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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届会议  第七十一年 

议程项目 98 (e)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 

《结论文件》：区域建立信任措施： 

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 

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2016年 1月 11 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作为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轮值主席国代表，我很荣幸地

向您提交随附的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利伯维尔召开的委员会第四十一

次部长级会议报告以及以下文件： 

 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建议实施情况以及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建议列

表 

 特殊用途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的经费缴纳情况表 

 关于通过和实施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贸易

的区域战略及行动计划的《利伯维尔宣言》 

 关于实施几内亚湾海洋安全区域战略的跨区域协调中心运作的《利伯维

尔宣言》 

 关于打击中部非洲偷猎的《利伯维尔宣言》 

 与会人员名单 

我恳请您将本信函及其附件作为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议程第 98（e）点

相关大会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文件传阅。 

 

Baudelaire Ndong Ella（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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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 11 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第四十一次部长级会议报告 
 

 A. 概况 
 

1.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第四

十一次部长级会议在加蓬共和国利伯维尔举行。 

2. 以下成员国参加了本次会议：安哥拉共和国、布隆迪共和国、喀麦隆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卢旺达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以及乍得共和国。 

3. 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公室承担本次委员会秘书处工作。阿卜杜拉耶·巴蒂

利先生担任中部非洲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负责人。 

4. 以下联合国机构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了本次会议：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

中心、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联合

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 

5. 以下机构代表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

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以及非洲联盟。 

6. 安哥拉共和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阿尔贝托·卡松加·卡蓬古先生作为卸

任主席国的代表，与加蓬共和国外交、法语国家和地区一体化部秘书长 Mireille 

Nzenze 女士在专家会议伊始的典礼上发表了演讲。 

7.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包含以下内容： 

- 委员会卸任办公室主席，即安哥拉共和国外部关系部长 Georges Rebelo 

Pinto Chikoti 先生的讲话； 

-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长 Ahmad Allam-Mi 先生的讲话； 

- 非洲联盟代表 Jean-Marie Michel Mokoko 将军的讲话； 

- 中部非洲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即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负责人阿

卜杜拉耶·巴蒂利先生朗读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件； 

- 加蓬共和国外交、法语国家和地区一体化部长 Emmanuel Issoze Ngondet

先生的讲话。 

A. 工作进程 

一. 确定会议日程 

8. 委员会确定了以下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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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确定会议日程； 

二. 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三. 卸任办公室的报告； 

四. 第四十次部长级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 

五. 回顾中部非洲地缘政治及安全问题； 

六. 推动中部非洲裁军及武器限制计划； 

七. 打击中部非洲武装团体：博科圣地； 

八. 海盗和海上安全； 

九. 中部非洲的偷猎现象； 

十. 打击中部非洲毒品交易及有组织的跨国犯罪； 

十一. 具有观察员身份的机构信息点； 

十二.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关于次区域和平及安全机构制度改革

及其战略伙伴发展的报告； 

十三. 审查委员会财政状况：各成员国落实《利伯维尔宣言》的情况； 

十四. 确定下次会议的地点及日期； 

十五. 其他问题； 

十六. 通过第四十一次部长级会议报告。 

二. 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9. 部长们通过投票，一致通过加蓬共和国担任委员会主席国。 

10. 与此同时，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以下成员国： 

- 中非共和国担任第一副主席国； 

- 圣多美林和普林西比共和国担任第二副主席国； 

- 喀麦隆共和国担任汇报员。 

三. 卸任办公室的报告 

11. 卸任主席对于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5 日在安哥拉罗安达举行的委员会第四

十次会议以来开展的活动作出了总结： 

- 向联合国秘书长发送了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报告的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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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外交部长以及委员会各成员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所

有会员国发送了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报告的最终版； 

- 通过普通照会，提醒委员会所有成员国每年向特殊用途基金会如期支付

一万美元，以确保委员会秘书处相关活动的正常开展； 

- 通过普通照会，提醒委员会各成员国关于执行第四十次会议建议的必要

性； 

- 通过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致通过接受名为“地区间信任措施：联

合国负责中部非洲安全问题的常设咨询委员会活动”的解决方案； 

- 号召委员会所有成员国意识到批准《中部非洲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

弹药和可用于制造、修理或组装这类武器的零部件的公约》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金沙萨公约》）。 

12. 未能进行其他有计划的活动，诸如拜访总部位于利伯维尔的委员会秘书处、

中部非洲经济共同体秘书处及中部非洲早期预警机制。 

四. 第四十次部长级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 

13. 根据附件中的模版（附件 1）——模版中还包含第三十九次部长级会议的建

议，委员会评估了第四十次部长级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秘书处将与主席国共同

合作，以便在下次会议中告知委员会自第三十九次部长级会议以来所有建议的执

行情况。 

五. 回顾中部非洲地缘政治及安全问题 

14.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总秘书处代表介绍了中部非洲的地缘政治及安全

情况： 

背景 

15. 这项回顾（信息来源于联合国、非洲联盟、委员会各成员国及中部非洲快速

警报机构的官方报告及文件）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 政治制度的发展； 

- 国内及跨境安全； 

- 涉及国家治理、人道主义状况及人权的关键问题； 

- 各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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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概况 

16. 自第四十次部长级会议以来，中部非洲的政治及安全状况出现了强烈反差，

局势令人担忧，尤其是次区域内各国政治压力上升以及不安全问题重复出现。因

此，现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公共机构的正常运转和民主进程的不稳定状况交替出现； 

二. 和平进程的暂停及巩固； 

三. 不安全问题持续出现，某些地区冲突不断升级。 

17. 上述情况发生在较为艰难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中，具有以下特点： 

- 因石油及其他原材料价格下跌，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国经济增长减缓； 

- 中部非洲次区域各种等级的安全隐患不断上升，迫于威胁处于僵持状态； 

- 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迁徙危机，在中部非洲体现为难民及内部迁

徙人数增加，呈现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一. 政治制度的发展 

18. 大部分成员国面临和平及民主进程受阻的问题，给各国和平及稳定造成了威

胁。与此同时，2015 年至 2018 年，次区域进入了长时间的选举周期，这期间将

开展与卸任有关的重要活动。 

19. 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提及的相关问题成为了焦点。对于游戏规则，依旧存

在意见分歧。最显著的争执不再仅仅针对选举后，更多的是选举前。 

20. 对于某些成员国在选举过程中引入生物识别技术的讨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即使所有参与者均进行了生物识别，围绕这一技术的法律形式及文件所产生的严

重分歧依旧存在。 

21. 尤其是在布隆迪、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宪法》的修订、

改动或变化以及第三届总统任期成为了焦点话题。 

22. 最后，制定和掌控选举日程表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阶级内部也引发了深层次矛

盾。因此，选举现状值得特别关注。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无法避免大规模

的选举危机，因为部分政治军事活动分子利用选举问题来使暴力手段合法化。 

23. 除了选举问题，中部非洲同样面临政治诉求和社会争议运动不断增加的问题。

次区域的低龄人口是产生该问题的一个因素。实际上，一半以上的中部非洲人口

年龄介于 17 岁至 20 岁之间。事态发展已逐渐得到民间社会的确认。在充斥着不

公和社会断层的次区域内，年轻人要求对政治地位和国家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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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针对上述情况，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总秘书处提出了以下建议： 

- 在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中，对《非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的批准及执

行情况进行总结。时至今日，不到半数的成员国已批准了该宪章。《宪

章》作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工具，具有指南针的作用，可从民主和治理

的角度指导各成员国； 

- 利用生物识别技术在选举体系中的引入，将身份体系变得更加现代化和

生物识别化，因为这一领域的经验表明，一份选举文件的可靠性和安全

可靠的身份体系是紧密相关的； 

- 制定和执行与《发展青年宪章》一致的《次区域青年行动计划》。 

二. 国内和跨境安全 

25.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于 2014 年 12 月在布琼布拉所提出的和平安全问题

依旧存在。中部非洲整体安全局势呈现出巨大反差，令人担忧。某些冲突形式似

乎根深蒂固，会在未来长期存在。 

26. 事实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局势发生了鼓舞人心的变化，打击 M23 武装

部队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为持续和平奠定了基础。打击其他武装部队的军事

行动仍在继续开展中，以便将其彻底铲除。海洋安全领域同样发生了振奋人心的

变化。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通过不懈努力，积极贯彻 2013 年 6 月在雅温得

举行的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几内亚湾委员会峰会所提

出的几内亚湾海上安全解决方案，以确保海洋领域的安全行动。 

27. 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呈现出更加令人担忧的安全局势： 

- 中非共和国及布隆迪发生的政治安全危机； 

- 在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内，博科圣地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尤其是针

对乍得和喀麦隆的恐怖主义袭击不断发生。除此以外，中部非洲地处非

洲大陆中部，这一地区尤其受到来自非洲其他次区域的大量袭击。如： 

 利比亚当前的内战； 

 达尔富尔地区武装民兵重新陷入战争； 

 南苏丹继续保持内战状态；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和乍得湖入湖口发动恐怖活动； 

 其他各类组织在萨赫勒地带开展的恐怖主义活动，尤其是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和索马里青年党在国际圣战范围内的活动所造成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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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赫勒地带密集的犯罪活动。 

28. 恐怖主义方面，除了大规模的传统暴力形式，中部非洲目前正经历着一种新

型恐怖主义，即乍得和喀麦隆境内的博科圣地以及源自乌干达的武装部队，如刚

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民主力量联盟，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境内的圣

主抵抗军，它们均被归为恐怖主义组织。次区域的所有国家似乎对于这场世界性

的威胁并没有采取足够多的防御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讲，喀麦隆和乍得（目前处

在抗击博科圣地的前线）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中部非洲其他地区的盾牌，因为恐

怖主义分子的避难所离该次区域并不远，它们是：索马里、利比亚、达尔富尔、

尼日利亚、马里等等。 

三. 管理、人道主义状况及人权 

29. 最近几次部长级会议中所提及的这一情况仍维持现状。推动和尊重人权，实

践优良管理和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对于中部非洲来讲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委员

会成员国不断付出的努力似乎仍有所欠缺。 

30. 监狱方面，中部非洲的监狱依旧人满为患，存在着严重的健康和卫生问题。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本次回顾所涉及的时间段内记录在册的越狱或越狱企图数量

如此之大。 

31. 人权方面，冲突地区尤其饱受侵害，如利用战争武器进行侵害。然而，在某

些情况中，对人权的侵害反而是防卫及安全部队造成的。 

32. 人道主义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尤其是武装部队丝毫不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权利。

对于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乍得为数众多的难民及内

部移民来说，相关的委员会成员国及人道主义组织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 

安哥拉共和国 

33. 自上次会议以来，安哥拉进入了自 2002 年内战结束后的和平稳定时期。 

34. 尽管石油价格下跌造成了经济困难，其后果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在政治方面，安哥拉当局仍依照主要针对扶贫的《2017 年全国发展计划》继续推

