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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02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特此向大会转递裁军研究所主任关于该所 2006 年 8月至 2007 年 7月

期间活动以及 2007 年和 2008 年拟议工作方案和概算的报告。 

 本报告经研究所董事会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举行的秘书长裁军事项

咨询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审议并核可后，提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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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关于该所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7 月

期间活动以及 2007-2008 年拟议工作方案和概算的报告 

 摘要 

 1984 年，大会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主任提出了一项长期要求，请

他每年就该所的活动向大会提出报告。为此目的，主任编制了本报告，说明裁研

所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7 月期间的活动，供裁研所董事会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

至 18 日举行的秘书长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审议。 

 主任报告说，裁研所的工作方案仍集中于三个主要领域：全球安全与裁军；

区域安全与裁军；人类安全与裁军；因此，涉及从小武器到空间武器的各种实质

性裁军问题。 

 联合国经常预算的补助保证了裁研所的独立性。董事会通过本报告向秘书长

建议从 2008-2009 两年期经常预算中继续为研究所提供补助金。主任还报告了各

国政府和慈善基金会提供自愿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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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介绍裁研所2006年8月至2007年7月期间的活动以及2007年和2008

年拟议工作方案和概算。 

 

 一. 管理和员额配置 
 
 

2. 裁研所的工作由为数不多、具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负责：1 名主任、1 名

副主任、1 名行政助理、1名负责出版业务的专门秘书、1 名非全时计算机系统管

理员、1 名研究方案和出版业务管理员、1 名非全时会议主办人，1 名非全时筹资

助理，日刊、报告和书籍编辑以及项目研究员数名。过去一年间，裁研所计有 30

名工作人员，其中 2 名主管人员，3 名（行政和技术）支助人员、5 名核心实质

性方案工作人员、19 名项目研究工作人员和 3名访问研究员。2006/07 年期间，

裁研所继续执行其青年研究员方案，接待了来自 6 个国家的 11 名青年研究员。

裁研所的妇女任职人数较多：三分之二是女性，包括主任。 

3. 本报告所述2006-2007年期间的特点是外联活动和与联合国系统的关系都有

增进。此外，裁研所一直在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整体改革努力，包括全系统任务审

查以及对联合国内部研究工作的要求进行相关的审议。 

 

 二. 联合国经常预算补助 
 
 

4. 下一个两年期需要一笔补助金，用来支付主任办公和行政等费用。补助金在

经济上很重要，而且对确保研究所的独立性也很重要。目前两年期的补助金是

485 500 美元，已根据费用情况加以调整。 

5. 鉴于联合国补助的重要性，需要继续增加补助及费用调整以促进自愿收入的

增长。秘书长于 2004 年 9 月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了一份关于必须继续补

助研究所的说明（A/C.5/59/3/Add.1）。2005 年，大会通过了第 60/89 号决议，

建议秘书长执行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有关建议和研究所董事会的决定（其中建议研

究所核心工作人员的费用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继续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寻

求增加研究所经费的办法。 

 

 三. 最近的活动和列入计划的活动 
 
 

6. 研究所的研究方案分三个部分：全球安全与裁军、区域安全与裁军，以及人

类安全与裁军（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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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按出版物和类别划分的裁研所工作努力 

 

 

 

 

 

 

 

 

 

 

 

 

 

 

 

 

 

 A. 全球安全与裁军 
 

7. 研究所大部分工作的重点在于全球安全与裁军。其中包括关于已缔结条约执

行情况的研究、与当前或潜在谈判有关问题的研究，以及探索在其他领域争取进

展的可能途径。 

 1. 裁军谈判会议 
 

8. 裁研所继续积极参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所涉问题的一系列协商、讨论和研讨

会。这些问题包括：裂变材料、核裁军、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安全保

证和外层空间问题。 

9. 2007 年，在六主席倡议之下，裁研所应邀处理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实质性关注

问题的非正式全体会议讨论，以协助成员国进行审议。 

 2. 核裁军与核不扩散 
 

10. 2006 年 8 月，裁研所在题为“设法实现核裁军”项目下举办了关于消极安全

保证问题的研讨会。会上的发言者包括塞内加尔常驻代表、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Ousmane Camara 大使；本所高级研究员 Jozef Goldblat；企业人道主义论坛主

任 John King；以及非洲无核武器区问题首席专家顾问 Sola Ogunbanwo。 

11. 2007 年 3 月，裁研所与法国政府合作举办一次讨论会，题为“《核不扩散条

约》下一审议周期前夕国际安全与不扩散制度所面临的挑战”，讨论以 2010 年审

议大会为高潮的《核不扩散条约》下一个审议周期的可能方针和战略。讨论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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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 Jürg Streuli 大使主持，以专家身份发言的有阿尔及利亚的 Abdallah 

Baali 大使，以及法国的 François Heisbourg 和 Philippe Errera。 

12. 裁研所和蒙特雷国际研究所题为“区域组织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号决议执行问题”的合作项目是题为“设法实现核裁军”的总括项目之

下的一个项目，2006 年得到了额外的资金。该项目已发表了一份背景文件，并且

正在编制一份出版物，准备于 2008 年初完成。 

13. 也是在“设法实现核裁军”的总括项目之下，裁研所正在就争取使《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的创新方针举办一系列会议。为了纪念条约开放供签署十周

