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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关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的报告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9 月 15 日第 1320（2000）号决议第 12 段

提交的。报告提供了自我于 2006 年 3 月 6 日提交报告（S/2006/140）以来和平

进程的最新情况。报告还介绍了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

派团）的活动。该特派团目前的任务期到 2006 年 9 月 30 日届满。 

 二. 临时安全区和邻接区的现状及与各方的合作 
 

2. 临时安全区和邻接区的军事局势保持总体稳定但是依然紧张。由于目前的严

重限制继续阻碍特派团的行动自由，对特派团在临时安全区的几个地区的监测能

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3. 自我 2006 年 3 月报告（S/2006/140）以来，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的军队继

续在临近临时安全区的地方进行训练并维持防守态势，包括部队换防以及调整西

区和中区的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的态势。搬迁和重新部署军事装备的一些工作还

在继续。一些重新部署是在报告称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的一名

准将叛逃后进行的。但是，在临时安全区南部边界附近，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的

兵力并没有重大变化。 

4. 在厄立特里亚一方，埃厄特派团报告说，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正在临时安全区

外进行常规操练和维修活动。没有发现在临时安全区和邻接地区内部署的厄立特

里亚国防军人员有明显增加。但是，埃厄特派团注意到，大约有 650 名新增加的

民兵，其中绝大多数是武装民兵已经进入西区的临时安全区。他们声称是进行农

业活动。 

行动自由 

5. 厄立特里亚当局对埃厄特派团施加的种种限制，包括在临时安全区的很多地

区、西区和中区限制行动自由以及直升机飞行禁令继续有效，是一个紧要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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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正如上文所述，这些限制继续制约特派团有效监测厄立特里亚一方临时安

全区和邻接地区的能力。 

6. 此外，直升机飞行禁令和厄立特里亚当局一再拒绝埃厄特派团提出的通过直

升机进行空中医疗后送的请求依然是特派团和部队派遣国特别关注的问题。为解

决这些问题，埃厄特派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将设在巴伦图、阿迪格拉特

的一级医院升级为一加医院。这些医院现已经配备了外科手术能力。正在修订一

份医疗支持计划，包括计划在阿克斯姆设立一个二级医院。预计 9 月底将做出有

关这一重要操作问题的决定。 

军事协调委员会 

7. 军事协调委员会于 2006 年 7 月 30 日在内罗毕举行了第 37 次会议。与会的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对埃厄特派团兵力的急剧缩减表示关切，加上厄立特里亚设置

的限制，进一步影响了代表团执行授权任务的能力。厄立特里亚代表团对在标定

边界问题上没有进展表示遗憾，并认为埃厄特派团人员减少不能解决目前的僵

局。两个代表团都重申他们各自政府对和平进程的承诺。 

8. 在厄立特里亚表达对限制军事协调委员会今后在内罗毕召开会议的关切后，

各方并未就今后在两国边界上的马雷布桥开会（厄立特里亚的建议）还是在他们

各自的首都开会（埃塞俄比亚的建议）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他们都同意在本地

区的一个第三国会面，具体地点待定并请求埃厄特派团主持会议。 

 

 三. 特派团地位及相关问题 
 

9. 厄立特里亚依然维持 2006 年 1 月对埃厄特派团人员进入以及离开该国施加

的限制。埃厄特派团和联合国秘书处都已经进行了努力，希望厄立特里亚当局能

撤销这一规定，但是未获理睬。2005 年 12 月发生的驱逐特定国籍人员离开该国

事件继续给特派团的整体行动带来负面的影响。我因此呼吁厄立特里亚政府能取

消这方面的决定。 

10. 自 2006 年 5 月初以来，厄立特里亚当局已经一次性拘留了 29 名当地招聘的

埃厄特派团人员，其理由通常是，有关工作人员必须履行“国民兵役”的义务。

尽管埃厄特派团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在起草本报告之时，仍有 4 名人员在押。

因为这些拘留行为时常造成不可缺少的当地工作人员数量的减少，已经对埃厄特

派团的行动和工作人员士气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厄立特里亚当局依然坚持要求特

派团提供所有当地工作人员和特派团打算招聘的当地工作人员的个人简历。我对

这些拘留行为依然表示关切，这些拘留行动有违部队地位示范协定及《联合国宪

章》并妨碍了特派团开展活动。 

11. 8 月 28 日，厄立特里亚当局逮捕并拘留了一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理由是他参

