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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期间，安理会成员与萨赫勒五国集团常务秘书和联

合部队指挥官就萨赫勒五国集团的活动安全方面的

问题举行了工作会议。630 在访问哥伦比亚期间，安

理会成员会见了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代表。631 在通

报访问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情况时，代表团的两位共同

团长都提到，这是安理会这些成员第一次访问伊拉

克。632 在同次会议上，俄罗斯联邦代表和伊拉克代

表也就伊拉克局势发了言。 

–––––––––––– 

 630 见 S/PV.8492(萨赫勒：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631 见 S/PV.8580(哥伦比亚)。 

 632 见 S/PV.8571(科威特和美国)。 

 在访问南苏丹期间，安理会会见了《解决南苏

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的签署方，包括南苏丹共和

国政府、反对派政党代表和主要利益攸关方团体。633 

在对埃塞俄比亚的访问第二部分期间，安理会成员参

加了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就利比亚、南苏

丹、中非共和国以及萨赫勒地区局势发展举行的第十

三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安理会成员及和平与安全理

事会成员还在第四次非正式研讨会期间举行会晤，就

与两个机构的工作和任务有关的热门议题进行接触

和交换意见。634 

–––––––––––– 

 633 见 S/2019/825 和 S/2020/192。 

 634 见 S/2020/192。 

会议：安全理事会访问团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文件 

根据规则第 37 条 

发出的邀请 发言者 

     S/PV.8470 

2019 年 2 月 26 日 

安全理事会西非访问团

(2019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通报情况 

2019 年 2 月 8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

信(S/2019/123) 

安全理事会科特迪瓦和几内亚比绍访问团的

报告(S/2019/303) 

 2 个安理会成员(科

特迪瓦、赤道几内亚) 

S/PV.8492 

2019 年 3 月 27 日 

安全理事会萨赫勒访问

团(2019 年 3 月 21 日至

25 日)通报情况 

2019 年 3 月 20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

的信(S/2019/252) 

(未发布报告) 

 4 个安理会成员(科

特迪瓦、法国、德国、

俄罗斯联邦) 

S/PV.8571 

2019 年 7 月 11 日 

安全理事会伊拉克和科

威特访问团(2019年 6月

27 日至 30 日)通报情况 

2019 年 6 月 27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

的信(S/2019/533) 

(未发布报告) 

伊拉克 3 个安理会成员(科

威特、俄罗斯联邦、

美国)、1 位受邀者 

S/PV.8580 

2019 年 7 月 19 日 

安全理事会哥伦比亚访

问团(2019 年 7 月 11 日

至 14 日)通报情况 

2019 年 7 月 10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

的信(S/2019/557) 

安全理事会哥伦比亚共和国访问团(2019 年

7 月 11 日至 14 日)的报告(S/2019/827) 

 2 个安理会成员(秘

鲁、联合王国) 

S/2019/825 安全理事会埃塞俄比亚

和南苏丹访问团 (2019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 

(没有举行会议，也没有发布报告)   

34.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增进和加强法治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就题为“在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过程中增进和加强法治”的项目举行了 3

次会议，包括 2 次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了一项主席声

明。其中 2 次会议在题为“国际人道法”的分项下采

取简报形式举行，第 3 次会议则是为通过一项决定而

召开。635 有关这些会议的更多信息，包括与会者、

发言者和会议结果，见下表。 

–––––––––––– 

 635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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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S/PV.8580
https://undocs.org/ch/S/PV.8571
https://undocs.org/ch/S/2019/825
https://undocs.org/ch/S/2020/192
https://undocs.org/ch/S/20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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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S/PV.8580
https://undocs.org/ch/S/2019/557
https://undocs.org/ch/S/2019/827
https://undocs.org/ch/S/201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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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理会 2019 年在该项目下的审议重点是在冲突

局势中执行国际人道法与保护人道主义空间之间的

联系，以及在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签

署 70 周年之际如何确保在当代旷日持久和复杂的冲

突中执行和尊重国际人道法。在这方面，安理会成员

强调安理会在确保遵守和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方面

的作用，并强调需要加强法律以应对现代冲突中的挑

战，以及建设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和提高认识

以确保实施和问责的重要性。关于人道主义行动，发

言者指出，需要根据人道主义原则避免将援助及其交

付工作政治化，并需要尊重国家主权。 

 2019 年 4 月 1 日，安理会在该项目下举行了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听取了主管人

