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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1 日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作为安全理事会 2020 年 9 月份主席，尼日尔打算于 2020 年 9 月 8 日上午 10

时组织一次主题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作

用”的公开视频会议。 

 为了指导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尼日尔编写了一份概念说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卜杜·阿巴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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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1 日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法文] 

尼日尔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概念说明 

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作用 

2020 年 9 月 8 日 

 1. 背景 

 50 年前，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在尼亚美成立，当时的名称是“文化和技术合作

机构”，只有 21 个成员。如今，它包括来自五大洲的 88 个国家和政府(54 个成员、

7 个准成员和 27 个观察员)，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有一些是非法语国家。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建立在以法语为重点的共享原则基础上，成员之间开展政

治、文化和经济合作，并致力于四个主要目标： 

• 促进法语、多语制和文化多样性 

• 促进和平、民主和人权 

• 支持教育、培训、高等教育和研究 

• 发展经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政治领域，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确立了以下目标： 

• 促进建立和发展民主 

• 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 

• 支持法治和人权 

• 恢复和巩固和平 

 因此，该组织的活动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该组织追求该章的各

项目标。 

 为此，该组织在其秘书长和她任命的特别代表的斡旋下开展行动，在选举背

景下提供信息和技术支助，动员法语机构网络，并为有关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和

机构开展培训和支助方案。 

 2.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的合作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在联合国拥有观察员地位，并有一名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该组织在纽约的成员组建了一个法语国家大使小组。该组织的 7 个成员目前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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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事会任职。安全理事会在该组织的多个成员国(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

海地、黎巴嫩和马里)设立了维和行动或特别政治任务。 

 两个组织很早就通过 1997 年签署的一项合作协定，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建立

了联系。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和平行动部之间也制定了一个合作框架。 

 合作涵盖安全理事会的多个关切领域： 

• 预警和预防冲突机制：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与联合国协调在法语国家开展

的预防外交和调解行动以及在选举背景下开展的工作——法语国家国

际组织在这些领域具有公认的专长。两个组织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

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马里进行了协调； 

• 维持和平：维持和平行动部和业务支助部正在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密切

合作，以加强法语特遣队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参与。合作涵盖人员培训

以及提供法语版的行动和培训手册。更广泛而言，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支

持秘书处在秘书处内部和维持和平行动中捍卫和促进使用多种语文； 

• 建设和平：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参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专门针对布隆迪、中

非共和国、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开展的工作。该组织也在实地开展活动，

特别是在萨赫勒支持该区域各国预防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 

• 为参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妇女和青年网络提供支持。 

 3. 会议目的 

• 盘点联合国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 

• 评估在开展维持和平行动中使用多种语文的重要性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 

• 确定两个机构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领域加强合作的进一步

空间 

 4. 会议形式 

 公开辩论将由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主持。 

 请有意愿的会员国和观察员向安全理事会事务司(dppa-scsb3@un.org)提交约

500 字的书面声明。在 2020 年 9 月 9 日之前提交的声明将收录在一份汇编文件中。 

 5. 主题发言人 

• 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 

•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 

• 一名民间社会代表(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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