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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公报 
 

裁军事务部的组织 
 
 

 秘书长根据其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的 ST/SGB/1997/5 号公报,并按

照大会规定的新任务，以及为了精简裁军事务部的组织结构,特公布下列规定： 

 

第 1 节 

一般规定 

 本公报应与秘书长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的 ST/SGB/1997/5 号公报一

并适用。 

 

第 2 节 

职能和组织 

2.1 裁军事务部： 

 (a) 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协助秘书长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责任以

及大会、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机关关于裁军及相关安全事项的任务规

定，并在需要时代表他（她）； 

 (b) 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协助秘书长履行多边裁军协定赋予他（她）的

实质性责任； 

 (c) 查明正在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分析它们对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作用的影响，就与军备控制和裁军有关的可能战略和措施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d) 协助会员国进行旨在制定裁军准则和协定的多边裁军谈判和审议活动，

并在所有裁军领域促进、加强和巩固这类准则和协定； 

 (e) 向第一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大会其他附属机构、裁军谈判会议及

其附属机构、多边裁军协定缔约国的审查会议和其他会议，以及大会授权的专家

组，提供组织方面的实务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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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推动和支持在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多

边努力，包括全球反恐努力，并为此目的，与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和专门机构以

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合作； 

 (g) 推动和支持在包括地雷的常规武器领域的裁军努力，特别是遏制小武器

和轻武器的非法扩散、破坏稳定和过量累积以及非法贩卖和制造，并且为建立关

于暂停取得、生产和转让小武器和其他常规武器的区域体制提供实务支助和专门

知识； 

 (h) 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小武器问题协调行动机制及各基金和方案的协调

中心； 

 (i) 在联合国系统预防冲突和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努力中提供有关裁军和建立

信任措施的实质性专门知识，包括应会员国要求支持其制定和执行实际裁军措施； 

 (j) 在军事事项方面，通过核查和建立信任措施促进公开和透明度； 

 (k) 通过特别是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促进采取区域办法来处理裁军与安全

问题； 

 (l) 维持一个信息方案，包括裁军数据库，监测裁军领域的事态发展和趋势，

并且以电子方式以及通过出版物及其他推广活动传播信息； 

 (m) 与常驻代表团、非政府组织、大学、学院和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活跃在

裁军领域的个人以及公众相互交流，并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包括联合国

裁军研究所，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专门机构合作； 

 (n) 管理联合国裁军奖学金、训练和咨询服务方案； 

 (o) 推动该部针对性别的政策，并执行其《妇女融入主流行动计划》。 

2.2 裁军事务部一如本公报所述分成几个组织单位。 

2.3 该部由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领导。副秘书长和各组织单位的负责人，除本

公报中所列的具体职能外,还履行秘书长 ST/SGB/1997/5 号公报中所列且适用于

其职位的一般职能。 

 

第 3 节 

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 

3.1 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向秘书长负责。 

3.2 副秘书长： 

 (a) 负责该部的一切活动和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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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一切军备控制、裁军及相关安全事项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和支助，

并在需要时在这方面代表秘书长； 

 (c) 为了政策指导和决策目的，对裁军和国际安全领域的事态发展提供权威

性的分析和评估； 

 (d) 代表该部出席高级管理小组、改革指导委员会及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

的会议并作为秘书处和会员国之间负责关于一切军备控制、裁军和相关安全事项

的信息的协调人。 

 

第 4 节 

主任兼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帮办 

 

4.1 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在执行其活动时由一名主任协助，副秘书长不在时，

该主任作为帮办行事。 

4.2 主任兼帮办负责： 

 (a) 就该部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问题向副秘书长提供支助； 

 (b) 确保该部的方案任务获得有效协调和执行； 

 (c) 就所有实务、组织、行政、人事及预算事项向副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并

提出建议。 

 

第 5 节 

副秘书长办公室 

 

5.1 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包括副秘书长直属办公室、主任兼副秘书长帮

办办公室和执行办公室。 

5.2 该办公室主要职能如下： 

 (a) 监测该部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 

 (b) 就各项部门政策和准则向副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处理具体的政策和管

理问题； 

 (c) 拟订关于政治和管理问题的报告和说明，供副秘书长参考； 

 (d) 作为负责该部的工作各个方面的信息的协调中心； 

 (e) 协调部门间的活动及进行必要的后续行动； 

 (f) 就相互关切的事项与其他部门、办公室、基金和方案磋商、谈判和协调； 

 (g) 代表或安排他人代表该部出席有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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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就所有实务、组织、行政、人事及预算事项向副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

