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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月 31 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按例编写的一份非正式文件，其中概述了

2017 年 1 月 10 日“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专题公开辩论的参加者表达的观点(见

附件)。 

 感谢你对本次公开辩论所作贡献。我们希望这份摘要将激励并支持我们共同

努力，重振联合国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的根本使命。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奥洛夫·斯科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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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月 31 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17年 1月 10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专题公开辩

论的非正式文件 
 

 

导言 

 2017 年 1 月 10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专题的公

开辩论由安全理事会 1 月份主席瑞典组织。此次会议由瑞典外交大臣兼安全理事

会主席马戈特·瓦尔斯特伦主持。在此次会议上，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先生首次正式会见安全理事会成员，并更广泛地向联合国会员国介绍他对

前景的设想。 

 过去两年，一些规范准则的发展为整个联合国开展更广泛的预防努力创造了

势头。新秘书长上任后强调预防冲突是其优先事项之一，因此上述发展可能为联

合国应对和平与安全威胁的方式带来真正的转变。此次公开辩论的参与者试图查

明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的挑战，并提出如何予以克服。辩论目的是为推动在安全

理事会与秘书长之间开展更积极的合作奠定基础，从而采取更多战略对策。 

 辩论期间，秘书长有机会向安全理事会概述了其有关恢复信任以及将预防置

于联合国工作核心的想法。安理会成员和其他会员国借此机会为该愿景提供了政

治支持，并就如何最好、最大程度地发挥联合国的预防潜力发表了意见。90 多个

国家和区域组织表示支持秘书长的想法。 

 瑞典常驻代表团按例编写的这份非正式文件概述了此次公开辩论参加者在

辩论中表达的各种意见。本文件不代表任何会员国或与会者赞同这些建议及其内

容。有关此次公开辩论的完整纪录可在安全理事会网站上查阅(见 S/PV.7857)。 

秘书长对前景的设想 

 秘书长利用此次公开辩论阐述了他对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给予新的重视的

想法。他着重指出，必须更加关注预防活动并对此加大投入。他指出，冲突背后

有社会、发展、经济和环境等相互关联的多重驱动因素，这意味着地方或国内冲

突很容易跨边界、跨区域蔓延。他指出，联合国及其伙伴必须减少在战略、组织

和行动中各自为政的做法，并为此将有关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努力

结合起来。他说，《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有关“保持和平”的各项决议显

示出对这一办法的政府间支持，他所落实的各项改革的宗旨也是实现这一目标。 

 秘书长指出，必须将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工作和改革与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工作

和改革联系起来，并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为此提供支持。联合国应该采取

“全组织”办法执行《2030 年议程》，目标是消除冲突根源。这包括开展人道主

http://undocs.org/ch/S/PV.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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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活动，建设复原能力，确保妇女和女孩的参与，消除青年失业并投资建设具有

包容性和凝聚力、将多样性视为有利条件而不是威胁的社会。 

 秘书长呼吁“加大外交力度以促进和平”，让所有行为体都发挥作用。他表

示将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的调解能力，并呼吁安全理事会更好地利用所掌握的工具。

他强调指出，在会员国彼此之间以及在会员国与联合国之间建立信任非常重要，

这是成功预防武装冲突的一项先决条件。他承诺将推动建立与安理会之间更加互

信和真诚的关系。 

 此外，秘书长强调，以和平为先符合共同利益，指出联合国通过与区域组织

合作，能够在出现预警迹象时作出更快的反应。他说，战争从来都不是不可避免

的，战争是一种选择；他还强调，和平也同样并非必然，而是艰难决定、艰苦工

作和妥协的结果。因此，不能将和平视为势在必然，而是必须将其作为所有各方

的首要工作。 

保持和平的艰巨工作 

 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的主要责任在于会员国，这一点得到承认，但同时秘书

长有关将预防置于联合国工作核心的呼吁也得到强有力的广泛支持。然而，会员

国也看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 

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新性质 

 会员国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当今的各种危机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复杂因

素驱动的，其中包括社会、经济、性别、族裔、宗教、意识形态问题以及气候变

化等环境退化问题。贫穷、人权和安全之间的联结被确定为冲突的一个关键驱动

因素，需要以综合方式应对，从而实现和平社会的发展。 

 此外，现代冲突具有跨界性、往往相互关联的多重冲突或不稳定地区的存在

给联合国作出应对的能力带来挑战。同样，由暴力极端主义驱动并以恐怖主义行

为方式开展的冲突往往针对的是最弱势群体，对此需要有新办法和新对策。 

联合国系统内的条块分割 

 会员国指出，联合国系统内的条块分割和缺乏协调是有效预防冲突的主要障

碍。它们指出，机构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阻碍着联合国系统协调一致地努

力消除冲突的根源，例如得不到发展、侵犯人权和争夺资源。 

 会员国还确定联合国主要机关，即秘书处、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之间及其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之间缺乏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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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的作用 

