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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六十三年

议程项目 17 

中东局势 
 
   

  2008 年 3 月 6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一封信件，其中表达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六份报告的立场。 

 在安理会讨论该报告之前，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7 的文件

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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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3 月 6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

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一封信件，其中表达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六份报告的立场。 

1. 叙利亚再次谴责以色列 2006 年 7 月对黎巴嫩的侵略，这次侵略导致并继续

导致数千名无辜黎巴嫩人伤亡，安全理事会也为此通过第 1701（2006）号决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必须没有选择性地执行该决议，而且不能把这次悲惨

的侵略行动的主要受害人作为对象，特别是有鉴于该决议的通过首先是要结束以

色列 2006 年 7 月对黎巴嫩的侵略。 

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再次要求安全理事会公平、中立地履行职责，讨论以色

列问题，对以色列几乎天天不断违反第 1701（2006）号决议给予惩罚——秘书长

最近的报告第 17 和第 29 段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在第 17 段中提到，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多次侵犯黎巴嫩领空。据报告， 2008

年 2 月 7 日和 11 日发生许多从空中侵犯黎巴嫩领土和领水的事件，一些飞机低

空飞行，并飞越驻纳古拉联黎部队指挥部。报告指出，2008 年 2 月 17 日，即在

一天之中，记录了 36 次侵犯领空事件。黎巴嫩常驻代表最近在 2008 年 2 月 15

日的信中提到，在该报告所述期间发生 247 次侵犯领空、27 次侵犯领海和 118

次侵犯领土的事件。他还提到，以色列的这些侵犯行径、特别是对陆地的侵犯已

经系统化，以色列多次蓄意渗透黎巴嫩领土，绑架黎巴嫩公民，秘书长在第 9、

10 和 13 段中也谈到这一点。联合国已根据秘书长的报告、联黎部队指挥部的报

告以及黎巴嫩常驻代表团定期发出的许多信件正式记录了这些侵犯行径。因此，

安全理事会有义务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这些侵犯行径对以色列进行惩罚。秘书

长也有必要强调说明这些做法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我

们曾期望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 29 段中不只对这些持续的侵犯行为表示关切，也

不会在他的报告第 17 段中认为以色列战机飞越驻纳古拉联黎部队指挥部只是例

行编队或训练演习，特别是秘书长在报告第 17 段中认为这些侵犯行为构成侵犯

黎巴嫩主权和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因此，我们原本希望秘书

长坚持该段落的主旨，请安全理事会就以色列违反该决议的行为追究其 责任。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一次都没有回应黎巴嫩关于制止以色列屡屡犯下

的侵略行径的请求，而安理会某些活跃的成员口口声声关心黎巴嫩的稳定和完整

性，却只要以色列提出要求，就呼吁通过谴责黎巴嫩决议和声明。 

3. 这份报告重提关于穿越叙利亚-黎巴嫩边境的武器走私活动的指控。在此前

的信件中——其中最近一封信载于 2007 年 12 月 10 日第 S/2007/724 号文件，叙

利亚申明，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出于安全考虑，其目的是掩盖以色列



 
A/62/725

S/2008/164

 

308-26502 (C) 

 

不断侵犯黎巴嫩主权和违反第 1701（2000)决议的行为，并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

在上述决议中牵涉叙利亚。秘书长报告第 43 段证实了这一点，其中提到由四个

黎巴嫩安全机构组成的黎巴嫩边境监督联合部队表示，“迄今为止，该部队并未

发现任务区内有任何走私武器的情况”；该部队的任务区包括黎巴嫩与叙利亚接

壤的约 130 公里北部边界。黎巴嫩提供的这一重要资料与黎巴嫩高级官员此前否

认存在任何走私活动的讲话是一致的，而且与 2007 年 6 月 26 日 S/2007/382 号

文件所载的黎巴嫩边界独立评估小组报告第 45 和 120 段也是一致的。第 45 段指

出，“当局并未向评估小组提供关于自第 1701（2006）号决议通过以来在四个正

式过境点中的任何一个过境点查缴武器或弹药的报告”。同样，第 120 段表示：“查

缴的全部为通常的走私货物，例如柴油、服装、水泥或食品。没有查缴任何武器

或爆炸物。尽管据报告查缴了一些非法武器，但按照边境安全机构的说法，但这

与跨界活动都没有直接关联，而且根据记录，这都不是从叙利亚边界运入的。根

据评估小组了解的所有情况，给出的说法是，这都是黎巴嫩境内不同地点之间的

内部武器运输。” 

