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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61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与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有 

关的问题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2014年 11月 26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我国 2014 年 11 月 20 日的信，其中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常驻代

表兼临时代办海科·托马斯转递了 2014 年 11 月 13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

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的一封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和所附《关于声援难民和收容难民国家和社区的柏林公

报》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1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哈拉尔德·布劳恩(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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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1月 26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我谨诚挚感谢联合国代表对 10月 28 日在柏林举行的“关于叙利亚难民局势：

支持区域稳定的会议”提供的广泛援助，以及你个人对会议作出的贡献。会议通

过了本信所附的《关于声援难民和收容难民国家和社区的柏林公报》(见附文)，

与会者以此明确承诺为叙利亚难民和尤其受到重创的该区域难民收容国提供长

期支助。 

 《公报》传递的关键信息是，必须用政治办法解决叙利亚冲突，这是实现持

久和平及难民返回家园的最重要先决条件。新任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

凡·德米斯图拉先生概述了关于恢复和平进程的初步想法，他说，必须“以综合

方式”和“不设先决条件”地恢复和平进程。 

 在找到政治解决办法之前，必须着重加强收容国的体制和能力，使它们能够

应对大量难民涌入带来的挑战，防止稳定局势、特别是黎巴嫩局势稳定遭到进一

步破坏。必须作出多年承诺，确保收容国在财政支助方面的规则能够有更大的确

定性和可预测性。必须更好地协调和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合作措施，其中应

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国家优先事项。为支持这一点，德国已为今后三年认捐 5 亿欧

元。 

 除了提供重大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结构性援助，国际社会在接纳叙利亚难民方

面还须做出更多努力。此外，当务之急是必须把《柏林公报》的内容转化为现实。

我们愿与联合国共同努力，推动定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会议，讨论如何重新安置和以其他形式接纳叙利亚

难民，以便为难民创造更多的人道主义接纳和重新安置备选办法。 

 为执行此次会议的结论而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难民署、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将于 12 月 18 日在德国提出和介绍叙利亚人道

主义援助应急计划和区域难民和复原力计划。我将非常荣幸地在联邦外交部主持

这次介绍活动。 

 我冒昧地将本信及所附《公报》抄送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副常驻代表 

临时代办 

海科·托马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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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关于声援难民和收容难民国家和社区的柏林公报 
 

  关于叙利亚难民局势：支持区域稳定的柏林会议 
 

联邦外交部， 

2014 年 10月 28 日，柏林 
 

 痛惜叙利亚人民的厄难，这种厄难致使该国近半数人民背井离乡，300 多万

难民越境逃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赞赏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在能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然

慷慨接纳大量叙利亚难民，并且意识到这些国家人民因此而承受的费用、压力和

社会挑战， 

 在这方面认识到，迄今为止，黎巴嫩和约旦的人均难民比率居全球之冠(与

会者指出，一些收容国并非 1951 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7 年

《议定书》的缔约国，但自愿执行其中一些规定)， 

 认识到叙利亚冲突是造成流离失所问题的根源，而且这个根源依然存在，又

认识到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状况日益恶化，对难民流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认识到改进对叙利亚境内受冲突影响和需要人道援助者的支助和大力加强重新

安置行动力度，或许能够减轻收容国承受的压力， 

 感到震惊的是，这场危机旷日持久，在今后数年里，收容国将持续承受压力，

因此，认识到需要采取中期和长期办法，从数量和质量方面减轻这场危机对地方

社区和收容国的影响， 

 意识到收容社区收容了大量难民，难民大规模涌入，使政府服务、资源和基

础设施、特别是使社会服务、保健系统、教育系统、住房能力、水和环卫设施以

及能源等服务、资源和基础设施捉襟见肘， 

 认识到必须支持这些公共服务，以应对收容社区人口临时激增的情况，这增

加了收容国的根本发展需求， 

 认识到难民与收容社区关系日趋紧张，急需防止难民危机触发社会紧张局

势，并着重指出，适当支助收容国和收容社区对于防止激进化至关重要， 

 关切地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反应仍然不能满足各收容国政府和联合国

各组织评估的需要，意识到需要增加资金和提高供资可预测性， 

 认识到，因此，最高优先事项是在每个层次确定优先次序和实现增效，各捐

助方和联合国支持的收容国更加紧密地协调行动， 



A/69/630  

 

14-66526 (C) 4/6 

 

 欣见收容国在联合国支持下领导各项协调行动，赞赏制定国家应对计划，以

此作为广泛区域合作伙伴战略区域难民和复原力计划的基础， 

 柏林会议与会者商定： 

  推动叙利亚和平与稳定 
 

 与会者认识到，只有通过政治解决办法，结束流血，维护叙利亚的国家统一

和领土完整，才能全面和永久解决叙利亚的厄难。在这方面，他们回顾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决议核可的 2012 年 6 月 30 日《日内瓦公报》，该公报

是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性政治进程的基础，这个政治进程能够满足叙利亚人民的

合理愿望，不分宗教或信仰，促进和保护每个叙利亚人的人权。他们欢迎联合国秘书长最

近任命斯塔凡·德米斯图拉为叙利亚问题特使，并表示将支持他的工作， 

 各捐助方将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规定和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原则，并依