年，裁研所出版了《裁军论坛》的一期特刊，举办了一次宣传该条约重大意义的

研讨会，并且正在准备出版一份 Rebecca Johnson 研究该条约谈判历史并指出条

约前进方向的论著。在日内瓦论坛项目之下，裁研所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筹备技术秘书处和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部（裁军部）于 2007 年 3 月联合主办

了一次展览和研讨会，纪念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成立十周年，并且在核不扩

散条约筹备委员会 2007 年会议上举办了一次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新机

会问题的讨论会。 

14. 裁研所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 2000 年 12 月完成了题为“加强欧洲

联盟减少威胁的合作活动：安排社区行动支助欧洲联盟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

散的战略”的联合试验项目。 

15. 今后三年，裁研所将对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美国政府 2007 年 7 月 3 日关于和

平利用核能和核燃料循环的多边办法的双边协定所涉政治和法律问题进行一次

详细的研究。参加研究的专家有的来自俄罗斯联邦、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

也有的来自裂变材料问题国际小组和独立科学专家小组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 

 3. 导弹和导弹防御 
 

16. 导弹问题所有层面政府专家组 2004 年的最后会议没有结果，之后，大会 2004

年 12 月 3 日关于导弹问题的第 59/67 号决议请秘书长顾及会员国表达的意见，

编写一份报告，确定能够达成协商一致的各个领域，以协助联合国处理导弹问题

各个方面的努力，并将报告提交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裁研所同裁军事务部合作

执行这项决议，并起草了一份报告，由秘书长于 2006 年转交大会（A/61/168）。 

17. 2007-2008 导弹问题所有层面政府专家组首次于 2007 年 6 月举行会议。裁

研所再次受托担任该小组的顾问。2007 年第一期《裁军论坛》以导弹控制问题为

重点，作为对专家组工作的一项贡献而发行。 

 4.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18. 日内瓦论坛是裁研所、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以及战略和国际安全研究项目的

一个协作项目，该论坛在几年内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生物武器问题的会议。作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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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努力的一部分，日内瓦论坛于 2006 年 11 月推出了核查研究、培训和信息中心、

英美安全信息理事会和哈佛-苏塞克斯大学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方案联合编写的

出版物《情况简报：<生物武器公约>第六次审议大会》，并提出了 2006 年 3 月论

坛本部题为“迎接审议《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挑战”的会议的报告。 

19. 2006 年第四期《裁军论坛》题为“争取加强《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是对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第六次审议大会的很有价值的贡献。 

20. 2007 年是《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十周年。2006 年 12 月，裁研所主任在海牙

《化学武器公约》审议大会关于“毒性化学品与执法”专题的讨论会上作了发言。 

21. 2007 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裁军事务部和裁研所将联合主办一次讨论会，

作为《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5. 空间技术和空间法 
 

22. 2007 年 3 月，裁研所在加拿大政府、中国政府、俄罗斯联邦政府以及安全世

界基金会和西蒙斯基金会的协作下主办了为期两天的外层空间安全问题年度会

议，主题为“庆祝空间时代：空间技术 50 年、外空条约 40 年”。会议报告和议

事录将于 2007 年晚些时候发表。 

23. 2006 年 11 月，裁研所出版了 2006 年主题为“保证空间安全：防止外层空间

军备竞赛”的会议的议事录。 

24. 2007 年 5 月，裁研所主任在维也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筹备委员会会议期

间由全球安全协会举办的主题为“空间武器与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研讨会上

作了发言。 

 6. 执行条约 
 

25. 2006 年全年，在核查研究、培训和信息中心协助下，裁研所担当了包括联合

国检查领域的作用问题在内的检查的所有方面问题政府专家小组的顾问。研究报

告订于 2007 年中印发。 

26. 在蒙特雷国际研究所防扩散研究中心合作下，裁研所正在继续执行从 2001

年开始的关于区域机构在执行全球条约方面的作用问题的研究方案。这项研究由

Lawrence Scheinman 主持，目前也在题为“设法实现核裁军”的项目之下开展，

包括举办研讨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及编写关于区域组织执行条约活动（新重

点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方式和机制的报告，目的是评估

将执行活动移交区域机构的价值。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裁研所还在与南非安

全研究所合作，研究争取《佩林达巴条约》生效的接续步骤。 

 7. 安全与裁军思想 
 

27. 裁研所的军控、裁军和安全词汇手册《话说安全：军控、裁军和建立信任词

汇》现已译成阿拉伯文、匈牙利文、朝鲜文和西班牙文。2000-2007 年期间，该



A/62/152  
 

07-440468 
 

手册已译成法文，该版本已张贴在裁研所网站上。裁研所目前正在编制该手册的

新版本。 

28. 过去十年曾多次尝试重订裁军和安全议程。裁研所的题为“裁军即人道主义

行动：使多边谈判奏效”的多年期研究项目着眼于重新规划和思考国际军控和裁

军进程的途径和方式，以便将国际努力集中于造福人类的实际步骤。迄今该项目

已出版三份研究报告，最近的一份是 2006 年 12 月出版的“在多边裁军和军备控

制谈判框架之外思考”。目前正在起草一份综述报告。这个项目开始着手于日内

瓦论坛合作在“改变对人类安全的思考”主题之下举办一系列研讨会。研讨会的

目的是联系从事裁军努力所面临问题研究的多边工作者和其他人士，并帮助他们

以更多的创见和更有效的方式重新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 

29. 让私营部门参与预防冲突，在冲突预防机构和工商业界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支持。裁研所的“为公私伙伴关系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人类安

