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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
*
 100(c)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 

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概述了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的活动。在这一期间，区域中心继续在区域内外促进对话和建立信任，

组织了两次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年度国际会议，会议已经成为探讨相关领域

重大挑战的重要论坛。区域中心并开展国家能力建设项目，以更好地打击小武器

和轻武器的非法贸易，并促进区域会员国关于武器贸易条约对话，为条约的最后

谈判做好准备。此外，区域中心还通过和平与裁军教育加强外联和宣传活动，为

大中学生组织了多场活动，并为冲突后国家的数百名学生举办了一场艺术促进和

平竞赛。区域中心还加强了传播和外联工作，以更好地与区域内的各利益攸关方

进行互动。 

 在会员国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区域中心计划在下一年扩大方案，向会员国

提供实际援助，提高其应对裁军和不扩散领域挑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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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中心完全依靠自愿财政捐款来执行方案活动。秘书长谨向包括东道国尼

泊尔在内的会员国以及通过财政捐款和实物捐助支持中心业务和方案的其他伙

伴表示感谢。他呼吁区域内外各国为区域中心提供自愿捐款，以确保区域中心能

够持续开展活动和业务，并完成大会所赋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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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 42/39 D 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的任

务是，通过适当利用可得资源根据要求向亚洲区域各会员国互相商定的倡议和其

他活动提供实质性支持，执行和平与裁军措施。区域中心促进和协调联合国裁军

事务厅在亚太区域开展的区域活动。 

2. 大会在其第 67/65 号决议中，欣见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上年开展的活动，感谢东道国尼泊尔政府给予的合作和财政支持。大会重申大力

支持区域中心发挥作用，在区域一级促进联合国的活动，以增强会员国之间的和

平、稳定与安全，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报告本决议执行情况。 

3. 本报告根据上述要求提交，并述及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

间区域中心的活动。本报告附件载有显示区域中心 2012-2013 两年期信托基金财

务状况的财务报表。 

 

 二. 区域中心的活动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重点推动执行各项全球裁军和防扩散文书，加

强裁军、防扩散和区域安全领域的区域对话和建立信任，执行外联和宣传措施等

领域开展方案活动。 

 A. 推动执行全球裁军和防扩散文书 
 

5. 2012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区域中心在曼谷举办了关于执行《联合国从各

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的国家能力建设讲

习班。讲习班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支持，主要目标是加强泰国国家机构执行《行动

纲领》的能力。讲习班为期两天半，泰国外交部、国防部、司法部、检察长办公

室以及安全部门等 20 多个负责小轻武器机构的 50 多名官员参加了讲习班。国际

和本国专家向学员介绍了国际和区域小轻武器文书的最新情况，以及小轻武器的

转让控制、贩运和经纪活动。讲习班还审查了各种技术，交流了小轻武器管制，

包括库存管理、标识与记录保存、跟踪与销毁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做法。为进一步

确保长期可持续性，讲习班用泰文编写了一套关于小轻武器问题的重要背景文件

供今后使用。 

6. 在 2013 年 3 月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最后会议之前，区域中心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和 27 日在吉隆坡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以促进武器贸易条约及其谈判等重要

议题的区域对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19个会员国大约50名高级代表参加研讨会。

研讨会由马来西亚政府主办，并得到了日本、新西兰和瑞士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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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研讨会，参加谈判的高级官员进一步加深了对武器贸易条约最后谈判需

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理解，并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进一步阐明了问题，并提

供了有益的信息。研讨会邀请国际专家就讨论的一些重要议题发表深入见解，并

介绍了最新情况。 

8. 区域中心继续协助东道国尼泊尔开展努力，向尼泊尔减少武装暴力工作组的

活动提供实质性支持，以此应对小武器的挑战。工作组通过会议和其他活动，为

政府官员、国际和本国的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提供平台，交流小武器挑战

所涉问题的信息。专家组成员还得到了区域中心提供的有关武器贸易条约方面的

信息，并提取了最新情况介绍。 

 B. 增进裁军、防扩散和安全领域的对话和信任 
 

9. 区域中心继续在日本和大韩民国举行防扩散和安全问题年度会议。两次会议

为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政策研究所、学术界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代表进行国

