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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25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13 日，纽约 

  报告草稿 

报告员：罗德里格·埃德加·乔福·蒙古先生(喀麦隆) 

  增编 

  方案问题：2026 年拟议方案预算 

  (项目 3(a)) 

  方案 21 

  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办法和援助 

1. 在 2025 年 5 月 13 日第 3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 2026 年拟议方案计划方

案 21(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办法和援助)和 2024 年方案执行情况

(A/80/6 (Sect. 25))。 

  讨论情况 

2. 各代表团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为向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

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保护并实现持久解决办法所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和

支持。一些代表团肯定难民署作为保护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主要国际机构所

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代表团认识到，区域冲突、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

害等多种因素使全球难民形势长期严峻，持久的解决办法已赶不上新出现的流离

失所现象。一些代表团进一步强调了国际社会支持难民署工作的持续努力。 

3. 一个代表团对难民署在高风险地区和冲突地区工作的勇敢人员表示赞赏，

并强调应优先考虑他们的安全。在这方面，有代表团要求说明难民署为确保其

工作人员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 

https://docs.un.org/zh/A/80/6(Sect.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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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几个代表团指出，虽然人道主义需求继续增加，但人道主义系统面临严重

的资金限制，并对资源有限的环境表示关切。一个代表团强调，其他捐助国需

要更公平地为人道主义应急努力作出贡献，并需要更多地分担负担和探索经济

机会，以便更好地为流离失所人口服务。主席强调，与方案中涉及资源的部分

有关的事项不属于委员会的任务范围。 

5. 一些代表团认为，考虑到长期流离失所问题的持续存在以及实现持久解决

的效力，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难民署 2026 年的战略和业务。一些代表团强

调，难民署需要确定核心活动的优先次序，精简业务，减少重复，提高效力，

重点是取得切实成果。一个代表团请难民署在其报告中透明地说明难民署由于

资金减少而能够帮助的人数以及不能帮助的人数。 

6. 有代表团表示，难民署应努力结束冲突，使人们有机会安全返回家园。一

个代表团表示，难民保护应遵守中立原则，而不是双重标准和政治化，以防止

难民问题被用于干涉他国内政，或成为受到法律制裁的恐怖分子的自由通行证。 

7. 一些代表团指出，它们的国家收容了大量难民，并向他们提供了支持，其

中包括就业机会、住房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方案。另一些代表团指出，它们的

国家为支持难民署的工作提供了财政捐助。关于收容国，有代表团认为，不能

指望收容国单独承担收容难民的责任，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可预测的方式分

担负担和责任，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具体和持续的行动。一个代表团认为，大会

可要求难民署在今后的方案中列入更多信息，说明扭转难民署资源下降趋势和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负面影响的解决办法。一个代表团认为，解决难民收容国

长期关注问题的途径仍然不足，需要成为难民署向捐助方和伙伴进行倡导宣传

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代表团则对难民署加强努力支持收容国及其通过加强

与当地伙伴、区域组织和难民领导的组织的伙伴关系提供援助的承诺表示满意。 

8. 一个代表团认为，遣返和重新融入原籍国是难民最重要的持久解决办法，

这本应更普遍地反映为难民署的最高优先事项。该代表团认为，为了有效应对

这种旷日持久的状况，国际社会必须优先考虑原籍国的可持续和面向发展的解

决办法，这可能需要通过可预测的多年筹资、恢复基础设施和加强技术援助，

支持回返者重新融入社会。该代表团强调，这种支持的实施应协调一致，并符

合该国的规则和条例。 

9. 虽然一些代表团欢迎第 25.3(b)段提到《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作用以及在

2023 年难民问题全球论坛上所作承诺的后续活动，但另一个代表团对《契约》

持保留意见，指出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有代表团认为，难民署在认捐问责和

监测方面的支持对于确保这些承诺产生切实影响十分重要。有代表团要求说明

难民署如何增加对受援者的现金援助，以及在数字网关方面取得的进展。 

10. 关于第 25.3(c)段，有代表团要求澄清使用“国际商定标准”一词的原因。

一个代表团认为，最好使用“国际法”一词。关于第 25.3(f)段，一个代表团注

意到“与国家当局协商并与主管机构合作，加强被迫流离失所者及其收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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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不利影响时的复原力”的提法，表示认为这不属于难

民署的任务范围。该代表团要求进一步澄清将其列入方案计划的原因。 

11. 关于第 25.7 段，一些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该段提到难民署加强了对当地

行为体的支持和开展的工作。一个代表团认为，与当地行为体和组织的接触应

日益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资源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该代表团还

欢迎全球难民应对计划中地方和国家业务合作伙伴所占百分比不断增加，这反

映在计划成果 2下的图 25.二和第 25.20 段中。该代表团要求澄清 2025 年和 2026

年的目标是否可以更雄心勃勃。另一个代表团强调，转向可持续的、国家主导

的应对措施，使人道主义援助与长期发展战略相一致至关重要。 

12. 关于表 25.1 所载的 2024 年绩效计量，一个代表团赞扬难民署在消除无国籍

现象全球联盟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指出，已有 56 万多无国籍人获得了国籍。然

而，该代表团指出，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并作出了承诺，但仍有数百万计人处

于无国籍状态，在这方面，该代表团要求说明难民署从这一领域的工作中汲取

了哪些经验教训，以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13. 关于计划成果 1(通过数字现金支付增强流离失所者的融入)，有代表团要求

澄清通过难民自己的银行账户提供现金援助的目标，以及难民署如何监测难民

实际使用现金援助的情况，以确保现金援助切实促进保护成果和自力更生。 

14. 关于计划成果 3(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保护和服务得到加强)以及关于计划在

2026年前扩大数字网关的第 25.22段，有代表团要求说明难民署打算如何补齐弱

势难民群体在数字素养方面的短板以及获得设备的机会有限的问题。该代表团

注意到图 25.三所反映的预期注册人数激增的情况——其中预计到 2026年拥有数

字账户的难民人数将增加五倍以上，并要求说明难民署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

日益增长的需求。代表团还要求说明难民署如何应对任何挑战，包括在联合国

80 周年倡议下更广泛的改革努力的背景下。 

15. 关于立法授权，一个代表团欢迎将有关公约纳入方案计划，例如 1969 年

《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和 2009 年《非洲联盟

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 

16. 关于应交付产出下的表 25.2，一个代表团注意到，2024 年开展了 13 个外地

和技术合作项目，2025 年计划开展 9 个项目，2026 年计划开展 11 个项目。该代

表团要求澄清在中部非洲开展了多少个项目，以及考虑到目前的财政限制，

2026 年的目标是否过于雄心勃勃。还要求澄清最近的财务削减对难民署在中部

非洲的工作的影响。 

  结论和建议 

17. 委员会建议大会全体会议或相关一个或数个主要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79/247

号决议，在大会第八十届会议题为“方案规划”的议程项目下审议 2026 年拟议

方案预算方案 21(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办法和援助)的方案计划。 

 

https://docs.un.org/zh/A/RES/7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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