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5 年斯洛文尼亚申请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为增进世界和平及安全，加强和促进国际合作，斯洛文尼亚开展诚信友好的对话，成为可靠的

合作伙伴、公平的对手和诚实的中间人。 

 

斯洛文尼亚高度重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预防冲突的机制，包括调解、仲裁和国际司法机构。 

 

斯洛文尼亚将继续努力不懈地协力识别创新措施，以促成互助的解决方案，以及减少未来冲突

的潜在风险。 

 

斯洛文尼亚致力于推动全球人类繁荣、尊严和更美好的未来。 

 

斯洛文尼亚将继续坚持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典。 

 

如能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非常任理事国，斯洛文尼亚承诺积极、和谐地推动各国之间的合

作，为全球人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备忘录 

 

斯洛文尼亚为 2024－2025 联合国安理会候任非常任理事国 

 

我们的世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日益复杂性和挑战。本着共同责任和团结精神，斯洛文尼亚提出

申请成为 2024-202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多变主义至关重要  

 

斯洛文尼亚坚信有效的多边主义措施。当代安全挑战要求建立㇐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强大、基

于规则和包容性的多边体系。对话、合作和互信有助采取集体行动，有效应对挑战。 

 

斯洛文尼亚重申对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共同价值观和国际法的承诺。我国能灵活适应国际社

会的快速变化。斯洛文尼亚位于中欧、地中海和西巴尔干半岛之间，为多元文化和语言的枢纽，

多年来与周边国家建立互信，并保持稳定的友好关系。凭借积极有效的政策，我国致力达成合

作关系，并与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关系．在共同倡议下，为人民带来显著改变。 

 

为增进世界和平及安全，加强和促进国际合作，斯洛文尼亚开展诚信友好的对

话，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公平的对手和诚实的中间人。 

 

 

斯洛文尼亚已实施几项倡议，作为加强真正政治对话和互信的平台。对西巴尔干半岛地区稳定

情况，以及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冲突后恢复，我国为所提供的援助及贡献而感到自豪。 
 

二、促进和平 

 

尽管斯洛文尼亚为世界最和平的国家之㇐，我国深知国家安全取决于世界所有合作伙伴的安全。

因此，为应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所面临的多元挑战和威胁，全球社区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作出紧急、集体和坚决的回应。 

 



斯洛文尼亚高度重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预防冲突的机制，包括调解、仲裁

和国际司法机构。 

 

斯洛文尼亚属于控制军备、裁军和武器不扩散的主要国际条约之缔约国，近年致力于普及条约

文书所蕴含之机制，并确认其执行。 

 

气候变化和资源稀缺需要更大的复原力，以及大胆、坚定和协调的行动。此外，各国必须决然

应对网络和混合威胁。 

 

斯洛文尼亚将继续努力不懈地促成团结解决方案，以及减少未来冲突的潜在 风

险之创新措施。 

 

斯洛文尼亚积极参与联合国其他维和与稳定化项目，目前于非洲、欧洲和中东部署军事、警察

和文职人员。我国积极培训国际行动和任务人员。此外，我国的行动皆支持和促进妇女、和平

与安全事务，以及青年、和平与安全事务的项目。 

 

三、人类尊严和人类未来 

 

消除贫困、永续发展和尊重人权为建立和平和具复原力社会的基础。经过与 30 多个国家之合

作方案，斯洛文尼亚的项目促进善政、平等机会、高质量教育和应对气候变化，尤其高度重视

永续管理自然资源。斯洛文尼亚已率先实施《2030 年议程》，并视 COVID-19 恢复计划和实

现气候目标为更全面实现永续发展目标的机会。 

 

随着全球人道需求快速成长，斯洛文尼亚正在稳定加强人道主义援助。COVID-19 疫情蔓延并

造成严重后果，我国在全球回应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双边合作和对 COVAX 作出的贡献，斯

洛文尼亚迄今捐赠 COVID-19 疫苗已超过本国人口。 

 

通过战争后人道排雷、受害者援助、库存销毁和排雷行动管理，斯洛文尼亚将继续为受冲突影

响国家的恢复和发展作出贡献。我国将继续透过提供援助和医疗复健项目，帮助受武装冲突的

儿童。 

 



 斯洛文尼亚致力于推动全球人类繁荣、尊严和更美好的未来。 

 

斯洛文尼亚积极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和观察员角色，反映我国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不懈。

我国高度重视消除各方歧视、促进平等、赋予妇女权力和保护弱势群体。 

 

人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之间的连动关系，攸关全球人类的未来。为维护全球清洁健康的永

续环境，斯洛文尼亚与有志于此的国家共同领导㇐个十年计划，打下坚实基础，并于 2021 年

获人权理事会认可。 

 

因为气候变化相对具有急迫感，斯洛文尼亚积极推动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凭借投资于科

学和水外交的悠久传统，斯洛文尼亚提倡对水、水的交叉特质和与人类发展、生态系统保护和

气候复原力的相关性的综合政策方法。 

 

斯洛文尼亚倡导包容、访问和投资于建立数字化社会建设。位于斯洛文尼亚的国际人工智能研

究中心 (IRCAI)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援，致力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以实现永续发展目标，

并于不同领域推动负责任、以人为本及基于人权的人工智能，尤其涉及教育、辅助技术、废弃

物管理、气候变化和循环经济的领域。 

 

四、稳定及法治 

 

健全的国际法体系确保稳定和可预测。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成员之㇐，以及应用新版《国

内起诉最严重国际犯罪之司法互助和引渡多边条约》的核心成员，斯洛文尼亚致力于打击有罪

不罚，并为暴行受害者全面伸张正义。上述措施及行动也具有预防作用，并构成冲突后和解的

必要关键部分。  

 

 斯洛文尼亚将继续坚持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 

 

多边制度应因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发展和调整。为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和透明度，斯洛文尼亚支持

改革联合国体系，包括振兴联合国大会的工作及改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且推动安全理事会

关于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行或战争罪等採取行动的《行为守则》。 

 



五、斯洛文尼亚的承诺 

 

30 年来，斯洛文尼亚㇐直是联合国最为可靠且可信之成员。从独立、获得国际认可，以及成

为所有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的成员以来，国家走过㇐条漫长的路。我国曾于 1998-1999 担任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理事会工作并提倡改善组织透明度。在联合国和其

他组织的经历证明，斯洛文尼亚作为积极的多边行动者、捐助者及人道主义伙伴的投入、气节

和丰富经验。 

 

如能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非常任理事国，斯洛文尼亚承诺积极、和谐地推动各国

之间的合作，为全球人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