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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 在第 72/21 号决议中，大会表示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A/72/29)，

请委员会主席继续与委员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并通过委员会向大会第七十四

届会议提出报告。 

2. 依照决议，委员会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正式届会(第 458

次会议)。主席还在 2019 年举行了若干次磋商和会面。 

3. 在第 458 次会议上，下列代表团在议程项目 4 下的一般性讨论中发言：澳大

利亚、俄罗斯联邦、埃及、毛里求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4. 委员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a) 43 个成员： 

澳大利亚 莫桑比克 

孟加拉国 荷兰 

保加利亚 挪威 

加拿大 阿曼 

中国 巴基斯坦 

吉布提 巴拿马 

埃及 波兰 

埃塞俄比亚 罗马尼亚 

德国 俄罗斯联邦 

希腊 塞舌尔 

印度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索马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斯里兰卡 

伊拉克 苏丹 

意大利 泰国 

日本 乌干达 

肯尼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利比里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也门 

马来西亚 赞比亚 

马尔代夫 津巴布韦 

毛里求斯  

https://undocs.org/ch/A/RES/72/21
https://undocs.org/ch/A/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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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观察员： 

  尼泊尔 

  南非 

  瑞典 

5. 经过主席团空缺补选，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 

 阿姆里斯·罗汉·佩雷拉(斯里兰卡) 

副主席： 

 彼得·霍恩(澳大利亚) 

 艾哈迈德·萨利赫·巴瓦齐尔(印度尼西亚) 

 卡洛斯·曼努埃尔·达科斯塔(莫桑比克) 

报告员： 

 拉莱纳·若西·布里吉特·拉哈里马布阿汉吉(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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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委员会 2019 年的工作 

 A. 通过议程 

6. 在第458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A/AC.159/L.149号文件所载议程，案文如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4. 委员会主席根据大会第 72/21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的报告。 

 5. 通过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6. 其他事项。 

 B. 主席的报告 

7. 在第 458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4，内容涉及委员会主席根据大

会第 72/21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的报告。主席就磋商情况作综合说明如下： 

 “各位阁下，各位尊敬的印度洋特设委员会成员， 

 “当我们今天在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2019 年会议上开会时，让我们回顾，

印度洋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干线，继续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洋承载着世界上大约一半的集装箱运输和大约三分之二的石油

运输。确保印度洋海道的安全与稳定并维持航行自由，不仅对全球经济，而

且对全球和平与安全都至关重要。 

 “1971 年，大会第 2832(XXVI)号决议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斯里兰卡

作为一个战略上位于印度洋的岛国，其存在与海洋及其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是这一行动的先驱之一。一年后，大会第 2992(XXVII)号决议设立了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以推进 1971 年《宣言》的目标。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印度洋作为“和平区”的概念是在不同的政治环

境中提出的，考虑到印度洋区域大国之间军备竞赛升级的可能性，有可能对

维持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然而，今天我们在一个同样受到威胁的世界中相聚。海上流动性的增

加和运输的繁忙为恐怖活动、海盗、毒品贩运、非法军火贸易、偷运移民和

贩运人口等提供了机会。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大量腐败行径，包括非法和未报

告的捕捞、底拖网捕捞、环境退化和沿海基础设施的破坏。 

 “此外，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资料，非传统威胁和犯罪正

在出现，如捕鱼业贩运人口、木炭贸易和非法石油贩运。故意损坏海底光纤

https://undocs.org/ch/A/AC.159/L.149
https://undocs.org/ch/A/RES/72/21
https://undocs.org/ch/A/RES/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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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对国际通信线路构成严重威胁。使用雇佣军、私人承包的武装保安人员

和浮动军械库引起的法律问题是需要我们密切注意的一系列问题之一。 

 “斯里兰卡等沿岸国实际上站在打击海上贩毒活动的前列。将印度洋用

作为主要的贩毒路线，对海上安全和海上执法构成了挑战。 

 “各位阁下、各位同事，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本委员会的工作继续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集

体承诺确保印度洋区域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增长。 

 “在这方面，根据大会第 72/21 号决议的规定，我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

磋商，以确定会员国对特设委员会工作的看法，特别是对其未来方向的看法。

在这些磋商过程中，就本委员会的任务在目前情况下继续具有相关性达成了

广泛的磋商一致意见。我感到，鉴于这些非传统的威胁和挑战，这项任务的

核心内容今天仍然具有相关性。 

 “此外，在应对印度洋区域的当代问题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还必

须注意到环印度洋联盟等组织的出现，成立这些组织的初衷是确保印度洋区

域各国之间增进合作。本委员会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论坛，以便在联合国系

统内更加重视环印度洋联盟的问题并发出更多声音。 

 “建立可持续的海洋经济；新的蓝色产业，包括近海可再生能源、海洋

技术和水产养殖；清理；实施再生进程以应对气候变化，将有助于启动一个

经济进步区以及和平区。而这将提供稳定，加快环境的迅速改善，并确保国

际和平与安全。 

 “我鼓励会员国继续参与确定我们今后工作方向的进程。我期望诸位在

今天下午的发言中特别注意如何推进委员会的工作，以便确定我们今后的行

动方向。” 

8. 会上，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 

9. 委员会重申，考虑到区域面临的新威胁和新挑战，特设委员会的任务依然具

有相关性。与会者认为，环印度洋联盟等组织对加强海上安全和安保合作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与会者还强调，会员国需要继续参与这一进程，以确定委员会今

后的工作方向。委员会重申致力于实现印度洋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目标。 

10. 委员会始终坚信，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和主要航海国参与委员会的工

作十分重要，这有助于推进互利对话，从而为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创造条件。 

 C. 建议 

11. 主席提议，可以根据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意见，对建立在《宣布印度洋为和平

区的宣言》基础上的委员会任务规定进行修正，并加以更新，以反映该区域当前

的现实和共同的利益。委员会决定，主席将进行进一步磋商，并就此提出一项建

议，供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审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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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12. 在第 458 次会议上，报告员介绍了委员会报告草稿。 

13.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通知委员会成员，拟就有待提交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的

决议草案案文进行非正式磋商。 

14. 又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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