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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 

 摘要 

 继 2013 年 3 月 24 日总统弗朗索瓦·博齐泽被推翻和 2014 年 1 月 10 日继任

总统米歇尔·乔托迪亚被迫辞职之后，中非共和国政府仍需克服重大障碍，以实

现政治过渡的第二阶段，这应导致 2015 年举行自由和公正的民主选举。 

 完全有罪不罚现象仍然是政治过渡道路上的主要绊脚石，使个人得以从事或

支持破坏中非共和国和平、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不追究责任助长了该国暴力

行为周而复始的情况，为该国反叛和犯罪活动提供了沃土。专家小组注意到，安

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于 2014 年 5 月 9 日

决定对博齐泽先生、Lévy Yakité和 Nourredine Adam 实施定向制裁，这项措施有

助于结束该国有罪不罚现象。专家小组打算监测针对被列名个人执行资产冻结和

旅行禁令的情况。 

 专家小组一直能够确定其他一些中部非洲政治人物正在利用该国的安全真

空资助、组建或操纵武装团体，如新“塞雷卡”一些部分或自称的“反砍刀”组

织民兵(见附件 5 和 6)等，以便在全国过渡进程中占据适当位置或促进国家分裂。

专家小组指出，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和宪兵仍在一些主要的“反砍刀”组织

民兵团体中担任指挥职务。 

 专家小组在其数据库中记录了 2013 年 12 月 5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期间发

生的 444 起事件，这些事件导致 2 424 平民死亡。然而，专家小组承认许多事件

漏报。 

 在选举过渡国家元首举四个多月后,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并破坏恢复该国的和

平与安全，使人怀疑过渡当局针对一般武装团体、特别是“反砍刀”组织团体执

行的战略。一些国际社会成员对过渡当局未强烈谴责“反砍刀”组织民兵施虐行

为表示失望。 

 武装团体一直参与自然资源(即黄金和钻石)的非法贸易和开采。在中非共和

国西部，“反砍刀”组织成员正在 Boda 村(洛巴耶省)和 Guen 村(曼贝雷-卡代省)

等偏远村庄挖掘和买卖钻石。在东部地区，塞雷卡部队仍然牢牢控制 Ndassima(瓦

卡省)等手工开采金矿。国家矿务局正在逐步恢复对 Bria 和 Sam-Ouandja(上科托

省 )周边钻石产区的控制，对班吉的一些官方贸易正在恢复。然而，塞雷卡个别

指挥官夺取部分钻石,将其转运至苏丹。 

 2013 年 5 月中非共和国被暂停参加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禁止官方钻石出

口。然而，班吉商行继续正式购买和储存来自所有产区的钻石，同时贸易欺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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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无论是途径班吉或邻国。2013 年底发生“反砍刀”组织派别暴力和宗教暴力

之后，许多钻石收购商逃离中非共和国西部，目前在喀麦隆继续开展业务。 

 自 2013 年 12 月 5 日实施武器禁运以来，除了非法进口猎枪弹药，专家组没

有记录任何重大的武器、弹药或军事装备转让。武装团体主要使用发生危机前在

该国流通的小武器，或在政府国防和安全部队瓦解之后及塞雷卡在班吉实行统治

之初从政府库存获得的小武器。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127(2013)、2134(2014)和 2149(2014)号决议编写了专家

小组临时报告，其依据是 2014 年 3 月至 5 月在中非共和国(包括班吉及洛巴耶省、

曼贝雷-卡代省、纳纳-曼贝雷省、瓦姆省、瓦卡省、上科托省和巴明吉-班戈兰省)

和邻国(喀麦隆和刚果)进行的调查，以及中非共和国过渡当局、会员国及国际、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私人实体提供的资料。 

 专家小组注意到，中非共和国危机的区域特性是武装团体成员来自不同地

方，而且利用邻国领土。小组还承认该区域各国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127(2013)

号决议采取了各种措施。 

 专家小组在本临时报告概述了中非共和国政治和安全局势的发展变化,并介

绍了案例研究，还包括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提出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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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A. 任务和任命 
 

 

1. 安全理事会根据其 2013 年 12 月 5 日第 2127(2013)号决议对中非共和国实施

一项制裁制度，并设立了制裁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监测其执行情况的专家小组(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继

2014 年 1 月 28 日通过第 2134(2014)号决议之后，委员会任务范围有所扩大，包

括能够定向制裁(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应对该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所列的行为负

责的个人和实体。 

2. 2014 年 2 月 13 日，秘书长与委员会协商，任命小组五名成员(S/2014/98)，

包括区域专家(Paul-Simon Handy)、武器专家(Ahmed Himmiche)、金融和自然资

源专家(Ruben de Koning)、武装团体专家和小组协调(Aurélien Lorca)及人道主义

专家(Carolina Reyes Aragón)。 

3. 专家小组原地办公，但 2014 年 3 月至 5 月几乎一直在班吉办公。此外，还

派团经公路前往多个省份(Bambari、Batalimo、Beloko、Boda、Bossangoa、Bouar、 

Cantonnier、Carnot、Gadzi、Guen 和 Mbaïki)，或乘飞机前往(Ndélé和 Bria)。专

家小组还前往喀麦隆(雅温得)、加蓬(利伯维尔)、刚果(布拉柴维尔)和法国(巴黎)，

介绍其任务并与政府官员会晤。 

4. 3 月，专家小组前往联合国总部，与制裁委员会讨论其第一次更新的资料，

这些资料已于 2014 年 3 月 5 日转交安全理事会主席。专家小组与委员会成员、

中非共和国邻国外交官、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及其中非共和国特使和联合国实体

进行了双边会晤。 

 

 B. 方法 
 

5. 专家小组努力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

其 2006 年 12 月报告(S/2006/997，附件)中提出的标准。这些标准要求尽可能依靠

经核实的真实文件、具体证据和专家的现场观察，包括拍照。如无法亲临现场，

专家小组则试图用多个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信息，适当地达到尽可能高的标准，

并较为重视主要行为人和事件第一手证人的陈述。 

6. 专家小组打算尽可能以透明方式行事，但如果指明消息来源会使小组成员或

其他人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专家小组则不会披露身份信息，并将相关证据

保存在联合国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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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家小组同样致力于最大限度做到公平，酌情并尽可能地努力向有关各方提

供报告中可能提到的涉及他们的任何信息，供他们在规定的时限内审阅、发表意

见和作出反应。 

8. 专家小组维护其工作的独立性，抵制任何削弱其公允立场或使其被视为持有

偏见的尝试。小组根据协调员将本报告转交安全理事会主席之前达到的共识，核

准本报告文本、结论和建议。 

9. 根据大会关于控制文件和限制字数的各项决议，尤其是第 52/214、53/208 号

和第 59/265 号决议，专家小组决定将其部分调查结果和意见纳入本报告附件，避

免翻译许多内容。 

 C. 与利益攸关方和各组织的合作 
 

10. 专家小组强调指出，与中非共和国过渡当局、尤其是与过渡时期国家元首凯

凯瑟琳·桑巴-潘沙内阁进行了良好合作。向该国政府有关成员，包括总理和几位

部长，介绍了制裁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的任务，而且小组按照其任务规定并应要求，

