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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1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你，中国将以安全理事会 2022 年 8 月份轮值主席的身份，于 2022 年

8 月 8 日举办以“非洲和平与安全：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持久和平”为主题的安

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 

 为引导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国编写了一份概念说明，供希望参加公开辩

论会的会员国参考(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张军(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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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1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定于 2022 年 8 月 8 日举办的主题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加强能力建设，

实现持久和平”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的概念说明 

目标 

 多年来，非洲大陆总体保持稳定并取得发展，但一些国家和地区仍面临多重

安全威胁。为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能力和体制建设以及韧性治理是避免

冲突复发所需开展的基本工作。可利用此次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的机会，确定

一些非洲国家在确保持久和平方面面临的挑战，并探讨如何通过综合办法支持非

洲加强能力。 

背景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导致我们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取得的许多成果发生逆转。疫情加剧了非洲的社会经济挑战和原有的紧张局

势。失业、贫困以及治理和安全体制薄弱是滋生暴力和冲突的因素。 

 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造成不确定性增加，影响到商品价格，特别是粮食和

能源价格。《2022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指出，捐助方仍然未能履行承诺，将

国民总收入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捐助方发展援助减少和财政制约因素削

弱了非洲国家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发展差距如果得不到适当处

理，就会成为助长暴力甚至冲突的潜在热点，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暴力和冲突

长期延续。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作出更大努力，消除

冲突根源，确保国家自主权、社会凝聚力与和解，并争取实现重建和发展。治理

能力欠缺、资源不足和风险管理手段有限，是一些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在

包括安全部门在内的国家基本问题上缺乏政策自由、外部干涉和胁迫措施，也削

弱了国家能力。正如秘书长之前指出的那样，加强非洲能力，对于我们集体应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挑战、对于非洲大陆的自力更生都至关重要。 

 加强国家体制、建设韧性治理和通过能力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是确保非洲

持久和平的有效途径。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努力支持非洲的能力建设，包括为此支

持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中心，从而增强非洲对其建设和平议程的自主权。

鉴于能力建设的复杂性，有必要综合考虑每个非洲国家的具体需求，必须充分尊

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自主权。 

 为加强国家体制并提高政府能力，治理制度必须回应所有人的需求，平衡不

同利益，采取以人民为中心的方针，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必须让所有人共享发

展红利与和平红利。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实现包容各方是体制建设的关键组成部

分之一。通过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等方式开展有效的安全部门改革并实现

成功转型，对于巩固和平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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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组织、达伊沙和“博科圣地”附属团体带来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威胁，以及非法武器扩散，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挑战。此外，还需要通过

加强能力，有针对性地支持和援助非洲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对于网络安

全、生物安全等新出现的挑战及其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应当给予更多

关注。 

 区域行为体在实现持久和平和应对不安全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

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方面，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组织拥有发挥支持和领导作用的

特殊优势。加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非洲联盟获得适当的手

段和资源，从而协助非洲国家加强本国的和平基础架构和能力建设。联合国可在

实现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原则和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有必要根据非洲大陆

在预防、管控和解决危机及冲突领域，以及冲突后重建和发展领域的需求和优先

事项，构建非洲联盟-联合国战略伙伴关系。 

 实现持久和平是一项共同的任务和责任，需要由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攸关方

运用充足的资源予以履行。国际社会对某些冲突局势的额外投入决不能损害或干

扰国家发展工作，也不能以牺牲官方发展援助的国际资金流动，或以牺牲对非洲

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为代价。 

 安全理事会早已认识到实现持久和平的相互关联性，致力于对非洲的能力建

设增加投入，并重视采取将安全、人道主义和发展层面相结合的综合办法。为加

大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安理会可探讨如何采用更有效的方式，

加强与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促进和平基础架构和风险管理。 

引导性问题 

 鼓励与会者考虑以下问题： 

 (a) 实现持久和平需要哪些关键能力？在启动非洲发展与和平的良性循环

方面，是否有任何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各国政府如何通过为所有人兑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承诺，加强促进社会包容性和凝聚力的能力？ 

 (b) 如何确保联合国发展系统能够根据《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的优先事

项，向非洲提供可持续发展援助，并调动更多资源，支持非洲大陆的发展议程？ 

 (c) 联合国如何深化对非洲能力建设的支持？安全理事会如何进一步加强

与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发挥它们在预防冲突和实现持久和平方面的

独特优势？联合国如何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帮助其提升反恐能力？ 

 (d) 如何通过各国政府、联合国以及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区域开发银行、民

间社会组织、妇女团体和青年组织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应对

实现持久和平方面的挑战？ 

通报人和形式 

 此次公开辩论会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主持。下列发言者

将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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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联盟委员会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专员班科莱·阿德奥耶 

• 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 

 希望到场参会的会员国应通过 e-deleGATE 系统在发言名单上登记报名。须

在 e-deleGATE 系统的 eSpeakers 模块中上传一封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该信应

由常驻代表或临时代办正式签字，并提出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参加

会议的请求。请代表团将发言限制在 5 分钟内。会议登记将于 2022 年 8 月 3 日

上午 9 时 30 分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