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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六十四年

议程项目 14 和 18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局势  
 
 
 

2009 年 12 月 23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醒你注意亚美尼亚共和国代表最近在联合国所作的发言，他的发言违反

了该国政府作出的以建设性和符合国际法的办法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

冲突的公开承诺。 

 例如，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 2009 年 11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第

6216 次会议发言时声称，“亚美尼亚的介入(解读为：对阿塞拜疆的侵略)防止了

种族清洗，阿塞拜疆在七十年的苏维埃统治期间精心进行这一种族清洗，目的是

把亚美尼亚人从其世代居住的家园中清除出去”。另一个同样歪曲事实的例子是，

亚美尼亚代表在 2009 年 11 月 2 日大会第三委员会会议发言时声称，“在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地区，人民以和平方式和通过谈判谋求自决权”。  

 这种乖戾的指控并非例外，亚美尼亚官员通常都对针对阿塞拜疆发动的侵略

战争的起源、历程和后果作出种种推断。我们充分认识到，亚美尼亚误导国际社

会的企图显然有可能引起人们对问题实质的曲解，对政治解决愿景构成严重威

胁，意在倡导有罪不罚文化，因此不能置之不理。  

   至少令人奇怪的是，亚美尼亚代表提到了苏联统治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所谓

种族清洗政策和他们的“和平”愿望，但往往默默地忽略了某些事实，而这些事

实又无可辩驳地证明情况恰恰相反，特别是在苏维埃统治的 70 多年中，亚美尼

亚成功地扩大了本国领土，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阿塞拜疆牺牲领土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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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阿塞拜疆人赶出家园。简言之，在苏联时期，亚美尼亚

领土从 8 000-10 000 平方公里增加至 29 800 平方公里 。 

 1920 年代，Garabakh 山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内获得自治地位，并设法划定了其行政边界，以确保亚美尼亚人口占多数。

与此同时，当时密集居住在亚美尼亚的 50 多万阿塞拜疆人却被剥夺同样的权利，

甚至提及这项权利的任何尝试都受到迅速、粗暴和野蛮的压制。  

 亚美尼亚政府不应指责阿塞拜疆而应认识到，亚美尼亚肃清了境内的所有非

亚美尼亚人，成为独一无二的单一族裔国家，与其不同的是，阿塞拜疆至今都保

留着民族多样性。的确，亚美尼亚的政策和做法中普遍存在的赤裸裸的种族偏见

清楚地证明，埃里温官方的善意保证显然缺乏可信性。  

 此外，亚美尼亚还违背了其所谓的 “参与”这一公开表明的神圣宗旨，同

时提出了一系列历史论断，目的就是充实其领土扩张主义政策(见 A/63/ 

781-S/2009/156 号文件和下文第 21 段等)。换言之，十分清楚的是，亚美尼亚对

阿塞拜疆采取军事行动的目的从一开始便是以武力手段夺取领土，以及从根本上

改变它的人口组成。  

 对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现阶段冲突是如何开始的，亚美尼亚方面也

常常对事件的时间顺序十分“健忘”。事实上，亚美尼亚在对阿塞拜疆领土发动

大规模作战行动之前，曾于 1987 年年底对 Khankandi(苏联时期——斯捷潘纳克

特)和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发动攻击，导致大批阿塞拜疆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

者逃亡，还导致发表若干非法声明和作出若干决定，旨在单方面将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从阿塞拜疆分离出去。  

 1980 年代末，按照亚美尼亚当局的指示并在其庇护下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提出了各项主张，此后不久，剩余的 200 000 多名阿塞拜疆人被强行驱逐出亚美

尼亚。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各地都发生了杀戮、酷刑、强迫失踪、破坏财产

和掠夺。这些行径得到广泛而有系统的实施。1988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仅 3 天

内，发生在 Gugark、Spitak 和 Stepanavan 等亚美尼亚城镇的屠杀期间就有 33

名阿塞拜疆人被杀害。1987-1989 年，亚美尼亚境内共有 216 名阿塞拜疆人(包括

儿童，妇女和老人)被杀害。  

 1991 年年底和 1992 年年初，冲突进入军事阶段，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领土

上发起了作战行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攻击的规模、强度和连贯性增加。 众所

周知，1992 年 2 月阿塞拜疆的 Khojaly 镇被攻克，其居民遭到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1992 年 2 月 25 日夜间至 26 日，有 613 名平民被打死，其中包括 106 名妇女，63

名儿童和 70 名老人。另有 1 000 人受伤，1 275 人被扣为人质。迄今仍有 150

名 Khojaly 人失踪。事实证明，1992 年 2 月 25 日和 26 日杀害 Khojaly 平民的行

为是蓄意的，只是因为他们是阿塞拜疆人，便要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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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及其周围正在发生的武装冲

突导致近五分之一的阿塞拜疆领土被占领，使该国大约每八人中有一人成为境内

流离失所者或难民，20 000 人死亡，50 000 人受伤或致残，大约 5 000 名阿塞

拜疆公民仍然下落不明。对阿塞拜疆的侵略严重破坏了该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也给被占领土和亚美尼亚的文化遗产造成灾难性后果。  

 亚美尼亚以武力占领了阿塞拜疆领土，并在该领土上建立按族裔划分的、靠

亚美尼亚军事支助和其他支助而存在的傀儡分离主义实体，不被世界所承认。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人民以和平方式和通过谈判

谋求自决权”的说法令人听起来感到奇怪。应当特别强调，阿塞拜疆难民和境内

流离失所者被迫逃离，因为亚美尼亚及其军事力量的明确目标是在被占领土上进

行种族清洗和建立单一族裔文化。的确，亚美尼亚认为的“参与防止种族清洗”

显然应解读为“参与进行种族清洗”。  

 因此，亚美尼亚关于适用自决原则的主张有悖于国际法，在国际法上站不住

脚。否则，这将等于接受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行为的结果，其中特别包括相当

于最严重国际犯罪的行为和违反禁止使用武力规则的行为的结果。  

 请将本函和所载资料作为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14和 18的文件和安

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格申·梅赫迪耶夫(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