全与公平利用资源”项目，着眼于评估国际公司在同政府及民间社会结成伙伴关

系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发展与安全。该项目与欧洲经济委员会和日内瓦大

学联合实施。现已编制了研究调查表，2007 年全年正在一些国家开展实地研究。 

30. 信息管理和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对国际和平、安全与裁军有着重大影响的两

个问题。裁研所正在筹划举办一次研讨会，以便在 2007 年 10 月大会第一委员会

推出《裁军论坛》第三期，其重点是信息安全的各个方面。在 2008 年初将举行

一次更为深入的研讨会。 

 B. 区域安全与裁军 
 

31. 区域安全一直是裁研所的研究方案的重点之一。近几年来，裁研所的工作以

非洲、中东、拉丁美洲、东北亚、南亚和中亚为重点。 

 1. 维持和平 
 

32. 为支持维和努力，裁研所正在开展一个多年期项目，题为“通过改善研究、

培训和教育，使妇女参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以推动实现安全理

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议的各项目标。该项目为联合国

制订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综合标准，以及明确在有效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方面的缺陷和所需回应办法作出了贡献。 

33. 裁研所已开始执行一个多年期项目，目的在于拟订安全需求评估程序，以便

联合国机构在冲突后、危机后环境中加以使用。这个方针着眼于协助冲突后发展

工作的关键行为方评估受冲突影响的地方社区的需要。这项工作在极大程度上取

决于将安全、预防冲突、发展和人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基础结合在一起。全时工

作的研究于 2006 年 9 月开始，初步实地验证和研究于 2007 年 5 月在加纳开展，

目前正在为 2008 年的进一步实地验证编制一份程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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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05 年，裁研所启动了由欧洲联盟委员会居里夫人欧洲内部研究金方案资助

的项目，研究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如何对危机管理和建设和平进行规划。具体而言，

该项目探讨最佳做法、机构间学习和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前景。2007 年第二

期《裁军论坛》以建设和平委员会为重点，裁研所正在为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关

于国际日内瓦和平建设指南的项目积极作出贡献。 

 2. 拉丁美洲 
 

35. 作为促进拉丁美洲安全的一项内容，裁研所同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启动了关于建立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信息的数据库的多

年期协作项目。 

36. 裁研所-蒙特雷国际研究所关于区域组织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方面的作用的项目，其专门的重点之一就是拉丁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区域安

全结构。 

 4. 亚洲和太平洋 
 

37. 2007 年第四期《裁军论坛》侧重于中亚安全问题，包括边境安全、贩运网络、

该区域的无核武器区、小武器储存管理以及资源安全。 

38. 裁研所的“为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

的行动纲领》而提供国际援助”项目正在建立一种机制，协助将执行关于小武器

和轻武器非法贸易问题的《行动纲领》方面的需要与资源相匹配。太平洋区域将

作为该机制的下一个验证案例。 

 5. 中东 
 

39. 裁研所继续探索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可能性，并且正在考虑

于 2007 年年底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会议的可能性。 

40. 裁研所正在规划一系列研究会议，探讨可由此在中东形成何种区域安全框

架。这些研究会议将研究该区域安全与裁军方面可能的永久性框架的范围、广度

和地理覆盖。第一次会议计划安排在 2007 年年底。 

 6. 非洲 
 

41. “为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

领》而提供国际援助”项目在东非进行了研究，作为协助将执行《行动纲领》方

面的需要与资源相匹配的机制的第一个验证案例。 

42. 2006 年 8 月，由于该区域内的需求，裁研所出版了《终需合作：塞拉利昂的

冲突、和平与人民》一书的第二版，并更新了前言。裁研所在过去一年继续注重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于 1982 年 5 月签署的《国家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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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境公约》，并参加了在西非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包括 2007 年 6 月西非国家共

同体首脑会议。 

 C. 人类安全与裁军 
 

43. 裁研所参加了关于人类安全问题的学术和政策讨论。题为“裁军即人道主义

行动”的项目一直被视为是对当前思考新的安全方针的重要贡献。同样，裁研所

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健康安全的工作也对该领域作出了重要

贡献。 

 1.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中介 
 

44. 作为与裁军事务部和“小武器调查”协作项目的一部分，裁研所开展了一个

研究项目，对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中介问题及其对非法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该

项目为 2006 年底举行的政府专家组第一次会议发表了调查结果，并且构成按照

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各方面问题的第 58/241 号决议确定

各国意见的更广泛协商进程的一部分。 

 2. 日内瓦论坛小武器问题会议 
 

45. 日内瓦论坛是裁研所、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及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战略

与国际安全研究方案的一个协作方案。日内瓦论坛的部分工作是在日内瓦就控制

小武器扩散问题举行一系列讨论。过去一年，日内瓦论坛共举行了五次日内瓦进

程会议，日内瓦进程是讨论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问题的关于小武器和轻

武器非法贸易问题的《联合国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论坛。日内瓦论坛还举办了

一系列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包括 2006 年 8 月举行的主题为“防

止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侵犯人权”的研讨会、2007 年 1 月举行的“减少对枪支的

需求：实地经验教训”研讨会，以及 2007 年 5 月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合作举办的“向外交人员深入介绍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知识”讲习班。 

