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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会议 
2012年 12月 3日至 7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9(a) 
第 5条延期请求和延期请求程序 

  对安哥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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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代表负责分析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提交 

1.  安哥拉于 2002年 7月 5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2003年 1月 1日对安
哥拉生效。在 2004年 9月 14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安哥拉报告了在其管
辖或控制下的布设或怀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安哥拉有义务在 201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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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哥拉认为自己无法按期完成，于 2012年 3月 30日向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
提出延期请求。2012 年 6 月 15 日，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书面函请安哥拉提
供补充材料。安哥拉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做出回复。2012 年 9 月 7 日，缔约国
第十一届会议主席再次书面函请安哥拉进一步澄清若干事项。安哥拉于 2012 年
9月 17日做出回复。安哥拉请求将期限延长 5年(至 2018年 1月 1日)。 

2.  请求中指出，安哥拉污染水平的确定工作始于 1995 年。一些非政府组织，
特别是挪威人民援助会，在 1994 年《卢萨卡和平协议》之后开展了非技术调
查。请求中指出，由于 1998 年战火重燃，安哥拉无法明确获知地雷污染的情
况，而战争期间(1998 至 2002 年)地雷的使用又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请求中指
出，由于这个原因，2002 年之前的调查不足为信。请求中指出，战争结束后开
展了地雷影响调查，查明了位于 18 个省份 1,988 个社区中共计约 1,025 平方公
里的 3,321个疑似危险区域，将其作为排雷行动方案的基线。 

3.  请求中指出，自 1996 年起，共有 40 个行为方参与了安哥拉的排雷进程，
“清理”总面积达 4,491,707,182 平方米(约 4,491 平方公里)，移除和销毁杀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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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地雷 34,042 枚、反坦克地雷 24,092 枚和未爆炸弹药“2,424.81”枚。1 负责分
析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期请求的缔约国(下称“分析小组”)指出，在安
哥拉已经清理的区域内地雷密度极低(即每“清理”131,136 平方米销毁 1 枚杀伤
人员地雷)，因此强调安哥拉今后必须按照缔约国第九届会议的建议，使用各种
切实可行的方法，高度确信地迅速核证怀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无雷。 

4.  请求中指出，地雷影响调查中查明的 3,321 个疑似危险区域中的 2,116 个仍
有待处理，总面积达 793,177,246.68平方米(约 793平方公里)，另有 19个社区因
难以进入而没有接受地雷影响调查。分析小组注意到，安哥拉承认，即使已经掌

握了目前这些资料，它仍力求查明“国内地雷问题的真实情况”，部分原因是

“已经完成的大部分工作未经报告或未经如实报告。” 

5.  请求中说明了下列阻碍因素：(a) 国土面积大，植被种类多样；(b) 冲突由来
已久，涉及使用不同布雷技术的多方行为者；(c) 布雷时没有记录数量和位置；
(d) 处理污染问题的资源不足。分析小组指出，对排雷行动信息缺乏有效的收
集、维护和管理，可能也是阻碍执行的一个因素。 

6.  请求中指出，杀伤人员地雷对于社区民众的生活和经济及公共管理的正常运
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包括封锁通向道路、桥梁和耕地的通道，为重新安置造成障

碍及阻碍战后重建和发展进程。请求中指出，自 2003 年以来，地雷共造成 564
人受伤、390 人死亡。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致函安哥拉，询问请求中报告的
伤亡数据，因为伤亡情况似乎未得到充分报告。

2 安哥拉答复称，该资料源于部
门间排雷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国家数据库，并进一步指出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安

哥拉地雷受害者调查项目。分析小组指出，安哥拉未依照《卡塔赫纳行动计划》

中的承诺提供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地雷受害者资料。 

7.  请求中指出，自《公约》生效以来，由于执行了第 5 条而在社会经济方面取
得了重大进展，包括清理了国内所有主要道路，仅余二级和三级道路有待清理；

排雷为安置境内流离失所者和留在邻国的难民创造了没有危险的安全条件；农业

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释放了拾柴和狩猎等活动区域。分析小组指出，在请求延

长的期限内执行第 5条的进展有可能极大地促进安哥拉境内人身安全和社会经济
条件的改善。 

  

