromet、Tengen 和林扣斯集团等。 

326. 专家组就尽责调查问题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举行了讨论和协商，其中包括全

球见证(联合王国)、Enough 和 PACT(美国)、国际和平信息事务组织(比利时)和

非洲加拿大伙伴组织(加拿大)。 

 C. 方案 

 1. 产自示警红旗地区矿物的进口商、加工者和消费者在减轻下列风险方面的尽责

调查准则： 直接或间接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武装团体；直接或间接支

持违反对被制裁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步骤 1：加强公司管理制度 
 

327. 这一部分程序有 4 大要素。首先，相关个人和实体应实行、公开传播和向

供应商明确传达源自示警红旗地区矿物的供应链政策，并将其纳入与供应商签订

的合同中。供应链政策应包括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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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确认在开采、交易、加工和消费示警红旗地区矿产方面存在着支持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部非法武装团体和违反针对被制裁个人和实体
21
 的资产冻结和旅

行禁令的风险，并承诺遵守、公开和广泛传播并明确传达下述政策： 

 (a) 我们将不容忍通过矿物的开采、贸易、加工和消费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

部武装团体和(或)被制裁个人或实体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支持。“对武装团体和(或)

被制裁个人或实体的直接或间接支持”系指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非法武装团

体和(或)被制裁个人或实体或其关联方(包括批发商、集运商、中介商和在供应

链中与武装团体直接合作促进矿物开采、贸易或处理的任何其他方)作出支付或

以其他方式提供后勤协助，或在其实施下列活动的地点开采、交易、加工和消

费矿产： 

㈠ 实际控制原产地矿区或这些矿区的外运通道； 

㈡ 以暴力或其他处罚威逼某人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而该人并未自愿提出

要开采、运输、交易或出售矿产； 

㈢ 在矿区入口、运输沿线或矿产交易地点非法征税或勒索金钱或矿产； 

㈣ 对中介商、出口公司或国际贸易商非法征税、勒索和(或)进行控制； 

 ㈤ 非法资助采矿活动； 

 (b) 我们将减轻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和(或)被制裁个人和实

体的风险，办法是：如我们有理由认定，存在着上游供应商正向通过矿物的开采、

运输、贸易、加工、处理或消费直接或间接支持非法武装团体和(或)被制裁个人

或实体的任何方面进行采购或与之有关联的风险，我们就立即暂停或中止与他们

的业务往来。 

328. 第二，相关个人和实体应构建他们支持尽责调查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 

 (a) 在这方面向工作人员分配足够的权力和责任； 

 (b) 提供足够的资源，确保尽责调查方面的相关信息(包括公司政策)传达到

相关雇员和供应商； 

 (c) 在落实尽责调查方面确保内部问责。 

329. 第三，相关个人和实体应就矿物供应链建立有效的控制和透明度制度。这

些制度的性质将因交易的矿物而有所不同(黄金供应链显现的特点就不同于锡、

钽、钨供应链)，而且也将因个人或实体在供应链中所处位置而有所不同。 

330. 就处于矿物供应链“上游”(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矿区到冶炼厂或精

炼厂)的个人和实体而言，这些控制和透明度制度的目标应是确定、记录和核查： 

__________________ 

 
21
 www.un.org/sc/committees/1533/pdf/1533_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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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矿物的性质和具体到矿场或矿井(carrière)的具体原产地，及其开采的

日期、方法和数量。收集的文件应包括刚果主管部门在这方面要求的所有文件(见

附件 58)； 

 (b) 在矿场或其附近以及在供应链上任何一点缴纳的所有税、费、权益费和

其他付款的价值和受益者，包括向武装团体和(或)被制裁个人和实体作出的此类

支付的价值和受益者； 

 (c) 矿物集运、交易、加工或提纯的具体地点； 

 (d) 参与供应链的所有上游中介者。 

331. 这些信息应沿着从矿场到冶炼厂或精炼厂的供应链向下传达。随着时间的

推移，作为相关个人和实体实行尽责调查的成果，信息的质量应当提高，反过来

应使风险评估也得到改进。 

332. 从供应链上游收到上述信息的个人和实体不应简单地假定其准确，而应采

取适当和有效措施核实其准确性。未从其上游收到任何或所有这种信息的个人和

实体，则应采取额外的有效措施去取得这种信息。 

333. 数据应保存至少五年， 好以计算机方式保存，并应提供给下游采购商和

审计人员。 

334. 应尽量避免现金采购。在使用现金进行采购时，应有可核查文件作为凭证，

并 好通过正式的银行渠道进行。 

335. 相关个人和实体应支持执行在《采掘业透明度倡议》下规定的原则和标准。
22
  

336. 就处于矿物供应链“下游”(从冶炼厂或精炼厂到消费者或 终用户)的个

人和实体而言，这些控制和透明度制度的目标应当是： 

 (a) 确定其供应链中的冶炼厂或精炼厂； 

 (b) 确定、记录和核实向其供货的冶炼厂或精炼厂本身是否从示警红旗地区

采购了矿物； 

 (c) 要求加工产自示警红旗地区材料的冶炼厂和精炼厂向他们提供如上文

详述的供应链尽责调查的证据； 

 (d) 评估这些精炼厂或冶炼厂所提供的关于它们供应链尽责调查的证据的

准确性； 

 (e) 采取有效的额外措施，以取得上游供应商未提供的关于尽责调查的相关

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 

 
22
 见 http://eit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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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所有相关个人和实体都应加强与其供应商的互动协作，以确保它们承诺执

行本导则所载供应链政策、标准和程序。为此，相关个人和实体应寻求： 

 (a) 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 

 (b) 向它们传达本尽责调查导则； 

 (c) 将其纳入可以落实和监测的合同和其他书面协议中，包括现场突击抽查

和查阅相关文件的权利； 

 (d) 同供应商一道制订可衡量的改进计划。 

338. 所有个人和实体都应建立机制，允许任何有关方面就示警红旗地区矿物的

开采、贸易、处理和出口情况表达关切，并记录这些关切，特别是在涉及到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和(或)被制裁个人和实体的卷入时更应如此。 

步骤 2：确定和评估供应链的风险 

339. 有关个人和实体需要确定和评估通过从示警红旗地区进口、加工或消费矿

产品向武装团体、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 

340.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矿产供应链“上游”的个人和实体应使用步骤一收集

的信息并通过自己或联合进行的实地评估收集更多的相关信息，以便有效地摸清

供应链和评估风险。摸清供应链情况的工作包括确定其事实情况、评估安全背景、

明确所有上游供应商的监管链、活动和关系，并确定矿产品开采、贸易、处理和

(视情况)出口的地点和质量条件。虽然实地评估可以由多个相关个人和实体或其

代表进行，但是每个个人和实体仍要单独负责确定自己所面临的通过从示警红旗

地区进口、加工或消费矿产品向武装团体、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

持的风险。 

341. 示警红旗地区矿产品供应链“下游”的个人和实体需要评估其冶炼厂和精

炼厂的尽责调查做法，其中包括评估其上游供应商的尽责调查做法。评估可能包

括对冶炼厂和精炼厂设施的现场检查。 

342. 为评估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

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矿产供应链上游和下游的所有有关个人和实体应根据上

述供应链政策评估其供应链的事实情况。事实情况与供应链政策之间的不一致应

被视为向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指示。 

步骤 3：编制和实施应对已确定风险的战略 

343. 专家组建议，如果已确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或受制裁个人或

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应对措施应是在风险被消除前，停止与有关上

游供应商的往来。停止往来的同时可由双方商定关于这些风险的业绩目标和定量

指标，需在实现这些目标和指标后才可能恢复贸易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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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有关个人和实体应定期审查其风险减缓战略，以确保他们了解供应链的有

关事实情况，并继续按照供应链政策评估这些情况。应根据有关事实情况的变化，

修订预防这些风险的战略。 

步骤 4：确保独立的第三方审计 

345. 为确保尽责调查过程的可信性，需要进行一些独立检查，以确认进行了尽

责调查的个人和实体，并查明没有进行尽责调查和向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

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个人和实体，以便进行可能的制裁。 

346. 专家组建议，至少要对精炼厂和冶炼厂进行独立审计，检查其减少向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

