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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会议  

2008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3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根据《公约》第 5条请求延长完成销毁杀伤人员地雷的期限 
内容提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  

增   编  

 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同样希望第九届缔约国会议圆满成功，包

括就所审查的延期请求达成均衡兼顾和协商一致的成果。作为《公约》基石的协作

精神，一直是《公约》的突出成就之一，在消除杀伤人员地雷对无辜平民所构成威

胁的集体努力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2.  第九届会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厅举行的，这提醒各缔约国不要忘记

最最优先的任务就是保护无辜者。对于失明少女的父母或失去双腿的农民来说，他

们并不关心我们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唇枪舌剑。他们不为长篇大论所动。他们完全不

在乎谁能够自称道德上高人一等。他们在乎的是，谁会帮助他们，谁会采取行动消

除地雷对他们社区民众构成的威胁。  

 3.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加拿大、日本和挪威

一道，去年合计捐出 1.6 亿多美元帮助那些所受地雷祸害最为严重的国家。它们是

应优先关注的受害国，即使是在目前这种资金极为紧张的时刻，联合王国也会优先

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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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还须铭记的是，我们都希望各国普遍加入本公约，希望能说服其他国家加

入。缔约国必须努力防止《公约》进程陷于越来越政治化的境地，以免损害促进《公

约》普遍性的努力。此外，《公约》和议事规则中载明，对于缔约国会议上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由成员国自己考虑是否接受。与第九届会议期间提出的某些文件和所

作的某些发言中的观点相反的是，缔约国在签署《公约》时接受的义务不得加以修

改，也不得强加更多的义务，除非通过第 8 条第 2 款和第 13 条所述的程序这样做。 

 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极为认真地看待它在《渥太华公约》之下承

担的所有义务。随着 1998 年《地雷法》的颁布，联合王国已实施有效的国内法来

防止和打击在缔约国管辖和控制下的领土上进行任何受到禁止的活动。联合王国拥

有的一百多万枚杀伤人员地雷的巨大库存，在《公约》生效后的第一年内就已销毁，

比第 4 条中规定的期限提早了大约三年。  

 6.  具体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言，尚待履行的唯一义务就是清除

在其管辖和控制之下的雷区，而仅有的这样的雷区就位于福克兰群岛。有成员国质

问：为什么还没有清除二十多年前布设的这些地雷？  

 7.  如后来《公约》的目标所反映的那样，联合王国的主要关切一直是消除杀

伤人员地雷对无辜平民构成的威胁。因此，敌对行动一停止，立刻就优先清理对平

民造成直接危险的区域。当时，从福克兰群岛总共排除了 1,855 枚地雷和诱杀装置。 

 8.  余下雷区的地形有各种各样，其中包括沙丘、山地、碎石堆、干泥炭土、

湿泥炭沼。许多地区与外界隔绝，只能使用特制的履带车辆进出。所有雷区都依照

第 5 条的规定标明了周界，对它们进行例行监视，并且用栅栏保护起来，以确保有

效阻止平民进入。岛上长期驻有联合王国爆炸性弹药处理队，经常性地监视雷场，

并在地雷有可能造成人道主义危险时采取行动予以销毁。除此以外，还开展了地雷

危险性教育。  

 9.  其后，联合王国与阿根廷共同研讨采取哪一种办法最能适应福克兰群岛雷

场的独特性。两国设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而此举也受到各缔约国的欢迎。联合王

国曾在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上指出，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程”。2001 年开始进

行一项关于福克兰群岛排雷问题的联合可行性研究，作为其核心的实地调查由克兰

菲尔德大学进行，该大学是一间在国际上受尊重的独立机构。由于涉及细致、复杂

和大量的双边谈判，到 2007 年 10 月才完成这一研究工作。联合王国要再次感谢阿

根廷在整个过程中的持续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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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可行性研究完成后，爆炸性弹药处理队及其他工作人员于 2008 年 4 月接

受了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提供的排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培训。他们目前正

在进行所有地雷信息和地理信息的数字化，联合王国希望这一工作于明年初完成。

数字化工作将进一步有助于未来的排雷努力。  

 11.  6 月 4 日，根据《公约》第 5 条，联合王国向地雷清除常设委员会提出正

式的延期请求，要求将我国按照第 5条履行其清除福克兰群岛上的 117个雷区(13.15

平方公里)的义务的期限予以延长。其后，联合王国又向分析小组主席作了四次立场

澄清，其中的三次是由部长级官员作出的。  

 12.  各缔约国和分析小组现在有时间仔细研读本文件，而联合王国也不打算在

此概述其内容。各缔约国也许发现本文件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澄清分析小组

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13.  首先，联合王国要纠正对福克兰群岛政府的作用的任何误解。《渥太华公

约》的适用范围于 2001 年 12 月扩大到联合王国的海外领土(包括福克兰群岛)。福

克兰群岛认识到联合王国在《渥太华公约》之下承担的义务。2008 年 5 月 9 日，福

克兰群岛政府正式声明：“……我们不会阻挠女王陛下政府为履行其国际义务所作

的任何努力”。其后，福克兰群岛政府还表示愿意充分配合任何排雷行动。可行性

研究进行过程中，我们曾与福克兰群岛政府进行过协商，而对于今后将采取的做法，

联合王国还会继续征求其意见。鉴于其所具有的特殊宪法地位，并鉴于地雷埋设在

其所代表的社区内，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丝毫没有改变以下的事实：是联

合王国政府在第 5 条之下有义务清除福克兰群岛雷区内的地雷，正如其延期请求中

所表明的那样。  

 14.  其次，福克兰群岛排雷行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而

第 5 条第 4 款也正确地认识到环境影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可行性报告指出，

