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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8 月 3 日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马里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谨以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并经安全理事会第 2649(2022)号决

议延长任期的马里问题专家小组协调员的身份，依照第 2649(2022)号决议第 5 段

转递关于专家小组工作的最后报告。 

 所附报告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 (2017)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审议了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 

马里问题专家小组协调员 

罗伯托·索拉佐(签名) 

专家 

萨尔玛·阿尔卡(签名) 

专家 

阿尔贝·巴鲁姆(签名) 

专家 

法蒂玛·萨比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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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马里问题专家小组的 
最后报告 

 摘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执行工作陷入严重停滞，关键

机制仍然无法运作。尽管为解决当前僵局作出了努力，但签署方之间的猜疑依然

存在，从而导致僵持局面持续。由于马里军方战斗机多次飞越基达尔和签署方武

装团体控制的其他地区，局势更加复杂，从而加剧了各社区对袭击的恐惧。专家

小组不断收到的信息表明，签署方武装团体正在备战，以防范他们认为马里武装

部队构成的威胁，这种情况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事件，对《协议》造成致命打击。 

 签署方武装团体受到来自恐怖主义武装团体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一些地方已

经无法保障社区的安全。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积极利用《协议》执行工作陷入停滞

带来的机会，巩固对当地社区的控制。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QDe.163)的袭击，一些社区依靠“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提供安

全保障。 

 过渡当局和签署方武装团体在宪法草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照搬《协议》全部

条款方面存在分歧。马里政府认为，宪法草案只应反映《协议》的关键条款，前

提是其余问题将通过立法和监管措施加以解决。 

 签署方武装团体、恐怖主义团体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其中一些由与地方

和国家政治事务有联系的知名人士领导)为控制途径北部加奥大区和基达尔大区

的贸易和贩运路线而展开争夺。这些动态引发暴力，并进一步危及马里的和平、

安全与稳定，从而危及《协议》的执行。 

 签署方继续卷入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特别是以暴力侵害平民

的形式。这些侵权和违反行为发生在签署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

与穆斯林”组织之间的武装对抗背景下，特别是在梅纳卡大区、加奥大区和莫普

提大区。 

 在莫普提和梅纳卡，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模式，特别是涉及马里武装部队及

其外国安全伙伴的性暴力模式，仍然令人关切。专家小组感到关切的是，此类事

件的一再发生可能表明，这些行为是有系统、有计划的，是为了实现外国安全伙

伴的安全目标。 

 由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占领梅纳卡大区的大部分地区，梅纳卡大区和梅纳卡

镇的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人员流动已经蔓延到基达尔和尼日尔，少数人继续

前往布基纳法索。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行为增多，给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带来严

重后果。人道主义行为体仍然是被针对的目标，遭到绑架、抢劫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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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在区域一级，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及其成员国设法

稳定住了近几个月来极为动荡的区域态势。此外，这些区域行为体正在积极处理

旨在促进执行《协议》的各项区域举措中的主导权问题。与此同时，马里政府正

在努力构建符合其优先事项和政策的新区域框架，以打破孤立状态并赢得支持。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仍然喜忧参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个由多家公司构

成的复杂网络可能让受制裁个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得

以违反资产冻结并实施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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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A.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第 2649(2022)号决议第 5 段提交安全理事会，所述期间是 2022

年 8 月 3 日(向安理会转递马里问题专家小组上一次最后报告(S/2022/595)之日)至

2023 年 6 月 23 日。1 本报告介绍上次报告所述正在进行的调查的最新情况。专

家小组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提交中期报告(S/2023/138)。 

2. 安全理事会第 2649(2022)号决议决定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 至 7 段规定

的措施延长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安理会第 2374(2017)号决议建立的制裁制度包

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适用于被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指认直接或间接负责、合谋或参与威胁马里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

政策的个人和(或)实体。安理会第 2649(2022)号决议请秘书长重新设立专家小组，

并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1 至 15 段所规定的专家小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3. 专家小组在进行调查时，遵循了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

建议的最佳做法和方法(见 S/2006/997)。虽然专家小组由于马里当局拒绝批准进

行任何访问而无法前往马里，但仍坚持了可达到的最高证明标准。 

4. 专家小组以确凿证据为依据开展工作，并遵守关于答辩机会的标准。2 专家

小组在调查中保持透明、客观、公正、独立。 

 B. 与利益攸关方和机构的合作 

5. 专家小组访问了比利时、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法国、德国、意大利、约

旦、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瑞士、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专家小组还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对外行动署

总部访问了欧洲联盟，并自成立以来首次访问了位于阿布贾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委员会(西非经共体委员会)以及俄罗斯联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接受专家小

组访问或咨询的会员国和组织的完整名单见附件 3。专家小组还与安全理事会成

员国和与其任务有关的其他国家定期进行交流。专家小组感谢所访问各国政府给

予的大力合作与支持。 

6. 专家小组感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给予的卓越支持与

合作。专家小组还感谢马里稳定团安排与其领导层和相关业务部门的定期虚拟会

议，以及 2023 年 5 月 19 日在阿布贾与负责马里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马里稳定

