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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9、32 和 37 

可持续发展 

古阿姆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第七十一年 

 

 

 

  2016年 11月 8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阿塞拜疆共和国是 2001 年 11 月 5 日大会第 56/4 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之一，

根据该决议，每年 11 月 6 日纪念防止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破坏环境国际日。大

会该决议指出，环境在武装冲突中受到的破坏在冲突过后仍会长期危害生态系统

和自然资源，并特别回顾《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其中规定各会员国在其

国际关系上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 

 早在 1992 年，大会题为“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的第 47/37 号决议敦促

各国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遵守适用于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现行国际法。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注意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环境。2016 年 5

月，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的环境保护的决议，除

其他外，重申坚定致力于全面执行《2030 年议程》，并强调所有会员国根据其法

律责任执行适用于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环境保护的国际法的重要性。 

 亚美尼亚通过侵略手段侵占了近 20%的阿塞拜疆主权领土，夺去了成千上万

的生命，摧毁了城市和生计，迫使 100 多万阿塞拜疆人抛家舍业，同时也破坏了

环境，造成森林损毁，土壤焦毁，水源污染，动物死亡。 

 阿塞拜疆环境特别保护地区面积共达 890 000 公顷，其中 42 997 公顷目前处

于亚美尼亚军事占领之下，其上有 152 处自然纪念地，5 处地质景观，2 处自然

http://undocs.org/ch/A/RES/56/4
http://undocs.org/ch/A/RES/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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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4 处保护区和 7 个湖泊，各种植物动物遍布。此外 247 352 公顷森林仍

然被占，内有 13 197 公顷的宝贵森林，数百种稀有树木，如悬铃树、坚果树、橡

树、长青黄杨树、Eldar 松树、柿子树和其他树木。 

 自冲突开始以来，亚美尼亚武装部队使用的作战方法和手段故意造成阿塞拜

疆包括被占领土环境广泛和长期的严重损害。 

 因此，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武装部队前沿的一些被占地区在 2006 年遭

受了大规模的火灾。1
 大会 2006 年 9 月 7 日题为“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的

第 60/285 号决议表示严重关切被占领土上的火灾，并强调有必要紧急采取环境行

动，扑灭火灾，并消除其有害后果。根据该决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

织)牵头的环境评估团于 10 月 2 至 13 日间访问了阿塞拜疆被占领土。评估团报告

得出结论认为，除其他外，大火破坏了环境和经济，威胁到人民健康和安全。2
 

 亚美尼亚继续占领阿塞拜疆领土还剥夺了数十万阿塞拜疆公民的饮用水，造

成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影响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动植物种群。 

 欧洲委员会议会 2016 年 1 月 26 日通过了第 2085(2016)号决议，将亚美尼亚

的行动称为意在给阿塞拜疆公民造成人道主义和环境问题的环境侵略。议会警告，

萨尔桑大坝失修使整个地区蒙受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威胁。鉴于这一紧迫

的人道主义问题，议会要求亚美尼亚立即撤出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停止把水资源

用作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或施压获利的手段。3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自然资源遭到持续的野蛮开采，也使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如此开采使亚美尼亚及其在这些领土上扶植的分离主义附属政权获得重利，积累

了私人财富和战争经费。多年来对被占领土上农田的无情搜刮致使地力枯竭。4
 

 有证据表明，来自亚美尼亚的尾矿人为地跨界污染河流，跨过阿塞拜疆的

国际边界，最终进入阿塞拜疆的农田和森林。如此这般，亚美尼亚 Syunik 区的

河水经 Kapan 矿石加工厂、赞格祖尔铜钼康拜因和“Artsvanik”尾渣堆放场的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2006 年 7 月 28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 2006 年 7 月 28

日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信(A/60/963)。 

 2 见 2006 年 12 月 20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欧安组织经济和环境活

动协调员给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的报告(A/61/696)。 

 3 萨尔桑水库是该地区最大的水库。1976 年阿塞拜疆 Aghdere 区鞑靼河上修建了起水坝，水库

建成，成为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北部和南部地区 50 多万居民的饮用水源以及该共和国 6 个区内

10 多万公顷沃土的灌溉水源。水库自 1993 以来处于亚美尼亚占领之下。萨尔桑大坝目前的技

术状况严重危及下游约 40 万阿塞拜疆公民。详情可见欧洲委员会议会社会事务、卫生和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报告员 Milica Marković 题为“阿塞拜疆边境地区居民遭蓄意剥夺水源”的报告

(2015 年 12 月 12 日第 13931 号文件)。 

 4 详情见 2016 年 8 月 15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关于阿塞拜疆被占

领土上的非法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报告(A/70/1016-S/2016/711)。 

http://undocs.org/ch/A/RES/60/285
http://undocs.org/ch/S/RES/2085(2016)
http://undocs.org/ch/A/60/963)
http://undocs.org/ch/A/61/696)
http://undocs.org/ch/A/70/1016–S/201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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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污染，跨界流入 Okhchuchay 河，然后流入阿塞拜疆被占领的赞格兰区和阿

拉斯河。 

 木材贸易已成为亚美尼亚的收入来源之一。仅在 1993 年，就有 206 600 立方

米贵重木材从阿塞拜疆被占领土运往亚美尼亚。1996 年，阿塞拜疆被占赞格兰区

Leshkar 林区中 55 公顷 1957 和 1958 年种植的核桃树遭到砍伐。2003 年，在被占

领土上约有 10 000 棵核桃树遭到砍伐。木材砍伐 2010 年约达 45 359 立方米，2013

年约达 96 237 立方米。有证据表明，被占领土上木材非法砍伐有增无减。 

 亚美尼亚继续侵略阿塞拜疆，因而对违反国际法的各种行为，包括损害阿塞

拜疆的环境，造成被占领土上自然资源枯竭，负有全部国际责任。这再次证明需

要采取有效的紧急行动，由国际社会一致努力，追究亚美尼亚的责任，从而结束

侵略者逍遥法外的现象，并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其他被占领土

从亚美尼亚占领下解放出来。 

 如果生计所系的环境遭到损害、污染和野蛮利用，和平便不能持久。联合国

秘书长2016年11月6日在防止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破坏环境国际日致辞中指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使人人在一个健康的地球上享有和平、繁荣和尊严

的变革蓝图，为实现《议程》宣布的目标，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我们都有义务

照顾环境，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打击环境犯罪，制止非法开采自然资源。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9、32 和 37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