际对话提供了重要论坛。与会者在会议上进行了坦率和非正式的讨论，并探讨了

这些领域重要挑战的应对办法。与会者通过会议从不同角度提高了对复杂问题的

认识，并促进了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建立信任，加强了应对挑战的办法。 

10. 201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区域中心与日本政府和静冈市合作，在静冈

市联合举行第 24 次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主题是“创建和平与安全的未来：紧

迫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 

11. 会议代表讨论了核武器对人道主义工作的影响以及推动核裁军的迫切需要。

一些代表认为亟需缔结一项核武器公约，而一些代表则赞成分阶段办法。关于中

东无核武器区问题，会议代表注意到成立无核武器区方面的挑战，包括次区域国

家尚未全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

与会者就如何应对非法的小轻武器挑战以及确保适当管制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

政府和民间社会代表都强调，在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最后会议之前，必须就这项

新的文书达成一致。与会者还讨论了民间社会在裁军和防扩散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鼓励加强与民间社会的合作。作为惯例，当地大批市民和学生以观察员身份参

加了会议。会议高度赞扬静冈市为会议提供的大力支持，包括动员大批民众参与

会议。还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一批高中生和大学生就和平与裁军问题发表了看

法，并与会议代表小组进行了讨论，突显了和平与裁军教育的重要意义和公众给

予的支持。 

12. 区域中心继续推动逐步发展的“济州进程”，2012 年 12 月 3 日和 4 日与大韩

民国外交和通商部在济州共同主持召开了第 11 次裁军和防扩散问题联合会议。

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以及政策研究所、学术界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的 40 多名

高级代表，进行了坦率的互动式讨论。 



 A/68/112

 

513-37339 (C) 

 

13. 第 11 次联合会议讨论了常规军备和导弹领域的挑战，会议的总主题是“亚

洲地区内外的裁军和防扩散：常规武器和导弹”。与会者注意到导弹扩散数的挑

战日益严峻，强调必须加强现行导弹控制制度。与会者还认识到必须制定常规军

备出口管制制度，并就如何改进武器经纪管理提出了切实的想法。与会者还审查

了与武器贸易条约谈判有关的挑战，并讨论了朝鲜半岛常规军备控制问题。 

 C. 伙伴关系、外联和宣传 
 

14. 区域中心继续努力促进和平与裁军教育，为 2012 年 8 月在日本琦玉市举行

的国际问题学生演讲活动作出了大量贡献。来自 5 所高中的学生发表了演讲，分

享了他们对联合国和日本政府的期望。这次活动包括一个由日本外务省、促进裁

军和不扩散中心、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和区域中心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小组。活动的

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对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认识。2010 年，在琦玉市召开的第

二十二次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的间隙，首次推出了这项和平与裁军教育举措，该

举措现已成为年度活动。2013 年的活动由琦玉市及其教育委员会同日本外务省、

日本模拟联合国和区域中心合作举办。该活动是推动和平与裁军教育的范例，展

示了增强地方政府同联合国合作的潜力。  

15. 2012 年 7 月和 8 月，区域中心在尼泊尔举办了一次儿童艺术竞赛，主题是“儿

童与和平”。约 400 名来自加德满都谷地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竞赛。儿童的绘画中

充满了五彩缤纷的和平标志以及白鸽、和平钟和释迦摩尼佛像。竞赛在 2012 年 9

月 21 日国际和平日举行的颁奖仪式中圆满结束。这一冲突后国家的数百名学童

用他们的绘画表达了自己的愿景，思考了竞赛的主题以及自己在和平与冲突方面

的作用，这在冲突后社会的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该项目成功的基础上，已启

动为尼泊尔学童开展一个规模更大的和平与裁军教育试点项目。 

16. 区域中心继续努力，通过扩大外联交流工作以及开展联合举措和项目，加强

同区域关键利益攸关方、包括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其他联合国实体以及

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 

17. 在这方面，区域中心加强了同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包括东南亚国家

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太平洋岛屿论坛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伙伴关系。区

