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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41(d)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 

 

  “白盔”志愿人员参与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救济、复原和技术

合作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叙述了在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济、复原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

中，“白盔”倡议的执行情况。报告围绕若干重点加以描述并提供了自 2001 年 8

月 21 日提交上次报告(A/56/308)以来“白盔”所采取的行动的最新情况，并向联

合国系统建议，应当在全系统活动中采用事先确定、随时待命和训练有素的志愿

队。报告进一步欢迎更多的会员国参与“白盔”倡议。以便受过专门训练的志愿

人员能够提高紧急反应能力及加强发展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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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8/150。 

 
**
 本报告于 2003 年 8 月 27 日提交，以便编列增补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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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 49/139 B、50/19、52/171、54/98 和 56/102 号决议呼吁由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管理的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志愿人员方案)，同整个联合

国系统一道，鼓励利用“白盔”倡议所提供的专业知识。该倡议是阿根廷政府发

起的，其目的在于提倡一个概念，即由各国志愿工作团组成事先确定、随时待命

和训练有素的志愿队、听由秘书长调遣、支助紧急救济、复原、重建和发展活动。 

2.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01 年 3 月至 2003 年 7 月。报告中综述了在与不同伙伴

协作方面,尤其在通过阿根廷白盔委员会与阿根廷政府协作方面所取得的进一步

进展。 

3. 报告叙述了方案活动的重点及其成果、现有机制和伙伴关系、以及资金筹措

和资源调集等问题,并着重指出了该概念推广实施的各种机会。许多当事方都高

度赞扬了这一共同计划和由此产生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和“白盔”方案。受征询的

会员国、联合国国别办事处和许多个人及组织均认为，该方案是支助人道主义活

动的一个有益机制。 

4. 阿根廷政府继续在大会各项决议所设想的框架内，通过“白盔”委员会同联

合国志愿人员协作，积极支持方案的扩展。在有效应用“白盔”概念和方式方面，

联合国志愿人员和“白盔”委员会伙伴关系是一个范例。不过，虽然大多数活动

都是通过这一伙伴关系开展的,但其他一些国家已指定联络中心来探求和实现倡

议的扩展。 

 二. 方案活动的重点 

5.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阿根廷最近遭受了政治和经济困境，但该国政府依旧维

持其对“白盔”计划的永久承诺，依然是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主要捐助者。 

6. 在联合国志愿人员和“白盔”委员会伙伴关系的范围内，自上次报告

（A/56/308），开展了下列活动: 

 (a) 应捷克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派遣了 3 名“白盔”志愿人员，前往帮助该

国在 2002 年年中遭受严重洪灾后开展农田恢复工作。 

 (b)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伊拉克和中东国家最终局势准备和应急计划的框

架内，白盔应邀提供事先选定的“复杂局势”援助专门工作队，由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指定其职权范围并负责遣派。通过自始至终与联合国志愿人员保持联系，进

行了甄选，选出的待命志愿人员现已交付联合国志愿人员，供联合国系统使用。 

 (c) 鉴于联合国志愿人员和“白盔”于 2002 年 7 月在黎巴嫩和科索沃发起

的“白盔”体育项目非常成功，又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合作，开

展了第二个方案，支助科索沃的体育发展。联合国志愿人员和“白盔”帮助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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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教练和社会体育活动方案。这一项目的有关资料，也提供给秘书长体育促

进发展与和平特别助理。 

 (d) 应联合国秘书处政治事务部的请求，向斐济派遣了 3 名“白盔”志愿人

员，担任该国 2001 年全国大选的观察员；志愿人员在该国不同地区开展了选民

登记、管理和监督工作，并参加了整个选举过程； 

 (e) 2000 年，同南锥体共同市场(南方市场)的其他成员一致确认，加强和适

当协调一个区域人道主义援助行动计划非常重要，因此，“白盔”委员会于 2001

年 8 月就此问题组织了一次研讨会。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 

和智利派代表团参加了研讨会的活动，讨论了对灾害的心理影响和打击的重视、

联络中心的协调、机构调查以及受灾地区的后勤协调等领域的问题。该行动计划

的预期成果之一就是，建立快速反应紧急救援别动队。联合国系统、美洲国家组

织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代表、阿根廷外交部及武装部队官员、以及日内瓦联

合国志愿人员人道主义救援股长也出席了这次活动。 

 (f) 由于 2001 年 2 月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地震，并应该国政府的请求，派

