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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4/62/SR.18  

 上午 10 时 1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29：协助地雷行动（续）（A/62/307、
A/C.4/62/L.6）  

1. Hunger 先生（瑞士）说，作为全面讨论未爆弹

药和遗留弹药问题的唯一文书，1980 年《禁止或限

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

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

议定书具有巨大的潜力。该议定书现已生效。各缔

约国应采取措施，以实现该议定书的普遍加入和执

行。瑞士政府希望，当前国际论坛上对集束弹药的

讨论能够促成一份新文书的签订，增强用以消除那

些武器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的措施。 

2. 在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仍在威胁人们的安全

并阻碍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放松对这一问题的

警惕，国际社会将无法承担其后果。大约有 40 个国

家仍未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而包括武装团伙在内的

许多非国家行为者则仍在继续使用杀伤人员地雷。

因此，他吁请相关国家加入 1997 年的《渥太华公约》，

即《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

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他还呼吁拥有武装的非

国家行为者在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日内瓦之声组织”

的支持下签署《承诺契约》。在此背景下，瑞士继续

倡导执行《2005-2009 年内罗毕行动计划》，该《行

动计划》旨在结束杀伤人员地雷所带来的苦难。在

拟于 2007 年 11 月召开的公约缔约方第八次会议上，

国际社会将能够对《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进展进

行评估。 

3. 瑞士政府认识到联合国地雷行动处作为地雷行

动协调中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有通过明确的授

权和共同的目标，联合国的所有伙伴才能有效抗击

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带来的威胁。各国当局也应

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合作应侧重于增强地雷行动领

域的能力。 

4. 瑞士 2008-2011 年地雷行动战略设想，维持当前

用于排雷、地雷风险教育、受害者援助和宣传活动

的项目经费水平（每年 1 400 万美元）。这项战略支

持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的工作，包括向雷

患国家提供业务援助和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还协

助各会员国执行《公约》。他邀请各会员国利用该中

心的服务，特别是在制定本国的国家地雷行动标准

时利用中心的服务。 

5. 他鼓励对地雷行动纳入发展合作的支持，包括

对受害者的援助。瑞士积极推动国家援助受害者战

略的执行，包括提高急救能力和在社会和经济方面

重新融入社会。 

6. 瑞士深受关于协助地雷行动的决议草案 A/C.4/ 

62/L.6 的协商进程的鼓舞。通过集体承诺和各级分担

责任，国际社会能够逐步实现一个没有地雷的世界。 

7. Kemp 先生（澳大利亚）说，澳大利亚政府是国

际排雷行动、生还者援助、地雷风险教育和综合地

雷行动的主要捐助者，除了过去 10 年里提供的 1 亿

美元外，在 2005 年还承诺为未来 5 年的地雷行动提

供 7 500 万美元。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援助流向了该地

区的雷患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越南和斯里兰卡，但澳大利亚也在阿富汗、伊拉克

和黎巴嫩排雷和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 

8. 澳大利亚日益关注使地雷行动与受地雷影响社

区的发展活动相结合，帮助生还者重建他们的生活。

在柬埔寨和老挝实施的综合方案活动是与澳大利亚

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的，其内容包括谋生援助、地

面绘图和标记、社区基础设施、水和环卫设施。 

9. 在认识到地雷行动的重要性后，澳大利亚政府

设立了地雷行动特别代表一职，其职责包括对地雷

行动国际捐助资源的全球协调。此外，作为此次《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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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华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主席国，澳大利亚正努力

推动国际地雷行动，并实现该《公约》的普遍加入。 

10. Haile 女士（厄立特里亚）说，作为《公约》的

一个缔约方，厄立特里亚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以确

保本国和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因为他们正

受到地雷和未爆弹药的严重威胁。作为厄立特里亚

30 年独立战争以及新近与埃塞俄比亚边境冲突的遗

留物，地雷在厄立特里亚领土上普遍存在。厄立特

里亚近三分之一的国土受到地雷污染。 

11. 农村人口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是主要的受害者。

厄立特里亚是受地雷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对

于长远的恢复和发展而言，排雷是一个优先事项。 

12. 1991 年开始的一个扫雷特派团促成了一个国家

排雷中心的成立。在进行人道主义排雷行动的各个

方面和发展本国独立的基础设施方面，该中心得到

了双边专家援助。厄立特里亚遵循自力更生的传统，

采取了一项“自主”政策，授权本国机构在规划和

执行方案中发挥主要作用，而外国捐助者则在能力

建设中提供援助。 

13. 厄立特里亚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消除地雷威

胁、推动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家园和确保土地的安

全使用上。现已清理了相当大的地区。此外，还制

定了一项地雷行动战略，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建立

法律和体制框架，并监督《渥太华公约》的遵守情

况。厄立特里亚非常重视对所有行为者进行教育和

训练，包括地雷专家和居住在受影响地区的普通民

众。厄立特里亚充分意识到，地雷受害者应参与决

策过程，并能够获得发展机遇。厄立特里亚政府还

将地雷生还者的需求纳入其计划，以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 

14. 她重申，厄立特里亚致力于创造一个没有杀伤

人员地雷的区域和国际环境，以及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层面为消除地雷和未爆弹药而努力。 