的尽责调查过程。审计应具体确定精炼厂或冶炼厂的尽责调查是否与本准则的标

准和过程相一致。 

347. 对冶炼厂/精炼厂的审计应加以评价，以评估审计是否获得足够信息，能

够对冶炼厂/精炼厂一级和直至矿场的上游的有关个人和实体是否遵守了尽责调

查的规定作出合理推断。如果经审查确定冶炼厂/精炼厂的审计工作没有获得足

够的信息，不能提供对没有实行尽责调查的个人和实体实行制裁的理由，也不妨

对商行到冶炼厂或精炼厂等从事示警红旗地区矿产交易的个人和实体进行这方

面的独立审计。 

348. 按照国际审计准则(个人和实体应参阅 ISO 19011:2002 了解详细的审计要

求)，审计组织和团队成员必须独立于审计对象，不得与它们存在利益冲突。审

计员必须有能力评估有关个人或实体的尽责调查做法，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不

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背景的了解也将有助其工作。可采用绩效指标监测审计员的

审计能力。 

349. 审计员应抽样检查冶炼厂或精炼厂示警红旗地区矿产供应链尽责调查所

产生的所有文件和其他证据，以确定尽责调查是否足以查明和预防向刚果民主共

和国东部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文件可

以包括、但不一定局限于供应链内部控制文件、与供应商的有关往来函件和合同

条款、公司概况和风险评估产生的文件、风险减缓战略及其执行的文件以及第三

方提供的有关文件。 

350. 然后，审计员应进一步收集证据，并通过有关面谈、提出意见和审核文

件，核实向他们提供的信息。审计员应进行现场调查，包括对冶炼厂或精炼厂

和抽选的供应商进行调查，如有必要则遍访整个供应链，一直到矿场。审计员

应与各方面人士会晤并寻求有关信息，包括联合评估小组、地方和中央政府当

局、刚果(金)武装力量的军事审计师、矿工协会、专家组、联刚稳定团和民间

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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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审计员应根据已搜集的证据就冶炼厂或精炼厂的尽责调查与本准则是否

一致的问题提出报告。审计员应为冶炼厂或精炼厂改进尽责调查工作提出建议。 

352. 专家组认为，建立制度化的矿产供应机制将能够增强审计员关于尽责调查

实施情况的审计结果的一致性，并提高这些审计结果的可信度。因此，专家组建

议安理会考虑核可或建议设立制度化矿产供应机制，该机制将就向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非法武装团体和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和间接支持的问题，监督和支

持对冶炼厂/精炼厂尽责调查的审计工作。该机制将委派审计员、监督审计的实

施、共享审计报告、接受有关方面的投诉并对有关个人或实体采取后续行动以及

交流减缓战略的经验。 

353. 然而，即使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有关个人和实体进行尽责调查的情况仍应

受到独立审计。 

步骤 5：公开披露供应链的尽责调查和调查结果 

354. 有关个人和实体应公开和自愿地报告他们为减少其向武装团体和(或)受

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而进行的尽责调查。这些信息应成为

年度可持续性报告或企业责任报告的组成部分，并应包括： 

 (a) 个人或实体的供应链政策； 

 (b) 个人或实体关于矿产供应链的控制和透明度制度如何实施以及谁对此

负责的信息； 

 (c) 个人或实体关于矿产供应链的控制和透明度制度所产生的相关定量和

定性信息，特别是关于向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

的风险的信息，包括在矿场或在矿场附近和在供应链任何其他地点，向刚果民主

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体等方面支付或疑已支付的所有税

款、收费、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的价值和受益人； 

 (d) 个人或实体评估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

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包括在矿场或在矿场附近和在供应链任何其他地

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体等方面支付或疑已支

付的所有税款、收费、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的价值和受益人； 

 (e) 个人或实体的风险减缓战略及关于迄今为止实施情况的信息。 

355. 此外，经过尽责调查审计的冶炼厂和精炼厂应公布审计报告，并适当考虑

到商业保密和竞争问题，这指的是价格和供应商关系，但不得妨碍随后的解释。

在建立制度化审计机制的情况下，有关个人和实体应向该机制披露所有的尽责调

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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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示警红旗地区矿产品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责调查准则，以减少对下列方面提供直

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冲突；犯罪网络和(或)严重侵犯人

权者，尤其是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网络和人员；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武装团体；

违反对受制裁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356. 方案 2 的尽责调查过程使用与方案 1 相同的五个步骤，但相关标准范围扩

大，其中包括减少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冲突以及对犯罪网络和(或)严重侵犯人

权者、尤其是武装力量内部的网络和人员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 

357. 步骤 1 与方案一的相同，但有如下改动：供应链政策应该认识到，除了上

述支持非法武装团体和(或)违反对受制裁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等

风险外，还有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冲突、犯罪网络和(或)严重侵犯人权者特

别是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此种网络和人员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并应表明

有关个人或实体将不会容忍这种支持。 

358. 因此，供应链政策应该另外规定： 

 我们不会容忍通过矿产品开采、贸易、加工和消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武

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者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向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者提供直接或间

接支持”系指向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者或其关联方(包

括批发商、集运商、中间商和供应链中直接与武装团体合作促进矿产品开采、

贸易或处理的任何其他方面)支付款项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后勤援助，或在其

实施下列活动的地点开采、交易、加工和消费矿产： 

 (a) 实际控制原产矿或矿区外运路线； 

 (b) 以暴力或其他处罚作为威胁要求任何人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而该

人员并没有自愿提出愿意进行矿产品的开采、运输、贸易或销售； 

 (c) 在矿区出入点、沿运输干线或在矿产品贸易点非法征税或勒索金钱

或矿产品； 

 (d) 对中间商、出口公司或国际贸易商非法征税、进行敲诈或控制； 

 (e) 非法资助采矿活动。 

 我们将采用下列办法减少向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或)严重

侵犯人权者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 

 (a) 拒绝与现役军人或其代表建立商业关系； 

 (b) 消除对有下列行为的公共安全部队的直接或间接支持：非法控制原

产矿、运输路线和供应链上游行为体；在矿区出入点、沿矿产运输干线或在

矿产品贸易点非法征税或勒索金钱或矿产品；或对上游中间商、出口公司或

国际贸易商非法征税或进行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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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六个月内减少风险的尝试失败并且没有得到可衡量和重大改善，将

暂停或终止与上游供应商的往来。在暂停情况下，至少须在三个月后方可与上

游供应商恢复往来，途径是双方商定改进计划，其中说明关于减少这些风险的

业绩目标和定量指标，需在实现这些目标和指标后才可能恢复贸易伙伴关系。 

359. 对于矿产供应链“上游”(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矿场到冶炼厂或精炼厂)

的个人和实体，其控制和透明度制度的目标除了包括方案 1 概述的目标外，应包

括确定、记录和核实在矿场或在矿场附近和在供应链任何其他地点向国家武装力

量支付的所有税款、收费、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的价值和受益人。 

360. 矿产供应链上游和下游的有关个人和实体应变通方案1建议的允许任何有

关方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矿产开采、贸易、处理和出口情况发表关切的机制，

扩大其范围，把国家武装力量的参与包括在内。 

361. 步骤 2与方案 1的相同，但是有关个人和实体还需要确定和评估通过进口、

加工或消费示警红旗地区矿产品向犯罪网络和侵犯人权者、尤其是国家武装力量内

部的犯罪网络和侵犯人权者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如方案1所述，实地评估

可以集体进行，但有关个人和实体仍要对确定自身风险单独承担责任。 

362. 风险评估方法与方案 1 的相同，但事实情况和供应链政策之间的不一致之

处在此除了视作向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

险外，还要视作向犯罪网络和侵犯人权者，尤其是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

和侵犯人权者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 

363. 关于步骤 3，专家组认为，适当的做法是有关个人和实体为减少向犯罪网

络和侵犯人权者、尤其是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侵犯人权者提供直接或

间接支持的风险而制定和实施的战略不同于为减少向武装团体和(或)受制裁个

人和实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而制定和实施的战略。 

364. 减少向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者、尤其是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

和严重侵犯人权者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的战略，应确保驻在矿场和(或)周

边地区和(或)贸易路线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和其他安全部门逐步停止对矿产品开

采和贸易的任何非法参与，包括停止非法征税和勒索金钱或矿产品，确保他们的

驻扎完全是为了维护安全和法治。 

365. 有关个人和实体应当知道，根据刚果法律，刚果(金)武装力量任何成员参

与矿产品开采、处理、贸易或加工的任何方面均属非法行为(见附件 20和 21)，他

们应该尊重和遵守这些法律，即使在这些法律得不到执行的地方也是如此。 

366. 在矿场或矿场附近或供应链的任何其他阶段向武装力量缴付的任何款项

应完全是为了维护安全和法治的目的，并且应通过省级或国家行政机关等适当文

职机构以透明方式缴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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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减少向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者、尤其是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

和侵犯人权者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的战略不会轻易产生定量指标，但是这些

战略的实施者必须定期、彻底和系统地评价这些战略，以评估其影响。应由审查冶

炼厂/精炼厂尽责调查情况的审计员审查评价结果。专家组建议，进行这些评价的

个人和实体可参阅专家组在第178 段中关于军方参与矿业的不同类型的说明，以协

助这一进程。如果评价结果认为，在该战略启动后六个月内，在实现其目标方面没

有取得重大进展，该战略应转向暂停或终止与该供应商的往来，至少为期三个月。

在暂停的同时，双方可以商定改进计划，其中说明关于减少这些风险的业绩目标和

定量指标，需要在实现这些目标和指标之后才可能恢复贸易伙伴关系。 

368. 如方案 1 所述，有关个人和实体应定期审查其风险减缓战略，以确保他们

始终了解供应链的有关事实情况，并继续根据其供应链政策评估这些情况。减少

这些风险的战略应根据有关事实情况的变化加以修订。 

369. 步骤 4 和步骤 5 与方案 1 的相同，不过在方案 2 中，有关个人和实体应另

外公开和自愿地报告已采取哪些尽责调查措施，以防止向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

权者、尤其是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侵犯人权者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支

