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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格罗斯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利时) 

   

成员： 布基纳法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蒂恩德雷贝奥果先生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杜小丛先生 

 哥斯达黎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乌尔维纳先生 

 克罗地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斯克拉契奇先生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勒尼耶先生  

 印度尼西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塔莱加瓦先生 

 意大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曼托瓦尼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 . . . . . . . . . . . . . . . . . 埃塔利先生 

 巴拿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埃斯库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尔戈夫先生 

 南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克瓦贝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 . . . . . . . . 夸瑞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迪卡洛女士  

 越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志中先生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S/200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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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2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S/2008/485） 

 主席（以法语发言）：按照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

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

则第 39 条，向负责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

合国苏丹特派团团长阿什拉夫·杰汉吉尔·卡齐先生

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卡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

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安理会成

员面前摆着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S/2008/485）。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负责苏丹问题

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团长阿什拉

夫·杰汉吉尔·卡齐先生的通报。我现在请卡齐先生

发言。 

 卡齐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介绍秘书长

关于苏丹的最新报告（S/2008/485）。我感谢有机会

就苏丹实地的局势向安理会进行通报。 

 《全面和平协议》的执行工作尽管落在计划后

面，但仍在进行之中。《全面和平协议》两个伙伴之

间的相互合作水平，展示了一些改善的迹象。然而，

持久和平的基础依然脆弱。 

 报告所述期间的安全局势仍然岌岌可危。双方均

涉入自2005年 11月马拉卡勒冲突以来最严重的违反

停火活动。在阿卜耶伊地区，5 月 14 日至 20 日苏丹

武装部队与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丹解放军）之间的战

斗造成 89人死亡，据报其中 18人是平民。大约 50 000

人流离失所，阿卜耶伊镇大部分被毁。所有联合国文

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被迫撤离该地区。 

 5 月 10 日，正义与平等运动为了进军喀土穆而向

乌姆杜尔曼发起一次攻击。正义与平等运动从达尔富

尔跨越 1200 公里进入乌姆杜尔曼。他们驾驶 300 辆

皮卡。政府军击退这次攻击。根据政府发表的数据，

有 79 名政府安全部队成员、57 名平民和 329 名正义

与平等运动战斗人员在这次战斗中丧生。 

 苏丹人民解放军部队也在南科尔多凡州同当地

部落成员发生冲突。苏丹南方继续发生族群间的战

斗，并且由于苏丹人民解放军在一些地区强制发动解

除平民武装运动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在此期间，据报

上帝抵抗军在西赤道州的活动也有增加。6 月 5 日，

上帝抵抗军攻击了苏丹人民解放军在纳班加的兵营，

杀死 14 名苏丹人民解放军士兵和 12 名平民。 

 和平进程已经越过中点，一些关键的基准点转眼

将至或是已经过去。尽管两个伙伴之间的工作关系相

对热络，但缺乏互信和信心仍是实现增加统一的吸引

力并和平执行《全面和平协议》之目标的重大障碍。 

 因此，在最近一些积极事态发展的基础之上更上

一层楼，将是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的紧

急优先事项。然而，在任何时候，为了达到关键的基

准点并解决有关悬而未决问题的分歧而采取和平及

非零和的做法的首要责任，将继续落在《全面和平协

议》的两个伙伴身上。国际社会也应当提供一系列援

助，使双方能够履行其义务。 

 重新部署的人数基本未变；经联苏特派团核实并

获得停火联合监测委员会（停火监委会）认可的苏丹

武装部队人数的 97％已重新部署在当前边境线以北。

苏丹人民解放军经核实和认可的重新部署人数则为

当初申明的 59 168 人的 10％。调离南科尔多凡州的

苏丹人民解放军部队的百分比很低，并且它重新出现

在青尼罗州，这仍然是双方之间紧张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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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过程已经完毕，预期在 2009

年初将有结果；然而，如果就最后结果达成任何协议，

将对《全面和平协议》的关键进程产生影响，例如选

举和受欢迎的权力分享。选举法已经通过，双方现在

正在完成全国选举委员会的提名。被提名者可望在本

月底之前获得议会的核准。双方都知道我们的援助提

议，并可能在今后数周里要求援助。如果局势如此发

展，仍可在 2009 年底之前进行选举。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基准已

取得重大进展，复员方案全国协调委员会已经核准全

国重返社会政策，今年 6 月 25 日就复员方案的多年

期重返社会组成部分的内容和形式达成了协议，四年

间将需要 4.3 亿美元的捐款。 

 7 月 20 日，双方同意了苏丹北方和苏丹南方的复

员方案委员会在三个过渡地区的各自作用。这将为这

些地区执行复员方案铺平道路。我鼓励各方在联合业

务计划和重返社会方案经费的筹措方面取得进一步

的进展。政府、捐助国和联合国之间在苏丹的下一次

高层圆桌会议预期在 10 月份举行，届时将揭示该方

案的情况。将会作出认捐并可能讨论以后步骤，包括

该方案的生效日期。 

 联合国继续在人道主义和发展方面作出重大努

力。在报告所述的这一期间，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继续返回南方。据估计，2008 年有 153 638 人返回，

