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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索马里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

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希腊、日本、荷兰、挪

威、大韩民国、索马里和西班牙等国代表的来信，他

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

审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

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

这些代表参加对该项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杜阿莱先生（索马里）在安理会议

席就座。上述其他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

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

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

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 S/2008/351，其中载有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克罗地亚、丹麦、法国、

希腊、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巴拿马、大韩民

国、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文本。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现在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

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就将决议草案

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克莱布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印度

尼西亚与友国索马里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一直与其

他国家一道协助索马里应对现已损害其稳定和安全

近 17 年的主要挑战。因此，我国代表团谨重申，印

度尼西亚充分支持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给安理会主

席的信中所体现的该国的请求：即请求国际社会协助

它努力处理索马里附近海域出现的海盗和武装抢劫

船舶的行为。 

 在努力以安理会即将对之作出决定的决议草案

形式对索马里的请求制定积极对策时，印度尼西亚以

以下主张为指南：拟定任何草案都应该符合两项基本

原则。 

 第一，决议草案得符合国际法，特别是 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并且不得对

海洋宪法——即在数十年谈判之后缔结的《海洋法

公约》——中所载的现有的经过仔细权衡的国际海

洋法作出任何变更。它也不得成为旨在镇压海盗和

海上武装抢劫的习惯国际法的基础。决议草案设想

的行动将只适用于索马里领水，并基于该国的事先

同意。 

 第二，决议草案必须应索马里政府的请求，只处

理索马里沿海海盗和持械抢劫行为这一特定情势。 

 同索马里和联合国多数其它成员一样，印度尼西

亚是 1982 年《海洋法公约》的忠实缔约方。因此，

我们有法律义务，来维护该公约规定的成员国权利、

义务和责任，因为为了以平衡方式确保沿岸国和使用

国的利益，这些权利、义务和责任都是经过认真谈判

确立的。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维护《公约》的完整性和

神圣性。因此，我们有义务表示强烈保留，如果安理

会或任何其他论坛所设想的行动可能导致修改、改写

或重新定义 1982 年《海洋法公约》的话。 

 因此，需要纳入、确保和保持充分的保障措施。

我们在这方面感到高兴的是，通过拟定决议草案

（S/2008/351）第 9 段体现了这一点，该段特别表

示， 

 “本决议的授权……不应影响国际法规定

的会员国权利或义务或责任，包括《公约》规定

的任何权利义务。……它不应被视为确立国际习

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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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法公约》是与利用海洋有关的所有活动和

海洋事务，包括国际合作打击对船只实施海盗和持械

抢劫行为的指导原则，因此没有被修改、改写或重新

定义。任何打击非法犯罪行为的行动都不应违反现行

法律和规范，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认识到索马里的具体情况。该国一直面临持

续政治不稳定局面，这导致其执法部门无力维持稳定

与安全。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索马里大陆，而且还扩

大到了其沿海水域。因此，我们理解，索马里的特殊

情况需要国际社会采取特殊措施，来处理对船只实施

海盗和持械抢劫的问题。在这方面，索马里政府的请

求和同意是安理会在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公约》范

围内，作出适当反应的法律基础。  

 虽然我们知道，海盗和海上持械抢劫行为会影响

国际航行安全，但我们始终认为，安理会在努力处理

世界其它地区的此类行为过程中需要谨慎。因此，我

们感到高兴的是，第 14 段表明了这种谨慎态度。该

段内容如下：  

  “请海事组织秘书长在所有有关沿岸国一

致提请其注意的案例基础上，同时适当考虑到现

有双边和区域合作安排，向安理会通报海盗和持

械抢劫问题的情况”。 

 这种谨慎无疑再次体现了安理会坚定不移地承

诺在精神和文字上——不折不扣地——捍卫国际法。

印度尼西亚强烈认为，安理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拥护

《宪章》所规定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我们认

为，在行使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授权时，安理会

是可以在不必损害国际法完整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的。这肯定是可以做到的。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而

非相互排斥。只要这两个目标继续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们大家都珍视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就可

以得到保证。今天，安理会将很快确认情况的确如此。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认为目前的案文兼顾了我

国代表团早些时候所说的这两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

是：与《海洋法公约》保持一致，以及索马里沿海出

现海盗和持械抢劫的特定情势。归根结底，案文首先

事关索马里。它事关安理会如何能够与国际社会一道

帮助索马里打击这一犯罪行为。该案文将确保索马里

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受益者。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对安理会所有成员表示的

理解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提案国的合作精神和足

智多谋使我们得以达成这项协商一致的案文，它符合

安理会所有成员的需要和正当利益。出于上述有关原

因，我国代表团现在愿意支持该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文件 S/2008/351

所载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比利时、布基纳法索、中国、哥斯达黎加、克罗

地亚、法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巴拿马、俄罗斯联邦、南非、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越南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 15 票赞成。决议草案获

