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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五十五年 

暂定项目表 项目 27 30 50 74和 75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 包括中期审查 

议定的措施和建议的执行情况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 结论文件  

  2000年 4月 25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00年 3月 28日和 29日在东京召开了由日本外交部和国际政策研究所共同

发起的关于分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预防冲突和

建立和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国际专题讨论会 谨随函转交讨论会主席关于此次

讨论会的简要报告  

 谨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27 30 50 74和 75下的文

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佐藤行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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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4月 25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分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预防冲突

和建立和平行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国际专题讨论会 

2000年 3月 28日和 29日 东京  

 

  主席的简要报告 

 关于分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撒哈拉沙漠以

南的非洲地区预防冲突和建立和平行动方面所发挥

作用的国际专题讨论会于 2000年 3月 28日和 29日

在东京召开 这一专题讨论会由日本外交部和国际政

策研究所共同发起 并得到了 朝日新闻 的赞助

以下主席关于是小组成员在讨论会期间交流意见情

况的简要报告  

 1. 目前的认识 非洲的冲突被视为值得国际社会

严重关注的问题  

1  非洲的冲突起源于错综复杂的各种诱导因素 例

如这些起因具体表现为随意划分边界 贫困 不同种

族集团之间的冲突 及难以共存 缺乏良好管理和

使用稀缺的自然资源方面的纠纷 说非洲状况正在日

益恶化并不过分 非洲这一严重状况的特征是恶性循

环 冲突各方之间的停火不断导致冲突再次发生 并

爆发新的冲突 这一问题值得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

注 并采取紧急行动 非洲的与会者还表示关切的是

若不采取适当行动 非洲可能更远地落在世界其他地

区之后  

2  在最近几年里 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方面 除

了个别国家和联合国所发挥的一些重要作用外 区域

组织 分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挥了日益显著的作

用  

3  在采用的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方式方面 创建

和平文化 等概念逐渐为人们重视 或为思考的依据

人们认识到 综合全面的方式 作为解决冲突的具体

办法越来越重要 根据这种办法 各行为者在冲突的

不同阶段开展合作 采取各类措施 不仅仅包括外交

措施 还包括经济援助 安全安排 人道主义救援活

动 协助实现民主化等等  

 2. 各行为者之间合作和协作的必要性 

1  可通过联合国 非统组织 分区域组织 非政府

组织和捐助国等各种行为者之间的积极合作和协作

来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冲突 换言之 冲突的预防和解

决可体现为有关各行为者之间的协作和合作努力 如

果各行为者以相互配合的方式加强合作 则冲突的预

防和解决可产生更大的效力和成效 为此目的 与会

者一致认为 应明确列出各有关行为者的行为标准

其行动应符合国际法 特别是 联合国宪章 会议

达成共识 认为联合国 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

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但是 与

会者提出 需要进一步开展讨论 以确定由谁来履行

负责为各行为者指定各自职责的协调员职能 而且如

何开展这一指定工作 与会者指出 负责指定职责的

协调员可因各类冲突情况而异  

2  与会者认为 各研究所可在知识层面为冲突的预

防和解决作出贡献 并确认有必要公布研究结果 开

展分区域组织和研究所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这些研究

所之间建立联系 并确认国际社会需要向研究所提供

支助  

3. 会议强调女性有需要更多地参与预防和解决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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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区域组织为增强能力所作的努力以及改进的

具体措施 

1 与会者的评价是 分区域组织已承诺在预防和解

决冲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且它们在此领域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  

