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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4月 1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 2002年 2月 25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02/5）。安理会

在声明中请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向安理会提交关于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境内卢旺达武装团伙成员人数的第一次评估报告。 

 随函附上联刚特派团根据安理会的要求交来的资料。评估采用介绍性叙述的

形式，并附有地图和详细的情况介绍。另有一节说明资料来源和评估方法。 

 联刚特派团提供的评估不仅涉及卢旺达武装团伙成员的人数，而且还包括

《卢萨卡停火协定》附件所列的所有武装团伙的人数、所在位置、领导人、组织

结构和军事装备，以帮助安全理事会了解武装团伙问题的背景。鉴于玛伊玛伊民

兵的存在在东部地区军事形势中举足轻重，关于玛伊玛伊民兵的数据单列为一个

附录。 

 联刚特派团将在其第三阶段部署取得更多进展后，对此次初步评估加以完

善，并提供其新版本。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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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活动的武装团伙的第一次评估 

  导言 

1. 本说明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2年 2月 25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02/5）提

交。安理会在声明中请联刚特派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内的卢旺达武装团伙

（前卢旺达部队和联攻派）成员人数进行第一次评估，并在 3月底前向安理会报

告。 

2. 根据该项要求，并依照其着手准备前作战人员的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

新安置和重返社会的任务，联刚特派团已从各种来源收集并分析关于刚果民主共

和国东部境内武装团伙的数据，包括来自金杜及其周边地区的数据。 

  资料来源 

3. 联刚特派团在编纂提交安全理事会的资料时，依赖于范围广泛的资料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卢萨卡协定》各签署方根据安理会 2001年 6月15日第1355（2001）

号决议第 8段对其所作要求提供的资料。安理会在该决议中请所有尚未提供资料

的各方“除其他外提供武装团伙的人数、所在位置和军事装备及拟议的复员地点，

以便联合国规划如何协助各方执行这些计划”。 

4. 联刚特派团向各方表达了其看法，即应将安理会的要求视为是邀请各方设立

机制，以交流和共同分析所要求的资料，而不是由各方一次性提交资料汇编，因

为随着当地局势不断发展，这种资料汇编可能变得不全或过时。 

5. 同时，联刚特派团已着手按照秘书长第十次报告（S/2002/169）中概述的办

法，尽可能详细了解武装团伙的人数、所在位置、军事装备、领导人、组织结构、

动向和意图以及随军人员人数。为此，自 1月底以来，联刚特派团解除武装、复

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司已派遣小组前往签署方首都以及刚果民主共和

国各地收集资料，并进行核对及分析。秘书长特别代表阿莫斯·纳曼加·恩贡吉

提请 2002 年 2 月在罗安达举行的政治委员会会议注意这些活动，并请签署方向

这些努力提供充分合作。 

6. 联刚特派团在金杜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其他地区的第三阶段部署将极其

有助于进一步收集和分析所需资料。为此，在金杜的军事部署于 2002 年 2 月开

始后不久，即有一支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小组前往该市，

与当地民政和军事当局接触，同时还尽可能同民间社会和其他资料来源进行接

触，后两者也许能就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境内武装团伙的情况提供进一步资料。

其他资料来源包括武装团伙成员、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安哥拉和刚果民主

共和国等国政府代表、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驻当地联合国机构人员以及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境内 55处地点驻扎的联刚特派团军事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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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武装团伙的状况千变万化。团伙内的派系联盟以及团伙之间的结盟情况不断

变化，而且往往与短期目标或个别行动有关。团伙内部存在与政治、经济或其它

目标有关的领导权的争夺。此外，军事行动的胜败也使团伙产生变化。它们处于

不断运动之中，尽管大概了解其所在位置，但无法确切指明。 

8. 为使安全理事会尽可能充分了解现阶段局势，包括迄今所收集资料的全面的

军事和安全背景，联刚特派团希望不仅提供关于卢旺达武装团伙人数的资料，而

且提供关于《卢萨卡协定》所列的要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的所有武装团伙的资

料。 

9. 联刚特派团还想提供在调查武装团伙情况过程中收集的关于玛伊玛伊民兵

的资料。虽然玛伊玛伊民兵未列入《卢萨卡停火协定》附件中的武装团伙，但它

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军事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将该资料载于本报告附

录。 

  安盟 

10. 联刚特派团最近没有接到有关安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活动的可靠报告，

但安盟可能利用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过境运输后勤物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