 会员国强调，安全理事会有加强预防武装冲突所需的工具，但未加以充分利

用。几位发言者指出，由于缺乏政治意愿或出于其他政治考虑，安理会有时未就

预警作出反应，只是在已经发生冲突之后才作出反应。一些发言者强调需要开展

安全理事会改革，一些人对涉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势使用否决权提出质疑。 

 会员国指出，保持和平需要的是政治而非军事解决办法。它们询问维持和平

特派团和联合国特别特派团的任务授权是否足够灵活，从而得以开展保持和平和

预防冲突相关活动。一些会员国强调这些活动的供资水平极低，并指出相比之下

维持和平行动耗资巨大。 

政策建议 

 会员国呼吁就预防工作达成新的政治共识。在内容丰富的讨论中，与会者提

出了支持秘书长重新平衡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工作方法的一系列政策建议。 

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的作用 

 会员国强调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促进的开放关系。它们敦

促秘书长利用《联合国宪章》赋予他的权力，尽早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各项问题。

它们呼吁秘书长以严谨分析为基础向安理会提出诚恳评估，告知安理会成员它们

需要了解的情况，而不仅是它们想听到的内容，从而增进对局势的了解，增加与

安理会举行的前景扫描会议的次数。这种评估应该借鉴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分析，

这显示有必要加强综合分析和规划能力以及预警能力。与会者还提出需要加强对

新出现威胁进行风险分析和管理的能力，包括气候变化影响带来的风险。与会者

鼓励秘书长更多利用斡旋这一预防外交方式。 

 许多会员国欢迎秘书长努力增强本组织内的协调，并鼓励他继续推进结构改

革。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优先事项应该是预防和消除冲突根源。会员国着重指出，

从外地到总部都需要开展联合国系统所有三个支柱的协调工作。它们还鼓励安全

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关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开展更好的协作，它们可以为

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提供宝贵信息，帮助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一致性。 

 会员国欢迎 2015 年开展的全面和平审查及其对冲突所有阶段预防工作的关

注。这种办法包括从冲突管理的想法转向侧重于预防并消除冲突根源，其中包括

确保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有可预见的充足资金，包括为此更好地平衡维和预算和

预防预算。 

安全理事会的作用 

 与会者鼓励安全理事会利用预防武装冲突的现有工具，使之发挥更有效的作

用，包括为此更多利用《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发言者强调了调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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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鼓励加强此方面的投入。许多发言者着重指出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保持和平

方面的作用，并鼓励加强联合国与这些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协作。 

 一些会员国确认国家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呼吁安全理事会协调一致地采

取行动，包括在尊重国家主权方面做到这一点。与会者指出，如果秘书长根据第

九十九条所赋特权，将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安理会成员必须表现出予以回应的

政治意愿。 

 回顾 2015 年开展审查的结果，会员国鼓励安理会审议维持和平特派团和特

别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并确保预防工作在其中得到良好体现。会员国强调一体不

能万用，以及任务授权必须符合具体情况。与会者还提及需要将过渡时期司法作

为防止重新陷入冲突的一种手段。 

会员国的作用 

 会员国强调，结束冲突的主要责任在国家本身。许多发言者强调指出，发展

和人权是保持和平的核心。会员国认识到有必要消除不稳定和冲突的根源，并强

调必须全面执行《2030 年议程》。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保持和平的各项决议

相结合，《2030 年议程》为开展结构性的系统预防工作奠定了基础。 

 许多发言者强调需要以“全社会”办法来对待保持和平问题。所有利益攸关

方必须在建设和平、可持续的社会方面积极合作。发言者强调，宗教领袖和传统

领袖可以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还确定了妇女在预防冲突和实现持

久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担任调解人，并鼓励秘书长对此给予特别重视。

与会者还强调了青年人在建设可持续和平方面的作用。 

结论 

 在公开辩论期间，会员国和联合国再次重申了对预防工作的坚定承诺。与会

者强调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必须与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合作，

利用现有的预防外交工具，并将预防工作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 

 与会者强调了世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些挑战正在引发更

复杂的冲突。为了防止这种冲突爆发，联合国及其伙伴必须消除其驱动因素和根

源，这需要一种将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结合起来的综合办法。需要一

种放弃各自为政的做法、支持以协调统一方式开展工作的积极的联合国架构。 

 与会者强调会员国在保护人民和预防冲突方面承担首要责任。但是，应该增

强联合国的能力，以便及早采取行动，查明并应对新出现的冲突。秘书长和安全

理事会之间保持互信的开放关系，这可为建设以预防为工作核心的联合国奠定强

有力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