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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S/20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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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10 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这是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2

月份第一次开会，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感谢法国

常驻代表让·莫里斯·里佩尔先生阁下在担任 2009

年 1 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所做的工作。我相信，对里

佩尔大使及其团队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感谢他们以高

超的外交技巧主持了上月安理会工作，这是安全理事

会所有成员的心声。 

通过议程 

 议程获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S/2009/61)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全理事会先前磋商中

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

则第 39 条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团

长阿什拉夫·杰汉吉尔·卡齐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卡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向他表示热

烈欢迎。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

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有文件S/2009/61所载的秘书

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特别代

表兼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团长阿什拉夫·杰汉吉尔·卡

齐先生的通报。 

 卡齐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介绍秘书长关

于苏丹问题的最新报告(S/2009/61)，我感谢有机会

向安理会通报苏丹当前局势。 

 《全面和平协议》已到了紧要关头，过渡期还剩

下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最后两年的环境可能较为艰

难复杂。执行该协议的主要规定将是对各方的考验，

这些规定大多是政治性的。今后的关键挑战包括完成

划界、最终完成部队的重新部署、人口普查结果和各

级选举，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

工作。将需要遵守《阿卜耶伊路线图协议》，包括接

受常设仲裁法院今年晚些时候将作出的决定。提供和

平红利，特别是在南方和“三地区”，将具有关键意

义，通过促进和解和建立信任措施来使安全局势稳

定，特别是北南边界热点地区稳定，也是如此。 

 使统一对苏丹南部人民具有吸引力，应当继续是

各方和国际社会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南苏丹定于

2011 年就统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需要立即开始筹备

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全民公决，无论南苏丹人民作出何

种决定，还要筹备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州的全民协

商。全民公决要想和平举行，就必须先在公决后分享

财富和石油收入问题上达成协议。 

 迎接和克服这些挑战的工作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而且要在苏丹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全面和平协议》

缔约方互信不足的当前局势下开展。达尔富尔正在持

续的冲突和人们所期待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加剧

了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尽管全国大会党和苏丹人民

解放运动(苏人解)承诺执行《全面和平协议》，但该

协议仍然是脆弱的。因此，一旦《全面和平协议》失

败，苏丹的冲突和不稳定可能会急剧升级。 

 苏丹全国重新陷入冲突和混乱将造成的人道主

义影响，轻了说，并非言过其实。《全面和平协议》

具有核心意义，《全面和平协议》是脆弱的。这就是

苏丹和国际社会，还有，恕我直言，安全理事会如今

面临的挑战。一点不夸大地说，2009 年可能是决定《全

面和平协议》和苏丹和平前景成败的一年。 

 成立了国家选举委员会(选委会)，但它还将需要

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完全的运作能力。政府将需要为其

运作及时提供足够的资金，国家立法机构则需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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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法律框架，确保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联合国

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选举部门已开始为选委会

提供信息和材料，协助其开展工作，并预计会收到

选委会的请求信，信中会说明它将需要的援助的更

多细节内容。援助规模，包括培训、后勤和技术支

持，将决定联苏特派团选举部门的人员配置和资金

需求。 

 根据《全面和平协议》，选举不晚于今年 7 月举

行。但是，在制定选举法和成立选委会问题上出现长

期拖延、选委会达到运作能力将需要时间、《国家选

举法》本身规定了时限以及需要开展大量工作，这些

都使人怀疑该日期的可行性。《全面和平协议》的双

方可能需要与选委会协商，审查《全面和平协议》确

定的日期的可行性。不过，这应由它们决定。 

 从政治角度看，总体安全局势，特别是达尔富尔

的局势、在就商定法律框架进行立法方面的拖延、对

人口普查结果可能存在分歧，以及划界工作的拖延，

可能影响到选举时间。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国际刑事

法院的决定的影响也将是因素之一。选举对于民主转

变进程至关重要。然而，在其它基准方面进行充分筹

备并取得进展对于确保选举进程不会导致社会进一

步两级对立同样至关重要，这种对立事实上将损害和

平执行《全面和平协议》。 

 同样，划界影响到执行其它主要基准。没有划界，

选举就会受阻，全民公决就不可能举行。此外，没有

商定的边界，重新部署就不可能完成。拖延和僵局还

会在这个本已动荡的地区造成更多紧张局面。联苏特

派团向特设边界技术委员会提供了卫星图像，用于制

作数字化基础图。这项新贡献应当使委员会能够完成

受到拖延的技术报告并提交给总统。就象人口普查委

员会那样，重要的是，边界委员会的工作不要被政治

化。一旦技术报告提交给北方和南方的领导，难免会

有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和调整。这是自然的，但希望这

种情况不会造成僵局。与此同时，联苏特派团愿为划

界工作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它还愿提供斡旋，来处理

受影响民众的各种关切。 

 阿卜耶伊地区局势在去年12月 12日出现短暂反

复之后，仍较为平静但却紧张。建立了行政当局，但

它仍然没有资金，因此无法提供基本服务。这一点再

加上安全局势不确定，阻碍了去年 5 月被迫逃离家园

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不过，有些人回到了阿卜

耶伊镇的附近地区。联苏特派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最近组织捐助国与阿卜耶伊行政当局开会，行政当局

