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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8月 5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为定于 2015年 8月 13日星期四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全球应对 2013

年埃博拉病毒病情况通报会编写的概念说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兼常驻代表 

乌切·乔伊·奥格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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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8月 5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为安全理事会“非洲和平与安全：全球应对 2013 年埃博拉病毒病”情

况通报会编写的概念说明 
 
 

  背景 
 

 尼日利亚提议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就全球应对 2013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的

情况举行一次通报会。这次流行病最初集中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国，

后来不仅危及西非以及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还影响到全世界的安全。这突出说明

了此流行病具有跨国性质。 

 可回顾的是，有记录的首例埃博拉病毒病发生于几内亚，时间是 2013 年 12

月，后来蔓延到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据报，疫情又从这三国传播至马里、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但被成功地遏制住。 

国际应对埃博拉病毒病爆发 

 尽管最初全球反应缓慢，但后来国际社会迅速动员起来，对埃博拉病毒病展

开防治。疫情随后在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出现，表明此流行病已危及国际和平与

安全。 

 埃博拉病毒病严重影响到联合国建设和平议程所含的三个国家，使其更为脆

弱。建设和平委员会立即转移工作重点，致力于就此流行病可能对和平、稳定、

社会凝聚力造成的影响提高人们的认识。委员会在 2014 年 8 月、9 月、11 月开

会时，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这次疫情造成了人道主义影响，并注意其对受害国家的

福祉造成了长期影响。建设和平委员会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以击退此疾病。相关

联合国机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利益攸关方作

出了积极反应，在受影响国家加强了应急行动。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也展开合作，

加速制定应对办法。 

 2015 年 7 月 10 日，秘书长等关键利益攸关方就埃博拉问题召开国际会议，

由联合国进一步努力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受影响国家事关重大的需求。会议还审议

了如何动员各方加快支持努力，从而结束埃博拉病毒病的流行，同时加强有关各

国的卫生系统。重要的是，会议鼓励各方作出财政承诺，协助受影响国家努力促

进社会经济恢复，并维持防治此疾病的力度。 

区域和次区域举措 

 埃博拉病毒病给三个受害最深国家造成了直接的社会经济影响，促使马诺河

联盟(由科特迪瓦、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组成的次区域组织)呼吁成员国

协调一致采取行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对埃博拉病毒

病迅速作出反应，呼吁成员国也以协调一致方式采取行动，制止此病毒传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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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联盟和西非经共体共同部署了大批医疗保健人员，协助受影响最深国家开展医

疗工作。 

 这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努力明确显示，在应对当前的埃博拉病毒病威胁和

今后的卫生紧急情况方面，区域安排可发挥关键作用。这次危机无疑提供了一个

独特的机会，使该区域行为者能继续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特

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展开合作，有系统地防止此流行病的蔓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一份重要报告，题为《摆脱埃

博拉危机的阴影》，其中强调了上述看法。报告指出，“如果当初能从区域角度入

手，本来还可大大加强应对埃博拉病毒病的效果”。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包括派遣联合调查团、相邻地区分享最佳做法、建立生物安全保护级别达 4 级的

化验室。 

 非洲的机构在应对埃博拉流行病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而且确实为此作出了

重大承诺。非洲开发银行为应对埃博拉病毒病已认捐约 5.25 亿美元，成为第四大

捐助方。前三名分别为世界银行、美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世界银行和马诺河联盟成员国已同意促进采取措施，在次区域级别加强对疾

病的监测和应对。这些措施包括各国间分享信息，还包括在最可能出现动物传播

型疾病的农村地区展开联合边界管理。另一项建议是设立西非疾病控制中心。 

 相关联合国机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利益

攸关方以几种方式作出了积极反应，在受影响国家加强了应急行动。公共和私营

部门伙伴也展开合作，加速制定应对办法。 

安全理事会与 2013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世卫组织宣布，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

随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177(2014)号决议，指出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病危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在该决议中要求对此流行病采取全面应对措施，敦促会

员国支持受影响国家加紧开展预防和应对工作，并分配充足力量防止未来爆发此

病。 

 安全理事会在第 2177(2014)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协助世卫组织等联合国系统

各相关实体，切实根据各自的任务规定，加紧进行应对埃博拉病毒病的工作。因

此，秘书长于 2014年 9月 19 日设立了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

负责协调联合国应对此次大流行病的工作。埃博拉特派团是首个专门处理卫生危

机的联合国特派团。特派团为协调国际社会防治埃博拉病毒病的努力发挥了关键

作用。联合国努力的重心是“达到零发生率、保持零发生率”。这是一项必须达

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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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况 

 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三个受害最深国家防治埃博拉病毒病的斗争取得了重大

成就。因此，这三国的新增发病人数显著减少。利比里亚 2015 年 5 月 9 日被宣

布为已消灭埃博拉病毒病，但 6 月 28 日发现新发患者，突出表明有必要谨慎行

事。与此类似，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据报也有新增患者。这些事态发展应使我们明

确意识到，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直至完全消除该病毒。 

应探讨哪些问题 

 在这次通报会上，我们将有机会讨论在防治埃博拉病毒病方面取得了哪些成

绩，以及如何巩固这些成绩。通报会还将提醒国际社会注意，有必要动员各方支

持开发计划署报告提出的现行埃博拉病毒病后复原战略。在通报会上，还可评估

三个受害最深国家的当前情况。 

 会员国在发言中不妨就以下几点提出看法： 

 在三个西非国家爆发埃博拉疫情时，国际社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何。 

 卫生系统薄弱、缺乏基本公共保健基础设施产生了何种影响。 

 有必要提高警惕，以发现跨国界传染情况，同时必须将首批确诊发病情

况列为国家紧急状况。 

 必须在地方/地区、国家、次区域、区域、国际各级采取协调一致方法，

统一提供支持。 

 协助受影响国家及有类似情况国家建设重要基础设施、加强卫生机构，

防止未来爆发埃博拉病毒病等大流行病。 

 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 

 如何支持国家、区域两级实施埃博拉病毒病后复原战略。 

 有必要进行未来战略规划 

情况通报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医生。 

 秘书长埃博拉问题特使戴维·纳巴罗医生。 

 非洲联盟高级官员(待确定) 

成果 

 预计不编写成果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