团团长卡西姆·瓦尼的会面。专家小组还要感谢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对专家小组

任务的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 

 1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超链接均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访问。 

 2 由于对监测机制的报告有字数限制，专家小组在附件中提供进一步的详细信息。本报告使用的

缩略语见附件 1。关于方法和答辩机会的进一步信息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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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家小组的来往公文记录见本报告附件 4。专家小组自开始执行任务以来，

向会员国、各机构和组织发出了 89 封公函。发给会员国的公函一般都得到了回

复，尽管合作程度不同。向作为《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缔约方的武装团体(签署

方武装团体)发出的信函得到了答复。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对专家小组关于提供

信息的请求作了口头答复。迄今为止，发给马里的所有公函，包括请求准许进入

马里的公函，均未收到答复。 

8. 专家小组与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及其秘

书处、会员国以及包括安全理事会其他专家小组及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在内的

其他对话者保持定期接触。 

 二.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执行进展概述 

 A. 执行《协议》的政治和区域背景 

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关键机制仍然无法运作，《协议》的执行工作陷入严

重僵局。尽管双方都为打破当前停滞局面而采取步骤，但各签署方之间的不信任

依然存在。3 专家小组注意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没有取得进展，

协议监测委员会没有召开会议，过渡当局提出的宪法草案也没有取得进展。各签

署方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件(见下

文第 33-38 段)。 

10. 马里政府采取了必要的立法措施，通过了必要的法案，并将《协议》概述的

所有原则列入新宪法的序言部分。然而，作为主要签署方武装团体的阿扎瓦德运

动协调会坚决反对该进程的每一步，声称政府的行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实际意

图的注意力。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担心《协议》可能会被抛弃，所以继续开展抵

抗活动，从而对《协议》的切实执行构成重大障碍。 

11. 鉴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收到马里政府呼吁立即撤出马里稳定团的公函，安全

理事会决定根据第 2690(2023)号决议的规定，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起终止马里稳

定团的任务。签署方武装团体表示关切的是，在没有联合国开展调解的情况下，

《协议》可能分崩离析，从而使北部各大区面临再次发生暴动的风险。马里稳定

团的撤出将进一步破坏本已脆弱的《协议》，特别是考虑到马里稳定团在促进各

方对话以及监测和报告《协议》执行情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马里稳定团

有权对据称的违反行为进行调查，对冲突的国际监督陷入终止的情况也引起极大

担忧。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12.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作为《协议》第二支柱的核心组成部分，一

直是表明《协议》执行进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

程作为一项指标，具体涉及《协议》的国防和安全方面(第 7 和 8 章)。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 S/2023/138，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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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专家小组报告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的最后一次实质性进展发

生在 2020 年，当时有 448 名武装团体人员接受整编(见 S/2021/714，第 9-11 段和

S/2022/595，第 12-13 段)。为就高级文职和军事人员的管理方式(包括指挥系统)

提出建议而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仍未召开会议(见 S/2023/138，第 12 段)。 

14. 马里政府表示失望的是，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尚未公布参加快速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战斗人员名单。另一方面，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强调，在继续

推进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之前，必须解决与高级别人员整编和指挥系

统有关的未决问题。4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认为，马里政府没有履行《协议》中

关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任何重要实质性规定(见下文第 61 段)。 

15. 与此同时，马里政府根据《协议》第 19 条，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颁布一项

法令，5 设立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同名

委员会自 2015 年以来一直在运作。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显示，设立这个新实体

是为了吸收包容运动协调会6 各运动以及马里政府、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阿尔

及尔 2014 年 6 月 14 日运动纲领会的成员。7 事实上，依照章程(见附件 5)，委员

会将包含包容运动协调会的八名代表。委员会将在民族和解、和平与国家融合部

部长伊斯梅尔·瓦格大校的领导下执行与前实体相同的任务，瓦格大校负责《协

议》相关工作，并负责制定和执行面向前战斗人员的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

社会方案。8 

16. 所有签署方都对《协议》执行工作缺乏进展负有责任，只有全体签署方秉持

诚意参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委员会才能在执行《协议》方面发挥

切实作用。 

  签署方之间持续缺乏信任，危及《协议》所设机制 

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际调解工作把重点放在敦促签署方恢复对话上，而忽

略了包括执行《协议》规定在内的其他任务。虽然把恢复对话作为重点是为了在

各方之间营造合作与和解的气氛，但却忽视了在有效应对执行工作相关挑战和确

保《协议》得到遵守方面的努力。这种情况也使各方的立场变得强硬。 

18. 在和平、安全和发展常设战略框架(常设战略框架)暂停参与《协议》规定的

所有机制之后，9 常设战略框架代表团应阿尔及利亚当局邀请，于 2023 年 2 月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 S/2022/595，第 12 段。 

 5 2023 年 4 月 14 日第 2023-0242/PT-RM 号法令(见附件 5)。 

 6 包容运动协调会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由来自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阿尔及尔 2014 年 6

月 14 日运动纲领会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组成。这些持不同政见团体要求将其纳入《马里和平与

和解协议》的执行工作。包容运动协调会不是《协议》签署方。 

 7 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10 名政府代表、7 名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代表、7 名阿尔及尔 2014 年

