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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8 

联合国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 
 
 
 

   联合国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联合国系统在执行反恐战略方

面开展的活动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本增编载有美利坚合众国提供的资料，作为该国对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全球反

恐怖主义战略的报告所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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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会员国、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对执行《联合国

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的投入 
 
 

 A. 会员国 
 

  美利坚合众国 
 

1. 美国一直并依然坚定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致力于落实该战

略四大支柱中的每个支柱并支持其他国家和有关多边组织为此做出努力。 

2. 在国家一级，2011 年《美国国家反恐战略》正式确定了美国过去两年半来一

直采取和不断调整的方针，该方针与联合国反恐战略所载基础广泛的方针相一

致。2011 年美国反恐战略只是 2010 年春季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大战略的一部分，

这个大战略确认，仅从反恐怖主义的角度看待外交和安全政策会事与愿违。因此，

美国的反恐政策是更广泛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旨在巩固这些利益。

2011 年美国反恐战略确认，反恐工作得益于——也经常有赖于——更广泛的外交

努力，无论是促进和平解决政治争端、经济增长、发展、善治，还是人权和法治

都是如此。 

3. 根据新的战略，美国继续采取“政府一盘棋”办法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

主义所构成的挑战，并加强那些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应对挑战的各种工具，无

论是外交、执法、发展和情报方面的工具还是军事工具。然而，美国的办法不是

要“一刀切”，而是确认对不同地方的不同威胁采用不同的工具。 

4. 美国的反恐战略还强调务必正视基地组织的暴力意识形态及其反响，为此要

查明和应对基地组织用来推动招募人员、发展激进主义势力和开展暴力动员的当

地具体条件和因素。 

5. 该战略确认，美国及其伙伴过去十年来在战术反恐领域取得长足进展——清

除了街头恐怖主义分子，捣毁了多个恐怖主义小组并挫败了各种阴谋。不过，在

战略一级，2011 年美国反恐战略确认，国际社会必须改进工作以减少暴力极端主

义的驱动因素，明显削弱恐怖主义宣传的效力，最终使招募的恐怖分子人数有所

减少。 

6. 美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重点有三个工作主线：一是取缔暴力极端主义

言论，以减少其“吸力”；二是为弱势青年开发取代激进主义路线的积极办法，

以削弱不满情绪和未得到满足的期望所产生的“推力”效果；三是增强开展这些

活动的伙伴能力。 

7. 2011 年美国反恐战略强调，我们要努力支持美国境内的各个社区建立更强大

的复原力并制定战略，以应对基地组织极力煽动激进主义路线的威胁。该战略重

申，美国承诺遵守和维护核心价值观，包括尊重人权和法治，并确认只有将尊重

人权和法治置于首要核心位置，反恐工作才能取得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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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1 年美国反恐战略的指南是，务必拓宽和深化与世界各地机构和各国的伙

伴关系，因为美国确认，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消灭基地组织及其附庸和追随者。

相反，我们必须与主要伙伴和盟友携手，共同承担共同安全责任。为此，美国反

恐战略着重增强薄弱和脆弱国家的体制能力和其他能力，以防它们成为恐怖主

义、招募行动和不稳定的滋生地，并使政府能够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教育和就

业。 

9. 该战略强调，有必要加强当前与各国政府、多边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

结成的伙伴关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正如过去一年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所示，

随着这种威胁日趋扩散，这些伙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10. 过去十年来，建立和加强打击 21 世纪恐怖主义的国际架构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其中包括在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内成立了许多反恐机构。2011 年美国反恐战

略确认通过这些机构开展工作具有多重效益：即利用这些机构的专业知识和资

源，深化我们各个伙伴的参与程度，并加强我们各项工作的合法性。 

11. 根据这项战略，过去两年来，我们加强了对联合国各反恐行为体的政策和规

划支持。在联合国继续就反恐问题进行战略接触，一直是美国的优先目标。美国

还大力支持设立联合国反恐协调员，该协调员将能够提高联合国自身在反恐问题

上的战略参与程度。 

12. 自大会最近于 2010 年 9 月审查联合国反恐策略以来，美国与许多联合国行

为体都进行了接触，包括与安全理事会的三个有关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关于基地组织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决议和第1989(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进行了接触。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13. 美国在起草和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963(2010)号决议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安

全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任务期限延长三年，并扩大了

其任务范围，进一步强调预防和人权。2010 年，执行局对非洲之角、萨赫勒地区、

南亚和欧洲的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以评估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执

行情况。美国向执行局提供了支持，是 2010 年 12 月纽约讲习班的共同出资方和

参与方，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处理高知名度恐怖主义案件经验的高级检察官参加了

这期讲习班。美国还参加了 2010 年 10 月在萨拉热窝举办的国家协调和区域合作

问题区域讲习班，以及 2010 年 12 月在塔什干举行的预防恐怖主义和打击暴力极

端主义讲习班。美国还为 11 月在内罗毕举办的东非次区域讲习班提供了资金，

该讲习班的目的是增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的能力，其中呼吁会

员国采取适当步骤，禁止和预防煽动实施恐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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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14. 美国继续敦促国际社会全面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2011 年 9 月接待了

委员会对国内的成功来访。这次访问是委员会进行的第一次国别访问，使人们对

美国许多机构为执行该决议所采取的行动有了概括的了解，并强调了“政府一盘

棋”执行决议的办法。美国还向联合国全球和区域裁军活动信托基金捐赠 300 万

美元，以支持该决议的执行。 

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 

15. 美国继续资助一系列旨在提高主要区域对该战略认识的讲习班，包括 2010

年 11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2011 年 3 月在温得和克和 2011 年 7 月在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的区域讲习班。美国还参加了反恐执行队和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

组织的一系列专家级讲习班，以重申美国对支持在中亚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的坚定承诺，结果通过了一项联合行动计划。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16. 2010 年 6 月，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对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开设

消除恐怖主义吸引力政策中心表示欢迎，该中心负责对有关查明和预防陷入恐怖

主义的途径、针对招募恐怖主义分子行为的早期干预和各种改造举措的不同政策

和方案进行分析。在美国支持下，该研究所召集各主要国家的国家从业者分享经

验和查明改造恐怖分子的最佳做法。2011 年 5 月，研究所和海牙国际反恐中心发

起了一项关于监狱脱离接触和改造的举措。这项由美国参与发起的举措旨在提供

一个论坛，使决策者、从业者和专家们得以比较这个关键领域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 

17. 预防恐怖主义处及其全球反洗钱方案继续向各国提供反恐法律和相关方面

的援助。2010 年，美国向该处提供了支持，认捐 125 万美元，包括提供资金对也

门国家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反恐最佳做法方面的培训。2011 年，美国又向该处提供

支持，资助开办了各期课程，以便对不同地区的国家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反恐培训。 

国际原子能机构 

18. 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执行其《2010-2013 年核保安计划》，以打击与核材料和

其他放射性材料有关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积极参与了该机构的工作以加强对易

流失的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及相关设施的安保，降低恐怖主义分子可能使用

此类材料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