其中 58％为有组织返回。在人民返回方面的明确挑战

是，确保除了作为直接人道主义援助而提供的基本服

务之外，还向他们返回的社区提供发展援助，包括保

健、水和卫生、教育，并恢复农业生计所需的流失的

技能。 

 在这方面，我高兴地宣布，今年早些时候在 5月

份奥斯陆的苏丹筹款会议上成功地发起了苏丹南方

恢复基金。这将能够为苏丹南方各州提供过渡资金，

并迅速落实和进行省州级机构的能力建设。来自 48

个国家和组织的250位代表出席了第三次苏丹捐助者

筹款会议。塔哈副总统主持了会议，挪威政府欣然做

东。筹款会议商定了 2008-2011 年期间《全面和平协

议》下半部分的恢复和发展优先事项。 

 对联合评估团（联评团）进展情况的审查表明，

各项指标大体达到。其中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控制通货膨胀、建立有利于外来直接投资的环境方面

的进展，以及增加扶贫开支。然而，外债依然很高，

经济仍然严重依赖石油。就共同的前进方向达成了全

面共识。捐助者欢迎全国团结政府通过的五年计划、

苏丹南方政府的中期开支优先事项、以及拟议的联合

项目，并为 2008-2011 年规划期间支助苏丹认捐了 48

亿美元。 

 人道主义需求继续作为联苏特派团授权的一部

分进行处理。重要的情况包括阿卜耶伊 50 000 名流

离失所者以及转移至阿古奥克和周边地区的另外

25 000 名受影响民众，而将近 5 000 人则转移至阿卜

耶伊以北的穆格莱德。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迅速部署，立即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随着阿卜耶伊路线图规定的实施，预期人们

将开始返回阿卜耶伊。但是，流离失所者关心的一个

主要问题是避免扰乱其子女教育。大部分人可能在 12

月份，即本学期结束时返回，但也可能更早。联合国

系统准备协助解决眼下和长期恢复需要。  

 1956 年边界——即北方和南方边界——的划定，

是有待解决的最主要问题。特设边界技术委员会现在

尚未完成其报告，完成后将呈交总统。下一阶段工作

包括根据卫星图像制作地图，以及开始地面标界工

作。联合国为委员会提供了专门技术支持，目前正在

进一步为制作边界图提供卫星图像技术协助。1956 年

边界的划分和标定工作取得进展，对于和平执行《全

面和平协议》至关重要。我敦促各方确保加快向总统

呈交报告，以便边界划分和标定进程能够向前迈进。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如果双方要求，即可协助它们解

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关于联苏特派团在最近阿卜耶伊危机问题上的

作用，必须认识到，暴力、升级、抢劫、纵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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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离失所的首要责任何在。阿卜耶伊事件的责任主