行国家运转的现代化进程。 

35. 同样，因具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以及非洲大湖地区首脑会议执

行主席国的身份，安哥拉在外交领域表现活跃。安哥拉积极寻求大湖区危机解决

方案，并于 2015 年 10 月 7 日至 9 日举办了海上安全国际会议。 

36. 选举方面，对于 2017 年 8 月即将进行的全国总统选举，不同政治派别间产

生了动荡。原定今年举办的市政选举被推迟，可能会在 2017 年 8 月之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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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国内及跨境安全方面，安哥拉当局继续努力推动公共领域标准化，加强和平。

因此，收缴国民持有的武器及扫雷运动也在继续进行中。 

38. 尽管存在个别案例需要适当处置，警方和司法部门需做出回复以保证公共秩

序和维护稳定，在大城市的安全及犯罪活动方面，尤其是罗安达这样的城市，整

体情况是稳定的。 

39. 虽然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诸如遣返、驱逐出境、司法起诉、入境监督

等，安哥拉依旧面临着来自邻国移民带来的巨大压力。 

布隆迪共和国 

40. 自上一次部长级会议以来，地区及国际观察员们对于布隆迪自 2014 年以来

的政治及安全局势变化所表达出的某些担忧在 2015 年期间得到了证实。 

41. 我们不应忽视的一点是，布隆迪是一个处在战后阶段的国家，该国内战从

1993 年延续至 2005 年，造成了超过 30 万人的死亡。 

42. 某些暴力行为加重了这种担忧，尤其是政治与安全危机可能转变为国内反对

派和政府之间的对抗，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影响。 

政治方面 

43. 布隆迪现有政治危机关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 

- 对于 2000 年的《阿鲁沙协定》及该和平协定达成后订立的《宪法》的

解读，尤其是关于总统任期限定的解读； 

- 内部政治派别对于现任共和国总统第三届任期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所产

生的分歧和矛盾。 

44. 因此，包括掌权的总统多数派在内的布隆迪政治阶级对于上述问题有着严重

分歧。实际上，某些文职和军事人物已经出现了变节和辞职情况。该国首都的部

分街区呈现出一派紧张气氛，因此国际社会再三主张布隆迪进行全国上下坦率且

真正全面的对话。 

45. 在此背景下，仍然进行了市镇、立法和总统选举，而这一行为遭到激进反对

派和部分与政府敌对的民间社会团体的抵制，欧盟、非盟以及某些区域性经济共

同体也拒绝派驻观察员。 

46. 执政党和已卸任的共和国总统在绝大多数选举中获胜。 

47. 尽管作为反对派领袖之一的 Agathon Rwasa 先生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最

终同意进入国会，并且联合国、非盟以及东非共同体也进行了各种调解，但是布

隆迪的政治现状却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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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一个受到激进反对派强烈质疑的国家联盟政府，其中大部分成员还处于流放

中，这样的政府很难完全平息国内压力。 

国内及跨境安全 

49. 安全方面，继总统选举前政变未遂后，一大批发动政变者逃往了国外。 

50. 在首都某些街区内，发生了一系列使用手榴弹和手持武器，以警局和平民为

目标的袭击。例如，布琼布拉的一个警亭在光天化日下遭到了袭击。 

51. 这一时期同样发生了其他冲突和暴力行为。人道主义报告记录显示，自危机

伊始，接近两百人遇害，坦桑尼亚、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境内大约

有 20 万难民。 

52. 另一方面，因为遭到了国际力量的经济制裁，布隆迪已经进入了经济下滑阶

段，该国可能无法再承受国家权力方面的负担。 

53. 这一新情况无疑将在这样一个人口密度仅次于卢旺达而国土面积狭小的国

家内极大增加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 

有针对性的屠杀 

54. 自 2015 年 5 月 13 日政变以来，布隆迪进入了另外一种暴力循环状态，尤其

充斥着有针对性的屠杀。 

55. Jean Bikomagu 上校在恩库伦齐扎总统的一个近亲 Adolphe Nshimirimana 将

军被暗杀后的两周即被谋杀，这一行为加重了偏执与猜疑情绪，恶化了布隆迪的

安全氛围。 

56. 我们在此记录下了其他遭遇了屠杀和谋杀企图的受害者： 

 2015 年 5 月被枪杀的布隆迪争取和平与发展联盟领袖 Zedi Feruzi； 

 被残忍杀害的执政党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地方领袖； 

 两位遭遇了暗杀企图的受害者：现任布隆迪军队参谋长 Major Prime 

Niyongabo 将军和人权活动分子 Pierre Claver Mbonimpa。 

57. 此外，还有以下其他暴力事件： 

 对布琼布拉农村一处军事阵地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亡； 

 首都发生的多起手榴弹袭击； 

 警方和“武装犯罪分子”之间的反复对抗。 

因为此类暴力事件的存在，我们可能会面对令人担忧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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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为提醒起见，布隆迪政史自独立以来充斥着政变和政治谋杀。这其中包括

1961 年 Rwagasore 王子遇害，1965 年 Pierre Ngendandumwe 总理遇害以及 1972

年对胡图族的屠杀。 

59. 其他重大事件还包括，因恩达达耶总统、恩塔里亚米拉总统、国民议会总统

及副总统和其他政府高官的遇害而引发内战，导致 1993 年至 2005 年之间超过 30

万人死亡。 

60. 这段历史具有如此大的关联性，以至于布隆迪国内各方政治参与者在意识里

仍旧保持着深仇大恨，即便《阿鲁沙协定》也未能完全消除。 

61. 因此，《阿鲁沙协定》和《宪法》中所规定的布隆迪政治体制，即建立在国

家组成部分基础上的政治体制，很容易受到质疑。 

62. 归根结底，布隆迪需要委员会及各成员国伙伴的大力支持，以推动布隆迪政

府已着手进行的国内对话进程。 

喀麦隆共和国 

63. 自上次部长级会议以来，喀麦隆保持着稳定。政治方面，2018 年以前不进行

选举磋商以及抗击博科圣地的战争对国内活动影响较小。 

64.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此期间，因上一任选举总干事和喀麦隆选举委员会主

席发生争执，使得负责组织喀麦隆选举的这一机构陷入内部危机，继而选举名单

被修改，任命了新的选举总干事，2015 年 10 月 2 日政府内阁也发生了变动。 

65. 在治理方面，当局继续推行对公共道德的整治行动，该行动通常被媒体称为

“鹰派行动”。 

66. 安全方面，局势令人担忧，但尚且处在可控范围内。博科圣地最近几个月通

过多起自杀式袭击和六十多起袭击，造成了一百多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喀麦

隆政府采取了必要措施。 

67. 面对威胁该国稳定的隐患，观察员们积极号召军队效忠祖国，呼吁民众团结，

利用国内现有力量形成不可侵犯的联盟，以共同对抗敌人。这在非洲实属罕见，

因为通常外部危险只会让内部力量分崩离析。 

68. 然而，抗击博科圣地的战争以及中非共和国的不安全局势对喀麦隆产生了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69. 在人道主义方面，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尤其是中非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境内涌

现出至少 40 万难民。 

70. 从中非共和国执行完任务返回国内的喀麦隆军人发起了喀麦隆军队历史上

首次和平示威游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呼唤军队重振士气，保持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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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在此期间，除了上述重要事件，还发生了多起重大抢劫和城市犯罪行为。 

中非共和国 

72. 自上次部长级会议以来，中非共和国的局势可以概括如下：在希望和忧虑中

继续推行政治和平进程。 

73. 面对当前陷入困境的冲突局势，国内及国外采取了多项措施；这其中，中部

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发挥了极大的领导作用。 

74. 通过在中非共和国 16 个省内组织民众咨询，并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在班吉举行全国和解论坛，继续推动国内和解进程。尽管以上会议取得了成功，

但对于和解进程中的其他阶段依旧需要保持警惕。 

75. 因此，根据 2015 年 5 月 25 日在恩贾梅纳召开的第十六届中部非洲国家经济

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所制定的日程表，为了弥补选举准备工作的延误，

并确保 2015 年底前选举资金到位，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 

76. 因此，为了继续推动选举进程，过渡政府成立了战略监测委员会。该委员会

由政府成员、全国选举机构、过渡政府其他部门代表以及八国集团内部的国际团

体代表所组成，旨在支持全国选举机构。全国选举机构通过了选举时间表，并将

该表公之于众。该时间表确定 2015 年 12 月 13 日举行《宪法》公投，12 月 27

日进行第一轮总统和立法选举，2016 年 1 月 31 日举行第二轮选举。进程中的不

同阶段均遵守《选举法》，如下所示： 

- 采纳《宪法》提议，并提交给全民进行公投； 

- 根据与刚果共和国、乍得及联合国难民署达成的三方协定，结束包括喀

麦隆、刚果共和国和乍得境内难民站在内的选举名单登记工作； 

- 张贴选举名单； 

- 在境内各地发放选举设备； 

- 公布候选人资格，登记总统和立法选举候选人。 

77. 该国过去经历了裁军、遣散军队及重新安置行动的数次失败，若这一进程取

得成功，将具有重大意义。同样，需要找到解决处在边缘化或被排除在进程以外

的政治军事集团和乱党分子的方案，使这些组织完全纳入该进程。实际上，这一

进程充满了政治性，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政治解决方案以安抚各个派别。 

78. 同样，最好应从现在开始，让经过磋商即将当选的负责人做好思想准备，避

免其做出任何带有必胜主义或排斥性的行为，让他们继续推动与各方的对话，以

便重建中非共和国政府及国家。 



A/70/682 

S/2016/39  

 

16-00792 (C) 12/49 

 

对班吉、班巴里和锡布近期重新出现的高压事件及暴力行为所做出的解释 

79. 中非共和国重新出现高压事件及暴力冲突行为，其根源在于基层磋商论坛，

因论坛上提出的以下两点建议引发了骚动： 

 结束有罪不罚现象； 

 到期举行总统和立法选举。 

80. 然而，一些政治军事分子及其领导人希望能通过一项赦免法并重组政府，以便

像往常一样，使得他们能在每次协商会议后加入政府。因此，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

届会议召开前夕，这些政治军事领导人勾结起来发动了暴力行为，其目的在于： 

- 要求过渡政府总统下台，重新组建过渡政府，从而加入新政府。 

- 颁布赦免法，逃脱司法惩罚。 

81. 总之，高压气氛挥之不去，因为这场政治军事行动充斥着对领导权的争夺，

其唯一目的就是成为无可争议的新过渡政府领导人。 

刚果共和国 

82. 自上次部长级会议以来，刚果共和国地缘政治及安全情况的标志性事件就是

关于是否修改 2002 年 1 月 20 日《宪法》所进行的讨论。 

83. 这次讨论逐渐达成了以下结果： 

- 2015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7 日由共和国总统发起国民协商； 

- 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共和国总统在锡比提（莱库穆省）召开全国

对话； 

- 2015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由部分反对派在布拉柴维尔组织交替对话； 

- 2015 年 10 月 25 日举行《宪法》公投； 

- 2015 年 11 月 6 日，由共和国总统颁布新《宪法》。 

84. 该运动被视为民众和平与团结的媒介。另一件大事即 2015 年 9 月 4 日至 19

日，恰逢非洲运动会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在布拉柴维尔成功举办了第 11 届非洲

