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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 

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3 月 31 日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有关个人和

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并谨转送蒙古按照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和第 12 段提交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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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3月31日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蒙古政府按照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 和第 12 段提交的报告 

 

 一. 导言 
 

 2001 年 10 月 3 日，蒙古总统发布了第 60 号法令，要求政府努力执行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1333（2000）号、1368（2001）号和 1373（2001）

号决议。根据这项法令，于 2001 年 10 月 10 日通过了蒙古政府的第 226 号决议。

这两份文件创立了一种国家法律框架，以采取进一步行动维持对“基地”组织和

塔利班的制裁机制。关于蒙古政府立即采取的应对措施和以上两份文件的规定，

见蒙古政府 2001 年 11 月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交的报告（S/2001/1135）和 2002

年 10 月的补充报告（S/2002/1152）。 

 蒙古是一个内陆国，只有两个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因此不

直接靠近“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活动主要地区。蒙古政府迄今没有收到或获得

关于乌萨马·本·拉丹、塔利班及其同伙可能在我国活动的任何情报。没有任何

蒙古国民或居民被列入第 1390 号决议第 2段提及的第 126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

个人和实体清单（综合清单），蒙古当局没有掌握与此不符的任何信息。 

 据蒙古有关当局目前的评估，“基地”组织及其同伙的恐怖行为或一般恐怖

行为并未对我们构成威胁。然而，情报总署的专家认为，我国面临社会经济困难，

人民普遍贫穷，并由此产生各种不利现象，这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组织传播和宣传

其观点的温床。此外，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恐怖主义集团和组织可能试图利

用蒙古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我国的两个邻国展开敌对活动。众所周知，同蒙古最

西部的两个省有着共同边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境内的分裂

主义分子曾多次采取恐怖主义行动，作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蒙古地广人稀，基

础设施落后，因此很难在许多边远地区切实监测当地的各种活动。第 1267 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的清单中提及全球救济基金会和国际福利基金会在俄罗斯联邦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其组织，这证明我国不觉得自己可以完全免遭恐怖主义之

害。 

 为了加强国家能力以发现恐怖主义分子或其同伙在我国可能展开的活动，情

报总署加紧同国外伙伴情报机构进行合作和交流信息，并建立了一个关于国际恐

怖主义和有关罪行的数据库。情报总署同我国在国外的外交和领事使团、刑警组

织国家中央局、警察总署、国家边防部队管理局以及移民、归化和外国公民办公

室保持密切和经常的联系，并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单位，专门处理防止恐怖主义以

及在出现紧急威胁时进行部门间协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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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冻结金融和经济资产 
 

 蒙古银行采取了一整套措施，目的是防止恐怖主义资产及其他金融和经济资

源渗透入蒙古的银行系统。蒙古银行分发了行长 2001 年 10 月 4 日关于恐怖主义

分子可能通过蒙古境内银行账户转移其资产的第 1/1627 号正式通知，并要求各

银行一旦发现任何可疑资产就立即汇报。蒙古银行还向所有金融和银行机构定期

分发第1390号决议第2段提及的第126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个人和实体清单（综

合清单）。迄今未有关于此种事件的任何报告。 

 2003 年 6 月，蒙古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根据洗钱问题金融行动工作队

2001 年提出的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 8 项特别建议及其 40 项订正建议，共同

拟定了关于“制止洗钱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的蒙古法律草案。这项法律草案在

内阁 2004 年 2 月 11 日的会议上获得批准，将在近期内由国会审议。此外，蒙古

银行同司法和国内事务部一道正在进行有关工作，把资助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罪行

列入《刑法》，并对《刑事诉讼法》作出相应修正，增列关于冻结恐怖主义资产

的规定。 

 去年 12 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还批准了蒙古于 2001 年 11 月 10 日

签署的 1999 年 12 月 9 日《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蒙古《1992

年宪法》规定，“蒙古所缔结的国际条约，一经批准或加入，此种条约即作为国

内法生效”（第 10 条第 3 款）。因此，1991 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

的国际公约》经批准后，其所有条款就成为蒙古国内法的一部分。 

 三. 旅行禁令 
 

 采取了有关的预防性措施，防止清单上所列个人进入或过境蒙古领土。这些

措施包括实行有效的边界管制、控制旅行证件的发放及通过防止伪造、假造和以

欺骗手段使用身份证件的措施来控制这些证件。例如，自 2002 年以来，采用了

符合国际标准、防止作假和伪造的新的护照。现正在建立关于来访者的综合数据

库，同国家主管组织交流信息也已成为例行工作。 

 第 126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清单是我们采取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行为的主

要依据之一。外交部向蒙古的所有国外外交和领事使团分发这份清单，并指示它

们对照清单检查所有的签证申请。此外，驻外领馆官员还应把关于可疑申请书的

任何信息毫不延误地通报情报总署。外交部还确保及时向警察、移民管制和海关

当局提供这份清单。 

 迄今没有在边界检查站发现并从而制止任何清单上所列个人，我国的领事当

局也没有发现名列清单的任何人申请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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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武器禁运 
 

 我国不拥有制造或生产武器和弹药的设施。蒙古对进口、出口和内部拥有火

器和其他武器建立了严格的管制制度。迄今未发现任何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武器

的迹象，但蒙古国防部在按照国防部长第 1a/505 号指示展开的活动中正在采取

以下措施： 

 - 国防部对那些从武装部队储存设施购买剩余军用设备的平民和实体进

行全面的初步审查。 

 - 正在同有关的执法组织和机构合作采取广泛措施，调查武装部队中火器

丢失的案件。 

 我国不拥有、并且从未拥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国是《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

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和《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蒙古在 1992 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其领土是无核武器区，随后于 2000 年通过了

关于其无核武器地位的蒙古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禁止个人、法人实体和外国“发

展、生产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拥有或控制核武器”（4.1.1）、“以任何方式安置或

运送核武器”（4.1.2），并禁止通过蒙古领土运送核武器零部件以及核废料或为

武器目的而设计和生产的任何其他核材料（4.2）。此外，蒙古主管当局有权拦截、

扣留和搜查任何可疑的飞机、火车、车辆、个人或群体以及收集其情报（6.2）。

蒙古一向坚决支持和宣传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通过保障监督协定及

其附加议定书促进全球核安全制度方面的工作。我国于 2001 年 12 月同原子能机

构缔结了附加议定书。 

 五. 结论和援助 
 

 蒙古政府一向坚定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除

了在各种国际论坛上提出了旨在提高全球反恐斗争效率的若干倡议外，蒙古政府

还在国家一级采取广泛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现正在尽我们所能采取必要预防措

施，以防止我国被乌萨马·本·拉丹及其同伙用来做基地或避难所。 

 然而，蒙古认为，为了推动和加强反恐措施，除其他外，须在以下领域提供

援助： 

 一. 法律专门知识——在制定适当的立法时了解最佳方式和做法，确保

在国家一级切实和全面地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规定。 

 二. 培训国内人员——在蒙古国内和国外为我国的专家组织培训班。可

能进行培训的领域包括警察、移民管制、海关、税收和金融监督管理机构，

即为实施有关的反恐法律和规章而建立的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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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协助建立一个受到保护的综合信息数据库系统，供边界管制、情报、

警察、领事和公民登记机构使用。 

 四. 国家海关当局的能力建设。目前海关缺乏能力，对出口、进口和货

物过境蒙古领土进行有效管制。这方面的能力建设将包括开发人力资源和提

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包括侦察危险或敏感货物的技术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