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75/379–S/2020/965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6 October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3735 (C)    221020    231020 

*2013735*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七十五年 

议程项目 35、40、86 和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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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 

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2020 年 10 月 1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20 年 9 月 27 日，亚美尼亚武装部队使用大口径武器、大炮和迫击炮，对

前线一带阿塞拜疆武装部队阵地和邻近居民区进行密集炮击，造成平民和军人大

量伤亡。该地区的平民财产和基础设施遭到广泛破坏。 

 目前爆发的敌对行动，是亚美尼亚破坏和平进程的政策、好战煽动言论以及

在实地持续挑衅造成的，包括 2016 年 4 月和 2020 年 7 月的蓄意袭击、破坏侦察

小组今年 8 月潜入阿塞拜疆境内、以及蓄意改变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人口、文化和

自然特征以期殖民吞并的行动。 

 国际社会对亚美尼亚的挑衅、侵略行动和非法活动反应不足，在普遍公认的

国际法义务和承诺方面实施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和偏向选择，只会助长亚美尼亚

的有罪不罚和放任感。 

 亚美尼亚 9 月 27 日的侵略行为，再一次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基

本准则和原则、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相关决议。 

 在 2020 年 9 月 27 日的声明中，秘书长对敌对行动的恢复表示极度关切，谴

责使用武力，并对生命损失和平民伤亡表示遗憾。 

 然而，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继续蓄意攻击阿塞拜疆平民和民用物体，甚至医院、

医疗设施、救护车、学校、幼儿园也不能幸免。因此，阿格达姆和菲祖利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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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施、阿格达姆地区 Tazakend 村的学校、鞑靼村 Shikharkh 定居点第一学校、

及鞑靼区 Lyceum 第二学校都遭炮火和迫击炮轰击受损。截至 2020 年 10 月 1 日，

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内的 19 名阿塞拜疆平民被打死，55 人受伤，169 栋房屋和 40

件私人民用物品遭摧毁或损坏。1 

 2020 年 10 月 1 日上午，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对阿塞拜疆鞑靼市进行了猛烈炮

击，炮弹击中鞑靼市汽车站，一名平民遭弹片击中死亡。汽车站遭到严重破坏。

上午，阿塞拜疆领土也遭到来自亚美尼亚戈卢斯地区的火箭袭击。火箭击中了贾

普拉伊尔-菲祖利地区的前线。由于再次遭受火箭袭击，新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村

Jojug Marjanli 有近 20 栋房屋受损。该村是 2016 年从亚美尼亚人手中解放的。 

 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根据国际法，亚美尼亚对此负有责任，

并承担个人刑事责任；联合国、其相关机构和机制、会员国、其他相关国际组织

和整个国际社会要采取坚决行动，确保追究责任。 

 为击退侵略，确保平民安全，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行使自卫权并完全遵守国际

人道主义法，开展反击。在这方面，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同战争期间所有以前的

军事行动一样，目前的敌对行动也完全发生在阿塞拜疆的主权领土上。阿塞拜疆

共和国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土地要求，但也不会将其一寸土地让给任何人。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一部分已经解放，约 2 300 名

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官兵被打死打伤，约 146 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200 多门大炮、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榴弹发射器、约 25 个防空系统、一个 S-300 防空导弹系统、

6 个指挥和指挥观察哨、5 个弹药库、约 50 件反坦克武器和 55 辆军车被摧毁。

两架亚美尼亚苏-25“Frogfoot”地面攻击机撞山爆炸。 

 在阿塞拜疆主权境内蓄意袭击平民并部署如此大量军队和军备，这一事实本

身就证明，亚美尼亚是侵略者，亚美尼亚公开宣称遵守停火与和平解决，只不过

是为了掩盖其明确吞并目标而发表的空洞言辞和施放的烟幕。 

 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从 1992 年至 1995 年一直积极处理此事。1992 年 5 月

12 日，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最大的阿塞拜疆人居住的城市和行政中心舒沙被占

领后，安理会通过了第一份主席说明(S/23904)。然而，尽管安理会要求“结束暴

力”，1992 年 5 月 18 日，在亚美尼亚境内的直接炮击之后，位于亚美尼亚与阿塞

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之间、阿塞拜疆人居住的拉钦地区被占领。 

 到 1992 年底，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另外两份主席说明——S/24493(1992 年 8

月 26 日)和 S/24721(1992 年 10 月 27 日)。然而，安理会内部的这些措施和欧洲

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努力都没有阻止战争升级。亚美尼亚的袭击仍在继续。  

 1993 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四项决议(第 822(1993)、第 853(1993)、第 874(1993)

和第 884(1993)号决议)，谴责对阿塞拜疆使用武力和占领其领土，并重申尊重阿

塞拜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和不得使用武力夺取领土。针对

__________________ 

 1 照片证据在秘书处存档，可供参考。 

https://undocs.org/ch/S/23904
https://undocs.org/ch/S/23904
https://undocs.org/ch/S/24493
https://undocs.org/ch/S/24493
https://undocs.org/ch/S/24721
https://undocs.org/ch/S/24721
https://undocs.org/ch/S/RES/822(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22(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53(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53(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74(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74(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74(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74(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84(1993)
https://undocs.org/ch/S/RES/884(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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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主张和强力行动，安理会重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是阿塞拜疆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要求亚美尼亚占领军立即、完全、无条件地撤出阿塞拜疆所有被占领

土。从 1993 年到 1995 年，安理会还通过了三项主席说明(1993 年 1 月 29 日，

S/25199；1993 年 4 月 6 日，S/25539；1993 年 8 月 18 日，S/26326；和一份主席

声明(1995 年 4 月 26 日，S/PRST/1995/21)。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显然是迄今就该问题通过的最权威和最有约束力的决定，

没有截止日期。然而，这些决议没有得到执行。此外，在决议通过后的这段时间

里，企图背离其中所载的关键承诺和义务，只会加深不信任，从而使政治解决的

前景变得渺茫。近 30 年来，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框架内进行的调解努力没有

取得任何结果。 

 阿塞拜疆共和国一再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亚美尼亚的持续侵略及其在阿塞拜

疆被占领土的非法存在，是战争和当地局势再次升级的主要原因。阿塞拜疆共和

国还一贯表示，作为一个遭受领土被占领和数十万公民被迫流离失所之苦的国家，

它是最愿意争取尽快和持久解决冲突的一方。 

 相比之下，亚美尼亚使用武力占领阿塞拜疆领土，一再违反停火并诉诸武装

挑衅，这表明其坚信，除和平和政治解决办法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原因很简单，

亚美尼亚的领土要求和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旨在通过武力夺取领土。自 1994 年

停止敌对行动以来，亚美尼亚从未认真参与谈判。亚美尼亚追求的唯一目的是巩

固占领，并在停火与和平进程的幌子下实现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吞并。 

 实现和平、安全和稳定，首先要求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

撤出阿塞拜疆所有被占领土，恢复阿塞拜疆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以

及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和收回财产。 

 然而，1994 年，时任秘书长指出： 

 “联合国的立场是基于安理会不同决议中提到的四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是阿

塞拜疆的领土完整；第二项原则是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第三项原则是不允

许使用武力夺取领土；第四项原则是所有外国部队立即无条件撤出阿塞拜疆

被占领土”(1994 年 10 月 31 日，SG/SM/5460 号新闻稿)。这是解决冲突的

基础。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5、40、86 和 135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

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https://undocs.org/ch/S/25199
https://undocs.org/ch/S/25539
https://undocs.org/ch/S/26326
https://undocs.org/ch/S/PRST/199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