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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和定居点活动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系根据大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第 75/99 号决议编写。该决议请秘书

长就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报告包含从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伊拉克和古巴政府收到的来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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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 2020 年 12 月 10 日通过的大会第 75/99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

决议中促请占领国以色列遵守关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有关决议。大会特别强

调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除其他外，断定以色列将其

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决定是无效和无国际法律效

力的，要求以色列立即撤销其决定。 

2. 大会还在第 75/99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就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

提出报告。 

 二. 第 75/99 号决议执行情况 

3. 2021 年 4 月 23 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代表秘书

长向以色列政府发出普通照会，援引第 75/99 号决议，并要求提供资料，说明为

执行该决议已采取或预计采取的任何步骤。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以色列政

府的任何回复。 

4. 同样在 2021 年 4 月 23 日，人权高专办代表秘书长向所有常驻日内瓦代表团

发出普通照会，提请它们注意该决议，并要求提供资料，说明为执行该决议已采

取或预计采取的任何步骤。此后收到古巴、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回复。 

5. 同一天，人权高专办代表秘书长向联合国主管机关、专门机构、国际和区域

政府间组织以及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发出普通照会，提请它们注意该决议。在编写

本报告时，尚未收到任何回复。 

6. 2021 年 5 月 3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向人权高专办发出普通

照会，特别指出国际社会数十年来一直要求占领国以色列遵守关于被占领的叙利

亚戈兰的联合国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事项

外，规定占领国 1981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

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决定无效，认为该决定没有效力和合法性。 

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大会反对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对叙利亚戈兰的

占领，并要求以色列根据 1967 年 6 月 4 日边界撤出整个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最近的第 75/24 号决议亦提出了这一要求。 

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尽管联合国一再要求占领国结束对叙利亚戈兰的

持续占领，停止对生活在占领下的叙利亚公民的日常镇压行为并停止违反国际法

的行为，但国际社会的呼吁没有威慑效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称，以色列的行

为依然没有得到惩罚，在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的庇护下未受问责。 

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再次谴责时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关于承认“以色列”

对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拥有“主权”的非法决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称，这一

决定公然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

第 497(1981)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5/99
https://undocs.org/ch/S/RES/497(1981)
https://undocs.org/ch/A/RES/75/99
https://undocs.org/ch/A/RES/75/99
https://undocs.org/ch/A/RES/75/99
https://undocs.org/ch/S/RES/497(1981)
https://undocs.org/ch/A/RES/75/24
https://undocs.org/ch/S/RES/497(1981)


 A/76/304  

 

3/7 21-11840 

 

1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回顾了谴责美国行动的国际反应（见A/75/328，第 9段）。 

1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居民已表示反对以色列企

图在该领土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进而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强行实施其法律并确

立其合法性。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居民抵制了这些选举，尽管以色列当局镇压

抗议活动并逮捕了大批民众。 

1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再次谴责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的

私有财产上建造风力涡轮机的项目，指出该项目旨在实现长期占领，包括为此建

造和扩建定居点以及没收农业用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介绍了以色列如何通过

该项目向一家以色列能源公司发放了许可证，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农田上建

造 45 至 52 台风力涡轮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就项目所涉一系列具体问题发出

警告，包括： 

 (a) 项目将建在附近村庄的戈兰阿拉伯叙利亚居民拥有的 6 000 德南私人农

田上，罔顾地区居民举行的大规模抗议。这将限制附近村庄的发展，导致这些本

已人口稠密的村庄的人口密度进一步增高，并将造成健康、环境和农业损害，对

阿拉伯叙利亚居民的生计产生不利影响。项目将征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

伯叙利亚居民全部可用耕地的五分之一； 

 (b) 还将建造一条高压电线以及一座新发电站，利用风力涡轮机将电力输送

到以色列定居点卡兹林； 

 (c) 以色列允许上述公司在阿拉伯叙利亚居民拥有的农业用地上实施项目

的决定反映了持续的歧视性定居点政策，而该项目显然是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 

 (d) 据报，2020 年 7 月 12 日，上述公司的代表在大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护送

和保护下进入了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的农业用地。通往近 1 000

名阿拉伯叙利亚农民的土地的道路被封，以便公司开工。数百人集会抗议并申明

反对该项目及其破坏性影响； 

 (e) 作为对项目的回应，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居民宣布举行总罢工，并前

往相关土地抗议这一决定，同时阻止当局和上述公司启动项目。据报，以色列安

全部队以镇压和恐吓作为回应，抗议者受伤并被捕。 

1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谴责它所说的以色列政府对被占领土上阿拉伯叙利亚

村庄居民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接受由以色列土地登记处而不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颁发的所有权契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居民受到威胁，如果不接受土