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816（2008）号决议。 

 我现在要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

言。 

 黄志忠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

首先，我国代表团愿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主席向你和

美利坚合众国表示祝贺。我们深信，在你的领导下，

安理会将高效履行其义务。我们还愿深切赞赏联合王

国上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为安理会提供的服务。 

 越南同国际社会一样，对索马里沿海水域针对船

只的海盗和持械抢劫行为感到关切。这对国际航行以

及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构成严重威胁。我国充

分致力于打击海盗行为，并一贯支持根据国际法和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就打击海盗行为开展国际合作。应索马里过渡联邦政

府的请求并征得其同意所起草和通过的决议规定根



S/PV.5902  
 

08-36122 (C)4 
 

据《海洋法公约》核可的条件，在邻近索马里的水域

开展打击海盗和持械抢劫行为的合作性活动。 

 出于这些原因，越南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并愿重

申，该决议不应被解释为允许在沿海国管辖的海域内

采取任何有违国际法、《宪章》和 1982 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行动。 

 达巴希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

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理

会本月主席。我祝你一切顺利。我要赞扬联合王国代

表团上月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赞成我们刚刚通过的决

议，但有一项谅解，即该决议涉及索马里主权管辖的

水域中的海盗行为，而且是应索马里政府的请求通过

的。该决议不包括任何涉及其它国家主权或违反国际

法或国际海洋法原则的规定。 

 桑库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

们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也祝贺联合王国

出色地指导了 5 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我们欢迎今天通过第 1816（2008）号决议。在谈

判和商定决议内容的过程中，我们所依据的指导原则

是，这项决议所涉范围仅限于索马里局势。我们应该

明确的一点是，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威胁的是索马

里局势，而不是海盗活动本身。海盗活动只是索马里

局势的一个外在表象。 

 此外，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必须尊重《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仍然是各国间就海盗

问题开展合作的基础。 

 重要的是，安理会不应忽略索马里境内更为重

要的问题上，具体来说就是，必须解决实地的政治、

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上个月通

过了第 1814（2008）号决议。该决议向索马里人民发

出了一个讯息，即国际社会真心诚意地要帮助他们解

决彼此间的冲突。 

 我们重申安理会愿意按照第 1814（2008）号决议

的规定，考虑在实地政治进程取得进展，安全局势得

到改善的情况下，于适当时候部署一支维持和平行

动，以接替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在非洲之行的一

开始就展开了有关索马里问题的讨论。我们希望这次

访问将推动开展持续的国际努力，解决索马里境内的

冲突。 

 腊翊凡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祝

贺你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我们也赞赏和感谢英国大

使索沃斯在担任上月轮值主席时开展的卓有成效的

工作。 

 中方一贯尊重索马里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支持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赞赏索马里政府和人民为

实现和平与稳定所做的不懈努力。索马里在经历 17

年内战之后，索马里人民迫切企盼的和平仍难以达

成，必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索马里问题是目前

安理会议程中重要的非洲热点问题之一，安理会访非

团昨天刚踏上非洲土地，今天就前往吉布提就索马里

问题展开日程，这充分表明安理会成员对索马里问题

的关注程度。今后，安理会还应进一步加大对索马里

问题的关注与投入。 

 近年来，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猖獗，已严重威胁

索马里政治和平进程和国际人道救援活动，并对国际

航运安全构成干扰。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多次致函，

呼吁安理会施以援手，协助索马里打击海盗。国际社

会也普遍支持索马里的合理要求，赞同安理会通过决

议，授权成员国协助打击索马里海盗。中方对此持积

极态度，支持安理会尽快通过有关决议。与此同时，

海盗问题涉及国际法敏感问题，与联合国各成员国海

洋权益息息相关，因此安理会在就相关问题采取行动

时必须格外慎重，既有利于国际社会协助索马里应对

海盗问题，又要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

主张相关决议必须基于当事国同意，符合索马里政府

和人民的意愿；仅适用于索马里海域，不能随意扩展

至其他地区；应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持一致，

避免冲击现行国际法。基于上述立场，中国代表团始

终建设性地参与磋商。刚刚通过的第 1816（2008）号



 S/PV.5902

 

508-36122 (C) 

 

决议 大程度上凝聚了安理会在索马里海盗问题上

目前能够达成的共识，是积极而稳妥的。因此中方投

了赞成票。但在决议日后实施过程中，还可能遇到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继续保持合作。 

 中方认为，不应孤立地看待索马里海盗问题，因

为它只是索马里政治矛盾的外在表象之一。国际社会

在协助索马里打击海盗的同时，还应将重要力量集中 

于解决导致索马里目前局势的根源性问题。中方愿同

国际社会一道，继续推动索马里问题早日得到全面解

决，致力于实现非洲之角地区的和平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

理此案。 

 下午 3时 40 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