6 月 14 日运动纲领会代表和 8 名包容运动协调会代表。 

 8 委员会的全部职责和任务载于附件 5。 

 9 见 S/2023/138，第 15 段。 

https://undocs.org/ch/S/2021/714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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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至 3 月 3 日访问阿尔及利亚。常设战略框架主席 Alghabass Ag Intalla 任代表

团团长。 

19. 代表团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特本总统向代表团

保证，武装团体对《协议》执行条款的关切将得到适当承认，并重申阿尔及利亚

致力于执行《协议》。关于与阿尔及利亚当局讨论的议题或提出的建议，没有公布

更多具体信息。 

20. 与此同时，马里过渡当局认为《协议》的执行遇到了重大障碍。过渡当局认

为，尽管过渡当局努力执行《协议》，但签署方武装团体特别是阿扎瓦德运动协调

会却不断违反《协议》。马里政府认为，发生这些违反行为是因为阿尔及利亚领导

的国际调解小组没有作出反应。马里当局在 2023 年 2 月 24 日给阿尔及利亚外交

部长的信(见附件 6)中，对所指称的10 签署方武装团体违反行为表示关切。这封

信着重介绍 2022 年第四季度观察到的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部队在梅纳卡大区和

加奥大区的动向(见 S/2023/138，第 41 段)，并指责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常设战

略框架除其他外设立新的军事总部、重新开放安全哨所、进行巡逻和非法发放在

金矿内行动的许可证。这封信还指出，政府“(……)将必然反对关于要求其对违

反《协议》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负责的任何指控”，这大概是在让公众舆论和国

际社会对政府后续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好准备。 

21. 与此同时，缺乏信任的局面对协议监测委员会产生影响，该委员会是最重要

的执行机制，但自 2022 年 11 月以来一直没有开会。事实上，协议监测委员会已

经因《协议》各方的争吵、指责和要求而陷入泥潭。马里政府对常设战略框架关

于在“中立地点”举行会议的要求持保留意见，强调必须在该国主权领土内进行

讨论和谈判。未能就会议地点达成一致，是各方陷入僵局和立场不妥协的一个实

例，这种情况对《协议》的执行构成挑战。 

22. 为了恢复常设战略框架会议创造的势头，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解决妨

碍切实执行《协议》的主要挑战和障碍。 

  在执行《协议》的框架内进行宪法和立法改革 

23. 马里当局已经采取步骤(详见下文)，以便通过采取切实执行《协议》第 3 条11 

所需的必要立法和监管措施，与该条的规定保持一致。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但签

署方武装团体(特别是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仍然怀疑马里当局是否愿意通过在满

足这些团体所代表群体的需要方面采取切实行动来执行这些规定，并对执行规定

的方式表示怀疑。12 他们对宪法草案和下文第 24 段所述的立法表示特别关切。13 

__________________ 

 10 信中列举了马里政府报告的违反行为。 

 11 第 3 条规定：“马里国家机构应与各方密切协商，并在本协议规定的监测委员会的协助下，采

取必要行动，确保为执行本协议所需的任何监管、立法和宪法措施都得到实行。” 

 12 秘密消息来源。 

 13 常设战略框架特别表示遗憾的是，《协议》的规定没有逐字纳入《宪法》案文，从而表明过渡

当局不愿完全按照《协议》所述执行这些规定。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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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执行《协议》而采取的立法措施 

2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通过了 3 月 13 日第 2023-001 号法案(修正 6 月 24 日第

2022-019 号法案(《选举法案》))、3 月 13 日第 2023-002 号法案(修正确立领土行

政组织基本原则的第 2012-006 号法案)以及 3 月 13 日第 2023-003 号法案(修正规

定地方选区自由管理条件的2017年10月2日第2017-052号法案)(见附件7a-7c)。

这些法律包含以下规定： 

 (a) 赋予大区和地方行政区法律人格和财政自主权。这符合《协议》通篇所

述的地方分权原则，目的是增强地方社区的权能，使其能够对地方事务有更大的

控制权； 

 (b) 概述了由民选议会自由管理地方选区的原则(议会主席由直接普选产生)，

并确定了执行机构的作用和职责。这些规定符合《协议》第 6 条； 

 (c) 《协议》第 7 条呼吁向地方行政区下放权力和资源，以促进包容治理，

解决冲突背后的不满，这一点反映在关于领土行政组织基本原则的第 2023-002 号

法律中。国家在向地方行政区移交职责的同时，还必须移交必要的资源和手段，

以使这些职责得到有效履行； 

 (d) 新法律反映了《协议》第 8 条的目标，即促进马里北部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确保发展带来的惠益能够触及各阶层民众。各大区负责构思、规划、执行、