持。因此，他们应该提供更多的相关定量和定性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个人或实体

的矿产品供应链控制和透明度制度，涉及向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者、尤其是

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侵犯人权者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这些信

息中应包括在矿场或在矿场附近和在供应链任何其他地点向国家武装力量支付

的所有税款、收费、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的价值和受益人。 

 十. 建议 

370. 专家组建议安全理事会： 

 (a) 核可专家组关于第 1896(2009)号决议第 7 段要求制订的尽责调查准则

的建议，以减少向以下方面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剧刚果民主共和国

东部冲突的风险： 

㈠ 该地区的非法武装团体； 

㈡ 违反对受制裁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㈢ 犯罪网络和严重侵犯人权者，尤其是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的犯罪网络和侵

犯人权者。 

 (b) 吁请各会员国，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其邻国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业

部门积极运作的公司所属国，采取适当的法律措施，将尽责调查准则纳入国家立法； 

 (c) 吁请联刚稳定团在按照第 1925(2010)号决议规定继续有条件支持刚果

(金)武装力量时，适当注意与已知参与自然资源非法开采的指挥官协作的风险，

并加强特派团在矿场和批发中心等重要矿产贸易中心的信息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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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授权联刚稳定团通过进行检察官调查经济犯罪的专门培训进一步加强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司法系统的支持，并向联刚稳定团提供支持军事检察官办公室

调查刚果(金)军人经济犯罪案件的能力； 

 (e) 吁请捐助者： 

㈠ 继续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司法机构，重点是经济犯罪，包括为此向

联刚稳定团提供开展军事司法能力建设的技术专长； 

㈡ 为培训矿警和边防警察调查经济犯罪提供资源； 

㈢ 支持区域认证制度，以区分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产的国内生产和出口与再

出口； 

㈣ 在保护平民的范围内，为改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远地区电信开通状

况的项目提供财政支助，以增强联刚稳定团正在发展的社区预警通报网； 

㈤ 为摆脱武装冲突地区稳定和重建方案的复员和重返社会部门提供资金。 

 (f) 鼓励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和区域各国建立检察官论坛，以加强信息共享

和联合行动，调查和打击参与自然资源非法开采的区域犯罪网络和武装团体； 

 (g) 吁请发展伙伴为南北基伍土地所有权审查提供技术支持。 

371. 专家组还建议安全理事会特别鼓励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 

 (a) 在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建立流动的经济犯罪调查股并给予充分的政治支持； 

 (b) 审查和强化关于军队参与采矿等经济活动的国家立法； 

 (c) 确保刚果(金)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对卷入土地冲突和自然资源非法开采

的人员作出具体纪律处分； 

 (d) 查明使用儿童作为护卫或阻挠儿童脱离其部队的刚果(金)武装力量指

挥官，将他们停职并对他们提出起诉； 

 (e) 根据第 1612(2005)号和第 1539(2004)号决议编制、公布和致力实施行

动计划； 

 (f) 独立评价和审计和平与和解组织的方案，包括收缴的武器及其识别标记

的记录； 

 (g) 在外国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方面，重新考虑把外

国战斗人员重新安置到第三国的问题，并提供更多支持和奖励，以促进刚果武装

团体复员方案，将其作为继续编入国家军队的一种替代办法，包括为青年量身定

做的方案； 

 (h) 同联合国和捐助者合作，协调和统一安全部门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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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List of meetings and consultations a 

  Belgium 

  Government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Organizations 

Channel Research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Great Lakes Region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on the Illegal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nternational Peace Information Service 
European Network for Central Africa 

  Burundi 

  Government 

Ministère de l’energie et des mines 
Service national de renseignement 
Police nationale du Burundi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rivate sector 

Berkenrode 

  Canada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Paul Dewar, member of Parliament 

  Organizations 

Peacebuild 

  Private sector 

Yunnan Tin Group 

__________________ 

 注: 附件仅以提交语文分发。 

 
a
 Some names of loc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withheld from thi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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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b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Provinciale du Nord Kivu  
Administration Provinciale du Sud Kivu  
Administration provinciale de la Province Orientale 
Agence nationale de renseignement  
Auditorat militaire 
Banque centrale du Congo  
Bureau du Conseiller spécial pour la sécurité auprè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ntre d’évaluation, d’expertise et de certification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migrations  
Office des douanes et accises  
Forces armées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Ministère des mines 
Institut Congolais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a nature  
Police nationale congolaise  
Police des mines 
Régie des voies aériennes  
Service d’appui et d’assistance au small-scale mining 

  Organizations 

Arche d’alliance 
Benenfance 
Bundesanstalt für Geowissenschaften und Rohstoffe  
Bureau pour volontariat 
Coalition to Stop the Use of Child Soldiers 
Comider 
Comité de suivi, table ronde, Walikale 
Concert d’action pour jeunes et enfants défavorisés 
Coopérative minière Mpama Bisiye 
Enough 
Human Rights Watch 
International Alert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Oxfam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Pact 
Pain pour les déshérités 
Pole Institute  
Save the Children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Union des creuseurs artisanaux de Lugushwa 
Un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t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__________________ 

 
b
 The Group met twice with Victor Ngezayo in Goma and noted his concerns about the references to 
him in the Group’s final report for 2008 (S/2008/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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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s 

British Embassy  
Embassy of Belgium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ivate sector 

Afromet 
ANEMNKI 
Aurex Gold 
Blattner Group 
Établissement Namukaya 
Donson International 
Fédération des entreprises 
Geminaco 
Lynceus Group 
Metchem 
Minerals Processing Congo 
Panju 
Tengen 
TransAfrika Resources 
Socagremine 
WMC 

  France 

  Government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C 

  Private sector 

Intel 
Motorola 

  Kenya 

  Organizations 

FAFO 
Fair Labour Association 
Revenue Watch 
World Gold Council 

  Private sector 

Anglogold 
Cronimet 
Ford Moto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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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Smelting Corporation 
Rand Refinery 
Resource Consulting Services 
Tantalum Niobium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Rwanda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stry and Min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Defence 
Ministry of Justice 
National Revenue Authority 
National Prosecutor’s Office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démobilisation et de réinsertion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s 

British Embassy  
Embassy of Belgium 
Embassy of France 

  Uganda 

  Government 

Ministry of Mines and Energ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Defence 
Military Intelligence 
Exter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s 

Enoug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s 

British Embassy  
Embassy of Belgium 
Embassy of France 
Representation of South Sudan 

  Private sector 

Victoria Star Gold Refinery 
Rhino Exploration 

  United Arab Emirates 

  Organizations 

Dubai Multi-Commodities Centre 

  Private sector 

Emirates Gold 
Kaloti Jewe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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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the Great Lakes 

  Organizations 

Global Witness 

  Private sector 

Amalgamated Metals Corporation 
ITRI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Mineral Supply Afric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c 

  Government 

State Department 
Treasury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s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Permanent Mission of Belgium  
Permanent Mission of Brazil 
Permanent Mission of Burundi 
Permanent Mission of China 
Permanent Mission of France  
Permanent Mission of Germany  
Permanent Mission of Lebanon 
Permanent Mission of Nigeria 
Permanent Mission of Rwanda 
Permanent Mission of Uganda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__________________ 

 
c
 The Group acknowledges receipt of a 150-page document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based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Tribert Rujugiro requesting a withdrawal of the references to Mr. Rujugiro in the 
Group’s final report for 2008 (S/2008/773), and intends to assess the document in du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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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Photograph and short biography of Ngabo Gadi 
 
 

 

 

 

 

 

 

 

 

 

 
 
 

 · Ethnic Tutsi (Gogwe clan) from Ngungu in Masisi territory. 

 · According to most sources he is a relative of General Bosco Ntaganda and Wilson 
Nsengiyumva. 

 · A soldier of the Rwandan Patriotic Army as of 1993. 

 · AFDL intelligence officer during the 1996-1997 “Liberation War”. 

 · July 1997: reported to be part of the Zulu Battalion of Major John Butera, tasked 
with clearing the axis Kisangani-Bukavu of all “forces génocidaires”. 

 · Late 1998: While an RCD soldier, he went into hiding after stealing a World Food 
Programme vehicle in Uvira and trying to sell it in Goma. 

 · 1999: In Kampala, with Bosco Ntaganda and others, Gadi joined the RCD-Kisangani 
of Prof. Wamba dia Wamba. 

 · Moved to Ituri at unknown date. Some link Gadi with the UPC, others with Chief 
Kawa’s PUSIC. 

 · Left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gain to settle in Kampala and run 
several businesses. 

 · Mid-2009: Linked with recruitment activities allegedly organized by Bosco 
Ntaganda in Kampala.  

