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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04 (e)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概述了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在 2019 年 7 月 1 日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开展的活动。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应请求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员国举办能力建

设方案，推动普遍加入和执行多边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文书。区域中心为中亚国家

和蒙古举办了关于《武器贸易条约》的次区域讲习班，并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关

于切实应用《小武器管制执行工作模块简编》、简化各国轻小武器管制做法的培训

课程。中心还在东帝汶和斯里兰卡实施了一个技术和法律援助项目，向两国提出

建议和举措，供纳入各自关于加强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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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器贸易条约》的国家行动计划。区域中心协

助在所罗门群岛组织了一次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机构

间会议，促成该国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首份国家报

告。 

 区域中心举办了第三期太平洋岛屿国家次区域讲习班和最后一期亚太区域

研讨会，从而完成了关于从性别视角处理枪支暴力和非法贩运小武器问题的两年

期项目，关注妇女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和议员参加了这一项目。区域中心制作了一

份出版物，刊载这些讲习班的成果和建议。 

 

 * A/75/50。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A/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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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启动了一个关于以负责任创新促进亚洲及太平

洋安全环境的项目，目的是在应对技术进步给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挑战，提高

青年研究人员和科学、技术、工程专业学生的认识。该项目旨在促进围绕创新技

术的和平应用问题促进的批判性思考和对话，并为审查这类技术对人类安全的影

响提供必要的框架和工具。 

 区域中心通过其活动促进了该区域的对话和建立信任努力，并继续开展外联

工作。中心为亚洲和非洲的科学专家组织了一次区域讲习班，探讨推进禁止生产

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条约谈判的可能方式。区域中心在区域和

平与裁军教育区域方案框架下完成了对和平与裁军需求的基线评估。 

 区域中心完全依靠自愿捐款开展其方案活动。秘书长感谢会员国特别是东道

国尼泊尔以及其他伙伴提供财政和实物支助，支持区域中心开展业务和实施方

案。他呼吁区域内外各国为区域中心提供自愿捐款，确保中心能够持续开展活动

和业务，完成大会委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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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 42/39 D 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的任

务是：通过妥善使用可得资源，应请求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员国提供实质性支

持，协助它们通过互相商定的倡议和其他活动，执行和平与裁军措施。 

2. 大会第 74/69 号决议重申大力支持区域中心发挥作用，在区域一级促进联合

国的活动，以增强会员国之间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大会还表示感谢东道国尼泊

尔政府给予的合作和财政资助。大会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报告第

74/69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3. 本报告是应上述要求提交的，涵盖了区域中心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活动。本报告附件载有反映区域中心信托基金 2019 年状况的财务

报表。 

 二. 区域中心的活动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继续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方案活动促进国际和区

域安全：推动执行全球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文书，包括应请求为该区域会员

国提供能力建设、技术和法律援助；增进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对话和

建立信任努力；开展外联和宣传活动。 

 A. 推动执行全球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文书 

 1. 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5. 区域中心在日本的资助下，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

家组合作，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与所罗门群岛共同举办了一次国家圆桌

会议。此次会议促成该国于2019年12月13日向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第1540(2004)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首份报告。1 区域中心还为生物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 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惠灵顿举办的《生物武器公约》讲习班作出贡献，该讲习班旨

在推动太平洋区域各国普遍加入《公约》和执行安理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6. 区域中心为关于加强执行安全理事会制裁决议的能力的第三次东南亚区域

会议作出贡献。此次会议由德国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组织，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在马来西亚槟城召开。会议的重点是交流该区域各国在履行相关制裁

决议和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规定的禁运义务方面的国家经验和最佳做法。 

7. 区域中心继续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广岛办事处积极协作，并为该研究所的核

裁军和不扩散培训方案作了演讲。该方案 2020 年的重点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

炸七十五周年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五十周年。该方案旨在训练和培养来

自 10 个亚洲国家的 20 名中层外交官和军事人员，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8 日

在日本广岛举行。区域中心在其演讲中介绍了《不扩散条约》的三个主要支柱和

__________________ 

 1 S/AC.44/2019/16。 

https://undocs.org/ch/A/RES/42/39
https://undocs.org/ch/A/RES/74/69
https://undocs.org/ch/A/RES/74/69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AC.44/20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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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条款的执行情况以及核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其他全球协定，包括关于建立无

核武器区和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区域条约。培训方案还包括就此类事项模拟

起草文件以及与民间社会组织举行会议和讨论。 

 2. 常规武器 

8. 为支持推动普遍加入《武器贸易条约》，区域中心和哈萨克斯坦政府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和 4 日在努尔苏丹共同举办了中亚国家和蒙古次区域讲习班。讲习班

