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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七十五年 

议程项目 19、32、35、38、40、54、62、64、71 和 114   

可持续发展 

消除以单方面治外强制性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国际和平、安全与 

发展的影响 

巴勒斯坦问题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

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人民自决的权利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20 年 10 月 12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 2020 年 10 月 9 日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级在线会议，会议的主题是

“万隆会议 65 周年：更切实、更团结和更有效的不结盟运动应对包括冠状病毒

病在内的新出现的全球挑战”。 

 在这方面，谨随函转递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和特别宣言(见附件一和二)。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9、32、35、38、40、54、62、64、71

和 114 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A/75/511 

S/2020/1009  

 

20-13575 2/6 

 

  2020 年 10 月 12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不结盟运动部长级在线会议 

  政治宣言 

  “万隆会议 65 周年：更切实、更团结和更有效的不结盟运动应对包括冠状病毒

病在内的新出现的全球挑战” 

  2020 年 10 月 9 日 

 不结盟运动各国外交部长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会晤，举行

主题“万隆会议 65 周年：更切实、更团结和更有效的不结盟运动应对包括冠状

病毒病在内的新出现的全球挑战”的不结盟运动在线部长级会议，以期评估不结

盟运动自万隆原则通过以来在促进严格遵守国际法规范和原则方面取得的成就， 

 1. 重申坚决致力于和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规定， 

 2. 重申在万隆(1955 年)和贝尔格莱德(1961 年)阐明的不结盟运动愿景、原

则和目标，并以 2006 年 9 月 16 日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十四届不结盟运动首脑

会议通过的《关于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原则及其在当前国际大局中的作用的宣言》

为指导，努力实现一个人人享有和平、平等、合作和福祉的世界， 

 3. 回顾发布万隆原则并为不结盟运动的成立奠定基础的 1955 年亚非会议

召开 65 周年，并重申不结盟运动从政治和道义两方面毫不动摇地承诺和决心奉

行并充分遵守万隆原则，这些原则今天仍与 1955 年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4. 重申每一国皆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上避免为侵害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

政治独立的目的，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此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构成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的行为，永远不应作

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5. 重申不结盟运动创立原则的充分有效性并确认标志着其历史发展的成

果，这些成果证实，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一切形式的外国干

预、侵略、外国占领、统治或霸权的斗争，以及在权力中心的军事联盟之外成为

国际关系中的平衡因素的意图，仍然是不结盟政策的具体体现， 

 6. 继续致力于并促进忠实遵守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

以及真诚履行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义务，这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至关重要， 

 7. 重申所有国家均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主

权、主权平等、政治独立和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性，遵守不干涉内政以及不对各

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再次承诺支持和促进这些国

际法原则，并继续反对旨在部分或完全破坏各国国家统一或领土完整的任何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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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重申并特别指出不结盟运动关于处于外国占领、殖民统治或外国统治之

下人民自决权的原则立场的有效性和现实意义， 

 9. 强调从所有方面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必须仍然是不结盟运动

议程上的优先事项，也仍然是联合国的永久责任，直至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

决议从所有方面圆满解决问题， 

 10. 谴责占领国以色列为改变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法律、地理和人口状况

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再次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

议，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全部撤出至 1967 年 6 月 4 日的边界； 

 11. 关切地注意到不结盟运动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以及公正和公平的世

界秩序的集体愿望仍然受阻于各种根本障碍，这些障碍尤其表现为全球金融和经

济危机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大多数发展中世界持续缺乏资源和不发达、贸易条件

持续不平等和发达国家缺乏合作，以及其中一些国家实施强制性和单方面措施以

及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冠状病毒病(COVID-19)这一大流行病的暴发进一步加剧

了这些障碍， 

 12. 表示强烈谴责对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颁布和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这种

做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特别是违反不干涉、自决和国家独立的原则。

在这方面，重申坚决谴责并要求废除这些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影响人权，阻碍受

其影响的人民充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3. 强调武装冲突、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政策、恐怖主义、分裂主义、跨国有

组织犯罪、极端主义以及侵犯人权行为、金融危机和环境恶化继续影响着世界各

地数百万人民， 

 14. 申明出现了许多新的关切领域、威胁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重新承诺维

护和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原则， 

 15. 重申强烈关切某些国家越来越多地诉诸单边主义，在这方面还重申充分

支持作为《联合国宪章》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基础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

作价值观对于促进和支持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至关重要， 

 16. 特别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鉴于国际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面临新

出现的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强不结盟运动内部的统一和团结并提高其效力， 

 17. 声明有效执行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的文件需要不结盟运

动所有成员国最高程度地作出承诺和下定决心，果断应对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

人权以及国际合作领域提出的挑战，我们将为此共同努力，实现所期望的目标， 

 18. 重申维持和平是联合国的旗舰活动，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标志，

同时注意到由于出现新的跨国挑战和威胁，维持和平人员的行动环境日益动荡，

还回顾秘书长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和《共同承诺宣言》及为将这些集体承诺

转化为行动所作的持续努力，以及“开罗路线图”为此作出的宝贵贡献， 

https://undocs.org/ch/S/RES/497(1981)
https://undocs.org/ch/S/RES/242(1967)
https://undocs.org/ch/S/RES/338(1973)