 · January 2010: Declared FPLC’s agenda on Radio Okapi. 

 · 29 June 2010: Arrested by Ugand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leased without charge but 
kept under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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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Political programme of FPLC distributed in early 2009 
 
 

F.P.L.C. 
FRONT PATRIOTIQUE POUR LA LIBERATION DU 

CONGO 
MANIFESTE 

 

 1. DEFENSE ET SECURITE 

Le fplc protégera et défendra jalousement, les personnes et leurs biens contre toutes 
menaces internes comme externes. 

Il y aura zéro tolérance aux violations des droits humains. 

Le fplc s’emploiera à restaurer la souveraineté et l’intégrité du pays, a fin que les congolais 
se lèvent haut pour faire parti du concert des nations. 

Il est regrettable que l’appareil entier de l’Etat en l’occurrence l’armée et le service 
sécuritaire soit á la base de toute forme de services qui accablent la population, laquelle ils 
prétendent protéger et cela en toute impunité.  

 2. ENRACINEMENT DE LA CORRUPTION 

Le fplc ne tolérera pas la corruption sous toute ses formes. 

A ce jour, elle a filtré tous les secteurs de la vie congolaise, de la plus haute autorité de 
l’Etat jusqu’à la base. Dont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s ministres les membres du 
parlement, du sénat, l’appareil judiciaire, tous constituent un système pourri et corrompu. 

Les agents locaux téléguidés par les sociétés multinationales et certain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pillent à dessin les richesses de notre peuple au grand jour. Ceci devra s’arrêter 
tant que leurs jours sont comptés. Le fplc élaborera une stratégie efficace pour déraciner ce 
vice. Le gouvernement actuel de Kinshasa ne mérite pas du tout d’être à la commande des 
affaires de l’Etat congolais. 

 3. BONNE GOUVERNANCE ET TRANSPARENCE 

Le fplc rendra compte au peuple Congolais de la gestion des affaires de l’Etat à tous les 
niveaux. 

Le peuple à travers ses représentants, aura le droit d’être tenu au courant des décisions 
prises sur les questions économiques; sociales; politiques et sécuritaires. 

Le fplc encouragera des débats sur les questions d’actualités qui affectent le congolais à 
tous les niveaux de représentations. 

 4. EMANCIPATION ECONOMIQUE 

Le fplc s’engage à la tache inévitable de la transformation économique du Congo et de sa 
modernisation. Les ressources du Congo sont légendaires et ils ont attiré la convoitise et 
l’admiration de t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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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heureusement ces richesses n’ont pas profité ou citoyen Congolais à cause de 
l’inconscience, égoïsme et absence du patriotisme des gouvernants. Le fplc est convaincu 
que cette abandonte richesse naturelle et humaine doit être sagement évaluée, exploitée, 
sauvegardée au profit du peuple. 

Promouvoir l’industrie sera le gage du fplc en passant par la construction des 
infrastructures nécessaires. 

L’apport des partenaires étrangers sera hautement apprécié dans differents domaines. 

Notre rêve de transformer notre société encore sédentaire en une nation moderne et 
technologiquement avancée nous sera désormais permis. 

 5.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Le Congo est abondamment doté d’une riche faune et flore, des minéraux et un climat 
enviable. Le fplc sauvegardera ces ressources et adoptera une politique délibérée qui 
prendra en compte la santé, la sécurité et un écosystème écologiquement amical alors 
qu’elle poursuivra son but de développement. 

 6. CONSTRUCTION DES INFRASTRUCTUR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Il n’y a plus aucune infrastructure en RDC. Tous les fonds destinés à la construction 
d’infrastructures, sont détournées et volées par les agents de l’Etat, laissant les Congolais 
ordinaire sans hopitaux, routes, écoles etc. Le fplc investira suffisamment dans ce domaine 
vital afin que le Congolais à la base puissent accéder à ces services vitaux et essentiels. 

La construction des routes, aérodromes/ aéroports et chemins de fer seront réalisés pour 
relier tous les coins du pays a fin d’assurer des interactions sociales, le commerce 
domestique, le marché régionale et sortir vers les pays voisins. Les Congolais souffrent 
encore de la malnutrition et des maladies qui ont été éradiquées partout ailleurs, ceci à 
cause de la mauvaise gouvernance. Le fplc investira lourdement dans le domaine de la 
santé, agriculture et éducation. Les enfants devront bénéficier d’une éducation gratuite à 
partir du niveau inférieur jusqu’aux plus hautes institutions d’enseignement. Nous feront 
appel à nos frères et sœurs de la diaspora qualifiée pour nous aider à développer ce 
secteur. 

 7.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FORTES COMME PRELUDE DE LA 
DEMOCRATI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s, associations et mouvements des Congolais, leurs propriétés seront 
assurées et défendues à tout prix dans le temps et l’espace. 

Nous mobiliserons notre population pour renforcer ses droits civiques, sa liberté de base 
comme antidote à la dictature, à la corruption et à la mauvaise gouvernance.  

Nous travaillerons avec les organisation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et autres organes 
démocratiquement disposés à mobiliser la population à cet égard. 

Nous devrons créer des conditions et des structures démocratiques fortes qui soutiendront 
les organes politiques responsables à l’égard de tous les congolais. La volonté et le vouloir 
de la population sera suprê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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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L’ERADICATION DE LA PAUVRETE, IGNORANCE, MALADIE EVITABLE 
ET CURABLE 

Le fplc utilisera les ressources nécessaires pour construire des écoles, universités, collèges 
et instituts spécialisés; centre d’apprentisage des metiers pour instruire notre population. 

Il y aura une éducation libre et gratuite à l’école primaire jusqu’à l’ecole secondaire et 
professionnelle. L’accent sera mis sur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Une Politique délibérée sera formulée pour extirper la pauvreté de la population 
congolaise. 

Le fplc construira et soutiendra des centres de santé au niveau de chaque quartier. Les 
hôpitaux de référence seront réhabilités et des nouveaux seront construits et soutenus. 

 9. LA REINTEGRATION DE LA POPULATION CONGOLAISE ET ZERO 
TOLERANCE A L’INTERVENTION ETRANGERE 

Depuis le mi — 19e siècle à ce jour, le Congo à été témoin de la profanation de ses 
précieuses terres par des empires et gouvernements étrangers. Nos ressources ont été 
pillées et saccagées. Les hommes ont été tués, nos femmes, nos mamans, nos sœurs et 
enfants violées. Quelques uns de nos illustres chefs tel que patrice Lumumba, Joseph 
Kasavubu, Kisasu Ngandu, les généraux Ilunga et Masasi Nindaga et bien d’autres 
personnalités progressistes ont été assassines. 

Il existe encore des armées étrangères sur notre sol,pendant que,les Congolais doivent 
déterminer eux même leur sort et destin. 

Le fplc lance un appel pressant a toutes les armées étrangères aussi bien qu’aux 
groupes armées négatives d’abandonner leurs aventures et de quitter notre sol. 

Nous sommes prêts à mobiliser nos forces vives pour les bouter dehors. 

Le fplc encouragera tous les étrangers Congolais de rentrer au pays pour participer à sa 
reconstruction. Ceux qui ont été déplacés par les décennies des guerres et ceux qui ont 
fuit les services de la dictature seront installer ou ils voudront dans leur vaste pays bien 
aime. 

 10. LA COOPERATION REGIONALE ET OBSERVATION DES LOIS 
INTERNATIONALES 

Le fplc s’engage au respect mutuel des valeurs et de l’intégrité du territoire des pays 
voisins. 

Nous sommes convaincu que c’est à travers des grands blocs économiques que nous 
pourrons harmonieusement nous développer avec les autres Africains historiquement 
fragmente`s. 

Le fplc adhère à la reconnaissance et au respect des corps et des lois internation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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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 
 
 

  Home of Colonel Innocent Kabundi (FARDC Zone 3 
Operations Commander, South Kivu) located at Kabaragasha, 
near Burungu, which was attacked on 2 June 2010 by FPLC 
commander Emmanuel Sengyu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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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 
 
 

  FDLR regional resistance committees 
 
 

 The Group has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FDLR sources about eight FDLR 
regional resistance committees, covering Central Africa, West Africa, Southern Africa, 
Australia, Western Europe, Eastern Europe, Scandinavia and North America.  

 Each is led by a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and includes advisers charged with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propaganda”, “security and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finance”, “social affairs and reconcili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youth”. Regional 
resistance committees are responsible for recruiting new members, fund-raising, 
implementing decisions of the FDLR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establishing local 
resistance committees at the country level. 

