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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第六十四年

议程项目 114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2009 年 2 月 26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经2007年 10月 6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而核准

的如下条例的文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条例》、《筹备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行动工作队条例》和《关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特派

团团长的条例》(见附件一至三)。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114下的文件和安全理

事会文件印发为荷。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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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2 月 26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

附件 
 

 

附件一 
 

   经 2007 年 10 月 6 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关于

该组织维持和平机制的管理和组织结构的决定而核准的《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条例》 
 
 

 一. 总则 
 
 

1.1.  本《条例》采用《关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活动的协定》中使用的

用语。 

 为本《条例》的目的，还将使用如下用语：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责任区”指集体维持和平部队(“部队”)在冲突各方

按照所执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所作相关协定和安排界定的地区和边

界完成其授权任务的地区； 

 “接受国”指一个在其领土上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 

 “派遣国”指向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派遣维持和平特遣队的国家； 

 “向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活动和人员提供的技术和后勤支助”指一切旨在使

“部队”保持行动准备状态的活动，用以创造条件，使其能够完成授权任务，包

括后勤和技术支助单位和实体的移动和驻扎；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操作、转移和修

理；提供物资、运输、机场工程和保养服务以及医疗和商业服务；向后勤单位提

供的技术支助； 

 “供给指数”指确定“部队”人员掌握的物资数量和他们所要求的数量以及

计算支出率所使用的特定单位； 

 “为‘部队’的活动和人员提供经费”指一套措施，用以确保足额和及时满

足“部队”的筹资需要，包括财务规划和筹资，资金的接收、保存和定向支出以

及财务管制、会计核算和报告； 

 “‘部队’人员的酬金”(以下称为“酬金”)指每月向在维持和平行动期间

执行任务的“部队”人员支付的金额； 

 “‘部队’人员的家属”指派遣国的法律承认为‘部队’人员家属的配偶、

子女、父母和其他人。 

1.2.  组建和部署“部队”的国际法律框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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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宪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宪章》； 

 《关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行动的协定》； 

 关于维持和平的各项双边和多边国际文书(协议)。 

1.3.  “部队”的部署由集体安全理事会按照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决定。 

 二.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组成和任务 
 
 

2.1.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组成、结构和兵力人数由集体安全理事会按照将要完

成的任务规模和冲突地区的具体情况决定，并阐述于“任务规定”中。 

2.2.  “部队”可由军事、民兵(警察)和文职人员组成，并按其人数组成： 

 联合指挥部； 

 行动单位(分遣队)； 

 军事观察员小组； 

 民兵(警察)分遣队； 

 行动、技术和后勤支助单位(分遣队)； 

 为执行授权任务提供便利的其他机构和分遣队。  

2.3.  应按派遣国的法律向“部队”派遣维持和平特遣队的单位“分遣队”。 

2.4.  联合指挥部为领导“部队”的军事机构，可由如下人员组成： 

 “部队”指挥官(以下称为“指挥官”)、参谋长(应为第一副指挥官)、其他

副指挥官和经国防部长理事会批准的联合指挥部组织和人员配置架构所涉及的

其他官员； 

 “部队”高级军官，包括参谋长、其副手、参加某项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以

下称为“参加行动的国家”)的武装部队和民兵(警察)的代表以及相关组织单位； 

 联合指挥部组织和人员配置架构所规定的不同军种、特种部队和后勤单位的

分遣队。 

2.5.  联合指挥部的职责包括如下方面： 

 执行集体安全理事会关于“部队”介入冲突地区的决定； 

 收集、编纂和分析关于冲突地区政治－军事局势的数据，向集体安全理事会

和国防部长理事会提出报告，包括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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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筹备和开展维持和平行动期间指挥“部队”； 