 3. 为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进行能力建设 
 

46. 开发计划署、裁军事务部、裁研所和“小武器调查”正在继续执行一个联合

项目，在相关国家培养能力，协助它们提出关于《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报告。此外，裁研所还分析了

提交给秘书长的关于《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帮助更好地确定哪些领域

最需要能力建设。最新出版物《执行<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

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的五年：国家报告的区域性分析》已经在 2006

年《行动纲领》首次审查会议上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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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联合国小武器问题协调行动的数据库开发项目，有助于核对资料并分发给该

机制成员以及联合国会员国和广大民众。裁研所编制了其中的国情概况部分，包

括简要的需求评估，以及会员国现有可调动用于提供援助的相关专门人才名单。 

48. 应会员国在 2005 年举行的各国审议《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

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会议上提出的要

求，以及《行动纲领》首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的要求，裁研所经过研究，对

执行《行动纲领》所需和所得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数量作了评估。在出版物“为

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而

提供国际援助”中发表的第一套结果，已经在 2006 年举行的《行动纲领》首

次审查会议提出。目前正在开发一个互动式的网站，帮助将需要援助的国家与捐

助国联系起来。 

 4. 拟订一项武器贸易条约 
 

49. 2007 年 4 月，日内瓦论坛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主题为“拟订一项武器贸易条

约的良好开端：各国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材料”，探讨了与未来的一项武器贸易

条约有关的问题。裁研所通过题为“对各国关于武器贸易条约的意见的分析”的

分为两个部分的研究，正在汇编和分析会员国根据大会第 61/89 号决议提交的意

见。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对会员国所交意见的统计分析，并较为详细探讨处理

与武器贸易条约的不同方针及其影响。这一分析将在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提交

给第一委员会。研究报告的第二部分将深入分析武器贸易条约所需的各项要点；

分析结果将提交一个专家会议，以及订于 2008 年召集的秘书长政府专家组。 

 5. 地雷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 
 

50. 2006 年，裁研所为开发署、联合国排雷行动处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

基金会）开展了一项关于集束弹药影响问题的实地研究项目。以该项研究为基础

的报告，题为“阿尔巴尼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集束弹药：人道主义和社会

经济影响”，已于 2006 年 9 月发表。2006 年最后一期《裁军论坛》也是以集束弹

药为重点。 

51. 题为“集束弹药的人道主义影响”的项目在继续进行有关集束弹药方面的工

作，将在 2007 年下半年发表调查结果。 

52. 日内瓦论坛就如何在集束弹药问题上继续前进举办了一系列非正式的集思

广益讨论，并在 2007 年 7 月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合作举办了一次主

题为“地雷行动与发展”的讲习班。 

 6. 防止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扩散武器 
 

53. 过去十年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和非国家武装团体活动所构成

的危险。许多国家的政府加强了本国防止非法转移武器的措施，各国还在区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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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两级争取制订旨在克服这个问题的多边措施。然而，对于防范向非国家武装

团体的这种转让并不存在一个总体的方针。裁研所将主办一次研讨会，审议防止

向非国家方针扩散武器的广义问题，并研讨进一步采取行动加强一体化方针的各

种执行。 

 7. 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与安全 
 

54. 2007 年 6 月，裁研所、日内瓦大学国际组织研究方案和“日内瓦呼吁”组织

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专家研讨会，主题为“探索争取使非国家武装行为方尊重

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标准与条件”。会议纪要将于 2007 年晚些时候发表。 

 

 四. 建立联系 
 
 

55. 裁研所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同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组织和研究所以及大力

开展裁军领域工作的其他组织积极合作。裁研所还同许多其他研究所、中心和大

学之间有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方案以及工作安排。 

 A. 建立电子联系 
 

56. 题为“裁军即人道主义行动：使多边谈判奏效”的项目与日内瓦论坛的协作

成果“Disarmament Insight”于 2007 年 4 月出台。这是一种提供网上资源的创

新的外联机制，包括一个研究博客，其中每隔几天就张贴一次关于各类主题的新

材料，此外还有“Disarmament Insight”研讨会上发言录音的链接（“播客”

（Podcast））。仅仅两个月，就有将近 4 000 名访客访问了“Disarmament Insight”

网站（见图 2）。此外，越来越多的其他网站和博客正在连接到这个网站上。其中

包括美国军控协会、威尔士大学阿伯斯维思学院大卫·戴维斯纪念国际研究所以

及废除核武器国际运动。一些其他单位也介绍了“Disarmament Insight”，其中

包括国际小武器问题行动网络、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以及集束弹药问题联盟。 

图 2 

对 Disarmament Insight 的兴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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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裁军论坛》 

57. 裁研所出版双语季刊《裁军论坛》,现已是第九个年头。每期探讨一个与安

全和裁军有关的主题。其中刊登专家关于主题的专论文章，也有关于其他议题的

短文。每期都可在网上全文查阅，并且，除了提供关于裁研所目前研究项目和最

新出版物的简介之外，现在也可以通过国际关系与安全网查阅《裁军论坛》所刊

登的文章的全文。 

 C. 裁军教育 

58. 2006 年，在第 40 届蒙特勒爵士音乐节之际，裁研所与艺术家促进和平国际

委员会和国际创价学会在音乐节上举办了主题为“艺术家是和平创造者”的研讨

会。会上有两位发言者，一位是裁研所主任，另一位是音乐家 Herbie Hancock。 

59. 过去三年来，日内瓦论坛每年举行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向新抵达日内瓦的外

