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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20 分会议开始  

一般性意见交换(议程项目 11)(续) 

1.  特雷扎先生(意大利)说，意大利完全同意芬兰代表团代表欧盟所作的发言。

他指出，为了预防或至少减轻交战期间及战后平民和军人不必要的伤害，《公约》

缔约国经过 23 年的努力，已经一致通过几个文书。这些成果的实现是不同层次持

续付出努力的结果，包括审查会议、缔约国会议、或者军事专家组和其它专家组等

范围。这一过程作为行之有效的多边主义的例证，使缔约国更好地互相理解别国的

优先事项和关注的问题；明确与《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解释和执行相关的问题；

并与民间社会开展直接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2.  他希望，《公约》缔约国能够通过新的文书，对致命装置――非杀伤人员地

雷的使用作出规定。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即：地雷和弹药，包括于弹药以及集束

弹药的问题，他指出，意大利政府行将批准第五号议定书，它认为，国际社会应该

继续研究集束弹药的影响，尔后再对其使用做出规定，以消除对平民的附带效应。 

他认为，应当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持续监测《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执行以及遵守

条款的情况。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需建立一个特设组织，而仅仅是通过定期会

议和审查会议继续并扩大缔约国的审议。有鉴于此，意大利代表团支持缔约国中的

欧盟成员国提出的建议，即至少应将战争遗留爆炸物工作组的任务延期至 2007 年。 

3.  纳什先生 (集束弹药联盟 )指出，许多来自于受集束弹药之害国家的联盟成

员出席第三次会议，对《公约》进行审查，这一点证明，民间社会有决心确保找到

有效方式，应对这类弹药造成的迫切问题。就各国政府而言，它们不能忽视集束弹

药每天在全世界不同国家造成的伤害。四十年来，一直有关于这类伤害的报道，随

着集束弹药武器的扩散，这类伤害必然会继续。已经有几个国家作出反应：比利时

已经禁止了这类武器；挪威发布了与之相关的永久禁令；奥地利、罗马教廷、爱尔

兰、墨西哥、新西兰和瑞典承诺就该主题举行国际谈判。对于所有明确表示支持起

草新的文书以扭转集束弹药造成的人道主义灾祸的国家，联盟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表

示赞赏，并敦促所有国家为制定这类弹药使用的新规则而努力，特别是支持第三次

审查会议建议通过的关于这样一种文书的谈判授权草案。重要的是，不论是在何种

论坛进行谈判，国际法中应该订出一个新的文书，以实现地面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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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万女士(集束弹药联盟)说，她的祖国黎巴嫩还没有从 2006 年 7月至 8 月在

其领土上发生的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有一百多万枚集束炸弹散落在农田、村庄、

民居和公共场所，更不必说道路上了。或许要许多年才能解决这些炸弹造成的问题。

在战争结束很久后，没有爆炸的炸弹还继续造成危害，而且主要使无辜平民成为受害

者，这种装置的军事意义究竟何在？她敦促所有决策者，认真研究制定一项国际文书，

结束使用集束弹药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这类弹药的危害早有充分证明。 

5.  阿利扎达先生(集束弹药联盟)本人 12 岁时就成为杀伤人员地雷爆炸的受害

者。他说，他和本国阿富汗的集束弹药受害者一道工作。他曾目睹这些弹药的危害，

它们和杀伤人员地雷一样具有毁灭性。迄今为止，已经有 151 个国家禁止杀伤人员

地雷，而集束弹药的问题如何解决？那些不可靠和不精确的弹药继续残害无辜的平

民，使人们无法从事经济活动，儿童无法上学，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结束这些

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一个关于集束弹药的新的法律文书。  

6.  希拉邦特先生 (国际残疾人协会 )请代表团注意其所在组织编写的一份初步

报告，报告分析了全世界集束弹药的人道主义影响。该报告于上个星期开始在 10

个城市和万国宫分发，在今后几个月中将继续分发。他请各代表团参加同日举行的

报告发布会，并向国际残疾人协会提供他们的意见或他们认为有用的任何资料。他

指出，该研究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集束武器在 24 个国家和地区对平民造成的影响，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这类武器的危害，其影响是按照这类武器受害者的有关数据