亚边境附近的难民营中可能有一些安盟的成员。 

11. 联刚特派团同安哥拉政府协商后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安盟成员是一

些没有统一指挥的团伙和个人，他们可能已加入其他武装团伙，或者不再开展活

动。联刚特派团的霍加狓电台已开始用葡萄牙语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安盟

战斗人员进行广播，告诉他们安哥拉局势的最新情况，包括若纳斯·萨文比去世

的影响和安哥拉政府重返社会方案的细节。有计划邀请安哥拉政府官员参加这些

广播。 

乌干达武装团伙 

12. 联刚特派团收集到的情报表明，在《卢萨卡停火协定》提到的六个乌干达武

装团伙中，只有一个仍在活动：民主力量同盟。其他五个团伙中的三个据说已经

解散。解放乌干达民族军(乌民族军)已并入民主力量同盟，乌干达民族拯救阵线

二和前乌干达国家军队(前乌军)在同坎帕拉进行谈判后即告解散。最后剩下的两

个团伙－上帝抵抗军和尼罗河西岸阵线－仍在开展活动，但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境内。 

13. 民主力量同盟据信有 200至 300名战斗人员，主要分布在距乌干达边境不远

的鲁文佐里山上。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开展活动的其他外国武装团伙不同的

是，民主力量同盟没有国外盟友。它和其他大多数武装团伙一样，只有一些轻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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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地剩下的民主力量同盟成员似乎处于孤立状态，易受到攻击，其实际战斗

力大大降低。因此，联刚特派团与世界银行冲突后基金及乌干达政府合作，准备

传播关于政府大赦和重返社会方案的信息，以便鼓励民主力量同盟成员停止活

动。 

布隆迪武装团伙 

15.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仍有捍卫民主阵线和民族解放力量的成员，它们在本国

也积极开展活动。 

16. 捍卫民主阵线是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的武装部队。它本身分为两派，由

Pierre Nkurunziza和 Jean Bosco Ndayikengurukiye 二人分别统领。但是，根

据未经证实的报道，Jean Bosco Ndayikengurukiye 最近被 Pierre Nkurunziza

推翻，实现武装部队统一，由一人领导。 

17. 联刚特派团估计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有 3 000 至 4 0000 名捍卫民主阵线部

队。他们主要沿坦噶尼喀湖两岸，分布在南基伍和加丹加省。在加丹加省，捍卫

民主阵线据说与刚果武装部队一同作战，在南基伍省，它与卢旺达武装团伙和玛

伊玛伊民兵联合作战。据说它有不同来源的外界支助，其中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

政府及其盟友。联刚特派团未能核实这些报道。莫利罗据信大约有 1 000名捍卫

民主阵线战斗人员，但是在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刚果民盟）于 3月中旬攻占该村

时逃散了。 

18. 民族解放力量是解放胡图人民党的武装部队。一般认为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境内的人数不多，但是联刚特派团没有关于它的兵力和位置的确切情报。 

卢旺达武装团伙 

19. 虽然《卢萨卡停火协定》提到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前卢部队)和联攻派，但协

定签署后收集到的证据表明，目前已将这些团伙合称为卢旺达解放军。卢旺达解

放军分为两部分，一个称为卢旺达第一解放军，另一个称为卢旺达第二解放军。

尽管有许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卢旺达武装团伙的情报来源，或许正是因

为如此，很难获得准确和可靠的数字。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待解除武装的外国

战斗人员中，卢旺达第一解放军和卢旺达第二解放军占大多数。 

20. 本文件列有截至 2001年 12月卢旺达政府向联刚特派团和政治委员会提供的

情报以及联刚特派团从其他来源收集到的情报。卢旺达政府提供的数字一般高于

从其他来源收集到的数字。但是，在最近的会晤中，卢旺达当局已同意联刚特派

团有关卢旺达第一解放军和卢旺达第二解放军兵力的估计数。这个估计数不包括

这些武装团伙中可能并入刚果部队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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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常将卢旺达武装团伙视为有建制的部队，并冠以师、旅、营、连等传统军