并协助他（她）促进以讲求节约和效率的方式开展该部的工作。 

5.3 执行办公室由一名执行干事领导，他通过主任兼副秘书长帮办向副秘书长负

责。 

5.4 执行办公室的核心职责载于秘书长公报 ST/SGB/1997/5 第 7 节。此外，执行

办公室管理该部的预算外信托基金。 

 

第 6 节 

处 

 

 裁军事务部有五个处： 

 (a) 设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和会议支助处； 

 (b)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处； 

 (c) 常规武器（包括实际裁军措施）处； 

 (d) 监测、数据库和信息处； 

 (e) 区域裁军处，包括： 

㈠ 纽约区域活动股； 

㈡ 非洲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㈢ 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及 

㈣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平、裁军与发展区域中心。 

第 7 节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和会议支助处 

 

7.1 设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和会议支助处由一名主任领导。该主任向副

秘书长负责，同时兼任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7.2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和会议支助处的核心职责如下： 

 (a) 依照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向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提供秘书

处、行政和实务支助； 

 (b) 协助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执行他们的职责； 

 (c) 就与裁军谈判会议有关的谈判中的问题及其他相关事态发展为联合国

秘书长定期编写政治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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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向裁军谈判会议历届主席和裁军谈判会议各附属机构的主席提供政治

评估，并就裁军谈判会议的程序和惯例提供咨询意见； 

 (e) 编写和管理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记录和其他文件； 

 (f) 为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缔约国的审查会议和其他会议，以及为在日

内瓦举行的缔约会议、专家组和其他裁军会议提供秘书处、组织、行政和实务支

助，并向这些会议的主席和主席团提供政治评估和咨询意见，协助他们规划、组

织和进行届会的工作； 

 (g) 为多边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缔约国的审查会议和其他会议，以及为在日

内瓦举行的缔约会议、专家组和其他裁军会议编制和提供所需的文件，包括背景

文件和汇编； 

 (h) 对多边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缔约国的审查会议和其他会议的决定，以及

对在日内瓦举行的缔约会议、专家组和其他裁军会议的决定采取后续行动； 

 (i) 作为日内瓦负责地雷问题的协调中心，包括维持一个关于杀伤人员地雷

的数据库； 

 (j) 作为日内瓦负责与小武器和轻武器有关问题的协调中心； 

 (k) 管理和监督联合国裁军研究金、培训和咨询服务方案的执行情况； 

 (l) 维持一个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的文件以及关于军备和裁军的专门文献

的参考图书馆，供各国常驻代表团、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学术机构、非

政府组织和公众使用。 

  第 8 节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处 

8.1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处由一名处长领导。处长通过主任兼副秘书长帮办向副秘

书长负责。 

8.2 该处的核心职责如下： 

 (a) 依照会员国商定的优先事项提供实务支助，以便联合国在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特别是核武器领域发挥作用； 

 (b) 向大会附属机关和工作组提供实务支助，以协助和支持会员国在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领域进行谈判、审议和建议共识； 

 (c) 应会员国要求，协助它们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作出努力，包括全球反恐

怖努力； 

 (d) 向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现有裁军和不扩散条约的审查会议和其

他会议提供实务、组织、行政和秘书处支助，包括向这些会议的主席和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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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咨询意见，协助他们规划、组织和进行届会的工作，并编写所要求的背景

文件； 

 (e) 应裁军和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要求，协助它们对筹备委员会、审查会议

和其他条约所规定的会议作出的决定和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f) 应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有关的现有条约的缔约国以及其

他有关国家的要求，协助这些国家努力使这些条约获得全面执行和实现普遍性，

从而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这些条约； 

 (g) 监测及分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领域目前和未来的趋势，并

维持一个载列有关信息的网页，以便向会员国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 

 (h) 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为秘书长编制政治评估、研究文件、汇编、背

景材料、简报及声明； 

 (i) 根据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公约和协定的规定，履行通过秘书长除保

管文书外应发挥的作用而指派给该部的职责，包括向实况调查团提供支助； 

 (j) 向为促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的附加法律文书而召开的会议提供实

务支助； 

 (k)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

委员会，以及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开展工作的研究所、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保持密切合作。 