“关于使用具侵扰性的手段进行过排雷的任何土地的植被再生问题，所建议的方法

完全是以在联合王国环境内取得的经验和实验结果作为依据……对于移动过的或

者受到很大扰动的泥炭土质的天然植被再生，只进行过极少的试验，甚至没有作过

任何试验……极力建议先在试验地区对提出的所有方法进行实验性试用，然后才广

泛开展恢复工作。对于受到在企鹅栖居地附近进行的排雷活动破坏过的土地的治理

和恢复建议，也必须极为小心。尽管有人进行过一些实验，研究了环境受扰对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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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代谢活动和繁殖成效的影响，包括在群岛上作过一些评估，但获得的数据不足以

准确估计对环境造成的全面影响。”  

 15.  对环境的关注意味着，如联合王国延期请求中的表 C.4 所述，福克兰群岛

的任何排雷行动都必须接受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此外，联合王国还认为，最好在

排雷之前和之后进行生态影响评估。  

 16.  根据可行性研究结果，联合王国请求延长 10 年，因为该研究报告明确指

出，福克兰群岛的排雷行动具有挑战性，至少需要 10 年才能够全面清除地雷。《渥

太华公约》允许请求延长 10 年，而联合王国的详细请求中也载有第 5 条第 4 款所

要求提供的资料。  

 17.  有人建议联合王国将其请求延长的时间缩短一点，而对某些缔约国来说，

这个修正延期请求的建议初看起来也似乎很合理。但要铭记的是，只要有可能，联

合国会力求在正式最后期限远未到期之前就完成其公约义务所要求其开展的工作

(如我们在销毁储存一事上所做的那样)。  

 18.   联合王国之所以请求延长 10 年，是因为实际进行排雷涉及复杂的实际问

题。联合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此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我们不无遗憾地注意到，分

析小组似乎不大重视环境因素，而《公约》的起草者，特别是对于在福克兰群岛这

样的脆弱生态系统中进行排雷的情况，显然是相当重视环境因素的。鉴于分析小组

提出的意见和日内瓦会议的讨论情况，并出于维护《公约》完整性的愿望，联合王

国探讨了可立即采取哪些实际步骤来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建议。  

 19.  联合王国今天高兴地宣布，我们已决定着手清除福克兰群岛的三个雷区。

它们是：福克斯贝 8(西)；古斯格林 11；和斯坦利地区 3, M25。选择这三个雷区，

是因为它们距市区不远。此外，它们具有各种地形，有助于检验排雷行动的环境和

生态影响，而上文表明这些影响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  

 20.  目前正在拟订一份需要满足的条件清单。联合王国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内进行招标。同时，我们将着手建立一个以福克兰群岛为基地的排雷行动协调委员

会，并制定适当的国家排雷行动标准。目前还完全无法确定完成这一排雷工作的时

间表，因此联合王国将不修正其延期请求。然而，联合王国完全同意缔约国有义务

按照第 7 条的规定，每年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联合王国将继续履行这一义务。  

 21.  联合王国重申其对《公约》的全力支持，《公约》仍然是为结束杀伤人员

地雷造成的痛苦和伤亡而作出努力的必要框架。联合王国很幸运的是，福克兰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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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区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极小：在冲突一结束就立即开展清除工作之

后，25 年来没有发生任何伤亡，也不存在任何要治理土地的经济压力。  

 22.  与此相反，在本届缔约国会议上提出延期请求的其他许多国家都报告说它

们有为数众多的地雷受害者，并提供有力的证据说明它们如何通过排雷而实现了本

来无法实现的社会经济发展。这突出表明，应继续优先关注仍然会造成伤亡的杀伤

人员地雷的清除问题。  

 23.  联合王国在支持这样的排雷努力上有着突出的表现，这证明联合王国决心

帮助那些遭受杀伤人员地雷的祸害最为严重的国家。联合王国为受地雷影响的国家

开展的排雷行动捐助了大约 1000 万英镑。今天，我们高兴地证实，联合王国已决

定维持目前这种为受影响最严重地区清除杀伤人员地雷、遗留集束弹药和其他战争

遗留爆炸物的工作提供资助的水平，为期 3 年，到 2013 年为止。这项决定表明，

联合王国决心致力于实现《公约》的最首要目标：结束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痛苦和

伤亡。未来四年内，联合王国将一如既往，继续与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

织共同努力，采取紧急行动以保护无辜平民。在这方面，我要特别赞扬哈洛信托会、

地雷行动小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排雷行动处的工作。  

 24.  联合王国希望以上的进一步澄清有助于确认联合王国决心履行其公约义

务，并有助于各位同事理解福克兰群岛的排雷行动在实际、环境和生态方面所面对

的真实而又重大的挑战，从而理解联合王国为何不得不请求延长 10 年。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