获取主管机构和官员提供的现有资料。小组还向在中非共和国的主要利益攸关

方，包括国际部队和国际社会成员，解释了其任务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 

11. 专家小组在各省能够依靠由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中非支助团)

提供护卫，获得在行动中缴获的武器和弹药，并在保密的基础上交流与其任务有

关的资料。在实地进行有效部署前，小组期待与驻中非共和国欧洲联盟部队合作。

法国驻中非共和国部队(“红蝴蝶”行动)准许小组充分获得收缴的武器和弹药。

然而，迄今交流信息受限，即使在国际部队受到袭击的情况下。 

12. 最后，专家小组获得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中非建和办)

提供的宝贵后勤支援，以执行其任务。目前，小组正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

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共同努力使信息交流正式化，并确保长期提供后勤支援。 

13. 专家小组向 18 个国家、组织和私人实体发出 23 封正式信函，迄今收到九份

答复，其中提供了所要求的资料(另见附件 1)。 

 

 二. 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 
 

 

 A. 政治与区域背景 
 

 1. 概述：了解冲突 
 

14. 中非共和国的冲突于 2012 年爆发，导致由各个叛乱团体结成的机会主义联

盟“塞雷卡”于 2013 年 3 月 24 日推翻弗朗索瓦·博齐泽总统，这是该国在近 40

年来经历的一系列危机中最近的一次冲突升级。几十年来，历届政府的薄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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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集中在首都，而武装团体(叛乱分子和土匪)则控制着中非共和国领土的大片地

区。 

15. 自 1960 年从法国独立以来，中非共和国连续经历了四次政变和多次政变企

图，这一常态创造出了以暴力和经济掠夺为特点的政治文化。发展和支持武装团

体已经成为获取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普遍途径(见附件 2)。 

16. 反复的政治危机已陷入恶性循环，严重削弱了中非共和国的经济。作为一个

以不稳定为常态的内陆贫穷国家，中非共和国一直无法成功利用其丰富的经济资

源，大部分人口处于普遍的贫困状况。1
  

17. 同时，政治精英和武装团体非法垄断并控制了该国矿产资源(尤其是钻石和

黄金)。因此，对小型矿业的控制已成为一项重要工具，能够让国家机构中的庇护

者网络从中受益，同时为叛乱团体的活动提供部分资金(见下文关于自然资源的 C

节)。 

18. 中非共和国地处诸多边缘化贫穷地区和邻国的交汇处，其中乍得、刚果民主

共和国、刚果、南苏丹和苏丹近几年也经历了重大武装冲突。 

19. 中非共和国的暴力冲突在许多方面是邻国动荡的结果，同时也造成了邻国局

势不稳定。例如，在席卷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冲突中，邻国的叛乱团体将

中非共和国用作后方基地。2
 声称信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乌干达叛乱

团体上帝抵抗军为逃避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的军事打击，进入中非共和国的国土避

难，偶尔会对该国东部的村庄实施袭击(见下文 B 节)。 

20. 中非共和国本身也将安全问题输出到邻国。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被称为拦

路抢劫者的当地土匪主要在喀麦隆的公路上破坏安全。此外，中非共和国历次安

全危机也造成大批难民滞留邻国，其中一些难民还是武装分子。 

21. 这种情况和其他因素促使在社区一级成立自卫民兵组织，其中一些是“反砍

刀”组织前身(见附件 5)。 

22. 因此，该区域各国对中非共和国的政治事态发展有着一定影响，其影响方式

要么是通过向一个或多个政治团体提供支持，3
 要么是向该国派出维持和平部队

或支持开展政治斡旋。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2013

年，纽约)。 

 2 2006 年，来自苏丹的乍得叛军利用中非共和国领土发起对恩贾梅纳的决定性袭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南苏丹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广泛利用中非共和国领土作为后方基地。 

 3 2003 年，弗朗索瓦·博齐泽总统通过一次受乍得和法国支持的政变上台。在与博齐泽发生分

歧后，乍得和法国也容许塞雷卡于 2013 年 3 月推翻博齐泽先生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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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然而，邻国的参与有时也会造成摩擦，当地人认为乍得涉嫌卷入塞雷卡叛军

的看法就反映出这种摩擦。这种看法促使乍得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宣布退出非洲

中非支助团。该支助团是非洲联盟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建立的区域力量，用以

取代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驻中非共和国巩固和平特派团。 

排外和反乍得言论的形成 

24. 中非共和国当前危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在政治和安全重组的背景下出现

了强烈的、带有宗教意味的排外和反乍得言论，其原因既在于当地人的民族性观

念，也在于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即外国战斗人员开始在国家机构和叛军控制的地

区中占据重要职位。在塞雷卡的短暂统治期间发生了大量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

大规模抢劫、强奸和骚扰等，这使排外言论进入了政坛主流。4
 

25. 历史上，中非共和国的东北部地区人烟稀少，主要居民是与喀麦隆、乍得、

南苏丹和苏丹的类似族群在文化和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少数族裔群体(古拉人、

阿拉伯人、颇尔族和龙古人)。东北部地区是该国最受忽视的一部分，几乎没有通

向首都的公路，社会基础设施也很少。该区域的大多数居民为穆斯林(穆斯林约占

中非共和国总人口的 15％左右)。因此，东北部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更倾向

于乍得和苏丹，而不是班吉或中非共和国的其他地区。 

26. 该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对于东北部地区居民的普遍印象是：就其种族、宗教和

生活而言，他们算是外国人。相反，北方人特别是东北部地区居民经常会产生遭

受边缘化的情绪。5
 

27. 中非共和国最近爆发出带有强烈反穆斯林意味的排外和反乍得情绪，其触发

原因要在前塞雷卡 2013 年夺权并统治 10 个月的背景下才能理解。由于塞雷卡队

伍内部有乍得和苏丹士兵，中非共和国大多数民众都认为叛军联盟是一个正在征

服大多数本国人民的境外集团。塞雷卡主要骚扰非穆斯林社区的做法加剧了人们

内心的怨恨，而“反砍刀”组织则出于政治目的不失时机地引导这种情绪。 

28. 2013 年下半年，这个最初以保护平民和社区免受在国家支持下对非穆斯林的

有组织迫害为宗旨的自卫团体重新抬头，形成了一个更广泛、更结构化和更有组

织的反塞雷卡运动。这也给了前中非武装部队一个机会，针对 2013 年 3 月政变

期间击败他们的势力实施期待已久的报复。 

__________________ 

 4 2014 年 5 月 21 日和 24 日在班吉与过渡全国委员会一名成员以及乔托迪亚过渡政府的一名前

部长举行多次会谈。 

 5 2014 年 5 月 24 日在班吉与某政党主席举行会晤；这种边缘化的明显表现之一是，东北部地区

人民在国家行政和军队上层的任职人数非常少。例如，除了自称为将军的塞雷卡将领之外，东

北地区从未出过任何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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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反砍刀”组织之所以享有当地人民的坚定支持，主要是植根于一种观念：

