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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 

2021 年 2 月 16 日至 24 日 

  报告草稿 

报告员：萨拉·魏斯·马乌迪女士(以色列) 

 二.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 在 2 月 16 日第 297 次和第 298 次会议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流期间以及全体工

作组 2 月 16 日和 17 日第 1 次和第 2 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审议了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问题。 

2. 一些代表团在一般性意见中再次表示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多边主义，

并重申本组织的改革应按照《宪章》确立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并维护《宪章》作

为组织法文书的法律框架。有代表团强调，大会仍然是联合国的主要审议、决策

和代表机关。一些代表团重申，他们感到关切的是，安全理事会继续侵蚀大会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职能和权力，处理这两个机关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并试图介

入制定规范和确立定义等属于大会职权范围的领域。一些代表团认为，需要在《宪

章》中设想的本组织主要机关的职能和权力之间实现适当平衡，鼓励这些机关加

强相互合作与对话。有代表团还强调，特别委员会是审查这些问题的法律方面的

适当论坛。 

 A. 采取及执行联合国制裁 

3. 在特别委员会 2 月 16 日第 297 次和第 298 次会议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流期间

以及全体工作组 2 月 16 日第 1 次会议上，提及采取及执行联合国制裁问题(见大

会第 64/115 号决议，附件)。 

4. 在一般性意见交流和全体工作组第 1 次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团重申对安全

理事会所实施制裁的关切。他们强调不应任意采用制裁，也不应把制裁用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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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受制裁国弱势群体造成苦难的大棒，制裁的目的不应是惩罚或以其他方式

报复民众。 

5. 许多代表团强调，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国际人

权法和国际难民法)的规定实施制裁，确保制裁程序公正明确，不侵犯受制裁者的

权利。在这方面提到了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

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监察员办公室的重要作用以及安理会加强其正当程序标准的必

要性。有代表团重申，只有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发生破坏和平或侵略行

为时，才可作为最后手段，依照《宪章》并根据证据实施制裁。一些代表团还指

出，制裁措施不可作为预防措施，而且应以所有其他和平手段已经用尽为前提。

还有代表团强调，应该明确界定制裁制度的目标，有可靠的法律依据，实施制裁

应有明确时限，还应进行监测和定期审查，在目标实现后应立即取消制裁。有几

个代表团指出，制裁不应对目标国或第三国造成可能导致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意外后果。有代表团强调，制裁不应妨碍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有代表团表

示将继续致力于保护人道主义空间。一些代表团重申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法治实

施单边制裁表示关切，并指出，受这种制裁影响最大者往往属于特别脆弱的人群。 

6. 有几个代表团重申，制裁是确保维护和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工具。在

这方面，从全面制裁转向定向制裁的做法受到欢迎。有代表团强调，制裁的定向

性质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第三国造成不利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

及意外后果。一些代表团指出，有可能在制裁制度中给予豁免，包括为便利人道

主义援助给予豁免。 

7. 各代表团表示赞赏秘书处就大会第 64/115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题为“采取及

执行联合国制裁”的文件定期通报情况。有代表团欢迎秘书处为提高执行制裁方

面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所作的努力。有代表团建议，鉴于过去没有充分建立适当评

估安全理事会制裁措施所产生意外副作用的能力，秘书处应建立这种能力，以充

分评估本组织的制裁制度在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后果。 

  情况通报 

8. 全体工作组在第 1 次会议上听取了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代表根据大会

第 75/140 号决议第 4 段的要求，就大会第 64/115 号决议附件所载文件所作的情

况通报。该代表按照特别委员会上届会议的要求，介绍了文件的要点和联合国制

裁制度、制裁委员会和专家小组在执行制裁方面的作用、与制裁有关的国际人道

法和国际人权法问题、监测和审查机制以及实施制裁制度方面的最新动态。他还

回答了各代表团就制裁制度的几个方面提出的问题。他表示，安全理事会网站上

也有相关信息，特别是在关于安理会附属机构的概况介绍中。1  

9. 各代表团普遍表示赞赏情况通报以及为提高制裁相关程序透明度和加强正

当程序所作的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1 可查阅 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information。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989(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253(2015)
https://undocs.org/ch/A/RES/64/115
https://undocs.org/ch/A/RES/64/115
https://undocs.org/ch/A/RES/75/140
https://undocs.org/ch/A/RES/7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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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6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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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代表团欢迎秘书处为增进对制裁制度的了解而开展的培训和外联活动，同

时要求秘书处解释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向必须遵守制裁的私营和公共利益攸关

方说明情况，特别是在当前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代

表表示，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外联和培训活动。对私营部门开展外联工作意味着将

不同部门聚集在一起，解释制裁制度的基本功能。尽管制裁旨在避免意想不到的

不利后果，但如果执行不当，制裁仍可能会变成大棒。必须消除有关私营部门的

信息差距。 

11. 秘书处还被问及，从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

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监察员办公室的工作中吸取的教训可如何用于改进其他制裁制度，特别是

在正当程序方面。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代表指出，虽然各会员国、包括安全

理事会成员国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尚未就如何协调各制裁制度的正当程序办法

或机制达成一致。秘书处确定了有可能改进除名协调人运作的领域，例如，在 2014

年关于联合国制裁的高级别审查期间曾开展这样的工作，同时秘书处继续以设立

协调人办公室第 1730(2006)号决议为指导。根据该决议，协调人主要向制裁委员

会提供行政支助，如收集信息。相比之下，监察员有权力审查除名请求和建议将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除名。

联合国大学等外部实体也处理过正当程序问题，该大学在 2018 年的一项研究中

审查了安理会各制裁制度中保护正当程序的努力，并就会员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提出了建议。2  

12. 有代表团请秘书处澄清各区域组在专家小组成员人数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的

情况。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代表指出，秘书处在组成专家小组时没有适用配

额，但以实现地域和性别平衡为目标。他强调，在适当考虑地域因素和性别的情

况下，成员遴选过程是竞争性的，并鼓励各代表团从各自的区域组推荐称职的候

选人。 

13. 关于秘书处缺乏对制裁的人道主义后果进行评估的能力的观点，政治和建设

和平事务部的代表表示，有必要具备评估制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一国社会经济状

况的专门知识和能力。关于具体的豁免制裁请求，秘书处尽可能提供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 

 2 James Cockayne、Rebecca Brubaker 和 Nadeshda Jayakody，《相当明确的风险：通过公正明确的

程序保护联合国制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联合国大学，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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