 1 负责分析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指出，安哥拉在其请求正文中使用的
数字和请求及其附件的表格中所载数字不符。因为安哥拉未在 2012 年 6 月 29 日和 9 月 7 日
提供的补充资料中解决这些差异，分析小组在编写本分析时使用了请求正文中的数字。 

 2 在 2004 年《公约》第一次审议会议上，安哥拉报告有 80,000名地雷受害者。虽然说有 80,000
名地雷受害者可能是过于高估，但分析小组注意到这个数字与延期请求中的数字之间的差

距，以及较之于所估计安哥拉地雷问题的严重程度，延期请求中报告的伤亡数字相对较低。

安哥拉对本分析草案发表意见时指出，在内罗毕提供的数据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残疾人，不

仅是地雷受害者。安哥拉进一步指出，正依据“全国地雷受害者调查项目”更新数据，筛查

了 18个省份中的 5个，查明地雷受害者约 3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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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上所述，安哥拉请求将期限延长 5年(至 2018年 1月 1日)，以便通过调查
和更新数据库查明国内地雷污染的真实情况。请求中指出，工作计划将由有助于

提高数据质量的几项关键活动组成，包括 ：非技术研究项目 ；准确查明安哥拉
排雷范围的支助项目 ；和更新数据库及纠正偏差的项目。请求中还指出，工作
计划还包括一些行政项目和能力建设项目，以应对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面

向技术人员的有关报告撰写及归档技巧与实践的培训活动和旨在改进管理和质量

控制程序及做法的关于监测、管理和协调部门间排雷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排雷

行动方案的能力建设项目。 

9.  请求中指出，非技术研究项目旨在更新国内疑似雷区的数据并在部门间排雷
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的数据库中加以体现，使数据库成为适宜的规划和决策工

具。请求中指出，预计此项活动将持续 2 年(2011 至 2013 年)，将由部门间排雷
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与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共同协调管理，270万美元(或每
个省份 15 万美元)的估计预算由安哥拉政府和欧盟委员会通过第 10 期欧洲开发
基金提供。请求中进一步指出，该项目将考虑哈洛信托会和挪威人民援助会开展

的调查。分析小组指出，一旦完成调查便可更加准确地获知完成执行第 5条所需
时间，请求中说明调查工作将于 2013年内完成。 

10.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致函安哥拉询问能否说明预计 270 万美元的调查
预算将用于支付哪些费用以及能否详细解释这个项目“将考虑”哈洛信托会和挪

威人民援助会开展的调查是什么含义。安哥拉表示，政府将出资 270万美元，用
于支付设备(车辆、导航工具等)开支和 5 个国家排雷单位的作业和行政开支以及
部门间排雷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的监测费用。关于考虑哈洛信托会和挪威人民

援助会的调查报告，安哥拉表示它们均在各个区域开展了调查，但部门间排雷和

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和作业方仍然在评估它们的调查报告。安哥拉进一步表示，

如果部门间排雷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的结论认为上述机构开展的调查仍然符合

现实情况，则无需在有关区域重复这项工作。安哥拉还指出，部门间排雷和人道

主义援助委员会目前正与哈洛信托会和挪威人民援助会合作完成这项评估。 

11.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致函安哥拉询问将采用何种方法开展调查及调查
的现状和目前的结果。安哥拉在回复中概述了采用的方法，其中包括：与关键信

息提供方进行详细讨论；利用调查问卷；和查访有关疑似危险区域。分析小组指

出，安哥拉叙述的调查方法表明，即将采用的方法与此前调查中采用的导致高估

污染情况的方法没有什么差别。分析小组进一步指出，安哥拉未表示将在非技术

调查中结合技术内容，这说明它没有从此前的调查中吸取根本教训。 

12.  请求中指出，有一个项目要准确查明安哥拉的排雷范围，旨在通过清除雷
区和/或疑似雷区范围记录中的错误信息，为非技术调查项目进行补充。请求中
进一步指出，该项目还将绘制已清理区域的地图，以便为已经采取的行动创建一

个数据库，并便利为已清理区域发放证书。请求中指出，该项目为期 3 年(2012
至 2015 年)，首期费用 540 万美元将由安哥拉政府承担。请求中进一步指出，项
目将分 3个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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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准确查明安哥拉排雷范围的项目所涉区域 