15. Ahmad 先生（巴基斯坦）注意到，尽管由于全世

界的地雷行动，平民伤亡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在

新旧冲突中留下的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仍然威胁

着数百万人的生命，并危及到这些地区的整个和平

建设努力。扫雷、地雷风险教育、地雷受害者的复

原、使用和共享相关的新技术、国家能力的发展和

自主权方面，都需要引入更多的国际支助。 

16. 讨论和行动的焦点应放在人道主义排雷上。  
一些不是《渥太华公约》缔约国的国家也对地雷行

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联合国不应在未考虑各国立场

和关切的情况下倡导《公约》的普遍加入，也不应

试图向那些不是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强加公约义务。

同样，除杀伤人员地雷以外的地雷的可探测性这样

的技术性问题应在其他论坛上进行讨论，因为这与

人道主义排雷没有直接联系。此外，联合国有关地

雷行动的政策、战略和行动必须得到各会员国的核

可。 

17. 巴基斯坦支持最终消除杀伤人员地雷，但出于

自身合理的安全考虑而不能签署《渥太华公约》。巴

基斯坦是 1980 年《常规武器公约修正的第二号议定

书》的缔约方，该议定书允许负责地使用地雷。根

据该议定书，巴基斯坦对地雷的使用进行了规范，

并有效地通过标记、栅栏和监测手段将平民隔离在

雷区外。巴基斯坦仅生产可探测的杀伤人员地雷，

支持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打击杀伤人员地雷转让的

国际法律文书进行谈判。 

18.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一直支持国际社会和联合

国在受地雷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排雷行

动和培训，如柬埔寨、阿富汗、安哥拉和科威特。

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巴基斯坦还参与了在索马里、

东斯洛文尼亚、西撒哈拉和波斯尼亚的排雷行动，

在斯里兰卡提供排雷培训，还将派出地雷行动小组，

以作为在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将

继续在扫雷和地雷行动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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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Orel先生（乌克兰）说，地雷行动是联合国人道

