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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索马里局势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S/202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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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索马里局势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S/2023/758）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

第37条，我邀请索马里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023/807，其中载有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
的案文。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758，其中
载有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

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
在将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尔巴尼亚、巴西、中国、厄瓜多尔、法国、加蓬、
加纳、日本、马耳他、莫桑比克、俄罗斯联邦、瑞
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获得15票赞成。决
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2705（2023）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
言）：俄罗斯联邦支持我们的英国同事拟定的延长联
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索援助团）任务期限的安全理
事会决议（第2705（2023）号决议）。

索马里目前正处于其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
段。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包括持续遭受武器禁运，但
联邦政府正在成功地打击极端主义。国家建设和开展
全国对话也取得了成果。我们欢迎摩加迪沙在解决拉
斯阿诺德内部部族间冲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政治特派团的作用正在得到
显著加强。我们呼吁联索援助团继续在其授权范围
内向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供必要援助。应当加大工作力
度，落实安全理事会去年批准的建议——对特派团活
动进行独立战略审查的建议，包括有关启动向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稳步移交其职能的进程的建议。我们呼吁
在向该国提供援助时严格遵守大会第46/182号决议
所载的联合国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国际人道主义援
助的唯一共识基础。干涉该国内政，包括其主权议会
的立法工作，是不可接受的。

耿爽先生（中国）：当前索马里的政治安全局势
处于关键阶段，延长联合国驻索马里援助团的授权，
总体有利于支持索马里政治进程、协调国际社会加大
对索马里援助。因此，中方刚才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
票。同时我想再强调两点：

第一，这份决议提及联索团在支持索马里政治进
程、维护拉斯阿诺德地区稳定等方面的授权。中方在
磋商中强调，这些工作涉及索马里内部事务，联索团
要坚持“索人主导，索人所有”的原则，尊重索马里联
邦政府的主权和主导权。在中方等安理会成员的要求
下，决议作出相应修改。中方期待联索团在今后的工
作中，严格遵守安理会授权，加强同索马里联邦政府
的沟通协调，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

第二，在决议磋商的过程中，安理会成员曾探讨
如何帮助索马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中方强调，资金
不足是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最主要
瓶颈，安理会应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向索马里等
非洲国家提供拖延了14年的气候融资。令人遗憾的是，
中方的这些合理建议未能纳入。中方认为，今后安理
会如果想要在气候与安全问题上切实发挥作用，就应
敦促发达国家把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承诺
转化为具体行动，并且拿出真金白银。

阿杰曼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
感谢执笔国联合王国指导安全理事会敲定我们刚刚
通过的决议（第2705（2023）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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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的三个非洲成员（非洲三成员）对延长联
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索援助团）任务期限的这项决
议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了解联索援助团在有效落实
索马里建国举措方面的作用，对此我们团结一致，有
着共同认识。此外，我们支持已通过的决议，以促进联
索援助团在索马里建设和平进程中发挥的有益作用。
因此，我们一如既往，非常支持联索特派团继续致力
于索马里的和平、稳定和进步。

在目前对青年党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非洲三
成员认识到继续需要解决该国持续存在的恐怖主义
威胁。决议承认这一威胁，并对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
和武器弹药的扩散深表关切。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
支持解决这些威胁并开展全面努力，以减少威胁，稳
定索马里局势，使该国走上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非洲三成员坚信，该决议有可能加快索马里的稳
定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全成果，不仅对索马里，而
且对邻国都是如此。非洲三成员坚信，在金融、技术
和安全领域提供全面援助对于在这一关键时刻有效
援助索马里至关重要。特别是，非洲三成员主张认真
考虑全面解除武器禁运，因为这将使索马里能够获得
并储存打击青年党等极端团体所必需的武器。

我们欢迎决议强调包容性对话、地方和解进程
和妇女切实参与以推进国家优先事项和支持和解、
安全与过渡的重要性。非洲三成员强调妇女在建设
和平中的宝贵贡献，并强调促进她们参与国家生活的
重要性。

鉴于索马里目前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赞赏
决议谈到这一关切，并呼吁捐助者增加支持，以减轻
索马里人民的痛苦。

最后，执笔方的包容性做法产生了协商一致的案
文，我们认为这反映了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承
诺，并应促进有效执行决议的各项规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索马里代表发言。

优素福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
团注意到刚刚通过的延长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索

援助团）任务期限的决议（第2705（2023）号决议）。
在这方面，我想提出以下几点。

首先，现在是联合国重申其对索马里政府和人民
的承诺，同时加强联合国不同实体和机构以及其他区
域和国际伙伴所作努力的协调和一致性的时刻。因此，
必须通过一项能够支持政府努力巩固国家政治稳定、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授权任务。

今年是索马里特别政治任务成立第十个年头。我
们坚信，特派团的任务应该反映今天的索马里，而不
是2013年的索马里。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理会启动
向派驻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过渡，以便与政府阐明的长
期发展优先事项保持一致。此外，反恐斗争不是仅靠
军事手段取得胜利，而且还必须同时解决暴力极端主
义的驱动因素，如缺乏经济机会。各位成员都知道，没
有发展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

第二，联合国在索马里的存在，特别是联索援助
团，需要以符合政府期望的方式明确地运作和履行任
务，包括充分尊重索马里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在
索马里人之间分享权力和资源方面，对通过的联邦制
模式的不同解释和辩论不应改变我们联合国对统一
索马里的共同承诺。

第三，我们提请注意过去七年来联索援助团内部
工作人员空缺率居高不下的问题。事实上，国际和当
地职等长期空缺未补职位的持续存在表明，特别政治
任务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我们强烈鼓励秘书处加快
完成2022年人员配置和结构配置审查。这将加强联
索援助团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过渡，并促进整合联
合国在索马里的所有举措，同时支持执行索马里联邦
政府的长期发展优先事项。

我们在实现和平与政治稳定方面迈出了重大步
伐。在我们乐观地看待所取得的进展的同时，我们意
识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巩固和平成
果，我们仍然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

上午10时15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