是他们把国家从外国侵略中解放出来。6
 许多政界人士、特别是但不完全是前总

统博齐泽先生身边的人士积极活动，大力促成了这种言论的形成，最终鼓动在班

吉和“反砍刀”组织控制的其他地区有针对性地杀戮穆斯林。此时，已将穆斯林

社区成员与塞雷卡分子——外国人——乍得人——圣战分子划等号。 

当前的过渡及其挑战 

30. 法律上，目前的过渡期植根于 2013 年 1 月在利伯维尔签署的协议和《恩贾

梅纳宣言》（见 S/2014/319，第 38 段）。若干行为体和观察人士认为《利伯维

尔协议》无效，因为其主要签署方(博齐泽先生和乔托迪亚先生)已不再执政。
7
 但是，《恩贾梅纳宣言》的构建者认为该协定是《利伯维尔协议》的延续，后

者的精神在不同的状况下得到了延续，只是具有不同的行为体。 

31. 据报道，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曾经许诺塞雷卡将在中非共和国新政府中

担任总理一职。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对塞雷卡造成了伤害。8
 相反，“反砍刀”

组织成员认为《恩贾梅纳停火协定》签署方错过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该协定

未对乔托迪亚先生任命的过渡全国委员会进行改革。9
 

32. 围绕当前过渡期合法性的问题可能会分裂现政府，特别是因为涉及到代表权

这一敏感问题。中非共和国有着过渡失败与和平协定软弱的悠久历史。自博齐泽

先生 2003 年夺权以来，中非共和国的叛乱如雨后春笋般爆发，随后达成的一系

列协议都没有得到认真落实。博齐泽先生倒台的原因可以归咎于诸多原因，其中

之一就是他缺乏落实政治协议并认真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

的政治意愿(见附件 2)。 

33. 由于中非武装部队在 2013 年 3 月的政变中军事失利，法国干预后塞雷卡进

驻并于稍后被驱逐，以及乔托迪亚政府倒台，中非共和国的国家军队完全不存

在。由于在民兵重组的当前背景下局势脆弱，再加上关于该国可能分治的报告

互相矛盾，这个问题更加复杂(见下文关于武装团体的 B 节)。国际行为体所面

__________________ 

 6 中非共和国人民广泛持有的这种看法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法国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派出的红

蝴蝶部队制止了塞雷卡的杀戮，但自卫民兵组织却借机扩大了对穆斯林的袭击。 

 7 2014 年 3 月 20 日在班吉会晤让-雅克·德马富特(目前在总统府任公使衔参赞，负责安全及与

“红蝴蝶”行动和中非支助团的关系。班吉和利伯维尔的一些行为体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8 2014 年 3 月 14 日，民主过渡力量联盟发表声明，批评乍得总统代比坚持将向塞雷卡领导人作

出的承诺作为 2014 年 1 月 10 日将其免职的条件。声明敦促所有各方遵守《恩贾梅纳停火协定》

和当前的过渡期。见民主过渡力量联盟第 007/014 号宣言。 

 9 2014 年 5 月 3 日在班吉与 Patrice-Edouard Ngaïssona 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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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缺乏国家军队的情况下确保安全，同时帮助过渡当局建立一

支军队。 

 

 2. 区域背景 
 

 

34. 中非共和国冲突植根于区域动态的网络之中，与诸多邻国的局势发展有关

系。中非共和国的不稳定状况至少在部分程度上与邻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

南苏丹和苏丹)的不稳定状况联系在一起。中非共和国危机的区域背景体现为一系

列的重要因素：大量外国战斗人员和武装团体(叛乱团体、拦路抢劫者和偷猎者)；

小武器和轻武器在该区域大量流通；一些邻国与在中非共和国拥有战略利益；区

域组织众多(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和非洲联盟)。此外，该地区大多数国家

都将“博科哈拉姆”团体所带来的宗教极端主义威胁视为主要安全威胁，安全理

事会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将该团体列入基地组织制裁名单。 

35. 中非共和国最近的不稳定状况对邻国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喀麦隆、乍得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安全、人道主义和经济方面受到了直接影响，而其他国家(例

如刚果，特别是南苏丹和苏丹)受到的影响较小。因此，该地区各国认为中非共和

国的不稳定状况对本国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应对中非共和国

的危机。 

36. 专家小组 2014 年 2 月 13 日开始行使职责之后，先后访问了喀麦隆、刚果和

加蓬，获得这些国家为执行安理会第 2127(2013)号和第 2134(2014)号决议而采取

的各种措施的第一手资料(见附件 3)。 

 

 B. 武装团体 
 

 

37. 目前，武装团体几乎对中非共和国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都施加着影响力，只

有班吉的几个街区以及姆博穆省和上姆博穆省的大部分地区除外。该国事实上已

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其分界线目前位于瓦姆-彭代省北部、瓦姆省和凯莫省的北部

和东部以及瓦卡省的西部和南部，所谓的“反砍刀”组织民兵主要活跃于前线西

部，“新的”塞雷卡则活跃于前线以东(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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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5月 25日中非共和国武装团体的控制区和影响区 

38. 外国武装团体也在相对较轻的程度上利用中非共和国领土作为后方基地，掠

夺平民的财产，征收苛捐杂税。更具体而言，上帝抵抗军自 2007 年以来一直活

跃在中非共和国东部，经常发生孤立事件(其他武装团体的详情见附件 4)。 

39. 在首都和准许专家小组进入的各省，专家小组采访了“反砍刀”组织运动的

大部分主要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以及前塞雷卡的不同派别。 

40. 如上文所述(见 A 节)，当前的权力真空为中非共和国滋生政治军事集团的长

期传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事实上，政治人物争相成为武装团体的代言人，以便

通过谈判获得政府内部的职位，促进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们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代

表程度(在影响区和民兵实力方面)及其有效监督和控制自身活动的能力。 

41. 此外，专家小组获得的情报和实地观察表明，自称“反砍刀”组织的团体以

及“新的”塞雷卡对商品和乘客的流动以及在其影响区内运营的当地企业非法征

税，从中谋取利益(参见 C 节)，从而加强了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及其长期持续

直接控制和影响该国大部分地区(包括首都)的能力。 

42. 最后，专家小组认为，无论是与“反砍刀”组织还是与前塞雷卡相关联的武

装团体都受到政治破坏者的操纵和煽动，犯下了针对平民和国际部队的暴力行

为，其目的在于加强这些领导人的影响力，破坏过渡进程或推动国家分治。 

正义革命军据点 

塞雷卡据点 

塞雷卡影响区 

“反砍刀”组织据点 

“反砍刀”组织影响区 

最近发生动乱的主要地点 

中非人民民主阵线---米斯基内集团 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背景地图：粮食署——中非共和国国家概览，20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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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专家小组认为，这种局面破坏了过渡当局恢复和维护公众安全和法治的信誉