 The Group has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e existence of local committees in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some of which cove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s well): 

 · Southern Africa: South Africa, Zimbabwe, Kenya, Malawi, Zambia, Australia 

 · West Africa: Côte d’Ivoire, Togo, Senegal 

 · Central Africa: Congo, Chad,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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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6 
 
 

  Paix et réconciliation manifest of “FDLR elements” with 
comments after screening by the Rwandan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a

 
 
 

 

 

 

 

 

 

 

 

 

 

 

 

 

 

 

 

 

 

 
 

 
a
 Identities concealed by th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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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7 
 
 

  Structure of RUD-Uru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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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8 
 

  Communiqués from Felicien Kanyamibwa and 
RUD-Urunana on events at Kasiki 

 

1. URL: http://umoya.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95 

Date published: 18 December 2009 

Text: Le 27 Janvier 2009, un accord entre le CND et le gouvernement de la RDC a été 
signé à Rome. L’accord prévoyait la création d’une zone de paix dans et autour de Kasiki, 
où les gens qui ne veulent pas se battre ou fuyant les combats devraient être regroupés en 
vue de recevoir une protection et assistance humanitaire. 
                                                                            
Par conséquent, il est clair que, en attaquant le camp la coalition RDF / FARDC voulait 
massacrer tous les occupants et, par là même, torpiller une fois pour toutes le processus de 
paix que le CND et le gouvernement de la RDC avaient entrepris à Kinshasa en Janvier 
2008, puis continué à Pise et Rome en Mai 2008,avec la facilitation de la Communauté de 
Sant’Egidio et solidifié à Rome en Janvier 2009 avec le ferme soutien de la Communauté 
Sant’Egidio, l’Eglise du Christ au Congo (ECC) et SIT-Norvège. À ce jour, nous ne savons 
pas où se trouvent la plupart des survivants du pogrom de Kasiki, ainsi que les combattants 
RUD-Urunana/RPR et leurs personnes à charge. 

Signed by: 

Felicien Kanyamibwa, PhD 
Président 
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 (NDC) - Congrès National pour la Démocratie (CND) 
New Jersey, USA. 

[Comment: Felicien Kanyamibwa is also the RUD-Urunana secretary-general] 

2. RUD-Urunana press release published 1 March 2009: 

RUD-URUNANA  
Urunana rw’Abaharanira Ubumwe na Demokarasi  
Ralliement pour l’Unité et la Démocratie  
Rally for Unity and Democracy  
Tel: 001-201-794-6542 /  
001-506-461-3919  
Email: urunana@optonline.net  
url: www.rud-urunana.org 
-------------------------------------------------------------------------------  

COMMUNIQUE DE PRESSE PP/NO. 01/MAR/09  
REGROUPEMENT DE KASIKI: VIVES INQUIETUDES SUR LE SORT DES 
REFUGIES RWANDAIS  

Les informations provenant du Nord Kivu font état d’une détérioration croissante des  
conditions sécuritaires à l’est de la RDC en général et dans le territoire de Lubero (Nord 
Kivu) en particullier. En effet, cet état vient d’être confirmé par les déclarations récentes de 
la Monuc, des organismes spécialisés des Nations Unies ainsi que des organisations locale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Notre organisation condamne avec fermeté les massacres qui auraient été commis  
contre les populations congolaises ainsi que la chasse aux réfugiés rwandais à la quelle  

http://umoya.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95%3Ale-congrnational-pour-la-dcratie-cnd-rejette-le-rapport-du-groupe-d-experts-des-nu&catid=20%3Aactualidad-en-franc&Itemid=41&l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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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livreraient les forces de la coalition FARDC et l’armée rwandaise (RDF). Comme  
nous l’avions indiqué précédemment, plusieurs observateurs indépendants concurrent à  
faire remarquer que l’opération conjointe baptisée « Umoja Wetu » regroupant les forces  
armées de la RDC et du Rwanda a été un échec. Malheureusement, au lieu de  
contribuer à l’avènement de la paix dans la région, elle n’a fait qu’aggraver la souffrance  
des populations locales tout en faisant porter la responsabilité à l’ensemble des réfugiés  
rwandais établis dans la dite-région qui eux-mêmes sont pourchassés comme du gibier  
qu’on veut amener à l’abattoir. Plus particulièrement, notre organisation s’inquiète du  
sort des réfugiés rwandais qui étaient initialement regroupés sur le site de Kasiki,  
territoire du Lubero (Nord Kivu). En effet, il convient de rappeler que ces hommes,  
femmes et enfants ont dû quitter le centre de Kasiki début Février lorsque ils eurent vent  
de leur rapatriement forcé vers le Rwanda, et ce contrairement à toutes l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es en la matière. Cette opération devait être menée par les forces armées  
coalisées FARDC/RDF.  

Il est extrêmement regrettable qu’au moment où une délégation des réfugiés venait  
d’effectuer une visite exploratoire au Rwanda en vue d’envisager un rapatriement sur  
base individuelle et volontaire, les gouvernements congolais et rwandais ont privilégié le  
recourt à la force pour contraindre les refugiés rwandais à rentrer au Rwanda. Nous  
tenons à rappeler au gouvernement congolais et à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que  
sur base du Processus de Kisangani, il était prévu que les réfugiés rwandais qui  
n’opteraient pas pour le retour seraient relocaliser à des endroits à convenir de commun  
accord.  

N’ayant pas pu être à même de déterminer le sort des hommes, femmes et enfants, le  
Congrès National pour la Démocratie (CND), coalition RUD /RPR, demande au  
gouvernement congolais et à la Monuc de faire le compte à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où sont passées ces personnes qui étaient pourtant supposées être sous  
leur protection. Suite à une telle enquête qui devrait être indépendante, notre  
organisation demande avec insistance que les auteurs de ces actes criminels soient  
traduits devant une juridiction impartiale et indépendante.  

Comme nous n’avons cessé de le dénoncer, les récents événements témoignent  
clairement que toute tentative de rapatriement forcé ne fait que se traduire en une  
massive perte en vies humaines innocentes tant du côté des réfugiés que des  
populations locales. Nous ne pouvons pas non plus passer sous silence la chasse à  
l’homme qui s’était abattue sur la région en 1996-1997 dans laquelle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réfugiés rwandais ont été froidement et impunément massacrés par  
l’Armée Patriotique Rwandaise (APR) et ses alliés sans oublier les multiples victimes au  
sein de la population congolaise. Les auteurs de ces massacres qui ont été qualifiés  
d’actes de génocide par les Nations Unies sont bel et bien connus et occupent des  
postes de haute responsabilité dans les sphère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 du régime de  
Kigali.  

Notre organisation reste convaincue que la solution définitive au problème des réfugiés  
rwandais passe par le Dialogu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le CND s’était investi de  
bonne foi dans le Processus de Kisangani. Bien que cette dernière opération militaire  
va se traduire par quelques gains politiques immédiats pour certains, il va, cependant,  
rendre difficile toute solution pacifique et définitive au problème des réfugiés dans la  
région.  

Ainsi, comme il a été fait mention lors des travaux d’évaluation tenus dernièrement à  
Rome sous les auspices de la Communauté Sant’Egidio et d’autres observateurs  
internationaux, notre organisation réitère la demande faite auprès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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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Nations Unies de nommer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 un Envoyé Spécial chargé  
spécifiquement de trouver une solution durable au problème des refugiés rwandais  
établis en RDC et dans la région.  

Notre organisation reste cependant disposée à poursuivre toute avenue qui respecte les  
droits des réfugiés rwandais où qu’ils soient. Elle lance un appel solennel au régime de  
Kigali d’entamer un Dialogue avec son opposition afin de trouver de manière durable  
une solution définitive au problème politique rwandais qui est la source principale  
d’instabilité récurrente dans toute la région.  
 

23 Mars 2009  
DR. AUGUSTIN DUKUZE  
PORTE-PA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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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9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Repatriation, Reinte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Section data on intentions of RUD combatants 
at Kasikia 
 
 

RUD Mapping at Kasiki Regrouping Site  
          

ID Number NAME Sex Status Age
Address in 
Rwanda 

        

Date of 
Birth 

  
Date of 

Registration 
Address/AOR in 

DRC Prefecture 
         

Preference   
(Relocation     
/Repatriation)

BW500100   M Combatant 1961 47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0200   M Combatant 1946 62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0300   M Combatant 1990 18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0400   M Combatant 1969 39 6/9/08 MASHUTA CYANGUGU Repatriation 
BW500500   M Combatant 1966 42 6/9/08 MASHUTA KIBUNGO Repatriation 
BW500600   M Combatant 1974 34 6/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0700   M Combatant 1963 45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0701  F Dependent 1905 31 6/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0800   M Combatant 1978 30 6/9/08 MBWAVINYW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0801   F Dependent 1986 22 6/9/08 KASIKI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0802   F Dependent 2005 3 6/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0803   F Dependent 2007 1 6/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0900   M Combatant 1966 41 6/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0901   F Dependent 1970 37 6/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0902   F Dependent 2007 1 6/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000   M Combatant 1968 40 6/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001   F Dependent 1980 27 6/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002   F Dependent 2006 2 6/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003   M Dependent 2007 1 6/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100   M Combatant 1978 30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1101   F Dependent 1989 19 6/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1102   M Dependent 2001 7 6/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1103   M Dependent 2007 1 6/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1200   M Combatant 1988 20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201   F Dependent 1990 18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202   F Dependent 2007 1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300   M Combatant 1978 30 7/9/08 MASHUTA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1301   F Dependent 1985 23 7/9/08 KASIKI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1302   F Dependent 2005 3 7/9/08 KASIKI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1400   M Combatant 1973 35 7/9/08 MASHUTA 
KIGALI 
RURAL Repatriation 