阶段 内容 总面积 

1 为排雷执委会 2011年已排雷的所有区域绘制 
地图并进行确证 

52,670,218平方米 

2 为非技术调查的所有区域绘制地图并进行确证 793,177,247平方米 

3 为排雷执委会 2005至 2010年已清理的所有区 
域绘制地图并进行确证 

461,978,881平方米 

13.  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主席致函安哥拉，表示不清楚调查工作与所余 2,116个
疑似危险区域有何关联，并询问安哥拉能否说明调查期间每年将由哪个组织调查

多少区域，并具体说明这些活动与各省份余下的具体困难有何关联。安哥拉在答

复中指出，安哥拉将在延长期内开展全面调查，对国内所有 18 个省份的疑似雷
区进行查访和重访，专家还将查访余下的 2,116个区域，再次确认情况和/或缩小
地雷影响调查目前界定的范围。安哥拉还指出，部门间排雷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

会考虑不采取区域方针而采取“市镇方针”，共将查访市镇 186个。安哥拉还指
出，它提供了一份表格(“表 6： 

非技术调查项目工作计划”)，内载上述市镇和
指定作业方的名单。分析小组指出，安哥拉虽然提供了一份要查访的市镇名单，

但没有明确指明作业方或具体的时间表，也没有确定关键目标，说明延长期内每

一阶段将有哪些及多少市镇接受非技术调查及这些市镇优先次序。 

14.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致函安哥拉，指出虽然请求中说明了延长期内安
哥拉将要开展的主要活动，但是未明确说明延长期内要实现的年度目标，请求中

应包含(可以用新的表格列出)延长期内每年明确的目标清单(例如调查社区的数
量、雷区的数量和清理雷区的数量)。分析小组指出，安哥拉在回复主席提出的
问题时未能提供延长期内每年明确的目标清单(例如调查社区的数量、雷区的数
量和清理雷区的数量)，从而使安哥拉和所有缔约国均难以评估延长期内执行情
况的进展。 

15.  请求中指出，2010 年开始的更新数据库和纠正偏差工作目前还在进行，这
项工作最终将使(a) 部门间排雷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的数据库与作业方的数据
库兼容；(b) 数据库中录入的数据能够就安哥拉的地雷问题生成准确信息；(c) 
作业方接受培训；(d) “作业数据的方法得到统一”。分析小组欢迎安哥拉通过
“清理数据库”等措施努力争取更清晰地了解其执行困难，但仍然指出上述工作

本可以更早开展，而且取得预期结果不应耗时 8 年(即从开始更新数据库至请求
延长的期限结束为止)。 

16.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询问安哥拉，如果调查将于 2013 年底完成，而且
3年的过渡期可能足以完成调查、实现其他过渡目标并制定前瞻计划(例如与非技
术调查同时进行绘图工作)，安哥拉是否会考虑缩短请求延长的期限并努力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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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更短时间内实现目标。安哥拉在回复中坚持说 5年是合理期限，“特别是
鉴于规模、适宜性和预算执行等限制因素。”分析小组指出，似乎 2至 3年将足
以对污染情况获得必要的更深入理解，并据此作出计划。 

17.  请求中指出，非政府组织将在请求期内处理总计 111,134,290 平方米(约 111
平方公里)的区域，或年均处理约 22,227,000 平方米的区域。请求中指出，为此
安哥拉已从第 10 期欧洲开发基金中获得了总计 2,000 万欧元的资金，除了国际
捐助方为小规模任务捐助的几笔基金外，全部基金将于 2013 年底到位。请求中
还指出，111,134,290 平方米有待处理的区域中仅有 45%在 2013 年底之前有了基
金保障。分析小组指出，安哥拉虽然说明了 2013至 2017年间将由作业方清理的
具体面积，但是没有说明这一数字与所余疑似危险区域有何关联、这些清理活动

优先次序如何以及这一活动与非技术调查项目有何关联。 

18.  请求中指出，排雷执行委员会(排雷执委会)2012 至 2017 年工作计划表明，
在此期间“国家公共作业方”将排雷 316,400 余平方公里，安哥拉政府将提供
258,493,191 美元的支出费用。分析小组指出，这一面积相当巨大，占安哥拉国
土面积四分之一强，而关于如何在排雷执委会的领导下开展这些工作，安哥拉几

