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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湖区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大湖区局势举

行了一次会议，以情况通报的形式进行。58 此外，安

理会成员在 2020 年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但未就上

述项目通过任何决定。59 表 1 和表 2 列有关于上述会

议和公开视频会议的更多信息。 

 关于秘书长的两份报告，秘书长大湖区问题特使

在通报情况时重点介绍了其办公室为支持执行《刚果

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而开展

的活动，以及 COVID-19 大流行病对该区域的影响。60  

 在 4 月 22 日举行的视频会议上，特使向安理会

通报了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强调

了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对该区域和平、安全与发

展的影响。61 在这方面，他告知安理会，《和平、安

全与合作框架》的执行受到影响，导致已定在该区域

举行的重要会议推迟举行，包括第二次大湖区投资和

贸易会议和区域监督机制第十次首脑会议。不过，鉴

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治过渡、乌干达和卢旺达

关系正常化取得进展、南苏丹团结政府的组建以及刚

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两国政府边界争端的外交解

决，情况依然令人乐观。为支持该区域努力加强区域

内各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协调和信息交流，特使促成了

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情报部门负责人之间的讨论。在这方

面，特使请安理会提供支持，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必

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以执行该区域国家元首们将采

取的措施。然而，特使指出，挑战仍然存在，最大的

挑战仍然是武装团体的活动，包括非法开采自然资

源。他还提到该区域即将举行的选举，特别是布隆迪

和中非共和国的选举，需要加以密切关注。面对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病和埃博拉病毒病的持续流行而加

剧的各项挑战，他申明需要加倍努力，支持大湖区各
__________________ 

 58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二节。 

 59 关于 COVID-19 疫情期间制定的程序和工作方法的更多

信息，见第二部分。 

 60 S/2020/272 和 S/2020/951。 

 61 见 S/2020/325。 

国和人民克服这两个公共卫生危机，巩固迄今在执行

《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特使本

人则与《框架》的保证国和国际伙伴合作，宣布了他

今后几个月的五个优先事项，即动员国际社会帮助该

区域各国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支持进行中的推动

进程；鼓励区域安全合作，促进采取综合办法，包括

军事和非军事措施，打击武装团体；参与关于自然资

源的非法开采和贸易的区域和国际讨论；并继续就召

开下一次《框架》区域监督机制和大湖区投资和贸易

会议首脑会议进行必要的讨论。 

 在讨论中，安理会成员62 表示支持特使的工作，

并提到大湖区新的和平与安全战略的重要性。一些安

理会成员还响应秘书长的停火呼吁，并强调鉴于

COVID-19 大流行对该地区人道主义局势和政治进程

的影响，停火呼吁十分重要。63 安理会成员还注意到

该区域的积极事态发展，同时警告区域合作可能会失

去势头。关于布隆迪，法国代表表示，法国保持警惕，

并指出，和平、包容各方和可信的选举将有助于该区

域走向政治稳定与和平。同样，德国、联合王国和美

国代表对布隆迪选举环境和COVID-19大流行对选举

的影响表示关切。突尼斯代表(也代表尼日尔、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南非发言)指出，布隆迪正在进行

的大选筹备工作是领导该国巩固和平与稳定政治环

境的唯一可行办法。俄罗斯联邦代表说，政治决定只

有由各国自己作出，才能带来长期稳定。 

 在 10 月 13 日举行的会议上，64 安理会听取了特

使的第二次半年度通报。他指出，过去几个月来，该

区域的总体局势保持稳定，尽管面临持续挑战，但仍

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在政治方面，特使欢迎布隆

迪在 5 月大选后和平移交权力，并欢迎该区域各国正

在利用外交手段和区域机制来和平解决分歧，刚果民

主共和国和赞比亚之间边界争端的解决就是如此。特
__________________ 

 62 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和

突尼斯(也代表尼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南非)。 

 63 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联合王国和越南。 

 64 见 S/PV.8767。 

https://undocs.org/ch/S/2020/272
https://undocs.org/ch/S/2020/951
https://undocs.org/ch/S/2020/325
https://undocs.org/ch/S/PV.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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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还列举了另一个积极的例子，即卢旺达和乌干达承

诺通过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斡旋，着手展开关

系正常化进程。但是，他指出，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

仍然令人关切，并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局势。

在这方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开展行动的武装团

体的活动继续造成巨大的人类痛苦。罪责者的逍遥法

外伤害了人民，并给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负

面影响。特使申明，他打算继续倡导加强打击有罪不

罚现象，特别是通过有效执行《关于司法和善治的内

罗毕宣言》。关于《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的执行

情况，特使向安理会通报了他根据 4 月 22 日概述的

五个优先事项采取的举措。他于 10 月 12 日向秘书长

提交了联合国在大湖区巩固和平、解决和预防冲突的

战略。他指出，在为联合国在该区域的行动提供全面

的十年路线图而进行的各种协商中，提出了 10 个优

先事项，重点是一些具体的优先行动，特别是在预防

性外交、安全合作、发展、促进人权以及到 2023 年

时妇女和青年的作用得到加强。 

 在审议期间，安理会成员65 注意到该区域的积极

事态发展，同时对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特别是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局势表示关切。安理会成员66 重申 

__________________ 

 65 德国、联合王国、突尼斯(也代表尼日尔、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及南非)和俄罗斯联邦。 

支持特使的工作，并期待着该区域巩固和平、解决和

预防冲突战略的最后确定。在这方面，突尼斯代表(也

代表尼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南非发言)

赞扬特使努力领导制定该战略，并希望该战略将有助

于确定和拟订优先事项，并精简优化联合国巩固和

平、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工作。同样，比利时代表希望，

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逐步撤出

以及联合国在布隆迪的方针和存在有所调整的情况

下，该战略将使联合国能够有适足而协调的印迹。此

外，突尼斯代表(也代表尼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以及南非发言)说，他们感到鼓舞的是，该区域的一

