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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100(e)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 

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叙述了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期间开展的活动。 

 应会员国的请求，该中心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活动的重点是协助应对该区域公

共安全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威胁：非法火器贩运。该中心成功地为自己确定了一个

适当的独特位置，即作为一个主要提供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以便

执法界借以加强其在打击非法贩运火器行为方面的努力。 

 作为其综合办法和次区域援助一揽子方案的一部分，该中心还向国家火器管制

当局提供储存管理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及法律和政策援助。此外，通过其推广和宣

传活动，该中心继续在裁军和不扩散文书的执行方面向会员国提供实质性支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中心从经常预算案收到两名工作人员费用和基本业务

费经费。虽然这笔重要的经费有助于提振和稳定该中心的运作，但该中心仍然纯

粹依靠预算外资金来执行会员国请求的方案活动。捐助者必要的政治和财政支持

对该中心的运作和活动，仍然至关重要。对那些通过资金和实物捐助来支持中心、

其运作及方案的会员国和其他伙伴，秘书长谨表示感谢。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重新印发。 

 
**
 A/6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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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在其第 64/60 号决议中、大会重申坚决支持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发挥作用，促进联合国在区域一级开展活动，加强会员国之

间的和平、裁军、稳定、安全与发展，并鼓励该中心在该区域所有国家就和平、

裁军与发展重要领域进一步开展活动。大会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报

告该决议的执行情况。 

2. 本报告就是根据这一要求提交的，涵盖该中心从 2009 年 7 月到 2010 年 6 月

的活动。该中心信托基金 2009 年财务状况报表载于附件。 

 

 二. 运作和任务规定 
 
 

3. 1987 年，根据大会第 41/60 J 号决议，在利马设立了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

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该中心的任务是应区域各会员国的请求，为执行

和平与裁军措施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举措和其他活动提供实质性支助。 

 

 三. 主要的活动领域 
 
 

4. 作为联合国处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唯一区域实体，

该中心协助会员国努力切实履行其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各项文书规定下作

出的承诺。该中心的目的是加强会员国的能力并向它们提供技术和实质性咨询意

见和援助，以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会员国和区域组织的协助请求增多，这表明对该中心的

效率及其在这一领域公认的作用信心日增。 

6. 在其公共安全方案框架内，该中心继续在非法火器的销毁方面向会员国(执

法官员、政策和法律制定者)提供援助，还协助区域组织以更有效的方法努力应

对公共安全方面的挑战。 

7. 应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请求，该中心通过向各国和区域各组织提供公

共安全专门知识，在其各自的公共安全议程的各组成部分方面提供了援助，包括

法律和政策援助、储存管理和边境安全、以及跨机构能力建设指导。 

8. 捐助者的自愿捐款对使该中心能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进行这些活动，至关重要。 

 A. 公共安全 
 

 1. 区域背景 
 

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是最受武装暴力影响的区域之一。非法火器贩运和及

其滥用对该区域的公共安全构成严重挑战。据估计，有 4 500 万至 8 000 万件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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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该区域流通。
1
 拉丁美洲人口略高于全世界人口的 10%，却占了全世界火器

凶杀案的 40%以上。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称，中美洲已成为全世界非政

治罪行发生率最高的区域，在过去 6 年中该区域约有 79 000 人被杀害。在安第

斯区域，据报目前有 216 000 件剩余的军用小武器在流通。
2
 而在加勒比区域，

超过 70%的暴力死亡是因火器造成的。
3
 据估计，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有 250

万私人保镖，其中仅有约一半是合法注册的。
4
 

10. 应会员国在打击非法火器贩运方面提出的协助请求，该中心实施了全面的次

区域一揽子援助方案，其重点是旨在改善公共安全的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宣传

和倡导工作。 

 2. 国家和跨边界的执法协调 

11. 公共安全能否成功改善，部分取决于执法界如何发挥其作为第一反应者和实

地操办者的作用，即负责实施合法火器转让管制和防止非法贩运。该中心认为其

执法能力建设课程是其在加强该区域公共安全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在唯一赞助者

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的资助下，该中心编订了名为“打击非法火器贩运行为机构

间培训课程”的《教练员培训手册》第二版。在这方面，该中心就课程的内容和

方式，向一个小武器和轻武器领域和公共安全领域混合专家组进行了咨询。该中

心还对在该区域已经开设的 45 门课程中的 14 门进行了影响评价，从中汲取了重

要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包括认识到，这一为期 10 天的课程(7 天的理论和 3