运动会。 

85. 刚果共和国情况随上述背景而变化，该国局势可能呈现出以下情况： 

1. 在政治方面 

- 围绕《宪法》进行的讨论 

86. 这一讨论引发了两种对话：一方面，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的锡比提对话

集中了多数派、中间派、一小部分反对派及民间社会人士，他们致力于推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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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另一方面，2015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激进反对派在布拉柴维尔举行所谓

的“交替”对话，旨在维护 2002 年 1 月 20 日《宪法》。 

87. 以上对话得出的结论被呈交给共和国总统，得到其赞赏。面对这种情况，他

决定通过 2015 年 10 月 25 日的全民公投，征询国民的意见，以此来结束这项讨

论。 

88. 在举行决定机构未来的全民公投前，2015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在全国范

围内对选举名单进行了修改。 

89. 2015 年 10 月 5 日举行的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带有修正案的新《宪法》草案。

该草案被提交给了参与全民公投的选民们。 

90. 2015年 10月 20日星期二，警察和反对修改宪法的抗议分子之间爆发了冲突，

造成 4 人死亡，多人受伤。 

91. 继上述事件后，激进反对派纲领取消了原定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举行，旨

在号召民众抗议的游行示威。 

92. 尽管局势极度混乱，2015 年 10 月 25 日，全民投票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安然

进行。2015 年 11 月 5 日，宪法法院在布拉柴维尔公布了最终结果。在 71.16%参

与投票率的基础上，宪法草案以 94.32%的支持率通过。 

93. 共和国总统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颁布了新《宪法》，即日生效。 

- 中非共和国调停 

94. 刚果共和国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先生作为中非共和国危机的国际调停者，

坚持不懈地履行职责，为过渡期保驾护航。 

95. 鉴于中非共和国举行选举，2015 年 9 月 29 日在布拉柴维尔签订了一份三方

协定（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联合国难民署），确保生活在刚果共和国境内

的中非共和国难民参加各类投票。 

2. 在安全方面 

96. 安全局势平稳。防御及安全措施大大增强，以便国家和民众能重新找回投票

前夕被扰乱的平静。 

 国境 

97. 在国境问题方面，刚果继续落实《共同国境管理议定书》。这一措施确保实

现非洲联盟国境计划目标，该计划被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接管，到期时间为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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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在这一背景下，自上一次委员会会议以来，刚果共和国便与多个邻国采取了

多项措施。相关国家有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和安哥拉。 

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 

99. 2015 年 9 月 24 日至 25 日，刚果共和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召开第五届国防与

安全特别委员会，旨在落实《设立国境联合技术委员会议定书》（2014 年 9 月

26 日在金沙萨签订）的相关规定。双方政府强调，应按照 1908 年 12 月 23 日宣

言，将国境线延伸至所有中立政体的边境岛屿（如姆巴穆岛）。与此同时，双方

决定最晚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使上述岛屿实现非军事化。针对这项提议实施

情况所进行的联合检查任务将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开展。 

100. 此外，国防与安全特别委员会决定，自 2015 年 9 月 25 日起实施 2014 年 6

月 3 日签订于金沙萨的《人员及货物流通和安置协议》。 

刚果-加蓬 

101. 根据 2014 年 3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利伯维尔召开的特设委员会会议决议，刚

果-加蓬首届国境专家联合技术委员会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刚果

共和国韦索（桑加省）举行。 

102. 此次会面使双方就现场任务时间表、出资及制图工程资金花费达成了一致。 

刚果-安哥拉 

103. 根据 2015 年 3 月 26 日至 30 日在罗安达（安哥拉）召开的第七届刚果-安哥

拉联合委员会决议，2015 年 6 月 17 日于卡奔达发起的两国陆地及河流国境检查

工作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1 日之间进行。 

104. 需要指出的是，继续该项检查工作需要共同国境检查特设小组委员会召开评

估会议。 

 人道主义行为 

105. 自中非共和国爆发危机以来，成千上万的中非国民涌入刚果，他们尤其聚集

在夸拉省，而该省已有接近两万刚果民主共和国难民。这一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因为前述数字已远远高于联合国相关比例。 

106. 针对这一方面，刚果共和国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重新开展宣传运动，

号召生活在刚果共和国境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难民返回本国。 

107. 此外，2015 年 9 月期间，超过 200 名安哥拉难民彻底返回了本国。 

108. 在人口统计数据更新前，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生活在刚果共和国境内的

难民数量预计为 63 7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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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 

政治状况 

109. 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前的政治局势主要表现为组织包括全国所有力量在内的

全国性对话，以缓解政治状况，确保国家和平与团结，使选举顺利进行。 

110. 在全国性对话建议的基础上，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将发布一份选举日程表。

在为了促进居民参与当地公共事务而进行的地方分权运动中，设立了 21 个新省

份，任命特派员，使其在省长选举前负责新省份的管理工作。 

111. 由于相关内阁职位均由总统多数派担任，在部分总统多数派领导人变节期间

进行内阁改组也是合乎逻辑的。除了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是因为个人健康原

因而辞职，该委员会其他某些成员的离职与上述内阁成员的变节有关联。 

安全状况 

112. 安全方面，基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在抗击 M23 反叛武装的地面战争中

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刚果民主共和国请求兑现战略性对话所达成的约定，即

大规模逐步减少联合国维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行动部队人数，使其变为地面干

预特警队。 

113.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联合国维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行动部队的主要目标是

帮助该国巩固和平，实现发展。因此，该部队的存在是相当重要的。 

114. 根据 2015 年 11 月 18 日在金沙萨召开的非洲大湖区国际会议上国防部长们

的决议，由联合国维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行动部队、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

非洲大湖区国际会议执行秘书处及监测机制委员会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一

份针对 M23 反叛武装前战斗人员的遣返计划。该计划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15

日执行。 

加蓬共和国 

115. 自上次部长级会议以来，加蓬共和国总体局势保持和平与稳定。 

116. 政治方面，2016 年总统和立法选举的临近导致各政治党派行动活跃。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缓和选举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尤其恢复了全国联盟权利，重

启全国民主理事会的工作。此外，政府如约提高了公务员工资。 

117. 同时，和反对派政治领袖的商讨及对选民进行生物识别的工作均继续进行。 

118. 经济方面，政府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多元化，以减少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所带来

的不利影响。安全方面，当局成功抑制了重大抢劫案件的数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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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最后，在外交方面，在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利伯维尔召开之际，加蓬共

和国很高兴迎来了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特别峰会。该峰会旨在继续

推动其多方面努力，确保中非共和国可持续性和平，恢复政治体制的稳定。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120. 自上次部长级会议以来，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体保持和平、安全及稳定的状

态。 

121. 政治方面，围绕 2016 年总统选举进行的讨论成为了时事热点。2015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巴塔举行的赤道几内亚民主党特别大会使执政党开始为选举做准

备工作。 

122. 总之，赤道几内亚继续积极推动次区域安全行动。根据《2020 年国家发展规

划》，该国在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工作上取得了极大进展。 

卢旺达共和国 

123. 自上次部长级会议以来，卢旺达总体局势和平稳定。 

124. 政治方面，《宪法》修订成为了当前时事热点，尤其是取消限定总统任期为

两年的条款。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700 多万选民中超过 400 万人，即 57%

的选民对此提交了请愿书。 

125.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宪法》修订经过议会两院的审查后得以通过。然而，

卢旺达部分双边合作伙伴对此颇有异议。 

126. 新《宪法》生效前需进行全民公投。 

127. 然而，西班牙下达针对卢旺达 40 位高级官员的逮捕证这一国际司法事件成

为了近期热点。2015 年 11 月期间，西班牙法院宣布以上逮捕证失效，国际刑警

组织通知了其 190 位成员国。 

128.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在第十六届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会议期间重新接

纳了该国，此外，该国在基加利成功举办了国际刑警组织第 84 次大会，使其恢

复了国际信誉度。 

129. 尽管如此，观察员们对于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关系紧张及一系列外交事件充

满担忧。幸运的是，两国并未继续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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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130. 自上次部长级会议以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体局势保持和平稳

定。对于几内亚湾的这一群岛国家来讲，具备岛屿特性既是优点，但也有潜在风

险。 

131. 政治方面，2016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吸引了众多关注。 

自多党制实施以来，执政的独立民主行动党在该国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国会中的大

多数席位，该党派必然希望能选出党内一人与可能连任的现任国家元首进行竞选。 

132.  现任总理 Patrice Trovoada 先生似乎不想参选，从以下他的个人声明中可以

看出这一点：“在我们国家，总统扮演着裁判员的角色。为了做出改变，我的职

位更加重要。在我寻找到独立民主行动党内能接任我的人之前，我不会卸下肩上

的责任。明年我 54 岁。我仍然有时间；我们将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治理”。 

133. 国内安全方面，在某些城市，尤其是圣多美，发生了一些虽无关联但反复出

现的犯罪及抢劫案件。 

134. 总之，该国对于几内亚湾的海盗及海上抢劫行为卷土重来应加强警惕。 

乍得共和国 

135. 自上次部长级会议以来，乍得共和国总体局势保持稳定。 

136. 政治方面，按照政治协议，总统多数派、激进派和民间社会三方对话继续进

行。 

137. 在准备 2016 年立法及总统选举的过程中，该国首次在参与选举的人口普查

中引入了生物识别技术。然而，一部分激进派对这一操作手法发表了指责。 

138. 在管理方面，考虑到国家经济绝大程度上依赖石油，而石油价格跌幅较大，

政府为此采取了紧缩措施。 

139. 在安全方面，乍得遵守承诺，集中力量抗击恐怖主义，尤其是博科圣地恐怖

团伙。因此，乍得对邻国的变化充满了担忧：萨赫勒地区恐怖行动，尼日尔袭击，

利比亚动乱，达尔富尔地区重新进入战争状态，博科圣地威胁供应路线的安全，

中非共和国危机陷入僵局，尼日利亚及喀麦隆境内恐怖主义横行。 

140. 为此，乍得军事力量介入喀麦隆、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以打击恐怖主义。乍

得本土遭遇了多次恐怖袭击，造成十多人死亡，多人受伤。 

141. 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以遏制灾难，包括颁布一项和打击恐怖主义有关的新法

令。该法令于 2015 年 6 月通过，然后发布并实施。另外，还在大湖区建立紧急

政府，并通过财政捐助手段帮助发展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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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动中部非洲裁军及武器限制计划 

《圣多美倡议》的实施情况 

《金沙萨公约》的批准情况 

142.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长代表宣布，尽管所有成员国均签署了《金沙

萨公约》，但仅有五个国家（喀麦隆、加蓬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及

乍得）通过了《公约》。安哥拉代表强调安哥拉通过了《公约》且应当生效，并

澄清只是联合国秘书长未收到批准《公约》的原本。此外，进一步明确了《金沙

萨公约》与《内罗毕议定书》并不冲突。因此，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长

在最短时间内向相关成员国发送了一份正式文件，希望他们能批准这项公约。 

143.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长再次指出，他将协助尚未成立全国打击轻型

武器和小口径武器委员会的成员国。五个试点国家应从这次竞争中获利。为使该

机构能结合相关的国际标准，向成员国专家提供了一些建议。目前，在喀麦隆、

刚果共和国和加蓬共和国已经组织了部分会议。截至目前，因资金困难，原定于

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举行的会议未能召开。 

144.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主任提醒，为了简化批准流程，使《公约》

尽快实施，在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合作及经济资助下，联合国和平与

裁军非洲区域中心制定了一份《金沙萨公约成员国关于打击轻型武器和小口径武

器的国家立法协调指南》。该指南的草案已于 2015 年 5 月递交给了中部非洲国

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其最终版本同样考虑到了各成员国应遵循其他国际、地区

及地区间约定的司法义务，如《武器贸易条约》、《内罗毕议定书》和《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议定书》等。 