 
 

 
a
 Names 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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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501401   F Dependent 1976 32 7/9/08 KASIKI 
KIGALI 
RURAL Repatriation 

BW501402   F Dependent 1995 13 7/9/08 KASIKI 
KIGALI 
RURAL Repatriation 

BW501403   M Dependent 2007 1 7/9/08 KASIKI 
KIGALI 
RURAL Repatriation 

BW501500   M Combatant 1966 42 7/9/08 MASHUTA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1501   F Dependent 1969 39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1502   F Dependent 1999 9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1503   F Dependent 2003 5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1504   M Dependent 1905 3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1505   F Dependent 2007 1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1600   M Combatant 1971 37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1601   F Dependent 1975 33 7/9/08 KASIKI KIGALI TOWN Repatriation 
BW501602   M Dependent 2002 6 7/9/08   KIGALI TOWN Repatriation 
BW501603   F Dependent 1905 3 7/9/08   KIGALI TOWN Repatriation 
BW501604   F Dependent 2008   7/9/08 KASIKI KIGALI TOWN Repatriation 
BW501700   M Combatant 1973 35 7/9/08 MBWAVINYW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1900   M Combatant 1988 20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1901   F Dependent 1988 20 6/9/08 MASHUTA NORTH-KIVU Repatriation 
BW501902   F Dependent 2007 1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000   M Combatant 1970 38 6/9/08 MASHUTA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2001   F Dependent 1973 35 6/9/08 MASHUTA NORTH-KIVU Repatriation 
BW502002   F Dependent 1995 13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003   F Dependent 1996 12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004   F Dependent 1998 10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005   M Dependent 2001 7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006   M Dependent 1905 3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100   M Combatant 1953 65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200   M Combatant 1979 29 6/9/08 MASHUTA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2300   M Combatant 1978 30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301   F Dependent 1988 20 6/9/08 MASHUTA NORTH-KIVU Repatriation 
BW502302   M Dependent 2004 4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303   F Dependent 2007 1 6/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400   M Combatant 1971 37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2401   F Dependent 1975 33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2402   F Dependent 1996 12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2403   F Dependent 2004 4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2500   M Combatant 1977 31 6/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2501   F Dependent 1988 20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2502   F Dependent 1998 10 6/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2503   F Dependent 2007 1 6/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2600   M Combatant 1972 36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2601   F Dependent 1973 35 7/9/08 MASHUTA NORTH-KIVU Repatriation 
BW502700   M Combatant 1974 34 7/9/08 MASHUTA BYUMBA Repatriation 
BW502701   F Dependent 1986 22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2702   M Dependent 2007 1 7/9/08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2800   M Combatant 1972 36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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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502801   F Dependent 1985 23 7/9/08 MASHUTA NORTH-KIVU Repatriation 
BW502802   M Dependent 1906 2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2900   M Combatant 1970 38 7/9/08 MASHUTA BYUMBA Repatriation 
BW502901   F Dependent 1991 17 7/9/08 MASHUTA NORTH-KIVU Repatriation 
BW503000   M Combatant 1971 37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3001   F Dependent 1980 28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3002   M Dependent 2002 6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3003   F Dependent 1905 3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3100   M Combatant 1975 32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3101   F Dependent 1986 22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3102   M Dependent 1994 14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3200   M Combatant 1970 38 7/9/08 MASHUTA KIBUNGO Repatriation 
BW503201   F Dependent 1988 20 7/9/08 MASHUTA KIBUNGO Repatriation 
BW503202   M Dependent 2007 1 7/9/08 MASHUTA KIBUNGO Repatriation 
BW503700   M Combatant 1983 25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3701   F Dependent 1988 20 7/9/08 KASIKI KIBUYE Repatriation 
BW503702   F Dependent 2006 1 7/9/08 KASIKI MASHUTA Repatriation 
BW503800   M Combatant 1975 33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3801   F Dependent 1981 27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3802   F Dependent 2002 6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3803   M Dependent 2007 1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3900   M Combatant 1986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4000   M Combatant 1973 35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4001   F Dependent 1986 22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4100   M Combatant 1983 25 7/9/08 MASHUTA KINIGI Repatriation 
BW504200   M Combatant 1986 22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4201   F Dependent 1990 18 7/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4300   M Combatant 1986 22 7/9/08 KASIKI CYANGUGU Repatriation 
BW504301   F Dependent 1986 22 7/9/08 KASIKI RUTSHURU Repatriation 
BW504400   M Combatant 1979 29 7/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4401   F Dependent 1984 24 7/9/08 KASIKI BINZA Repatriation 
BW504402   F Dependent 1905 3 7/9/08 KASIKI BINZA Repatriation 
BW504403   F Dependent 1905 3 7/9/08 KASIKI BINZA Repatriation 
BW504500   M Combatant 1958 49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4501   M Dependent 1979 29 7/9/08 KASIKI BWITO Repatriation 
BW504502   F Dependent 1973 35 7/9/08 KASIKI BWITO Repatriation 
BW504600   M Combatant 1984 24 7/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4601   F Dependent 1974 34 7/9/08 KASIKI BWITO Repatriation 
BW504700   M Combatant 1985 23 7/9/08 KASIKI RWANDA Repatriation 
BW504701   F Dependent 2004 4 7/9/08 KASIKI RUTSHURU Repatriation 
BW504702   F Dependent 2007 1 7/9/08 KASIKI RUTSHURU Repatriation 
BW504800   M Combatant 1967 41 7/9/08 KASIKI BYUMBA Repatriation 
BW504801   F Dependent 1969 39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4802   M Dependent 1996 12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4803   F Dependent 2000 8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4804   M Dependent 2008   7/9/08 KASIKI GITARAMA Repatriation 
BW504900   M Combatant 1978 30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4901   F Dependent 1986 22 7/9/08 KASIKI RUTSHURU Repat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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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504902   M Dependent 2007 1 7/9/08 KASIKI RUTSHURU Repatriation 
BW505000   M Combatant 1973 35 7/9/08 KASIKI BYUMBA Repatriation 
BW505001   F Dependent 1986 22 7/9/08 KASIKI RWANDA Repatriation 
BW505100   M Combatant 1973 35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5101   M Dependent 1964 44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5200   M Combatant 1975 33 7/9/08 KASIKI BWITO Not Decided 
BW505201   M Dependent 1991 17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5500   M Combatant 1988 20 7/9/08 KASIKI RWANDA Repatriation 
BW505600   M Combatant 1959 48 7/9/08 KASIKI RWANDA Repatriation 
BW505700   M Combatant 1983 25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5800   M Combatant 1970 38 7/9/08 KASIKI KIGALINGALI Repatriation 
BW505900   M Combatant 1985 23 7/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6000   M Combatant 1983 25 7/9/08 KASIKI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6100   M Combatant     7/9/08 KASIKI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6200   M Combatant 1988 20 7/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6300   M Combatant 1983 25 7/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6400   M Combatant 1967 41 7/9/08 KASIKI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6500   M Combatant 1982 26 7/9/08 KASIKI CYANGUGU Repatriation 
BW506600   M Combatant 1948 54 7/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506601   F Dependent 1979 29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6602   F Dependent 1999 9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6603   F Dependent 2003 5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6604   F Dependent 1905 3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6700   M Combatant 1983 25 7/9/08 KASIKI BYUMBA Repatriation 
BW506800   M Combatant 1952 55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6900   M Combatant 1988 20 7/9/08 KASIKI KIGALI Repatriation 
BW507000   M Combatant 1973 35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507100   M Combatant 1979 29 7/9/08 KASIKI RWANDA Repatriation 
BW507200   M Combatant 1986 22 7/9/08 KASIKI GISENYI Repatriation 
BW700100   F Refugee 1948 60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700101   F Refugee 1994 14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700200   F Refugee 1990 18 7/9/08 MASHUTA GISENYI Repatriation 
BW700300   F Refugee 1992 16 7/9/08 KASIKI RUHENGERI Repatriation 
BW700400   M Refugee 1949 61 7/9/08 MASHUTA RUHENGERI Repatriation 

                    
 Combatants     65       

 Dependents     87       
 Refugees     5       
     

     
 

Total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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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0 
 
 

  Structure of Allied Democratic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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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1 
 

  Examples of past Western Union transfers allegedly 
destined for ADF 
 

 

 

 

 

 

 

 

 

 

 

 

 

 

 

 

 

 

 

 

 

 

 

 

Source: Banque Commerciale du C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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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2 
 
 

  Photo obtained from Burundian authorities of FNL 
commander Antoine “Shuti” Barany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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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3 
 

  Summary of CNDP personnel, 31 December 2008 
 
 