A/75/511 

S/2020/1009  

 

20-13575 4/6 

 

 19. 确认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重要性，重申各国政府在确定、推动和指导

各种优先事项、战略和活动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具有领导作用和自主权，并在这

方面强调，要把包容性作为推进国家建设和平进程和目标的关键因素，以确保顾

及社会各界的需要， 

 20. 承诺进一步协调成员国的立场，以推进发展中世界的利益，在所有国家

公正公平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包容、透明和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应对

目前由于全球安全威胁、武装冲突、环境危害、气候变化、传染病、极端贫困等

而产生的挑战和风险； 

 21. 重申不结盟运动在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方面的原则立场和

坚定承诺，在这方面，重申所有成员国有义务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不

向参与恐怖主义行为的实体或个人主动或被动提供任何形式支持，包括为此制止

招募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和消除向恐怖主义分子供应武器行为，拒绝为恐怖分子提

供安全庇护以及运作、行动和招募的自由，防止实施、组织和协助恐怖主义行为

的人滥用难民地位，又促请成员国采取适当措施，在给予庇护前，确保寻求庇护

者没有策划、协助或参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并进一步促请所有成员国加强合作，

打击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 

 22. 表示严重关切冠状病毒病迅速蔓延，对人类构成重大挑战，需要在统一、

团结和重新开展多边合作的基础上作出全球应对， 

 23. 认识到这场大流行病的空前影响，包括对社会和经济以及对全球旅行和

商业的严重干扰以及对民生的破坏性影响， 

 24. 深为关切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社会、经济、就业、全球贸易、供应链与

旅行以及农业、工业和商业系统造成严重干扰，因此正在对可持续发展和人道主

义援助需求产生破坏性影响，包括在消除贫困、民生、消除饥饿、粮食安全与营

养、教育、无害环境废物管理、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方面，特别是对穷人和

处境脆弱的人以及特殊处境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而言，因而使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其中包括到 2030 年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结

束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的目标， 

 25. 重申粮食和药物等必需品不应被用作政治胁迫的手段，而且人民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手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被剥夺； 

 26. 特别指出所有国家以负担得起的方式顺畅、平等地获得药品、疫苗和医

疗设备是全球协调有效地应对冠状病毒病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27. 表示关切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冠状病毒病之后的经济恢复期日益加

剧，发达国家有必要根据资助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加强气候融资，并向这

些国家转让技术和提供技术支持， 

 28. 欢迎题为“全面协调应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大会 9 月 11

日第 74/306 号决议获得通过，并认识到执行该决议的重要性， 

https://undocs.org/ch/A/RES/7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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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表示深为关切歧视、仇恨言论、污名化、种族主义和仇外因疫情而有所

加剧，并促请成员国和所有相关行为体在抗击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过程中弘扬包容

和团结， 

 30. 赞扬不结盟运动通过负责任地发挥领导力和协调合作，采取有效、及时

和统一的对策支持成员国抗击冠状病毒病的斗争， 

 31. 表示不结盟运动随时准备帮助促进和确保全球获得药品、疫苗、治疗、

医疗设备和其他关键需求，以缓解冠状病毒病， 

 32. 回顾不结盟运动联络小组应对冠状病毒病的首脑级在线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4 日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并赞赏地欢迎不结盟运动工作队成立并作出努力，

汇编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抗击冠状病毒病方面的基本人道主义和医疗需求数据库， 

 33. 表示注意到不结盟运动联络小组应对冠状病毒病的卫生部长在线会议

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举行，讨论冠状病毒病带来的与卫生有关的挑战，并随时准

备考虑举行进一步的专门会议，讨论这一大流行病蔓延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34. 欢迎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先生阁下代表不结盟运动

成员国在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下发起召开应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联合国

大会第三十一届特别会议， 

 35. 表示希望鉴于局势紧迫，正在进行的关于特别会议组织方式的协商及时

结束，以便得到所有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集体主动参与和支持的特别会议取得成功

结果， 

 36. 表示感谢不结盟运动现任主席国阿塞拜疆共和国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

时期组织不结盟运动部长级在线会议，以纪念不结盟运动创立原则通过 6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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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12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不结盟运动部长级在线会议 

  2020 年 10 月 9 日 

  特别宣言 

 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强烈谴责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恢复敌对行动，并

对生命损失和平民遭受影响感到遗憾。 

 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重申支持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第 S/RES/822、

S/RES/853、S/RES/874、S/RES/884号决议)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 

 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根据不结盟运动的原则立场，坚定支持阿塞拜疆共和国的

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声援阿塞拜疆共和国。 

 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表示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2020年9月27日发出的相关呼吁。 

 

https://undocs.org/ch/S/RES/822
https://undocs.org/ch/S/RES/853
https://undocs.org/ch/S/RES/874
https://undocs.org/ch/S/RES/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