交人员介绍裁军与安全问题。最近一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裁军与军备控制在日内

瓦：对新到任外交人员的情况介绍”，于 2007 年 1 月举行。 

60. 裁研所一直在为拟议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筹办的一个主题为“核

裁军与不扩散——人类安全的基础”的一个系列培训研讨会作出贡献。这些研讨

会目前正在训研所驻广岛亚太办事处筹办中，培训对象为各国派驻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区域会员国提名的有关国家安全问题政策制定者、

驻该区域的外交人员，以及若干来自研究机构、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代表。 

 D. 会议、研讨会和讨论会 

61. 裁研所在日内瓦和全世界不同区域举行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研究会议。举行这

些会议的目的是：审查安全、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以及促进与有关地区研究机

构的合作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过去一年，日内瓦论坛举办了 17 次会议，讨

论了冲突货物、全球安全、生物武器、小武器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等一系列广泛的

问题。裁研所过去一年在日内瓦、纽约和维也纳举行了 10 次会议和研讨会。裁

研所在挑选与会发言者和专家时力求注意性别平衡。 

 E. 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协作 

62. 与裁研所合作实施研究项目和召开会议的机构数目继续增多。此外，2007

年裁研所成为国际关系与安全网络的主要伙伴之一，并且向该网络的出版社提供

裁研所的出版物。 

 F. 研究金和青年研究员方案 

63. 裁研所的研究金方案吸引访问研究员前往日内瓦进修一至六个月。该方案旨

在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员提供培训，使他们得以相互交流，并与来自发达国

家的研究人员、联合国秘书处、各国代表团和非政府机构交流，还旨在提高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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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工作质量，从而提高裁研所对各国政府和其他研究所的效用。裁研所越来越

有竞争力的青年研究员方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研究员到裁研所短期工作。

2006-2007 年期间，裁研所接受了来自 6 个国家的 11 名青年研究员。裁研所还接

受了初级专业人员。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大多以协议为基础，此种协议确认裁研所

是向大学生提供培训的合格机构，这意味着，参加方案的学生在裁研所的工作可

折合大学学分。 

 

 五. 出版物 
 
 

64. 裁研所正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发行大量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包括《裁军论坛》

季刊，以及书籍及研究报告。 

65. 裁研所在 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6 月期间发行了以下出版物： 

 《建立一个防范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中介的机制——范围与影响》，与“小

武器调查”和裁军事务部合作编制 

 《为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而提供国际援助——全球调查结果》，Kerry Maze 和 Sarah Parker 著 

 《在多边裁军和军备控制谈判框架之外思考》,John Borrie 和 Vanessa 

Martin Randin 著(编辑) 

 《欧洲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及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行动》，最后报告，与欧洲

联盟合作编制 

 《阿尔巴尼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集束弹药：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

响》，Rosy Cave、Anthea Lawson 和 Andrew Sherriff 著 

 《建筑可持续的空间安全构架》，会议报告，2006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与

西蒙斯基金会、加拿大政府、中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合作编制 

 《裁军的代价：小武器和轻武器销毁与储存的成本效益分析》，Mandy Turner

著，与东南欧和东欧小武器和轻武器管制信息交换所和布拉德福大学合作 

 《终需合作：塞拉利昂的冲突、和平与人民》第 2 版，Anatole Ayissi 和

Robin-Edward Poulton 著(编辑) 

 《裁军即人道主义行动：从观点到实践》，John Borrie 和 Vanessa Martin 

Randin 著(编辑) 

 《执行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行动纲领五年：国家报告的区域性分析》，Elli 

Kytömäki 和 Valerie Anne Yankey-Wayne，与开发计划署、裁军事务部和“小武

器调查”合作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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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研究到路线图：从塞拉利昂军备换取发展行动中总结经验》，Derek 

Miller, Daniel Ladouceur 和 Zoe Dugal 著 

 《保护太空安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会议报告，2005 年 3 月 21

日至 22 日，与西蒙斯基金会、中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合作编制 

 《武器收缴方案评价方法的比较分析》，Shukuko Koyama 著 

 《外层空间的共同安全与国际法》，Detlev Wolter 著 

裁军论坛 

 2006 年第 2期（2006） 《全面禁试条约》：经受考验 

 2006 年第 3期（2006） 争取加强《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2006 年第 4期（2006） 集束弹药 

 2007 年第 1期（2007） 导弹控制？ 

 2007 年第 2期（2007） 建设和平委员会 

66. 2006 年，收到裁研所出版物的团体如下： 

图 3 

按类别划分的裁研所出版物分发情况(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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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按区域划分的裁研所出版物分发情况(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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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进行上述分析之后，裁研所正在采取步骤解决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分发

出版物的薄弱状况。过去两年来着眼于在非洲增加裁研所出版物读者的努力取得

了积极的效果。这些努力可加以借鉴、改进并应用于其他区域。 

份 

数 

北美 欧洲 非洲 拉丁美洲 亚洲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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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5 年和 2006 年收支状况和 2007 年及 2008 年估计数 

(千美元) 

项目 2005 2006

2007

(估计数)

2008 

(估计数) 