 Gen 
Bde 

Col Lt 
Col 

Maj Comd Cpt Lt SLt AC A1 Adjt 1SM SM 1Sgt Sgt Cpl Total

GHQ 1 2 3 9 3 22 21 20 50  56 3 38 15 34 165 442

Bn SP II    2 3 10 6 21 35  30 2 19 8 17 28 181

Aie    2  2 4 5 8  4  1  15  41 

ZOps KAB  3 1 16 4 64 65 27 141 3 94 25 73 74 97 382 1139

ZOps 
MUT 

 1 2 8 2 25 34 38 92 2 45 5 44 33 45 214 590

ZOps  
JAM 

 1 4 8 29 48 64 79 106 8 52 12 16 56 84 287 855

TOTAL  7 10 46 41 171 194 260 432 13 281 47 191 186 292 1076 3248
 
 

3,248 combatants: 
 

1 General  

63 Officers (Col, Lt Col, Maj) 1,9 % 

666 Subordinate officers (Comdt, Capt, Lt, Slt) 20,5 % 

1442 Sub-officers 44,3 % 

1076 Corporals 33,1 % 
 
 

Zone Ops Lumumba 
 

 ONP Admit Admit Out  Pass C/Arres Duty Abs Total 

Total 1587 121 6 64 18 5 9 28 1838 
 
 

Bn SP I 
 

 ONP Admit Total 

Bn SP I 126  126 

Q7 56 8 64 

Total 182 8 190 
 
 

Total CNDP combatants in December 2008: 
 

3,248 (GQG + Bn SP II + Aie + ZOps KAB / MUT / JAM) + 1,838  (ZOps LUM) + 190 (Bn SP I) = 5,276 

 



 S/2010/596

 

11710-61505 (C) 

 

Annex 14 
 
 

  CNDP combatants declared 12 January 2009 
 
 

  11,080 combatants, divided as follows: 
 

1 General  

278 Officers (Col, LtCol, Maj) 2,5 % 

2447 Subordinate officers (Comdt, Capt, Lt, Slt) 22 % 

5108 Sub-officers 46.1 % 

3246 Corporals 29,2 % 
 
 

 Gen 
Bde 

Col Lt 
Col 

Maj Comdt Cpt Lt SLt AC A1 Adjt 1SM SM 1 
Sgt 

Sgt Cpl TOTAL

Pre-integratio
n 

1                5276 

Proposed by 
CNDP 

1 22 61 195 — 707 743 997 1256 171 910 ‘478 410 732 1151 3246 11080 

Difference                 5804 

Accepted 
CEAG 

1 13 32 72             +/- 
11000 

 
 

 31/12/08 
Of 3248 combatants 

31/12/08 
Of 5276 combatants 

12/01/09 
 

Estimated increase 31/12/08 
to 12/01/09 

Général 1  1  1  0 

Offr 
supérieurs 

63   1.90 % 100   1.90 % 278  2.50 % 
+ 

178 

Officier 
subatrenes 

666 20.50 % 1081 20.50 % 2447 22,00%  
+ 

1366 

Sous-officiers 1442 44.30 % 2337 44.30 % 5108 46.10 %  
+ 

2771 

Caporaux 1076 33.10 % 1746 33.10 % 3246 29.20 %  
- 

1500 

Total 3248 
(HQG+SPII+Aie+3xZOps) 

5276 = effectifs réels 11080 = effectifs 
présentés GoRDC 

5804 

 



S/2010/596  
 

10-61505 (C)118 
 

Annex 15 
 
 

  House containing an arms cache held by former CNDP 
elements on a hill outside of Ngungu, Masisi Territorya 
 
 

 

 

 

 

 

 

 

 

 

 

 

 

 

 

 

 

 

 
 

 a GPS coordinates: 35N0706988 UTM9817206. 



 S/2010/596

 

11910-61505 (C) 

 

Annex 16 
 
 

  Official records of tax revenue received by the CNDP  
parallel administration of “Masisi/Mushake” for the month 
of Dec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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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7 
 
 

  Photos of the Bwiza settlement controlled by CNDP within 
the Virunga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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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8 
 
 

  Letter addressed to President Kabila by ex-CNDP 
commanders protesting plans for redeployment outside of 
the Kiv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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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9 
 
 

  Decree from the Ministry of Mines suspending mining 
activities in the provinces of South Kivu, North Kivu and 
Maniema as of 11 Sept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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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0 
 
 

  Article 21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Mining 
Code, law 007/2002, which prohibit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ecurity forces in mining activities 
 

 

 

 

 

 

 

 

 

 

 

 

 

 

 

 

 

 

 

 

 



S/2010/596  
 

10-61505 (C)126 
 

 

 

 

 

 

 

 

 

 

 

 

 

 

 



 S/2010/596

 

12710-61505 (C) 

 

Annex 21 
 
 

  Articles of military penal code 023/2002 concerning 
punishment for looting and violation of direct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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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2 
 
 

  Canister allegedly containing uranium trafficked by FDLR 
and Établissement Namu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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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3 
 
 

  Engraving on canister allegedly containing uranium 
trafficked by FDLR and Établissement Namukayaa 
 
 

 

 

 

 

 

 

 

 

 

 

 

 

 

 

 

 

 

 

 
 

 a It reads: “URANIUM FABRIQUE CHIKOLOBWE DAN LA PROVINCE DU KATANGA 18960, 
Nr. 238 RX9006-6 CHAMBR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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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4 
 
 

  Text message from Établissement Namukaya agent wishing 
to sell alleged ura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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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5 
 
 

  Photograph of alleged uranium in the possession of 
Établissement Namukaya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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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6 
 
 

  Description of minerals in the possession of Établissement 
Namukaya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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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7 
 
 

  Document obtained from the provincial mining division 
demonstrating total exports of cassiterite from North Kivu 
Provinc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10a 
 
 

 

 

 

 

 

 

 

 

 

 

 

 

 

 

 
 

 a According to mining statistics in Walikale, Bisie produced approximately 3,000 tonnes of cassiterite over 
thi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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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8 
 
 

  Letter from Walikale Territorial Administrator to Lieutenant 
Colonel Yusuf Mboneza, commander of the 212th brigade, 
denouncing the involvement of his soldiers in mining 
activities at Bi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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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9 
 

  Letter from the Military Prosecutor’s Office denouncing 
Captain Zidane and overall insecurity at Bisie by soldiers of 
the 212th brig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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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0 
 
 

  Letter from General Amisi ordering the removal of soldiers 
from the 212th brigade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mining 
company Geminaco on 9 Febr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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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1 
 
 

  Letter from 8th Military Region Commander, General 
Vainqueur Mayala, relaying an order of General Am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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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2 
 

  Photos of those injured in violent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212th brigade during protests against the arrival of 
Geminaco with military escorts at Mubi in early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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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3 
 
 

  Letter from Socagrimines addressed to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ce, Charles Mwando Nsimba, denouncing the 
militarization of Omate by Gemin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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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4 
 
 

  Soldiers of the reserve battalion under the command of 
Major Safari overseeing mining activities in Omate in  
Jul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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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5 
 
 

  Letter from the Military Prosecutor’s Office in Kinshasa 
ordering the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Omate mine until  
the conflict over mining rights is resolved through the  
judi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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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6 
 
 

  Letter from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ce, Charles Mwando 
Nsimba, to the Military Prosecutor’s Office and the General 
Army Headquarters asking both to investigate the conflict at 
O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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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7  
 
 

  Ministry of Mines list of gold traders in Mubia 
 

 

 

 

 

 

 

 

 

 

 

 

 

 

 

 

 

 

 

 
 

 a Geminaco has been selling gold from Omate to these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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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 statement of South African-based Dimension Resources 
upon acquiring an 18 per cent stake in Geminaco in May 
2009a 
Share Purchase and Option Agreement 
05 May 2009 

Dimension Resources,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pany, announces that it has agreed to 
expand its portfolio of interests in African mining companies by the acquisition of an 18 
per cent. stake in Societe Congo Mining Company Sprl (‘Geminaco’), a company which 
owns exploration right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from it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African Mining Investments Ltd.  This is in line with Dimension Resources’ 
existing strategy for expansion. 
 
African Mining Investments Ltd is a newly formed company intended to facilitate this deal, 
and its share capital will actually be issued between now and completion. There are a 
number of shareholders, none of whom controls it individually, but as a group it is 
controlled by the founder directors of Geminaco, Paul Lemmon, J. François Lalonde and 
Bernard J. Tourillon, who will hold about 75% between them. Their CVs are below. 
 
Dimension Resources will issue 124,339,876 new ordinary shares (‘Consideration Shares’) 
as consideration for the stake in Geminaco. The contract is conditional on a fund raising by 
the Company of £200,000 by 30 May 2009. The Consideration Shares will rank pari passu 
with the Company’s existing ordinary shares and their admission to trading on AIM is 
expected to take place following completion. The percentage of the Company’s total issued 
share capital represented by the Consideration Shares will be announced on completion.   
 