据确定的需要和交付援助的能力，紧急和大幅度增加为叙利亚境内救济活动提供

的资金。各捐助方将考虑各种办法，更多地在叙利亚境内提供发展援助，以建设

社区和个人抵御冲突的复原力，并酌情开始开展重建工作，从而在叙利亚境内创

造生计。 

 与会者将努力推动和增加对叙利亚境内所有人的支助，特别是对难以进出地

区人民的支助，包括跨线和跨界进入叙利亚，提供援助，以确保按照安全理事会

第 2139(2014)和 2165(2014)号决议的规定，向叙利亚境内受冲突影响和需要人道

支助的人提供适当援助和服务。 

  调整人道主义和发展应对行动 
 

 在今后数年里，各捐助方将努力根据收容国的优先事项调动更多发展援助，

依据确认的需要，支持收容国政府和收容社区。各捐助方还将通过更多地使用多

年期供资办法等途径，努力提高其支助的中期和长期可预测性。各捐助方将视需

要与收容国政府协调，探讨通过信托基金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以便采取多年期供

资办法。 

 为确保全面和前后一致地应对人道主义和发展需要，各捐助方、国际组织、

联合国和收容国将克服体制障碍，共同努力，减少交易费用和工作重复现象。所

有与会者都将在联合国支持下，在收容国领导下，继续密切协调。 

 收容国将强调指出难民局势对国家应对计划的影响；联合国系统和各捐助方

将在其发展活动中考虑难民大量涌入造成的长期后果，考虑增加对收容国的援

助。各捐助方将努力提供足够的资金，确保通过多年期人道主义和发展认捐等途

径，提高其供资的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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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将特别重视难民营之外和城镇地区的难民和地方社区，调整其人道主

义和发展应对行动，使其满足这些难民和社区的具体需要。 

  处理对收容国的经济和结构性影响 
 

 与会者将努力满足收容社区的需要；捐助方将调整其发展支助，使之符合有

关国家和区域应对计划所列目标和优先事项(如人人享有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教育/保健/可持续生计和创造就业)，并考虑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与会者认识到大批难民的涌入以及大量难民的持续存在对收容国的国民经

济和基础设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将探讨各种措施，以通过经济奖励办法向收容

国提供支助，并探讨私营部门捐款的可能性。其中可能包括为收容社区开展创收

活动，使当地经济受益，并最终使难民受益。 

  促进人权：向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支助 
 

 收容国将继续促进和保护其境内所有人的人权，而捐助方则将予以协助。 

 与会者承认，由于叙利亚难民没有叙利亚证件，因而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联合国与收容国将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以避免无国籍状态。 

 与会者承认，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有其独特的脆弱性。他们将继续

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尤其是重点防止暴力，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所有

其他形式的剥削。 

 捐助方将在与收容国协商并经其同意基础上继续支持若干具体方案，以保护

这些具有脆弱性的个人，并确保妇女和女孩的具体需要和能力被纳入现有方案。

与会者将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支持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妇

女的作用和发言权。 

  确保受教育权和健康权 
 

 与会者认识到，大规模难民的涌入给收容国的国家教育和保健系统造成了巨大负担。

收容国将根据其国家能力，在捐助方支持下，努力向难民提供基本保健服务、饮水和环境

卫生及教育机会。捐助方将根据现行法规，支持难民接受高等教育。 

 与会者欢迎“没有失落的一代”倡议；他们将促进所有儿童和青少年享有优

质教育，同时尽量减少难民危机对国家教育机构和标准的消极影响。与会者承诺

继续支持“没有失落的一代”倡议，包括支持采取开创性的系统应对办法，如向

按本国法规完成学业的学生颁发证书。 

  增加遣返、重新安置和人道主义接纳机会 
 

 与会者鼓励各国颁布临时保护身份规定，以此作为一项重要行动，表明声援

收容国。与会者指出，以任何形式让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融入，仍属收容国和接收

国的一项主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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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指出，叙利亚境内的冲突若能实现全面政治解决，则将为遣返创造理

想的条件，但同时认识到在实现这一解决之前可能先要具备安全回返的条件。与

会者将大力支持为在遵守不驱回原则基础上持久解决遣返问题而进行的努力。 

 与会者将致力于办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014 年 12 月 9 日重新

安置问题认捐会议，并努力为在 2015 年及以后重新安置或以其他形式接纳来自

叙利亚的难民而提出量化的承诺。 

  考虑安全影响 
 

 与会者认识到大批难民自叙利亚涌入造成的与安全有关的问题以及造成难

民涌入问题的叙利亚危机对区域稳定的威胁，这些威胁危及难民和当地社区。他

们将支持收容国采取措施确保收容社区和难民的安全和安保。 

 捐助方将支持收容国处理正当的安全关切，包括进行有效的边界管理和采取

内部安全措施。 

 与会者将促进一种宽容文化，并将打击可能威胁稳定与和平的一切形式的极

端主义、仇外心理和激进主义。 

 与会者将共同努力，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尤其是人口贩运和人口偷

运，以及其他形式利用难民的绝望而进行的剥削行为，如强迫劳动和剥削劳动。 

 本文件不具法律约束力，不影响与会者的国际法律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