《中部非洲国防和安全部队行为守则》的实施情况 

145.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总秘书处代表指出，在向某些已有自身行为守则的

国防和安全部队推广该守则时遭遇了困难。他还指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总秘书处针对私人安全公司正在制定一份白皮书，白皮书将于 2016 年完成。 

《武器贸易条约》的实施情况 

146.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总秘书处代表指出，继第 50 份批准文书递交给联

合国秘书长后，《武器贸易条约》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生效。首次成员国会议

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墨西哥举行。除刚果民主共和国及赤道几内亚共

和国以外，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均签署了该条约。仅乍得一国

通过了这一条约。中非共和国代表澄清，中非共和国最近已批准了这一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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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主任提醒，2015 年 12 月 24 日之前，各成

员国应向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递交一份关于为实施该条约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

初始报告，应包含国家立法、国家控制名单和其他已通过的内部规章及行政措施。

各成员国应在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第一份年度报告，汇报上一个

自然年内批准或进行《条约》第 2 条第 1 款所针对的常规武器进出口情况。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的报告 

148.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主任针对以下要点做了一份总结： 

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 

149. 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的非法贸易和扩散在中部非洲多个国家继续产生负

面影响。有关国家在处理这一问题和寻求长期解决方案上遭遇了挑战。在次区域

内的数个地区，挪用和持有武器的问题长期存在，是这些地区需要面对的重大课

题。 

150.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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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各成员国各自呈交了国家报告。众多成员国在2002年已递交了第一份报告。

其他成员国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递交了报告。 

151. 此后，报告提交率大幅度下降。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鼓励各成员

国撰写报告，汇报各国为打击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非法贸易所做出的努力和取

得的进步。这样做不仅可以找出不足之处，还可以找出各国立法现状的弱点，以

便向各国提供必要且适当的协助。 

152. 识别和追踪武器依然是控制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的关键要点，因为这可以

使成员国识别贸易趋势及变更，调查犯罪和滥用情况。委员会成员国采取了多项

措施以推行国际追查文书，尤其是通过获取武器标注设备，对国家和平民所拥有

的武器进行标注，采取数字化和命名控制，记录安全和执法部队所使用的全部武

器，发展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数据库。 

153. 非洲联盟委员会与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以及冲突武器研究专家

们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和 28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一场培训会，主题是识别

和追踪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及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持有该类武器

的情况。培训由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组成，包括基本原则介绍，识别、记录和追踪

非法武器及持有方法论，以及设备识别和正式研究申请准备。与会者接受了正确

识别不同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的培训，包括口径、类型、版本、制造商、唯一

序列号及上一任持有者。 

154. 为了按照各成员国需要向其提供特别协助，制定了一份初步调查计划并组织

了现场调研，目的在于收集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的相关要素、武装冲突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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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情况，以便为各成员国撰写相关建议。该计划聚焦萨赫勒地区的六个国家（布

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以及属于中部非

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接壤区域的三个国家（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及乍得）。考虑到

中非共和国的安全局势，调查未能如期进行。 

海上武器贸易安全和控制 

155. 在委员会第三十九次部长级会议期间，委员会邀请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

域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海上武器贸易安全和控制的技术会议。出于对该邀请的回

应，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从武器裁军和控制的角度，对轻型武器及小

口径武器非法贸易与赤道几内亚湾海上劫掠的关联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如何识别

现有司法框架。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针对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与大

型毁灭性武器之间的关联，开展了一项海上安全计划。为了让人更好地了解这项

计划，非洲联盟与多哥将利用 2016 年 3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洛美举行的海上安全

峰会间隙举行一场技术会议。 

大型毁灭性武器 

156. 截至目前，次区域内七个成员国根据第 1540 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向委员

会提交了一份初步报告。联合国裁军事务厅通过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协助有需求的成员国准备国家实施计划，并为委员会成员及专家组织参观事宜。 

157. 2015 年 10 月 30 日，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参加了非洲联盟与日内

瓦《生物武器公约》实施支助机构共同组织的关于推广《生物武器公约》的非洲

成员国会议。该会议旨在加深对《生物武器公约》的了解，在缔约国和非缔约国

内推广实施《生物武器公约》。这次会议涉及了多项议题，包括批准和加入流程，

国家行政和立法执行措施，建立信任措施，科技进步情况，生物与化学的结合，

《生物武器公约》的关联性以及《生物武器公约》与安理会第 1540 号决议的协

同作用。 

158. 总的来讲，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向委员会成员国提供专业知识和

资源，在其职权范围内为非洲国家提供技术和法律协助，以便： 

- 按照《行动纲领》、《国际追查文书》、《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联合国军费开支报告》和安理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规定，提高

国家年度报告提交率； 

- 帮助成员国签订、进入、批准和实施《武器贸易条约》； 

- 修改和实施关于轻型武器和小口径武器的法令； 

- 增强政府解决与轻型武器和小口径武器相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武器贮

存管理、记录、国家委员会针对轻型武器和小口径武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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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政府在裁军、武器控制和不扩散领域的能力，包括大型毁灭性武器，

帮助其实施各项条约及国际和地区性文书。 

《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武器不扩散路线图》的实施情况 

159. 联合国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区域战略协调员强调，根据 2006

年《打击恐怖主义和武器不扩散全球战略》的指令，在 2012 年 12 月委员会第三

十五次部长级会议间隙，制定并通过了《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武器不扩散路

线图》。为了通过专题研讨会增强次区域特定能力，借助 2015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在利伯维尔举行的名为“对恐怖主义的刑法答复”研讨会，在上一个季度

完成了该路线图的实施进程。 

160. 在此次研讨会上，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专家们通过了一项地区战

略和一份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扩散行动计划。这项战

略得到了成员国充分认可，主要围绕以下四个要点：一) 预防；二) 保护；三) 后

续；四) 回复。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战略结合了包括《金沙萨公约》在内的所有相

关文书。委员会在上述战略及其行动计划上进行了背书。区域协调员宣布该战略

将于 2016 年初在雅温得发布。 

建议： 

161. 委员会希望尚未批准《金沙萨公约》的国家尽快做出批准，以便使该公约生

效。委员会提醒，成员国仅通过一次批准就可以使这项公约生效。 

162. 考虑到仅有两个国家是《武器贸易条约》的缔约国，委员会邀请成员国尽快

签署并通过这项条约。 

七. 打击中部非洲武装团体：博科圣地 

163. 喀麦隆和乍得代表团分享了各自在打击博科圣地行动中的经验。 

164. 喀麦隆代表表示，该国实施了北方紧急行动，为相关地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阻断恐怖主义分子的优先目标——年轻人——因游手好闲而走向极端。并且，自

弗托科尔和马鲁阿自杀式袭击以来，采取了安全警惕措施。此外，该国还开展了

各种行动以终结博科圣地的袭击。 

165. 在双边框架内，喀麦隆共和国与尼日利亚共和国成立了双边跨境打击不安全

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两国间的安全局势进行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 

166. 喀麦隆共和国同样获得了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及中国等兄弟

国家的全方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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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在次区域范围内，乍得湖盆地委员会重启 1998 年创立的三方部队。为了运

作多国联合部队，乍得湖盆地委员会成员国国防部长、军队参谋长和情报部门主

管及贝宁两次进行会晤（尼亚美、阿布贾）。 

168. 根据约定，各国在本国与尼日利亚边境驻扎一个有 700 名战士的军营，但必

须在本国境内行动。创建了一个联合情报机构，旨在使不同国家得以共享情报。 

169. 在运作多国联合部队的框架内，乍得湖盆地委员会成员国外交及国防部与贝

宁在阿布贾会晤，制定解决方案并提交给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

理会，以期建立运作多国联合部队的司法框架。 

170. 2014 年 12 月乍得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期间，由于上述决议草案未被通过，乍

得湖盆地委员会成员国将这一问题提上了第二十四届非洲联盟大会的非洲联盟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议程。非洲联盟要求相关成员国制定多国联合部队运作理念。 

171. 上述峰会后，要求该泛非组织尽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资料，目的在于加快

多国联合部队的实施进程，该部队将调动 8 700 名军事、警方及民间人士。部队

由尼日利亚 Abba Illya 将军指挥，由喀麦隆 Valère Nka 将军辅助其指挥工作。多

国联合部队驻扎在恩贾梅纳。 

172. 此外，提出了关于创立特别基金的建议。根据约定，在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

理事会互助机制框架内，投入 500 亿西非法郎，积极支持喀麦隆和乍得，资助两

国打击和铲除博科圣地的行动。 

173. 本着同样的精神，鼓励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开展

更加积极的合作。原定 2015 年 4 月初于马拉博举行的两个共同体的联合峰会被

推后进行。 

174. 由于安理会未就打击博科圣地作出决议，因尼日利亚持保留意见，多国联合

部队成员国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获得了主席声明，支持成员国在打击博科圣地的

行动中所作出的努力。 

175. 面对博科圣地的甚嚣尘上，喀麦隆和乍得共和国结成同盟，共同抗击博科圣

地。除了分布在喀麦隆、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边境上的乍得军队，喀麦隆和尼日尔

也同样在地面上加强尼日利亚抗击博科圣地的力量。 

176. 国际方面，喀麦隆很高兴将博科圣地列入了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并获得了非

洲联盟对博科圣地决议草案的背书，该草案由泛非组织向安理会转达。 

177. 联合国对上述派别针对喀麦隆及邻国人民生活福祉制造的伤害影响深感担

忧，于 2015 年初任命级别同副秘书长的联合国总部回应博科圣地危机协调员，

即加蓬的 Parfait Onanga-Onyanga 先生于 2015 年 8 月担任中非共和国秘书长特别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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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喀麦隆代表同样指出，2015 年 4 月 1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喀麦隆的倡议

下，通过了宣判博科圣地暴行的决议，鼓励全体国际社会支持乍得湖盆地委员会

成员国所作出的努力。 

179. 喀麦隆共和国强调，鉴于对手具有极难识别的特性，打击博科圣地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需要多方面共同协调，涉及多个领域，如：政治、安全、社会经济等。 

180. 政府除了采取加强措施推动相关地区长远发展，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阻断恐怖主义招募新人的道路，还采取了其他补充措施消除阴霾。这一威胁所具

有的跨国性质要求在派别诞生地尼日利亚和其他相关国家同样要采取类似行动，

以免喀麦隆在此问题上的努力付诸东流，因为从博科圣地的行动范围来看（在尼

日利亚特别根深蒂固），如果乍得湖盆地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未对此作出相同的考

虑，那么上述努力无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81. 喀麦隆代表表示，此外还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以下行动，以便使喀麦隆在打

