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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六十五年

议程项目 10、11 和 33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报告 

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 

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2010 年 6 月 4 日印度尼西亚和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10 年 3 月 29 日和 30 日，印度尼西亚和斯洛伐克两国政府联合举办了关于

“联合国在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走近东盟观点”的

国际讲习班。就此，我们谨向你提交上述讲习班的成果(见附件)。请将本函及其

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11 和 33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斯洛伐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临时代办     特命全权大使 

哈桑·克莱布(签名)     米洛什·科捷雷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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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6 月 4 日印度尼西亚和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的附件 
 

  关于联合国在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走近东

盟观点的国际讲习班 
 

印度尼西亚和斯洛伐克联合主持 

2010 年 3 月 29 日和 30 日，雅加达 

  共同主席声明 
 

1. 2010年3月29日和30日在雅加达举办了关于联合国在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

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走近东盟观点的国际讲习班。该讲习班是印度尼西

亚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举措，并得到挪威政府、雅加达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以及

日内瓦民主管制武装力量中心的支持。该讲习班吸引了近 100 名参加者，他们来

自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0 个国家在内的 26 个国家，还有来自联合国以及

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智囊团的代表。讲习班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马蒂·纳

塔莱加瓦博士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长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博士任共同主席。

东盟秘书长素林·比素万博士也在讲习班上讲话，他强调东盟现已有以东盟政治

安全共同体形式与联合国合作的蓝图。 

2. 此次讲习班是一系列区域讲习班中的第三个讲习班，举办这些讲习班的目的

是促进讨论有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问题的区域观点以及如何将这些观点纳入

联合国的办法和政策中。第一个讲习班是 2007 年 11 月 7 日和 8 日在南非开普敦

举办的，第二个是 2009 年 9 月 28 日和 29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雅加达

讲习班的目的是：(a) 观察联合国在多层面维持和平行动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面

临的挑战；(b) 审查东盟成员国在支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中的相关经验，和光

大其对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努力的贡献；以及(c) 确定加强东盟-联合国

在多层面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中的伙伴关系的建议。此次讲习班重点关注诸如下

列问题：查明向前推进东盟建立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的实际步骤；建设可迅速部

署的文职能力；支助安全部门改革。为了确保讨论谈及加强联合国与东盟成员国

之间合作的实际措施的具体步骤，在筹备此次讲习班期间，积极与几个联合国机

构进行了协商。 

3. 此次讲习班是在一系列全会和分组会议的基础上举办的，并认识到伙伴关系

对有效的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很重要，没有任何单独的行为体有能力满足这些优

先领域的广泛需求。讲习班的结论是，东盟成员国应加强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

以便支持以更加具有互补性的办法来应对多层面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本

共同主席声明小结了主要的讨论情况并阐述了向前推进这一伙伴关系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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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多层面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 

4. 此次讲习班认识到，多层面的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自其诞生以来已发

生重大演化，联合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成功适应这些变化。“拉希米”报告、“大

自由”报告、秘书长题为“确保和平与发展：联合国在支持安全部门改革方面的

作用”的报告、最新的“新地平线”政策文件以及秘书长关于冲突结束后立即建

设和平的报告是这方面的重要例证。而且，承认这一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

到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之间的关系。这在“新地平线”文件与秘书长关于“建设

和平”的报告之间的互补性上有所反映。 

5. 此次讲习班承认，要弥补实现这些文件中概述的目标方面的不足，联合国仍

需要应对一些挑战。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是解决建立可迅速

部署的文职能力的挑战。这产生了正在进行的国际文职能力审查和建设和平委员

会审查中将予以审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如何能够将各国聚集在一

起，共同努力，互相弥补差距，特别是增加全球南方的参与？”认识到加强同区

域网络和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应对这一挑战很重要，因为它们形成了联合国本

身的能力和办法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办法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一办法在多大程度上

源自当地的现实和经验。 

东盟在多层面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中的作用 

6. 认识到，迄今关于联合国-东盟合作的讨论往往重点关注东盟如何利用联合

国的资源。在承认东盟仍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联合国专门知识的同时，本讲习

班的前提是也突出强调东盟成员国在支持联合国有效的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努

力中的根本重要性。例如，多年来，东盟成员国派遣了大量的军警人员和文职人

员(目前共部署 3 959 名人员)。东盟成员国在支持联合国多个不同的论坛内的政

策对话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些成员国中的一些在联合国的诸多其他核

心小组中的特别作用，在加上其作为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公信力，它们正在为就

联合国政策舞台讨论的许多敏感问题建立共识作出积极的贡献。最后，东盟及其

成员国完全有能力促进制定标准和政治发展，这在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敏感领

域很重要。 

7. 认识到，在东盟及其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的同时，该区域组织需首先了解其自

身的强项和弱势。这还涉及通过协商一致确定，一方面，对作为一个区域组织来

光大这一进程有多大政治意愿，另一方面确定，作为感兴趣的个体国家对这一进

程有多大政治意愿。鉴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对诸如预防冲突、冲突管理和冲突

后建设和平等问题上的承诺，承认该共同体是向前推进这一议程的理想工具。 

8. 注意到在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努力建立参与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共识

