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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审议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 

2015 年 2 月 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 

介绍《万象行动计划》的审议情况 

  审议《万象行动计划》 

 七. 受害者援助 

  缔约国第五次会议主席提交 

  主要信息 

1.  《集束弹药公约》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道主义裁军协定：它是第一项

载有缔约国对其管辖或控制下地区的某一类武器的受害者的确切援助义务的国际

条约。援助幸存者及其家人和社区被视为弥补集束弹药所造成伤害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项法律义务。据称过去五年为提供援助做出了努力。 

2.  然而，确保充分执行《万象行动计划》所载受害者援助行动仍然面临许多实

际问题和资金困难。我们的共同努力给幸存者带来的帮助与我们的志向和愿望之

间仍有很大差距。我们自问，是否已经能够看到可衡量的进步，显示幸存者的生

活真正有所改善？增加受影响国家间以及机构间的合作，将《集束弹药公约》下

的努力与其他文书――例如 2006 年《残疾人权利公约》――下增进幸存者及其家

人和社区权利的活动挂钩，或与国家发展努力挂钩，仍然对效率、可持续性和不

歧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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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3.  《集束弹药公约》第五条是其他国际文书，特别是《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

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框架所吸取经验的产物。自《公约》生效以来，有

12 个缔约国自称或据称须承担第五条规定的义务。 

4.  第五条的规定以《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为基础，规定“每一缔约国对于

在其管辖或控制下地区的集束弹药受害人”，须依照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

权法提供所需援助，因此进一步澄清了由谁承担援助集束弹药受害者的责任。 

5.  第五条通过这样的规定，将很大责任放在受影响缔约国身上。不过，为了分

担这一责任，《公约》要求“每一个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国均应援助履行本公约

第五条所述义务”，以帮助受影响缔约国履行其义务。 

  进展 

6.  在应履行第五条规定的义务并有责任保障集束弹药受害者福祉的缔约国中，

有四分之三报告了过去五年为开展《万象行动计划》所载的受害者援助行动所做

的不懈努力。其余三个缔约国既没有提交初次和/或年度透明度报告，也没有以

任何其他方式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7.  虽然没有一个缔约国实施了《万象行动计划》所载的全部受害者援助行动，

但是可以看到一些重要进展：十个存在集束弹药受害者的缔约国指定了联络点，

以便协调受害者援助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六个缔约国在评估受害者

需求方面取得了进展；七个有受害者援助协调机构的缔约国全部都让幸存者或其

代表组织参与受害者援助或残疾协调机制。此外，应履行第五条规定的义务的缔

约国中，有一半报告说它们向受害者宣传了其权利和可获得的服务。 

8.  不过，这些缔约国中，许多在为受影响个人及其家人和社区提供全面和可获

得的照料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许多幸存者和其他残疾人，以及死者家属和受

影响社区的成员仍然得不到紧急医疗服务和康复服务，也无法重新融入社会经济

生活。大多数缔约国收集到的为集束弹药受害者提供顾及年龄和性别的援助的资

料极少。只有少数几个自称有受害者的缔约国有相关专家，并让专家参与政府代

表团的工作、国际会议以及所有与《公约》有关的活动。 

  自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以来强调的挑战 

9.  确保受影响缔约国能够高效地明确幸存者的需求以及各国援助能力的不足，

以便能够履行援助受害者的义务。 

10.  确保受害者援助活动以受影响者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为基础，并确保提供和

高效使用资源。 

11.  制定可持续的服务和方案，确保能够满足受害人的终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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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确保所有工作都与更广泛的发展、残疾和人权领域的努力相结合，并最大

限度地利用采取综合办法的机会，涵盖地雷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所有受害者

以及有类似需求的其他人。 

13.  改善缔约国与直接援助受害者的民间社会行为方之间的协作与合作。 

14.  使受害者及其代表组织进一步参与政策制订和受害者援助措施的切实执

行。 

  建议 

15.  《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应当为执行受害者援助规定提供实用、有时间

限制和目的明确的指导。考虑到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和上文着重指出的挑战，关

于第五条规定的法律义务，一项重要建议就是巩固《万象行动计划》所载行动，

包括在计划和监测方面，使进展可衡量(即提出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和监测执行情

况)，具体包括： 

(a) 收集分列数据，并报告向所有有关利益攸关方提供数据的方式； 

(b) 推动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有效地明确和评估受害者的需求； 

(c) 如有可能，将受害者转到可能可以满足其需求的现有部门； 

(d) 确保为受害者提供全面的康复服务（身体康复、心理支持和社会心理

支持），还应当与为有类似需求者提供的服务相结合； 

(e) 监测和评估将受害者援助纳入更广泛的政策和框架的情况，以确保考

虑受害者的需求和权利； 

(f) 为了让今后可能新出现的受影响缔约国参与，各缔约国应当在第二次

审议会议之前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为履行受害者援助义务提供指导，以防止

出现更多受害者。 

16.  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积极参与： 

(a) 确保幸存者及其代表组织积极参与相关问题的政策制定和决策制定过

程； 

(b) 通过自谋职业或有薪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措施，促进更多人融入经济生

活； 

(c) 根据第五条推动家庭和社区代表融入社会。 

17.  合作与援助： 

(a) 与相关领域和相关法律文书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和避免重复可以使受

害者获得最大收益； 



CCM/CONF/2015/PM.1/WP.12 

4 GE.14-25041 

(b) 不仅通过传统机制，而且通过增加南南、区域和三方合作，以及联结

国家联络点和中心，为受害者援助项目提供更多合作与援助； 

(c) 推动分享良好做法，以及专家中心和机构间的合作与援助； 

(d) 基于缔约国在《万象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应对受未爆炸集

束弹药影响地区的家庭和社区的需求方面推动逐步升级； 

(e) 加强和推动幸存者组织以及亦代表幸存者的残疾人组织提供服务(例如

同行支助)的能力； 

(f) 进一步明确可为需要能力支助的国家提供的能力和资源，以便它们履

行受害者援助义务。 

18.  透明度： 

(a) 确保第七条报告表格 H 中提交的信息侧重集束弹药的所有受害者，而

不仅仅是幸存者； 

(b) 第七条报告表格 H 中提交的关于受害者援助活动的信息尽量显示取得

的成果和/或预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