主义和发展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合国地雷行动

处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协调和宣传，其所做工作

一直都值得称道。而特别值得赞扬的是，联合国随时

准备采纳会员国在有关协调、一体化、优先次序、地

雷行动范围、政治承诺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建议。 

20. 地雷行动战略应确定短期、中期和长期优先事

项，必须由受地雷影响社区的需求来决定援助的范

围。不能只注重扫雷行动，而忽视地雷行动的其他

方面，诸如援助受害者、社会重建和库存销毁，所

有这些都需要捐助者的捐助。 

21. 有些国家的地雷和未爆弹药不仅阻碍了冲突后

的重建和发展，还对健康、安全和环境构成了直接

威胁，这些国家尤其需要援助。联合国必须继续为

地雷行动建设国家能力。乌克兰自身也经历了滥用

地雷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

里，仍在不断地挖掘出地雷。乌克兰还不得不应对

最近在一个位于一个人口聚居城市附近的炮兵基地

所发生的紧急情况。这个基地所储存的火箭筒弹药

被火苗引爆后，给当地经济和平民财产造成了严重

损失。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帮助下，乌克兰正

在对未爆炸弹药进行卸除和销毁。 

22. 乌克兰在现代排雷技术方面也拥有宝贵的经

验，在其先进的后勤基地，它可以快速培训熟练的

专家。乌克兰排雷小组根据联合国标准和业务程序，

在包括前南斯拉夫、安哥拉、塞拉利昂和黎巴嫩在

内的各个地区开展行动。 

23. 乌克兰确信，最终目标应是全面禁止杀伤人员

地雷。同时，《渥太华公约》和《常规武器公约》及

其议定书如果能够得到适当执行，将是保护战斗员

和平民的有效手段。 

24. Belkheir 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说，二

战遗留下来的地雷已经给他的国家造成了许多伤

亡。尽管联合国大会、近期与残疾人士相关的国际

文书和《渥太华公约》都十分关注地雷问题，但是，

不能明确地让那些埋布地雷的国家承担责任仍然是

排雷行动的一个绊脚石。这些国家应提供地图、排

雷设备，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复原。 

25. 他重申，利比亚代表团的观点是，《常规武器公

约第五号议定书》应做修改，将上世纪前半期遗留

下来的战争遗留爆炸物包括在内，并申明排雷责任

应由那些埋布地雷的国家承担。 

26. Luzungo Mtamboh 女士（赞比亚）说，尽管赞比

亚没有卷入冲突，但由于其多个邻国的解放斗争，

沿赞比亚边境也有被地雷污染的地区。赞比亚人民

仍然受到了地雷的影响。地雷致人伤残，使人流离

失所，好似扰乱经济活动和发展。赞比亚政府已担

起责任，为 2011 年前所有已知雷区的扫雷工作提供

资金。由于资金有限，不可能进行综合的全国地雷

调查工作，但考虑到竞争发展优先事项的程度，赞

比亚已划拨的用于扫雷的资金总额表明其致力于履

行《渥太华公约》对其所规定的义务。 

27. 如果赞比亚政府要实现其 2011 年的扫雷目标，

进一步的援助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赞比亚代表

团对联合国对赞比亚销毁其杀伤人员地雷库存所提

供的支持表示感谢。最近，赞比亚得到了援助，这

将推动其在最后期限前实现扫雷目标，消除社区发

展的障碍，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赞比亚已取得了

重大进展。根据《2005-2009 年内罗毕行动计划》，

赞比亚希望其有关伙伴能在 2011 年前提供 300 万美

元以完成地雷销毁工作。她敦促有关伙伴继续在扫

雷和地雷风险教育方面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 

28. 关于消除使用集束弹药的必要性，她说，赞比

亚已准备好参与拟订一份有关此问题的条约。她还

重申，赞比亚代表团支持就决议草案 A/C.4/62/L.6
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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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Blum 女士（哥伦比亚）指出，10 年来，哥伦比

亚政府一直努力执行《渥太华公约》所倡导的活动。

她说，最近哥伦比亚对其地雷行动机构进行了升级，

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非法武装团伙不断滥用杀伤人

员地雷。 

30. 哥伦比亚已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有关杀伤人员

地雷的政策和行动已分散到最受影响的部门，地雷

行动正被纳入发展计划中。此外，还成立了多个部

级和市级地雷行动委员会，地方和市政管理能力正

得到加强。 

31. 12 个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已发起地雷风险教育

活动，并在受威胁最严重的城市分发了相关教育材

料。市政主管部门已提高警惕，这样就能更好地应

对杀伤人员地雷所造成的事故，各工作组已向 1 000
多名地方教师提供了资料，并向生活在雷区的儿童

分发了数千份含有忠告内容的小册子。 

32. 国家和地方的公共及私营机构正向杀伤人员地

雷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在该国最受影响的部门，已

向职员提供了援助地雷受害者及后续行动方面的培

训；在日本的帮助下，医院改善了向受害者提供的

康复服务。国家正在逐步修订现行有关法律，以向

地雷事故中的受害者提供更好的保护，并恢复他们

失去的权利。哥伦比亚有一个专门针对军人的康复

方案，他们占受害者的三分之二。 

33. 通过意识提升和宣传活动，哥伦比亚政府与其

他组织、媒体和知名艺术家一道，使这个问题得到

哥伦比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34. 根据《渥太华公约》，哥伦比亚已经拆除了其杀

伤人员地雷制造工厂，并完成了武库的销毁工作。

哥伦比亚保留了《公约》许可的约 1 000 枚地雷，用

于军事训练，但是，由于武装团伙正使用一种完全

不同种类的杀伤人员地雷，已经决定将这些军事库

存一并销毁。 

35. 为在多个军事基地的受保护雷区和非法武装团

伙埋布地雷的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扫雷，哥伦比亚在

2007 年组建了 4 个工作队。在美洲国家组织和国际

监督机构的帮助下，多个雷区已被清理干净，在哥

伦比亚南部的土著社区还有 2 个雷区。根据《公约》

的授权，所有军事基地的扫雷工作将在 2011 年前结

束。尽管政府计划分派更多的工作队去平民区扫雷，

但是，由于非法武装团体不断滥用地雷，企图阻止

武装部队推进扫雷工作并胁迫当地居民，政府的清

理活动无法与之保持同步。 

36. 在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地雷行动小组的宝

贵援助之下，哥伦比亚取得了迄今为止的所有这些

成果。但是，哥伦比亚面临的挑战也很严峻；鉴于

地雷事故中受害者人数及在非法武装团伙逼迫下而

流离失所的人数的不断增加，必须首先关注在社会、

经济上受杀伤人员地雷影响最严重的社区。 

决议草案 A/C.4/62/L.6 

37. 主席通知委员会，应提案国的要求，将推迟对

决议草案 A/C.4/62/L.6 采取行动。 

 上午 11 时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