事名称。尽管本文件采用了这些名称，但联刚特派团并不认为卢旺达武装团伙有

传统的军事建制，也不认为他们必定有统一的指挥与控制。 

22. 1994年逃离卢旺达的前卢部队和联攻派据信大多数在卢旺达第一解放军。卢

旺达第一解放军的人数，视不同的情报来源，有很大差异。联刚特派团估计其人

数介于 4 000人至 6 000之间。 

23. 卢旺达第一解放军驻扎在北基伍、南基伍和马涅马省。据信它有两国师。

Arbre/Yaounde 师沿沙本达－菲齐－卡班巴雷轴线活动，Beor/Douala 师沿马西

西－瓦利卡莱轴线活动。 

24. 卢旺达第一解放军在 2001 年 5 月试图入侵卢旺达，但未获成功。据信其战

斗人员目前士气低落。他们处于孤立状态，居住条件极差。有迹象表明他们不再

得到以前曾得到的外界支助，联刚特派团知道这一点，并在刚果民盟和卢旺达当

局的合作及玛伊玛伊民兵代表的协助下，一直试图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同戈马以

北马西西附近的一些卢旺达第一解放军人员讨论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

会和重新安置的问题。 

25. 卢旺达第二解放军的人数据说比第一解放军更多，装备更为精良。其成员年

龄较小，没有参加 1994 年的种族灭绝。对其人数的估计有很大差异，一些可靠

的来源认为其人数介于 4 000至 6 000人之间。 

26. 卢旺达第二解放军据信至少有一个师，下有三个旅，驻扎在南基伍和加丹加

省，总部设在卢本巴希。仍未证实是否有第二个师。但是，据报道，在加丹加省

另外还有两至三个旅；根据传统军事建制，这似乎表明有第二个师，其总部在何

处不得而知。据说卢旺达第二解放军装备的武器比其他团伙更为先进，其中有轻

型高射炮。 

结论 

27. 联刚特派团第三阶段任务的主要目标是武装团伙的解除武装、复员、遣返、

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在实施第三阶段的框架内收集和分析了此处所列情报。随

着联刚特派团着手进行第三阶段第一步的工作和增加它在东部的人员，特别是在

金杜设立工作队，特派团预期会获得有关武装团伙的驻扎与活动的具体数据，并

会据此改进此处所列情报和增订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的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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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集团简表 

  乌干达 

   民主力量同盟/阵线 

结构 

民主力量同盟由 4 个连组成。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的行动成功后，民主力量同

盟现以 10至 15人的较小的编队行动，队与队间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协调。 

兵力 

200至 300名战斗人员 

地点 

! Edward湖以西和以北地区 

! Butembo 

! Varunga山 

! Beni 

! Kanyabayonga 

! Semliki 河以南地区 

! Rwenzori山，Buhira,Isale,Rugetzi以北地区 

武器 

主要是小武器（AK-47）。据报过去他们曾拥有 60毫米和 82毫米口径迫击炮

以及重机枪（12.7毫米口径）和 SPG-9式无后坐力炮。但是该集团以其目前

有限的人数，不可能携带重武器行进。 

其他装备 

据报该集团有机会使用卫星电话、背负式无线电和莫托罗拉步话机 

同其他集团之间的联系 

上帝抵抗军（上帝军）、解放乌干达民族军（乌民族军） 

支助 

! 民主力量同盟反叛的领袖据信来自乌干达中部和东部，因此可能继续从该

地区得到支助。 

! 据报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前曾支助该集团。联刚特派团无法证实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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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隆迪 

  捍卫民主阵线 

政治领导人 

皮埃尔·恩居吕恩齐扎让-博斯科·恩达伊肯古鲁基耶 

兵力 

捍卫民主阵线据估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驻有大约为数  3 000 至 4 000

人的部队。 

地点 

! 在 Moliro、Mwenge和 Moba驻有 1 000人；从 Moliro逐出的部队所在地不

详。 

! 2 000人散布在 Fizi和 Ubwari附近和坦噶尼喀湖沿岸。 

! 1 000人在 Lumbumbashi附近（Kampini、Pweto以北，Kinsense河，Kamamba、

Kilewa、Kilinga） 

武器 

步枪和手榴弹、12.7 毫米和 14.5 毫米口径重机枪、火箭榴弹火箭发射器；

60.82和 107毫米迫击炮。 

其他装备 

在坦噶尼喀湖上行驶的快艇（供运送人员和补给）。捍卫民主阵线战斗部队使

用莫托罗拉收发报机。他们还拥有远距离通讯用的卫星电话和“全球通”电

话。 

同其他集团之间的联系 

刚果武装部队、津巴布韦国防部队、卢旺达解放军㈡和玛伊玛伊民兵。 

支助 

捍卫民主阵线一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同刚果武装部队、前卢旺达武装力

量、联攻派民兵和玛伊玛伊民兵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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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旺达 