和能力，从而对过渡协议和政治过渡进程(包括定于 2015 年举行的自由和公正的

民主选举)构成了威胁。 

44. 因此，制裁委员会应考虑对专家小组确定的从事或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2134(2014)号决议第 36和 37段所列此类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

包括推动国家分治的个人和实体，因为这对中非共和国和本区域当前的稳定构成

了主要威胁。 

安全事件 

“反砍刀”组织 

45. “反砍刀”组织并不是一个采用集权式架构、能够有效指挥和控制其成员的

武装集团。相反，专家小组将“反砍刀”组织界定为由不同民兵组成的混合体，

他们要么认为自身是“反砍刀”组织运动的一部分，要么默认在当前或过去与该

组织有关联。 

46. 根据专家小组数据库中的信息，2013 年 12 月 5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期间，

被视为属于“反砍刀”组织的团体杀害了 670 名平民和 3 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

根据专家小组的记录，“反砍刀”组织在博桑戈阿和博大袭击平民，破坏财产，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附件 5.5 和 23 对“反砍刀”组织的状况作出了案例分析。 

47. 在班吉，专家小组根据对“反砍刀”组织内部线报和其他行为体的约谈，认

为与 Patrice-Edouard Ngaïssona 领导的的派别有关联的“反砍刀”组织团体应对

袭击国际部队负责。例如，2014 年 3 月 22 日，根据中非支助团向专家小组提供

的官方报告，当时“反砍刀”组织分子在班吉的 Combattant 和 Fou 社区重伤中非

支助团的几名刚果和卢旺达籍士兵；2014 年 3 月 25 日，专家小组目睹了法国军

队在机场附近遭受重大袭击(见附件 5.6)。 

48. 专家小组证实，来自机场以及 Boeing 和 Castors 社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

的“反砍刀”组织团体是袭击班吉 PK5 社区的罪魁祸首，当地教派和宗教暴力的

大多数受害者仍然健在。但是，具体的“反砍刀”组织指挥官是否对此直接责任

还有待确定。然而，Ngaïssona 在与专家小组会谈时表示，在这些社区的“反砍

刀”组织团体受他的组织控制。10
 

49. 附件 5 介绍了“反砍刀”组织运动的不同组成部分及其目前动态。 

__________________ 

 10 2014 年 5 月 3 日在班吉与 Patrice-Edouard Ngaïssona 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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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雷卡 

50. 根据专家小组数据库中的信息，前塞雷卡应对 2013 年 12 月 5 日和 2014 年 4

月 30 日之间杀害 453 名平民和 7 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负责。 

51. 专家小组通过多个情报来源证实，前塞雷卡伊萨上校11
 (Alkhatim 准将手下

的一名高级军官12
 )部下涉嫌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在 Boguila 杀害了 3 名人道主

义援助工作者以及 15 名平民和社区领袖。 

52. Alkhatim 准将的部队还参与了 2014 年 5 月 5 日在瓦姆-彭代省 Bémal 镇与法

国军队发生的暴力冲突(见附件 7)。专家小组通过多个秘密情报来源再次证实伊

萨上校直接参与其中。 

53. 此外，专家小组还获得了一份证词，13
 指控“新的”塞雷卡在瓦姆省 Batangafo

区的指挥官 Saleh Zabadi 上校和 Alkhatim 准将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绑架了抵达

Batangafo 庆祝复活节假期的博桑戈阿主教和其他 3 名牧师。国际社会和其他行为

体为此在班吉发起了强有力的动员，次日，这 4 名牧师在卡博获释，14
 但随身

财物被洗劫一空。 

54. 最后，军方情报来源告诉专家小组，忠于 Ali Daras 准将的部队参与了 2014

年 5 月 24 日猛烈袭击在班巴里执行“建立信任措施”的国际部队，包括使用火

箭弹和轻机枪。 

55. 尽管塞雷卡在政治上表现得仍很薄弱，但分治的支持者对“新”塞雷卡的命

运及进程施加影响，其影响力不容小觑，这是中非共和国稳定和领土完整面临的

真正风险。 

56. 塞雷卡的新军事构架及其临时政治协调的详情见附件 6。 

 C. 开采自然资源 
 

 1. 钻石 
 

57. 2013 年 5 月 23 日，中非共和国被暂时中止参加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依照

2000 年 12 月 1 日大会第 55/56 号决议，非洲产钻石国发起金伯利进程，涉及各

国政府、钻石业和民间社会，以阻止反叛运动利用毛坯钻石的流通来资助反对合

法政府的军事活动。在中止中非共和国参加前的两个月，在金伯利网站上发布了

__________________ 

 11 2014 年 4 月和 5 月在博桑戈阿和班吉与秘密情报来源和机构联系人会晤。 

 12 2014 年 5 月 20 日与 Alkhatim Mahamat 准将的电话会谈。 

 13 证词在联合国存档。 

 14 参与营救牧师会谈的外交官向专家小组确认，Alkhatim 准将直接卷入这起绑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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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地图，说明塞雷卡反叛运动在该国东部钻石富饶地区的推进和阵地情况，即

布里亚、萨姆万贾(上科托省)和巴明吉(巴明吉-班戈兰省)(见附件 8)。2013 年 4

月 18 日，金伯利进程主席呼吁金伯利参与方警惕反叛团体可能将毛坯钻石非法

带入供应链。当时，塞雷卡反叛联盟已经在班吉夺权。 

58. 据中非共和国金伯利进程常务秘书 2013 年年度报告称，该国在 2013 年第一

季度期间出口 43 929 克拉，价值超过 900 万美元。该国在第二季度期间又出口

75 017 克拉，价值超过 1 100 万美元。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是欧洲联盟(67%)和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31%)。相比之下，2012 年该国出口 371 917 克拉，价值超过 6 200

万美元。15
 

59. 虽然已暂停出口毛坯钻石，但合法的钻石采购一直得以持续。2014 年 3 月，

矿业和地质总局及特别反欺诈股对班吉的主要钻石采购商行库存进行了联合核

查。Sodiam 公司(中央钻石公司)的库存为 40 576 克拉，价值 830 万美元，主要来

自中非共和国西部。矿产和地质总局的采购记录显示，Sodiam 公司的绝大多数库

存是在中止中非共和国参加金伯利进程后购买的(90%)。16
 来自西部的曼贝雷-

卡代省和洛巴耶省 Carnot、Guen 及博达的钻石收购商告诉专家小组，Sodiam 公

司仍在购买他们的钻石。17
 

60. 3 月，Badica 公司(中非共和国钻石采购办事处)的库存为 760 克拉。18
 Badica

公司的总监告诉专家小组，由于中止中非共和国参加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以及如

2014 年 2 月在贝贝拉蒂发生的外地办事处遭劫等风险，该公司已停止采购。19
 然

而，2014 年 4 月对 Badica 公司进行的第二次清点工作发现，该公司又从布里亚

和萨姆万贾购买了 1 698 克拉，价值 292 917 美元。20
 Badica 公司的库存钻石并

未遵守中非共和国当局 2013 年 6 月为重新加入金伯利进程提出的路线图的要求，

尚未由负责任的采矿当局对包裹进行密封并注明日期。21
 

__________________ 

 15 https： //kimberleyprocessstatistics.org/static/pdfs/public_statistics/2012/2012GlobalSummary.pdf，