天的实际演练)仍是该领域最全面的小武器和轻武器课程，且填补了一项重要的

培训空白。 

12. 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对培训手册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加注重于火器、弹药

和爆炸物技术信息以及用于标记和追踪的创新型实用工具，包括对实地警察和司

法调查人员有用的手持弹药识别器。它还具有一个新的库存管理和火器销毁模

块，既可用于防止武器转移到非法市场，也可有助于提高透明度以及增强国家官

员的核查和控制。最重要的是，该手册已考虑到了人的安全、人权、性别平等、

以及在刑事审讯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保护、使用武力及其他问题。这些修改旨在

加强学员在课程最后 3天的实际演练中的表现。 
__________________ 

 
1
 《2009 年小武器调查：战争阴影》(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
 同上。 

 
3
见联合国第九次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行动调查(2003 至 2004 年)，网址：http://www.unodc. 

org/unodc/en/data-and-anlysis/Ninth-United-Nations-Survey-on-Crime-Trends-and-the

-Operations-of-Criminal-Justice-Systems.html。 

 
4
 Arias, Patricia. Seguridad Privada en América Latina: el lucro y los dilemas de una 
regulación deficitaria (Santiago, FLACSO Chil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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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来自该区域 11 个国家的 201 名执法官员采用该手册接

受了培训。在哥伦比亚、
5
 秘鲁

6
 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7
 开展的国家培训课程为

这些国家的151名执法人员提供了培训，而同阿里亚斯和平与人类进步基金会(一

个在这个问题上很活跃的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在哥斯达黎加
8
 开设的课程则培训

了来自中美洲国家、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50 名执法人员。 

14. 自 2002 年开始培训课程以来，该中心及其合作伙伴已成功地培训了该区域

2 700 多名城市和边境执法人员，而部分国家还将该培训方法引入其国家执法培

训课程之中。 

15. 培训课程还为来自全区域不同国家的执法人员，包括警察、武装部队、情报

和海关官员、检察官和司法调查人员提供了交流个人和本国经验、最佳做法和教

训的机会。它有助于改善机构间的协调，以更好地控制合法贸易和防止非法火器

贩运。它还是负责执行国家行动计划的国家火器委员会中各组成机构的重要工

具。 

16. 该中心的活动加强了该区域各国以可持续的方式并根据各自国家的需要培

训执法人员的能力。 

17. 该中心的公共安全专家与开发署的中美洲小武器控制方案合作，担任在巴拿

马举行第一届次区域研讨会的技术顾问，该研讨会专门讨论火器登记和信息交流

机制。
9
 在从 2008 年向厄瓜多尔提供援助过程中所取得的专门知识基础上，该

中心介绍了在档案记录、国家登记册的管理以及如何加强国家的能力，以履行国

际火器文书规定的义务等方面的最佳做法。 

18. 该中心还促进将全球和区域倡议纳入国家议程、计划和政策的主流。为了通

过在安第斯区域预防犯罪和控制火器(作为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安第斯区域一揽子

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来改善公共安全，该中心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10
 和哥伦比亚

11

分别举办了一场高级策略管理研讨会，在讨论会期间，政策和法律制定者讨论了

在国家一级有效执行全球和区域火器文书的方式和手段。在研讨会上，对全球和

区域火器文书进行了详细和互动式的介绍，以确保次区域各国目前正在制定的新

__________________ 

 
5
 打击枪支非法贩运行为国家机构间课程(2009 年 7 月 6日至 17 日)，哥伦比亚圣安德烈斯。 

 
6
 打击枪支非法贩运行为国家机构间课程(2009 年 11 月 16 日至 25 日)，利马。 

 
7
 打击枪支非法贩运行为国家机构间课程(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28 日)，拉巴斯。 

 
8
 打击枪支非法贩运行为次区域机构间课程(2010 年 3 月 15 日至 26 日)，圣何塞。 

 
9
 中美洲小武器和轻武器控制问题主管当局间信息交流机制和技术系统区域研讨会(2010 年 4月

6至 7日)，巴拿马城。 

 
10
 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在拉巴斯举行。 

 
11
 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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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法律中能够纳入有关全球和区域文书规定的所有主要责任和义务，而且国家