域中心扩大了交流和外联活动，把学术机构和区域非政府组织纳入了这些活动。  

18. 区域中心启动了一项外联交流倡议，包括利用社交媒体，以确保定期提供有

关其总体工作和裁军问题的及时和准确的信息，从而拓宽了其同区域和国际利益

攸关方的接触。区域中心网站上的资料包括：通讯、区域中心工作最新资讯、中

心的活动报告以及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工具开展的外联活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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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今后的活动 
 

19. 区域中心计划进一步扩大努力，应区域各国请求，主要在培训、技术援助和

其他能力建设形式等领域为各国提供切合实际的援助，特别是应对小轻武器非法

贩运产生的挑战，以及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号决议和《武器贸易条约》。

预计将开展下列活动： 

 (a) 打击小轻武器的非法贸易是区域许多国家的优先事项之一。为协助各国

应对这一挑战，区域中心将灵活使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成功推出的打击

非法贩运火器、弹药和爆炸物的机构间培训课程，使其符合亚太区域的具体情况

与需求；  

 (b)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为支持国际社会努力防止非国家

行为体获得大规模毁灭武器，特别是用于恐怖主义目的，区域中心将同会员国、

参加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1540 委员会)的专家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

密切合作，推动充分执行这一重要举措； 

 (c) 在 2013 年结束《武器贸易条约》谈判后，区域中心随时准备应请求协

助区域会员国加强其签署和批准这一至关重要新文书的能力，并支持执行条约的

活动。 

 

 三. 人员配备和资金筹措 
 
 

20. 区域中心主任、1 名专业人员(P-3)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G-7)由经常预算供

资。此外，芬兰和瑞士向中心提供 2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日本向中心提供 1 名初

级专业人员。区域中心继续依靠自愿捐款资助其一切实务方案和部分业务费用，

并鼓励会员国为中心提供资金和实物支持。 

21. 2012 年，从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收到自愿捐款 152 253 美元。秘书长谨感谢

中国、芬兰、德国、日本、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新西兰、大韩民国、瑞士、

泰国等会员国为区域中心提供资金和实物捐助。此类资金和实物捐助依然对确保

中心持续开展其业务、核心活动和方案必不可少。秘书长敦促所有会员国、特别

是区域的会员国以及其他捐助方提供资金，支持执行造福亚太区域的各项中心方

案。 

 

 四. 结论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积极参与并支持亚太区域的和平与裁军举措。

区域中心继续在执行任务方面同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应请求为会

员国提供援助并开展外联和宣传活动。中心将继续在可行情况下扩大其活动的广

度和范围，包括确定新的创新模式为区域会员国提供支持。在日本和大韩民国召



 A/68/112

 

713-37339 (C) 

 

开的两次年度会议继续作为重要论坛，促进裁军、不扩散和安全等领域的对话与

建立信任。区域中心随时准备扩大为会员国提供的援助，以使它们能够应对在裁

军和不扩散领域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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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2 年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信托基金财务

状况 
 

(美元)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2012 年 1月 1日 712 049 

收入  

 自愿捐款  152 253
a
 

 利息收入 5 086 

 其他/杂项收入 47 998
b
 

 收入共计 205 337 

支出 188 638 

 方案支助费用 22 081 

 支出共计 210 719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2012 年 12 月 31 日 706 667
c
 

 

 a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收到捐款 152 253 美元：中国(50 000 美元)、德国(46 253 美元)、

哈萨克斯坦(10 000 美元)、大韩民国(40 000 美元)和泰国(6 000 美元)。  

 b
 系上期债务核销额 42 477 美元和相关的方案支助费用调整数 5 521 美元。  

 c
 包括 2012 年 1 月 1日的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加 2012 年已收讫的收入，减当年发生的支出。

在 2013 年 1 月至 5月 31 日期间，另收到新西兰的捐款 33 391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