 制定和执行增强“部队”指挥机构和单位(分遣队)的行动准备状态的措施； 

 在冲突地区与接受国领导人、冲突各方的代表、地方当局和联合国的代表进

行联络； 

 参加旨在于冲突地区稳定局势的谈判进程； 

 就有关与“部队”人员开展各单位(分遣队)的人员配置工作以及向其提供武

器、军事装备和技术与后勤支助的问题，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当局和联

合参谋部进行联络。 

2.6.  指挥官须经集体安全理事会根据外交部长理事会和国防部长理事会的联

合建议所作的决定而任命。指挥官向集体安全理事会负责。他是所有“部队”人

员的直接上级。 

 指挥官的职责包括： 

 确保执行集体安全理事会关于“部队”接战的决定； 

 向集体安全理事会、外交部长理事会、国防部长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秘书委

员会提交报告，说明冲突地区的政治-军事和作业情况，执行任务的成果以及关

于“部队”进一步行动的建议； 

 同维持和平特派团团长协调并商定“部队”的活动，以促进政治解决冲突； 

 领导“部队”筹备和开展维持和平行动； 

 同联合国在冲突地区的代表，各成员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安保部和内政部

的代表，接受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冲突各方的代表建立和保持工作联系； 

 同当地主管当局(包括冲突各方的当局)进行联络，以预测并避免恐怖团体和

组织在“部队”责任区内的活动； 

 在其权限范围内与冲突各方和各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谈判； 

 按需要程度向特派团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提供关于“部队”活动的作业

资料，以便他们在冲突地区内展开工作，并使他们能够走访“部队”各单位(分

遣队)； 

 举办和领导下属工作人员和部队的特殊训练； 

 管理分配给“部队”各项活动和人员的资金及技术和后勤支助； 

 在部队完成或终止维持和平行动后安排和领导其撤出冲突地区的工作； 

 确保“部队”人员的安全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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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部队”高级军官组成联合指挥部的主要指挥机构。他们在参加行动的所

有国家的代表参与下在联盟的基础上选出。 

 高级军官的职责包括如下： 

 收集、编撰和分析关于冲突地区政治—军事局势的数据，编写向指挥官提交

的报告的结论和建议； 

 起草关于筹备和展开行动的建议； 

 按照指挥官的决定而规划“部队”的部署并迅速向各单位(分遣队)宣布其任

务； 

 安排指挥、联络和一般支助工作； 

 就“部队”的一般支助问题同参加行动的国家的武装部队一般工作人员(参

谋长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联合参谋部进行联络； 

 为解决冲突和实现维持和平行动“任务规定”中确定的目标而协助各种谈判、

正式会议和其他行动； 

 保存“部队”战斗人员和一般人员的记录以及各单位(分遣队)的部署记录； 

 编写向集体安全理事会、外交部长理事会、国防部长理事会、安全理事会秘

书委员会以及必要时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维持和平行动进度的报告； 

 组织监测执行指挥官的各项命令和指示的情况。 

2.8.  “部队”参谋长担任第一副指挥官和“部队”所有人员的直接上级。 

 参谋长的职责包括： 

 组织收集、编纂和分析关于冲突地区局势的数据； 

 向指挥官提交根据对冲突地区的政治-军事和作业情况的评估得出的结论、

关于“部队”部署的建议以及关于执行进度的报告； 

 协调高级军官和联合指挥部其他机构的工作，以规划维持和平行动，并安排

指挥、联络和一般支助事宜； 

 为了完成授权任务，安排并支助与军事指挥部、参加行动的国家的安保和内

政机构、特派团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代表的合作； 

 按照指挥官的命令向特派团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提供关于“部队”各项

活动的作业情况，为这些代表访问“部队”各单位(分遣队)提供便利； 

 同冲突各方领导人、地方当局和冲突地区的社区组织进行联络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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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组织各项谈判、正式会议和为解决冲突采取的其他行动； 