为开展讨论提供了一个论坛，探讨建设与会国有效执行该条约的机构能力的各项

措施。芬兰、德国和日本三国官员、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负责人以及非政府组织

专家参加了讨论。讲习班还为讨论该条约与该区域的相关性以及与各国所作其他

承诺的潜在相互关系提供了机会。讲习班还向 5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介绍了国际援

助工具、条约自愿信托基金以及支持和鼓励加入该条约的机制。讲习班由武器贸

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资助举办。  

9. 在德国的资助下，区域中心与泰国政府合作，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4 日在

曼谷举办了一次培训讲习班，目的是建设东南亚国家的能力，使其能够根据《小

武器管制执行工作模块简编》制定国家行动计划，防止武器转移和减少非法武器

流动。来自 6 个国家执法部门的政府专家在区域中心、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军

事务厅专家的协助下参加了实操演练，内容涉及边境控制及小武器销毁、实物安

全、储存管理方面的 6 种不同情景以及调查国家实践和规章制度。培训讲习班还

促进了区域对话，使参与者得以探讨加强次区域合作与协调的可能性。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完成了关于从性别视角处理枪支暴力和非法贩

运小武器问题的项目。在这方面，区域中心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5 日在苏瓦

举办了第三期太平洋岛屿国家次区域讲习班，后于 2020 年 3 月 4 日至 6 日在加

德满都举行了最后一期亚太区域研讨会。这些活动汇集了关注增强妇女权能问题

的各国非政府组织代表、参与军备控制和妇女问题的议员以及来自太平洋岛屿论

坛、减少武装暴力中心、国际禁止小武器行动网、议会小武器和轻武器论坛的国

际专家。区域研讨会总结了三期次区域讲习班的讨论和建议，这些讨论和建议旨

在增强妇女组织的权能，使其能够更积极地与议员一道参与小武器管制进程。该

项目为国家组织和议员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有效平台，并为今后开展联合举措提

供了可能办法。该项目由欧洲联盟出资举办。按照该项目，区域中心将主要成果

和参与者所提建议编制成简编，分享给参与者和该区域的其他利益攸关方。 

11. 为支持切实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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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心向斯里兰卡和东帝汶提供了技术和法律援助。东帝汶的项

目包括 2019 年 11 月 20 日(进行评估访问)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国际专家提交报

告和国家行动计划建议)期间进行的 3 次实地访问，旨在支持该国在小武器管制

和今后执行《武器贸易条约》方面的工作。除开展评估访问，区域中心还应东帝

汶的请求，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武器贸易条约》讲习班。

对斯里兰卡的评估访问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进行，形式是与各部委和机

构的国家代表进行互动讨论。由于最后一次通报访问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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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推迟，区域中心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向该国政府提交了专家报告和国家行动

计划建议，供内部审议。该项目由联合国支持军备管制合作信托基金资助。 

12. 区域中心与区域非政府组织“亚洲非暴力国际”合作，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

至 26 日在柬埔寨暹粒共同举办南亚和东南亚弹药和武器监管最佳做法区域间会

议，并为会议作出贡献。会议提高了各国从业人员对《小武器管制执行工作模块

简编》和《国际弹药技术准则》等支持各国管制轻小武器和常规弹药的现有国际

工具的认识以及对现有财政援助机制的认识。 

13. 应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请求，区域中心协助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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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纲领》国家执行情况报告模板、

《使各国能够及时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国际文书》翻译成老挝

文。该项目旨在协助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评估相关协定的条款和要求的遵守

程度。  

 B. 增进裁军、不扩散和安全领域的对话和信任 

14. 在欧洲联盟资助的一个全球项目框架下，区域中心与裁军事务厅日内瓦处合

作，为亚洲和非洲的科学专家组织了一次区域会议，讨论推进禁止生产用于核武

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条约谈判以及便利区域专门知识和经验推动谈判

的可能办法。此次工作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在曼谷举行。会议为区

域专家提供了与政府专家组和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高级别专家筹备小组成员交换

意见的机会，探讨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条约的持续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以及推进该条约谈判的目标如何与各项区域优先事项相契合。 

15. 主题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020 年审议大会”的第十八届联合国-大韩民国

裁军与不扩散问题联席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在首尔举行。来自各国

政府特别是该区域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约 30 名与会者

出席了会议。与会者讨论了 2020 年审议大会的前景和组成部分以及重振审议进

程的方式。另有约 70 名来自相同机构的与会者参加了题为“区域不扩散问题：

朝鲜半岛和《不扩散条约》”的最后一场会议。该年度联席会议为来自世界各地的

与会者提供了重要论坛，以便就当前全球和区域两级安全、裁军、不扩散和军备

控制所面临的挑战坦诚和建设性地交换意见。 

 C.  伙伴关系、外联和宣传 

16. 2019 年 7 月至 11 月，按照联合国在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问题方面的研究报