击博科圣地的中长期行动中取得胜利： 

- 正值布哈里总统到访之际，宣布重新审查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自由

通行协议，以限制两国间人员往来。此举除了加强与尼日利亚的国境线

安全，还将能更好地掌握人员流动情况，对跨境人员进行筛查； 

- 考虑到这一派别长时间以来让年轻男性和女性采取自杀式袭击，必须限

定喀麦隆的可兰经学校活动，因为这类学校是向年轻人灌输思想的沃土； 

- 通过喀麦隆情报部门对当地恐怖主义组织的渗入，取得第一手信息，将

有助于摧毁该组织； 

- 投资远程炸弹探测器； 

- 提高城市和乡村的警惕性，采取鼓励措施，号召民众合作，使其积极参

与到这场打击运动中来； 

- 继续推进国际辩护，以便增强国际团体的协助，支持乍得湖盆地委员会

成员国为打击博科圣地所作出的努力。 

182. 喀麦隆与其他饱受博科圣地恐怖主义活动伤害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有着如下

期望：为战事提供资金和设备支持；提升国境警戒和军事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能

力；支持有利于受牵连人民的发展计划，尤其是极北地区的年轻人；支持博科圣

地原信徒重新融入社会；为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安置；在多边论坛中支持政

治倡议。 

183. 乍得共和国提起了乍得当局在打击博科圣地的行动中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对

喀麦隆、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提供军事协助。乍得共和国强调，次区域和国际团体

向参与打击行动的国家提供必要支持是非常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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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在喀麦隆和乍得完成总结后，委员会向两国在打击博科圣地行动中所付出的

努力表示赞赏，并向两国表达了团结一致的决心。 

185. 委员会再次强调对于博科圣地所带来威胁的担忧，重申所有成员国必须参与

到打击该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动中，以及加强次区域社会稳定。 

建议： 

186.  委员会鼓励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继续努力，实现与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召开联合峰会的目标，按照 2015 年 2 月在雅温得举行的中部非洲和平

与安全理事会特别峰会上国家首脑所作出的决议，确定打击博科圣地的共同战略。 

八. 海盗和海上安全 

187. 2015 年 11 月 11 日，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向委员会分享了一份关

于几内亚湾海洋安全部际大会决议实施情况的全面报告。这份报告还反映了几内

亚湾海洋安全跨区域协调中心、中部非洲海洋安全区域协调中心、多国协调中心

和海洋行动中心的运作情况。报告旨在： 

- 提高成员国及合作伙伴对遵守其缔约承诺重要性的认识； 

- 动员国际社会，使其提供必要的资金、物流及技术支持，推动几内亚湾

海洋安全跨区域协调中心的良好运转。该中心由一个代理团队创办和制

定理念，于 2014 年 9 月投入运作。 

188.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代表强调了报告提及的重点，尤其是上述部

际峰会引入的进程，以及为了使几内亚湾海洋安全跨区域协调中心正常运转而采

取的措施。他提到，因技术限制，上述代理团队未能在六个月期限内完成任务，

任务内容包括编写人员招聘的参考条款，制定预算框架，以及在相关负责人之间

组织会议。该团队于 2015 年 7 月向三个次区域组织递交了总结。 

189. 因此，几内亚湾海洋安全跨区域协调中心的运作遭遇了大幅度延迟，尽快举

行高级别负责人会议可以重启雅温得进程，该进程制定的行为守则将于 2016 年

发挥作用。取得了一些显著进步，尤其是黑角中部非洲海洋安全区域中心开始发

挥力量，科特迪瓦阿比让西部非洲海洋安全区域中心任命最高长官，贝宁科托努

E 区多国协调中心开放。西非 F 区和 G 区以及 A 区（安哥拉、刚果共和国和刚

果民主共和国）多国协调中心的开放依旧令人期待。其中，A 区与 B 区在中部非

洲合并。 

190.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代表向喀麦隆为几内亚湾海洋安全区域中

心运转作出的贡献以及刚果共和国为中部非洲海洋安全区域中心运转作出的贡

献表达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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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中部非洲海洋安全区域中心主任做了补充总结。他强调，中部非洲海洋安全

区域中心急需通过召开共同会议、签署技术协议和批准安全计划启动 A 区。 

192. 成员国再次承诺将实施所有决议和与其海洋领域安全有关的计划。 

九. 中部非洲的偷猎现象 

193.  加蓬共和国向委员会表达了与德国共同打击动植物种偷猎和非法贸易带来

的威胁的不间断决心。这项承诺使联合国大会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达成了一项名

为“打击野生物种贸易”的决议（A/RES/69/314）。这项决议首次在偷猎的环境、

社会经济和安全层面上建立了直接关联。 

194. 在环境方面，这项决议阐明了非法贸易对生态系统，包括对《濒危野生动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动植物种造成的损害。它强调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必

要性，以便采取有效措施作用于供需关系。在社会经济方面，决议重申偷猎现象

对于当地人民生活条件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依靠旅游业存活的人群。决议鼓励

成员国为受到非法贸易影响并深受其害的社区发展其他生活方式，也鼓励这类社

区积极参与其中。安全方面，决议意识到这类现象属于有组织性的跨国犯罪形式，

对于众多国家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195. 决议邀请成员国，尤其是非法贸易的起源、过境和目的国，参与到日益增加

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中来。决议请求联合国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继续向其

提供发展支持。最后，决议鼓励成员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预防、打击和铲除动

植物种的非法贸易。 

196. 按照这项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闭幕前，宣读了第

一份联合国关于全球偷猎现状和相关措施实施情况的年度报告。秘书长被请求对

即将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尤其是研究任命特派员负责协调打击非法贸易行动的

可行性。 

197. 加蓬共和国代表提出了以下建议：一)通过加强国家在预防、调查和司法诉讼

方面的立法，在整个地区采取关键性措施预防、打击和铲除野生动植物种的非法

贸易；二)对于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参与的非法贸易和偷猎行为，将其宣判为重罪；

三)协调次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司法、法律及行政立法，为信息交流和司法诉

讼提供便利；四)在中部非洲建立打击非法贸易的特别联合机构；五)在中部非洲

国家经济共同体、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和民间社会的协助下，组织关于决

议建议实施情况的次区域级别研讨会；六)在全国、次区域和地区内组织长期性

的动员大会，讲解与野生物种非法产品的供应、过境和需求相关的风险；七)在

特别峰会前，提前组织一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部长级会议，表达次区域成

员国打击非法贸易的政治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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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刚果共和国指出，继 2015 年 4 月 27 日至 30 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非洲野

生动植物种产品非法开采及贸易的国际会议以来，非洲大陆制定了一项关于上述

问题的战略。刚果共和国号召实施这项战略和决议。 

199. 乍得共和国指出，乍得拥有非洲最大的一个湖区，该地区动物种群成为了邻

国偷猎者的牺牲品。即使培训了一支特警队也未能消除这项灾害。中非共和国指

出，乍得-苏丹-中非共和国三方军队也未能铲除偷猎现象所具有的工业化性质，

建议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份野生物种名单，将国家湖区列为区域财产。 

200. 喀麦隆共和国强调了本国在保护中部非洲动物种群和生态系统方面所担当

的先锋角色和做出的努力，尤其是 1999 年 3 月的《雅温得宣言》以及众多双边

和多边倡议。喀麦隆代表强调应重启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其特别部长理事会

于 6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雅温得召开了会议。 

十. 打击中部非洲毒品交易及有组织的跨国犯罪 

20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代表指出，因其地理位置靠近几内亚湾和萨赫

勒地区，中部非洲在这些年间吸引了非法贩毒犯罪团伙，而非法贩毒是收益最高

的犯罪活动之一。 

202. 可卡因从拉丁美洲向欧洲、中东地区、印度和北非过境。喀麦隆和尼日利亚

被视为“非洲枢纽”，因为毒贩可以借助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从中部非洲内

陆国家入境欧洲和中东地区国家，其中部分毒贩乘飞机前往。近期，在杜阿拉机

场截获了 14 千克可卡因。2014 年 8 月，巴拉圭警方截获了分装在运往刚果共和

国的米袋里的 850 千克可卡因。在刚果共和国这样被作为过境点的国家，此前似

乎没有出现过类似重大的截获行动。 

203. 来源于印度次大陆和非洲之角的海洛因从中东地区（黎巴嫩）、北非（阿尔

及利亚、摩洛哥）、西非、中非以及东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过境，前往欧

洲和北美地区。绝大部分被喀麦隆逮捕的“母骡”供认自己是被尼日利亚人招募

进来的。 

204. 非洲地下实验室用于生产冰毒的前体尤其来源于印度。它经南非、东非入境，

穿越部分中部非洲国家后，抵达尼日利亚或喀麦隆及其他西非国家。 

205. 在其他众多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形式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代表尤

其提到了宝石和贵金属的非法贩运。作为众多拥有丰富地质和矿产资源的国家之

一，中非共和国遭受了非法贩运的侵害（钴、钛、黄金、钻石）。此外，由于不

安全氛围和国境疏松，这一现象大有加剧之势。在中非共和国被金伯利进程排除

在外以及关闭区域钻石证券所后，钻石贩运达到了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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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代表同样强调了非法贩毒、有组织的跨国犯罪

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并号召全体成员国共同讨论上述问题。 

十一. 具有委员会观察员身份的机构信息点 

207. 次区域内不同机构代表向委员会成员简要介绍了职务概况和他们所从事的

推动中部非洲和平与稳定的活动。 

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 

208. 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主任回顾了次区域内某些国家的人权和民

主状况。 

209. 布隆迪持续数月的暴力行为导致数十人伤亡，受害者不仅包括国防和安全军

队，还有各政治党派的人民群众。 

210.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因政治因素受到侵害，如限制民主场所，侵犯

表达、缔结社团及和平集会自由等。 

211.  在刚果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抗议该进程的示威游行导致人权状况受损。 

212. 中非共和国人权状况持续受到冲突活跃及各方参与者活动的影响。当前，对

侵犯人权者缺乏惩罚，受害者无法向司法部门求助，使得侵犯人权者继续实施严

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权利的行为。 

213. 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主任指出，2015 年期间，为了配合 2014-2017

年计划周期提出的六个优先主题，该中心与联合国各合作方在所有成员国内共同

工作。 

214. 在反对歧视的问题上，尤其是基于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的歧视以及对边缘

化人群的歧视，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继续加强政府力量，向各国政府

提供技术支持，使其考虑广大边缘化团体的权利，尤其是妇女、残疾人和当地人

民。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继续支持喀麦隆政府为当地人民权利考虑而

采取的各项措施。2015 年 7 月，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在喀麦隆组织了

一场关于女性参政及在政府内部制定女性配额的全国研讨会。 

215. 在预警和冲突、暴力和不安全条件下保护人权方面，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

民主中心以高级专员行政职责开展调查任务，前往喀麦隆极北地区执行了多项任

务。在建立抗击博科圣地的多国军事力量过程中，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

心极力争取在该军事力量内部安置一个包含人权机构的民事组成部分，确保充分

考虑人权和性别。2015 年 9 月，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在加蓬参加了由

联合国组织的一场关于刑事审判和恐怖主义的研讨会。该中心强调必须对打击恐

怖主义范围内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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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出于对发展和经济领域人权的考虑，强调企业和人权，以及土地、水源和