 建立“部队”战斗人员和一般人员的记录以及各单位(分遣队)的部署记录； 

 安排和执行监测执行指挥官作出的决定的情况和完成授权任务情况的工作。 

2.9.  “部队”应由从参加行动的国家派出的维持和平特遣队中抽调的作业单位

(分遣队)组成。其组成和人数应根据维持和平行动“任务规定”决定。 

2.10.  军事观察员小组应成为一支特别分遣队，由参加行动的国家的部队组成。

它可以作为“部队”的一部分执行任务，或独立行动。 

 军事观察员小组应监测冲突各方对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并应核实履行情

况。 

 军事观察员小组还可履行其他职责，包括就局势提出报告并与冲突各方联

络。 

2.11.  民兵(警察)分遣队应包括参加行动的国家派出的民兵(警察)官员和人

员。 

 应任命他们为维持和平行动地区的法治、人权和政府单位的正常运作提供支

助。 

 参加行动的国家向“部队”派遣的民兵(警察)分遣队，应向指挥官负责。 

 民兵(警察)分遣队也可执行其他职能，包括监测局势和与地方民兵(警察)协

商。 

2.12.  作业、技术和后勤支助单位(分遣队)应由参加行动的国家派遣的军事单

位组成，指定为“部队”提供一般支助。 

2.13.  在“部队”展开维持和平行动过程中，可赋予其如下任务： 

 监督停战和监测对任何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通过确保“部队”显而易见的

存在而合作建立危机地区的安全； 

 指定责任区，将冲突各方分隔开，建立非军事化区、脱离接触区和人道主义

走廊，协助分散各方的部队并防止其在这些地区的行动和他们之间的冲突； 

 为各项谈判和其他行动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支持和平解决冲突、重新建立

法治并使政府及社区机构和组织正常运作； 

 核实并调查违反停火协定或停战的行为； 

 监测该地区以及责任区内民众的行动、镇暴和促进人权的工作； 

 监测拆除防御工事、障碍和雷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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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该地区和各个设施的扫雷工作； 

 保护和保卫重要的设施； 

 采取措施确保冲突各方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级正式会议的安保； 

 监测运输行动并防止军事装备、武器、弹药和爆炸物的非法进出口； 

 为所有形式的运输和通信运作提供安全通道； 

 在建立冲突各方民众之间的正常接触方面进行合作； 

 确保难民回归的安全条件； 

 在其能力范围内，包括在环境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向冲突地区的平民提供

医疗援助； 

 确保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不受阻碍； 

 为了解决冲突，依照集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或相关的“任务规定”而赋予“部

队”其他任务。 

2.14.  执行“部队”任务的主要手段为： 

 观察； 

 巡逻； 

 监测； 

 在危机地区建立显而易见的存在； 

 在冲突各方之间部署部队以降低紧张状态； 

 关闭各地区、人口中心和设施； 

 谈判； 

 自卫； 

 人道主义活动。 

 

 三.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招募和训练方法 
 
 

3.1.  由参加行动的国家在联合的基础上组建集体维持和平部队。 

3.2.  应从作为派遣国武装部队的成员而按照合同服役的部队、民兵(警察)以及

经过初步甄选过程的平民志愿人员中招募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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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民兵(警察)以及平民人员被选进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后，须经过医生检

查证明，其健康状况必须使其能够在冲突地区的气候条件下完成任务。 

 军事观察员小组应由参加行动的国家的武装部队军官组成。 

3.3.  派遣国应为部队、民兵(警察)以及平民人员的健康状态、训练、招募和装

备以及派遣其进入冲突地区负完全责任。 

3.4.  这些人员在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中服役期间，应同派遣国相关政府机构签订

合同，并按照派遣国的国家法律获调用承担集体维持和平部队职责。 

3.5.  “部队”人员的培训应由成员国在自己的设施独立进行，或在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的联合训练设施集中进行，使用国防部长理事会协同外交部长理事会核定

的共同课程。训练的主要目的为使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能够掌握与完成维持和

平任务有关的知识和实际技能。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的甄选和训练方面的协调工作，将为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联合参谋部在该组织职权范围内所承担的责任。 

3.6.  军事观察员应当在训练中心(通过参加课程)而接受训练，使用国防部长理

事会核定的特殊课程。训练的目的为掌握成功地完成任务所需的特殊知识和技

能。 

 四.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行动原则 
 
 

4.1. 实施维持和平行动的决定应由集体安全理事会根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关

于维持和平活动的协议》第 3 和第 4 条作出。 

 在外交部长理事会、国防部长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秘书委员会递交维持和平

行动提案后，应由集体安全理事会批准《任务规定》。 

 《任务规定》应成为集体维持和平部队部署和行动的法律依据。 

 《任务规定》应列明以下内容： 

 维持和平行动的时间表，包括启动和完成日期或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撤出冲突

区的政治条件； 

 部队的兵力人数和组成； 

 部队在维持和平行动中负责执行的任务； 

 指挥官的姓名及其职权； 

 将会员国向指挥官所率部队派遣的维和特遣队各分队(分遣队)移交指挥官

指挥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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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冲突区部署部队并为部队提供部署期间和执行维和行动期间财政、技术和

后勤支助的程序； 

 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发出通知，以使部队能够实施(参与)一项维持和平行动； 

维持和平行动实施计划的核准程序；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活动不得侵犯执行维持和平行动所在地国家的主权、领

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性。 

4.2.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只能在冲突各方达成并执行停火或休战协议之后方可

部署到冲突区。部队的行动不得超越《任务规定》中列明的权限。 

4.3. 会员国向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派遣的维和特遣队各分队(分遣队)在其指挥