立法中的有关规定与有关国际文书的规定一致。这些全球性和区域性文书包括

《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

弹药的补充议定书》；和相关文书(《联合国枪支议定书》)；以及《美洲国家禁

止非法制造和贩运火器、弹药、爆炸物及其他相关材料公约》。 

 3. 多部门途径打击非法贩运火器 
 

19. 处理非法火器之祸的一个有效方式是采取多部门、多层次的办法。为此，该

中心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于 2009 年 8 月在哥伦比亚为各市和各

部门的代表举办了为期 4 天的高级和中级管理培训课程。此方案利用了该中心在

为执法界开设的机构间课程方面的经验，向受训者传授了具体的调查技术和工

具，指导他们熟悉非法火器证据处理全过程，包括从武器的缴获到刑事司法程序

的各个阶段。 

20. 该中心与秘鲁打击火器、弹药和爆炸物及其他相关材料非法制造和贩运行为

委员会合作，于 2009 年 8 月 19 日在利马组织了一次机构间武器控制举措及其与

公共安全的联系问题国际研讨会，旨在推动国家若干机构之间的经验交流。研讨

会汇集了全国火器委员会成员、本国和国际专家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等，他

们就火器控制及其对区域公共安全的影响问题进行了互动并交流了经验。 

 4. 国家法律和全球及区域文书 
 

21. 该中心还帮助该区域的会员国制定必要的法律手段，用以加强关于火器管制

的规定。应各国的请求，该中心审查了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与全球和区域火器文书

的兼容性。这些评估为法律制定者和司法实践者更有效地实施全球和区域火器文

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适当考虑每个国家的独特需要以及次区域的具体情况基

础上，该中心通过这些比较研究，对其法律援助加以相应的量身定制，以满足这

些国家的具体需要。更新和完善各国关于火器的法律不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健全

的法律框架，而且也有助于采取更加协调的区域办法来应对非法火器造成的威

胁。 

 5. 与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协同增效 
 

22. 另外，该中心还向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提供专家支持，以维持区域/次区域旨

在解决与火器有关的问题的努力。 

23. 为了支持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努力实施《安第斯从各方面防止、制止和消除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计划》(安第斯共同体第 552 号决定)，该中心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利马举办了关于该计划实施的区域研讨会，并为秘鲁主导

会议提供了实质性的意见和支持。通过此次研讨会，设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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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为安第斯共同体提供必要的执行机制，以便更好地应对威胁其社会的非法贩运

之祸。 

 6. 解决边境管制问题的行动计划 
 

24. 边境地区的武装暴力给维护公共安全造成了特别的挑战。事实上，这些区域

往往成为一个“无人区”，而进行武器、人口和毒品贩运以及洗钱活动的犯罪集

团在这里能够建立一个完全无视法律的社会。协调中心与开发署的中美洲小武器

管制方案合作，开展联合举措，以协助各国处理这一问题。为此，该项目包括对

边境控制方面的不足的评估以及一项在与非法火器管制有关的边界安全问题上

向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行动计划。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

这一项目仍有待有关国家的执行。 

 7. 加勒比的武器销毁和储存管理 
 

25. 支持武器销毁和储存管理，对加强加勒比区域的公共安全至关重要。制定实

施全面的储存管理政策，并定期对剩余武器进行没收和销毁，这些对提高透明度

和减少火器向犯罪网络转移而言，是十分必要的措施。在美国国务院资助下，该

中心开始向 8 个加勒比国家(格林纳达、巴哈马、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

西亚、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伯利兹)提供武器销毁和

储存管理领域的技术援助。 

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中心在八个加勒比目标国中的三个国家(格林纳达、
12
 

牙买加、
13
 和巴哈马

14
)启动了次区域方案，对各国销毁武器和管理储存的国家

能力进行评估，这是朝着拟定各自国家行动计划采取的重要步骤。这些计划的目

的是减少国家流通武器和弹药的数量，改善国家储存设施的安全和管理，加强安

保部门(警察和武装部队)及有关国家当局在这些方面的能力。 

27. 在这方面，该中心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和 29 日在金斯敦组织了第一次火器

销毁和储存管理问题次区域提高认识讲习班。在讲习班上，该中心介绍了看管和

处置武器的国际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如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随后又

坦率深入地讨论了各国的具体需要和现行做法。因此，储存管理问题现已列入这

些加勒比国家的国家议程。今后还可做很多工作，以通过改善次区域的管理来加

强火器的安全和保障，该中心将继续就这些问题提供技术和实质性的协助。  

 8. 创新研究伙伴关系 
 

28. 在同校园枪支暴力、帮派暴力和非法火器、涉及火器的私营保安以及区域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工作有关的问题上，该中心推出了新的研究和

