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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22 日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写信转达缅甸对定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阿里亚办法”

会议的关切，会议题为“缅甸境内大规模暴行罪：我们如何问责？”，由德国、秘

鲁和科威特共同主持。 

 首先，会议本身的标题和目的极具误导性，传达了在缅甸实际发生了“大规

模暴行罪”这样一个错误信息。而且，在选择通报人方面存在严重失衡。被选做

通报人中包括那些宣传带有偏见、陈词滥调的结论的人员，即宣传据称的暴行系

缅甸安全部队所为，这一结论是基于未经核实的陈述，完全未曾设法了解与若开

邦问责问题有关的全面事实情况。拟议进行的带有严重偏见的通报只会导致安全

理事会成员对这个问题作出不公正的判断。计划举行的会议的做法也与联合国宗

旨背道而驰，这一宗旨就是促进各国间合作，以找到和平解决任何冲突的办法。 

 缅甸政府正在解决问责问题，为此设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缅甸武装部队也

设立了自己的调查法院，以处理若开邦北部的侵犯人权指控。主权国家对保护本

国人民的人权负有首要责任。缅甸愿意处理据称侵权行为的问责问题，并且有能

力处理。因此，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将此事提交任何国际司法或法律机构的企图，

除非国家补救办法显然已用尽。 

 独立调查委员会是一项全国举措，旨在解决若开邦的和解、和平、稳定和发

展问题。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在若开邦发动恐怖袭击后据称发

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和相关问题。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务还包括制定为确保若开邦

和平与稳定而应采取的步骤的建议。该委员会是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根据 1950

年《调查委员会法》拥有特殊的调查和司法权力。 

 独立调查委员会成员于 8 月 17 日至 22 日访问了孟加拉国，为派遣委员会的

证据收集和核查小组在科克斯巴扎尔与居住在难民营的人进行面谈和收集证据

做准备并寻求必要的批准。 

 与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目标相反，缅甸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是人权理事会

所设，其意图令人质疑。人权理事会僭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违反了国际法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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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和实践。因此，缅甸不承认实况调查团或其报告，这些报告是出于损害缅甸利

益的明确意图而写就。 

 实况调查团在其出于政治动机、带有偏见的报告中将缅甸安全部队描绘为

大规模暴行罪的实施者，同时却故意忽视或至少忽略了若开罗兴亚救世军恐怖

主义分子在 2016 年 10 月和 2017 年 8 月对多个安全哨所发动的挑衅性和有预

谋的武装袭击，这些袭击是造成当前人道主义危机的不可否认的原因。最重要

的是，实况调查团既没有指责也没有谴责 2017 年 8 月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犯下的

有据可查的暴行罪，这些罪行导致安全人员以及若开邦数百无辜民众死亡，包

括 100 名印度教村民。 

 实况调查团的报告及其中建议只会进一步加剧若开邦不同社群之间现有的

紧张关系。而且，实况调查团的报告预断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得出无端的结

论，还呼吁国际社会卷入，这是对一国主权的直接挑战。 

 缅甸政府对若开邦问题采取了综合办法，包括跨界移徙、贫困、法治和安全

等方面。我们最紧迫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我们一直在与孟加拉国达

成的双边协定基础上，本着诚意，为迅速遣返流离失所者作出不懈努力。我们还

一直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东

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密切合作，促进缅甸与孟加拉国之间关于遣返、重新安置和

回返者发展问题双边协定的执行。 

 2019 年 1 月以来，缅甸分 7 批把 3 450 名已核实人员的名单连同那些可能回

返者的重新安置地点信息发送给孟加拉国。缅甸和孟加拉国已商定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通过指定的边境接待中心开始遣返第一批 3 450 人。根据双边协定和安

排，边境两边已经做了必要准备。我们已邀请东盟秘书处、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

义救援协调中心和东盟应急快速评估小组成员开始对遣返进程进行全面评估。我

们还要求难民署和开发署根据两个机构与缅甸之间的三边谅解备忘录，向缅甸提

供必要援助，以促进遣返、重新安置，并向回返者提供基本必需品。 

 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启动遣返进程，与此同时，科克斯巴扎尔的若开罗兴亚

救世军恐怖主义分子却正在威胁希望返回缅甸的难民营中民众的生命。一些非政

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在向人们施压，要求他们不要返回。结果，没有人敢

表示愿意返回，遣返工作也未能在商定日期进行。遣返工作不成功的另一原因是

没有遵守双边协定规定的程序，这些程序要求希望自愿返回的流离失所者填写和

签署商定的核查表。 

 此次“阿里亚办法”会议的明示目的是重点关注缅甸境内据称的大规模暴

行罪的问责问题。对局势真实性质的误解，加上对问责的武断理解，无助于若

开邦问题的解决。不顾一国客观情况的单方面胁迫措施将使该国为克服所面临

的挑战而作出的积极努力付之东流。这将进一步加剧不同社群之间的不信任和

两极分化，不仅在若开邦，而且在整个缅甸。 

 一个会议若只是又一个片面指责和问罪的会议，而不是分享相关利益攸关方

的客观和均衡观点的会议，将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成果。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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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意图违背了安全理事会自己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安理会主席声明中所表达的

尊重缅甸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承诺。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任务是帮助和协助会员国努力应对政治、经济、社会和

人权方面的挑战。我们不认为即将举行的“阿里亚办法”会议将对缅甸、特别是

对若开邦建设和平、和谐、民族和解和发展有所助益。 

 因此，缅甸将不参加上述会议。不过，我们将继续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建设性

接触，以解决若开邦的复杂问题。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浩督松(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