员(队长)报告已抵达冲突区后，应立即转为直接向指挥官负责。 

4.4.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主要行动原则如下： 

 公正和中立； 

 遵守国际法规范； 

 尊重当地风俗和传统； 

 不参与作战行动； 

 不使用武器，除非遇到本条例第 4.6 段所述的例外情况； 

 活动具有透明度。 

4.5.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在执行任务和执勤时，应携带标准武器并各自负责

保管武器和遵守既定的武器使用程序。 

4.6.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在以下例外情况下有权使用武器： 

 为维护自身安全并保护自己免受生命或健康威胁而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卫权

利； 

 如果有人企图以武力阻止其履行职责； 

 为了抗击恐怖分子、袭击力量或武装团伙的公然武装攻击，或为了拘押此类

团体； 

 为了保护平民的生命或健康免遭暴力威胁。 

 武器也可用于示警或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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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使用武器时，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障平民安全，除非所涉平民从事

武装抵抗或发动攻击威胁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或其他公民的生命，而且事实证

明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击退此种进攻。 

 所有使用武器的情况均应立即报告指挥部，官方应予以调查。 

4.8. 一旦集体安全理事会决定联合指挥部的组织和人员结构而且国防部长理事

会亦予核准，指挥官应建立联合指挥部，并协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参谋处筹

备维持和平行动。 

4.9. 一旦完成规划工作，应进行维持和平行动区的勘查。勘查期间应确定以下

事宜：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武器和装备在机场、火车站和港口的落地(卸载)的

程序； 

 各分队(分遣队)进入任务区(行动区)的路线； 

 脱离接触区(缓冲区、非军事区)； 

 联合国特派团代表以及地方管理当局和冲突各方领导人的房舍所在地点；  

 所在地点地通信控制及组织中心； 

 部队各分队(分遣队)责任地区； 

 各分队(分遣队)和指挥部房舍所在地区(场地)； 

 可用于驻扎部队人员和存放装备的建筑和设施； 

 每个责任区(行动区)各检查站和观察哨在地点； 

 巡逻和人道主义援助送达路线； 

 冲突区内可能有危险的场所(核电站、化工厂、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水坝等)； 

 用于运送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技术和后勤供给品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场、

火车站和港口； 

 技术和后勤支助分队(分遣队)部署地点以及供给基地(仓库)所在位置； 

 冲突区内的医疗机构和维修设施； 

 在勘查期间，还应考察由当地提供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所需燃料和食品的可能

性。 

4.10.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各分队(分遣队)进驻冲突区的时候应依照空中、海上、

河道或铁路运输安排或通过部队自己的运输途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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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行动区部署主力部队之前，应先期派遣联合指挥工作队、指挥单位成员

和一般支助先遣队(组)。 

 这些人员应负责： 

 侦查集体维持和平部队部署区内的场地和场所； 

 部署观察系统； 

 装备控制点； 

 部署通信系统； 

 对各分队(分遣队)部署区(场地)进行准备； 

 预备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渡口、输电线路和通信线路等)； 

 安排主力部队的抵达和住宿； 

 与地方当局和民众建立联系。 

4.11.  联合指挥部应在主力部队抵达之前进驻行动区，并应占据控制点，监测

各分队(分遣队)的部署。 

4.12.  一旦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下属人员在指定区域集结完毕并向指挥官报到，

分队(分遣队)指挥员应安排本队人员住宿以及行动区的安全防卫。 

 一旦各分队(分遣队)在指定地区驻扎到位，指挥官应向各分队指挥员通报情

况并分派任务。 

4.13.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应对行动区进行准备。准备工作应从工作队和先遣分

队(分遣队)抵达时开始，在维持和平行动期间完成。 

 对行动区的准备应包括： 

 装备各指挥部和其他分队(支队)将要驻扎的控制点和地区(场地)； 

 部署通信系统； 

 划定脱离接触区(缓冲区、非军事区)的界线； 

 装备(修建)观察哨、检查站、警卫亭、作战车辆停放区和供水点； 

 预备(恢复)铁路网和水上桥梁(渡口)； 

 预备机场、港口、火车站和各分队(分遣队)部署后的结集区。 

4.14.  应部署一个观察、检查站和巡逻系统，以便执行行动任务。 

4.15.  观察哨应易于识别并为驻守部队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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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部队人员在出行时应采取徒步列队或车队运送的方式。 

