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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会议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2 (c) 

《公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介绍、报告、讨论和 

决定下列事项：关于第 5条执行事务委员会 

职权范围的结论和建议 
 

 

 

  关于尼日尔共和国根据《公约》第 5条提出的请求的意见1 
 

 

  第 5条执行事务委员会(厄瓜多尔、爱尔兰、波兰和赞比亚)提交 
 

 

1.  在 2006 年缔约国第七届会议上，缔约国确立了“拟订、提交和审议延长第 5 条最

后期限的请求的程序”。这个程序鼓励请求延长第 5 条最后期限的缔约国“在需对其请

求作出决定的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召开前至少 9 个月将其请求提交主席”。 

2.  在 2014 年第三次审查会议上规定新建立的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的职责是：“在

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之前编写并向缔约国提交对每一份第 5 条延期请求的分析，

同时酌情考虑到缔约国第七和第十二届会议商定的关于分析程序的相关决定。” 

3.  在第十次缔约国会议上，“会议提醒注意，及时提交延期请求对于第 5 条延期进

程的总体有效运作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建议所有希望提交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最迟于

审议该请求的年份(即缔约国到期期限之前的一年)的 3 月 31 日提交请求”。 

4.  《公约》于 1999 年 9 月 1 日对尼日尔生效。在尼日尔 2002 年 9 月 12 日提交的

初次透明度报告中，尼日尔报告了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疑含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

因而有义务在 2009 年 9 月 1 日之前清除这些区域。2008 年 6 月 5 日，在地雷清除

问题常设委员会会议上，尼日尔宣布，根据又收到的信息，尼日尔能够确认不再怀

疑其领土上存在杀伤人员地雷。 

5.  2011 年 6 月，在尼日尔原先第 5 条截止日过期后，尼日尔发现在其管辖或控制

下的一个区含有杀伤人员地雷，另 5 个区怀疑含有杀伤人员地雷。尼日尔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提交的透明度报告中报告了这一发现。 

__________________ 

 1 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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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尼日尔认为其不可能在缔约国下届会议之前销毁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

按照缔约国在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上就在截至日期之后发现先前不知道的雷区作

出的承诺，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向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主席提交了延期请求。尼日

尔请求延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7.  尼日尔的第一个请求指出，该国北部的冲突和利比亚危机导致安全局势的变化，

尼日尔因此要求评估团进行调查，评估团发现在阿加德兹大区北部比尔马省的

Madama 军事哨所有一处雷场。请求表明，评估团原本要调查的一些地区出于安全

原因现在无法进入。请求进一步指出，已确认的雷场估计总共 2,400 平方米，但是

地雷可能因该地区的沙尘暴而发生了移动。雷场有标识、围栏，并由军事哨所监测。

请求还指出，尼日尔还发现了五处疑似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同样位于阿加

德兹大区的比尔马省，还有若干危险公路和道路。这五个疑似区域的面积还不确定。 

8.  请求载有一份 2014-2015 年为期两年的工作计划，概述在 Madama 军事哨所雷

区的活动，并通过技术调查来识别可疑地区。工作计划还包括防雷认识宣传活动和

加强全国收集和控制非法武器委员会能力的活动。排雷的技术调查和准备工作预计

在 2014 年进行，计划在 2015 年开始实施排雷工作。 

9.  请求指出以下风险可能会影响计划的实施：(a) 热和流沙所致的不同险恶沙漠

环境地区的地理和气候；(b) 工作计划的经费，以及(c) 尼日尔境内以及与其他国

家交界处的恐怖主义威胁带来的不安全因素。请求进一步指出，尼日尔为排雷人员

成立了一个加强安全小组，正在寻求与当地居民的配合。 

10.  第十三次缔约国会议一致同意核准此请求。 

11.  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于 2013 年准予尼日尔此请求时： 

 (a) 注意到尼日尔表明了履行《公约》第 5 条所载义务和遵守缔约国第十二届

会议关于发现先前所不知道的雷区的决定的承诺。在准予此请求时，缔约国第十三

届会议还注意到，从发现雷区到开始工作间隔了一段时间，尼日尔可能可加快履约

速度，使实际需要的时间短于请求延长的时间。 

 (b) 请尼日尔在 2014 年中之前向缔约国报告：(1)  导致在该国使用杀伤人员

地雷的原因；(2) 使用何种方法确认已知和疑似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其中

考虑到联合国的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强调应在证据的基础上界定“疑似危险区”；以