要、而且事实上完全在于当事双方及其军队。作为《全

面和平协议》的签署方，它们仍然有责任确保 2008

年 5 月的悲剧永不重演，无论是在阿卜耶伊或其他地

方。 

 由于阿卜耶伊事件的极端政治敏感性，存在着把

其他方面决定的后果归咎于联苏特派团的倾向。这并

非表示，联苏特派团本身无可批评之处——远非如

此。骄傲自满，拒绝从此类危机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

有违特派团不断寻求办法提高表现的基本义务。 

 交战结束后，联苏特派团对自身反应进行一次全

面和详细的回顾检讨，并将结果提交总部。报告指出

了我们的长处、弱点及经验教训。在交战过程中，联

苏特派团保护并护送 100 多名平民到达安全地。所有

联合国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全部安全撤离，无一

人受伤。召开了紧急安全会议，会议上双方均保证采

取若干行动来平息局势和维持停火，但无一得到实

施。地区联合军事委员会和停火联合监测委员会也在

实地举行了会议。部长们飞赴阿卜耶伊以求结束战

斗，但无功而返。事实上，对地方的指挥和控制失灵，

地方指挥官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不过，回顾检讨也承

认，我们未能保护城内联合国机构驻地。在冲突后，

联合国向来自该地区的流离失所者提供——并继续

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战斗大规模升级前，阿卜耶伊大部分人口出逃虽

然悲惨，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幸运的：因此避免了阿

卜耶伊居民血流成河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据估计

有 89 人死亡，其中包括平民 18 人。这仍然太多，但

鉴于双方敌对行动的规模、以及他们没有能力或不愿

意执行已经商定的措施，联苏特派团基本上无力防止

这些生命损失。 

 关于保护平民财产，事实是，纵火大部分发生在

交战期间，而抢劫大部分发生在 5 月 20 日停止敌对

行动之后，虽然在战斗间隙时也有抢劫发生。在阿卜

耶伊焚烧和抢劫期间联苏特派团毫无作为的印象是

不正确的。当两支正规军动用坦克、多筒式火箭发射

器、火炮和重型机枪开战时，不管部署在阿卜耶伊的

维持和平人员具体有多少，他们都不可能积极介入压

制战斗。而且，联苏特派团也没有这样做的任务，其

接战规则也不允许特派团使用致命武力来保护平民

财产。 

 但是，阿卜耶伊事件确实显示，迫切需要讨论把

第七章规定纳入第六章性质任务的重要问题、以及对

特派团的期望与其能力问题。在这方面，我赞扬 2008

年 6 月 23 日发表的题为“安全理事会根据第七章采

取行动：神话与现实”的报告。报告强调世界各地维

持和平行动者所面临的困境。任务规定和能力问题是

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的。不能强力解释某一特定任

务，但又不提供强力干预能力。而且，一特派团任务

可解释的强度，视当事各方允许特派团享有的政治和

军事空间而定。 

 作为一项第六章任务，联苏特派团既没有强力干

预的能力，当事各方也没有为它提供必要的政治和军

事空间，包括监测与核查方面的行动自由。过去三年，

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一再向安理会表达这一状况。保

护危险迫在眉睫的平民的责任排除执法活动，如保护

平民财产，但确实造成人们期望国际上承诺提供广泛

的保护和执行措施。我吁请安理会就这些问题展开辩

论，以形成明确的指导方针，为配备必要能力的维和

人员提供现实的接战规则。 

 不过，这些讨论不应使我们忽略，阿卜耶伊已经

取得重大进展的事实。根据双方签署的四点协议，苏

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部队基本上已经完成

撤离该地区。我们鼓励双方优先完成剩余部队撤离工

作。联合整编部队和联合整编警察部队的培训工作正

在进行之中，不久即将部署在该地区。非常重要的是，

双方已最终商定了一个阿卜耶伊临时行政当局，应能

为回返平民提供基本服务。已经制定了一项援助计

划，将提交临时行政当局批准。期待捐助界慷慨解囊，

为阿卜耶伊重建基金捐款。 

 讨论苏丹目前局势，不能脱离国际刑事法院（国

际刑院）最近采取行动，以及苏丹政府对此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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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的背景。我已向苏丹政府表达，国际刑院是一

个独立的机构，联苏特派团将继续在苏丹执行其任

务。苏丹政府已把国际刑院定性为一个政治而非法律

机构，但也承认国际刑院和在苏丹的两个维持和平特

派团任务的区别。然而，苏丹政府已经向我表示，对

巴希尔总统发出逮捕令可造成一种局面，对苏丹境内

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基础设施可能产生严重

后果。目前，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包

括加强与苏丹安全机构合作。我们还在与联合国安全

和安保部密切协商，针对一系列可能发生情况制定应

急计划。 

 与此同时，与执行《全面和平协议》的有关各方

接触，依然是顺利完成我们在苏丹的任务规定的关

键。苏丹和平不可分割，这依然是突出的事实。如果

《全面和平协议》瓦解，达尔富尔和平的前景基本上

将消失。《全面和平协议》的顺利执行，将提高达尔

富尔实现和平的前景。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分

注重达尔富尔已经削弱了对通过执行《全面和平协

议》取得和平红利的必要性的重视的这种感受是真实 

的，尤其是在苏丹南部人中间。我们必须着重、明确

承认《全面和平协议》的中心作用，从而改变这种认

识。 

 综上所述，三年下来，《全面和平协议》的前景

不明朗，但不一定暗淡。阿卜耶伊已取得进展。人口

普查工作已经完成。选举进程正在进行之中。解除武

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终于有了进展。恢复和发展

项目已经开始在实地产生一定影响。不过，最终成功

将需要有关各方认识到，只有通过全面实施阿卜耶伊

路线图和成功划定 1956 年边界，和平才能得以巩固。

为了长期和平共处与繁荣，双方还必须为长期经济合

作奠定基础，不论公民投票结果如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卡齐先生的通报。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按照安理会先前

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

磋商，继续讨论该问题。 

 上午 10 时 40 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