地登记处颁发的财产文件，他们的土地将被没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提及以

色列当局要求提交阿拉伯叙利亚居民的土地所有权证书，特别是在恩奇尼娅和马

吉达勒沙姆斯工业区。据报，当局还威胁说，如不提交文件，就没收这些土地。 

1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介绍了以色列为长期占领叙利亚戈兰而实施的若干政

策，包括建造和扩建定居点、没收农业用地和建立支持以色列定居者的农产业，

并企图损害被占领土上阿拉伯叙利亚居民的农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别强调

以下内容： 

https://undocs.org/ch/A/7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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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以色列定居点区域委员会继续在其每周公报中宣布，鉴于以色列定居者

人数不断增加，将扩建定居点。临时住所或大篷车的建造速度正在加快，并计划

建造更长期居所。在奥德姆和阿尼亚姆定居点也可看到这一情况。为卡兹林、基

德玛·特兹维、诺夫、卡纳夫、内维·阿蒂夫和约纳坦定居点建造所谓服务设施

的工作仍在继续。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自 2019 年以来，卡兹林定居

点的定居者人数新增 2 000 人； 

 (b) 已经开始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 33 个现有以色列定居点执行发展和

加强农业的多年期计划，并鼓励以色列青年加入农业部门； 

 (c) 2019 年 4 月，以色列宣布了扩建定居点的计划，包括建造 30 000 套住

房单元，建造新的定居点，并将 250 000 名定居者转至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以

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组成； 

 (d) 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定居者夺取土地，并支持定居点为生产各种农产品而

开发土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解释说，这给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叙利

亚居民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并指出歧视性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危及依

赖农业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的未来生计； 

 (e) 2019 年 6 月，一个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名字命名的新定居点项目开工。

定居点区域委员会宣布，在提交申请的 300 个家庭中，20 个新定居者家庭将被接

纳到定居点生活，他们的新临时住房已经运达。这些家庭将获得一个地块，用以

建造定居点的永久住房。定居点区域委员会已经开始在定居点内建造基础设施和

社会设施，以便在 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1 月接收上述 20 个家庭；  

 (f) 以色列继续对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施加限制，以阻

止建设和扩建村庄，特别是在马吉达勒沙姆斯村。据报，以“赫尔蒙保护区”项

目的名义没收了从马吉达勒沙姆斯以北到恩奇尼娅的 80 000 多德南的土地，加剧

了该地区的过度拥挤状况； 

 (g) 经 2021 年规划和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以色列颁发了在被占领

的叙利亚戈兰开始建造定居点社区和相关设施的必要核准文件。这些计划包括在

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两个最大自然保护区旁建造一个 200间客房的酒店和三个旅

游住房综合体，此外在卡兹林定居点建造一个占地 900 英亩的主题公园，该公园

实际是建在叙利亚卡塞林村的废墟上。 

1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以色列继续开采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自然资源，

以色列和多国公司在执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称的以色列殖民政策方面发挥

了核心作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别关注水资源开采，指出占领国采取若干方

法攫取包括水在内的自然资源，并侵犯人权，其中包括： 

 (a) 没收停火线附近的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埋设地雷； 

 (b) 没收土地用于建造军营和场部以及修建道路，包括远离停火线的土地； 

 (c) 没收土地用于建造定居点以及农业和工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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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围住 100 000 德南的土地，供自然保护局支配； 

 (e) 通过“梅申坎塔”进程间接没收土地，即通过以色列银行提供农业抵押

贷款，如果未在规定期限内全额偿付贷款，则没收财产； 

 (f) 没收和出售饮用水，限制阿拉伯叙利亚居民只能获取非饮用水源，只能

以虚高的价格获取饮用水，并阻止叙利亚农民挖井和储存灌溉用水； 

1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回顾，最近在叙利亚朱巴塔卡萨布村征用了数万德南的

土地，这些土地位于联合国 1974 年设立的非军事区内，征用目的是在靠近叙利

亚领土处修建壕沟。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称，该村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因而失

去了本村的数万徳南土地。 

1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以色列一直试图将以色列身份和公民证件强加给

阿拉伯叙利亚居民，以此巩固占领。此外，以色列继续阻止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探望和联系位于叙利亚的家人。 

1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以色列继续侵犯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叙利

亚居民的人权，特别是健康权和工作权以及农业和文化权利。以色列部队采取了

侵犯这些权利的一系列歧视性行为和措施。 

1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需要解决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

的健康权，并呼吁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在 COVID-19 病毒蔓延的情况

下提供紧急卫生和医疗用品，特别是鉴于以色列实施的歧视性和种族主义行为造

成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医疗服务匮乏。 

2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反对以色列企图长期占领叙利亚戈兰，并反对其在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持续违反国际法，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规定。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还反对其他会员国为这一做法提供任何形式的支助，认为这将违

