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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8 月 23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4 年 7 月 30 日在阿克拉缔结的《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阿克拉协定

三》和 2004 年 8 月 5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S/PRST/2004/29），以及我此前

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转递根据《阿克拉协定三》设立的三方监测小组的报告的所有

信函。 

 谨随函转递三方监测小组的第十六次报告，所涉期间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31 日（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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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阿克拉协定三》的执行情况 
 

  三方监测小组的第十六次报告 
 

  （所涉期间为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31 日）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 2004 年 7 月 30 日《阿克拉协定三》编写的。该协定设立了三

方监测小组，并要求该小组提交定期报告，说明科特迪瓦局势以及实施《阿克拉

协定三》取得的进展。该协定现已扩大为 近的《比勒陀利亚协定》和《宣言》。

这份第十六次报告涉及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31 日期间的主要事态发展。 

 

 二. 概述 
 

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科特迪瓦的政治气氛恶化。7 月 23 日和 24 日，阿比让

周围地区、特别是阿尼亚马和阿博维尔再次发生武装对抗事件。在此之后，《比

勒陀利亚宣言》发表时带来的乐观气氛已为强烈的戒备心理代替。事件发生后，

科特迪瓦各方的政治派别和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立即呼吁进行全面

调查，确定造成这些事件的事实真相。然而，由于青年爱国者运动参与的公共动

乱爆发，阿比让地区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巴博总统使用《宪法》第 48 条的特

别权力，颁布了《利纳-马库锡协定》下的六项法律。7 方集团反对派拒绝接受其

中的一部分法律，特别是有关独立选举委员会和《入国籍特别法》的部分，并向

调解人提出申诉，声称这些修正不完全符合《比勒陀利亚协定》的建议。鉴于这

些保留意见，即便过了《比勒陀利亚宣言》规定的 7 月底这一限期，独立选举委

员会也不大可能在近期开展活动。《比勒陀利亚宣言》第 3 节规定，通过关于入

国籍和身份证明的法律，是有效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的

先决条件，两者相互联系。由于科特迪瓦冲突各方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和平进程

再次停滞不前。 

 

 三. 和平进程中的事态发展 
 

3. 科特迪瓦人普遍欢迎《比勒陀利亚宣言》，认为这是确保实现在宪法规定的

2005 年 10 月 30 日这一限期举行选举的 后机会。《宣言》提出需采取行动的六

个领域。这些领域是： 

 (a) 立即解除所有民兵的武装并将其解散，在 2005 年 8 月 20 日之前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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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 2005 年 7 月 7 日之前制定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新时间