2  与会者认为 分区域组织目前正在作出法律和体

制安排 以加强其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能力 根据这一

评价 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应在以下方面作出进一步

努力 具体而言 为作出进行有效联系的有关安排

这些安排将有利于各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 对其各自

的利益进行调整 有关组织的决策过程及其参与的各

种方法等等  

3  与会者确认 各分区域组织应重视建立自身的早

期预警系统 而且联合国 非统组织和各分区域组织

应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建立综合 实用的三级早期

预警制度 与会者回顾了 1990 年代国际社会在处理

非洲的冲突时反应迟缓 意识到有必要及早作出反应

和采取行动 强调必须努力消除早期预警与早期反应

之间的时间差  

4. 与会者支持各分区域组织努力通过区域方案处

理小型武器扩散等安全问题 非法物品的贩运和各种

环境问题  

5. 与会者一致认为 各分区域组织可在冲突结束后

的工作 如监督停火或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方

面发挥重大作用 与会者认为 小型武器的积聚和扩

散是区域冲突扩大和延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应迫切

地加以处理 会议达成共识 认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 西非经共体 暂停轻型武器的生产和进出口的声

明是一项重大举措 并敦促非洲其他地区迅速采取类

似作法  

6  此外 会议达成共识 欢迎进一步讨论下列问题

即是否酌情将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放在中心地位 使其

成为国际援助的主要接受者 就此 人们确认了非统

组织的主导作用 以及有必要支持作出努力 以便使

非统组织与各分区域组织的工作协调一致  

7  虽然每个分区域组织的状况各不相同 但分区域

组织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点 如果分区域组织之间交流

以往的经验对它们互有帮助 也应考虑推动开展此类

相互交流活动和其他合作活动  

 4.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职责以及进一步参与的必

要性 

1. 非洲的大多数冲突属于国内冲突 非政府组织拥

有巨大潜力 可在预防和解决这类冲突以及冲突之后

的和平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与会者认识到国际社

会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发挥作用寄予越来越多的期望

与会者普遍确认 由于有基于国家主权的不干涉内部

事务原则和领土完整原则 国际社会可能无法参与冲

突的预防和解决 而在此种情况下 非政府组织可履

行重要职责 此类职责可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 非政

府组织可向国际社会说明冲突各方采取了哪些制造

问题的政策或行动 以此影响国际與论 第二 非政

府组织通过其在基层一级的各种活动与当地群众保

持密切联系 因此拥有早期预警的潜力 第三 非政

府组织可与几乎所有有关方面进行接触 这不仅包括

政府 甚至也包括反政府力量 第四 非政府组织作

为中立 公正的第三方在推动冲突各方相互谅解及和

解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2  基于上述职责 可确定非政府组织可在预防和解

决冲突方面发挥下列具体作用 可将这些作用扩展职

能 补充国际组织和/或具体的国家政府等官方机构

开展的 第一轨道 的工作  

 (a) 发出早期预警信号  

 (b) 进行调停和调解工作  

 (c) 影响国际與论  

 (d) 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e) 从事一些与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相关

的冲突活动 收缴小型武器和排除杀伤人员地雷 复

员以及使前战斗人员恢复平民生活  

 (f) 加强冲突各方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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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协助开展民主化运动 如监督大选  

3  与会者一致认为 非政府组织由于拥有早期预警

能力 可为联合国 非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已经建立

或正在建立的早期预警系统作出贡献  

4  此外 与会者商定 为了充分处理活动重复和各

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出现对立等问题 应考虑制订

某些措施 包括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及/或制

定某种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守则  

5  除此之外 与会者一致认为 有必要确保在冲突

发生地区及其邻近地区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安

全 另外达成的共识是 应为非政府组织制定在与武

装民兵接触时或于危机关头从冲突发生地区撤离时

适用的行为守则  

6  还有人指出 非政府组织 区域组织和分区域组

织为建立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而共同发出供资呼

吁 具有战略上的好处  

 5. 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 

1  与会者对受邀参加由日本外交部和国际政策研

究所共同主办的本次专题讨论会深表感谢 并希望今

后将再次举办此类专题讨论会  

2  与会者进一步希望将在今年夏天担任九州-冲绳

首脑会议东道主的日本政府将更多地参与预防和解

决非洲冲突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