住房权利，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组织了多项活动，如：2015 年 9 月，

与法语国家组织共同举办主题为“喀麦隆企业与人权”的全国研讨会；2015 年

10 月，与媒体专家随访隆潘卡尔水力发电大坝项目；在利伯维尔，征询企业及政

府部门对于联合国在人权和企业方面所制定的指导原则的意见。 

217. 通过改善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宣传及其可落实性，提高国际人权机制效率，逐

步提高人权及标准的国际权利，切实执行国际文书规定的义务对于尊重人权起到

了关键作用。为此，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组织了一系列全国协商会议，

推动设立全国机制，负责编写报告，追踪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机构的建议，其中：

2015 年 6 月在刚果和加蓬共和国举行协商会议，2015 年 8 月在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民主共和国，2015 年 9 月在赤道几内亚。 

218. 扩大民主阵地，强调公共自由，保护人权捍卫者以及基本法的修订问题成为

了次区域内多个国家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宪法改革的结果是在缺少全国一致同

意的情况下，延长总统任期，这使得政治气氛空前紧张，损害了人权和民主基础。

为了给次区域内各国提供帮助，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组织了一系列活

动，例如：2015 年 7 月，思考和分享喀麦隆妇女参政议政经验的研讨会：总结和

展望；2015 年 9 月，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联合国中部非洲区

域办事处及中非政府共同举办了一场由中非媒体专家主持的从人权角度审视选

举进程的全国研讨会。 

219. 通过强调人权在司法行政、过渡时期司法、酷刑、拘押和死刑中的重要性来

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加强问责制，奉行法律至上。无论是在适用法律的性质和质

量，还是司法程序和机构方面，中部非洲的司法和法治情况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来说，虽然部分重大案件已将侵犯人权者定罪，消除有罪不

罚现象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此外，辩护权利并未完全与国际条款一致。联合

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建议对立法条款进行改革，以确保通过高等法院启动

上诉程序。2015 年 9 月，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

层面综合稳定团人权部门共同组织了一场关于消除有罪不罚现象的专家讨论会。 

220. 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主任向喀麦隆对中心提供的不懈支持表达

了敬意，并感谢刚果共和国、加蓬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

共和国对中心活动的支持，并为中心和国际组织的顺利合作，尤其是为与中部非

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法语国家组织以及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在保护人权领

域进行的合作感到高兴。 

221. 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向委员会成员国强调了以下几点内容： 

- 继续遵守人权方面的承诺并进行汇报； 

- 加强选举程序的监督、预警和透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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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司法力量，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及贪污受贿行为，包括预防酷刑和确

保有效的国际求助手段； 

- 为抗击博科圣地的多国军事力量提供金融资助； 

- 继续为中心提供金融资助，按照联合国大会 1998 年 12 月 5 日第 53/78

号决议和 1999 年 12 月 1 日第 54/55 号决议的要求，使其能切实履行中

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赋予它的责任。 

222. 在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总结的基础上，尤其是涉及到全民投票进

程前的各类事件，刚果共和国指出，国家有义务确保维持公共秩序，确保遵守法

律和法规。在刚果共和国，自由受到宪法保护，并不缺乏自由，更多的是需要根

据法律限定自由。 

223. 中非共和国提出，国家和武装部队均应保护人权，尤其是冲突地区的人权。

中非共和国强调，为了推动人权发展，应确保监狱内的各项条件。 

224. 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指出，与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报告内所描述

的情况相反，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民主进程较短，但该国经历了建设性变革，

不存在限制民主阵地、侵犯表达、缔结社团与和平集会自由的现象，以下列事实

为证： 

 国内有 450 个以上的政治党派； 

 反对派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均占据 40%的席位； 

 电视和广播频道多样化，且绝大部分频道处于反对派的掌控中； 

 反对派在报纸头条位置发布与执政党敌对的文章时无后顾之忧。 

225. 然而，身为国家管理者，政府不会宽容唆使年轻人破坏经济、参与暴力活动

和发动暴乱的行为。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 

226.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代表与委员会分享了稳定团在中非共

和国走出危机进程中所做的贡献。 

227. 代表指出，自委员会上次会议以来，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在

联合国安理会所授予的任期内，不断向该国政府提供支持，使其顺利完成了政治

过渡，在关键性的改革中取得了进步，促进了中非共和国的稳定。 

228. 关于选举进程，该国政府已在班吉发布了新的选举日程表。预计 2015 年 12

月 13 日举行宪法公投，2015 年 12 月 27 日举行首轮总统和立法选举，2016 年 1

月 31 日举行第二轮选举。当局获得了全体国际社会的支持，确保各项选举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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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进行。上述选举将建立一个新政府，标志着过渡时期的结束和中非共和国

回归宪法秩序。 

229.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坚信，建立新政府将促进不同领域的发

展，如安全领域改革，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政治对话与和解。为了取得

成功，中非共和国将需要合作伙伴长期不懈的支持，包括次区域层面的整体支持

和成员国的单独支持。 

230. 稳定团代表对该国政府在组织投票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表示祝贺，中非共和

国人民积极响应选举普查。超过 90%的潜在选民进行了登记。 

231. 稳定团向该国政府提供技术、物流和安全支持。 

232. 在安全方面，稳定团代表指出，如 9 月 26 日在班吉所观察到的情况，中非

共和国安全局势相对薄弱。稳定团继续与中非当局合作，确保该国安全。来自联

合国科特迪瓦代表团的物资正在运往班吉，在选举周期和 2015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罗马教皇到访期间为稳定团增强力量。 

233. 安全领域改革是稳定团任期内的核心问题，也是中非共和国优先面对的问题。

改革应在不同的重要领域内——军队、国内安全与司法——同时进行。否则，改

革成果既不牢固，也无法持久。 

234. 稳定团代表对中非政府正在组织的安全圆桌会议表示祝贺，该会议得到了非

洲联盟、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的支持，将帮助中非共和国制定安全

战略的重要纲领，激发安全领域参与者思考自身义务，包括军队、警察和宪兵。

当选政府将支持该圆桌会议的决议。 

235. 举行选举和安全领域改革进步将为实施其他关键性的改革提供便利，巩固中

非共和国的稳定。此外，还可以保护人权，在全国境内树立政府权威，有力打击

有罪不罚现象。 

236. 稳定团代表号召所有与会者借此机会遵守与中非共和国的承诺。代表强调中

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次区域各国做出的承诺具有关键性作用，稳定团将竭力

为中非共和国提供支持。 

十二.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关于次区域和平及安全机构制度改革及其战

略伙伴发展的报告 

237.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代表指出，成立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

会之前的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结束工作正在进行中。中部非洲早期预警

机制开始了运行，加蓬政府为其提供了一座大楼。与此同时，国防和安全委员会

定期举行会议。中部非洲多国军事力量正在开始运行。关于自身改革，中部非洲

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已经准备好了参考条款，并提交给了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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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执行主席。 

238.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与非洲联盟、联合国及欧盟建立了正式合作伙伴关

系。与德国、美国、法国及意大利的非正式合作伙伴关系也同样存在。与民间组

织及国会议员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十三. 审查委员会财政状况：各成员国落实《利伯维尔宣言》的情况 

239. 秘书处自特殊用途基金会成立伊始便向委员会成员国发放了会费分担情况

表。该表见附件。仅安哥拉一国如期缴纳了会费。成员国均曾承诺向特殊用途基

金会逐年缴纳会费。 

建议： 

240. 委员会鼓励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按照 2009 年 5 月《利伯维尔宣言》的理

念，及时履行对委员会的经费义务，尤其是要在委员会接下来的两次会议期间逐

步审查账目，最迟 2016 年 12 月底完成审查。委员会提醒，每年向特殊用途基金

会缴纳的会费至少为一万美元。 

十四. 确定下次会议的地点及日期 

241. 委员会决定第四十二次部长级会议将在中非共和国班吉举行。具体日期将随

后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 

十五. 其他问题 

242. 刚果共和国提议在委员会会议日程表内重新加入一项特别议题的讨论。 

243. 安哥拉共和国强调应将委员会主席国的六个月任期延长至十二个月，使其能

完成一定数量的计划。经过讨论，委员会决定维持现有主席国任期，根据每年召

开两次会议的频率，全体委员会办事处任期为六个月。 

建议： 

244. 委员会强调必须在下次会议日程表中加入特别议题讨论。讨论主题将在每次

会前由成员国选定，并向秘书处进行汇报。 

十六. 通过第四十一次部长级会议报告 

245. 委员会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在加蓬共和国利伯维尔通过了这份报告。 

C. 致谢词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国防和海洋部长 Carlos Olimpio Stock 先生以

委员会名义宣读了以下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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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全体部长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加蓬共和国利伯维尔召开委员会第四十一次部长级会议： 

- 我们重申热爱和平、安全和稳定，热爱各自国家的人民，他们在次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我们集体向各自国家为了维护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

力表示敬意。 

- 我们为工作期间全程充满了融洽、友爱和互相信任的气氛感到高兴。 

- 我们向加蓬共和国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先生及加蓬政府和加蓬人民

表达深深的谢意和浓浓的感激之情，感谢你们在我们到访加蓬共和国期

间提供的热情接待和友好协助。” 

 

2015 年 11 月 26 日，利伯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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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建议的实施情况 

建议 负责人 状态 

在部长级会议举行前至少两周，由委员会秘书处向

成员国提供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准备的地缘政

治回顾，以便收集成员国的意见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秘书处 

已实施（11 月 11 日提交的地缘政

治回顾） 

以传统形式介绍回顾地缘政治，对各国作概略性研

究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已实施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采取必要措施，使通过磋

商达成的决议得到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完全

支持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已实施。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秘书长出席了第四十一次部长级

会议开幕式 

让尚未批准《金沙萨公约》的成员国尽快完成这项

操作，使其生效 

成员国 据联合国告知，自 2015 年 6 月 5

日以来未提交任何批准文书 

让尚未签署和批准《武器贸易公约》的成员国完成

这项操作 

成员国 中非共和国于 2015 年 10 月 7 日加

入了这项公约（预计 2016 年 1 月

生效） 

根据布拉柴维尔大会提出的建议，由成员国向联合

国大会介绍布拉柴维尔通过的非洲战略，使联合国

将其纳入全球打击恐怖主义战略中 

成员国 正在进行中 

联合国大会通过打击野生动物贩运的决议草案 成员国 已实施。 

2015 年 7 月 30 日通过了决议

（A/RES/69/314）。 

使介绍在分析和细节上减少一致赞同的成分，更加

有深度 

具有观察员身份的机构 正在进行中 

采取必要措施按时履行对委员会的经费义务，与《利

伯维尔宣言》的理念保持一致 

成员国／秘书处 自 2015 年 6 月 5 日以来，仅安哥

拉一国向特殊用途基金会支付了 4

万美元 

动员联合国安理会支持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区

域办事处战略回顾作出的提议 

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

安哥拉和乍得 

已实施。 

在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进

行书信沟通后，2015 年 7 月 21 日，

安理会修改并延长联合国中部非

洲安全问题区域办事处任期至

2018 年 

支持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向联合国大会（第

五委员会）提出的战略回顾提议 

成员国 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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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次会议的建议列表 

