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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59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执行情况 
 

 

 

  西撒哈拉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5/112 号决议提交的，是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

关于 2010 年 7月 1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间西撒哈拉局势的报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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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 年 12 月 10 日，大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西撒哈拉问题的第 65/112 号

决议。本报告是根据该决议第 7 段提交的，所述期间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月 30 日。  

2.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920(2010)号决议，秘书长于 2011 年 4 月 1 日向安全理

事会提交了关于西撒哈拉局势的报告(S/2011/249)。在该报告中，秘书长向安理

会通报了他的个人特使推动西撒哈拉谈判的活动。他还提出了一些新想法，供双

方考虑(同上，第 120 段)。   

3. 2010年 7月 1日至2011年 6月 30日期间，我的个人特使就这一问题与双方、

邻国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开展了大量活动。在此期间举行的五轮非正式会谈结束

时，双方商定继续讨论影响谈判气氛的因素和双方感兴趣的具体议题。他们还重

申并在某些情况下商定了先前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的实施步骤。在这五轮会

谈过程中，他们还在礼貌、互让对话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交流并承诺举行更多

会议。然而，在西撒哈拉未来地位和西撒哈拉人民实现自决的方式等核心问题上，

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继续坚持我的个人特使以前曾描述的“毫不退让且

相互排斥的立场”。总之，他们继续表现出定期举行会议的政治意愿，但尚未表

现出打破僵局的政治意愿。 

4. 2010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1 日，我的个人特使访问了西撒哈拉之友小组三个

成员国的首都——伦敦、巴黎和马德里，鼓励他们持续关注并继续支持谈判进程，

并就如何最佳地指导谈判进程找到双方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交换了意见。为同

样目的，他于 2010 年 7月 16 日在华盛顿特区、2010 年 9月 12 日至 14 日在莫斯

科分别与高级官员进行了磋商。每到一地他都发现，这些官员认识到打破现状的

必要性、愿意与他和双方努力推动更实质性的接触及进行更灵活的讨论，并赞同

必须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加强工作，包括恢复空路探亲、早日启动陆路探亲和尽

早考虑 2004 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行动计划列举的其他建

立信任措施。 

5. 双方第三轮非正式会谈原定在 2010 年 8月初举行。然而，7 月波利萨里奥阵

线代表团团长马赫福兹·阿里·贝巴突然去世，使得很难再按原计划举行会谈，

双方认为，最好等到斋月(8月 11 日至 9 月 10 日)和大会高级别会议和一般性辩

论之后再举行会谈。 

6. 2010 年 9月中旬，难民署和我的个人特使再次要求恢复空路探亲，但双方对

适当通知对方和其他问题存在的争议阻碍了探亲的恢复。 

7. 2010 年 10 月 17 日至 26 日，我的个人特使第四次访问该区域，与双方和邻

国进行讨论，为第三轮非正式会谈铺路。像上次访问那样，他会晤了阿尔及利亚、

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国家元首、波利萨里奥阵线秘书长及其他高级官员。所有

人都重申致力于谈判进程，同时再次表明他们在西撒哈拉未来地位和西撒哈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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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决形式等核心问题上的红线。协商还为讨论人权和恐怖主义问题提供了机

会。 

8. 第四次访问时正遇到当地紧张局势加剧，阿尤恩的撒哈拉居民在城外搭建了

营地，抗议包括失业在内的社会经济条件艰苦和感受到的歧视。 

9. 2010 年 11 月 7 日至 10 日在纽约长岛举行了第三轮非正式会谈。定于 11 月

8 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正赶上摩洛哥采取行动，拆除阿尤恩城外撒哈拉人的抗

议营地和随后在阿尤恩城市中发生的对抗。随之而来的紧张局势差点使谈判脱

轨，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团对摩洛哥行动的动机和时机以及在暴力升级的同时继

续谈判的效用提出了质疑。我的个人特使作出了重大努力，才举行了开幕式。在

整个会谈期间，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摩洛哥一再相互指责对方在西撒哈拉和在廷杜

夫地区的难民营加剧紧张局势和侵犯人权。  

10. 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双方在 2007 年 4 月提出的两项提议(见 S/2007/206