些会员国对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作出了积极

回应，安理会第 2532(2020)号决议支持这一呼吁。关

于布隆迪，安理会成员注意到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

并欢迎上次选举后和平移交权力。中国代表和俄罗斯

联邦代表也指出，布隆迪已不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

成威胁，应将其从安理会议程中移除。67  

__________________ 

 66 法国、德国、联合王国、突尼斯(也代表尼日尔、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南非)、印度尼西亚(也代表越南)、比

利时和俄罗斯联邦。 

 67 2020 年 12 月 4 日，安理会就题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

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的项目发表

了一项有关布隆迪的主席声明(S/PRST/2020/12)，其中安

理会请秘书长停止定期报告布隆迪局势，期待秘书长把

布隆迪纳入其关于大湖区和中部非洲的定期报告范围。

详情见第一部分第 36 节和第九部分第六节。 

会议：大湖区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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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的邀请及其

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S/PV.8767 

2020 年 10 月 13 日 

秘书长关于刚果民

主共和国和该区域

和平、安全与合作框

架执行情况的报告

(S/2020/951) 

 刚果民主

共和国 

秘书长大湖区

问题特使 a 

11 个安理会成员、b 

所有受邀者 

 

 a 秘书长大湖区问题特使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b 比利时、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也代表越南)、俄罗斯联邦、突尼斯(也代表尼日尔、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 

https://undocs.org/ch/S/RES/2532(2020)
https://undocs.org/ch/S/PRST/2020/12
https://undocs.org/ch/S/PV.8767
https://undocs.org/ch/S/202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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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大湖区局势 

视频会议日期 视频会议记录 标题 

决定、表决(赞成-反对-弃权)和 

书面程序记录 

    2020 年 4 月 22 日 S/2020/325 2020年 4月 24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

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 

 

4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就刚果民主共和

国局势举行了 1 次会议，并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

了 2 项决议。下表 1 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

和发言者信息。此外，安理会成员还就本项目举行了

4 次公开视频会议，其中 2 次是为公布对所通过决议

的表决结果。68 安理会成员还根据第 1353(2001)号决

议，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

定团)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举行了 1 次非公开视频会

议。69 下表 2 列有更多视频会议信息。除会议和视频

会议外，安理会成员还为讨论本项目举行了非正式全

体磋商和非正式互动对话。70  

 2020 年，安理会定期听取了负责刚果民主共和

国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刚稳定团团长就秘书长

报告所作的情况通报。71 安理会还听取了关于刚果

民主共和国的第 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的 1 次通报情况72 和拯救矿区行动组织主任的 1 次

通报情况。73 

 特别代表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介绍了

COVID-19 疫情对联刚稳定团活动和该国总体状况影

响的最新情况。她还报告说，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导
__________________ 

 68 关于 COVID-19 疫情期间制定的程序和工作方法的更多

信息，见第二部分。 

 69 2020 年 12 月 2 日，安理会成员就题为“安全理事会依照

第 1353(2001)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 节的规定与部队和警

察派遣国举行会议”的项目举行了1次非公开视频会议；

见 A/75/2，第二部分，第 22 章。 

 70 见 A/75/2，第二部分，第 12 章。另见 S/2020/258。 

 71 S/2020/554、S/2020/919 和 S/2020/1150。 

 72 见 S/2020/987。 

 73 见 S/2020/598。 

致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

迪·奇隆博宣布 2020 年 12 月结束执政联盟，并称联

刚稳定团采取行动，鼓励各政治力量和民间社会的代

表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煽动暴力的

行动。74 她告诫说，2023 年选举前的政治操弄和站

位风险将成为压倒一切的重点，以至将该国所需的治

理改革和稳定措施排除在外。75 她谈到刚果民主共和

国特别是在其东部持续面临的安全挑战，指出通过综

合办法保护平民仍然是联刚稳定团的核心优先事

项。她还指出，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些最严峻

挑战——从存在外国武装团体到非法开采和贩运矿产

资源——需要通过区域和国际努力得到可持续的解

决。在这方面，联刚稳定团将继续与秘书长大湖区问

题特使办公室密切合作，以支持作为联合国大湖区战

略组成部分之一的该国政府，并与其他区域组织密切

合作。特别代表在通报中还提及秘书长曾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向安理会介绍过的联刚稳定团逐步分阶段

缩编联合战略，76 该战略体现了稳定团逐步、负责任

和可持续缩编和撤出的共同愿景。77 

 考虑到刚果民主共和执政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

人权受侵犯的情况、该国特别是东部各省动荡不安的

安全状况、不断恶化且因 COVID-19 疫情而更形恶化

的人道主义局势、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联刚稳定团的

分阶段缩编，安理会成员讨论了该国的政治动态。 

 关于政治动态，几个安理会成员呼吁刚果政治行

为体和平解决分歧，通过对话缓解执政联盟内部的紧
__________________ 

 74 见 S/PV.8778。 

 75 见 S/2020/987。 

 76 S/2020/1041，附件。 

 77 见 S/PV.8778。 

https://undocs.org/ch/S/2020/325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533(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353(2001)
https://undocs.org/ch/A/75/2
https://undocs.org/ch/A/75/2
https://undocs.org/ch/S/2020/258
https://undocs.org/ch/S/2020/554
https://undocs.org/ch/S/2020/919
https://undocs.org/ch/S/2020/1150
https://undocs.org/ch/S/2020/987
https://undocs.org/ch/S/2020/598
https://undocs.org/ch/S/PV.8778
https://undocs.org/ch/S/2020/987
https://undocs.org/ch/S/2020/1041
https://undocs.org/ch/S/PV.8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