告2 和秘书长关于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工作的报告，3 区域中心继续对选定的

亚太国家的和平与裁军教育需求进行基线评估。评估旨在确定如何最有效地支

持会员国努力改进和加强裁军教育，以此作为促进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

手段。评估在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缅甸、尼泊尔、菲律宾、

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和塔吉克斯坦进行。评估汇集政府代表、教育工作者、

__________________ 

 2 A/57/124。 

 3 A/72/185。 

https://undocs.org/ch/A/57/124
https://undocs.org/ch/A/7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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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实体开展分析工作，对与和平与裁军教育有关

的活动作了摸底调查，进行了专题小组讨论和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并确定了今

后相关活动的潜在合作伙伴。基线评估为今后的裁军教育活动奠定了基础，这些

活动的重点是为亚洲及太平洋的子孙后代建设更安全和更有保障的环境。该项目

获得了日本立正佼成会的资金支持。 

17. 基线评估深入了解了选定国家在知识和方案编制方面存在的差距。评估还指

出了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潜在专题和需求，包括将裁军教育和提高认识运动纳入

主流、制定解决性别问题和增强青年权能的方案以及培训教员。区域中心将利用

这项评估制定有效手段，弥合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方面的知识和认识差距，

以便更好地支持会员国。 

18. 区域中心积极推动青年参与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问题。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19 日，区域中心协助美利坚合众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和当地非政府组织“青

年思想家协会”在加德满都举办珠穆朗玛峰模拟联合国国际会议，欢迎来自 20

个亚洲国家的 200 名青年代表参会。2019 年 8 月 21 日至 22 日，区域中心为尼

泊尔-不丹地区扶轮社在尼泊尔博克拉组织的扶轮青年服务团和扶轮社模拟联

合国全球会议作出贡献，来自不丹、印度、黎巴嫩、尼泊尔、巴基斯坦和乌干

达的约 100 名青年参加了会议。在两次会议上，区域中心就核不扩散、网络安

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等议题组织了专家会议。 

19. 区域中心与 2019 年 7 月至 8 月在博克拉举行的 2019 年国际青年媒体峰会建

立了合作关系，并为会议作出贡献。该峰会汇集青年电影制作人，举办媒体技能

培养讲习班，使他们能够针对歧视、环境、贫困、性别暴力、增强青年权能等当

前全球问题制作专题影片。区域中心资助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 5

名青年参会，并为暴力问题小组提供指导，帮助青年代表从裁军和军备控制角度

出发看待预防冲突问题，了解与武装暴力有关的因素以及更广泛的和平与安全概

念。在中心的支持下，受资助的青年代表制作了一则公益宣传片，并分享给加德

满都的 4 家教育机构，展示了媒体在以宣传教育打击暴力方面的力量。120 多名

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参加了活动，当天恰逢 2019 年国际青年日。 

20. 为了应对技术进步给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挑战，区域中心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在新加坡与政府官员及大学和私营部门前沿公司的代表举行了伙伴

关系建设会议。会议旨在启动关于以负责任创新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安全环境的项

目，以期提高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学生以及青年研究人员对开展负责任

创新、确保和平应用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认识和批判性思维。该项目为参与者审

视他们今后工作对安全和人类的影响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和工具。 

21.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区域中心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基金会和“数据处

理系统、应用和产品”公司合作，为参加 2019 年 10 月 10 日在曼谷举行的 2019

年东盟数据科学探索者活动的年轻创新者们举办了一期次区域负责任创新讲习

班。与会者讨论了科技进步如何促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这类进

步所引发的对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挑战的关切。此外，区域中心还为

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有关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未来国防事



 A/75/112 

 

7/9 20-07910 

 

业的国际讲习班作出贡献，就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和未来治理问题发表演讲。

演讲引发了讨论，内容涉及如何限制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以防止降低亚太地区的

透明度、信心和可预测性，以及如何就其军事应用达成有意义、可操作的共识。

这项活动获得日本立正佼成会的资金支持。 

22. 为了倡导增强妇女权能、促进妇女参与军备控制政策和国际协定，在安全理

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和《北京宣言和

行动纲要》通过二十五周年前夕，区域中心制作了视频，由参加 2020 年 3 月 4 日

至 6日在加德满都举行的关于从性别视角处理枪支暴力和非法贩运小武器问题的

研讨会的与会者亲述，展示了民间社会组织女性成员和议员在促进裁军和更广泛

的安全倡议方面的经验。这些视频发布在区域中心和裁军事务厅的网站和社交媒

体账户上。区域中心还继续制作定期的简报和实况报道，通过其网站进行传播，

并直接分发给有关各方。 

 D.  今后的活动 

23. 区域中心将继续开展工作，应请求为该区域会员国提供协助，帮助它们为实

现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作出国家和区域努力，并推动对话和建立信任，促进

和平与裁军教育。区域中心将继续遵循任务规定，同时考虑到秘书长的裁军议程。

区域中心将继续在以下方面提供实际援助和支持：建设有效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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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的国家能力；促进针对青年的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通过重点减少非法武器