和 S/2007/210)，这成了随后几轮会谈的模式。讨论结束时，显然同过去一样，

任何一方都不同意把另一方的提议作为未来谈判的唯一基础。在持续僵局的情况

下，为推动建设性接触，我的个人特使向双方提议，他们应认真考虑在今后几轮

谈判中如何创造新的活力，思考以创新方式推动谈判进程，并确定不论西撒哈拉

的最终地位如何均可讨论的议题。其目标是让双方分解他们的提议、找到可为审

议核心问题添砖加瓦的讨论议题并促使双方逐步建立信任和信心。他们同意将这

种方式纳入今后几轮会谈；在这样做时，双方寻求并获得保证，这种方式并不表

示双方放弃各自的提议，相反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一种补充方式。 

11. 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会议，我的个人特使寻求并争取到邻国阿尔及利亚和毛

里塔尼亚代表团首次积极参与讨论，从而使他们为整个谈判进程做出了更大贡

献。同时这两个邻国坚持认为，核心问题必须完全由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解

决。我的个人特使强调，目前和将来的建立信任措施是人道主义性质的，不得受

政治考虑因素的制约。为此，他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恢复空路探亲，双方也都表示

同意。为全面审查目前和提议的建立信任措施，我的个人特使还提议 2011 年 2

月初双方和邻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与难民署举行有他出席的会议，各方一致同意。 

12. 2010 年 12 月 16 日至 18日在第三轮会谈的同一地点举行了第四轮非正式会

谈。会谈中双方再次提出 2007 年 4 月的提议，但每一方都再次继续拒绝将另一

方的提议作为今后谈判的唯一基础。按照上一轮会谈商定的意见，并在我的个人

特使的协助下，双方初步讨论了创新方式和要讨论的议题。不过，会谈气氛再次

受到阿尤恩事件后果的影响，每一方都指责对方侵犯人权并质疑对方寻求冲突解

决办法的政治意愿。我的个人特使在这一轮会谈结束时呼吁双方 2011 年在定期

会议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活力，避免采取不利于创造取得进展所需信任气氛的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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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1 年 1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前两轮会谈的同一地点举行了第五轮非正式会

谈。双方再次继续拒绝把对方的提议作为今后谈判的唯一基础。按照上轮会谈商

定的意见，我的个人特使请双方继续探讨创新方式和讨论议题。双方提出了 10

多个具体创新方式和约 10 个讨论议题。其中大部分的表述都是服务于一方或另

一方的计划，结果，除了让我的个人特使加强活动和实现活动多样化的“创新方

式”之外，双方无法在任何提议上达成共识。为了下一轮会谈取得更大进展，我

的个人特使请双方编写一份有关创新方式和讨论议题的修订清单，撇开最有争议

的内容并尽可能以双方都能同意的方式重新提出其他问题。 

14. 按照第三轮非正式会谈商定的意见，2011 年 2 月 9 日和 10 日双方和邻国代

表团在日内瓦会见了难民署代表，我的个人特使和我的西撒哈拉问题特别代表兼

西撒特派团团长在场。双方和邻国在会谈期间重申支持适当执行关于建立信任措

施的 2004 年难民署行动计划以及在 2011 年 4月部署难民署技术特派团，以便为

实现陆路探亲尽可能创造最有利条件。各方还商定每 6 个月在日内瓦与难民署会

晤一次，跟踪建立信任措施的执行情况。 

15. 2011 年 3月 7日至 9 日在马耳他梅利莱举行了第六轮非正式会谈，马耳他政

府提供了后勤援助。我的个人特使在会谈开幕式上请双方和邻国的代表团认真考

虑席卷中东和北非的抗议浪潮对西撒哈拉问题谈判进程的影响，并建议双方不妨

认真着手谈判，以尽量减少抗议浪潮对所在次区域的威胁，而邻国可以为谈判进

程提供更多援助。 

16. 为了把 2007 年 4 月的两项提议作为开幕式的重点，我的个人特使请双方代

表团从 2009年 8月9日和10日在奥地利迪恩斯泰举行的第一轮非正式会谈开始，

总结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关于这两项提议的各种问题。 

17. 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团回顾了它过去提出的同摩洛哥提议实质内容有关的

问题。在过去几轮会谈中，摩洛哥代表团一直回避充分答复这些问题，声称它们

完全是在波利萨里奥阵线关于全民投票的提议的框架内提出的，其中把独立作为

一种选择。不过，摩洛哥代表团这次进行了回答，澄清了其提议的许多方面内容。 

18. 摩洛哥代表团就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提议提出了意见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

