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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10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如您所知，安全理事会成员已同意哥斯达黎加关于 11 月 19 日在安全理事会

举行公开辩论的提议。 

 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附上一份这场辩论的概念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豪尔赫·乌尔维纳(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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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10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的附件 
 
 

  哥斯达黎加提交的概念文件 
 
 

  通过普遍管制和裁减军备加强集体安全：通向和平与发展的最安全的

道路 
 
 

  安全理事会专题辩论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导言/背景  

1. 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安全理事会代表各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

全负有主要责任。安理会还有义务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维持，以尽量减

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之消耗于军备。为此，安全理事会受权拟具方案，提交大

会审议，以建立军备管制制度(第二十六条)。 

2. 在制订这些规范时，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明确承认并接受为加强国际和平与

安全而普遍管制和裁减军备及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并认为安全问题与裁军问题密

切相关(大会第 41(1)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 18(1947)号决议)。 

3. 这些决议通过之后的 40 年里，安理会所面对的历史形势并不利于它承担

这些任务。但是，这种局面在 1990 年代发生了变化。从 2008 年的世界格局

看，安全理事会现在完全应该而且确有必要重新审视《宪章》所赋予的基本

职责。  

4. 考虑到 21 世纪的挑战和机遇，应该将军备管制或限制理解为维持国际和平

及安全的更为广泛和全面的计划中的一个要素。应该将此视为联合国可用于稳定

国际关系、促进发展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整套工具中的一部分。 

5. 联合国内部在这方面有明确的分工。《宪章》第十一条第一项更详细地规定

了大会在《宪章》范围内讨论任何事项或问题的一般权力，强调了维持国际和平

及安全之合作的普通原则以及裁军和军备管制的原则。它还授权大会向安全理事

会和(或)会员国提出建议。另一方面，根据第二十六条，安全理事会负有专门责

任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维持，特别是提出建立军备管制制度的具体方

案，交大会核准。 

6. 因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同时负有责任。根据大会 1947 年的建议，安全

理事会应在秘书处和作用过于模糊的军事参谋团的支助下，开始就此重要问题考

虑具体可行的提案。如果我们认识到没有国际协调，军事开支很可能过度的话，

就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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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借此机会还可以按照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的

要求，审议军事参谋团的组成、任务规定和工作方法。 

8. 由于和平及安全、发展和人权相互关联并相辅相成，因此只有一个以新的安

全共识为基础的有效多边的集体安全体系，才能实现免除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

祸的崇高目标。 

9. 当今世界面临多重而复杂的挑战，应成为激励我们重新审视《宪章》第二十

六条执行问题的动力。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新的安全共识。这种共识，除其他外，

将考虑到集体安全机制不行动或无效行动及其所助长的军备竞赛的代价。 

目标/挑战 

10. 今天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不过的是，世界人民没有安全，就无法享有

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法享有安全；不尊重人权，就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

有发展。除非所有这些目标能同时得到推进，否则没有一个会实现。 

11. 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大会第 60(1)号决议)在 2005 年重申，为了能够更

好地应对世界面临的多层面和相互关联的挑战和威胁，按照国际法建立一个有效

的多边体系极其重要。大会还重申，有效的多边体系对于在和平与安全、发展以

及人权领域取得进展极其重要。这三个领域是联合国系统的支柱，也是集体安全

和福祉的基石。 

12. 但是，多边主义，集体安全的概念以及安全理事会作为其主要保证者的权威

正目睹其基础受到侵蚀或质疑。 

13. 我们需要确保各国遵守其签订和批准的条约，以使所有条约都能继续谋益。

在这方面，没有一项条约比《宪章》更为重要。要使各国对多边机制有信心，用

它来避免冲突，就必须更为一贯地对此进行监测，更有效地加以实施，而且在必

要时更坚决地强制执行。这似乎是之所以让安全理事会有特别权力确保迅速采取

有效行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由。 

14. 我们正处在国际制度改革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形成一个共同的构想，再度

致力于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 

15. 如今，集体安全取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有效合作，并取决于是否接受世

界每一区域认为最紧迫的威胁实际上对所有区域都同等重要的看法。 

16. 经验表明，区域安排和区域组织在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这一协同作用在《宪章》第八章中受到了强调，后来又在安全理事会的

一些主席声明和决议内加以考虑，其中除其他外包括第 1625(2005)号决议、第

1631(2005)号决议和第 1809(2008)号决议。 

17. 需要进一步发展区域安排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建设性的主动互动。区域组织能

很好地了解武装冲突的根源，因为它们知晓地区情况，这有利于它们影响防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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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目前迫切需要的不仅是承认这一事实，而且还应该在安理

会根据第二十六条从事的管制军备的工作中利用这一伙伴关系。 

18. 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适当协调、授权和支助的区域安排强化体系可有

助于防止和积极解决冲突，包括解决冲突的根源和诱因。 

19. 区域合作可以更可靠而且更廉价地提供国家安全的社会利益。如果“邻里”

能够可信地承诺尊重每个国家的安全，维持集体商定的军费开支，由安全理事会

和区域组织负责有效地保证遵守规定，则国家安全将比靠相互威慑取得的岌岌可

危的和平更有保障，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包括用于发展。 

20. 这种做法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世界上若干区域愈演

愈烈的恶性军备竞赛。军备竞赛与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争夺

社会开支的优先权，危害人类安全。 

21. 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和任务不仅限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还包括积极促

进建立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以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转用于军

备。目前的局势发展和情况要求我们迫切就主要威胁和挑战达成共识，并将这种

共识转变为具体行动，包括下定决心消除这些威胁和挑战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