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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27 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你，我将以安全理事会 2019 年 7 月份主席的身份，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在题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议程项目下，召开关于“国际恐怖主义

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这一主题的公开辩论。 

 为了向公开辩论提供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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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古斯塔沃·梅萨-夸德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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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27 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定于 2019 年 7 月 9 日举行的主题为“国际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

联系”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概念说明 

 一. 背景 

1. 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继续演变和多样化，特别是恐怖团体以日益复杂的方式开

展活动并扩大其网络。在这方面，必须查明和防止国际恐怖主义与包括跨国有组

织犯罪在内的作为资金和后勤支援来源的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安全理事会在

其多项决议中，包括第 1373 (2001)、2195 (2014)、2322 (2016)、2368 (2017)和 2462 

(2019)号决议以及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8/9)中，确认并表示关切恐怖主义

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 

2. 具体而言，安理会确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

书的重要性，并论述恐怖主义活动如何与不同罪行相关联，如贩运人口(第 2331 

(2016)号和第 2388 (2017)号决议)、非法贩毒(S/PRST/2010/4、S/PRST/2012/16 和

S/PRST/2013/22)、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第 2370 (2017)号决议)，甚至贩运文化

财产 

3. 安理会第 1373 (2001)号决议吁请会员国加强协调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国际

各级的努力，以加强全球应对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或密

切联系)。 

4. 同样，安理会第 2195 (2014)号决议鼓励会员国和相关组织加强合作和各项战

略，以防止恐怖分子从跨国有组织犯罪中获益，并建设能力，以确保边境安全，

调查和起诉此类恐怖分子和与之合作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分子。最近，在反恐怖主

义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通过的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指导原则增编(见

S/2018/1177，附件)中，吁请会员国继续开展研究和收集信息，以增进对恐怖分子

与跨国有组织犯罪分子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的性质和范围的了解和理解。 

5. 因此，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这些不断演变的联系，及其在不同区域和

背景下变化的方式和程度，同时认识到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有不同的动机和法

律制度。 

 二. 目标 

6. 公开辩论旨在讨论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区域的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应对这两种现象带来的挑战。此外，还旨在确定如何加

强各国政府之间以及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7. 公开辩论还将使各方机会提及私营部门和公私合作在防止和阻止恐怖分子

从有组织犯罪中获益方面的作用，以及会员国为维护监狱中的安全和人道环境而

采取的行动，认为这些行动不应成为进一步激进化的理由。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2195%20(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322%2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68%20(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2019)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2019)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8/9
https://undocs.org/ch/S/RES/2331%2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1%2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88%20(2017)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0/4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2/16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3/22
https://undocs.org/ch/S/RES/2370%20(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2195%20(2014)
https://undocs.org/ch/S/2018/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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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进行所有这些讨论的同时，应铭记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采取的任

何措施都应符合国际法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 

9. 公开辩论还将使各方有机会分享和强调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特别是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经验教训、良好做法和面临的针对具体情况的挑

战，以期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和打击犯罪活动中促进可能有益于会员国的技术援

助、能力建设活动和信息共享工具或平台。 

 三. 供讨论的问题和议题 

10. 请会员国思考和审议这一议题，包括提及以下一些问题： 

• 会员国、联合国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如何能够共同处理国际恐怖主义

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 

• 如何能够确定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能够有

效中断这方面的活动？ 

• 联合国如何能够在充分尊重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下为跨区域合

作和信息共享平台做出贡献？ 

• 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是什么而且如何更好地予以传播？ 

•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在评估各自区域受威胁程

度和促进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方面发挥

什么作用？ 

 四. 通报人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 

•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 

• 国际咨询人 Tamara Makaren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