  卢旺达第一解放军 

结构 

在 Kivu驻有两个师：总部 Kahuzi-Biega;北-Kivu Beor/Douala,南-Kivu Arbre/Yaounde 

! Limpopo旅/Tribune（Masisi） 

! Lilongwe旅（Walikale） 

! Misissipi旅 Tensiometre（Shabunda） 

! Kolwezi旅（Fizi） 

! Matadi旅（Kabambare） 

兵力 

4 000-6 000人；卢旺达爱国军的估计数约为 13 000-15 000人。 

地点 

! Masisi 

! Walikale 

! Shabunda 

! Fizi 

! Kabambare 

武器 

卢旺达爱国军资料：AK47式步枪；M16；MMGS和手榴弹；60-82毫米口径迫击炮；火箭发射

器，如火箭榴弹和 107毫米卡秋莎单管火箭炮等；地雷（反坦克地雷和杀伤人员地雷）；轻

防空炮（11.5毫米、12.7毫米）。 

其他消息来源：80毫米迫击炮；7毫米火箭榴弹；12.7毫米机枪；AK47和杀伤人员地雷。

其他装备 

莫托罗拉无线电和卫星电话 

支助 

消息来源指称，该集团曾得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支助，但可能已停止提供这种支助。

此外据报还从 Masisi、Lulimba和 Kilembwe等地的空投得到后勤支助。2001 年 5月 1日和

3日 Antonov 12得到最后一批补给（未经证实）。联刚特派团未能核实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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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旺达 

  卢旺达第二解放军 

结构 

在 Katanga 驻有一个师：包括一个现役旅（“地平线”部队）；11 和 12 旅非现役；Nyunzu

驻有“地平线”部队。 

! Kabalo 旅和“美洲虎”旅非现役。“美洲虎”旅的一些部队散布在 Kabalo 和 Nyunzu。

Kasai旅已移师北上与卢旺达第一解放军会合。目前的所在地不详。 

! “信天翁”旅（未经证实）和两个营（“武士”营和 Claire营）。 

兵力 

总兵力为 4 000-6 000 人。据卢旺达爱国军和刚果争取民主联盟说，卢旺达第二解放军同

刚果武装部队组织联合行动并互相支援。 

地点 

! Lubumbashi 

! Nyunzu 

! Kabalo 

! 坦噶尼喀湖南端沿湖地区 

武器 

卢旺达第二解放军与卢旺达第一解放军相比，装备较好但经验较少。卢旺达第二解放军的

重武器（80、105和 120毫米口径迫击炮）似乎受到损失，这些武器在其 Makotano的前基

地为卢旺达爱国军缴获。据卢旺达爱国军说，卢旺达第二解放军配备有 AK47和 M16式步枪、

机枪和手榴弹、60-82毫米迫击炮、火箭发射器（如火箭榴弹和 107毫米卡秋莎单管火箭炮）；

反坦克地雷和杀伤人员地雷；轻防空炮（14.5 毫米、12.7 毫米）。这一说法大体得到其他

消息来源的证实。 

其他装备 

卫星电话和莫托罗拉无线电 

同其他集团之间的联系 

据卢旺达爱国军说，卢旺达第二解放军与捍卫民主阵线/刚果武装部队密切合作。 

支助 

据报卢旺达第二解放军在坦桑尼亚征募新兵。这些新兵在 Kazimia(Fizi)、Simbi、Mungwe

和 Swima 地区越界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向他们提供补给：

Lulimba、Kilembwe 和 Masisi是空投地区。补给主要是运送给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合作

的卢旺达解放军和玛伊玛伊民兵。据报缺乏补给是 Bukavu和 Uvira等地区盗贼猖獗的根本

原因。联刚特派团无法证实上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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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玛伊玛伊 