流动和枪支暴力、增强妇女参与和领导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决策的权能，为实现

《2030 年议程》目标作出贡献。 

 三.  财政状况、人员配置和行政管理 

 A.  财政状况 

24. 区域中心是根据大会第 42/39 D 号决议在现有资源和自愿捐款基础上设立

的。2019 年，区域中心信托基金共收到会员国自愿捐款 741 639 美元。关于 2019

年信托基金状况的资料载于本报告附件。秘书长鼓励会员国考虑为区域中心提

供财政和实物捐助。 

25. 秘书长对尼泊尔政府以区域中心东道国的身份长期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表

示感谢。秘书长对向区域中心提供财政和实物捐助的下列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表

示感谢：中国、芬兰、德国、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荷兰、大韩民国、斯里兰卡、

泰国、东帝汶、美利坚合众国以及日本立正佼成会。 

26. 秘书长还感谢欧洲联盟和日本以及联合国支持军备管制合作信托基金为裁

军事务厅提供财政捐助，使区域中心能够借以开展项目活动。 

27. 秘书长认为亚太国家向区域中心提供财政和实物捐助清楚地表明会员国重

视中心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援助，因此继续鼓励区域各国提供此类捐助。 

https://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A/RES/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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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秘书长感谢所有会员国和合作伙伴为区域中心提供慷慨捐助和支持，鼓励它

们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使中心能够继续应请求为该区域会员国提供技术和能力建

设援助，从而完成中心的任务。此类财政和实物捐助对确保区域中心持续开展业

务、核心活动和方案、造福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仍然至关重要。 

 B.  人员配置 

29. 区域中心的 1 个高级政治事务干事/中心主任(P-5)员额、1 个政治事务干事

(P-3)员额和 1 个一般事务人员(G-7，当地雇员)员额由联合国经常预算供资。 

30. 秘书长感谢东道国尼泊尔通过年度捐款为另外 2 名当地一般事务人员供资。

秘书长还感谢荷兰政府为区域中心提供一名初级专业干事，感谢芬兰政府为一名

联合国志愿人员供资，鼓励会员国以免费提供工作人员的形式支持区域中心。  

 四.  结论 

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实施了若干军控和裁军倡议和方案，与利益攸

关方结成伙伴关系，并参与了他们在亚太地区的活动。 

32. 区域中心还参与了外联和宣传活动，并与区域伙伴开展了积极合作。中心努

力加强该区域各国控制常规武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的

能力，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要。 

33. 区域中心扩大了活动范围，使之包含裁军教育以及推动妇女和青年充分有效

纳入并参与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决策的活动，这是联合国进一步促进该区域

和世界和平、安全与裁军的努力的一部分。 

34. 区域中心特别关注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如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在军控决策进

程中的权能等问题，协助会员国制定国家行动计划、精简减少非法武器流动和枪

支暴力的工作，并继续注重裁军教育活动，尤其注重针对青年的活动。 

35. 秘书长促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者根据促进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和

促进和平、公正、包容社会的目标 16，并按照秘书长题为“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

裁军议程”的裁军议程，为区域中心提供必要的财政和实物支助，使之能够继续

有效执行任务，满足亚太会员国在和平、安全和裁军领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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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信托基金 2019 年

状况 

(美元) 

  
累计盈余，2019 年 1 月 1 日 923 926 

 收入  

 自愿捐款 a  741 639 

 投资收入 27 437 

 收入共计 769 076 

 减去：费用和退款  

 一般业务费用 383 998 

 退款 b 50 409 

 费用和退款共计 434 407 

2019 年盈余/赤字 334 669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累计盈余/赤字 1 258 595 

 a 包括下列自愿捐款：中国，100 000 美元；德国，181 790 美元；哈萨克斯坦，82 586 美元；

大韩民国，39 823 美元；泰国，3 000 美元；美利坚合众国，334 440 美元。 

 b 包括给澳大利亚的退款 40 119 美元和给德国的退款 10 29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