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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东局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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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 

2019 年 8 月 29 日 

2019 年 8 月 1 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S/2019/619) 

法国提出的决议

草案 

(S/2019/690) 

以色列、黎巴嫩  八个安理会成员 a 第 2485(2019)号

决议 

15-0-0 

 a 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科威特、联合王国和美国。 

23.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就题为“伊拉克和科威

特间局势”的项目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在此项目下通过

了一项主席声明。会议采取通过形式，478 这是安理会自

2013 年 6 月以来在该项目下举行的第一次会议。479 下表

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发言者和会议结果。 

 2019年 2月 19日，安理会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

安理会在声明中回顾了其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

势的第 2107(2013)号决议，以及安理会以往关于科

威特和第三国失踪国民、包括国家档案在内的科威

特财产归还等问题的所有决议和主席声明。480 安理

会赞扬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及其高级

领导人为执行第 2107(2013)号决议不断努力，并努力

解决与科威特和第三国失踪国民以及归还科威特财

产有关的未决问题。481 安全理事会欢迎伊拉克与科

威特之间建立牢固的双边关系，赞扬科威特政府持续

支持伊拉克努力实现稳定，欣见伊拉克努力根据安全

理事会相关决议，履行尚待落实的所有义务。482 安

理会还欣见两国不断就搜寻科威特和第三国失踪国

民开展合作，并鼓励国际社会为伊拉克当局提供必要

的、先进的创新型技术设备，用来帮助根据最佳做法

确定埋葬地点。483 安理会表示大力支持三方机制成

–––––––––––– 

 478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479 关于先前有关该项目会议的更多信息，见《汇辑》，

《2012-2013 年补编》，第一部分，第 24 节。 

 480 S/PRST/2019/1，第一段。 

 481 同上，第二段。 

 482 同上，第三段。 

 483 同上，第四段。 

员及其主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锲而不舍地搜寻

失踪人员的遗骸，但遗憾地注意到，仍有 369 名科威

特和第三国失踪国民下落不明，而且自 2004 年以来

没有挖出任何遗骸。484 

 在会上，485 科威特代表在宣读声明后表示，主

席声明的通过，保证了被拘留者、失踪国民和归还财

产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而且仍是安理会有关决议

承诺要解决的问题。科威特代表承认这些问题与国际

和平与安全无关，但声称，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人道主

义问题，提醒人们 1990 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

科威特注意到，安理会在其声明中强调，根据第

2107(2013)号决议，这些问题，即被拘留者、失踪国

民和科威特财产问题，是联伊援助团任务的核心内

容。他补充说，该主席声明向伊拉克发出了一个重要

信息，即安理会赞赏并重视伊拉克政府努力搜寻被拘

留者和失踪国民，以了解他们的下落，并向科威特、

特别是向不知道亲人下落的失踪国民家属发出了一

个重要信息，即安理会关心这一问题并采取后续行

动，因为这一问题仍在安理会议程上。 

 2019 年，安理会还在题为“伊拉克局势”的项

目下审议了科威特和第三国失踪国民问题，并在题为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项目下审议了失踪人员

问题。486 

–––––––––––– 

 484 同上，第六和第七段。 

 485 见 S/PV.8463。 

 486 关于更多详情，见第一部分，第 25 和 29 节。 

https://undocs.org/ch/S/PV.8610
https://undocs.org/ch/S/2019/619
https://undocs.org/ch/S/2019/690
https://undocs.org/ch/S/RES/2485(2019)
https://undocs.org/ch/S/RES/210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107(2013)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9/1
https://undocs.org/ch/S/RES/2107(2013)
https://undocs.org/ch/S/PV.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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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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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的邀请和其

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S/PV.8463 

2019 年 2 月 19 日 

    一个安理会成

员(科威特) 

S/PRST/2019/1 

24.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就题为“中东局势，

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举行了 12 次会议。按照

以往惯例，安理会继续为审议该项目每月听取情况通

报，每季度举行公开辩论。487 但在 2019 年，安理会

没有在该项目下通过任何决定。在这个项目下，安理

会还审议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和也门的事态发展以及中东的总体政治局

势。488 下表列有与会者和发言者等更多会议信息。 

 2019 年期间，安理会在该项目下举行的大多数

会议上听取了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

人代表的通报。安理会还听取了主管政治和建设和

平事务副秘书长的两次通报、489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

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的

一次通报、490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助理秘书长兼紧急

救济副协调员的一次通报，491 后者是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安理会首次听取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代表就

该项目所作的通报。492 安理会还听取了四名民间社

会代表的情况通报。中东生态和平组织联合主任介绍

了他们在该地区开展的活动，并呼吁安理会敦促以色

列、巴勒斯坦国和约旦政府推进在水和环境方面的合

–––––––––––– 

 487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488 更多信息见第一部分，第 22 节。 

 489 见 S/PV.8517 和 S/PV.8583。安理会成员除听取她的定期

通报外，还在非正式全体磋商中听取了副秘书长关于以

色列决定于 2019年1月终止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驻

留的通报(见 S/2019/1015)。 

 490 见 S/PV.8532。 

 491 见 S/PV.8466。 

 492 关于这次通报的更多信息，见《汇辑，2016-2017 年补编》，

第一部分，第 25 节。 

作。493 吉沙促进行动自由法律中心执行主任谴责加

沙局势，并鼓励安理会成员注意到除以色列定居点

外，孤立加沙也是和平的主要障碍。494 代表以色列

埃什科尔地区居民在安理会发言的阿黛尔·雷默尔

谈到了她自 1975 年以来在与加沙地带接壤的尼林集

体农场生活的个人经历。495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在每月通报中着重谈

到和平进程继续陷入僵局、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巴

勒斯坦内部和解仍然缺乏进展、定居点继续建造以及

西岸的暴力事件。他还着重谈到以色列决定停止向巴

勒斯坦移交税收、近东救济工程处获得的国际财政援

助不断减少以及以色列 1 月 28 日决定不延长希伯伦

临时国际驻留人员的任务期限。在此期间，他警告安

理会有升级风险，并将 2019 年 4 月和 5 月暴力事件

爆发描述为自 2014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从加沙向

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火箭弹，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和

以色列人伤亡。针对美国 11 月 18 日宣布不再认为

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的声明，特别协调员重申了联

合国根据第 2334(2016)号决议的立场，即以色列的

定居点活动公然违反国际法，严重阻碍实现两国解

决方案。496 特别协调员在通报中除以巴冲突外还谈

到了其他议题，例如黎巴嫩局势，包括第 1701(2006)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被占戈兰的局势。 

 每月通报会在每个季度报告一次第 2334(2016)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在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举

–––––––––––– 

 493 见 S/PV.8517。 

 494 见 S/PV.8669。 

 495 见 S/PV.8690。 

 496 见 S/PV.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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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S/2019/1015
https://undocs.org/ch/S/PV.8532
https://undocs.org/ch/S/PV.846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1701(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01(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4(2016)
https://undocs.org/ch/S/PV.8517
https://undocs.org/ch/S/PV.8669
https://undocs.org/ch/S/PV.8690
https://undocs.org/ch/S/PV.8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