倡导工具。 
__________________ 

 
12
 火器储存管理评估访问团(2010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圣乔治。 

 
13
 火器储存管理评估访问团(2010 年 5 月 31 日至 6月 4日)，金斯敦。 

 
14
 火器储存管理评估访问团(2010 年 6 月 21 日至 25 日)，拿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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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开展上述研究和倡导活动时，该中心同各国的教育部、美洲国家组织、开

发署、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以及弗里德里克·埃

伯特基金会进行了合作。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推动区域内各国制定更全面的办法，

以解决非法火器问题，同时制定这方面的区域政策和举措。这些活动还将成为该

中心制定今后应请求向各国提供援助的方案的重要参考。 

30. 该中心于 2009 年组织了“对防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教育中心火器扩散和武

装暴力政策的第一次区域调查”，这一调查尤其以教育者和父母为对象，因为他

们在减少/防止校园武装暴力方面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举措的目的是

提高对于法律、政策和方案方面反应措施的认识，减少和预防校园武装暴力，加

强教育者、学生领袖、政府、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关于人的安全和

儿童、及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对话。 

31. 鉴于帮派的活动影响国家和区域各级非法火器的需求、供应和分布，“帮派”

现象是对各国打击武装暴力工作的一大持续挑战。根据美洲国家组织半球安全委

员会的要求，该中心介绍了其在“预防帮派暴力”领域的专门知识，并为该委员

会相关工作组拟定促进美洲国家间应对犯罪帮派问题合作的区域战略作出了贡

献。该中心期待为工作组的工作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并从区域战略的角度出发同

美洲国家组织合作解决帮派暴力问题。 

32. 该中心还就私营安保各司的不断涌现，因此对火器的寻求猛增给社会带来的

潜在危险，以及这种情况对国家政策和有关政府机构的影响开展了深入研究。对

于这一议题的关注在不断增加，而就这一议题而举行的区域会议数目的增加，以

及该中心收到请其专家介绍情况的请求的数量的增加，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

要求中，特别突出的有：弗里德里克·埃伯特基金会组织在 2009 年 9 月在哥斯

达黎加举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有组织犯罪问题观察站第二次会议期间提出的请

求；中美洲小武器管制方案在各国议会联盟大会期间提出的请求；
15
 联合国各机

构提出的着重提高政府间实体及私营安保部门对于通过健全的公共持有的储存

管理做法和标准以防止非法贩运的重要性认识的请求。 

33. 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 1325(2000)号决议是具体针对战

争对妇女的影响以及妇女对解决冲突和持久和平的贡献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决议。为了纪念这一决议通过十周年，该中心同妇女地位研训所一道，印发了

关于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执行该号决议的简报成套资料以及拟定和执行便

利这一执行工作的《国家行动计划》的准则。这些资料也强调了妇女的具体需要

以及国家在加强妇女在政策和业务层面解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武装暴力问题的

参与方面的义务。 

__________________ 

 
15
 议会小武器行动——政策、立法和区域办法(2009 年 10 月 22 日至 23 日)，马那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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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该中心、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和国际禁止小武器行动网将举办其他关于两性