监测和评价大区内的行动； 

 (e) 关于地方行政区自由管理条件的第 2023-003 号法律引入了一种评价地

方行政区业绩并将额外资源分配与业绩挂钩的机制。国家代表和地方行政区之间

订立业绩合同，目的是在执行发展方案方面加强问责，提高透明度，改善实效。

这一规定符合《协议》所强调的公共资源管理方面的善治和问责； 

 (f) 《协议》第 47 条转化为 2022 年 11 月 15 日第 2022-041 号法案，该法

案确立了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所致伤害补偿有关的一般规则。根据这项法律，政

府设立了危机受害者补偿管理局，14 这是一个过渡期正义机制，负责管理自 1960

年以来马里境内侵犯人权行为的赔偿事宜。该局的任务包括拟订赔偿措施、确定

受害者身份、评估损害、提供赔偿、管理资金和就必要措施提出建议。 

25. 虽然上述法律有可能建立一个协助执行《协议》的法律框架，但签署方武装

团体的某些重要关切仍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大区议会及其主席没有任何实权的

问题。特别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和大区当局之间如何分享权力的问题。政府倾向于

事前控制，这涉及到由代表中央政府的大区区长核准大区决策机构所作决定。然

而，签署方武装团体热衷于简单的事后控制，《协议》所述的辅助性原则对此进行

了概述。在这种情况下，大区机构所作的决定不需要得到区长的核准。签署方武

装团体认为，辅助性原则至关重要，是认为《协议》中关于地方治理的规定已得

到执行的先决条件。 

__________________ 

 14 2023 年 3 月 28 日关于设立危机受害者补偿管理局的第 2023-016/PM-RM 号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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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方武装团体反对宪法改革 

26. 一些签署方武装团体和非签署方武装团体参与了《宪法》的起草工作，而另

一些武装团体则抵制整个进程，以便与马里过渡当局彻底划清界线。纲领会和包

容运动协调会(非签署方团体)都参与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以及向过渡总统阿西

米·戈伊塔正式提交草案的仪式(见附件 8)。 

27. 尽管马里政府邀请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参加《宪法》的起草工作，但该团体

没有参加，15 并公开反对《宪法》案文。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认为，新《宪法》

没有在帮助加强马里地方权力方面规定必要的地方分权工具，也没有解决大区议

会主席的权力问题。16 

28. 过渡当局和签署方武装团体对于《协议》全部条款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纳入宪

法草案存在分歧。政府认为，只有《协议》的重要条款才应添加到草案中，前提

是其余条款将通过立法和监管措施加以解决。17 另一方面，常设战略框架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发表公报，表达对宪法草案的不满。常设战略框架感到遗憾的是，

该草案“(……)在执行与《协议》所述政治和体制承诺有关的立法和监管措施所

必需的基本规定方面，与 1992 年 2 月 25 日《宪法》相比，没有表现出任何具体

的变化”(见附件 9a)。 

29. 因此，常设战略框架在 6 月 3 日至 5 日于基达尔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建议

推迟全民投票，18 以便创造条件，最终形成一个有充分参与性的案文。2023 年 6

月 6 日，国际调解小组会见常设战略框架，后者坚持要求得到政府的正式保证，

即《宪法》如果获得核准，将不会凌驾于《协议》之上。政府没有做出这些保证，

因此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拒绝在基达尔举行全民投票(见附件 9c)。 

30. 在加奥，动员选民参加 2023 年 6 月 18 日宪法公投。还鼓励境内流离失所者

参加。在这些民众中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热情，他们认为举行宪法公投是 2024 年

选举的前兆。19 

  宪法公投的结果 

31. 据独立选举管理局称，过渡当局提交的新《宪法》获得马里人的核准，赞成

率为 97%。然而，投票率为 39.40%。由于担心圣战分子的袭击或存在政治分歧，

北部各大区许多地方的投票进程受到阻碍(见下文第 34 段)。 

32. 随着新《宪法》获得核准，预计将实施几项符合《协议》的重大改革。这些

改革包括实行两院制议会，此举将增强马里北部地区在国家机构中的代表性。此

__________________ 

 15 见 S/2023/138，第 21-22 段。 

 16 秘密消息来源。 

 17 联合国秘密消息来源。 

 18 常设战略框架发言人 Mohamed Elmaouloud Ramdane 发表声明称，只有在和平进程重新启动后，

签署方武装团体才会支持宪法公投。另见 2023 年 6 月 5 日常设战略框架发表的公报(见附件 9b)。 

 19 当地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人们对选举充满希望，宪法公投是恢复和平的第一步。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S/2023/578 

 

11/103 23-14061 

 

外，传统当局将得到更多的承认，特别是在议会二院内。新《宪法》还纳入了关

于承认和推广民族语言的包容性条款。眼下的关键问题是，在没有主要签署方武

装团体积极参与的情况下，能否执行与《协议》有密切联系的宪法规定。 

  《协议》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33. 除了上文所述马里政府与签署方武装团体之间持续缺乏信任和政治进程陷

入停滞的情况外，专家小组还观察到实地的紧张局势加剧。 

  马里政府战斗机飞越基达尔和其他城镇 

34. 2023 年 4 月 5 日，一架马里战斗机飞越基达尔、贝尔、阿内菲斯和阿马辛

(据称是低空飞越)，所有这些地区都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控制之下。这次升

级事件发生在2012年4月6日“阿扎瓦德单方面宣布独立”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周年纪念活动可被视为违反《协议》第 1(a)条的行为。20 这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