  第 9 节 

  常规武器（包括实际裁军）措施处 

9.1 常规武器（包括实际裁军措施）处由一名处长领导。处长通过主任兼副秘书

长帮办向副秘书长负责。 

9.2 该处的核心职责如下： 

 (a) 提供实务支助，以便联合国在防止常规武器的扩散方面发挥作用； 

 (b) 协助在常规武器领域进行谈判和通过国际协定； 

 (c) 支持执行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通过的《从各

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d) 促进、运作和管理《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以及《军事支出标准汇报

表》； 

 (e) 向小武器问题协调行动机制提供实质性领导和行政支助，确保联合国系

统以全面、协调和一致的方式应付小武器和轻武器引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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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监测及分析常规武器，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以及实际裁军措施方面目前

和未来的趋势； 

 (g) 开发和维持关于常规武器控制和实际裁军各个方面的数据库； 

 (h) 就常规武器，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实际裁军措施问题，为秘书长编制

政治评估、研究文件、汇编、背景材料、简报及声明； 

 (i) 监测军事支出的趋势，协助加强各国政府提出这种支出的年度报告的标

准制度，并监测关于裁军与发展以及转用等问题的趋势； 

 (j) 应会员国要求，就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问题及关于实际裁军措施向咨

询特派团提供协助和实务支助； 

 (k) 应要求与维持和平部及联合国其他相关部厅合作，执行与联合国维持和

平行动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部分有关的授权任务。 

  第 10 节 

  监测、数据库和信息处 

10.1 监测、数据库和信息处由一名处长领导。处长通过主任兼副秘书长帮办向

副秘书长负责。 

10.2 该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监测裁军领域的事态发展和趋势，通过出版物，特别是《联合国裁军年

鉴》，以及其他推广活动，向会员国和国际社会传播有关裁军与国际安全事项的

客观信息； 

 (b) 设计、制定、协调和管理该部关于裁军问题的数据库和资源站； 

 (c) 为秘书长编制政治评估、研究文件、汇编、背景材料、简报和声明； 

 (d) 向秘书长的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提供实务支助和行政支助； 

 (e) 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协调； 

 (f) 通过该部印发的出版物和通过电子媒介，包括开发和维持专门网页，与

外交界、学术界、研究机构、非政府专门组织和公众相互交流； 

 (g) 进一步开发、运作和维持联合国裁军事务信息系统； 

 (h) 制定、执行和管理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项目，并对《联合国关于裁军和不

扩散教育问题的研究报告》中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包括召集裁军和不扩散教育

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i) 运作和维持一个参考书图书馆，以印刷本和电子本方式收藏关于裁军和

国际安全的文件和出版物以及有关军备和裁军的专门文献，供各国常驻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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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大会第一委员会会议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代表团、学术机构、非政府

组织和公众使用； 

 (j) 开展其他推广活动，例如公开演讲和举行电子会议，以传播关于裁军事

项的客观信息。 

  第 11 节 

  区域裁军处 

11.1 区域裁军处由一名处长领导。处长通过主任兼副秘书长帮办向副秘书长负

责。该处包括： 

 (a) 纽约区域活动股； 

 (b) 非洲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c) 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平、裁军与发展区域中心。 

11.2 每一个中心由一名主任领导，该主任向副秘书长负责，并通过该处处长向

主任兼副秘书长帮办提出报告。 

11.3 该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促进和支持采取区域办法来处理裁军与安全问题； 

 (b) 促进、协助和加强各国、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和安排之间的区域合作，并

帮助协调就与建立信任措施、裁军、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事项作出的各项努力； 

 (c) 酌情向会员国、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和其他安排的区域举措提供实务支助

和其他支助，包括咨询服务，以期促进和执行裁军措施； 

 (d) 在区域范围内加强会员国以及区域组织和其他安排在裁军和国际安全

领域的能力和专门知识； 

 (e) 通过数据库和网站等办法，酌情向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其他安排提供和

传播有关裁军、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信息和文件； 

 (f) 在区域一级监测和分析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目前和未来的趋势； 

 (g) 监督和协调联合国各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的活动和业务； 

 (h) 就区域裁军领域目前和正在出现的问题、趋势和挑战，为秘书长编写政

治评估、研究文件、汇编、背景材料、简报和声明； 

 (i) 作为纽约负责地雷问题的协调中心； 

 (j) 向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提供实务、组织和行政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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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在区域裁军与安全领域同有关部门和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合作； 

 (l) 作为负责与性别有关问题的部门协调中心。 

  第 12 节 

  最后规定 

12.1 本公报将于 2004 年 9 月 1 日生效。 

12.2 秘书长 1998 年 5 月 20 日题为“裁军事务部的组织”的 ST/SGB/1998/10

号公报特此废除。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