与了偷渡厄立特里亚公民出境活动。尽管不断地进行抗议并要求立即将人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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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特派团既没有收到一个合适的解释，也不允许他们去探视被关押的

工作人员。埃厄特派团打算彻底调查厄立特里亚的拘留理由是否真实，但是因为

不允许探视该名工作人员，因此也无法进行调查。而且，9 月 5 日，厄立特里亚

当局通知特派团，他们决定宣布 5 名联合国安保干事，其中 4名来自埃厄特派团，

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们“进行了与他们的职责不相匹配的活动”。特派团

对这些未经核实的指控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厄立特里亚政府撤消这一决定，因为

这一决定不仅违反了厄立特里亚政府的国际义务，而且对特派团的活动产生了负

面的影响。 

12. 在埃塞俄比亚政府方面，埃塞俄比亚政府继续对埃厄特派团的一些供给实施

海关监管。这些监管条款要求埃厄特派团向埃塞俄比亚当局提供将要输入该国的

货品清单。由于在特派团地区之内特派团运输物品都是在尽可能利用可用空间，

所以很难预先提供一份清单。我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呼吁，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表

现出灵活性。 

13. 我还是遗憾地指出，在阿斯马拉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直飞航线问题上，没

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再度呼吁厄立特里亚政府紧急处理这一重大问题。 

 四. 安全理事会第 1681(2006)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14. 根据 2006 年 5 月 31 日第 1681（2006）号决议，埃厄特派团的军事部分已经

按照 2 300 名士兵，包括 230 名军事观察员的新兵力要求进行了重新改组。埃厄

特派团也已经调整了其部署，以保证特派团能保存足够的能力，完成其授权使命。 

15. 截至 8 月底，埃厄特派团已完成了重新改组计划。改组后，印度营的力量从

1 217 人减少到了 850 人，约旦营从 891 人减少到了 750 人。肯尼亚行政和护卫

连从 200 人减少到了 74 人，同时参谋的人数从 85 人减少到 60 人。孟加拉 168

人的工程队已经遣返回国，肯尼亚扫雷队已经从 115 人减少到 100 人。 

16. 遣返部队后备队的结果是两个营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后备队。此外，尽管人

员有少量减少，但是部队还是保持了充分的建筑和工程能力。二级医院和宪兵部

分员额编制保持不变。此外，人员轮换也在分阶段进行，以避免在特派团责任区

内任何工作岗位和检查站出现部队人员短缺。 

17. 有关特派团民事部分，埃厄特派团正在进一步审查部队人员减少对其日常活

动产生的影响。日常活动已经由于 2005 年 12 月厄立特里亚决定驱逐特定国籍的

人员而受到了重大影响。 

18. 为了完成授权任务，埃厄特派团在各个岗位和军事观察员队部保持了同样的

人数，并在现有资源和限制条件下，开展平均同样数量的巡逻。但是，这即意味

着特派团的行动能力已经被过度拉伸，这也给军事观察员和特遣队增加了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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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因为同样的任务现在需要由更少的部队完成。在一些地区，以前由一个连

完成的任务，现在不得不由相当于一个排的部队完成。 

19. 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了特派团有限的监测能力，并且如果情况严重恶化的

话，将威胁到临时安全区的完整性。此外，在能标定边界的地方提供支持将进一

步增加部队的负担。截至 8 月 24 日各国派遣军事人员的情况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五. 边界委员会 
 

2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边界委员会已经于 3 月 10 日和 5 月 17 日在伦敦与各方

举行了两次会议。本来计划于 6 月 16 日在海牙举行一个后续会议，但由于厄立

特里亚拒绝参加而未能举行。边界委员会转而与埃厄特派团的一个代表团和维持

和平行动部的代表们进行了磋商。计划于 8 月 24 日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也未能召

开，因为厄立特里亚做出了负面回应，而埃塞俄比亚并未对邀请做出回复。边界

委员会主席编写的报告（载于本报告附件二）中详细介绍了该委员会的活动。 

 