马里政府与签署方武装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据报告，战斗机从位于加奥的马里

军事基地起飞，据报没有开火。基达尔的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人员立即作出反应，

朝飞机射击(见附件 10a，录像)。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对这次飞越提出抗议，称这

是《协议》规定的违反停火行为(见附件 10b)。 

35. 专家小组在先前的报告(S/2022/595，第 14 段)中指出，签署方的行动似乎是

在为彼此对抗做准备。这一趋势仍在继续，飞越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专家小组

还注意到，自 2023 年 1 月以来接连发生具有军事意义的事件，加剧了各方之间

的紧张关系，飞越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些事件包括： 

 (a) 1 月 15 日至 20 日，专家小组此前曾报告过(见 S/2022/595，第 40-46 段)

的常设战略框架部队参谋长在基达尔阿内菲斯举行会议，讨论在所有控制地区建

立军事行动单一指挥结构的问题； 

 (b) 2 月 8 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阿扎瓦

德阿拉伯运动宣布合并为单一的政治军事运动。2 月 10 日，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

团成员阿马杜·阿尔贝·马伊加发布一段视频，其中提到可能对基达尔发动的军

事攻击，称“……我们的一位武装部队参谋长已经告诉过渡总统，解放基达尔的

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见附件 11，录像)； 

 (c) 2 月 20 日，常设战略框架部队参谋长再次在阿内菲斯举行会议，并宣布

将开展一次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动用 380 部车辆和 2 500 名战斗人员，以保护

平民免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袭击； 

 (d) 尽管在民族和解、和平与国家融合部部长 5 月 13 日访问基达尔之后，

局势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但在 6 月 18 日宪法公投当天，基达尔又发生了一起类

似的马里军队战斗机飞越事件。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拒绝允许在基达尔大区举

__________________ 

 20 在基达尔定期举行的 2012 年 4 月 6 日事件纪念活动总是会加剧政府与签署方武装团体之间的

紧张关系。这些纪念活动不符合《协议》关于尊重马里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规定，该

规定要求各方秉持诚意并促进信任。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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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宪法公投的背景下，21 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令人对执行《协议》的脆弱政治环

境感到关切。 

36. 专家小组评估认为，马里战斗机飞越基达尔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其他控制

区的行为进一步削弱了《协议》各方之间的信任。专家小组还认为，这些飞越行

动是继专家小组报告的 2022 年 9 月 28 日在 Amasrakad-Gourma 检查站发生的事

件(见 S/2023/138，第 27 段)之后，签署方武装团体与政府之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发生的第二起具有军事内涵的事件。 

37. 与 Amasrakad-Gourma 的第一起事件不同，飞越没有导致各方交火，但局势

可能会迅速恶化。专家小组无法核实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在基达尔展示的武器图

像的真实性，其中包括据称具有防空能力的武器。然而，专家小组不断收到报告

称，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正在加紧重整军备，并决心获得防空武器系统，以便在

马里武装部队等发动空袭时进行自卫。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代表告诉专家小组，

该团体已经作出安排，以便在今后对此类挑衅采取应对措施。 

38. 基达尔的事态发展着重表明，必须解决阻碍切实执行《协议》的根本挑战。

这些事件还突出说明，需要管控可能加剧该大区紧张局势的潜在触发因素，从而

防止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执行《协议》的区域背景以及重振区域团结力 

39. 围绕马里冲突的区域动态依然错综复杂。由于各种外溢后果，特别是恐怖主

义威胁，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等邻国仍然面临安全挑战。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40. 马里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该国境内，而且对整个区域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在

这方面，专家小组看到西非经共体在过去几个月推动重振区域团结力。该次区域

组织通过促进外交接触、鼓励对话和敦促成员国与马里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展

现了领导力。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协助实现过渡并按照马里政府 2022 年 6

月提出的时间表举行选举。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动向，加强了对和平的集体承诺。 

41. 虽然西非经共体认为在执行《协议》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认为《协议》

目前处于停滞状态。在马里完成过渡并恢复文官统治和宪法秩序的整个过程中陪

伴马里，仍然是西非经共体的一个优先事项。但是，脱离《协议》不是西非经共

体的可选之策，因为这只会造成更多的困难。如果签署方之间再次发生武装对抗

的风险很高，就不可能圆满完成过渡。22 

  科特迪瓦 

42. 由于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科特迪瓦当局对来自马里北部的人员流动表示关切。

作为一项缓解措施，科特迪瓦当局打算对与马里接壤边境地区的发展进行投资，

包括为当地社区特别是年轻人创造机会，以防止恐怖主义团体招募。 

__________________ 

 21 见附件 9。 

 22 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官员和联合国消息来源的会晤。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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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全问题是科特迪瓦当局最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该国境内遭受了三次恐

怖主义袭击。这些事件与马里近年来的局势有关，2016 年在大巴萨姆发生的枪击

事件尤其如此。除了恐怖主义威胁之外，边境地区还面临其他安全挑战，包括偷

运人员和货物以及贩运毒品活动。对科特迪瓦而言，在边境地区与马里开展合作

对于应对共同挑战和促进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科特迪瓦认为，为了保障边界安

全，应鼓励共享情报，以确保各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水平相当并开展联合行动，特

别是在阿克拉倡议的框架内这样做。23 不过，当局强调，在马里重新建立文官统

治之前，不会完全恢复合作。 

44. 科特迪瓦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实现区域政治稳定，首先是鼓励和协助马里顺利