确定的。如：一个居住在科索沃的 16 岁儿童在子弹药突然爆炸事件中侥幸存活下

来，但是爆炸夺去了他的三个家人的性命，目前他从学校辍学，与一个姐姐和母亲

生活在一起，全家靠每月 60 欧元的收入为生。报告显示，已知集束弹药的受害者

98%是平民，它彰显了国家无能力在禁止集束武器方面取得进展和受影响社区越来

越迫切的疾呼之间的强烈反差，国际残疾人协会所传递的正是这些社区的呼声。全

世界已经有超过 312,000 人为国际残疾人协会为此目的发起的请愿签名，它明显说

明公众舆论再不满足于毫无结果的讨论。现在正是采取行动之际：拒绝就禁止集束

武器制定新的国际文书进行谈判，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忽视了针对平民使用这类

武器造成的伤害和对社会经济的灾难性影响。  

7.  康韦先生 (地雷行动 )指出，武装部队选择战争手段和方式的权利并非毫无

限制，应该由政府对武器的使用加以限制。这些武器没有实现主要的军事用途，却

杀害了它们本应该保护的人。近期的许多冲突表明，集束弹药也属于这类武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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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英国武装部队投掷了带有 78,000 枚子炸弹的弹药，但是，据将军休·比奇

爵士所言，这些炸弹仅仅摧毁了 30 个左右主要军事目标。英国后来斥资 5,000 万英

镑，用于该国的人道主义排雷。在黎巴嫩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以色列使用集束弹药

的袭击 60%集中在聚居区中心周围 500 米的范围内。这既不是计算错误，也不是误

差，而纯粹是系统性地在居民区或附近使用这类武器的最新例证。正如阿富汗、车臣

和伊拉克的战争所记载的那样：英国武装部队 2003 年 3 月在巴士拉和周围区域投掷

了 98,000 枚集束炸弹，造成平民在袭击中和袭击后死伤。可以得出结论：不论这类

武器短期的军事用途为何，它们造成了人道主义的超常代价。根据前北约联军指挥官、

将军鲁珀特·史密斯爵士所言，靠轰炸平民目标、造成平民生命损失取得的军事成功

更可能遭到公众的谴责，而不是为发起轰炸的国家增加政治资本。 

8.  集束弹药的使用使这种武器的使用者自我贬低，使他们自诩为武装暴力的

合法和负责任的执行者的标榜一文不值。很明显，使用这类武器不符合缔约国保护

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就处理集束弹药而言，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防止平民遭受

无辜的伤害；使武装冲突符合公众良知的要求；确保冲突后的重建和恢复顺利进行，

不因这类弹药的致命危险而受到阻碍。至关重要的是，缔约国应尽快制定一份国际

文书，禁止集束弹药的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  

9.  汉农先生(地雷行动(加拿大))说，组成地雷行动(加拿大)的非政府组织参与

过涉及排雷、关于未爆炸地雷和弹药风险的教育、人道主义援助和可持续发展等实

地活动，它们参加了政府专家组的工作和前两次的审查会议，目的是确保适当平衡

国家的国防需要和对于基本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尊重。然而，它们发现，在非杀伤人

员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上，国防利益和公民权利之间有失平衡。  

10.  《渥太华公约》禁止了装有敏感引信或防排装置的非杀伤人员地雷，但是

这类地雷的其他特点表明，需要一个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以解决它们造

成的问题。在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地雷行动(加拿大 )虽然欢迎第五号议定书即将

生效，因为该议定书规定了冲突后采取的一般性措施，但是这类补救措施应有预防

措施作为补充，以便应对这类遗留物，特别是集束弹药遗留物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

来自专访幸存者、医生和排雷人员的许多国际研究、专著和实地评估以及证词强调，

不精确和不可靠的子弹药造成的可预见的伤害和破坏威胁着许多国家的平民。当它

们没有爆炸时，它们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致使成千上万的人陷入贫困。此外，近期

已证实，有非国家武装集团开始使用集束弹药。所有事实都支持制定一份具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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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的国际文书，通过具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有效解决集束弹药的使用、生产、