委员会决定更新第三十八次会议提出的建议： 

1/ 在委员会下次会议中举行工作讨论会，确保更好地协调成员国关于区域内所有犯罪形式的国内立法； 

2/ 在部长级会议举行前两周，委员会秘书处向成员国提供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准备的地缘政治回顾，以便收集成员

国的意见； 

3/ 向尚未通过《金沙萨公约》的成员国发出请求； 

4/ 继续讨论所有武装部队，包括在次区域十分猖獗的上帝抵抗军; 

5/ 在安理会下次会议中讨论第 1540 号决议的实施情况； 

6/ 缔约成员国向中部非洲海事保安区域中心活动支付由中部非洲和安全部长理事会通过的金额； 

7/ 成员国继续努力推进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1820（2008）、1888（2009）和 1889（2009）号

四项决议的实施工作，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妇女、裁军、不扩散和掌控武器的第 A/RES/65/69 号决议。与此同时，希望成

员国能熟悉由“中部非洲妇女参与政治和选举生活”研讨会提出的建议。该研讨会由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联阿协调

处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喀麦隆杜阿拉共同举办，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联合国妇女署和法语国家国

际组织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在与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相对应的与会者（议员及民间社会人士）提出的具体建议基础上，建立

了一个推动中部非洲妇女参政议政的平台。 

在结束地缘政治回顾后，委员会如约采取传统方式，对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准备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情况进行了介绍。 

委员会任命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为负责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问题的主要机构。 

委员会再次强调对于 2016 年即将举行的两年一次的会议所提出的建议；2015 年 6 月 1 日至 5 日，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

举行一场人数不限的国际专家会议。为此，委员会为 2015 年底或 2016 年初的一场预备会议重新制定了组织原则，为中部

非洲国家参与第 6 届各国审议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情况两年期会议做好

准备。 

委员会建议成员国履行对于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不扩散武器路线图的政治承诺。委员会竭力主张联阿协调处负责联合

国打击恐怖主义和不扩散小武器和轻武器区域战略协调工作，主张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区域内部威胁开展整体系统

研究，在委员会下次会议中对如何铲除威胁提出建议。 

在刚果共和国的建议下，为了贯彻 2013 年 11 月 29 日关于设立国际海事组织用于打击几内亚湾海上劫掠的特殊用途基金

会的第 A.1069（28）号决议，委员会建议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与西非国经共体、几内亚湾委员会合作，为和国际海

事组织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有利条件。 

委员会邀请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举办了一场关于海洋安全和武器贸易控制的技术会议。 

委员会建议将陆地－海洋展望加入几内亚湾安全框架内，以便增加几内亚湾海洋安全跨区域协调中心的日程。 

委员会建议在全非洲开展对于武装部队的扩大思考。 

委员会建议根据联阿协调处活动的扩张，对为其提供更多资金和设备的问题进行思考。 

委员会建议应将博科圣地对中部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的威胁列入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下一届政府首脑峰会的议

程中。届时，需要联合国区域协调员介绍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问题。 

委员会提到了 2013 年联合国大会向秘书长致达的信件（A/68/553），其中有如下建议： 

－ 任命联合国秘书长代表或特派员负责动植物种保护工作，动员国际社会打击偷猎； 

－ 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关于偷猎对于环境、经济和安全所造成后果的决议； 

－ 组织一次关于上述问题的国际会议，由加蓬举办这场会议； 

－ 建立协调沟通网，利用关于打击偷猎和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尤其是大象和犀牛的法律。 

－ 按照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公约，加强跨国合作，打击使偷猎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产品市场供需活跃的犯罪活动； 

－ 通过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加大对中部非洲保护区网络的支持，使该机构在打击偷猎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考虑到刚果共和国代表团表达的愿望基础上，委员会重新提出了对区域内部女性现状做进一步评估的建议。为此，委员

会请求联合国妇女署准备一份关于中部非洲女性和安全的第 1325、1820、1888 和 1889 号四项决议实施情况的详细报告。

这份报告应指出国家和地区法院取得的进步以及遭遇的挑战或困难，提出适用于国家和地区的行动建议，使上述决议在中

部非洲得到切实执行。 

委员会建议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及秘书长在下次会议中介绍气候变化及其对非洲和平与稳定造成的影响。委

员会强调秘书处应对这一问题作出概念性的批注。 

委员会建议秘书处和轮值主席国通过书面形式，让成员国履行 2009 年 5 月《利伯维尔宣言》规定的经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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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特殊用途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的经费缴纳情况表 

年份 国家名称（按首字母顺序） 金额（以美元计） 

1998 德国 48 996 

1997 塞浦路斯 1 000 

1998 爱尔兰 15 000 

1998 意大利 30 000 

1996 日本 600 000 

1998 挪威 30 355.36 

1998 葡萄牙 10 000 

2015 安哥拉共和国 40 000 

2011 安哥拉共和国 10 000 

2010 安哥拉共和国 10 000 

2011 刚果共和国 10 961.08 

2010 刚果共和国 9 299.39 

1997 加蓬共和国 1 932 

2012 加蓬共和国 30 000 

1997 乍得共和国 1 742.09 

2002 捷克共和国 15 000 

1998 英国 35 000 

201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25 273 

1999 瑞典 10 000 

   

 总计 934 5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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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通过和实施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贸易的区域战略及行动计划的

《利伯维尔宣言》 

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加蓬共和国利伯维尔召开会议： 

我们对于今日所谓的西非伊斯兰国博科圣地恐怖主义组织在喀麦隆和乍得境内活动猖獗备感担忧，对于

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也同样深表忧虑； 

我们意识到必须以团结、有效和可持久的方式共同建立防线，抵御中部非洲恐怖主义威胁； 

通过回顾 2006 年联合国通过的《全球反恐战略》； 

我们无比坚定地宣判博科圣地不断发动的致命袭击和尤其包括圣主抵抗军在内的其他次区域内恐怖主

义组织所发动的袭击均是有罪的； 

我们重申支持 2014 年 12 月在喀麦隆布琼布拉通过的《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外交部长宣言》； 

根据 2011 年 12 月在班吉举行的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精神，我们决定通过和签署中部非洲打击恐怖主

义和轻型武器及小口径武器贸易的区域战略及行动计划； 

我们鼓励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支持上述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 

我们还决定将在委员会会议上对此作出定期评估。 

2015 年 11 月 26 日于利伯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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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几内亚湾海洋安全区域战略的跨区域协调中心运作的《利伯维尔宣言》 

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加蓬共和国利

伯维尔召开委员会第四十一次部长级会议： 

1.1. 考虑到经济区域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的倡议，即 2009 年 10 月 24 日在金沙萨通过的《中部

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海洋根本利益安全战略议定书》；2014 年 3 月 29 日在亚穆苏克罗通

过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海洋综合战略》；2013 年 8 月 10 日在马拉博通过的《几内亚湾委员

会海洋综合战略》； 

1.2. 根据 2012 年 2 月 29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2039 号决议，鼓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

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与非洲联盟共同制定一份区域战略，打击海上劫掠、武装抢劫和其

他海洋非法活动； 

1.3. 根据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在雅

温得召开的关于几内亚湾海洋安全的政府首脑峰会所作出的决议； 

1.4. 根据 2014 年 6 月 5 日在雅温得通过的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

湾委员会三方达成的《关于中部非洲和西非海洋领域安全的谅解备忘录补充议定书》，该议定书

规定了跨区域协调中心的组织和运行方式，以便实施相关国家海洋利益区域安全战略； 

1.5. 我们意识到海上劫掠、武装抢劫和在共同海洋领域里的其他非法行为给地区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

面影响； 

1.6. 我们重申跨区域协调中心在实施中部非洲和西非海洋领域打击海上劫掠和非法行为的区域战略

中扮演主要角色； 

1.7. 我们向喀麦隆共和国政府作出的努力以及合作伙伴为跨区域协调中心的成立和运行所提供的技

术和资金支持表示敬意； 

1.8. 我们热切希望将它们付出的努力作用于跨区域协调中心的运行； 

2. 我们宣布： 

2.1. 我们承诺毫无保留地采用适当可行的金融、人员和物流手段，确保跨区域协调中心尽快发挥作用； 

2.2. 我们鼓励成员国积极支持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实施几内亚湾打击海上劫掠的区域战略，以及

跨区域协调中心切实发挥作用； 

2.3. 我们请求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 推动协调机制的实施和运行，使不同参与者（跨区域协调中心、中部非洲海事保安区域中心、

多国协调中心）采取切实行动，打击海洋威胁； 

- 加强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的合作，更好地发挥双方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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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向国际合作伙伴开展游说活动，为跨区域协调中心获取支持，推动地区合作； 

2.4. 我们请求联合国支持跨区域协调中心切实发挥作用； 

2.5. 考虑喀麦隆的提议，与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共同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至 14 日在雅温得组织

和召开跨区域协调中心年度高级负责人会议； 

2.6. 我们将持续关注以上问题。我们请求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常设委员会第四十二次部长级会

议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总结。 

 

2015 年 11 月 26 日于利伯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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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击中部非洲偷猎的《利伯维尔宣言》 

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部长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加蓬共和

国利伯维尔召开委员会第四十一次部长级会议： 

1.1. 我们对于偷猎和野生动物非法贩运泛滥及其对环境、经济和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深感担忧； 

1.2. 我们对于因偷猎造成受保护动植物种面临濒危感到严重担忧； 

1.3. 考虑到 2015 年 6 月打击非洲野生动植物种非法开采和非法贸易的非洲战略； 

1.4. 考虑到与中部非洲保护和持续管理森林生态系统有关的条约； 

1.5. 考虑到喀麦隆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与刚果共和国签订的建立桑加河三国合作协议； 

1.6. 考虑到 2005 年 2 月 4 日喀麦隆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与加蓬共和国政府达成的建立德贾–奥扎拉–

曼格倍三国合作协议； 

1.7. 考虑到 2015 年 7 月 30 日联合国大会关于“打击野生物种贩运”的 A/RES/69/314 号决议； 

1.8. 考虑到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于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雅温得举行的由各国负责外交、合作、地

区一体化、国防、安全和野生动物保护的部长们参加的紧急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打击偷猎的极端

紧迫计划》； 

1.9.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拥有区域司法文书，尤其是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中部非洲和安会）议

定书，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不侵略协定，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合作与司法援助公

约以及互助公约制定了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合作框架； 

1.10. 我们同样感到庆幸的还有 2015 年 7 月 3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野生动物偷猎和非法贩

运的历史性决议； 

1.11. 我们意识到必须建立区域机制，专门打击与野生动物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区域机制还将为成员

国制定刑事诉讼和适用法律的战略及政策； 

1.12. 我们意识到偷猎对动植物种构成了重要威胁，给中部非洲次区域内所有国家安全制造了重大问题； 

1.13. 我们宣判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受保护动物贩运是犯罪行为； 

2. 我们作出如下声明： 

2.1. 我们承诺将不遗余力地打击次区域内的偷猎行为； 

2.2. 我们建议所有成员国积极动员起来，发挥协同作用，切实打击偷猎行为； 

2.3. 我们号召加强双边和区域性合作，为与偷猎者行动有关的信息交流提供便利，以便更好地协调回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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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们鼓励成员国及其合作伙伴重新发挥非洲野生动物公约组织的作用，为其提供必要支持，使其