 六. 地雷行动 

21. 在临时安全区和邻接区，地雷和未爆弹药继续构成威胁。未爆弹药的存在使

这些地区当地居民的日常活动依然面临困难。埃厄特派团在 2006 年 7 月收到两

起地雷事件报告，均发生在中区。这两起事件使一名男孩被炸死，另一名受伤。 

22. 自从我提交上一次报告以来，埃厄特派团各排雷单位与商业扫雷承包商一道

共完成了 593 000 平方米土地和 540 公里道路的排雷工作。总共勘察并确信没有

地雷的土地有 30 平方公里。这使埃厄特派团能够将三片原先怀疑有地雷的土地

交还民用。此外，埃厄特派团销毁了200 多枚未爆弹药和4个杀伤人员地雷。埃厄

特派团除了在任务区开展人道主义排雷行动以外，还随时准备向厄立特里亚-埃塞

俄比亚边界委员会提供规定的排雷支助。 

23. 在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各排雷单位在西区和中区的村庄进行了地雷威胁评

估调查，以便支助参与重新安置境内流离失所者返乡的各个机构。 

24. 埃厄特派团向西区和中区受地雷影响的社区提供雷险教育，重点放在最近从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遣返的社区。埃厄特派团总共向 4 104 位居民提供了雷险教

育。 

 七. 人权 

25. 埃厄特派团继续监测与冲突有关的跨界事件。这些事件包括两个国家的绑架

和人员失踪案件。特派团接到的报告显示，这种事件在增加，其中有些涉及未成

年人。部分原因是由于厄立特里亚政府开展的强征入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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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8 月，埃厄特派团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锡梅尔巴难民营，评估大约 11 400

名埃塞俄比亚难民的状况。特派团报告说，由于每月涌入的难民增多，埃塞俄比

亚当局决定扩大难民营的容量，安置大约 15 000 人。早婚、家庭暴力和艾滋病

毒/艾滋病的高发病率依然是难民营的主要关切领域。大部分难民等待将他们重

新安置到第三国。 

27. 最近在临时安全区落户的厄立特里亚流离失所者的情况依然缺乏保障。自从

我提交上一次报告以来，中区大约有 9 000 名、西区大约有 3 000 名境内流离失

所者返乡安置。由于缺乏清洁水、卫生和学校等生活福利设施，他们目前的生活

条件很困难。此外，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赞助下，有 232 名埃塞俄比亚人和 52

名厄立特里亚人（包括未成年人）自愿返回祖国。埃厄特派团继续定期采访这些

难民。我想重申我先前提出对双方的呼吁，要求它们确保在自愿基础上以适宜和

保证尊严的方式进行一切遣返活动。我还呼吁向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28. 如先前报告的，埃厄特派团已经完成对埃塞俄比亚人权技术合作活动的需要

评估。我很高兴地确认，埃塞俄比亚当局欢迎这一报告，并同意与埃厄特派团一

起共同确定人权能力建设项目今后的主要优先领域。人权能力建设项目的重点是

使埃塞俄比亚的法律与国际人权文书统一起来；国家的报告义务；促进人权教育

方案并对全体执法人员开办人权培训班。此外，埃厄特派团继续在任务地区为狱

吏、法律系的学生和当地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人权培训活动。 

 八. 新闻 

29. 埃厄特派团继续通过两周一次的新闻简报会、每周一次的无线电广播节目、

新闻月刊以及设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阿迪格拉特和默克莱的三个外联中

心进行宣传活动。在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广播电台还在继续广播。同时正

在讨论在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广播电台引进类似的广播节目的事宜。 

30. 外联中心在传播特派团的出版物和联合国的其他材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中

心继续在各个学校、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建立新的分发点。通过这些外联方案，

中心加强了与埃塞俄比亚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最近，埃厄特派团在多

种宣传工具中又增加了流动电视录像车，对促进向临时安全区北部的边民宣传特

派团的任务和活动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九. 人道主义事态发展 

31. 2006 年 4 月我的非洲之角人道主义特使谢尔·马格纳·邦德维克访问了厄立

特里亚。之后，为了对付影响该地区的干旱，厄立特里亚的人道主义伙伴通过非

洲之角区域呼吁，请求捐助 1 800 万美元。中央应急基金拨给的 580 万美元用于

满足受干旱影响的民众在保健、营养、水和卫生方面最为迫切的需要。为符合厄

立特里亚政府发布的自力更生战略，没有发出粮食呼吁。2006 年 2 月通过国家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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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监测系统进行的调查表明，厄立特里亚几乎所有地区都存在着严重的营养不