反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国际义务。 

2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再次呼吁会员国推动国际法，向占领国以色列施压，要

求其结束对叙利亚戈兰的占领，不承认因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强制性规范而产生的

任何法律情势。此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呼吁会员国不向占领提供任何援助。 

2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呼吁秘书长汇编和报告那些违反国际法和包括第

497(1981)号决议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参与曾经或将会直接或间接协助并受益

于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建造和扩建定居点的活动的所有商业机构和商务公司。 

2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别强调，不得提供政治和经济支助，使以色列得以长

期占领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并继续违反国际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

第 497(1981)号决议和《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规定，同时特别指出不得支持在被占

领的叙利亚戈兰维持以色列定居点和(或)建立新定居点。 

https://undocs.org/ch/S/RES/497(1981)
https://undocs.org/ch/S/RES/497(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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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呼吁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监测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

法的行为，并呼吁采取有效和具体措施制止这些违反行为，特别是与旨在延长和

延续占领的非法定居点做法有关的违反行为。 

2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国际法保障的一切手段从以色列手中收复这一领土是一项

没有讨价还价、妥协和时效的永恒权利。 

26. 最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为了中东地区的稳定和联合国的信誉，需

要采取措施，确保按照联合国相关决议，特别是第 242(1967)、338(1973)、497(1981)

和 2334(2016)号决议，执行与结束占领包括叙利亚戈兰在内的阿拉伯被占领土并

回撤至 1967 年 6 月 4 日分界线有关的所有国际决议。 

27. 2021 年 5 月 26 日，伊拉克常驻代表团向人权高专办发出普通照会，申明支

持国际上禁止武力夺取领土的立场，还强调指出关于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身份的

所有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重要性，并谴责以色列的非法占领。 

28. 伊拉克强调需要尊重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包括需要确保尊重各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并适用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有关的国际决议。 

29. 伊拉克重申其立场，即反对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扩建定居点和实施

其他商业项目，并反对影响戈兰的叙利亚居民经济状况的所有政策。 

30. 伊拉克申明流离失所者享有回返权，并强调指出以色列将其法律和管辖权强

加于所占土地、包括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措施的非法性。伊拉克还反对以色列

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举行地方选举，重申必须遵守《日内瓦第四公约》。 

31. 伊拉克对联合国的报告表示关切，这些报告显示了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

拉伯叙利亚居民的苦难，并要求联合国为结束这一苦难和非法占领而发挥作用。 

32. 2021 年 7 月 5 日，古巴常驻代表团向人权高专办发出普通照会，指出国际社

会已经重申关切以色列 1967 年以来系统和持续侵害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

叙利亚居民的人权而造成的苦难，并指出国际社会要求结束对叙利亚戈兰的占领。 

33. 古巴指出，它认为以色列已经或可能采取的旨在改变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法

律地位、地理特征和人口组成及其体制结构的所有行动、措施或立法或行政规定，

以及以色列在非法所占领土上实施管辖权和行政权的企图均应视为无效，没有法

律效度或效力。 

34. 古巴强调，令人不可接受的是，尽管国际社会一直要求以色列停止在事实上

将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叙利亚戈兰，以色列 1981 年 12 月 14 日以来对

上述领土的非法军事占领仍在继续。古巴特别强调，国际法不容许且《联合国宪

章》禁止以武力获取领土。 

35. 古巴反对以色列公然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

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决议，试图控制和占有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

资源。 

https://undocs.org/ch/S/RES/242(1967)
https://undocs.org/ch/S/RES/338(1973)
https://undocs.org/ch/S/RES/497(1981)
https://undocs.org/ch/S/RES/497(1981)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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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古巴强烈谴责时任美国总统宣布承认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为以色列领土，指

出这严重、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 497(1981)

号决议。古巴强调，这一宣布侵犯了叙利亚人民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合法

利益，对中东的稳定与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使本区域的紧张局势升级。 

37. 古巴敦促安全理事会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

任，并作出必要决定，制止美国为支持以色列图谋兼并被占领叙利亚戈兰而采取

的行动。 

38. 古巴呼吁以色列停止阻扰被占领土上阿拉伯叙利亚居民充分享受人权的有

辱人格做法，并停止对他们实施镇压措施。古巴还重点指出，外国占领、扩张和

侵略政策、种族歧视、建造定居点、制造所谓既成事实以及武力兼并外国领土(例

如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是违反国际文书和标准的行为，对叙利亚人民的人权产

生了负面影响。 

39. 古巴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对被羁押的阿拉伯叙利亚人实施违反国际人

道法的行为，并重申关切这些行为的继续存在，特别强调以色列在其监狱中维持

不人道状况，这一问题已导致卫生恶化并危及狱中人员的生命。 

40. 古巴呼吁以色列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立即撤出

1967 年 6 月 4 日界线规定的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全境，并放弃兼并叙利亚主权领

土戈兰的图谋。古巴强调，对叙利亚戈兰的继续非法占领和事实上的兼并是该区

域实现公正、全面、持久和平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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