平等问题的联合举措，以期促进拟定旨在切实执行第 1325(2000)号决议的《国家

行动计划》。 

 B. 倡导和外联 
 

35. 应会员国的请求，该中心举办了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倡导和外联活动，

以期在整个区域和各个部门形成可持续裁军的文化。 

 1. 2010 年小武器行动纲领 
 

36. 2010 年 3 月，各会员国齐聚利马，讨论在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

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一区域平台是裁军

事务厅所牵头的一系列区域会议中的第三个次，其目的是通过基础广泛的磋商进

程，让各会员国能够就第四次各国审议小武器问题双年度会议做好准备，并在会

上向国际社会显示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取得的进步和进展。 

37. 关于边界管制、国际合作、标识和追踪、制度化、以及非法火器贩运同其他

非法跨界活动的联系等问题的四个针对次区域的工作组为各会员国提供了机会，

使之能够积极地讨论在执行《行动纲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面对的挑战，以便

筹备 6 月在纽约举行的第四次双年度会议。 

38. 在 2010 年 4 月的一次区域会议上，该中心与中美洲小武器管制方案一道，

协同国际禁止小武器行动网和瑞典和解研究基金，为民间社会组织提供了类似的

论坛。民间社会组织聚集在这一论坛，在第四次双年度会议之前对与火器有关问

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16
 

39. 为了支持《行动纲领》的执行，该中心继续在建立和维持“联合国行动纲领

执行支助系统”方面提供专门技术知识。该系统是一种很容易阅找的网络系统，

其中有让各国、各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在执行《联合国行动纲领》时可

以利用的一揽子必需的虚拟工具。“执行支助系统”中包括了国际援助一节，同

时还提供了关于会员国对国际援助的需要和请求的信息，《行动纲领》相关会议

和文件方面的有关数据、以及筹资方面的项目提案。 

 2. 通过透明措施建立区域信任 
 

40. 2009 年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政府专家组提出继续执行军备透明性区域倡

议的强烈呼吁。作为响应这一呼吁而采取的行动，该中心参与组织了裁军事务厅

为期两天的区域讲习班。这是 2002 年以来第一次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举办的这

种讲习班。同武器转让和军事开支相关的国际透明性，是增进相互信任的一种手

__________________ 

 
16
 关于第四次各国双年度会议以及军火贸易条约筹备委员会问题的拉丁美洲民间社会会议(2010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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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也是 2010 年 3 月 3 日和 4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这一区域讲习班的主题。这

一讲习班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交流在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和《联合

国军事支出标准汇报制度》汇报方面的看法和经验提供了平台。讲习班的目的也

是为了协助该区域各国提高其报告的质量、准确性、一致性和及时性。裁军事务

厅专家就同上述两个文书的性质、结构和程序相关的议题提供了技术咨询，以期

促进该区域各国向两个文书提交更多的年度国家报告。 

41. 除了建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草拟关于联合国登记册的年度报告的能力

外，该中心还为登记册常规武器数据库检修项目提供了技术支助。为使该数据库

更能方便用户，建立了现代化的因特网线上工具，以便促使提交更多的报告，鼓

励和推动及时提交报告，以及让各国能够将数据直接传送给更新后的数据库。根

据设想，各国以电子方式提供的信息将使报告的效率、安全和准确性大大提高，

并将进一步加强登记册，使其能够发挥作为建立信任措施的作用，同时成为关于

国际常规武器、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国际贸易信息的可靠权威性资料来源。 

 3.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42. 应会员国的请求，该中心在讨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

的一次中美洲国家会议
17
 上介绍了它在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 

 4. 裁军和不扩散教育 
 

4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区域几个国家请求该中心给予具体的协助，以增强其

政府代表在裁军文书、切实措施和机制方面的能力和知识，从而增强他们有效应

对和平、裁军和不扩散领域新挑战的能力。 

44. 该中心编制了裁军宣传课程，目的是协助外交院校的学生和从事裁军工作的

外交官获得对于各种裁军和安全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拓展他们对裁军相关文书

的认识。该中心正在同美洲国家组织合作，为这一举措寻觅资金。 

45. 该中心还同美洲国家组织合作，建立了致力于探讨裁军和不扩散教育提议及

执行框架的美洲区域虚拟信息交流中心。这一举措以该中心的裁军宣传课程为基

础，目的是促进建设性的区域/次区域对话和建立信任及合作裁军措施，从而有

助于形成该区域的和平文化。 

 

 四. 人员配置、筹资和行政管理 
 
 

 A. 资金 
 

46. 根据大会第 41/60 J号决议，该中心是在现有资源和会员国及有关组织为开

展该中心核心和方案活动而提供的自愿捐款基础上建立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__________________ 

 
17
 于 2009 年 9 月 8日至 10 日在圣何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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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向该中心信托基金的自愿捐款为 1 780 183.56 美元。
18
 秘书长谨感谢加

拿大、哥伦比亚、圭亚那、巴拿马、秘鲁、西班牙、瑞典、荷兰、土耳其和美利

坚合众国政府向该中心的资助以及它们对中心活动给予的宝贵支持。本报告附件

载有关于 2009 年信托基金状况的资料。 

47. 尽管获得这一重要支持，但该中心的方案活动仍全部依赖自愿捐款，因此，

资金动员仍是整个报告所述期间的一项主要的挑战，该中心在这方面积极主动的

努力仍将是该中心工作计划的重点。此外，该中心东道城市利马生活费用的上涨

加剧了资金匮乏的影响。秘书长呼吁秘鲁政府继续向该中心提供必要的财政和总

体上的支助，以减轻该中心业务费用增加的影响。 

48. 由于该中心的协同努力，同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这

些伙伴关系将让该中心能够在加勒比和安第斯区域提供全面的公共安全援助。   

49. 2009/2010 年度，该中心继续执行由瑞典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为期三年(2008