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和需要，很多捐助国表示愿

为此出资。但是，提供预算和发放相关资金的主要责

任在于民族团结政府。 

 苏丹武装部队和南部军事警察部队在阿卜耶伊

地区以外的重新部署工作几近完成。联合整编部队差

不多完成了它们的部署，但距离真正的联合整编尚有

距离。这将需要时间。与此同时，联合整编部队仍非

常缺乏重要的通信和运输设备，而没有这些设备，它

们的有效性就仍将非常有限。联合整编警察部队尚未

全面部署，也未在阿卜耶伊城之外部署。我们希望双

方都能本着诚信态度接受常设仲裁法院今年7月或晚

些时候作出的仲裁裁决。这方面的失败会使《全面和

平协定》面临严重危险。就执行仲裁决定对当地人民

造成的影响达成一致意见将至关重要，联苏特派团愿

意协助达成这一谅解。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仍对第六区内的自由出入问

题感到关切。到目前为止，联苏特派团只能在阿卜耶

伊路线图地区自由出入，无法进入面积占第六区三分

之二的路线图以北地区。这使特派团对武装部队的行

动一无所知，并阻碍了它监测停火安排和应对有可能

发展成严重冲突的局势的能力，去年 5 月确实出现了

这种情况。我们希望，北方和南方当局都取消对联苏

特派团的这些和其它限制。 

 最后，在南科尔多凡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事态进

展，包括把前苏人解控制地区纳入国家行政管理方面

的进展。地方当局表示，该州内部的安全局势和部落

间关系已获改善。但与此同时，大量武器的存在、地

方对缺乏和平红利的不满，以及多变的部落联系和政

治派系都使该地区易于发生冲突。鉴于双方都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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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驻扎在该州及其附近地区，频频发生的小范围冲

突令人关切。复员方案和提供切实和平红利对在“三

地区”稳定安全局势和加强安全架构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投入。 

 复员方案进程定于 2 月 10 日切实开展，根据共

同达成的“三地区先行”的办法，首先将在青尼罗州

实施试点项目，随后在南科尔多凡开始运作。随着能

力增强和资金到位，复员工作将在全国铺开。复员进

程获得了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部政府的有力支持。

一旦进程获得势头，便可鼓励各方更有效地在和平进

程的其它方面开展工作，包括重新部署部队和根据

《全面和平协定》按比例缩减部队。同样，复员进程

还有助于当地的稳定和冲突管理，特别是在“三地

区”。已有 5 万多名前战斗人员进行了预先登记。如

果复员方案失败，这些人的期望将落空，而他们的反

应可能会使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通过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部政府，北方政府和

南方政府已向复员方案划拨共计 4 500 万美元的资

金，不过估计总费用很高：重返社会需 4.3 亿美元、

复员需 2 亿美元。此外，如果不为重返社会进程提供

资金，复员工作不可能向前推进，而重返社会进程将

依靠捐助国的捐资。我们十分赞赏日本发挥带头作

用，捐资 1 700 万美元。计划于 2 月 12 日在朱巴举

行圆桌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期望捐助国作出为 2009

年提供约 8 000 万美元的坚定政治承诺。 

 在这方面，我要重申，复员方案是在整个苏丹

建设和平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样还必须坦率地指

出，与《全面和平协定》的其它基准一样，包括重

新部署和建立联合整编部队等，复员方案的成功在

目前和今后都将取决于双方在多大程度上真诚致力

于讨论未决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艰难但必要

的决定。 

 联合国的努力日益集中在从人道主义援助过渡

到早期恢复和发展上。不过，尽管国际社会制订了

2009 年苏丹工作计划，但苏丹南部政府计划减少预算

和其它因素增加了对南部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除削

减公务员工资外，苏丹南部政府还搁置了接管目前由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的计

划。这方面的外部支助目前占南部安全网的 80%，其

中包括保健和清洁饮水。苏丹南部和阿卜耶伊地区选

举和全民投票前回返人员增加将导致对基本服务的

更多需要。为维持支助水平，国际社会继续提供资金

援助将是不可或缺的。 

 苏丹面积广、情况复杂。自 1956 年独立以来，

苏丹人民经历了南北之间的两次内战、东部的内战

以及西部正在继续而且有可能加剧的冲突。达尔富

尔和苏丹东部在政治上属于苏丹北部。苏丹的冲突

造成了高昂的人道主义代价。人们有痛苦的回忆。

缺少需要的互信和信心。政治和体制基础机构仍在

建设中。苏丹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除非和平的

基石已经存在，否则全民投票无论是赞成统一还是

分裂都无法结束冲突和痛苦。要使统一更具吸引力，

就需要具体阐明“统一”这个词的含义并通过宪政

安排达成一致。所有这一切将需要显著提高能力和

双方愿意赢得相互的信任并共同努力取得双赢。这

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鉴于没有更好的其它选

择，这绝对是必要的。 

 正因如此，需要讨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对《全

面和平协定》和达尔富尔局势的影响。《全面和平协

定》旨在建设和维持苏丹的和平与安全，不实现这一

点就不可能为苏丹人民伸张正义。为此，苏丹各方和

领导人以及国际社会都有义务继续把重点放在确保

全面执行《全面和平协定》上。 

 安全理事会在审议这个问题时，可能也希望考虑

对联苏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继续开展行动及其工作人员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我

们得到了苏丹政府在最高级别作出的提供保护和合

作的保证，但伴随这些保证的是有关公众愤怒的警

告。还出现了公开威胁和煽动暴力的行为。联合国已

制订必要的应急计划并随时通报苏丹政府。如政治和

安全环境允许，联合国致力于根据安全理事会赋予的

授权继续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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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全面和平协定》对苏丹的和平依然至关

重要。所剩过渡时期需要有关各方的决心和共同努

力。苏丹人民对苏丹各派和领导人，实际上还有对

国际社会的评判将取决于是否为他们带来了和平。

在这方面，我也呼吁捐助界在这一重要关头继续向

苏丹人民提供宝贵的支助。时间不多，但要做的工

作很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齐先生非常全面的

通报。 

 根据安理会在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

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上午 10 时 25 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