完成过渡。科特迪瓦愿意在整个过渡进程中协助马里，并回顾两国对口部门之间

不断进行沟通。事实上，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外交危机后，马里和科特迪瓦之间的

联合合作委员会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巴马科举行技术层面会议。 

45. 科特迪瓦当局指出，他们无意干涉马里内政。科特迪瓦呼吁在《协议》框架

内，通过民主手段恢复马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塞内加尔 

46. 考虑到塞内加尔一贯与马里保持良好关系，塞内加尔和马里之间的双边关系

继续朝着和平及重新实现区域平衡的方向发展。塞内加尔认为该国对马里的做法

是现实的，强调顺利过渡的重要性。鉴于该区域的安全局势极具挑战性，塞内加

尔当局与西非经共体一样，优先重视防止政变的传染效应和扩散，因为这会破坏

打击恐怖主义蔓延的努力。 

47. 塞内加尔认识到，需要为充分执行《协议》开展持续的区域合作，以应对马

里和广大萨赫勒区域面临的复杂挑战。 

  毛里塔尼亚 

48. 边界管理对毛里塔尼亚当局极为重要，因此当局决定在与马里接壤的边界沿

线设立一个军事禁区。24 这些地区禁止一切平民人员和活动。事实证明，这项措

施在加强边境控制方面是有效的。加强军事力量和监控可以遏制走私、贩运以及

未经许可的人员和货物流动等非法活动。加强安全措施的目的是维护领土完整、

防止跨界威胁和促进区域稳定。 

49. 对毛里塔尼亚当局而言，通过加强与马里的合作，特别是在情报共享方面的

合作，将进一步提升这一办法的有效性。这种协作将有助于区域安全努力，并加

__________________ 

 23 阿克拉倡议是 2017 年在加纳启动的一个合作与协作安全机制，由七个西非国家(贝宁、布基纳

法索、科特迪瓦、加纳和多哥为成员国，马里和尼日尔为观察员)组成，这些国家面临恐怖主义

武装团体日益增加的威胁和袭击。 

 24 毛里塔尼亚有四个大区与马里接壤：东胡德、西胡德、阿萨巴和吉迪马卡。这些大区是跨界往

来的重要枢纽，主要涉及燃料、香烟、大麻、药品和被盗车辆的非法贸易。这些交易在露天市

场进行，主要涉及马里北部的居民。毛里塔尼亚当局注意到，由于马里军队沿边界重新部署，

车辆贩运活动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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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两国的稳定。在与马里双边协定的框架内，毛里塔尼亚在努瓦克肖特港建立了

一栋专用建筑物。这栋建筑物发挥域外飞地的作用，由仓库组成，发交马里官方

运营者的货物在运往马里之前储存在这些仓库中。值得注意的是，集装箱货物由

海关押运。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管控从努瓦克肖特港到马里的货物流动。 

50. 鉴于解决非法贩运移民问题的重要性，毛里塔尼亚在 2020 年颁布关于预防

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及保护受害者的第 2020-017 号法案，该法案专门着眼于打

击这一现象。这项法律包含针对参与贩运移民活动个人的严厉措施和惩罚，特别

侧重于偷运者和协助者。 

51. 毛里塔尼亚认为，保护巴西库努镇附近姆贝拉难民营中的马里难民是一个优

先事项。当局对难民进行了普查，估计 2023 年约有 108 000 人。 

52. 为核查 Robinet El Ataye 事件而设立的联合委员会尚未结束调查。25 联合委

员会为收集信息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毛里塔尼亚当局承认联合委员会为确定受

害者死因所作的重大努力。两国目前正努力达成双边办法，以便通过司法渠道解

决这一问题。 

  布基纳法索 

53. 布基纳法索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这一威胁在北部和东部各大区尤其明显，但

在西部地区也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国家当局告知专家小组，由于两国面临同样的

威胁，26 而且西非经共体对两国实施制裁，该国与马里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在这

些关系的推动下，提出了与马里以及最初与几内亚建立联盟的提议(见下文第 55-

57 段)。此外，国家当局还向专家小组表示，由于财政拮据，当局无法雇用外国

私营安保公司来协助开展行动。 

54. 国家当局欢迎专家小组的访问，认为这体现了布基纳法索政府坚定致力于履

行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国际义务。同样在这方面，国家当局提到，尽管国内面临

安全挑战，但该国仍继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贡献。国家当局还强调，将继续

与西非经共体合作，为保障区域和平与稳定寻找适当的机制，为此，当局期待与

担任西非经共体布基纳法索问题特使的尼日尔前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进行联

络。该国还参加了两次联合军事行动，即 2023 年 4 月与马里开展的 Kapidougou

行动和 2022 年与尼日尔开展的 Taanli 行动。布基纳法索当局表示，需要得到军

事装备和训练，以便应对恐怖主义团体行动当前对该国安全构成的威胁，而且该

国的金融情报部门需要得到技术援助，以便更好地遵守包括第 2374(2017)号决议

所设制裁制度在内的联合国各项制裁制度， 

  过渡当局寻求建立替代性区域合作框架 

55. 2023 年，专家小组注意到，过渡当局努力发起或加入符合其优先事项和政策

的区域框架，以打破孤立状态并获得支持。在多哥的倡议下，2023 年 5 月 3 日在

__________________ 

 25 见 S/2022/595，第 99 段。 

 26 在编写本报告时，布基纳法索收容了 36 000 名登记在册的马里难民。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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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美启动了一个名为“非洲政治联盟”的非正式政治平台。马里被选为负责敲定