2014 年 5 月 1 日查阅。 

 16 报告全文在联合国存档。 

 17 与 Carnot、Guen 和博达的钻石收购商的多次约谈，2014 年 4 月 24 日至 27 日。 

 18 Badica 公司是安特卫普的阿伯杜卡里姆集团的组成部分，该集团是安特卫普钻石交易所成员。

该公司还包括 Minair 航空公司和索非亚公路运输公司。所有三家公司都在中非共和国注册。

见 http：//www.groupeabdoulkarim.com/，2014 年 5 月 22 日查阅。 

 19 与班吉的 BADICA 公司总监的约谈，2014 年 4 月 28 日。 

 20 关于核查 Badica 公司储存情况的报告在联合国存档。 

 21 金伯利进程路线图，2013 年 6 月，在联合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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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未在 Sud Azur 和 Socadiam 公司发现库存。Sud Azur 公司的总裁告诉专家小

组，该公司已对该国西部和东部的采矿作业进行预先投资，但由于不安全状况，

公司未能对其投资采取后续行动。 

62. 尽管在中非共和国境内有少量合法销售以及在班吉有毛坯钻石库存外，毛坯

钻石还在首都进行切割，以便在当地出售并可能被运往国外，不论是否以珠宝产

品形式交易。例如，Bijouterie Guinot 公司持有购买、切割和打磨钻石的执照。该

公司每月加工量最多为 100 克拉。在班吉出售的切割钻石通常供自用而非用于转

售。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不涉及切割钻石的贸易。 

63. 2014 年 4 月，专家小组访问了该国西部的手工开采钻石地区。根据当地矿主

称，博达-Guen-Carnot 轴线上的钻石产量比 2013 年减少了 50%至 70%。产量下

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2014 年 1 月底塞雷卡部队撤离及“反砍刀”组织民兵发

动叛乱后，几乎所有穆斯林收购商纷纷离开。这些收购商曾对采矿作业进行预先

投资，从矿主手中购买钻石并出售给班吉的采购商行或将钻石走私到国外。有些

收购商返回了母国，如乍得、马里和塞内加尔；有些搬到仍处于塞雷卡控制下的

东部钻石地区或在喀麦隆边界城镇 Kenzou 和加鲁阿布赖定居。留在西部钻石生

产地区的收购商通常是基督徒或穆斯林-基督徒混种。Guen 的 Leonard Bakongo

及 Sasele 的格雷瓜尔·穆萨等人还兼任当地“反砍刀”组织指挥官。 

64. 除担任矿主或收购商，“反砍刀”组织还设法向城市中心的钻石贸易商收取

保护费。在 Carnot，“反砍刀”组织成员向专家小组承认，他们的科长 Aime Blaise 

Zoworo 已联系现在或曾经与采购商行有关联的收购商，以便就保护安排进行谈

判；此后，专家小组见到一张纸上写有目标人员的名字(见附件 9)。Zoworo 及其

手下是 Ngaïssona 指挥结构的一部分(见附件 5)，佩戴标准的“反砍刀”组织身份

徽章(见附件 5.3)。 

65. 与塞雷卡此前的做法相似，Carnot 的“反砍刀”组织设法向经济从业者收取

保护费。据驻 Carnot 特别反欺诈股称，塞雷卡曾要求购买商行每月支付 400 美元

保护费，Carnot 的收购商每月支付 100 美元。 

66. 2014 年 5 月，专家小组访问了布里亚的钻石贸易中心。据当地的采矿当局称，

塞雷卡分子在通向北部的道路干线上巡逻，但未在矿区部署人员。收购商告诉专

家小组，矿区有塞雷卡人员，但他们未征收任何税款。在 4 月 7 日中非支助团和

“红蝴蝶”行动抵达前，塞雷卡曾想向 Sodiam 和 Badica 公司为加快将钻石运至

班吉而租用的私营航空公司收取 75 美元着陆税。 

67. 班吉、Guen 和布里亚的主要钻石收购商声称其钻石被合法出售给班吉的采

购商行，并指责其他收购商和钻石贩运者将钻石走私到喀麦隆、乍得或苏丹等国

家。实际上，许多收购商将一部分钻石合法出售以满足采矿当局的要求，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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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手段将另一部分钻石运离该国，这主要是因为班吉的采购商行购买力极低。

据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军官、班吉和布里亚的钻石收购商和专家称，塞雷卡的

Omar Younous“将军”(别名“Oumar Sodiam”)将钻石从布里亚和萨姆万贾贩运

到苏丹。专家小组继续根据关于在喀麦隆和乍得活动的钻石贩运者的初步资料进

行调查。 

 2. 黄金 
 

68. 中非共和国的手工黄金产量估计为每年 2 吨，价值与其钻石部门相似。22
 黄

金储藏区域大致与钻石矿床地区相同。2013 年期间，中非共和国官方出口 11 公

斤黄金，而经矿业和地质部局标注后在当地珠宝店出售的黄金仅不到 1 公斤(联合

国档案)。23
 几乎所有黄金被贩运到邻国。例如，2013 和 2014 年，喀麦隆海关

当局在杜阿拉机场截获了来自班吉的过境旅行者携带的共 7.5 公斤黄金，上述人

员为 1 名喀麦隆人和 2 名中国国民。24
 

69. 2012 年 12 月，由于持续不断的反叛活动，仅有的一家工业黄金探矿公司，

加拿大 Axmin 有限公司停止了在班吉东北约 400 公里的 Ndassima(瓦卡省)的活

动。据该公司报告，从北部攻占班巴里镇的反叛分子占领其采矿营地并扣留粮食、

医疗用品和车辆。25
 Axmin 在 Ndassima 的作业是其 Passendro 项目的组成部分，

Passendro 矿一旦投产，预计将年产约 6 400 公斤黄金。26
 

70. 2014 年 5 月，专家小组访问了 Ndassima 金矿，数百名手工采矿者目前在

Axmin 的特许矿区工作，每月产量估计为 15 公斤(见附件 10)。Ali Daras 将军领

导的瓦卡地区第5军区塞雷卡武装占领了Axmin公司的采矿营地并在通向金矿的

矿工村入口处部署人员(见附件 11)。据手工采矿者和当地贸易商以及一名塞雷卡

指挥官称，士兵们被指示不要从事商业活动也不要征税。27
 在处理盗窃等事件

时，他们的确会收到民众缴款。在 Ndassima 生产的大多数黄金的交易路径是通

过空中和陆路经班吉贩运至喀麦隆。 

__________________ 

 22 Tieguhong Julius Chupezi, Verina Ingram and Jolien Schure, Impacts of Artisanal Gold and Diamond 

Mining on Livelihood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Sangha Tri-national Park Landscape (Bogor, 