4.17.  为了协调部队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应设立一个营级以下的协调中心，

并任命一名营级以上的民政事务随从参谋。 

 可向东道国当局和当地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4.18.  在接待方领导人告知派遣方当局维持和平行动的目标已经达到之后，应

将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各分队(分遣队)撤出冲突区。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各分队(分遣队)的撤离应分阶段进行。指挥官应与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联合参谋处一同决定撤离的次序。 

 

 五.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财政、技术和后勤支助 
 
 

5.1. 向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派遣部队(分遣队)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员国，将为

部队的活动和人员供资。 

 每一个参加国的支助数额将通过集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来确定。 

 维持和平行动开始后，有关资金将存在为联合指挥部开设的核准用于支付捐

款的货币账户内。 

 货币账户应根据集体安全理事会就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组建所作的决定开

设。 

 部队人员的用品、服务和薪水将由联合指挥部预算拨款支付。 

 给予部队人员的货币补偿应由集体安全理事会针对每一项维和行动分别核

批。 

 国际组织存在特殊用途账户内的其他资金可用于为部队的活动和人员供资。 

5.2. 部队活动和人员的财政支助应按照集体安全理事会相关决定批准的规则

提供。 

5.3. 联合指挥部负责部队活动延长期以及维和行动工作的财务规划。 

 部队活动和人员的费用概算草案应提交维和行动参加国，由其根据既定程序

加以审批。 

5.4. 指挥官负责部队活动和人员专款的分配和定向支出，并通过一个由其领导

的财务机构管理财务活动。 

 指挥官将向资助维和部队的成员国提供年度和季度报告，以及关于维和行动

完成情况的其他说明，详细说明相关预算项目下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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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活动和人员专款使用情况的日常监督应根据集体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

定，由临时成立的财务委员会进行。 

 一个由维和行动参加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将对联合指挥部的财务活动进行

审计，审计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在维和行动任务结束时以及在更换指挥官和集

体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其他情况中也进行审计。 

5.5. 部队活动和人员的后勤支助将由向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派遣部队(分遣队)

的各方提供，或是由以其他方式参与行动的国家提供。 

5.6. 维持和平部队的武器、军事装备、用品和其他物资应由派遣方在筹备及开

展维持和平行动期间直接提供。 

 应事先让接受方知道可供部队使用的武器、军事装备及其他各种用品和资源

的类型与数量。 

5.7. 向部队活动和人员提供的武器、军事装备和其他用品均属派遣方财产。 

 如果部队所属武器、军事装备、用品或其他资源遭受损失或被第三方收缴，

则派遣方应迅速告知接受方。 

5.8. 根据维和行动参加国与接受方之间单独订立的协定，在维和行动期间，接

受方应提供设施和仓库，供储存部队用品。这些场地的维持费用来自相关维和行

动的专用款。 

5.9. 在筹备和开展维和行动期间，部队活动和人员的技术和后勤支助规划应由

联合指挥部相关部门协同派遣方和接受方有关当局进行。 

 部队活动和人员所需的用品数量应根据部队人数编制、拟从事任务及活动期

限来决定，并应以估计用品单位数来表示。 

5.10.  部队的行动应根据同接受方商定取得的通行证进行。部队通行证的筹备、

发放、交还、登记及使用程序应遵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订立的有关文书。 

 部队活动所需的武器弹药、军事装备和其他用品应根据集体安全理事会的有

关决定(如果维和行动在成员国境内进行)，或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某项决

定(如果维和行动在一个不属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的国家境内进行)，跨越接

受方国界运输。 

5.11.  向部队活动和人员提供的医疗支助应由联合指挥部组织安排，并由派遣

方医疗部门单位以及专门奉派从事这项工作的成员国的医疗部门单位提供，资金

由成员国拨供。 

 医疗支助应按照有关协定，同接受方医疗机构合作提供，并应包括： 

 成立医疗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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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立治疗、预防、公共保健和传染病控制措施； 