联盟创始文件的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因此积极参与联盟的工作。 

56. 联盟的讨论主要涉及该区域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部长级与会者27 表示，非

洲国家越来越希望承担起应对自身挑战的责任，并谴责外来干涉是造成冲突延宕

不绝的根本原因。 

57. 2023 年 2 月 9 日，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外交部长在瓦加杜古宣布，有

意在三国之间建立联盟。这个倡议的目的是为最高级别的政治和安全交流建立常

设框架并使其制度化。专家小组了解到，尚未为落实这一愿景采取任何措施。对

布基纳法索而言，该倡议反映了三国加强联系和巩固安全努力的意图，而不是建

立新机构或故意削弱现有区域框架。 

  开展能力建设，使区域利益攸关方能够更好地参与《协议》的执行工作 

58. 区域利益攸关方向专家小组表达了在切实协助马里执行《协议》方面的能力

建设具体需要，特别侧重于打击恐怖主义。提高各国管理边界的能力仍然是一个

优先事项。通过实施有效的移民政策和治理制度来加强边界管理能力，对于防止

恐怖主义分子和非法武器渗透以及打击贩运活动至关重要。 

59. 还强烈呼吁改进现有的司法和调查合作框架，以追查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

冻结资产、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并分享有关恐怖主义团体活动的情报。该区

域各国表示，需要加强行动方面的合作并建立一个与马里开展双边和多边行动

的框架。 

 B. 武装团体的最新情况 

  《协议》得不到执行的情况削弱了签署方武装团体的力量，并为恐怖主义团体提

供了重现 2012 年情景的机会 

60. 根据《协议》的规定，签署方武装团体承担两个重要作用。这些团体是安全

保障的提供者，也是其社区和战斗人员社会经济福祉的倡导者。《协议》的执行工

作长期停滞不前，对社区的恐怖主义袭击持续不断，这种情况动摇了签署方武装

团体的存在理由。这些事态发展还削弱了签署方武装团体的合法性，从而为恐怖

主义团体提供了重现 2012 年情景的机会。因此，与《协议》有关的停滞局面使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有能力争夺马里北部的领导权。 

61. 由于《协议》框架内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停滞不前，签署方武

装团体无法以可行的替代收入和生计来源的形式(包括加入马里公职人员队伍)向

其战斗人员提供激励措施。因此，这些战斗人员更容易被恐怖主义团体招募。许

多武装团体的战斗人员倒戈加入恐怖主义武装团体或贩运网络。多个当地消息来

源证实，战斗人员往往同时隶属于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并伺机

从事犯罪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27 安哥拉、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加蓬、几内亚、利比亚、马里、纳米比亚、多哥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参加联盟组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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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由于不断发生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和袭击(主要是由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针对

社区实施)，签署方武装团体显得软弱无力，无法为社区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这

些社区和民众中有许多被迫到其他地方寻求保护。包括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

萨克派)在内的几个签署方武装团体在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战斗中损失许多战

斗人员。还有一些签署方武装团体干脆背弃自己的义务，公开宣布不再能够保护

社区(见 S/2023/138，第 45 段)。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等其他团体则放弃了某些阵

地，将所剩不多的忠诚战斗人员集中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 

63. 恐怖主义团体已经看到机会，并试图尽快加以利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马里的控制面积几乎翻了一番。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现在控制

梅纳卡的所有农村省(昂代朗布坎、伊内卡和蒂代梅内)。在加奥大区，大撒哈拉

伊斯兰国控制昂松戈省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塔拉塔耶，并从那里对提莱姆西和

加奥其他地区施加压力。专家小组收集到的信息表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当前

攻势中还改造了从尼日利亚经尼日尔和利比亚的补给线。28 

64.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似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该组织主要是利用签

署方武装团体力量减弱的情况，目前正将自己塑造为有能力保护民众免受大撒哈

拉伊斯兰国侵害的唯一行为体。多个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最近几个月，北部

的几个社区宣布效忠“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现在看起来，是签署方武装

团体依靠“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来维系自己的实质作用，而不是反过来。

事实上，签署方武装团体的一些军官似乎认为，如果民众认为他们与“支持伊斯

兰与穆斯林”组织有关联，他们就能够在社区中获得公信力。这一事态发展部分

解释了为什么签署方武装团体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某个时

候同意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头目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会面。 

65. 事实上，专家小组不断收到的信息表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主席 Algabas 

Ag Intallah 在一个秘密地点会见了担任“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头目的受制