转让、贸易和储存。在公民社会看来，早就应该谈判并通过这样的文书。  

11.  古斯先生(人权观察社)指出，非政府组织很有说服力地描述了集束弹药在

全世界造成的可怕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因为它们的使用不符合国际人道主

义法律，造成了不必要和无法接受的对平民的伤害。全世界数百万枚子弹药造成了

这类破坏，而 70 多个国家的武库中还存有数十亿枚子弹药。此外，子弹药已经落

入非国家武装团体手中，如真主党最近在以色列使用了这种弹药。很明显，必须尽

快解决已经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  

12.  可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采取许多步骤。在与《公约》相关的工作框

架内，缔约国应该支持设立一个机构的提案，授权该机构负责关于集束弹药的谈判

任务。如果仅仅通过基于有限授权进行讨论的提案，会使它们没有能力应对不断迫

近的灾难，甚至使它们的努力白白付之东流。由于没有关于集束弹药谈判授权的协

议，相关的缔约国应该寻求在不同的框架内制定新的国际文书，以便加速谈判的成

功。这样做才能证明，《公约》的目标是最重要的，即保护平民免受战争和使用特

定武器的危害。在人权观察社看来，事先了解是否有必要在平民十分密集的地区或

其他地方禁止集束弹药、冻结或限制其使用，或仅仅禁止不可靠和不精确的未爆率

高的集束弹药的使用，这些并不重要。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筹备谈判和谈判进展

的过程中解决。除非政府可以证明，有可靠和精确的集束弹药，不会在袭击中或袭

击后对平民造成无法接受的危险，否则，应有一项有效的国际文书禁止所有的集束

弹药并要求将其销毁具有重要意义。   

13.  他支持爱尔兰和瑞典的提议，即在最后宣言中增加一个序言段，说明战争

遗留爆炸物对平民造成的可预见的长期影响是进行相称性评价的重要因素。他还支

持德国和瑞典的提议，即鉴于 1995 年以来的技术发展，应对激光系统进行新的研

究。  

14.  苏凡先生(黎巴嫩观察员)敦促《公约》缔约国将支持起草新的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书作为第一要务，特别是制定禁止集束弹药使用的议定书，以消除它们对

人类造成的危险。他以本国――最近受到以色列入侵的黎巴嫩为例指出，以色列的

进攻毁灭了 15 年的发展成果，摧毁了国家南部的许多重要的民用设施，在 774 个

袭击点留下了 120 万枚未爆炸的子弹药，此外还有威胁 150 多个社区的 40 万颗地

雷和诱杀装置。他指出，因为战斗人员躲藏在平民聚居地区，所以故意向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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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束弹药，结果造成对平民财产的直接破坏并使无辜者丧生。使用集束弹药仅

仅袭击军事目标肯定难以办到。此外，因为许多子弹药没有立刻爆炸，所以经常成

为“沉默杀手”，可能在战争早已结束后使人致死或致残，特别是像在黎巴嫩南部

那样针对村庄和平民的财产投射的炸弹。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提供了几个资料出

处，其中有一名路透社记者、几名联合国高级官员、一名人权观察社的代表和该非

政府组织的出版物、以及以色列《国土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援引了一名火箭

部队指挥批评军事当局企图对整个镇使用集束弹药的决定。在他看来，文章能够证

实以色列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于 2006 年在南黎巴嫩故意向人口稠密地区大规

模使用集束弹药。他质疑以色列代表所说的武装部队在保护本国公民的同时为了减

少对人员的伤害所表现出的克制。他认为，以色列当局使用集束弹药袭击南黎巴嫩，

而为袭击进行开脱的理由不可信，缺乏恰当的根据。  

15.  他欢迎即将生效的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并向大会保证，

黎巴嫩将不遗余力地考虑成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和《渥太华公约》的缔约方。 

16.  主席指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以及审查《公约》会议重要的人道主义目

标，并呼吁与会者不要将第三次会议当成政治讲坛，不要行使答辩权。  

17.  伊茨哈基先生(以色列)注意到黎巴嫩观察员提出的主张，他说，为了不继

续破坏会议的积极精神，以色列代表团不行使答辩权。以色列代表团期待着有一天

以色列在中东的更多邻国成为《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缔约国，特别是承担起经

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第八条第 1 款(b)项所规定的义务，即关于不得将地雷(水雷)、

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包括集束弹药转让给非国家主体的义务。  

上午 11 时 25 分散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