及(3) 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第十三次缔约国会议又请尼日尔自 2014

年中起每年向缔约国报告以下事项： 

(一) 2014-2015 年工作计划所列活动的进展； 

(二) 调查工作的结果以及通过调查获得的更大确定性如何可改变尼日尔对余

下执行挑战的理解； 

(三) 安全局势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执行工作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以及 

(四) 收到的外部资金以及尼日尔政府为支持执行工作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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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会议还指出，请求中列出的每月进度基准将大大有助于尼日尔及所有缔约

国评估延长期内执行工作的进展。为此，会议请尼日尔在常设委员会会议、缔约国

会议和审议会议上提供有关这些基准的最新情况。会议又请尼日尔定期向缔约国报

告该国为实施提供资金和实物捐助的情况、为筹集外部资源所作的努力以及努力的

结果。 

12.  因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核准了尼日尔的请求，尼日尔在常设委员会 2014 年会

议和马普托第三次审查会议上向缔约国通报了请求所载工作计划的实施情况。 

13.  在 2015 年闭会期间的会议上，尼日尔指出： 

 (a) 继技术调查之后，Madama 雷区目前估计为 39,000 平方米。在 Madama 第

一区域邻近又发现了一个未知大小的区域。 

 (b) Madama 已部署 60 名排雷员，并于 2014 年 11 月开始排雷。 

 (c) 由于剩余的污染程度和缓慢的排雷进展，尼日尔将无法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最后期限前完成履行第 5 条的义务，将提交另一个延期请求。  

14.  在 2015 年 6 月 25-26 日闭会间隙，第 5 条执行委员会与尼日尔会晤，赞赏地

指出，尼日尔严肃对待其第 5 条义务，已采取措施来解决其问题。委员会同时注意

到，尼日尔表示其正在准备提出延期请求，委员会鼓励尼日尔尽快提交申请延期。 

2015 年 9 月 7 日，委员会主席致函尼日尔，提到编写、提交和分析请求的议定程序，

并请尼日尔迅速提交请求，以便按照传统的合作精神进行分析程序。 

15.  2015 年 11 月 12 日，尼日尔向第 5 条执行委员会主席提交了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截止日的延期请求。尼日尔请求延期 5 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主席答函收

悉请求，但指出遗憾的是，请求迟交，因而无法根据议定程序准备请求分析报告。 

 

  意见 
 

16.  委员会注意到，尼日尔请求延期 5 年，承诺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公

约》第 5 条弟 1 款的实施。 

17.  如先前请求一样，该请求指出，尼日尔的原始挑战是总额为 2,400 平方米的已

知含有杀伤人员地雷区(Madama)和其他五个怀疑含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请求还

指出，2014 年 5 月在 Madama 区进行技术调查期间估计修订的雷区规模高达 39,304

平方米，另外，还发现了一个含杀伤人员和反坦克地雷的区域，面积估计为 196,253

平方米。此外，请求表明，2014 年 5 月进行的调查消除了先前报道怀疑含有杀伤人

员地雷的五个区域存在地雷的疑团。该请求还指出，自 2014 年 11 月，已部署 60

名排雷员清除 Madama 区，在 39,304 平方米的区内已清除了 17,000 平方米，发现

并销毁 750 个地雷。 

18.  请求载有 2016-2020 阶段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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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要求尼日尔向缔约国提供调查工作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

将如何影响尼日尔执行方面尚存的挑战与 2014-2015 年工作计划所列的各项活动。

委员会注意到尼日尔定期提供有关事项的信息。 

20.  委员会指出，尼日尔在既定的缔约国 2015 年提交请求截止日—2015 年 3 月 31

日—之后，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提交了延期请求。为此，第 5 条执行委员会无法

履行其职责准备尼日尔的请求分析，在缔约国第十四届会议之前将其提交所有缔约

国。 

21.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委员会遗憾的是，尼日尔没有按照缔约国集体议定采用的

程序行事。尽管，尼日尔定期向所有缔约国提供实施第 5 条的最新信息，并在委员

会要求时向委员会提供该信息，尼日尔本可受益于原本将会与委员会进行的合作性

对话，如果进行了拟定请求分析报告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