遣了 3 名“白盔”志愿人员，协助该地区的调查、规划和重建活动，并制定一个

预防项目。 

 (g) 2001 年 1 月萨尔瓦多发生地震以后，派遣了一支“白盔”志愿人员队伍，

协助房舍重建。 

7. 从下列事例中可以看出，“白盔”直接，或通过同联合国系统或区域组织的

一个机构或方案，对各国提供的援助，继续显示了部署事先确定、随时待命和训

练有素的志愿队可能取得成功： 

 (a) 2003 年 3 月底玻利维亚遭受山崩灾害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调

下，派遣了 4 名“白盔”志愿人员，前往协助紧急物资管理和向受害者提供心理

健康和创伤医护服务。 

 (b) 2002 年 4 名“白盔”志愿人员在尼加拉瓜的希诺特加省启动实施了一项

可持续的教学和教育方案。该项目后来应当地政府的要求进行了扩展。 

 (c) 一大批具有水文学知识的“白盔”志愿人员为乌拉圭的杜拉斯诺市实施

了一项紧急和洪灾控制试点项目。通过这一方案，制定了一些应急计划并在受灾

地区建立了有效的洪灾控制系统。该项目是协同乌拉圭国家水文地理局一道开展

的。 

 (d) 4 名“白盔”志愿人员培训了乌拉圭当地各部门的志愿人员，帮助进行

自然或人为紧急情况救助，并建立了一个志愿人员及非政府组织数据库，来为该

国全国应急系统及各部门应急委员会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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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应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政府的请求，派遣了 14 名“白盔”志愿人员，

并为两国共有的帕斯河域居民制定了一个参与性灾害管理方案。该项目包括对当

地居民进行自然灾害紧急援助及培训。 

 (f) 一批“白盔”志愿人员正在为尼加拉瓜的 Bosawás 人保留地的土著居民

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基础和体系。在美国政府及美洲国家组织的资助下，该项目

正在通过指导和培训当地教师，来培养当地人力资源。 

 (g) 在上次的一个事先确定行动后，开展了一个项目，来重建和增强尼加拉

瓜遭受“米奇”飓风严重打击的畜牧和农业部门的生产能力。由于这次于

2001-2002 期间开展的第一期活动取得了成功，所以应当地政府的要求又于 2003

年开展了第二期行动。 

 (h) 12 名“白盔”志愿人员在巴拿马的 Ngobe Bugle 土著地区的学校中实施

了一项保健和营养控制方案。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当地居民开设一个完整的保健

培训方案。 

 (i) 应阿根廷当地政府的请求，28 名“白盔”志愿人员于 2002 年年中提供

了两个月的合作，参加了对境外捐赠的医疗物资管理、分类和组织。 

 三. 现有机制和伙伴关系 

8. 联合国志愿人员/白盔委员会继续直接响应东道国政府或联合国系统的要

求，在联合国各机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方案的框架内开展各项活动。 

9. 在报告所述期间，与联合国各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受惠国的国家机构

协作，开展了一些活动。 

10. 正如秘书长上次报告所述，1999 年的“白盔”委员会方案合作审查提到了“白

盔”概念的实施及其积累的经验。审查活动指出，若能将该倡议的概念推广到其

他多边筹资机构、国家志愿团、民间社会、区域组织和其他相关实体加以发扬光

大，该概念就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援助方式。 

 四. 筹措经费和调动资源 

11. 大会第 49/139 B 号决议赞同并设立了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志愿基金。 

12. 若干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通过现金或实物捐助的方式，向特别筹资“窗口”

提供支助。阿根廷政府仍然是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筹资“窗口”的主要捐助者。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鼓励更多的其他国家来提供捐助。 

13. 1999 年 7 月美洲国家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之间签署了一项区域技术合作(非

可补偿性)协定。协定就如何为“白盔”志愿行动在美洲范围内开展的活动筹资，

4 
 



 

 5
 

 A/58/320

做出了规定。通过该协定，美洲开发银行决定提供一笔 750 000 美元或以其他可

兑换货币提供的等值非可补偿性捐款，作为在美洲的行动经费。美洲国家组织所

管理的这一特别基金接受所有会员国的捐助，并为本报告所述的许多人道主义活

动提供了经费，其中包括上文第 7 段中所述的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

巴拿马和乌拉圭开展的恢复、发展和灾害预防活动。 

14. 继成功设立特别基金之后，又收到美国政府为尼加拉瓜 Bosawás 人保留地人

力资源发展项目提供的 500 000 美元的捐款。 

 五. 结论意见 

15. “白盔”办法所展示的这种事先确定、随时待命和训练有素的志愿队概念被

视为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为紧急救济、复原、重建及发展活动提供支助的一种方

式。在联合国志愿人员和“白盔”委员会活动的联合方案拟订方面提出的意见表

明，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考虑创建和加强自己的志愿人员力量,来支助“白盔”

计划。 

16. 考虑到大会第 56/102 号决议，阿根廷政府批准了其对“白盔”倡议的支助，

并于 2003 年 7 月为委员会指定了新的主席和理事会成员。 

17. 为了使联合国志愿人员、“白盔”委员会和其他参与政府在上述的成功经验

基础上再接再励，人们希望能够动员向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筹资“窗口”提供更

多捐款。这将使其他会员国能够利用这些重要的经验。 

18. 大会不妨重申其在第 49/139 B、52/171、54/98 和 56/102 号决议中对“白

盔”倡议的支持，并要求有关会员国及联合国系统进一步加强并运用这一方式，

来应付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所引发的需求。这在加强联合国能力，以便

通过志愿服务的参与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尤其有用。 

19. 考虑到自联合国第一项(第 49/139 B 号)关于“白盔”倡议的决议通过以来，

已经过去了 10 年，大会不妨考虑请秘书长办公厅分析可否将该倡议纳入联合国

系统的方案规划之中，就适当的机制及领域提出建议，并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报

告其分析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