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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巴西 
 

[原文：英文] 

 

1.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成立近 30 年来，已成为其成员国在几个共同关心的

领域开展政治和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该区成员国上次部长级会议于 2013 年在

蒙得维的亚举行。自那时以来，巴西推动区内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所涉领域包括

能力建设、交流经验、传播良好做法，还包括与区内国家开展双边技术合作活动。 

2. 2013 年 10 月 15 日至 17 日，巴西在巴西萨尔瓦多市主办了合作区第一次关

于海上交通安全和侦察与搜救的讨论会。出席这次活动的有来自以下国家的军事

人员：安哥拉、阿根廷、贝宁、巴西、佛得角、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

几内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纳米比亚、刚果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和多哥。与会者介绍了各自国家采取何种程序

来维持对海洋地区的控制，如何开展搜救行动，以及如何交流经验。 

3. 2013 年 10 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市举行了第一次南大西洋各国海军合作

促进安保及状况感知专题讨论会。会议讨论了在南大西洋增强海上状况感知的重

要性。来自安哥拉，巴西，纳米比亚、南非的海军官员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专题

讨论会促进下，有关各国商定开展“大西洋浪潮”联合海军演习，目标是提高各

国海上管制和介入行动的协作性，也包括加强各参与国海军之间的友好关系。这

次演习原定于 2014 年举行，现已推迟至 2016 年。 

4. 现定于 2015 年 11 月在巴西的萨尔瓦多市举行一次关于区内和平行动的讨论

会。会议目的在于增强区内各国军事人员的能力，使其能更好地按照联合国及负

责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的区域组织所规定的准则规划和部署维和行动。 

5. 巴西正在与区内成员国实施 43 个双边技术合作项目，尤其是下述领域的项

目：防治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病、镰状细胞性贫血症等疾病；加强水资源和固

体废物的管理；从教育、文化、体育方面入手，解决社会包容问题；支持可持续

农业生产和粮食保障。 

6. 下一次合作区成员部长级会议将在佛得角举行。巴西认为会议将提供一次宝

贵机会，使成员能够为履行在蒙得维的亚所作的承诺制定战略，从而加深合作区

各国之间的协作。巴西认为，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加强这项工作，增强南大西洋各

国的身份认同。 

7. 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履行以下承诺：重建由曾经主办部长级会议各国组成的

联络小组；在联合国大会届会期间恢复举行高级官员年度会议；按照在蒙得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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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作出的决定，设立和平行动工作组、贸易及促进投资工作组；建立网页，刊登

关于合作区的资料、新闻、文件。 

8. 巴西认为，值得就下列实质性问题加强区内协调： 

 (a) 关于在国际捕鲸委员会设立南大西洋鲸鱼保护区的建议； 

 (b) 关于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内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

多样性订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的建议； 

 (c) 努力实现各国普遍加入现有裁军和不扩散条约； 

 (d) 采取行动保障南大西洋海上安全，特别是保障几内亚湾海上安全。 

 

  多哥 

[原文：法文]  

 为执行 1986 年 10 月 27 日大会第 41/11 号决议，多哥已采取措施并计划开展

活动如下： 

 1. 国家一级的努力 
 

 (a) 2015 年 6 月 15 日和 16 日在洛美举办为期两天的讲习班，制定 2015 至

2019 年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国家自愿行动计划草案； 

 (b) 建立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的部际委员会； 

 (c) 指定第 1540(2004)号决议协调人； 

 (d) 2014 年 10 月 9 日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第

二份报告(第一份报告已于 2010 年 7 月 8 日提交)； 

 (e) 在欧洲联盟英才中心倡议的支持下，2015 年 7 月 7 日至 9 日在洛美举办

研讨会，讨论了化学、生物、放射、核需求评估，目的是分析化学、生物、放射、

核风险因素和减轻风险措施，确定能力建设和减轻风险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和需求； 

 (f) 指定了化学、生物、放射、核问题国家协调人； 

 (g) 在多哥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于洛美为分区域各国就伊朗核问题举

办了提高认识和培训讲习班； 

 (h) 为根据 2014 年 4 月 30 日 2014/053/MS/MEF/MAEC 号部际法令成立国

家辐射防护、核安全、核安保管理局设立了筹备委员会； 

 (i) 多哥第二次当选非洲核能委员会成员； 

 (j) 将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7 日在洛美举行海事安全问题高级别会议，会

后将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关于海事安全的决议草案。 

http://undocs.org/ch/MS/MEF/M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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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 

 (k) 2004 年 1 月 26 日颁布第 03-005 号法令，授权批准 1996 年 9 月 10 日在

纽约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机构支助 

 (l)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部非洲司一名专家 2013 年和

2014 年对多哥进行了两次工作访问； 

 (m)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提供设备，协助多哥建立了国家数

据中心； 

 (n) 2014 年 6 月 5 日和 6 日举行了研讨会，题目是提高非洲葡语国家专家

就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编写国家报告的能力。研讨会期间，

多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部际委员会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专家于 2014 年 6 月 6 日在多哥举行会议。 

 2. 在国际一级 
 

 (a) 1970 年：批准 1968 年 7 月 1 日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开放供签署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b) 1972 年：批准 1971 年 2 月 11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达成的《禁止

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c) 2004 年：批准 1996 年 9 月 10 日在纽约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d) 2012 年：成为原子能机构成员； 

 (e) 此外，多哥还加入了许多反恐文书，包括下列与第 1540(2004)号决议有

关的文书：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

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3. 在地区一级 
 

 (a) 1996 年 8 月 23 日：《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管制有害废物在非洲

境内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公约》； 

 (b) 2000 年：批准 1996 年 4 月 11 日在开罗通过的《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佩林达巴条约》)； 

 (c) 2003 年 2 月 27 日：《非洲联盟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 

 (d) 2013 年：加入 2010 年在拉巴特启动的欧洲联盟英才中心关于非洲大西

洋沿岸各国和突尼斯减轻化学、生物、放射、核风险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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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收到的答复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1.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鼓励制作教材和课程，在各级教

育机构加强关于贩奴和奴隶制的教育，使青年人深刻认识这一人间悲剧给现代社

会带来的后果，包括种族主义、歧视、现代形式的奴隶制。为此，教科文组织已

编制并散发了一些教育和宣传材料，包括一张题为《贩奴之路：反抗之魂》的

DVD，1
 还包括随附的一份小册子。此外还编写了一本新的小册子，详细说明了

贩奴之路项目的成就和未来前景。小册子在该项目二十周年之际(1994 至 2014 年)

出版，并在学术界散发。 

2. 教科文组织一直鼓励人们重新关注非洲的历史教育，以加强非洲人与南美洲、

加勒比和世界其他地区非洲人后裔之间的联系。开展这项工作的途径是，以教科

文组织的“非洲通史”项目2
 为基础，为 10-12 岁、13-16 岁、17-19 岁这三个年

龄组的学生编制 3 个共同课程，连同相应的教师指南，供非洲国家和非洲移民社

群的小学和中学使用。教科文组织还启动了九卷《非洲通史》的编写工作，以分

析不同非洲侨民社群及其为建设现代社会所作的多方面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www.unesco.org/archives/multimedia/?s=films_details&pg=33&vl=Eng&id=1901&vo=2。 

 2 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dialogue/general-history-of-af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