A. 年初可用资金 1 910.5 1 499.4
a

1 667.7
b

1 133.0
c
 

B. 收入  

 自愿捐款和公众捐款 3 317.4
d

2 558.7
e

1 930.9
f

862.1
g
 

 联合国经常预算补助金 201.4
d

223.5
e

262.0
f

234.1 

 其他组织间捐款 155.3 194.5 8.0 20.0
g
 

 利息收入 60.2 54.4 40.0 30.0 

 杂项收入 1.1 13.7 0.0 0.0 

 收入共计 3 735.4 3 044.8 2 240.9 1 146.2 

C. 上期调整数 0.0 (0.1) 0.0 0.0 

D. 上期承付款项 0.0 14.6 0.0 0.0 

E. 可用资金共计 5 645.9 4 558.7 3 908.6 2 279.2 

F. 支出 4 146.5 2 891.0 2 775.6 1 909.1 

H. 年底结余 1 499.4
a

1 667.7
b

1 133.0
c

370.1
h
 

 
a 
包括 2005 年业务现金储备所需 299 000 美元。 

 
b 
包括 2006 年业务现金储备所需 284 500 美元。 

 
c 
包括 2007 年业务现金储备所需 311 800 美元。 

 
d
 裁研所 2005 年自愿捐款收入详情见附件三。 

 
e 
裁研所 2006 年自愿捐款收入详情见附件三。 

 
f 
裁研所 2007 年自愿捐款估计收入详情见附件三。 

 
g 
裁研所 2008 年自愿捐款估计收入详情见附件三。2008 年捐款估计数比较保守。经验表明

捐款数额要高得多，当然在此阶段还不能保证。 

 
h 
包括 2008 年业务现金储备所需 230 3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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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所需资源 
 

(千美元) 

所需资源 

2005

(1)

2006

(2)

2007
a

(估计数)

(3)

2008
a 

(估计数) 

(4) 

增/(减) 

((4)-(3)) 

A. 直接行政费   

   薪金和相关人事费 572.8 663.7 587.2 722.4 135.2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73.9 17.4 33.0 0.0 (33.0) 

   会议临时助理人员 0.0 0.8 7.0 0.0 (7.0) 

   顾问费和旅费 102.8 112.7 168.2 83.0 (85.2) 

   特设专家组 97.0 112.1 205.4 94.0 (111.4) 

   个人服务合同 2 956.0 1 714.6 1 482.3 844.2 (638.1) 

   工作人员公务旅费 108.9 96.7 118.8 51.0 (67.8) 

   培训 0.3 0.0 4.0 4.0 0.0 

   订约承办事务 3.3 1.9 4.0 4.0 0.0 

   招待费 8.7 10.4 13.5 6.0 (7.5) 

   房地：租金和维修 0.1 0.9 5.0 2.0 (3.0) 

   办公室设备租金 0.6 6.6 3.7 3.7 0.0 

   会议服务设备租金 0.0 1.2 0.0 0.0 0.0 

   维持费 0.0 1.1 0.0 0.0 0.0 

   银行手续费 1.1 0.6 0.0 0.0 0.0 

   通信 0.2 0.0 2.0 1.0 (1.0) 

   购置办公室设备 3.4 6.2 7.8 2.8 (5.0) 

   购置软件包 1.7 0.0 2.0 0.0 (2.0) 

   更换电子数据处理设备 0.5 0.2 0.0 0.0 0.0 

   其他用品 0.0 0.2 0.0 0.0 0.0 

   购置印刷和出版设备 0.5 0.0 0.0 0.0 0.0 

   购置传真机 0.9 0.0 0.0 0.0 0.0 

   文具和办公室用品 0.8 0.0 0.0 0.0 0.0 

   数据处理用品 0.3 0.0 0.0 0.0 0.0 

   内部复印用纸 -0.5 9.6 10.0 10.0 0.0 

   报刊订阅费和常年订单 1.0 1.0 1.2 1.2 0.0 

   汇率损益 27.7 0.0 0.0 0.0 0.0 

 A 项共计 3 962.0 2 757.9 2 655.1 1 829.3 (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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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资源 

2005

(1)

2006

(2)

2007
a

(估计数)

(3)

2008
a 

(估计数) 

(4) 

增/(减) 

((4)-(3)) 

B. 方案支助费用 

 (A 项总额的 5%减去联合国补助金) 184.5 133.1 119.7 79.8 (39.9) 

  支出共计（A＋B） 4 146.5 2 891.0 2 774.8 1 909.1 (865.7) 

C. 业务现金储备 

(非欧盟提供的捐款支出的 15%减去联合

国补助金和欧洲联盟捐款的 5%) 299.0 284.5 311.8 230.3 (81.5) 

  总计 A＋B＋C 4 445.5 3 175.5 3 086.6 2 139.4 (947.2) 

 a 
数字在目前的筹资建议确定之后可能会增加。 

 
 

 A. 2008 年直接方案和行政费 
 

 在经费筹措计划得到核准之前，先按照最低限度编列研究方案和行政费的经

费，但将随资金到位而增加。 

 薪金和有关人事费：722 400 美元。这些所需经费估计数用于支付裁研所正

式工作人员薪金和有关人事费。2008 年，正式工作人员包括主任（D-2）、副主任

（D-1）和两名一般事务人员。该项所需经费估计总数是根据适用于日内瓦的标

准薪金费用（第 7 版）提出的，与 2007 年所需经费订正数相比，增加 135 200

美元，因为 2007 年副主任员额预算仅按 4 个月安排。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2008 年无经费要求。这比 2007 年所需经费减少 33 000

