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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0 月 2 日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通知你，在危地马拉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安理会将在 201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就“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举行公开辩论。这次辩论的基础将是秘

书长的报告，但为了帮助指导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危地马拉准备了一分补充说明

(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格特·罗森塔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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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0 月 2 日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对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的补充说明 
 
 

  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在促进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以及建设和平方面的

作用 
 
 

1. 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依靠成员国、国际和区域安全机构以及

民间社会之间的牢固合作。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常常被排除在正式的解决冲突进

程、政治对话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系统，包括负责执行和平协定和冲突后规划进

程机制和机构之外，因此，她们在冲突局势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更加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 她们在社区和解和长期预防冲突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未得到承认或

被忽视。因此，妇女组织往往不特别受重视，并且资源不足。 

2. 在危地马拉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将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举行公开辩

论，讨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辩论的基础是秘书长的报告；该报告在分析部

分特别强调了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在促进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的

作用。这次公开辩论将给安全理事会、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论坛，

以审查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讨论如何应对这方

面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审查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在武装冲突局势和建设和平中可发

挥的作用。  

3. 本次公开辩论会将审议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在推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方

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辩论中将找出存在的良好做法，会员国应支持并推广这些

做法。它将审查如何克服常常阻碍妇女团体有效参与正式解决冲突和巩固和平工

作的障碍(安全威胁，资源匮乏，成员流离失所以及缺乏信息)。尽管安全理事会

曾举行过一次公开辩论，讨论民间社会在预防冲突及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作用

(2005 年)，2012 年的这次公开辩论将是第一次审议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在预防冲

突、解决冲突和恢复方面可发挥的具体作用。  

4. 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支持妇女组织这一专题内，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可强

调下述 3 个次主题： 

 (a) 执行和平协定。和平协定中所作的承诺通过一系列机制和机构(例如负

责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各委员会，安全部门改革，法律和宪法改革，过

渡时期司法机制等等)得到落实，这些机制和机构将提供让公民参与的机会并可

扩大投资于可持续和平的社会基础。妇女组织可在这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确保执行上的安排照应到女性公民的需要。妇女民间社会领导人作为实施和平安

排的直接个人参与者，能够更广泛地照应到其所代表的女公民们。妇女组织也可

以发挥外部观察员的作用，监测这些执行机制的运作，并建立问责制。请各成员

国考虑如何促进一个有利于执行这些机制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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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联合国的过渡，包括特派团缩编。确保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顺利过渡，

并向进一步的发展阶段过渡，这一挑战是会员国及国际和国家利益攸关方颇为关

切的问题。特派团缩编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借以巩固在维持和平时期取得的成果。

但缩编也具有风险，特别是对妇女权利，动荡的安全和政治态势可以削弱妇女权

利。存在一些担心，即特派团缩编可能关系到供资水平下降，削弱对两性平等的

承诺的注意，损害对妇女的安全保障和保护。妇女团体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鼓励在过渡时期继续对两性平等的承诺。鼓励各会员国在过渡特派团缩编、过渡

和向联合国其他行为者和国家当局移交的职能的框架内，就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

全的各项决议的执行展开讨论，并讨论妇女组织对这方面工作的明智决策可发挥

作用。  

 (c) 为妇女民间社会组织保障安全环境。妇女组织有时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

局势中受到特别的安全威胁。甚至在参与和平进程和执行冲突后和平协议时，妇

女民间社会领导人也可能受到恐吓和骚扰，特别是在妇女所发挥的这些作用属于

非传统角色的社会。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保护妇女团体和妇女人权捍卫者，确

保她们受到的安全威胁不会阻碍她们参与解决冲突和政治进程，包括过渡。会员

国要分享促进对妇女组织领导人和成员可持续保护环境方面的良好做法。 

5. 最后，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其他会员国审议以下问题： 

 (a) 建立妇女组织参与执行和平协定的途径； 

 (b) 把妇女安全和其他优先事项纳入过渡工作(如特派团缩编规划和基准设

定)的良好做法； 

 (c) 确保在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保护妇女人权捍卫者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