Indonesia，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2009)，可查阅 www.cifor.org/publications/ 

pdf_files/Books/BChupezi0901.pdf (2014 年 5 月 3 日查阅)。 

 23 2013 年 1 月至 12 月黄金开采和海关出口情况，在联合国存档。 

 24 在联合国存档的文件。 

 25 见 http：//www.axmininc.com/site/Newsnbsp/News2012/PRDecember242012.aspx，2014 年 5 月 3

日查阅。 

 26 Omayra Bermúdez-Lugo，“The mineral industries of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nd Togo”，2012 年

矿物年鉴(美国地质调查局，2013 年 12 月)。 

 27 2014 年 5 月 22 日与 Ndassima 的手工采矿者、黄金交易商及塞雷卡指挥官的约谈。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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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野生动物 
 

71. 偷猎和贩运野生动物是该国东北部塞雷卡叛乱的一项核心要素，塞雷卡 2013

年 3 月在班吉掌权后，这种做法蔓延到东南部。2012 年 12 月，60 名“生态卫士”

(即欧洲联盟资助的“生态动物项目”招募在巴明吉 -班戈兰省北部及

Manovo-Gounda-Saint-Floris 国家公园巡逻的人员)中的 22 人加入塞雷卡并抢掠位

于 Sangba 的林警哨所。28
 据称他们在 2013 年 2 月参与了对该地区 12 头大象的

屠杀。29
 

72. 虽然据信该地区残留的大象数目甚少，但捕猎德氏大羚羊和紫羚等大型羚羊

类物种以及出售羚羊肉仍为当地塞雷卡武装提供了收入。塞雷卡武装通过自行捕

猎或向偷猎者提供武器和弹药来控制这些活动。丛林野味的贸易路线通往班吉以

及乍得和苏丹。来自恩代莱(巴明吉-班戈兰省)的地方当局和自然保护主义者提

到，卡车车主 Aroun Assane(别名“Tigane”)与塞雷卡勾结，是主要的丛林野味运

输商贩。30
 

73. 在生态卫士叛逃并抢掠 Sangba 哨所前，“生态动物项目”已将包括 62 支

AK-47 突击步枪在内的大部分武器移交班吉的水利和林业部，以避免这些武器被

塞雷卡收缴。31
 2013 年 3 月 24 日，塞雷卡控制班吉后抢掠了该部的仓库。被盗

物品包括 135 支 AK-47 步枪，以及林业和野生动物当局在过去 20 年收缴的 124

根象牙(见附件 12)。 

74. 2013 年 5 月 6 日，一伙全副武装的偷猎者进入桑加-姆巴埃雷省(该国西南部)

的 Dzanga-Ndoki 国家公园，屠杀 26 头大象并摘下和取走象牙。32
 班吉的塞雷

卡当局——水利和森林部及国防部——批准了上述乘坐马车和骆驼车队的偷猎

者的活动。33
 

75. 随着塞雷卡武装在 2014 年 1 月底撤离中非共和国西南部，此前活跃在这一

地区的偷猎者纷纷返回。2014 年 2 月 17 日，Bayanga 的宪兵和野生动物当局在

__________________ 

 28 2014 年 3 月 20 日与班吉的自然保护主义者的约谈。 

 29 Kasper Agger，Behind the Headlines：Drivers of Violence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Enough Project，May 2014)。可查阅 www.enoughproject.org/ files/CAR%20Report%20- 

%20Behind%20the%20Headlines%205.1.14.pdf(2014 年 5 月 17 日查阅)。 

 30 3 月 20 日、3 月 22 日和 4 月 8 日与恩代莱和班吉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及地方行政长官的约谈。 

 31 确认“生态动物项目”向该部移交武器的信件，在联合国存档。 

 32 Wildlife News, “Elephant death toll at Dzanga Bai starts to come in”, 2013 年 5 月 10 日，可查阅 

http://wildlifenews.co.uk/2013/elephant-death-toll-at-dzanga-bai-start-to-come-in (2013 年 5 月 17日

查阅)。 

 33 2014 年 3 月 20 日和 4 月 21 日与班吉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和森林警卫的约谈。 

http://www.enough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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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anga Sangha 国家公园内逮捕了长期偷猎者 René Sangha Zéle，罪名是非法持

有一支.375 口径毛瑟枪，而这种步枪主要被用来猎杀大型猎物(在中非共和国，大

型猎物主要指水牛和大象等保护物种)。34
 2007 年，中非当局曾以屠杀大象的罪

名逮捕了 René Sangha Zéle，但此人随后越狱，并于 2013 年 8 月在喀麦隆 Lobeke

国家公园因持有两根象牙和一支大型猎用来复枪而再次被捕。2013 年 9 月，

Yokadouma 法院判处 René Sangha 入狱两个月，而其孪生兄弟 Symphorien Sangha

被判处最高的三年徒刑，因为法院裁定他的罪行不仅是屠杀大象，还包括袭击林

警。35
 兄弟二人被控在桑加三国公园保护区共屠杀了 100 头大象。36

 

76. 专家小组继续调查 René Sangha 的偷猎网络，据自然保护主义者和野生动物

当局称，该网络包括 Salo 的一名警察，此人可能违反武器禁运，将猎枪和弹药带

入中非共和国。 

77. 对木材、牲畜和石油的进一步分析载于附件 13。 

 

 三. 违反武器禁运行为 
 

 

 A. 中非共和国武器弹药状况 
 

 

78. 随着安全理事会第 2127(2013)号决议授权在 2013 年 12 月加强法国部队和中

非支助团，塞雷卡垮台，完全丧失对过去由政府保管的武器弹药的控制。 

79. 专家小组已制定一个在中非共和国流通的军火、武器弹药基线，用作评估武

器禁运执行情况和效果的数据基准。为此，专家小组已利用各种指标和来源，对

该国各种武库进行数量和质量估计。 

80. 中非支助团和法国部队自 2013 年 12 月以来开展了解除武装行动，在此期间

对收集的武器弹药进行了质量分析，使得专家小组能够清楚地了解在中非共和国

流通的军事装备的类型和品牌。专家小组深信，国际部队所收集的武器库存明确

反映出政府部队和塞雷卡以前拥有的武库。这些武库主要由小武器和轻武器组

成，包括几套最大 120 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和其他武器系统，如多管火箭发射器、

两架在班吉中非共和国空军基地停落的不能运作的 Mil Mi-24 型攻击直升机以及

装甲运兵车(见附件 14)。除了斯洛伐克在 2008 年出口的 3 辆装甲车外，联合国

__________________ 

 34 自然保护主义组织提供的资料，班吉和雅温得，2014 年 4 月 1 日。 

 35 同上。 

 36 Robbie Corey-Boulet，“Cameroon court judges twin brothers accused of killing 100 elephants”， 

2013 年 9 月 24 日。可查阅 www.voanews.com/content/cameroon-court-judges-twin-brothers- 

accused-of-killing-100-elephants/1755919.html (2014 年 5 月 17 日查阅)。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cameroon-court-judges-twin-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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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武器登记册未提及对中非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常规武器出口。武器弹药概况载