良。 

32.为了重新安置居住在难民营的大约 4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厄立特里亚政府开

始在德布巴地区和加什地区分别遣返 9 000 人和 11 000 人。这些人在难民营住

了 8 年，现从 2006 年 4 月底开始，返回他们在临时安全区的故乡。最近遣返的

这些人情况很严重，他们缺乏基本的社会服务，长年的战争摧毁了基础设施和其

他设施。 

33. 在埃塞俄比亚，特别是从 2006 年 7 月以来，发生了罕见的持续暴雨。该国

除哈拉里和本尼桑古尔-古穆兹以外，几乎所有地区都报告有暴洪和河水猛涨的

灾情。全国有 600 多人死亡，有 350 000 以上的人受到洪水的直接影响，还有

136 000 余人流离失所。政府与人道主义伙伴一起，于 8 月 25 日发出紧急呼吁，

要求捐助 2 700 万美元，用于洪灾后的紧急援助。 

34. 自从 2006 年 6 月以来，埃塞俄比亚爆发急性水样腹泻，有 123 人死亡，16 000

人生病。目前有 44 个病例治疗中心为患者服务。但尽管有这些协同努力，病情

并没有得到控制，依然以惊人的速度继续蔓延。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及在遥远

的南部古吉区也出现了已经证实的其他病例。埃塞俄比亚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协

作，呼吁捐助 150 万美元，用以在全国防病治病。同时，奥罗米亚地区当局也另

行发布了捐助 900 万美元的请求，以控制疾病暴发，满足该地区的需要。 

 十. 艾滋病毒/艾滋病活动 

35. 埃厄特派团的艾滋病毒/艾滋病股继续为新来的全体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进

行上岗培训，并对特遣队新成员举办专门的提高认识课，以便鼓励逐渐改变团体

行为。该股与特派团的新闻办公室合作，利用特派团每周的工作节目，并通过外

地经过培训的特遣队成员提供的社区培训，开展社区宣传方案。特派团的一级诊

所和艾滋病毒/艾滋病股办公室还越来越多地提供自愿咨询和化验服务。 

 十一. 行为和纪律 

36. 埃厄特派团正在进行任命一名专职的行为和纪律干事的工作。在任命工作完

成之前，先通过我的代理特别在办公室协调特派团行为和纪律方面的活动。在报

告所述期间，特派团在接到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查询后，调查了据称在 2005 年 12

月发生的舞弊案件。调查结果连同所建议的行动方案已送交维持和平行动部。此

刻我可以高兴地报告，在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再出现新的不良行为案件。 

 十二. 财政方面 

37.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681（2006）号决议中，将埃厄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延长到

2006 年 9 月 30 日，并授权调整埃厄特派团的军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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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大会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72 号决议中，核准批款 182 237 800 美元

（毛额）给埃厄特派团特别账户，充作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

间的经费，并由会员国分摊 45 559 450 美元，充作 2006 年 7月 1日至 9月 30 日

期间的经费。大会还决定，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延长该特派团的任务，则再分摊

45 559 450 美元，充作 2006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39. 为了体现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681（2006）号决议中授权对埃厄特派团军事部

分所作的调整，我打算提交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订正预

算，供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审议和批准。 

40. 截至 2006 年 5 月 31 日，埃厄特派团特别账户的未缴摊款共计 3 300 万美元，

所有维持和平行动在同一截至日的未缴摊款总额为 14 亿美元。 

 十三. 意见 
 

41. 在 2002 年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决定作出四年之后，我对埃塞

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平进程所陷入的僵局依然深为关切。这一局势不能继续下

去，如任其恶化，则会有意无意地给两国乃至整个区域带来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事

件。尽管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继续重申将致力于停火及和平进程，但两国的

一些公开言论和政治行动违背了《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文字和精神。正当国际

社会下大力气化解僵局、着手标定边界工作之时，双方必须避免采取挑衅行动，

包括从事敌对宣传和公开互相攻讦。令人遗憾的是，双方最终解决问题并执行边

界委员会决定的政治意愿依然遥不可及。 

42. 我过去多次表示，我对埃塞俄比亚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640(2005)号决议第

