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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44 

中美洲局势：实现稳固持久和平的 

程序和形成和平、自由、民主和 

发展区域的进展 

 

  2002年 4月 15日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向你转递 2001 年 11 月 29日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米雷娅·莫斯科索和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米格尔·安杰尔·罗德里格斯签署的文件全文，题为《和

平、人类安全与非军事化宣言》（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4的文件分发为荷。 

 

 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    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大使 

 贝恩德·尼豪斯（签名）    拉蒙·莫拉莱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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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4月15日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

附件 
 

  《和平、人类安全与非军事化宣言》 
 

 巴拿马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两国的合法代表为纪念两国的《边界条

约》签订 60 周年，在巴拿马共和国奇里基的班比托市一起开会，共同发表了这

项拉丁美洲和平、人类安全与非军事化呼吁。 

 感谢拉法埃尔·安杰尔·卡尔德朗·瓜尔迪亚总统和阿诺尔弗·阿里亚

斯·马德里总统富有远见的决定，在 1941 年为我们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和

敬爱的关系建立了基础。在划定领土边界后，两国边区之间接着进行了贸易和文

化交流，加强了两国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加强了这样的意识，即必须通过建立和

维持共同边界上的国际友谊公园，维护和发展两国的共同生物财富。 

 由于我们两国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承诺以及致力人的发展，我们的先辈能够做

出了这项决定。对于面对贫穷和无知威胁的民众来说，带来安全的内部和平是国

家之间保持融洽关系的一项必要条件。 

 我们两国对于和平的历史使命光明磊落地表现在我们的决定上：在一个过去

充满内战、政变、军国主义和国家之间争端的地区，我们撤消了军队。因此，哥

斯达黎加在 1949年废除了军队，而巴拿马也在 1990年采取了相同的措施，这项

措施在 1994 年获得宪法的地位。我们通过向战争宣战、单方面解除武装，选择

了和平与人的发展的途径。在一个需要和解、克服不同文化和宗教、不同种族和

民族之间的差异的世界中，出发点必须是唾弃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的一切形式的

暴力行为。 

 时势证明我们是对的：新千年的到来有助于克服以领土范围为重点的陈旧的

主权概念，逐步出现的是联合国组织推动的一种新的安全概念：人类安全——人

人安全是我们两国政府今天的当务之急。 

 人类安全概念的出现是由于人们体会了两种意识：第一种意识是，在第三千

年的初期，主宰过去的军事安全模式不再发挥作用，以有效地对抗人类生存面临

各种危险的新情况所带来的新威胁；另一种意识是，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共同

生活是基于尊重法治、权力分立、代表民主制和民众积极参与共同事务的讨论和

管理；换言之，人们意识到，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不过是国家在建立公正的社会

过程中承认失败的象征而已。 

 对于我们美洲的具体情况来说，人类安全针对的是必须改变军人在本区域历

来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国的领土完整没有受到威胁和存在巨大的社会需

要，可是指定的资源往往要用于不合时代的负担沉重的军事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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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国所遵循的新的安全概念不是基于国家的武力威胁，而是基于每个国

家的每一名民众享有物质福利、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政府制度、正义、教育、卫

生和经济、社会及政治活动。人类安全概念要求尊重少数和严格遵守人权，以此

作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件。 

 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两国可以自豪地指出，两国具备本区域内最佳的人的发

展指数，因此，除其他外，还长期重视人类安全。为此，我们继续承诺引导两国

政府的行动致力执行一个连贯的、民主的、共同参与的人类安全模式，以维护两

国人民的个人和集体尊严。为了加强我们两国的这项承诺，我们指示各自的外交

部长成立一个两国人类安全委员会，任务是在有关领域制定和执行一项共同政

策。 

 我们重申我们的信念，认为我们两国人民在促进安全和人的发展以及在和平

共存的实践方面取得的经验，是对拉丁美洲国家共同体人民的号召，为新的自由

与正义目标走上非军事化和民主之路。 

 我们宣布两国的共同边界为本区域内和平、卓有成效的共存与合作的榜样，

我们承诺以两国的道德力量设计两国人民未来的蓝图，致力于生命的创造，唾弃

鼓吹死亡的文化。有鉴上述和作为上文的推论，哥斯达黎加总统和巴拿马总统又

利用这个纪念外交关系和国际合作取得丰富成果的欢欣的会见机会，向拉丁美洲

国家元首发出呼吁，采取行动力求： 

－ 逐步取消军事力量，方法是逐步将其变为民警机构。 

－ 削减军方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进程中的影响力。 

－ 对武装部队的成员进行再教育和为他们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以及促进

民警的重新培训方案，培训重点是尊重和维护人权和民主及公民的价值

观念。 

－ 监测并核查中美洲国家的非军事化协定，协助中美洲巩固 90 年代在削

减军队和加强新的民主国家进程中取得的重大进展。 

－ 以和平的谈判机制取代武装暴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同时推动预防性

外交、对话和法律程序作为预防、解决和化解暴力冲突的惯常方式。 

－ 引导其政策采取本文提议的人类安全模式。 

－ 将军事经济变成和平经济。 

－ 利用和平红利，以便至少将国内总产值的 5％用于公共卫生开支，并提

倡在 2010年至少将国内总产值的 6％用于公共教育。 

－ 使广泛的社会行动者与代表性的政治家之间长期的社会对话进程规章

制度化，以此作为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和国家团结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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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定、签署和批准关于保护人权的各项国际条约，特别是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 

－ 完善和加强美洲人权体系，增加其资源，以便帮助其机构将来长期运作，

以及协助受害人接触该体系，并适当落实其决议和建议。 

－ 商定和批准关于消除核武器的国际条约和关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

条约。 

－ 修订关于管制武器贩运的国内立法和批准关于转移轻型武器的行为守

则。 

－ 执行措施，以预防和避免未引爆的弹药和杀伤性地雷引起的事故以及清

理藏有这类物品的地点。 

－ 唾弃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因其不尊重生命，缺少容忍和侵犯人类的个人

和集体权利。 

－ 批准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规定的反对恐怖主义公约。 

－ 支持加强美洲国家组织的半球安全委员会。 

－ 从幼年起提倡促进和平与民主的公民教育，特别是支持和平大学的工

作，尤其是其和平文化方案，以协助培养个人在建设和平与人的发展方

面的责任。 

 2001 年 11 月 29日订于巴拿马共和国奇里基班比托市。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 

 米雷娅·莫斯科索      米格尔·安杰尔·罗德里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