于本报告附件 15 和 16。 

81. 中非共和国境内流通的弹药有各种来源，最近的是苏丹在 2011 年至 2013 年

制造的。专家小组编制的概况显示，在中非共和国流通的弹药是 1961 年至 2013

年的 52 年期间 16 个国家的 42 个制造商生产的。该概况包括 116 批弹药和不同

制造商和生产年份信息。 

 

 B. 武器扩散 
 

82. 由于无法获得记录和档案，专家小组难以估计各种武装团体和犯罪网络接管

的武器弹药的数量和类型，因此也难以估计全国各地以及该次区域的武器弹药扩

散程度。 

83. 目前在中非共和国流通的大部分武器弹药被确定为来自以下来源： 

 (a)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武库； 

 (b) 塞雷卡最初的持有； 

 (c)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活动期间收集的存货分流； 

 (d) 抢劫前总统博齐泽的库存； 

 (e) 各种武装团体和犯罪网络跨界走私武器。 

84. 前塞雷卡队伍的装备大多来自其统治班吉期间的政府库存。举例来说，联合

国排雷行动处分别在 2012 年 12 月和 2013 年 12 月对班吉的三个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弹药储存设施进行的两次评估显示，超过 82%的过时弹药以及 98%的

小武器弹药下落不明，即丢失 9 600 个过时物件和 164 000 发子弹。此外，前塞

雷卡领导下的中非共和国当局还收缴了以前解除武装工作期间收集的中部非洲

多国部队武器。37
 

85. 在包括宪兵在内的大约 8 000 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士兵以及几百名塞雷卡

战斗人员在夺取班吉之前持有的最初军事装备中，只有 122 支突击步枪被宣布目

前由中非共和国正规部队保管(宪兵有 52 支、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有 70 支)。在

班吉，国际部队收缴了大约 1 100 件小武器，以及驻扎在班吉的前塞雷部队持有

的大部分轻武器和有关弹药，包括最大 14.5 毫米口径的轻型和重型机枪、60 毫

米至 120 毫米口径的迫击身铝管以及各种火箭榴弹(见附件 14)。 

__________________ 

 37 中部非洲多国部队 1 名成员和 Issa Issaka 将军签署移交文件副本在联合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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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专家小组获悉，由于武器扩散，小武器已流入当地市场。据报，前塞雷卡成

员在一些地区以约 80 美元的价格出售 AK 型突击步枪，“反砍刀”组织以 1 至 2

美元的价格出售中国制造的 82-2 型手榴弹。据报，手榴弹是人道主义行为体在

2014 年第一季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当时一些平民包括儿童被手榴弹炸伤或炸死。 

87. 班吉的小武器能见度在过去两个月大大降低，但仍有一些地区夜间有时可以

听到武器射击。在班吉以外，专家小组在其实地考察中看到，各种“反砍刀”组

织检查站由武装人员把守，其中一些人身着军装、手持冲锋枪，还有些人是穿平

民服装、携带传统式狩猎步枪或大砍刀的地方战斗人员。 

88. 专家小组有时还观察到小股“反砍刀”组织战士，他们装备良好，配备有突

击步枪、轻型机枪和火箭榴弹，行动方式是两辆小卡车一组的车队。北方事件和

安全报告也表明，小武器在武装团体内扩散，这些团体或者身份不明，或者与前

塞雷卡分子有关联。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使用了重型机关枪、无后座力步枪

或迫击炮。 

 C. 非法转让武器弹药 
 

89. 检查收缴的武器弹药使专家小组有机会开始调查违反军火禁运非法转让小

武器和弹药的情况。在三起事件中，专家小组发现了小武器，以前不知道中非共

和国武装部队和前塞雷卡的武库中有这些武器。 

90. 第一起案件涉及利用打磨工具，故意去除许多 AKM 步枪上的标识和序列号

(见附件 17)。消除标识当然是要掩盖武器来源，这些武器可能违反武器禁运走私

到中非共和国。安全理事会授权设立的其他专家小组和专家组也报告了故意去除

标识行为，这阻碍武器追查成为监测武器禁运工具的一个手段。38
 专家小组目

前还在调查另外两个案件。 

91. 最后，专家小组正在调查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在与喀麦隆接壤的一个主要陆

地过境点走私猎用弹药(口径：12 毫米)的案件。这些弹药已被中非共和国海关当

局没收。专家小组获悉，以前在同一地点发生过走私相同弹药的类似情况。这些

欧洲制造的子弹是运给在喀麦隆的一名经纪人的。最终用户认证说，弹药将不会

被出售或再出口到任何其他国家。这一案件不仅显示，走私武器弹药不仅是边界

管制松懈的结果，还显示中部非洲次区域各国应依照 2010 年 11 月《中部非洲管

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和一切制造、维修、组装此类零部件公约》，就非法

武器弹药转让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 

__________________ 

 38 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在其几份报告中报告了对前新生力量使用的武器的这种做法（如见

S/20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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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专家小组深入调查了此案件，因为在实地考察和检查期间还观察到“”组织

分子改造了为小猎物设计的猎枪子弹，以便可以更有效地对付较大猎物或人。该

过程包括去除原始子弹上的较小铅头，代之以手工弹丸，或者通过插入 7.62 毫米

军用子弹或手工射弹来模仿猎枪子弹。此过程仍不成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

会改进，以取得预期效果(见附件 18)。 

93. 武器禁运制度法律框架载于附件 19。不遵守案件以及国际社会支持中非共和

国安全部门改革的情况分别详见附件 21 和 22。 

 

 四. 阻碍向中非共和国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94. 2014 年期间，人道主义组织继续应对中非共和国的人道主义危机。然而，安

全局势不稳定导致无法进入该国的许多地方，再加上资助制约和其他问题，使中

非共和国目前成为非洲大陆人道主义紧急局势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95.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认为，39
 该国有 560 05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135 050

人在班吉的 43个流离失所者营地以及与收容家庭在一起。几乎一半人口(在约 460

万的总人口中，约有 25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需要包括

食品、水和卫生设施援助、紧急住所、非粮食物品、保健、教育和保护。 

9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认为 自 2013 年 12 月以来，除了已经流离失

所的 244 783 名难民，邻国有 120 472 名中非共和国新难民，大多数中非共和国

难民在喀麦隆，其次在乍得、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见附件 31)。40
 

97. 专家小组进行的调查记录了 2013 年 12 月 5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期间 103

起中非共和国境内阻碍运送人道主义援助事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134(2014)号