5 段的规定深为关切；该决议除其他外要求埃塞俄比亚“不再拖延地全面接受厄

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具有约束力的最后裁定，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使委员会能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迅速地完全标定边界”。该决议依据的是《阿

尔及尔协定》，因此全面遵守该决议是化解和平进程的目前僵局、推进标界工作

的关键所在。  

43. 同时，厄立特里亚拒绝继续与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合作，并

拒绝出席 2006 年 6 月和 8 月的边界委员会会议，我对此感到关切。如果没有与

边界委员会的合作、保持接触、政治意愿和对话，目前的僵局就无法化解。归根

结底，对执行《阿尔及尔协定》负有主要责任的是双方自己，因此它们必须认识

到，现状是不能接受、也是不能维持的。我还感到关切的是，厄立特里亚不仅没

有取消对埃厄特派团飞越其领空的禁令，而且对特派团人员的行动自由施加严格

限制。正如上文所述，这些限制严重影响了埃厄特派团在临时安全区和邻接区的

监测能力，而且违犯了《停止敌对行动协定》。2005 年 12 月，厄立特里亚没有取

消对某些国籍的埃厄特派团工作人员的驱逐令，对特派团的业务造成不良影响，

而且这种公然违反联合国维持和平最基本原则之一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我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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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政府遵守第 1640(2005)号决议第 1 段的规定，解除其对埃厄特派团施

加的所有限制。 

44. 尤为令人不安的是，一名埃厄特派团国际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和拘押，5 名联

合国安保干事遭到驱逐，厄立特里亚安全部队还不断逮捕和拘押埃厄特派团聘用

的当地工作人员。厄立特里亚政府应尽速释放所有被拘押的工作人员，允许埃厄

特派团开展其正常活动。 

45. 边界委员会会议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在安全理事会的积极支持下正在开展的

外交努力，给双方化解僵局、推进和平进程带来绝无仅有的机遇。为此，我呼吁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对和平进程再次作出承诺，依照第 1681(2006)号决议第

4 和第 5 段的规定与边界委员会展开合作。我还要对美国及为寻求解决僵局的办

法作出努力的其他会员国表示赞赏。若要完成和平进程，在双方之间建立和平与

合作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在政治意义上，非洲之角的局势依然紧张

脆弱。索马里进行中的冲突及达尔富尔尚未解决的危机，造成该区域的不稳定局

势。鉴于上述事实，我建议安全理事会把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的任务期限延长 6 个月，直到 2007 年 3 月 31 日为止。 

46. 最后，我的代理特别代表阿祖兹•恩尼法尔和特派团的民政和军事人员一直

兢兢业业、坚韧不拔，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特派团所有合作伙伴，

包括联合国驻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国家工作队及其他人道主义机构、个别的

会员国、非洲联盟和其他国际组织，他们继续对埃厄特派团的工作给予了支持。

我还要特别感谢部队派遣国对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行动所给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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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截至 2006 年 8 月

24 日各国派遣的军事人员 

 

国家 

军事

观察员 部队 参谋 共计

国家支 

助人员 

阿尔及利亚 8 8  

奥地利 2 1 3  

孟加拉国 7 7 1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9 9  

保加利亚 5 5  

中国 6 6  

克罗地亚 7 7  

捷克共和国 2 2  

丹麦 4 4  

芬兰 7 7  

法国 1 1  

冈比亚  

德国 2 2  

加纳 12 3 15  

希腊 3 3  

危地马拉 3 3   

印度 8 971 15 99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 3  

约旦 7 829 12 848  

肯尼亚 9 173 6 188  

马来西亚 7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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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军事

观察员 部队 参谋 共计

国家支 

助人员 

纳米比亚 3 2 5  

尼泊尔 5 5  

尼日利亚 4 2 6  

挪威 4 4  

巴拉圭 4 4  

秘鲁 3 3  

波兰 6 6  

罗马尼亚 8 8  

俄罗斯联邦 4 4  

南非 4 4  

西班牙 3 1 4  

瑞典 5 5  

瑞士 4 4  

突尼斯 4 4 8  

乌克兰 7 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7 3 10  

美利坚合众国 7 7  

乌拉圭 5 33 3 41  

赞比亚 10 4 14  

 总计 208 2 006 67 2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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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工作