In addition, Dimension Resources has been granted an option, which is valid for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agreement, over the balance of the issued share capital in Geminaco. 
The Company will issue a further 342,062,667 new ordinary shares at 0.5p per share on 
exercise of the option. Should the Company choose to exercise this option, it is likely that 
this would constitute a reverse transaction under Rule 14 of the AIM Rules for Companies 
and shareholder approval would be sought.  
 
Geminaco is a gold exploration company, which owns the rights to 6 Exploration permits 
(Permis des recherces) PR in the Eastern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e permits total 
approximately 235 sq km, ranging in size from 12sq.km.to 108 sq, km. in area and the 
permits are numbered as follows west to east; PR 8500,PR 7971, PR 7811, R 7587, PR 
8501 & PR 7972. The PRs are situated in the territory of Walikale, District of North Kivu, 
Territory of Punia, District of Maniema, Territory of Banalia, District of Tshopo, Territory 
of Masisi, District of North Kivu and Territory of Rutshuru, District of North Kivu. 
 
Brian Moritz, Non-executive Chairman of Dimension Resources, said, 
‘We are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is stake in Geminaco, which represents an exciting 
development in our strategy to invest in complementary mining businesses. We look 
forward to supporting the Geminaco’s further development.’  

 
 

 a Accessed by the Group on 28 July 2010 at http://www.dimensionresources.biz/publish/display-item.php?newsi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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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9 
  

  Extracts from the conclusions of a five-day inclusive seminar 
held in Walikale territory in June 2010 between civil society 
members,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arm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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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0  
 
 

  Colonel Chiviri’s “Prince de Zamunda” bar, in Kamituga, 
where he is alleged to purchase gold and ore (the chairs are 
labelled in his name) 
 

 

 

 

 

 

 

 

 

 



S/2010/596  
 

10-61505 (C)154 
 

Annex 41 
 

  Text message from FDLR commander to Colonel Heshima 
threatening to kill his family if he goes too quickly in 
operations against them 
 

 

 

 

 

 

 

 

 

 

 

 

 

 

 

 

 

 

 

Translation: “Ask Heshima to calm down and not pursue his brothers, notably the refugees. If not, we will exterminate  
his family in Masisi. All who behave in the same way will run the same risk. Do not say that I did not warn you. Tell  
him to calm down and to behave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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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2 
 
 

  Samples of copper stockpiled by the 4th Division 
Commander, Colonel Bernard Byamun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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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3 
 
 

  Official notes from a meeting between civil society, mining 
authorities and FARDC officers in Manguredjipa, Lubero 
territory, on 17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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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4 
 
 

  Timber production by the 22nd Sector at the “Madame 
Merlo” farm between Kiroliwe and Kitcha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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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5 
 
 

  Trucks belonging to Major Eustache between Bibwe and 
Nyange in Masisi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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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6 

  Letter from Colonel Sadam requesting tax exemption for his 
timber trucks 

REPUBLIQUE DEMOCRATIQUE DU CONGO 
PROVINCE DU NORD KIVU 
TERRITOIRE DE MASISI 
CHEFFERIE DE BASHALI 
 
Objet : Demande de laissez-passer pour mon véhicule  
Au Chef Coutumier de la Chefferie de BASHALI 
 
  Ce que je te demande, c’est de laisser d’abord libre ce véhicule entre les mains 
du Chauffeur ASSUMA, de marque FUSO, numéro de plaque 6162 AAB par rapport 
aux taxes, impôts et autres frais de transport et de pillage route y afférents, parce que 
ce véhicule m’appartient. 
 
Fait à Goma, le 30 juillet 2010 

 
Col. SADAM EDMOND RYNGO 
Commandant 322 LAE INF 

 



S/2010/596  
 

10-61505 (C)162 
 

Annex 47 
 
 

  List of FARDC officers exporting timber or recognized as 
particularly active in the timber trade according to a mixed 
committee of MONUSCO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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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8 
 
 

  Example of a Fuso truck carrying between 150 and 170 sacks 
(35 kg) of charcoal from Rutshuru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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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9 
 
 

  Charcoal kilns in the southern sector of Virunga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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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0  
 
 

  An estimated 1,000 square kilometres controlled by former 
CNDP elements of FARDC within the western sector of 
Virunga National Park; aerial and ground photos attest to 
claims of the arrival of cattle to graze in th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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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1 
 
 

  An example of “informant” cards distributed by FARDC 
officers for charcoal traders and producers wishing to enter 
the park 
 
 

 

 



S/2010/596  
 

10-61505 (C)168 
 

Annex 52 
 
 

  Examples of identification cards of Rwandan nationals 
arrested by ICCN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illegal charcoal 
trade within Virunga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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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3 
 
 

  Examples of weekly registry of taxes paid to FARDC by a 
fisherman near Vitshumbi 
 
 

 

 



S/2010/596  
 

10-61505 (C)170 
 

Annex 54 
 
 

  Soldiers of the 131st brigade controlling access of 
fishermen to Lake Edward and participating in illegal 
fishing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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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5 
 
 

  Examples of FARDC involvement in poaching within 
Virunga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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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6  
 
 

  Dry acid poisons planted by elephant poachers, often with 
the protection of criminal networks within FAR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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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7 
 
 

  Statistics on minerals exported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to Rwanda 
 
 

1. Minerals Supply Africa report of monthly imports to Rwanda from comptoir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January to Jul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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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wandan customs statistics for mineral exports, January to July 2010 

3. Rwandan customs statistics for minerals imported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re-exported, January to Jul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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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e diligence documentation required by Congolese law 
The Mining Code (2002) allows only registered buying houses (Fr: comptoirs) to 
export minerals. Registered comptoirs must pay annual fees to the Division des Mines, 
file a monthly report with the Division des Mines, allow its activities and exports to be 
monitored by the Division des Mines, and have bank accounts into which the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minerals are paid. 

Each comptoir is required to maintain detailed and accurate records of purchases, 
including the details of the negociants who supply the comptoir with minerals, their 
work permits and location, together with the comptoir’s production and the minerals it 
has in stock.  

When a comptoir export minerals, the drumming of the minerals is required to take 
place in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services. The export is sampled, and 
taxes pai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ample.  

In order legally addition to export minerals, a comptoir must have: 

 · an export licence from the Banque Centrale du Congo (BCC), show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inerals, the name of the foreign buyer and the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to be repatriated to the DRC; 

 · a certificate of assay, issued by the Centre d’Evaluation, Expertise et Controle 
(CEEC), based on a sample taken by officials when the product is drummed;  

 · a Procès Verbal d’Enfûtage, issued by various government services; 

 · a certificate of origin and export, issued by the CEEC; 

 · an authorisation of mineral export, from the Division des Mines; 

 · a certificate of verification of export, issued by the Office Congolais de 
Contrôle (OCC); 

 · a certificate of assay, issued by the OCC; 

 · a declaration of final export from the Office des Douanes et Accises (OFIDA); 

 · a movement certificate from OFIDA, listing the name of the exporter. 

All négociants (minerals buyers who supply comptoirs) require a “carte de 
négociant,” which must be renewed on an annual basis. The card gives the identity and 
location of each négociant.  

Artisanal diggers (Fr: creuseurs) are required to be Congolese nationals, and to 
possess a carte de creuseur. They are only entitled to sell their production to 
négociant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ssue a certificate called a Certificat de Déclaration d’Origine 
for minerals, usually to creuseurs,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minerals’ sites of origin. 
The certificate lists the name of the owner of the product (in most instances a “digger” 
or creuseur), the quality of the ore, the name of the mine, and if possible the number of 
the individual’s carte de creuseur. This certificate then accompanies the bags of 
minerals which are transported to the négoc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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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the minerals ar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négociant, an Autorisation de 
Transport des Minérais is issued by the Division of Mines. The certificate lists the 
owner, references the taxes pai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duct, and states where the 
minerals are going so that ore can be traced to its point of origin. This system has been 
in place in Bisie since approximately April 2008, and was extended to Lubero in 
approximately the first half of 2009. 

In North Kivu, the Association of Négociants, or Association des Négociants de 
Minérais du Nord Kivu (“ANEMKI”), has since mid-2009 begun implementation of a 
Fiche de Tracabilité de minérais, listing taxes paid for each négociant’s minerals, and 
details of where the product came from. If a négociant has sourced product from 
several suppliers, the fiche will list each of the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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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ation provided by cassiterite mineral traders to 
comptoirs in Bukavu, which refers only vaguely to the 
general territory where the minerals were first registered by 
Congolese mining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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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ial exports during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2010 by 
Établissement Namu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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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61 
 
 

  Certificate of origin for export from Établissment Namukaya 
to Pinacle EPZ Traders in Nairobi 
 
 

 

 



S/2010/596  
 

10-61505 (C)182 
 

Annex 62 
 
 

  Flight routes available through New Congocom Air, run by 
Établissement Namu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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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63 
 
 

  Official exports by Berkenrode, run by Mutoka Ruganyira, 
over the course of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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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64 
 
 

  Official exports by Berkenrode, run by Mutoka Ruganyira, 
over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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