的同时，东盟的各个体成员国能共同努力，为加强合作建立基础。成员国可开发

目前正在开展联合工作的其他领域，以便在这一领域取得明显成果。例如，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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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长已经在协调危机处理，包括救灾紧急规划方面显示出重大决心。东盟也

在促进人的安全方面建立专门知识，这涉及到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诸多方面。

因此，在人的安全框架下合作，可能会为加强相关努力的区域和国家自主权提供

更多的切入点。 

东盟和联合国：逐渐加强多层面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中的伙伴关系 

9. 对讲习班的高级别参与表明，东盟成员国与联合国之间有更多的机会加强对

话。一方面，联合国内新的改革议程和倡议为重新讨论支持多层面的维持和平和

建设和平带来了空间。另一方面，东盟建立政治安全共同体的蓝本提供了重要的

切入点，并承认东盟“应补充建设和平中的其他全面办法”。同样，不妨回顾，

在 2010 年 1 月 14 日东盟外交部长务虚会上，认识到了加强东盟在维持和平中的

合作的重要性，并谈及提高东盟在这一领域的影响的可能性。因此，向前推进这

一伙伴关系的时机成熟了。 

10. 可能的活动包括加强在大会第四委员会及其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C-34)

内的协商和协调，包括就维持和平问题发表东盟声明。与会者还期待参与拟定建议，

以作为正在进行的文职能力审查的一部分。今年春季晚些时候即将举行的亚洲区域

磋商将提供一个平台，可讨论改进联合国在冲突后进行建设和平工作的建议，讨

论区域解决方案，并查明促进与联合国的有效协作性的伙伴关系机遇。 

11. 本讲习班审查了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几个关键优先领域，以努力就

这些问题开展对话。在安全部门改革领域，强调需要更加了解面临的政治局势和

敏感性，强调需要依靠当地经验。承认依赖想法相同国家的区域网络对了解当地

文化和利用当地知识来支持安全部门改革很重要。同样，在支持政治进程领域，

认识到解决方案需要为当地所拥有。还强调，在支持政治进程和安全部门改革领

域，东盟成员国可分享其本国自身的经验和发展其自身的能力来支持此类进程，

可利用其在建立信任和诚实中介方面的经验，从而对此贡献良多。还查明了一些

领域，联合国可基于东盟需求，促进为感兴趣的成员国举行培训。在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和社会经济振兴领域，在规模和范围上短期前景有限，在加上缺

乏长期政治承诺和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些被视为可从加强东盟-联合国对话中获

益的关键不足领域。最后，在法治领域，注意到，特别缺少文职专家，建议东盟

成员国考虑建立某种形式的常设能力来解决这一不足。注意到在诸如支持安全部

门改革和政治进程等一些关键领域，朝着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方向的努力可以充

当东盟进行进一步参与的基础。但是，这些领域的合作需要根据东盟成员国的需

要以及现有能力逐步展开。 

12. 这一讲习班被视为加强东盟成员国与联合国之间就如何加强多层面维持和

平和建设和平领域的合作进行对话的机遇。讲习班表示希望，此会促进东盟在东

盟政治安全共同体框架内的持续努力。确定了保持本讲习班势头的一些后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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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a) 共同主席承诺将本次讲习班的成果提交东盟和联合国，并将其作为联合

国的正式文件分发；(b) 共同主席同意酌情向其参加的国际和区域组织通报此次

讲习班的成果和建议；(c) 共同主席承诺支持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文职能力审查，

并进一步反思他们如何能在该框架内促进区域解决办法。 

建议 

13. 下面是此次讲习班提出的关键建议中的一些： 

• 在政策一级，为了促进东盟在有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问题的政策对

话中发挥重要作用，东盟成员国首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以及驻雅加

达东盟代表团之间需要进行更密切的协作，以鼓励东盟在这些问题上形

成更有力的观点。 

• 应确定东盟成员国关于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问题的协调人，以便改进协

调和应对情况。这可建立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领域业已存在的类似东

盟机制的基础之上。 

• 为了增强东盟成员国为多层面维持和平作出贡献的能力，需要采取实际

措施来加强几个成员国业已存在的培训中心网络。这可能包括维持和平

中心之间的教员进行访问交流、交流关于维持和平培训课程信息以及在

这些中心内建立专门的维持和平领域的英才中心。还需要拟定已有和未

来东盟维持和平中心的简短介绍，以查明在建立东盟维持和平行动人力

和能力方面的不足和优先事项。 

• 需要支持秘书长关于冲突结束后立即建设和平的报告所要求的工作，以

扩充和增加文职专家库，支持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即期能力发展需要，要

特别注意调动来自全球南方和妇女的能力。鼓励东盟成员国在联合国文

职能力审查框架内讨论区域解决方案。 

• 本着支持东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的精神，东盟可能会考虑邀请联合国

列席东盟关于关键的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问题的特定讨论，以便加强使

用共享的术语和了解合作的限制和机遇。 

• 东盟成员国应鼓励其国防部长促进加强对话，讨论他们如何能有效地在

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框架下支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努力。如果东盟国

防部长会议要讨论这一领域的有效协作性问题，鉴于现有的在提高人道

主义援助和救灾方面的有效协作性努力，这肯定会有大幅的增值作用。 

• 鼓励东盟成员国考虑其自身有何潜力，以促进在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

框架下向前推进这一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