1. 《卢萨卡协定》明文所列的所有武装团伙都是外来的，来自安哥拉（安盟）、

布隆迪（捍卫民主阵线）、卢旺达（前卢旺达部队/联攻派民兵）和乌干达（民主

力量同盟和其他方面）。相反的，玛伊玛伊则纯属刚果现象。尽管玛伊玛伊严格

说来并不属于《卢萨卡协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

会和重新安置的各项决议所述“武装团伙”的类别，但谈到东部整个武装团伙情

况时，不能不考虑玛伊玛伊民兵。 

2. 收集有关玛伊玛伊的资料不是件容易的事。自称代表玛伊玛伊的许多团伙

和个人同联刚特派团进行了联系。有些人提供了关于本身团伙或其它团伙的文

件。联刚特派团同金沙萨的一些主要玛伊玛伊团伙的代表进行了联系。最后，

刚果民盟，联刚特派团在东部的军事观察员小组以及其他来源提供了所需的资

料。 

3. 总的名称玛伊玛伊一般而言是指社区的战士，他们团结起来保卫当地领

土，在当前情况下，就是抵抗外来侵略者及其同盟。玛伊玛伊包括“seigneurs 

de guerre”，传统部落首长、乡村村长、以及抵抗团伙。这些团伙的军事能力

和政治主张大不相同，而且可迅速变化。玛伊玛伊民兵据报有很高比例是儿童

士兵。 

4. 玛伊玛伊经常改变联盟以达成其目的。有时导致内部的差异和纷争，这些说

明了玛伊玛伊同外在团伙的联盟为什么没有一定的形式。一些玛伊玛伊团伙站在

刚果民主共和国一边，另一些则偏向卢旺达政府。有些派别与不同的反叛势力合

作，也有的同外国武装团伙合作。 

5. 因此，在同若干玛伊玛伊团伙讨论期间，显然至少有一些玛伊玛伊愿意协助

国际社会促进刚果民主共和国实现和平，他们愿意参与解除武装过程，建立混合

部队来协助找出并查明外来的武装团伙。一个主要的玛伊玛伊团伙已宣布单方面

停火。 

6. 在南基伍和北基伍区，刚果民盟戈马派控制的领土内有两个主要团伙，

分别由 Padiri 和 Dunia 将军领导。这两个团伙结构完整，一般经其他玛伊

玛伊团伙承认为该区域各团伙总的领导。两个团伙据报都得到刚果民主共和

国政府的支助。还有一些较小的团伙同其他团伙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或附属

关系。其中一些如 MUDUNDU 40 和 MLAZ，据报同卢旺达政府和刚果民盟戈马

派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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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基伍区玛伊玛伊团伙集中的地点为戈马以北的 Walikale和 Masisi地区；

南基伍区则集中在基伍湖以南的 Walungu和 Bunyakiri地区；另外有坦噶尼喀湖

北端的 Uvira 和 Mwenga 附近；更南则朝向菲齐地区。在卢旺达边境和金杜之间

的沙本达附近有另一个玛伊玛伊团伙集中的地区。在基伍地区活动的玛伊玛伊民

兵总数估计为 20 000-30 000人。 

8. 马涅马地区，包括金杜附近和南边的卡莱米附近都没有大量的玛伊玛伊民

兵。由于安全关系，有关各团伙、领导人和人数的确切资料很难收集，尽管联刚

特派团在金杜的部署有助于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9. 东方省也有一些玛伊玛伊团伙，但这些团伙显然只介入当地的族裔间冲突，

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参加联刚特派团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社会和重新安

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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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伊玛伊民兵 

兵力 

在 Kivus驻有为数 20 000–30 000人的民兵 

军事目标 

! 外国部队撤离 

! 解除“消极部队”的武装；有人建议组建混合部队，以便予以识别和查明

其驻地。 

支助 

据报有些民兵队得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军事和后勤支助。 

  帕迪里集团 

地点 

·! Shabunda:该地区驻有 2 000 多人（60％为武装人员，大约 840 人不到

18岁） 

! Bunyakiri 

! Walungu 

! Mwenga 

! Uvira 

! 其他地点：Lulingu、Kalehe、Hombo、Nzovu、Kaye Bunyakiri 森林，

Kalonge、Urega； 

! Kivu北部：Masisi、Walikale 

兵力 

6 000人 

  迪尼亚集团 

地点 

! Fizi 

! Uvira 

! Maniema 

兵力 

4 000-5 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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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DUNDU 40/基伍抵抗和防卫阵线 

地点 

! Walungu:Odilon Kurhengamuzimu 

! Mwenga 

! Shabunda 

! Kabare 

! Uvira 

兵力 

4 000人 

  Col RUBARUBA ZABULONI 

地点 

Kagomba（Uvira附近） 

  反对侵略扎伊尔运动/抵抗刚果民主共和国侵略民族联盟军 

地点 

! Kivu:Moleta、Uvira、Fizi 

! Mani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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