表； 

 (c) 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之前颁布调解人曾认为不符合《利纳-马库锡协定》

的其余所有与《利纳-马库锡协定》有关的法律； 

 (d) 由联科行动培训来自新生力量队伍的 600 名警察辅助人员； 

 (e) 继续筹备与复员方案有关的进驻营地前的工作，包括恢复前战斗人员的

进驻营地、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开展集结前的活动； 

 (f) 保护新生力量秘书长和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安全，让他们回到科特迪

瓦。 

4. 科特迪瓦国防安全部队以及新生力量武装部队的参谋长按规定于 2005 年 7

月 7 日在亚穆苏克罗会面，商量制定复员方案进程的新时限。他们于 2005 年 7

月 9 日达成协定。根据两个部队签署的紧凑的修正时限，前战斗人员的集结定在

7 月 31 日开始，并定于 9 月 28 日开始进行实际解除武装的工作，于 2005 年 10

月中旬完成。至于要求联科行动采取措施确保新生力量秘书长和其他总统候选人

的安全使他们能回到科特迪瓦这一点，《比勒陀利亚宣言》的签署方认为这些要

求已得到满足。但新生力量尚有个别部长未能回去担任各别在全国和解政府中的

职位。 

立法修正 

5. 巴博总统已经把所有六项源自《利纳-马库锡协定》的法律签署成为科特迪

瓦法律，这些法律原是调解人认定需使其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符合《利纳-马库

锡协定》的。鉴于目前因科特迪瓦人民阵线议员坚持在赛义杜•埃利马尼•迪亚拉

总理向议会报告其领导全国和解政府的情况之前,不参加有关《利纳-马库锡协

定》法律的辩论，而使国民议会陷入僵局，调解人敦促巴博总统再次使用《科特

迪瓦宪法》第 48 条的特别权力，颁布这些法律。 

6. 7 月 15 日，按照调解人的要求并根据《比勒陀利亚宣言》中的时间表，巴博

总统在向全国讲话中引用第 48 条赋予他的特别权力，颁布了其余的《利纳-马库

锡协定》法律，但必须按紧急公布程序予以公布。这些法律是《公民（国籍）法》、

《入国籍特别规定法》、《确定人员身份和管理科特迪瓦境内外侨（外国人）法》、

《独立选举委员会法》、《资助政党法》和《全国人权委员会法》。在总统法令颁

布之前，调解人在给《比勒陀利亚协定》签署方的信中告知科特迪瓦危机各方，

总统已经签署并执行关于科特迪瓦广播电视台的法令，因此无需再通过为科特迪

瓦广播电视台拟定的法律。 

7. 用这种办法通过其余各项法律，未得到 7 方集团反对派的普遍接受。新生力

量在给调解人的一封公开信中，对总统再次使用第 48 条的特别权力，表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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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留意见，因总统已于 6 月使用特别权力允许阿拉萨内•乌亚塔拉先生作为候

选人参加定于 2005 年 10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总统讲话一完，人们即纷纷讨论所

颁布的法律究竟是什么内容，因为法律的实际条文没有立即公布。从那天起，由

科特迪瓦民主党和共和人士联盟领导的 7 方集团反对派一直向调解人申诉，对所

通过的法律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入国籍特别规定法》和《独立选举委员会法》

的某些方面表示不满，声称它们不符合《比勒陀利亚协定》的建议。虽然对巴博

总统颁布的法律的实际条文发生政治辩论，但各政党继续动员其支援基础，为即

将到来的选举作准备，同时，这场竞选预料十分激烈，各政党已开始相互尖锐指

责。 

再度发生暴力 

8. 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政治交锋气氛中，据报一批武装人员于 6月 23 日至 24 日

晚袭击阿尼亚马和阿博维尔的警察局，杀死了科特迪瓦国防安全部队的4名成员。

科特迪瓦国防安全部队在往北的邦瓜努和丁博克罗镇附近与这些武装人员对抗。

到 6 月 24 日晚，科特迪瓦国防安全部队重新控制了这些均在政府控制区之内的

地方。据科特迪瓦国防安全部队说，冲突导致约 20 人死亡，19 人被俘。目前，

武装人员的攻击动机，尚不明确，也不清楚谁下令攻击。新生力量否认与这些事

件有任何关系。 

9. 这些事件使已经紧张的政治气氛更为恶化。忠于巴博总统的青年爱国者运动

宣称，他们将扰乱和阻止 7 方集团企图在政府控制区内举行任何种类的会议。他

们短期包围了国家电视台和反对派在阿比让城的一些办事处。全国和解政府和一

些民间社会团体强烈反对这种言论和由此产生的行动。全国和解政府再次重申政

府控制区内仍然生效的禁止游行和上街抗议的禁令，并部署了保安部队，平息阿

比让在青年爱国者运动企图制止反对派开会时出现公共骚乱。 

10. 联科行动在阿博维尔、阿尼亚马和阿诺吉事件发生后也遇到一些困难，因这

些地区当地的一些居民不让他们前往受影响地点调查，他们质问为什么没有保护

地方百姓使其免受攻击。目前这一问题已经解决，并已经向这些地方派遣了中立

部队。这些事件之后，各政治力量继续相互指责对方参与策划这些事件。科特迪

瓦人民阵线马上指责新生力量和指名一些政治家煽动这次攻击，加剧阿比让的紧

张局势。虽然据报联科行动部队指挥官没有在受影响城镇发现重大战斗行动迹

象，但联科行动和科特迪瓦各政治派别都呼吁要对这些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新生力量区 

