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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  第七十五年 

议程项目 32、37、68、70、75 和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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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促进和保护人权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2020 年 6 月 9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自 2004 年以来，在阿塞拜疆的倡议下，大会通过了八项题为“失踪人员”

的决议，重申国际人道法规定的关于失踪人员的义务，并呼吁武装冲突当事国采

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强迫失踪，并查明因此种情况而据报失

踪人员的下落。1 

 2019 年 6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关于失踪人员的第 2474(2019)号决

议，这是安理会有史以来首次就此问题通过决议，其中安理会重申强烈谴责在武

装冲突局势中蓄意以平民或其他受保护人员为目标的行为，促请武装冲突各方根

据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停止这种做法。其他规定包括促请武装冲突各方采取

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因武装冲突而出现人员失踪情况，便利家庭团聚，并确保公

正和有效地调查和起诉与因武装冲突而失踪人员有关的罪行，以期全面追究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大会第 59/189 号决议(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55 号决议(2006 年 12 月 19 日)、第 63/183

号决议(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 65/210 号决议(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 67/177 号决议(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 69/184 号决议(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 71/201 号决议(2016 年 12 月 19 日)和

第 73/178 号决议(2018 年 12 月 17 日)。 

https://undocs.org/ch/S/RES/2474(2019)
https://undocs.org/ch/A/RES/59/18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55
https://undocs.org/ch/A/RES/63/183
https://undocs.org/ch/A/RES/63/183
https://undocs.org/ch/A/RES/65/210
https://undocs.org/ch/A/RES/67/177
https://undocs.org/ch/A/RES/69/184
https://undocs.org/ch/A/RES/71/201
https://undocs.org/ch/A/RES/7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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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在其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最新报告中，特别关注不断有人员失

踪的悲剧，指出以下几点：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禁止强迫失踪。国际人道法要求各方防止人员

失踪，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查明因武装冲突而据报失踪人员的下落。国际

人道法还规定，家属有权获得关于失踪亲人命运和下落的信息，各国必须调

查据指控的战争罪，其中一些可能涉及导致人员失踪的侵犯行为，包括强迫

失踪案件。2 

 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大会、秘书处以及联合国相关机关和机制始终

重视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并系统地重申要求武装冲突各方充分履行国际

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包括与失踪人员有关的义务。 

 众所周知，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持续侵略导致阿塞拜疆的大片领土，包括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域、七个邻近地区和一些飞地被临时占领。战争夺走了数万

人的生命，破坏了我国的城市和生计，并造成一百多万阿塞拜疆人被迫背井离乡，

舍弃财产。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在侵略过程中犯下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相

当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行为。 

 最近发表的关于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的战争罪行和亚美尼亚责任的综合报

告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亚美尼亚犯下的多重战争罪行的范围、种类和一

贯性，包括与以下方面相关的罪行：平民伤亡，平民财产，虐待被羁押人和战俘，

劫持人质，族裔清洗、强迫流离失所和改变被占领土性质，破坏文化遗产，以及

破坏自然环境。报告审查的一些罪行构成灭绝种族罪，因为阿塞拜疆人因其国籍

和(或)族裔而成为目标，其犯罪意图则是部分摧毁该族群。3 

 截至 2020 年初，登记在册的共有 3 889 名阿塞拜疆公民因冲突而失踪，其中

包括 719 名平民。这些平民中有 71 名儿童、267 名妇女和 326 名老年人。经证

实，3 889 名失踪人员中有 871 人被当作战俘或人质带走，包括 604 名军人和 267

名平民，这些平民中有 29 名儿童、98 名妇女和 112 名老年人。4 

 那些据报失踪的人员是在令人严重关切其是否安好的情况下失踪的，特别是

考虑到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在冲突期间广泛采用残暴的作战方法。亚美尼亚违反了

国际法，因为它拒绝说明其控制范围内失踪人员的下落，也拒绝对失踪人员的下

落以及至少 871 人已被其拘留且此后一直未露面的现有证据展开及时有效的调

查。亚美尼亚还违反了国际法，因为它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阻挠态度，给失踪人

员的亲属造成了更多的痛苦。 

 亚美尼亚的国际责任涉及各种法律后果，包括提供适当赔偿的义务，而针对

据报在冲突中失踪的阿塞拜疆公民实施侵害行为的责任人，应在国家和国际两级

__________________ 

 2 S/2020/366，第 30 段。 

 3 A/74/676-S/2020/90，附件。 

 4 详情见阿塞拜疆共和国战俘、人质和失踪人员问题国家委员会网站 www.human.gov.az。 

https://undocs.org/ch/S/2020/366
https://undocs.org/ch/A/74/676
http://www.human.gov.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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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刑事或其他制裁。所有国家必须进行合作并作出必要努力，以制止这种违反

国际法的行为及其肇事者逍遥法外的现象。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2、37、68、70、75 和 83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

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