至 2011 年)的加强公共安全项目。这一持续的捐助是对该中心公共安全方案及其

核心功能的最重要的捐款，这对于圆满执行该方案和维持该中心的核心工作人员

而言，非常重要。 

50. 2009 年，西班牙政府承诺提供资源支持该中心的公共安全方案(特别是在预

防武装冲突领域)以及该中心的核心功能。 

51. 秘书长感谢瑞典和西班牙政府一如既往地向该中心提供资助，以支持该中心

的公共安全项目和核心工作人员。 

52. 秘书长还感谢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分别为该中心的安第斯和加勒比

地区的区域一揽子援助提供财政支助。 

53. 该中心还受益于其与中美洲小武器管制方案、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开发计划署等主要伙伴组织合办的项目。这些组织给予该中心

的协助是为实施和平、裁军和发展相关活动提供实物捐助并作出费用分摊的安

排。 

54. 该中心要若满足会员国提出的援助要求，则有必要增加自愿捐款。现有资源

不足以让该中心能够完全应付不断收到的请求。 

 B. 人员配置和行政管理 
 

55. 为能全面和有效地执行任务，该区域中心需要依靠一个稳定的高技能专业人

员和辅助人员核心团队。由于会员国的支持，2010-2011 两年期经常预算为征聘

__________________ 

 
18
 加拿大(201 498.60 美元)、哥伦比亚(2 500.00 美元)、圭亚那(1 000.00 美元)、巴拿马(1 000.00

美元)、秘鲁(30 000.00 美元)、西班牙(351 800.00 美元)、瑞典(807 024.96 美元)、土耳其

(10 000.00 美元)、美利坚合众国(405 36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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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专业工作人员和一名当地一般事务工作人员提供了经费。在提出本报告时，

这两个员额的征聘工作正在进行中。 

56. 但是，该中心仍完全依赖自愿捐款以制定和执行该区域的裁军和不扩散相关

方案，因此，捐款对于雇用项目工作人员和执行具体项目而言，也至关重要。 

 

 五. 结论 
 
 

5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中心开展了 20 多项实质性活动，惠及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区域 530 多名政府和民间社会代表，同时收到了会员国提出的 26 项新援助

请求。 

58. 该中心通过在打击整个区域非法火器贩运方面采取的独特而综合办法，为会

员国提供了专家援助。这方面的活动包括执法能力建设、储存管理和边界安全领

域的技术援助以及法律和政策支助，以期促进和便利裁军和不扩散文书的执行。 

59. 各会员国、联合国伙伴和区域组织都对该中心提供的高质量援助表示满意，

这体现于，该中心的专门知识增加并在与各会员国、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协

作中得到利用。在这些协作中，该中心在解决非法火器贩运给公共安全带来的挑

战的很多举措方面提供了咨询、协助和领导。 

60. 秘书长赞赏若干国家政府对该中心提供的财政支助，同时再次呼吁各会员国

以及其他有能力这样做的伙伴为该中心提供必要的财政支助，以确保中心能够应

请求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持续不断地提供裁军方面的专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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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信托基金 2009 年

的状况 

 (美元) 

2008 年 12 月 31 日基金余额 1 095 074 

2009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收入  

 自愿捐款 576 348 

 根据组织间安排收到的资金 0 

 利息收入 39 170 

 其他/杂项 141 257 

 小计 1 851 849 

2009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的支出 461 777 

方案支助费用 63 901 

 小计 525 678 

上期调整数 2 

从(向)其他基金转账，向捐助者退款 21 940 

 2009 年 12 月 31 日储备金和基金余额 1 304 229 

 
 

注: 本资料的依据是 2009 年收支报表。在这一期间，总共收到 576 348 美元的捐款，分别来自：

哥伦比亚(2 500 美元)、圭亚那(998 美元)、巴拿马(1 000 美元)、秘鲁(30 000 美元)、瑞

典(531 850 美元)和土耳其(10 000 美元)。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期间，又收到总共 1 234 724 美元的捐款，分别来自加拿大

(201 389 美元)、圭亚那(1 000 美元)、西班牙(351 800 美元)、瑞典(275 175 美元)和美

国(405 36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