美元，2007 年所需经费用于支付题为关于“小武器、轻武器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

欧洲行动战略”的项目临时助理人员的费用。 

 会议临时助理人员：2008 年无经费要求。这比 2007 年所需经费减少 7 000

美元 

 顾问费和旅费：83 000 美元。这笔经费将需用于聘用一名专业设计人员设计

裁研所出版物封页（5 000 美元），并支付裁研所出版物编辑费用（15 000 美元）。

此外，这些估计数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问题研究顾问的费用（30 000

美元）和安全需求评估程序顾问的费用（38 000 美元）。这比 2007 年所需经费估

计数减少 85 200 美元。 

 特设专家组：94 000 美元。这笔经费比 2007 年预算所需经费减少 111 400

美元，将需用于支付专家出席《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项目专家组会议的旅

费（13 000 美元）、出席安全需求评估程序专家组会议的旅费（41 000 美元）和

出席 2008 年外空问题会议的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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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服务合同：844 200 美元。这笔经费将需用于延续执行经常性项目的内

部工作人员的合同。这些合同在 2000 年与联合国正式合同协调统一起来。2001

年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人力资源管理厅划定了有关职位的等级。2002 年增加了薪

金，以便使薪金净额与相关的定级一致。所需经费估计数比 2007 年所需经费订

正数减少 638 100 美元，因为一些项目在 2007 年将结束。 

 工作人员公务旅费：51 000 美元。2008 年工作人员旅费所需经费估计数比

2007 年订正估计数减少 67 800 美元，将主要用于“安全需求评估”项目。如果

得到用于此目的的经费，将增加与项目有关的其他旅行。主任和工作人员虽然收

到一些参加会议和讨论会的邀请，但不得不婉拒，因为裁研所旅行预算有限。然

而，他们还收到一些由主办机构承担费用的邀请：这种旅行有时将与裁研所的出

差合并进行，从而减少裁研所承担的费用。为筹款所作的旅行将尽可能与其他目

的的旅行合并进行。 

 其他专业培训：4 000 美元。这笔经费同 2007 年订正预算所需经费相比没有

变化，将需用于培训裁研所工作人员掌握新的软件。 

 其他订约承办事务：4 000 美元。这笔经费同 2007 年预算所需经费相比没有

变化，将需用于延长和扩大同数据处理设备有关的网站和服务的现有订约承办事

务。 

 招待费：6 000 美元。2008 年招待费所需经费估计数比 2007 年订正估计数

减少 7 500 美元，主要用于招待裁研所举办的研讨会的参加者。 

 房地：租金和维修：2 000 美元。这笔经费比 2007 年所需经费减少 3 000

美元，将用于支付订于 2008 年举行的讲习班的会议室租金。 

 办公设备租金：3 700 美元。这笔经费同 2007 年订正估计数相比没有变化，

将需用于支付传真机和打印机的租金。 

 通信：1 000 美元。这笔经费比 2007 年订正估计数增加 1 000 美元，将用于

扩充现有的 Nomadic 设施。 

 购置办公室设备：2 800 美元。这笔经费将用于购买新的打印机。它比 2007

年所需资源减少 5 000 美元。 

 内部复印用纸：10 000 美元。本项下所需经费估计数将用于购买印制《裁军

论坛》的纸张， 与 2007 年订正所需经费相比没有变化。 

 报刊订阅费和常年订单：1 200 美元。这笔经费同 2007 年所需资源相比没有

变化，将用于续订现有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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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方案支助费用 
 

 编列的经费 79 800 美元将需用于 2008 年方案支助费用，其计算方法是总支

出估计数的 5％减去由联合国经常预算补贴的 234 100 美元。 

 C. 业务现金储备 
 

 依照行政指示 ST/AI/284，将 230 300 美元留作业务现金储备，占由预算外

资源供资的 2008 年总支出估计数的 15％，但欧洲联盟委员会支付的开支除外，

业务现金储备在其中仅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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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05 年和 2006 年为裁研所提供的自愿捐款及 2007 年和 2008 年现况 

(美元) 

自愿捐款 2005 2006 2007
a
 2008

a 
 

A. 政府捐款   

奥地利 10 954 82 898 40 000 0 

加拿大 0 75 862 104 066 0 

中国 30 000 0 35 000 35 000 

埃及 5 176 0 0 0 

芬兰 23 529 23 669 53 800 0 

法国 333 000 333 000 300 000 300 000 

希腊 7 800 0 0 0 

印度 0 0 5 000 0 

爱尔兰 0 0 10 000 0 

以色列 9 918 0 19 000 10 000 

日本 0 0 30 000 30 000 

卢森堡 3 049 5 974 6 485 6 000 

墨西哥 20 000 20 000 20 000 20 000 

荷兰 53 760 137 964 138 560 0 

新西兰  17 750 12 769 10 000 10 000 

挪威 585 801 860 129 230 000 139 000 

大韩民国 10 000 30 000 20 000 20 000 

俄罗斯联邦 0 49 974 100 000 100 000 

西班牙 0 0 7 000 0 

瑞典 25 571 280 255 280 255 0 

瑞士 60 000 85 663 78 566 60 000 

土耳其 5 000 0 0 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25 310 0 41 200 0 