乎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 

表 2 
据报 2012至 2017年公共实体排雷区域面积 

公共实体 2012至 2017年排雷面积(平方公里) 

农业 12,274.50 

运输 780.05 

公路和土地保护区 850.87 

地质和采矿 45,618.30 

电信 1,876.48 

旅游 254,000.00 

合计 315,400.21 

19.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致函安哥拉，要求就欧盟委员会在安哥拉的能力
建设和排雷行动协调计划提供更多资料，并要求安哥拉说明该项目的目标和影响

以及该项目将如何促进安哥拉执行第 5 条。安哥拉在回复中指出，由
“CIVIPOL.CONSEIL”领导的集团正在实施欧委会资助的这个项目，其中包括
三项主要活动：(a) 监测非政府组织在 6 个省份开展的排雷项目；(b) 向部门间
排雷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提供技术支助，特别是对部门间协调、省际协调和信

息管理培训的支助；(c) 为国家排雷研究所(排研所)总部数据库和各省排雷部队
提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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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请求中指出，安哥拉采用人工排雷、机械排雷和(有限范围内的)警犬排雷方
式。请求中指出，部门间排雷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已经建立了由 8个区域小组
组成的国家管理和质量控制系统，以监测公共、私营和人道主义作业方的工作。

请求中还指出，所有排雷组织均必须获得认证，包括表示遵守联合国国际排雷行

动标准。分析小组指出，按照缔约国第九届会议通过的建议，确保全面使用各种

技术和非技术手段核证疑似危险区无雷，对安哥拉将大有裨益。分析小组就此指

出，安哥拉应按照缔约国在通过《卡塔赫纳行动计划》时做出的承诺，报告本国

在这方面的进展，为此应提供排雷后核证无雷、技术勘察后核证无雷和非技术勘

察后核证无雷的分类资料。 

21.  分析小组指出，很遗憾安哥拉在《公约》生效近 10 年后仍然无法说明还需
要做的工作，特别是考虑到过去 10 年间对安哥拉人道主义排雷作了大量投入，
包括在开展调查和信息管理方面已经作了投入。分析小组进一步指出，安哥拉请

求延长的期限为 5年，这意味着从提出请求之日算起，它需要 5年左右的时间来
查明余下的困难、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提交第二次延期请求，而安哥拉又表示非技

术调查仅需要 2年，这似乎说明 2至 3年就足以对污染情况获得必要的更深入理
解，并据此作出计划。 

22.  分析小组指出，鉴于外部支助对于确保及时履约的重要性，安哥拉最好加
强其资源调动战略，例如进一步明确执行工作的概算。分析小组还指出，鉴于外

部支助对于确保及时履约的重要性，安哥拉最好明确安哥拉国家预算在整体履约

费用中所占比例，并解决请求中预计由公共机构进行排雷的面积过大的问题。 

23.  分析小组指出，鉴于请求延长的年数与完成与请求目的相一致的各项行动
所预计的时间长度之间存在差距，而且请求中的信息不够明确，没有明确说明报

告疑似危险区域的数量与即将开展的调查、清理和建立数据库的工作有何关联，

缺乏详细资料说明公共实体处理的区域的数量，安哥拉宜向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

报告以下情况： 

(a) 非技术调查结果，包括提供最新资料说明已知或怀疑布设了杀伤人员
地雷区域的数量、位置和面积； 

(b) 确保国家排雷行动信息系统准确性的工作结果，包括所有在安哥拉开
展调查或排雷活动的行为方提供的信息的获取、录入和管理工作； 

(c) 详细说明非技术调查处理的区域和非政府排雷组织即将处理的总计
111,134,290平方米的区域与所余 2,116个报告疑似危险区域有何关联； 

(d) 考虑将由公共实体处理的区域的实际面积和位置、标明地理位置的年
度预期进展目标，并详细说明将由公共实体处理的区域与所余 2,116 个报告疑似
危险区域有何关联； 

(e) 在延长期内处理已查明污染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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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析小组指出，除了按照上述方式向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作出详细报告之
外，安哥拉还必须每年向缔约国会议报告并向第三次审议会议报告安哥拉履行第

5条义务所取得的进展和余下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