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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6 年 1 月 19 日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6/53)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在题为“2016 年 1

月 19 日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6/53)”的议程项目下举行

了 5 次会议，其中包括 1 次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一

项决议。其中 4 次会议采取通报会形式，还有一次是

为通过一项决定而召开的。288 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

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安理会还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至 14 日对哥伦比亚进行了访问。289 

 2019 年，安理会听取了负责哥伦比亚问题秘书

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团长在该项目

下的季度情况通报，以及民间社会组织“调查与社会

经济行动公司”执行主任罗莎·埃米利亚·萨拉曼

卡的一次通报。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290 特别代

表强调，哥伦比亚的可持续和平需要在哥伦比亚政府

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哥人民军)于 2016

年签署的《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

议》的所有组成部分方面取得平行进展，包括全面农

村改革、替代非法作物、安全保障、前战斗人员重返

社会以及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和赔偿。他赞扬政府和哥

人民军对和平进程的承诺，尽管哥人民军的几名前指

挥官在 2019 年 8 月宣布了他们计划再次拿起武器的

决定，他强调，大众革命替代力量预计将参加 2019

年 10 月举行的区域和地方选举，需要确保选举进程

的安全。特别代表对前战斗人员的安全以及非法武装

团体杀害社区领袖和人权维护者表示严重关切。他呼

吁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具体行动，并呼

吁该国政府确保国家在前冲突地区的有效和综合存

在，包括为此实施“通过法制实现和平”计划。 

 秘书长特别代表注意到国家重返社会理事会为

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经济社会批准并拨付了更多生

–––––––––––– 

 288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289 关于安理会访问哥伦比亚的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33 节。 

 290 见 S/PV.8450、S/PV.8511、S/PV.8581 和 S/PV.8639。 

产性项目，同时鼓励政府利用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

的办法加快和增加项目数量，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

以及获得市场和土地的机会。关于过渡时期司法，特

别代表注意到澄清真相、共存和防止重陷冲突委员会

的启动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

在审查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方面取得了进展。他

呼吁在有关《最终协议》规定的宪法改革的任何进一

步讨论中进行建设性和包容各方的对话，并要求此类

改革只在未来适用，并回顾秘书长的声明，即不追溯

性原则对于保持对未来进程的信心至关重要。 

 在向安理会发言时，291 调查与社会经济行动公

司执行主任指出，《最终协议》提供了实现和平的全

面办法，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其相互关联的办法和以受

害者为中心的方式。在这方面，她强调了包括妇女在

内的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经济和社会生活、支持民主

机构和权力分配、性暴力受害者获得诉诸司法的机会

以及确保女性人权维护者安全的重要性。她补充说，

和平进程中以性别平等为中心的做法有可能加速为

整个社会带来和平的好处。 

 在 2019 年审议该项目期间，安理会成员认识到

在执行《最终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注意到仍然

存在的挑战。在这方面，发言者强调加快努力，争取

使前哥人民军成员在政治、法律和社会经济方面完全

重返社会的必要性；前冲突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包括

农村综合改革和发展项目；尊重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

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支持澄清真相、共存和防止重

陷冲突委员会。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对在 2019 年 10 月

地方和地区选举之前继续杀害前战斗人员、人权捍卫

者和社区领袖以及政党候选人表示严重关切。一些成

员强调必须执行《最终协议》中的性别平等条款，并

让年轻人参与执行该协议。大多数发言者将安理会

2019 年 7 月对哥伦比亚的访问描述为表达对哥伦比

亚和平进程的声援和支持的好机会。 

–––––––––––– 

 291 见 S/PV.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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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2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487(2019)

号决议，欢迎《最终协议》通过以来在实现和平方面

取得的进展，敦促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全面执行该协

议来维持进展和应对挑战。292 安理会确认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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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第 2487(2019)号决议，序言部分第 4 段。 

总统在这方面的请求，将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的任

务期限延长一年，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293 

–––––––––––– 

 293 同上，序言部分第 6 段，以及执行部分第 1 段。关于核

查团任务的更多信息，见第十部分，第二节。 

会议：2016 年 1 月 19 日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6/53)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根据规则 

第 37 条 

发出的邀请 

根据规则第 39 条 

发出的邀请及 

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S/PV.8450 

2019 年 1 月 23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哥伦比亚核查团的

报告(S/2018/1159) 

 哥 伦 比

亚、古巴 

秘书长特别代

表兼联合国哥

伦比亚核查团

团长 

安理会全体成员、a 

所有受邀者 b 

 

S/PV.8511 

2019 年 4 月 12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哥伦比亚核查团的

报告(S/2019/265) 

 哥伦比亚 秘书长特别代

表、调查与社会

经济行动公司

执行主任 

安 理 会 全 体 成

员、所有受邀者 b 

 

S/PV.8581 

2019 年 7 月 19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哥伦比亚核查团的

报告(S/2019/530) 

 哥伦比亚 秘书长特别代表 安理会全体成员、c 

所有受邀者 b 

 

S/PV.8616 

2019 年 9 月 12 日 

 联合王国提出

的决议草案

(S/2019/725) 

   第 2487(2019)号 

决议 

15-0-0 

S/PV.8639 

2019年10月10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哥伦比亚核查团的

报告(S/2019/780) 

 哥伦比亚 秘书长特别代表 安 理 会 全 体 成

员、所有受邀者 b 

 

 a 多米尼加共和国(安理会主席)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派各自的外交部长作为代表出席。 

 b 哥伦比亚派外交部长为代表出席。 

 c 秘鲁(安理会主席)派外交部长为代表出席。 

16.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在新增加的题为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的项目下举行了

四次会议，包括一次高级别会议。其中两次会议采取

通报会的形式，一次采取辩论的形式，还有一次是为

了通过一项决定而召开的。294 安理会未能通过两项

–––––––––––– 

 294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决议草案，其中一次是因为一个或多个常任理事国投

反对票，另一次则是因为缺乏必要票数。下表列有更

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 

 该项目下的第一次会议是应美国的要求在 2019

年 1 月 26 日以辩论的形式举行的，295 此前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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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见 S/PV.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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