 提供医疗用品和设备。 

 在成员国境内从事维和行动期间，向部队人员提供的紧急医疗援助，包括技

术援助和专门援助，应在接受方的所有医疗机构免费提供。此类援助应包括所有

必要的化验和其他医疗测试。 

 维和行动如果是在不属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的国家领土上进行，则此类

援助的提供应按照同接受方订立的协议进行。 

5.12.  为部队活动提供的兽医支助(预防、疾病控制、治疗及兽医保健监督和控

制)应由联合指挥部安排，并由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同接受方兽医机构协调进行。 

5.13.  如果是在成员国境内开展维和行动，那么在筹备和实际进行此种行动时，

接受方应负责按照先前的协议，负责： 

 向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提供住宿，准许其免费使用所需基础设施，以便执行任

务； 

 解决有关问题，让部队能够使用无线电、无线电中继、对流层通讯和卫星通

讯以及其他电子工具，以便进行电话、电报、传真和其他形式的通讯。部队电子

通讯所需无线电频段(值)应同部队负责无线电频率的单位和接受方协调确定。接

受方向部队提供的通讯服务费用应按照接受方武装部队的既定费率收取； 

 部队使用接受方境内运输设备(地面、水上和空中)和设施时，应免征直接税

和其他费用； 

 向部队提供运输设备(地面、水上和空中)和设施时，应采用等同于接受方国

防部所支付的费率； 

 在维和行动期间，应免费为部队活动和人员进驻所需的总部、营地和服务提

供设施和土地。此类设施和土地仍应是接受方的财产； 

 向部队驻地供应的燃料和能源以及为其提供的水电，应以等同于接受方武装

部队的既定费率收费； 

 协助部队获得粮食、用品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其他物资与服务； 

 维持和平行动如在不属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的一个国家境内进行，那么

这些服务和好处的提供可遵循同接受方订立的协议。 

5.14.  为了协调为维和行动的筹备和实施提供财政、技术和后勤支助，派遣方

和接受方国防部可彼此商定成立临时工作队，负责： 

 协助拟订各类支助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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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和商定开展合作，向集体维持和平部队及其活动提供各种类型的技术和

后勤支助； 

 确保及时作出决定，并确保各单位(分遣队)履行为部队活动提供支援的任

务； 

 在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技术后勤支助单位同派遣方武装部队技术后勤支助单

位之间保持持续接触，编写情况报告、简报和关于提供技术后勤支助服务的申请，

并跟进处理这些申请。 

 

 六.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的社会和法律保护 
 
 

6.1. 根据 1946 年 2 月 13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1994

年 12 月 9 日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维持和平行动协定》和本条例，部队官兵在服务于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期间从事

维和行动时，应享有联合国官员享有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6.2. 维和人员在执行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任务时： 

 因冲突各方所实施行动而遭受的个人财产损失应获得补偿，补偿数额由指挥

官根据集体安全理事会就相关维和行动所作决定订立的程序任命的评估委员会

确定，该项决定中将规定资金来源； 

 如果维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伤害、体伤、外伤或内伤或者生病，不论是

否因此而致残，应获得一次性偿款；这笔款项应由派遣方根据国内法律支付； 

 医疗护理费用，包括医药费，应由参加行动的国家拨款支付。 

 此外还应根据派遣方国内法律，为具体维和行动提供其他社会法律方面的福

利和保护。 

6.3. 薪酬应根据派遣方国内法律征税。 

6.4. 如果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死亡，派遣方应根据国内法律，

向死者家属支付一次性偿款。 

 死者尸体和个人财产运往埋葬地点的运输费用应由维和行动参加国向集体

维持和平部队划拨的资金支付。 

6.5. 指挥官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部队人员被俘(被扣为人质)，确保使任

何被俘人员或人质获释。 

 派遣方应承允根据其国内法律，向遭受强制拘禁(被扣为人质)的人员提供精

神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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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根据既定程序借调给接受方执行与部队活动有关任务的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机构代表及派遣方国家机构和组织代表应获得充分的社会和法律保护。 

6.7. 部队人员服务期长短应由部队指挥官根据同派遣方有关国家当局协商情

况决定。如果部队士兵、民兵(警察)或文职人员无法继续服务，则派遣方应安排

人员接替他们。 

  

 七.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的徽章 
 
 