决议第 36 段(e)项，这些行为应受制裁。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所

有事件。博达和恩代莱的案卷说明不稳定安全局势如何给人道主义组织及其行动

造成负面影响，以及不稳定局势阻碍为弱势人口发放援助(见附件 22 和 23)。 

98. 在上述期间，中非共和国有 14 名援助工作者被杀害(见附件 24)。杀人行为

似乎没有特定模式或趋势可循(见附件 28)。在一些情况下，有人因其工作性质被

杀害，其他事件似乎是任意的暴力行为(见附件 24)。 

__________________ 

 39 中非共和国情况报告，第 25 期（2014 年 5 月 14 日）。可查阅 http：//car.humanitarianresponse.info，

2014 年 5 月 21 日查阅。 

 40 “中非共和国局势”，难民署外部区域最新情况 15，2014 年 5 月 9 日至 15 日。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UNHCR%20External%20Regional%20Update

%20CAR%20Situation%20%2315.pdf, 2015 年 5 月 21 日查阅。 



S/2014/452  

 

14-54322 (C) 24/153 

 

99. 根据专家小组从主要和次要来源收集的信息，大约 60%的记录在案事件的犯

罪人已被查明身份。据称，“反砍刀”组织对约 30%的记录在案事件负责，前塞

雷卡分子应对约 25%的记录在案事件负责，身份不明犯罪人或其他团体应对约

45%的事件负责(见附件 24)。 

100.  根据专家小组收集的资料，报告所述期间发生 13 起装载人道主义援助的卡

车车队遭到袭击、拦截或威胁的事件。车队遇袭给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和弱势群

体的生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见附件 24)。 

101.  此外，出于安全原因逃离的穆斯林人的车队遭到袭击。。根据记录，此类事

件至少导致 10 名平民死亡。 

102.  特别令人关切的是，数次阻挠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事件专门针对穆斯林援

助工作者，或针对为大多数居民信仰穆斯林的地区运送的人道主义援助。据称，

这些事件是“反砍刀”组织分子所为(关于具体事件，见附件 24)。 

10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道主义组织不断在各种武装团体和犯罪分子在该国

各地设置的检查站遭到拦截、骚扰和阻挠，被勒索通行费或道路使用费。 

 

 五.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41 
 

 

104.  通过调查以及从主要和次要来源收集的信息，专家小组记录了冲突各方在

2013 年 12 月 5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犯下的约 2 424 起非法杀害平民事件(见附

件 25)；这个数字包括同一期间遇害的援助工作人员。虽然大多数屠杀是 2013 年

12 月暴力高峰期间在班吉发生的，但 2014 年前几个月，冲突各方在全国各地继

续非法杀戮平民(见附件 27)。 

105.  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最严重事件之一是 2014 年 2 月 1 日至 5 日发生在

Guen 村(曼贝雷-卡代省)的大屠杀，专家小组 2014 年 4 月 25 日访问该地，“反砍

刀”组织多个团体杀害了 43 名平民(见附件 29)。 

106.  专家小组注意到，全国各地平民缺乏行动自由的情况日益令人关切。为此，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保护群组制定了“有风险社区”的概念。42
 在编写本报告时，

该群组确定了全国 11 个有风险社区，主要是在西部地区，包括约 21 000 人。在

PK5(班吉)、博达(洛巴伊省)、卡诺特(曼贝雷-卡代省)和布阿尔(纳纳-曼贝雷省)

的民众尤其令人担忧。43
 虽然这些社区最近才被归类为有风险社区，但是博阿

__________________ 

 41 有关方法的评论见附件 28。 

 42 保护群组使用三个指标确定社区是否有风险：缺乏行动自由、普遍存在暴力和不安全及无法得

到人道主义援助。 

 43 专家小组通过约谈和访问上述地点证实了这一信息。 



 S/2014/452 

 

25/153 14-54322 (C) 

 

利、博森贝莱和雅洛科(翁贝拉-姆波科省)等社区已被如此归类多月。这些地点的

一些人已逃往喀麦隆，从而减少了有风险人的人数，但教派和宗教暴力导致中非

共和国西部穆斯林社区空无一人。44
 

107.  迄今为止，穆斯林居民进行了如下三次搬迁：博森贝莱，2014 年 1 月 17

日(58 人)；博桑戈阿(瓦姆省)，2014 年 4 月 14 日(540 人——主要是民众自发组

织的)；PK12，2014 年 4 月 21 日至 30 日(约 1 300 人)。 

108.  平民普遍缺乏基本服务(保健、教育、安全和其他方面)特别令人关切。 

109.  在编写本报告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本学年已经过去一半以上，中

非共和国几乎三分之二的学校仍然关闭。39
 据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教育群组称，

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中非共和国已有 111 所学校遭到攻击。45
 

这 111 所学校占全国各地学校总数的 33%。现在没有准确的攻击日期数据，主要

是因为人道主义行为体无法进入该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46
 专家小组

能够在实地访问恩代莱和博达期间核实学校关闭情况。 

110.  在上述期间，专家小组记录了全国各地七所医院遭到武装分子攻击的案件。

在所有案件中，武装团体攻击了医院，偷窃了设备，并阻碍为平民运送人道主义

援助。据报道，在班吉、恩代莱、Boguila(瓦姆省)、布阿尔和 Yongoro(纳纳-曼贝

雷省)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中一个事件导致三名援助工作者 2014 年 4 月 26 日在

Boguila 被杀害(见附件 24)。 

1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利用中非共和国第二手来源记录了六起性暴

力事件(见上文第二.B 章和附件 30)。专家小组将在今后几个月里对性暴力事件进

行调查。 

112.  专家小组从第二手来源登记了五起有关儿童兵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发

生在东南地区，据称是上帝抵抗军部队所为。儿基会估计，中非共和国儿童兵大

幅增加，冲突各方使用了 6000 名儿童(18 岁以下或 18 岁)，不仅作为战斗人员，

而且还履行支助功能。47
 在迄今的实地访问中，专家小组未看到武装团体内有

儿童兵，但专家小组打算进一步调查这个特别令人关切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44 与保护群组组长约谈，班吉，2014 年 5 月 22 日。 

 45 教育群组认为，攻击的定义包括以下内容：武装团体和平民的掠夺、武装团体占领、故意纵火、

用子弹击或其他任何类型弹药射击及房地内存在爆炸物。 

 46 见 https://car.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clusters/education。 

 47 2014 年 5 月 27 日与儿基会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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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建议 
 

 

113.  专家小组建议： 

 (a) 委员会要求中非共和国邻国每年公布关于自然资源、包括钻石和黄金的

进出口完整统计数据； 

 (b) 委员会敦促所有各方，包括中部非洲区域各国、国际刑警组织、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以调查和打击参与非法开采和交易自然

资源，包括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产品的区域犯罪网络； 

 (c) 委员会敦促中非共和国过渡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㈠ 向委员会证实，已解除被查明是在中非共和国活动的武装团体成员的国

防和安全人员在国防和安全部队中的职务； 

㈡ 向委员会报告过渡当局为确保安全管理武器弹药，包括武器弹药的登

记、分配、使用和维护而采取的措施，并明确任何培训和基础设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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