报告 
 
 

1. 委员会提交的上一次报告是第二十次报告，所述期间为 2005 年 12 月 1 日至

2006 年 2 月 28 日。下一次报告的所述期间应为 2006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

然而，委员会主席在 2006 年 5 月 21 日致函秘书长，详细阐明了委员会当时的立

场，即不就截至 2006 年 5 月 30 日的所述期间另外提出报告。因此，本报告的所

述期间涵盖 2006 年 5 月 21 日至 8 月 31 日。 

2. 在 2006 年 5 月 17 日与双方的会议上，委员会邀请双方于 2006 年 6 月 15 日

在海牙再次举行会议。这是为了审议委员会在 2006 年 5 月的会议上提出的程序

性变动，并检视双方在采取必要措施、以使委员会能够根据委员会提交双方的附

表恢复实地活动方面取得的进展。厄立特里亚在 2006 年 6 月 13 日的信中表示拒

绝出席会议，该国认为，埃塞俄比亚尚未不加限制地接受《划界裁定》。有鉴于

此，委员会认为没有其他可行办法，只好取消 6 月份与双方的会议。 

3. 伊萨亚斯总统在2006年 6月 15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进一步阐述了厄立特

里亚的立场。他在信中说： 

  “……谨此通知，我国不准备容忍这种徒劳无益的做法或继续我们的接

触，除非《协定》和法治受到尊重，‘具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定’通过没有障

碍和阴谋的透明进程加以落实。” 

4. 委员会在 6 月 15 日举行内部会议，商讨今后的步骤，并认为重开驻阿斯马

拉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外地办事处或许有所助益，因此决定尽快这么做。委员会邀

请双方出席重新安排于 2006 年 8 月 24 日举行的会议，并请双方在 2006 年 8 月

10 之前作出答复。 

5． 2006 年 8 月初，委员会向亚的斯亚贝巴派出副秘书以及为重开外地办事处征

聘的外地办事处工作人员，并要求在双方各自首都与双方官员会晤。委员会工作

组经过多次努力，仍然无法与埃塞俄比亚相关官员直接接触。厄立特里亚拒绝为

工作组办理入境签证，而且似乎不愿意将该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已为副秘书办理的

入境签证视为有效签证。 

6. 尽管存在双方不合作这种情况，2006 年 8 月 7 日，委员会在埃厄特派团协助

下，得以重开驻亚的斯亚贝巴外地办事处，并在那里暂时安置了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员会在重开驻阿斯马拉外地办事处方面尚未能取得任何进一步进展。 

7. 2006 年 8 月 21 日，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再次致函委员会主席。他的信

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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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和平进程的所有其他方面之前，必须解决如下具有根本性的主

要问题： 

 1. 埃塞俄比亚政府至今尚未接受根据《阿尔及尔协定》作出的‘具

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定。在这一根本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讨论其他事

项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也没有程序上或实际上的用处。因此，埃塞俄比

亚必须公开、明确地表示接受这一裁定。 

 2. 必须在㈠ 没有政治干预、㈡ 没有非法和增加难题的机制、

㈢ 没有易于产生曲解的漏洞的环境中，商定标界的细节和方式以及‘标

界说明’。 

  因此，我再次向你保证，除非而且直到这些初步的基本规则得到保证，

我们没有法律或道义义务来容忍或接受有损于《协定》合法性和‘完整性’

的程序和安排，或者屈服于恫吓和压力而参加又一轮毫无结果的会议。” 

8. 委员会没有收到双方的其他答复。书记官试图在 2006 年 8 月 10 日之前和之

后获得答复，但没有成功。 

9. 2006年8月22日至24日，委员会在没有双方出席的情况下审查了这一局面，

并审议了推进委员会工作的最佳方式。委员会定于 11 月再次举行内部会议，以

审查届时的局面，特别是审查在那时的情况下如何以最佳方式推进标定边界的工

作。 

10. 在双方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资金方面，埃塞俄比亚仍然拖欠资金，尽管该国

在 2006 年 5 月 21 日给委员会的信中保证，委员会“不久”将收到所需资金。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主席 

埃利胡·劳特帕赫特爵士（签名） 

2006 年 9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