4. 以色列提出叙利亚-黎巴嫩边界走私武器这些指控，目的是要为以色列违反

第 1701（2006）号决议寻找借口。正如我们在先前的信中所指出的，不应相信这

些指控，因为以色列对叙利亚持敌对态度，并如秘书处数十年来所记载，以色列

违反国际以及大会、安全理事会、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各特别机构通过的数百份

有关决议，占领叙利亚部分领土。秘书长的报告再次提到这些指控，这与同一份

报告第 43 段所说内容不符，其大意是黎巴嫩 4个安全机构在叙利亚-黎巴嫩边界

的行动地区没有发现任何走私武器的案件。因此，秘书处不得再次审议这些指控，

不要理会这些指控，而应考虑我们提供的信息以及黎巴嫩常驻代表在最近的信中

所提到的内容，大意是“仅仅提出未经证实的非法越境行为指控，于事无补”。

我们期望联合国秘书处所扮演的角色是减缓本地区会员国之间的任何紧张关系，

而不是制造问题为某些方面所利用，损害两个阿拉伯邻国的历史性关系。 

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根据国际法，划定边界是涉及国家主权的双边问

题，应由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解决。在这方面，我们指出，我们原本指望秘

书长在其报告中说明，沙巴阿农场问题及整个中东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真正的

原因就是以色列继续占领这些农场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并且以色列拒绝遵守

各项国际决议。我们原本还指望秘书长会要求以色列毫不含糊地执行这些决议，

并撤出被占领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然而，他在报告第 73 段非但没有具体

提到以色列，反而是敦促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划定共

同边界，好像以色列占领沙巴农场与目前审议问题无关。我们再次指出，正如我

们在先前的信中所指出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准备开始划定叙利亚-黎巴嫩的

边界，出于实际的需要，从北部开始进行，因为包括沙巴农场在内的南部共同边

界部分被以色列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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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叙利亚与黎巴嫩之间就共同边界管制问题进行的

接触没有停止。我们在 2007 年 11 月 2 日的信中知会秘书长及安全理事会主席和

各成员，双方在 2005 年 12 月 6 日和 2007 年 8 月 29 日期间开会 17 次。我们将

继续向秘书处和安理会通报今后会议的结果。这些接触的继续证明双方对其边界

的双边管制履行负责任的承诺。 

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已在叙利亚一侧加倍部署边防卫兵。我们还要指

出，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29 段所指出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要求若干欧洲

国家提供技术设备，协助其监测边界和培训叙利亚人员执行这一任务。但是，叙

利亚尚未收到这些国家的任何答复，它们只向黎巴嫩方面提供所要求的设备。 

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愿强调，巴勒斯坦在黎巴嫩的存在是黎巴嫩与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之间签署的 1969 年《开罗协定》规定的；这些双边的安排与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无关；并且巴勒斯坦在黎巴嫩的所有阵地都位于黎巴嫩境内。因此，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不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双方签订的协定可能存在的不足之

处负责。 

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谴责以色列继续拒绝就其在 2006 年野蛮侵略黎巴嫩期

间投下集束弹药提供资料，并谴责其拒绝提供布雷地图，据秘书长的报告所述，

自 2006 年以来，这些地雷“已导致 27 个平民死亡，209 个平民受伤，并造成 14

个扫雷人员殉职（包括一名联黎部队维和人员），34 名扫雷人员受伤”。秘书长在

第 74 段中申明，初步的结论是，以色列 2008 年 2 月 5 日就集束弹药提供的资料

价值十分有限。我们原本指望秘书长的报告不会仅限于用中性的措词吁请以色列

政府向联合国提供这一资料，而会谴责其迄今未能向联合国提供这些地图，并吁

请安全理事会担起责任，采取措施惩罚以色列，尤其是鉴于这些国际禁止使用的

炸药已经并继续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这是秘书长在报告第 51 段所指出的。 

10. 秘书长在第 20 段指出，“只要以色列国防军留在盖杰尔村北部，以色列就不

会根据第 1701（2006）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完成从黎巴嫩南部的撤离”，并在第

70 段指出，这“构成不断侵犯黎巴嫩主权、违反第 1701（2006）号决议和侵犯

‘蓝线’的行为”。在这方面，我们原本希望秘书长不会限于第 20 段所表明的立

场，即敦促“双方采取建设性做法，……解决这一……问题”,而会吁请以色列

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撤出 1967 年占领的叙利亚盖杰尔

村北部。 

11. 叙利亚呼吁其他国家尊重黎巴嫩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理论和实

际上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并且保护这个邻国的和平与安全。这个国家因为外

部对其内政的干涉，已经是苦难深重。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美国行政当局以保

护黎巴嫩的稳定为借口，单方面决定在黎巴嫩沿岸驻扎 5艘军舰，这威胁黎巴嫩

的稳定，并危害联黎部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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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后，叙利亚愿重申永远尊重兄弟的阿拉伯邻国黎巴嫩的独立、主权、领土

完整和人民，并重申只要黎巴嫩政府有同样的希望，叙利亚也希望与其保持尽可

能最佳的关系，解决两国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叙利亚希望秘书处和安全理

事会某些成员对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施以积极的影响，而不是试图对现有的分歧火

上浇油，制造新的分歧，这只会符合某些人的愿望，他们希望看到我们两国兄弟

般人民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恶化。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