7.1. 集体维持和平部队自配徽章，徽章应可在相当距离内，以有限的可见度轻

易识别。 

 身份识别徽章应佩戴于部队人员制服上，标示于军事装备和车辆、部队指挥

所和阵地以及分界线(冲突各方分隔线)上。 

7.2. 部队人员的徽章将是一块 50 毫米宽，100 毫米长的浅蓝色布条，中间标有

黄色的“MC”字母(代表“维持和平部队”)，缝制在野战外套左袖、口袋下方 10

毫米处，以及绵布帽帽沿上方 10 毫米处。钢盔前沿上方 25 毫米处漆有一圈浅蓝

色条纹。字母为 30 毫米高，字母“M”宽 25 毫米，字母“C”宽 18 毫米。字母

笔划的宽度应为 5 毫米。 

7.3. 军事装备和车辆上应漆有一条浅蓝色圆环，条宽 150 毫米，中心直径 400

毫米。字母“MC”高 300 毫米，用黄色漆于圆环内。字母“M”宽 150 毫米，字

母“C”宽 110 毫米，笔划宽度应为 25 毫米。徽章应标示于车辆(物体)后部的中

心线位置以及车身(驾驶室)顶部和两侧的中间位置。 

7.4. 阵地和分界线上应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旗帜。 

 旗帜的尺寸应如下： 

 在部队指挥官指挥所：1米×2 米； 

 在分队指挥所、指挥和观察所、分遣队观察哨所和其他哨所：0.5 米×1 米； 

 在冲突各方分隔线：1 米×2 米。 

 军事装备和车辆应配有 20 厘米×40 厘米的旗帜，上有集体安全条约机构徽

章；在小型车辆上，旗帜尺寸应为 15 厘米×3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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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行动筹备工作队条例 
 
 

  根据2007年10月6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就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内部维持和平机制管理与组织结构相关文件所作的决定批准 
 
 

 一. 一般规定 
 
 

1.1.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活动协定》中使用的术语适用于本条例。 

1.2.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行动筹备工作组(下称“工作组”)是指由集体

安全理事会临时成立的、派往某个可能爆发冲突或目前已存在冲突的地区的工作

组，其任务是监察军事和政治局势、确定当地形势并就开展维和行动的适宜性、

维和行动的可能规模和时限、集体维和部队的构成和任务及其在维和行动区的部

署安排起草提案和建议。 

1.3.  工作组的活动应符合集体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公认国际法准则、国际

条约和本条例。 

 

 二. 工作组的任务和职能 
 
 

2.1.  工作组的主要任务和职能如下： 

2.1.1. 确定冲突的原因、性质和规模； 

2.1.2. 编写解决冲突和开展维和行动的提案； 

2.1.3. 研究该区域和维和行动区基础设施的情况并编写向集体维和部队提供

技术、后勤和其它类型支助的提案； 

2.1.4. 确定维和行动区并就此与冲突各方达成一致； 

2.1.5. 与冲突各方商定脱离接触区(缓冲区)的界线、需从中撤出重武器、装备

和武装部队的地区和难民收容区；  

2.1.6. 核查冲突各方执行任何已订立停火协议或实现停止敌对的情况； 

2.1.7. 就武装部队(分遣队)的主要任务、组成、结构、兵力人数和部署区及责

任区向集体安全理事会提交提案； 

2.1.8. 选择并与冲突各方商定部队指挥所的地点、部队(分遣队)部署和进驻冲

突区的路线和程序； 

2.1.9. 执行集体安全理事会分派给工作组的其它任务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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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工作组的组成及其工作的组织基础 
 
 

3.1.  工作组依照集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建立，理事会确定工作组的结构、成员

数目和任务，并就成立工作组和便利其工作所需的技术和后勤支助方面的重大问

题做出决定。 

3.2.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行动筹备工作组由组长(下称工作组组长)领

导，其任免应由集体安全理事会决定并向理事会报告。 

3.3.  集体安全理事会任命维和特派团团长后，工作组可转而接受其业务控制。 

3.4.  工作组的组成由外交部长理事会和国防部长理事会核准。 

3.5.  工作组将包括来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总部和秘书处的官员以及来自

成员国相关部委和机构的必要专家代表。 

3.6.  依照国防部长理事会的决定，工作组将由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参谋处或

某一成员国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主要参谋机构，参谋长委员会)负责集训。 

3.7.  工作组组长负责工作组的训练工作。 

3.8.  工作组将依照国防部长理事会的决定部署到监察区。 

3.9.  在冲突区进行监察时，工作组将与主持开展维和行动的国际组织的授权代

表以及与地方政府当局和冲突各方的授权代表合作开展工作。 

3.10.  工作组组长应根据其所开展的工作，向集体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阐述

工作组对冲突区局势的评估结论、开展维和行动的提案及其他问题。 

3.11. 开展维和行动的提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3.11.1. 开展维和行动的可能性和可取性以及时限； 

