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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 大会第 66/22 号决议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A/66/29)，请委员会

主席继续与委员会成员进行非正式协商，并通过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

交报告。 

2. 依照该决议的规定，委员会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正式届会

(第 455 次会议)。主席还在 2013 年期间举行了若干次协商和会议。 

3. 在第 455 次会议上，在就议程项目 4进行一般性讨论时，下列代表团发了言：

澳大利亚。 

4. 委员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a) 43 个成员： 

 澳大利亚 莫桑比克 

 孟加拉国 荷兰 

 保加利亚 挪威 

 加拿大 阿曼 

 中国 巴基斯坦 

 吉布提 巴拿马 

 埃及 波兰 

 埃塞俄比亚 罗马尼亚 

 德国 俄罗斯联邦 

 希腊 塞舌尔 

 印度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索马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斯里兰卡 

 伊拉克 苏丹 

 意大利 泰国 

 日本 乌干达 

 肯尼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利比里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也门 

 马来西亚 赞比亚 

 马尔代夫 津巴布韦 

 毛里求斯  



A/68/29  
 

13-39766 (C)2 
 

(b) 观察员： 

 尼泊尔 

 南非 

 瑞典 

5. 经空缺补选，特设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 

 帕利塔·科霍纳(Palitha T. B. Kohona)(斯里兰卡) 

副主席： 

 埃米莉·斯特里特(Emily Street)(澳大利亚) 

 阿里·阿普里安多(Ary Aprianto)(印度尼西亚) 

 贝尔纳多·萨拉杰(Bernardo Serage)(莫桑比克) 

报告员： 

海伦娜·贝尔纳黛特·拉乔纳里韦卢(Héléna Bernadette Rajaonarivelo)(马
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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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委员会 2013 年的工作 
 
 

 A. 通过议程 
 

6. 在第 45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 A/AC.159/L.143 号文件所载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4. 委员会主席按照大会第 66/22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报告。 

5. 通过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6. 其他事项。 

 B. 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7. 在第 455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4“委员会主席按照大会第 66/22

号决议第 3段提出的报告”。主席就协商情况作综合说明如下： 

 “1971 年，印度洋区域国家和人民携手合作，维护区域利益以实现互利。

大会第 2832(XXVI)号决议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一年后，大会第 2992(XXVI)

号决议采取实际措施，设立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以进一步实现 1971 年《宣

言》的各项目标，《宣言》请委员会除其他外与大国协商，避免在印度洋地

区的军事扩张。 

 “自《宣言》通过的这些年来，印度洋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时代

超级大国的竞争停止，区域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区域国家的经济军事影响力

日渐增强。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这样的举措已开

花结果，推动形成各种各样的经济安全合作伙伴。 

 “新威胁已经出现：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挑战区域安全，造成影响深远

的经济代价。然而，这些挑战，尽管是新威胁，都威胁到 1971 年《宣言》

希望保护的同样的利益。委员会成员国地理位置接近，面临着共同挑战，他

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有相同之处。委员会的最初使命仍然是确保区域

和平、安全和经济增长。 

 “构成共同挑战的三大领域是能源、气候变化和海盗行动。能源生产领

域互利合作的承诺很诱人。许多能源生产者来自印度洋区域。委员会可促进

印度洋国家结成新的能源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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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消费方面的伙伴关系可进一步加强各国共同安全利益。这有可能

增加印度、中国和该区域其他地方的能源需求，给能源生产国带来巨大机遇。 

 “环境合作将给相关挑战带来重大影响。亚洲近 40%的地区有约 4 亿人

生活在距海岸不到 100 公里的地方，气候变化很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

安全。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将给管理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和淡水资源带来影响。

环境难民逃离自然灾害的前景将成为新问题。 

 “印度洋海水温度上升速度快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更恶劣的天气模式

和海平面上升威胁到像马尔代夫这种低洼地区的生存。到 2050 年，孟加拉

国 40%的土地面积将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洋变暖有可能严重影响鱼

类生境，进而影响数百万渔民的生计。 

 “海盗是一个紧迫问题，需要印度洋国家携手合作。尽管世界各国海军

联盟致力于保护亚丁湾地区，2011 年，全球共有 439 起海盗暴力攻击，他们

劫持了 802 名机组人员。海盗团伙船只大部分在好望角而不是苏伊士运河出

没，迫使各国采取代价高昂的安全措施，造成保险费飙升。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洋地区报告的大多数海盗事件是在船舶停泊时发生的。当然，海盗活动

的根源在于陆地和经济状况。 

 “委员会注意到收集和分享情报以及私营保安机构提供陆地和海上援

助的工作有所改进。这种努力有助于遏制海盗袭击的数量，2012 年为 297

次，是 5 年中最低的。从长远看，只有采取包含政治、军事和社会多层面的

综合措施才有可能解决海盗问题。 

 “委员会适于处理广泛意义上的涉及各种相关因素的安全问题。对其范

围和重点的进一步界定决定其解决办法的相关性和可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

移并获得适当资源，委员会将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战略论坛。” 

8. 会议期间，就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意见交流。 

9. 委员会重申其 1994 年、1995 年和 1996 年届会的结论，并强调需要促进形成

协商一致、渐进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国际环境，非常有利于继续这一努

力。委员会重申致力于实现印度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等目标。 

10. 委员会深信，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和主要航海国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十

分重要，有助于旨在发展该区域和平、安全和稳定创造条件，推动互利取得进展。 

 C. 建议 
 

11. 请主席继续与委员会成员进行非正式协商，并通过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七届

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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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通过委员会报告 
 

12. 在第 455 次会议上，报告员介绍了委员会报告草稿。 

13.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通知委员会成员，他打算就拟提交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

的决议草案案文进行非正式协商。 

14. 也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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