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新生力量控制的地区内也有报道说新生力量分子和几

内亚安全部队在 7 月 12 日发生武装冲突，据说新生力量方面至少死亡 12 人。据

说在这些事件中，新生力量的某些成员越过边境进入几内亚，遭到几内亚当局的

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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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 月 20 日，新生力量秘书长纪尧姆·索洛在国外近 4 个月之后，回到了布瓦

凯。他随后提升了新生力量武装部队的一些成员，包括参谋长苏迈拉·巴卡约科

和在全国和解政府中担任青年和体育部长的米歇尔·热，还有若干区指挥官。尽

管索洛先生回到了布瓦凯，且中立部队采取措施在政府控制区内确保新生力量部

长的安全，但至今还有若干新生力量的部长没有如《比勒陀利亚宣言》所期待的

那样回到政府任职。 

复员方案进程期间新生力量控制区的安全 

13. 这一问题仍取决于培训从新生力量抽调的约 600 名安全辅助人员。该方案包

括确定受训人员及其培训方式，已在调解团和联科行动的主持下拟妥。 

姆贝基调解团 

14. 由于科特迪瓦安全和政治局势日益恶化，姆贝基调解团谈判的和平进程又再

临停滞的危险，尽管调解人的努力在推动实施《比勒陀利亚协定》和其后的《比

勒陀利亚宣言》的条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宣言》严肃

规定对“不执行比勒陀利亚协定和阻碍和平进程各方”实行制裁，但这一强硬措

辞似乎并没有对某些政治行动者产生预期的效果。尽管如此，由于通过了复员方

案时间表并颁布了其余的《利纳-马库锡协定》法律（尽管这些法律遭遇到挑战），

在 2005 年 10 月宪法规定的限期内举行选举仍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鉴于

7 月 后一个星期在当地出现的新情况，能否如期有效地开始复员方案如今还得

拭目以待。倘若不能遵守新的时限规定，尤其是解散民兵和复员方案的时限规定，

选举前景就不那么乐观。 

民兵的解除武装和解散 

15. 按照《比勒陀利亚协定》，全国境内所有民兵的解除武装和解散工作，由全

国和解政府总理负责。三方机制在就该方案进行协商后，已在其他各级别着手开

展工作，但据报道有拖延情况，因为一些民兵要求进一步保证今后会将他们纳入

全国的复员方案。这使人们对该方案的实施前景产生严重怀疑。 

选举进程 

16. 选举在即，各正式政党继续在动员其支援基础和选民。阿比让及其周围地区

以及政府控制的其它地区内每天都有竞选活动。随着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代表葡

萄牙籍安东尼奥·维克托·蒙泰罗先生即将到任，可望因联合国参与与监督独立

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和宪法委员会的工作而有助于决定选举进程的方向。 

人权 

17. 科特迪瓦的人权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依然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目前继续

收到在全国各地侵犯人权的报道，无论在政府控制区还是新生力量控制区都是如



 

6 
 

S/2005/539  

此。这一点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女士访问科特迪瓦时尤

其突出。她尽力表示她与国际社会都决心采取适当行动，严肃处理确定在科特迪

瓦侵犯人权的人。她强调，无论他们有何权力、是何人物，都不会让他们逍遥法

外。 

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恢复和重建 

18. 阿比让政府继续痛惜危机对科特迪瓦经济带来的不良后果。7 月 27 日，财政

和规划部长估计，只要能控制通货膨胀，科特迪瓦还是可能实现 1％的年增长率。

至于人道主义援助，各人道主义机构均在继续援助流离失所的人们。据报道，迄

今已有多达 5 000 名利比里亚难民因越来越害怕不安全而离开了科特迪瓦。 

 

 四. 结论 
 

19. 如今离选举已不到三个月，但科特迪瓦的局势仍很动荡。选举的道路上仍然

存在着严重的障碍。鉴于新近对巴博总统颁布的法律的争议和新生力量的反应，

目前很难肯定能否遵守解除武装的日程。 

20. 调解和平的人必须继续向科特迪瓦的所有政治行动者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他

们团结起来，拯救国家免受一场不难想象的灾难。如果错过宪法规定的 2005 年

10 月举行总统选举的限期，动乱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 

 

           主席 

           拉夫·乌韦舒埃大使 

           代表小组签名（签名） 

           2005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