在打击偷猎方面发挥充分作用； 

2.5. 我们号召国际社会支持非洲野生动物公约组织重新发挥作用； 

2.6. 我们号召国际社会和技术及金融合作伙伴为成员国调动和提供补充资金，用于支持中部非洲国家

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实施《关于打击偷猎的极端紧迫计划》； 

2.7. 我们将持续关注以上问题。我们请求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常设委员会第四十二次部长级会

议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总结； 

2.8. 我们请求国际社会加大对次区域内成员国的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以便增强成员国铲除灾害的

能力； 

2.9. 我们请求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即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主管将上述问题加入两年一次的

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中。 

 

2015 年 11 月 26 日于利伯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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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 与会人员名单 

安哥拉共和国 

 姓名 职位  

 CHIKOTI Georges Rebelo Pinto 阁下 外部关系部长  

 SANTO Joaquim Dos Espirito 阁下 外部关系部非洲、中东及地区组织部

长，大使 

 

 TOKO Diakenga Serao 阁下 安哥拉驻加蓬大使  

 CASSONGA CABONGO Alberto 先

生 

安哥拉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事务

部长，参赞 

 

 ZULUMONGO Virgilio Antonio 先生 外部关系部非洲、中东及地区组织部

参赞 

 

 DA FONSECA Manuel Vieira 先生 安哥拉驻联合国常设事务外交参赞  

 MUALUBAMBO Sayonara Joaline 

Sardinha 女士 

外部关系部非洲、中东及地区组织部

技术员 

 

 MATINGOU Joseph 先生 外部关系部多边事务部高级主管技

术员 

 

 CARDOSO Francisco 先生 内政部代表  

 DOS SANTOS Gilberto 先生 安哥拉驻加蓬大使馆参赞  

 MARTINHO NZAU SACAMA 先生 安哥拉驻加蓬大使馆  

 NGOLA Antonio Domingos 先生 安哥拉大使馆一等秘书  

 

布隆迪共和国 

 姓名 职位  

 NYAMITWE Alain Aimé阁下 外部关系及国际合作部长  

 Tharcisse RUSUGURU 上校 国防及退伍军人部常设秘书处合作

参赞 

 

 KANENE Jean Claude 先生 外部关系及国际合作部国际组织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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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共和国 

 姓名 职位  

 MVONDO AYOLO Samuel 阁下 喀麦隆驻加蓬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大使 

 

 NAMA Anne Chantal 女士 联合国主任，外部关系分散合作部  

 ONGUENE Abraham Bernard 先生 参谋部世界其他地区部主管，国防部  

 

中非共和国 

 姓名 职位  

 MOLOGBAMA Cherubin 先生 大使，外交、非洲一体化及法语地区

部办公室主任 

 

 BOUKORO AMPHY-WANG 

Jeanne-Marie Leiticia 女士 

外交、非洲一体化及法语地区部大

使、外交参赞 

 

 Alfred SERVICE 上校 视察团团长，国防与安全  

 

刚果共和国 

 姓名 职位  

 GAKOSSO Jean-Claude 阁下 外交合作部长  

 NZILA Pierre 阁下 刚果驻加蓬共和国全权特别大使  

 BALE Raymond Serge 阁下 刚果驻纽约联合国全权特别大使及

常驻代表  

 

 ITOUA-APOYOLO Chantal Maryse

女士 

外交合作部多边事务部主管，副秘书

长  

 

 ANGABA Gabriel 先生 外部安全主任  

 NDE François 先生 内政及地方分权部安全顾问  

 SAMBA MALONGA Aurélien Bruno

先生 

国防部军队、警察部队及人力资源顾

问 

 

 MINDOU Aimé Charles 先生 交通及民用航空部海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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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LET BAVOUN 先生 妇女促进及妇女发展一体化部合作

主任 

 

 KIMBADI Pierre Felix 先生 外交合作部非洲部次区域一体化部

门主管 

 

 ELLENGA HIBARA Brice Nazaire

先生 

外交合作部办公室专员  

 

刚果民主共和国 

 姓名 职位  

 TSHIBANDA NTUNGA 

MULONGO Raymond 阁下 

外交、国际合作及法语国家部长  

 TSHIAMALA TSHINGOMBE 

PIERRE 先生 

外交、国际合作及法语国家部长顾问  

 KABALU MILANDU Floribert 先生 

 

外交、国际合作及法语国家部非洲区

主任 

 

 MAYELE ZENGABAU Philippe 先

生 

刚果民主共和国驻利伯维尔外交官  

 MAKASI Jean Paulin 先生   

 MASOKWE Jean Claude 先生   

 

加蓬共和国 

 姓名 职位  

 ISSOZE NGONDET Emmanuel 阁下 国务部长，外交、法语国家及地区一

体化部长 

 

 NSIE EDANG Isidore Calixte 阁下 国务部长和外交、法语国家及地区一

体化部长的代理部长 

 

 Mireille Nzenze 阁下 外交、法语国家及地区一体化部秘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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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ENDOU Arcade 阁下 代理部长办公室主任  

 ONANGA NDIAYE Regis Michel 阁

下 

加蓬共和国驻塞内加尔全权特别大使  

 RIZOGO ROUSSELOT Pierre 将军 军队将军  

 MOUISSI MICKELE Theo Sidoine

阁下 

加蓬大使，副秘书长 

 

 

 MOUNGARA MOUSSOTSI Alfred

阁下 

大使，外交事务总干事  

 LINDOUGHOU Edmond Basile 阁下 大使，国际司法事务总干事  

 MBOUMBA Landry 阁下 大使，国际组织干事  

 NGUIEND-MICKOLO 阁下 大使，美洲事务干事  

 ABEGUE OWONO Bernice 女士 联合国部门主管  

 KOUMBOU Brunelle 女士 非洲联盟及其他组织部门主管  

 MOUANGA A’ATEBA Victor 将军 内政部顾问  

 NYAMA William R.先生 政治顾问  

 MAYIMBA MANGUNDU Marcel 中

校 

文档和入境事务处顾问  

 LEMAMI Eugene Aimé先生 文档和入境事务处警务下士长  

 LEYEGHE BUNUNU Brice 先生 文档和入境事务处警务中尉  

 NDOUMOU Jean Stéphane 先生 文档和入境事务处警务下士长  

 BIBANG BI MBA Aimé先生 外交事务副总干事 

外交、法语国家和地区一体化部长 

 

 NDONG OKDE Alain 先生 行动指挥/国家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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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姓名 职位  

 MBA MEDJA Luis Asumu 先生 外交部外交参赞  

 MBA SIMA ENGONGA Santiago 先

生 

国防部国外组织军事人员部主管 

 

 

 BIENVENIDO NDONG Micha 

Andeme 先生 

外交公务员  

 

卢旺达共和国 

 姓名 职位  

 HARERIMANA 

Mussa Fazil 阁下 

内部安全部长  

 NYARUHIRIRA Désiré先生 外交合作部总干事  

 RUDASINGWA Jean Damascène 先

生 

总统府干事  

 RWIGAMBA Wilson 先生 卢旺达驻刚果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姓名 职位  

 STOCK Carlos Olimpio 阁下 国防及海洋部长  

 BOTELHO GONÇALVES Urbino 

José先生 

大使，外部政治干事  

 DE SOUSA PONTES SEGUNDO 

Alexandre 先生 

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少将  

 NOBRE DOS RAMOS Amawry 先生 外交部三等外交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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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共和国 

 姓名 职位  

 DASSIDY Djevet 先生 外交及非洲一体化部副秘书长  

 TORDETA Ratebaye 先生 外交及非洲一体化部司法事务及诉讼

总干事 

 

 MAHAMAT NIL Abakar 将军 外交及非洲一体化部军事协调员  

 

特邀嘉宾 

 姓名 职位  

 MVOMO ELA Wullson 教授 国家安全代表团首席研究员/国际安

全部队学校研究中心主任/中部非洲

打击恐怖主义及武器扩散问题地区协

调员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利伯维尔 

 姓名 职位  

 Ahmad Allam-Mi 阁下 秘书长  

 GARCIA 将军 副秘书长/IMPSS  

 AMMED ACHTA SENE 女士 中部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特别

助理 

 

 ELONO Daniel Pascal 先生 中部非洲早期预警机制主管/中部非

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MOREAU FX 先生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军事顾问  

 MAURANGE Xavier 先生 法国大使，海上安全顾问  

 MISSAK KASONGO 

MUZEU 先生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利伯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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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非洲国家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利伯维尔-班吉 

 姓名 职位  

 MOUSSA Pierre 阁下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主席  

 DJIEMBI MOUELLY Simon 先生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加蓬

代表 

 

 

非洲联盟-班吉 

 姓名 职位  

 MOKOKO Jean-Marie Michel 将军 非洲联盟主席特别代表，非洲联盟中

非及非洲问题特派团主管 

 

 ZAN Banagoun 少校 非洲联盟-非洲联盟中非及非洲问题

特派团军事顾问- 

 

 

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心-雅温得 

 姓名 职位  

 AHOWANOU Agbessi 先生 

 

雅温得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

心代表/地区主任 

 

 Dorothee NDOH ONGUENE 雅温得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

心规划专员 

 

 Taiyou TCHOUNZIN NJENDE 雅温得联合国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中

心规划助理 

 

 

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班吉 

 姓名 职位  

 SANCHO Couthino  总政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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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洛美 

 姓名 职位  

 IGE Olatokunbo 女士 地区干事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达喀尔-利伯维尔 

 姓名 职位  

 WRIGHT Veronic 女士 司法总顾问，司法部主管  

 JEUNET Maurice 先生 打击洗钱及恐怖主义资助顾问  

 

联合国政治事务部-纽约 

 姓名 职位  

 SULTAN Qais 先生 政治顾问  

 

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联合国常设咨询委员会秘书处 

 姓名 职位  

 BATHILY Abdoulaye 阁下 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中部非洲区

域办事处主管 

 

 AYISSI Anatole 先生 特别代表办公室主管  

 SORO Karna 先生 政治事务部主管  

 SYDORENKO Vasyl 先生 特派团支援主管  

 MBODJI Cheikh Tidiane 上校 军事顾问  

 OYULU Edith 女士 总政治顾问  

 OUENDJI Norbert 先生 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公共信息

主管 

 

 TCHOUMAVI Boris 先生 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特别代表

特别助理 

 

 JAI Youssef 先生 政治顾问  

 AJI James 先生 政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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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O Ludovico 先生 安全主管  

 GAMBY Anta 女士 办公室主任行政助理  

 AYEH Ablavi 女士 政治事务部行政助理  

 Axelle Dzikongo 女士 公共信息部行政助理  

 BALOUBIYEMBE Marjoleine 女士 信息助理  

 Igor ELLA 先生 通讯助理  

 BI BIBANG Jerry 先生 公共信息助理  

 MINFOUME Amédée Eugénie 小姐 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实习生  

 HANDI Honore 先生 物流专家  

 WANA Franck Elvis 先生 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司机  

 BELINGA Yannick Lilian 先生 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