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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7月 1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告知在日本担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计划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在

“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议程项目下举行一次部长级公开辩论，主题是“非洲建

设和平”。 

 为帮助指导此次辩论，日本编写了一份概念说明(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别所浩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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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7月 1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 
 

  “非洲建设和平” 
 

  7月 
 

  概念说明 
 

  2016 年 7月 1 日 
 

  背景——哪些因素促成持久和平？ 
 

 

1. 正如 2005 年安南报告所指出，倡导建设和平构想是为了填补冲突后国家可

能陷入的“漏洞”。1
 为防止冲突后国家和社会重陷冲突和实现持久和平，需要

应对许多挑战。这是一项涉及许多方面的复杂任务。同时，现实中用于建设和平

的资源相对有限。因此，必须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明确优先事项，建立有效

的支持体系。为此，联合国已作出努力，成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举行了安全理

事会公开辩论会并发表了主席声明。2
  

2. 2012 年秘书长关于冲突后建设和平的报告3
 提及“体制建设”是建设和平的

核心，也是建设更有复原力的国家和社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支持和平和国家秩序

的体制薄弱或运转不正常，许多潜在社会敌对状态就无法消除，此种状态演变为

公开对抗的风险往往增加。显然，除非建立各部门机制和赢得人民的信任，否则

国家不能发挥保持和平的预期作用。 

3. 2015 年，建设和平委员会经验教训工作组深入审议了扩大国家权力和建设政

治体制的问题。2016 年 4 月 27 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2282(2016)号决议和大会

第 70/262 号决议确定分享建设和平包括机构建设方面的良好做法是建设和平委

员会的重要作用之一。 

  公开辩论的目的——为什么谈论非洲? 
 

1. 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都实现了和平与稳定并正在实现快速增长。另一方面，

该区域另一些国家仍面临严峻的建设和平挑战，例如，部落间冲突或宗教冲突以

及高失业率、贫穷、不平等和缺乏基本社会服务等各种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安全

理事会每天处理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各种挑战。在非洲，一些国家往往因冲

__________________ 

 1 A/59/2005。 

 2 见 S/PRST/2010/7、S/PRST/2011/2、 S/PRST/2012/29。 

 3 A/67/499-S/2012/746。 

http://undocs.org/ch/S/RES/2282(2016)
http://undocs.org/ch/A/RES/70/262
http://undocs.org/ch/A/59/2005
http://undocs.org/ch/S/PRST/2010/7
http://undocs.org/ch/S/PRST/2011/2
http://undocs.org/ch/S/PRST/2012/29
http://undocs.org/ch/A/67/499-S/201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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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灾害一再发生或旷日持久而遭受更大的苦难，而其他国家却取得稳定的经济

发展。非洲各国的局势和挑战差异极大。 

2. 这次公开辩论旨在通过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查明与非洲建设和平有关的经

验教训和现有挑战，讨论国际社会如何能更有效和更高效地支持非洲的建设和平

努力。 

3. 在支持体制建设努力的同时呼吁相关国家行使更大的国家自主权有助于为

预防冲突奠定基础。我们期待找到更有效的措施，为此要从体制建设角度审查缺

乏复原力和脆弱性的根源，并探讨为什么一些国家稳定，而另一些国家往往面临

一再爆发或反复出现的冲突。 

  背景——体制建设方面有哪些挑战？  
 

1. 人们认为，以国家及其公民之间的互信为基础，通过推动恢复和加强国家治

理努力应对以下挑战有助于非洲建设和平。许多非洲国家已成功克服这些挑战。 

2. 还必须注意到在体制建设方面这些挑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国家发展总计划。 

 1. 民主 
 

 挑战： 

 建立包括选民登记在内的选举制度，确保赢得公众信任，纠正体制运作

中的缺陷。 

 保障新闻和表达自由，包括发表政治批评的自由。 

 开展体制建设，消除或缓解选举后领导人之间可能出现的政治对抗。 

 2. 国家安全以及法律和秩序 
 

 挑战： 

 建设军队和警察维持社区安全、法律和秩序、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能力。  

 解决文职人员控制力薄弱的问题，纠正军队和警察抗命问题。 

 处理有罪不罚和腐败问题。 

 建立能够为公民提供公正判决且禁止不容忍反对派的可信司法制度。 

 3. 地方治理 
 

 挑战： 

 改善中央和地方治理之间的协调，加强国家诚信。 

 加强地方行政制度，包括中央向农村地区提供服务和公平分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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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边境安全系统，有效监测人员、货物和武器流动。 

 4. 公共行政管理系统 
 

 挑战： 

 建设公务员的能力，以便对居民登记和土地保有权等开展适当的公共管

理。 

 设立执法和公共行政机构，使其充分履行职责和责任。 

 5. 经济和金融架构 
 

 挑战： 

 建立税收系统，筹集国内收入，促进发展和自力更生的国家行政管理。 

 预算编制流程(编制、协商、决定和账户结算)制度化，建立对国家预算

公平分配的信任。 

 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工业发展和创造就业的措施。 

 6. 基本社会服务体系 
 

 挑战： 

 在城市地区建立基本社会服务，如供水和污水排放、垃圾收集和公共交

通。 

 加强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等社会系统，消除埃博拉疫情等流行病危机。 

 7. 对话与和解制度 
 

 挑战： 

 在存在部落间和宗教间冲突或冲突死灰复燃的地区，为推动族裔间对话

和信息共享创造机会。  

  供辩论的问题  
 

1. 为防止再起冲突和保持非洲和平，需要解决哪些高度优先问题？在解决这些

优先问题时，哪些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非洲特色？  

2. 举例说明体制建设努力的成功或失败(或举例说明支持其他国家时出现的类

似情况)？成功或失败有哪些原因？  

3. 我们如何才能有效调动和利用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政治任务、建设和平委员

会等现有特派团和实体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和系统(如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等)体制

建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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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和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在体制建设中

有哪些作用？ 

5. 在非洲的体制建设努力中，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发挥哪些作用？ 我们如

何才能全面支持非洲的体制建设工作(如利用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开发等)？ 

  会议形式 
 

 此次部长级公开辩论将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

举行，向所有会员国开放。 

  通报人  
 

1.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待定) 

2. 肯尼亚共和国外交部内阁秘书阿米纳·穆罕默德大使(待定) 

3.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大使(待定) 

  成果 
 

 主席将与安全理事会成员互动合作，以期在同一天通过一项主席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