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主席和哈佛法学院一名实践教授通报情况。636 

副秘书长指出，确保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是保护

人道主义空间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他呼吁促进加强遵

守法律的政策和做法，并确保扩大和加深对现有规则

的理解和接受。他指出，安理会成员和会员国应通过

协调和倡导人道主义准入、保护医疗保健以及尽量减

少制裁和反恐措施对人道主义行动的影响，来促进人

道主义和医疗活动。副秘书长还说，在追究个人对严

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责任方面，各国需

要做得更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表示，由于无视人的尊

严、质疑法律的适用性以及为了政治利益或控制民众

而将人道主义援助政治化，使公正的人道主义行动的

空间受到威胁。他提到了现代冲突中的复杂挑战，如

恐怖主义以及阻碍进行中立和公正的人道主义交付

的制裁制度和反恐措施。他呼吁各国尊重国际人道法

规定的义务，本着对有区别、谨慎和相称性这些基本

原则的尊重，以保护平民的方式进行敌对行动。哈佛

大学法学院实践教授着重谈到必须确保反恐措施，包

括安理会通过的措施，不会阻碍国际人道法预见或要

求的有原则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及安理会就进一步保

障人道主义行动和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所可采取的

–––––––––––– 

 636 见 S/PV.8499。关于 2014 年举行的会议的更多信息，见

S/PV.7113；S/PV.7115；和《汇辑》2014-2015 年补编，

第一部分，第 36 节。 

步骤。在这方面，她敦促安理会警惕非法支持恐怖主

义行为的定义宽泛和模糊，确保任何支持有原则的人

道主义行动的活动均不构成对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

的部分或全部依据，紧急审议对有原则的人道主义行

动给予全面豁免，并坚持尊重对有原则的人道主义行

动的法律保护。 

 2019 年 8 月 13 日，在担任当月轮值主席国的波

兰的倡议下，637 安理会在《日内瓦四公约》签署 70

周年之际举行了情况通报会，听取了主管法律事务副

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和

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代表的发言。638 副秘

书长在发言中指出，安理会在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方

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包括其维和人员，

都有义务尊重国际人道法，并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

护。在这方面，他呼吁安理会和会员国进一步思考如

何确保适当调查并酌情起诉对维和人员的袭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承认，国际人道法仍然是

各国应对包括武装冲突中的反恐行动在内的当代冲

突挑战的关键工具，并提供了其积极作用的具体例

子。他指出，尽管如此，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努力

尚为不够，他呼吁各国密切注意其法律责任，并采取

实际步骤，花大力气透彻地解释这一法律，强调需要

不断反思这一法律的含义和发展，以应对当前和未来

的战争挑战。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的代表呼

吁将国际人道法纳入主流，并寻找新的方法确保加以

执行。她还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将人道主义规范作为

自己的规范的重要性，以及各国之间彼此形成压力来

确保执行这些规范所带来的好处。 

 2019 年 8 月 20 日，在《日内瓦四公约》签署 70

周年之际，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重申《日内瓦四公

约》对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者的根本重要性。639 安

理会回顾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以及促

进尊重国际人道法规则和原则的必要性。640 安理会

–––––––––––– 

 637 安理会面前有 2019 年 8 月 5 日的信(S/2019/629)所附的

概念说明。 

 638 见 S/PV.8596。 

 639 S/PRST/2019/8，第一段。 

 640 同上。 

https://undocs.org/ch/S/PV.8499
https://undocs.org/ch/S/PV.7113
https://undocs.org/ch/S/PV.7115
https://undocs.org/ch/S/2019/629
https://undocs.org/ch/S/PV.8596
https://undocs.org/zh/S/PRST/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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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国履行其国际人道法义务，并重申强烈谴责这

方面的违法行为。641 安理会尤其对不分青红皂白地

袭击以及袭击平民和学校等民用物体、把让平民挨饿

作为战争手段、非法禁止人道主义援助和人道主义人

员进入以及袭击医疗和人道主义人员及医疗设施等

–––––––––––– 

 641 同上，第二和三段。 

违法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和谴责。642 安理会回顾，《日

内瓦四公约》缔约国有义务在本国法院审判被指控犯

有严重违反《四公约》行为的人，或者，如果该缔约

国愿意，将其移交另一个相关缔约国审判。643 

–––––––––––– 

 642 同上，第三段。 

 643 同上，第四段。 

会议：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增进和加强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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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9 

2019 年 4 月 1 日 

国际人道法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

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主席、哈佛法学院实践教授 

安理会全体成

员、a 所有受

邀者 

 

S/PV.8596  

2019 年 8 月 13 日 

国际人道法 

2019 年 8 月 5 日

波兰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S/2019/629)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

合国法律顾问、红十字委员

会主席、日内瓦国际人道法

和人权学院代表 

13 个安理会

成员、b 所有

受邀者 c 

 

S/PV.8599 

2019 年 8 月 20 日 

     S/PRST/2019/8 

 a 法国由其欧洲事务与外交部长作为代表；德国(安理会主席)由其联邦外交部长作为代表；科威特由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作

为代表；波兰由其外交部长作为代表。 

 b 比利时、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科威特、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南非(也代表科特迪瓦和

赤道几内亚)、联合王国和美国。德国由其联邦外交部长作为代表；荷兰(安理会主席)由其外交大臣作为代表。 

 c 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在日内瓦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了会议。 

35.  与不扩散有关的项目 

 A. 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就题为“不扩散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的项目举行了 1 次会议。会议采取情

况通报形式。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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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9 日，安理会听取了第 1540(2004)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通报情况。645 该委员会主席

–––––––––––– 

 644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645  见 S/PV.8487。 

重点介绍了会员国在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方面

取得的进展以及 2016 年全面审查的结果，包括第

2325(2016)号决议。他强调，自第 1540(2004)号决议

通过以来，在执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他指

出，安理会在其第 2325(2016)号决议中认识到，全面

有效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不断做出努力。截至 2019

年 3 月 19 日，182 个国家提交了初步报告，向委员

会提供关于其为履行决议规定的义务已经或计划采

取的措施的信息。他告知安理会，他已致函不交报告

的国家，要求其提交第一次报告，并向提交报告的国

https://undocs.org/ch/S/PV.8499
https://undocs.org/ch/S/PV.8596
https://undocs.org/ch/S/2019/629
https://undocs.org/ch/S/PV.8599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9/8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PV.8487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2325(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2325(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