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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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及其分析的非正式介绍  

 

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根据《公约》 
第 5 条提出的延长完成杀伤人员 
地雷销毁期限的请求的分析 

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代表负责分析  

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提交  * 

 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批准《公约》。《公约》

于 1999 年 3 月 1 日对联合王国生效。在 1999 年 8 月 26 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

中，联合王国报告了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内有或被怀疑内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

联合王国有义务在 2009 年 3 月 1 日之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

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联合王国认为自己无法按期完成，于 2008 年 5 月 31 日向

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提出延期请求，请求延长 10 年(至 2019 年 3 月 1 日)。  

 2.  请求中指出，1982 年冲突期间，“在福克兰群岛布设了许多雷场”。请求

中还指出，阿根廷政府向联合国报告，其武装部队曾将大约 20,000 枚杀伤人员地雷

和 5,000 枚反车辆地雷运至该群岛。请求中进一步指出，自冲突结果以来，已从雷

区排除并销毁了大约 1,855 枚地雷。  

                                                 
*  迟交，秘书处收到后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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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求中表明，根据 1982 年 6 月进行的一般性调查，雷场有 113 个，总面积

达 7,353,700 平方米，而疑似雷区有 4 个，总面积达 5,225,200 平方米。请求中还表

明，所有 117 个区域都标明了周界，加以例行监视，并且用优质栅栏保护起来，以

确保有效阻止平民进入。负责对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进行分析的缔约国(下称“分

析小组”)注意到，联合王国表示它已销毁了这些雷区的大约 1,855 枚地雷，但它没

有报告自《公约》生效以来是否进行过任何排雷，也没有说明是否有任何当初查明

的 117 个区域通过其他手段而解除危险。  

 4.  请求中指出，联合王国与阿根廷于 2001 年“同意对福克兰群岛排雷问题进

行一项可行性研究”。请求中还指出，两国选定由克兰菲尔德大学的恢复中心来承

担部分工作，包括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实地调查于 2007 年 10 月完成。如上所述，

根据联合王国与阿根廷联合进行的可行性研究的结果，联合王国请求延长 10 年(至

2019 年 3 月)。该研究断定，清除所有雷区的地雷并不容易，但技术上做得到，时

间則估计至少需要 10 年。  

 5.  请求中说明了下列阻碍因素： (a) 雷区的地形有各种各样，无法采用单一

的排雷方法；(b) 与联合王国距离遥远，后勤战略安排难度极大；(c) 将近 40%的雷

区与外界隔绝，只能使用特制车辆进入； (d) 有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会影响到动植

物，排雷前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 每种不同的地形都需采取若干特定的治理方

法；和(f) 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每年只能工作 10 个月，而且不大可能使用探雷犬。 

 6.  分析小组指出，联合王国难以按期履行其在《公约》第 5 条下的义务，看

来是因为它迟迟没有在《公约》生效后尽快致力于克服上述阻碍因素或进行任何排

雷。分析小组进一步指出，尽管有上述因素，但环境方面的因素不应最终妨碍其尽

快履行第 5 条义务。  

 7.  请求中没有说明延长期内每年估计将有多少雷区解除危险，但指出估计可

在 2019 年 3 月之前销毁或确保销毁请求中所列已知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

请求中还表示，建议先进行为期两年的试验性工作，以评估各种排雷设备和技术的

适用性、每个雷区所使用技术和设备的最佳组合和排雷方案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

审查每种排雷技术宜采用哪些泥炭治理办法。请求中还指出，试验性工作对于确定

整个项目的时间表至为重要。分析小组注意到试验性工作对于拟订排雷计划和确定

执行时间表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鉴于请求中完全没有按照第 5 条第 4 款(a)项(一)

目说明在国家排雷方案下进行筹备和开展工作的情况，分析小组进一步指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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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点是，缔约国应只请求延长为评估相关事实和据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前瞻性计划

所必要的时间。  

 8.  请求中没有说明将采用何种方法使雷区解除危险，这是因为：如上所述，

建议先进行为期两年的试验性工作，以评估各种排雷设备和技术的适用性、每个雷

区所使用技术和设备的最佳组合和排雷方案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审查每种排雷技

术宜采用哪些泥炭治理办法。请求中还表示，可行性研究已经完成，联合王国正在

审议各种备选方案，然后将决定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分析小组注意到，可行性研

究报告已经提出了一年多，但联合王国仍未就可采取何种备选方案作出决定。  

 9.  请求中表示，进行上述为期两年的试验性工作，对于查明可能需要的费用

至为重要。请求中还表示，根据上述可行性研究，排雷行动的费用“相对较高”，

达几百万英镑。请求中还把排雷行动与联合王国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排雷行动方案联

系起来。分析小组指出，缔约国执行《公约》某一条的义务并不减损其执行《公约》

另一条的义务。分析小组还注意到，请求中没有提到自《公约》生效以来在国家排

雷方案下开展工作的供资问题，也没有提到在请求的延长期内开展工作的供资承诺

或可能的资金来源。  

 10.  请求中指出，雷区的总面积为 13 平方公里，仅占农业用地的 0.1%，对农

村社区的经济影响因而极小。请求中还指出，由于旅游业日益兴旺，当地居民不希

望在旅游旺季受到(估计是排雷工作造成的)干扰。请求中进一步指出，排雷工作会

扰乱小小的社区，使基础设施受到压力。最后，请求中指出，25 年多来没有任何平

民因地雷而伤亡。  

 11.  请求中表示，未来的任何雷区排雷工作都须接受环境影响评估，“是否批

准排雷计划，将由福克兰群岛政府决定”，而按照当地法律，每个雷场要进行排雷，

都须将排雷计划送审。分析小组指出，尽管有上述种种考虑，但联合王国政府最终

有义务保证按照第 5 条尽快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

人员地雷，这一义务是联合王国作为主权国家所自觉接受的。  

 12.  请求中载有可能有助于各缔约国评估和审议延期请求的其他相关资料，包

括已知或怀疑埋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清单和“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排雷

可行性实地调查报告”的公开发行版。  

 13.  分析小组指出，自《公约》生效以来，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一直没有

进行过排雷，而联合王国也没有在其延期请求中明确承诺将开始排雷行动并最终履



APLC/MSP.9/2008/WP.26 
page 4 

行其义务。分析小组进一步指出，如果联合王国尽快明确承诺将致力于执行第 5 条，

則整个《公约》都会受益。  

 14.  分析小组指出，一个缔约国在《公约》生效了将近 10 年之后仍不能确知

将如何进行余下的工作，还需要进行为期两年的试验性工作才能够掌握所有必要情

况和确定整个项目的时间表，这是令人遗憾的。在此方面，分析小组指出，重要的

一点是，缔约国应只请求延长为查明余下挑战的实情并据以制定计划和准确估计还

需多久才能够完成第 5 条的执行所必要的时间。分析小组注意到，主席已在其 2008

年 8 月 29 日致联合王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的信、2008 年 9 月 8 日致联合王国

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的信以及 2008 年 11 月 6 日与联合王国协办外交和联邦事务国

务大臣的电话通话中代表分析小组建议联合王国考虑这样做。  

 15.  分析小组指出，详细说明每年将要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大有助于联合王

国和所有缔约国评价延长期的执行进展情况。在这方面，分析小组还指出，如果联

合王国能够在常设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会议和缔约国会议期间提供它在这方面

的最新情况，对联合王国及所有缔约国都会有益处。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