及该提议的起因和时机、它似乎受到我的前任个人特使詹姆斯·贝克提出的前一

个和平计划的启发而且未包括关于自治选择的任何讨论等。不过，对于一旦独立

后与摩洛哥关系的参数的那部分提议，摩洛哥代表团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波利

萨里奥阵线代表团未回答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声称这些问题不合时宜、无视波

利萨里奥阵线提议的实质内容并试图指责该阵线未提及自治选择。 

19. 在关于创新谈判方式和今后会议要详细审查的具体讨论议题的会议上，双方

就前几轮会谈提出的各项提议广泛交流了意见。关于要讨论的议题，双方商定审

查两项提议：排雷方案和西撒哈拉自然资源及其使用。关于创新谈判方式，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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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商定审查 3 项议题：挑衅的构成和避免挑衅的方式、平息局势可采取的措施

以及我的个人特使可开展的多元和互补活动。在长时间地交换意见并突显出双方

对任何最终讨论的参数和时机存在根本分歧之后，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团在前几

轮会谈中提出并被摩洛哥代表团在这一轮接受的人权问题应波利萨里奥阵线代

表团的请求被撤回。 

20. 2011 年 6月 5日至 7 日在纽约长岛举行了第七轮非正式会谈。会议目的是审

查安全理事会第 1979(2011)号决议提供的指导并鼓励双方进一步讨论他们提出

的两项提议，包括更多探讨创新方式及讨论议题，关注本人 2011 年 4 月 1 日报

告(S/2011/249)第 120 段提出的想法，以及就第 1979(2011)号决议交流意见。与

之前的非正式会谈一样，双方讨论了这两项提议。会议结束时，显然又是每一方

都不准备接受另一方的提议。但双方首次就撒哈拉人的自决机制进行了交流。双

方还开始讨论排雷问题，并请求联合国秘书处提供援助，提出关于今后就自然资

源问题进行交流的框架供研究。关于建立信任措施，双方和邻国重申支持落实陆路

探亲，并由难民署于 2011年 9月在葡萄牙马德拉组织一个讲习班，并在今年晚些

时候与难民署开展一个为期6个月的审查会议。关于下次非正式会谈，双方商定无

论最终的解决办法如何，都将提出关于领土治理具体方面的提议，以便讨论。 

21. 迄今达成的协议，特别是有关今后讨论议题的协议，为今后会议提供了一个

相当大的议程。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双方在着手讨论这些议题时的动

机和精神。虽然双方都强调完全致力于寻求解决办法，但双方完全缺乏信任的情

况继续阻扰谈判进程，而且每一方都对另一方深疑不信。摩洛哥代表团表示关切

的是，波利萨里奥阵线企图使会谈倒退到我的前任个人特使詹姆斯·贝克的上一

个和平计划上，而不是接受摩洛哥的自治提议，并企图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的结

论，即在西撒哈拉未来地位和行使自决权等核心问题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22. 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团表示关切的是，摩洛哥在利用探讨创新方式和具体讨

论议题的机会，转移会谈审议 2007 年 4 月提议的大方向，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会

谈似乎取得进展的表象。   

23. 双方商定于2011年 7月19日至21日再举行一轮非正式会谈，再次审查 2007

年 4 月的提议并讨论一个或多个创新方式或具体议题。此外，双方原则上同意定

期举行更多轮非正式会谈，直到取得足够进展后再举行一轮正式谈判。随着这一

进程的展开，双方将有大量的机会确认其意图，表明其不仅有继续会晤的政治意

愿，而且有进行真正谈判的政治意愿，并且更多地共同自主掌握谈判进程。就像

过去一样，这些更频繁的会议也将给双方和邻国提供非正式机会，可以就共同关

心的重大区域和双边问题交换意见和澄清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