美利坚合众国 0 43 400 40 000 0 

  政府捐款共计 1 326 618 2 041 557 1 568 932 730 000 

B. 公众捐款   

 欧洲联盟委员会 1 777 525 448 718 288 209 65 520 

 欧洲科学基金会 932 0 0 0 

 国际问题研究生院 55 660 1 922 6 5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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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捐款 2005 2006 2007
a
 2008

a 
 

 居里夫人基金会 129 671 0 0 66 594 

 杂项捐款 0 955 0 0 

 西蒙斯基金会 27 000 26 154 17 213 0 

 日内瓦大学 0 39 394 50 000 0 

 公众捐款共计 1 990 788 517 143 361 982 132 114 

 自愿捐款共计(A+B) 3 317 406 2 558 700 1 930 914 862 114 

C. 组织间捐款       

 南欧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信息中心

 (开发计划署-贝尔格莱德) 34 260 0 0 0 

 裁军事务部 10 000 95 000 8 000 20 000 

 开发署 73 152 94 483 0 0 

 儿童基金会 0 5 000 0 0 

 联合国地雷行动处 37 920 0 0 0 

 组织间捐款共计 155 332 194 483 8 000 20 000 

 总计(A+B+C) 3 472 738 2 753 183 1 938 914 882 114 

 a
 数字在目前的筹资建议确定之后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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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07 年自愿捐款收入估计数现况 
(美元) 

捐款方 捐款共计 用于特别项目

用于其他目的 

(包括行政费) 

A. 政府捐款  

奥地利
a
 40 000 32 000 8 000 

加拿大
b
 104 066 83 253 20 813 

中国
c
 35 000 28 000 7 000 

芬兰
d
 53 800 43 040 10 760 

法国
e
 300 000 30 000 270 000 

印度
f
 5 000 4 000 1 000 

爱尔兰 10 000 8 000 2 000 

以色列
g
 19 000 15 200 3 800 

日本
h
 30 000 24 000 6 000 

卢森堡 6 485 5 188 1 297 

墨西哥 20 000 16 000 4 000 

荷兰
i
 138 560 110 848 27 712 

新西兰 10 000 8 000 2 000 

挪威
j
 230 000 184 000 46 000 

大韩民国 20 000 16 000 4 000 

俄罗斯联邦 100 000 80 000 20 000 

西班牙
f
 7 000 5 600 1 400 

瑞典
k
 280 255 224 204 56 051 

瑞士
l
 78 566 62 853 15 71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m
 41 200 32 960 8 240 

美利坚合众国
a
 40 000 32 000 8 000 

 政府捐款共计 1 568 932 1 045 146 523 786 

B. 公众捐款  

 欧洲联盟委员会
n
 288 209 259 388 28 821 

 国际问题研究生院 6 560 5 248 1 312 

 西蒙基金会
o
 17 213 13 770 3 443 

 日内瓦大学
p
 50 000 40 000 10 000 

 公众捐款共计 361 982 318 407 43 576 

 自愿捐款共计(A+B) 1 930 914 1 363 552 567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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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 捐款共计 用于特别项目

用于其他目的 

(包括行政费) 

C. 组织间捐款  

 裁军事务部
q
 8 000 6 400 1 600 

 开发署  0 0 

 组织间捐款共计 8 000 6 400 1 600 

 总计 A+B+C 1 938 914 1 369 952 568 962 

 

 
a
 用于题为“为执行《联合国小武器问题行动纲领》提供国际援助”的项目。 

 
b
 用于 2007 年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以及题为“为执行《联合国小武器问题行动纲领》提

供国际援助”的项目。 

 
c
 用于 2007 年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 

 
d
 用于题为“武器贸易条约：对各国提交秘书长的报告的分析”的研究。 

 
e
 用于裁研所副主任的办公费用和 2007 年举办的研讨会。 

 
f
 用于主题为“防止武器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扩散”的研讨会。 

 
g
 9 000 美元用于主题为“防止武器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扩散”的研讨会。 

 
h
 用于题为“《全面禁试条约》生效：新机会？”的项目。 

 
i
 用于“安全需求评估程序”项目和题为“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中介的作用”的

研讨会。 

 j 
30 000 美元用于题为“《全面禁试条约》生效：新机会？”的项目。 

 
k
 用于“安全需求评估程序”。 

 l
 19 166 美元用于题为“为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创建公私伙伴关系的新动力：人类安全与平等

享受资源”的项目，11 000 美元用于题为“集束弹药的人道主义影响”的项目。 

 
m
 34 200 美元用于题为“武器贸易条约：对各国提交秘书长的报告的分析”的研究，7 000

美元用于主题为“防止武器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扩散”的研讨会。 

 n  
65 520 美元用于题为“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危机管理与建设和平规划：促进最佳做法和机

构间学习”的项目，56 657 美元用于题为“加强欧洲联盟减少威胁合作方案：支持欧洲联

盟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战略集体行动”的项目，166 032 美元用于题为“欧洲小武

器、轻武器和战争遗留爆炸物行动”的项目。 

 o
 用于 2007 年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 

 p 
用于题为“为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创建公私伙伴关系的新动力：人类安全与平等享受资源”

的项目。 

 q 
用于导弹问题所有层面政府专家组顾问。 

 


	自愿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