3.11.2. 关于成员国参加维和行动的建议； 

3.11.3. 稳定局势和解决冲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措施； 

3.11.4. 集体维和部队的任务和组成； 

3.11.5. 部队指挥官职位的拟议人选； 

3.11.6. 维和行动区及部队分遣队部署区； 

3.11.7. 维和行动计划，其中具体说明： 

 维和行动区、缓冲区(安全区)界线、冲突各方需从中撤离重武器、军事装备

和武装部队的地区、难民收容区以及需加强安保和监察的 重要地区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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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离各当事方并从缓冲区(安全区)撤离武装部队、重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程

序，以及关于撤离路线的说明； 

 武装部队(分遣队)的责任区及其住宿房地； 

 武装部队(分遣队)执行任务的程序； 

 将武装部队(分遣队)调至冲突区和部署区的程序以及进驻那些地区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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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依照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2007年10月6日就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维持和平机制管理和组织结构相关文件

所作决定核准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特派团团长条例 
 
 

1.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持和平活动协定》中使用的术语适用于本条例。 

2. 维持和平特派团团长应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官员，集体安全理事会授予其

在冲突区(通常位于成员国领土上)的相关权力。特派团团长代表理事会行事并对

理事会负责。 

 维持和平特派团团长全面负责维和行动政治方面的工作，并监督履行维和行

动的任务规定。 

3. 维持和平特派团团长依照集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在没有第三国或组织参与

的情况下任命，此决定适用于由集体维和部队独立执行的每项单独维和行动。团

长的权力在所涉维和行动结束时终止。 

4. 在任务规定期间，维和特派团团长可在必要时组建由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

处和联合参谋处工作人员和成员国国民组成的特派团办公室。 

 维和特派团办公室的结构、人员编制和成本估计数额将依照集体安全理事会

的决定核准。 

5. 维和特派团团长的任务和职能如下： 

5.1.  监督执行集体安全理事会就团长所负责的维和行动作出的决定，并监督履

行维和行动的任务规定； 

5.2.  协调冲突各方和集体维和部队为解决冲突而采取的政治、社会、法律、经

济、军事、人道主义和其他措施； 

5.3.  组织并领导与冲突各方及地方当局代表进行谈判，以防止紧张局势升级，

在冲突各方之间达成妥协，解决业务和行政方面的问题以及与技术和后勤支助等

相关的问题； 

5.4.  分析冲突区的局势，包括查明分歧的实质与原因及确定解决分歧和冲突的

办法，根据这些分析编写解决冲突进展报告，并与指挥官一道拟订提交集体安全

理事会、说明相关任务规定及延长或终止所涉维和行动的提案； 

5.5.  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解决冲突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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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协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机构的代表对冲突区作了解访问，与冲突各方代表

建立联系，并获得有关冲突区局势的资料； 

5.7.  监督集体维和部队人员遵守本国和国际法的规则，并确保他们尊重当地人

民的传统和习俗。 

6.  维和特派团团长有权： 

6.1.  根据既定程序要求并接收由冲突各方、指挥官、作为防止和解决冲突调解

人或担保人的维和行动参与国主管当局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各机构提供的材

料和建议； 

6.2.  与维和行动参与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和内政部以及驻在国政治领

导人和冲突各方代表建立并保持工作联系； 

6.3.  在其管辖权范围内与冲突各方代表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就防

止和解决冲突相关问题进行谈判； 

6.4.  必要时要求冲突各方协助其及其办公室履行维和职能，并利用集体维和部

队的军队和资源来保护维和特派团及其房地以及其驶入冲突区的车辆； 

6.5.  为工作需要而使用指挥官的机密通信手段及冲突各方彼此通信所使用的

渠道，此外也使用交通走廊以供在冲突区内行动； 

6.6.  参与由联合国代表及其他可能在冲突区活动的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冲突

各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7.  维和特派团团长及其办公室的工作经费将依照集体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定

由成员国会费提供。 

8.  维和特派团团长及成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利和根据 1961 年《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赋予外交人员的相关特权、便利和豁免。 

 维和特派团团长应与接待方当局就维和特派团驻留的条件达成协议。 

9.  如果在服役期间生病、受伤或死亡，维和特派团团长和成员及其家庭成员有

权根据各自国籍国的法律规定，获得社会保障和其它保障及补偿。 

10. 维和特派团团长办公室的地点将在同冲突各方商定后，由外交部长理事会决

定。 

11. 维和特派团的工作语言为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