裁个人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几个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这次会面是

应伊亚德·阿格·加利的请求举行的，他提出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支持伊斯

兰与穆斯林”组织开展正式协作，以打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据报告，阿扎瓦德

运动协调会领导人拒绝了关于正式协作的提议。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代表告诉

专家小组，据他们所知，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领导层与伊亚德·阿格·加利之间

没有举行正式会晤。 

66. 然而，专家小组获悉，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控制地区的社区代表和当地领导

人继续向“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提供包括战斗人员在内的支持，以打击大

撒哈拉伊斯兰国。纲领会领导人和其他当地领导人在专家小组无法确定的地点与

伊亚德·阿格·加利会面，但专家小组还获悉，纲领会的许多战斗人员加入了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以打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签署方武装团体似乎

不愿为了对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而放弃《协议》并公开加入“支持伊斯兰与穆斯

__________________ 

 28 秘密消息来源。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S/2023/578 

 

17/103 23-14061 

 

林”组织；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阻止其战斗人员加入“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

组织的行动。 

67. 由于当前局势，伊亚德·阿格·加利有机会实现成为马里北部不可或缺领导

人的愿望。伊亚德·阿格·加利不在《协议》框架内，而且还是第 1267 (1999)号

决议所设制裁名单上的列名个人，因此无法发挥这一作用。马里北部的社区正试

图让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得到承认的可信人士担任其代表。伊亚德·阿

格·加利也希望作为使马里北部团结一致的人物出现，因此试图解决社区之间的

争端。据报告，他与梅纳卡社区领导人的会晤重点讨论了达乌萨克人和富拉尼人

社区与其他图阿雷格群体之间的争端。 

68. 签署方武装团体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袭击的

影响最严重。该团体在昂代朗布坎省和伊内卡省损失大量战斗人员。专家小组收

到报告称，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试图消弭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

组织的旧有分歧，以此应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威胁。 

69. 多个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正在安排从马里

北部和其他地方的几乎所有社区收集资金和其他资源。为了争取对资源调动的支

持并寻求自愿捐助，该组织已经不再使用天课作为宣传口径，转而宣扬为协助打

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保护民众募集捐助。收到的信息显示，捐助额取决于每个

社区的能力、规模和经济实力。通布图大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头目

Salem ould Breihmatt(别名 Abu Hamza al-Shanqiti 或 Hamza al-Mauritani)是唯一发

出书面捐助呼吁的人(见附件 12)。在其他地方，收集工作不那么透明，但很有系

统。恐怖主义团体委托当地领导人负责确保从其所在村庄收集资金，如果失败，

当地领导人将承担个人责任。一些不愿意执行此项任务的当地领导人被迫逃离村

庄。签署方运动称，他们不参与这些活动，但也不反对。 

70. 马里政府从远处观望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之间

的对抗。据与专家小组会面的消息来源称，政府似乎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撒

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北部地区的对抗将有利于马里当

局。其他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时间既不利于政府，也不利于签署方武装团体。

时间的流逝似乎有利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这两个

恐怖主义团体，因为这些团体的军事能力和社区渗透力与日俱增。如果不能恢复执

行《协议》，2012 年恐怖主义团体占领马里主要城市的情景可能会重演。 

  在梅纳卡大区，签署方优先考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保护平民免受大撒哈拉伊斯

兰国的袭击 

71. 专家小组注意到，在梅纳卡大区，政府军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似乎更关心

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是防止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袭击平民。这使得该恐怖主

义团体几乎完全控制了梅纳卡大区。 

72. 自 2022 年 6 月以来，马里武装部队一直部署在梅纳卡。这支特遣队驻扎在

梅纳卡前法国军事基地，据说装备精良，拥有直升机和几辆军用装甲车。特遣队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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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外国安保伙伴人员的协助，这些人据推测属于瓦格纳集团，29 但专家小组

无法核实其人数。 

73. 在行动方面，专家小组注意到，马里武装部队及其在梅纳卡的伙伴一般在营

地范围内活动，主要在梅纳卡镇进行短途巡逻。专家小组收集到的信息表明，马

里军队驻梅纳卡特遣队还与马里稳定团在梅纳卡镇进行联合巡逻。 

74. 据专家小组所知，自 2022 年 6 月以来，马里武装部队没有在梅纳卡镇以外

地区保护平民免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袭击。尽管纲领会多次呼吁提供援助，但

情况仍然如此，纲领会还在马里武装部队不履行义务时试图确保平民得到保护

(见附件 13)。自那时以来，梅纳卡大区恐怖主义武装团体袭击平民的次数不断激

增。甚至梅纳卡镇内离马里武装部队特遣队较近的村庄也遭到袭击(见下文第 113-

116 段)。 

75. 签署方武装运动不断批评马里部队在梅纳卡大区的恐怖主义团体袭击村庄

时没有采取行动防止袭击或及时干预。一名当地领导人对专家小组说：“我们的

民众在丧生时没有得到保护，被政府剥夺了公民权，就好像他们不是马里人一

样”。2023 年 5 月 12 日，签署方武装团体在基达尔提醒瓦格部长，政府有责任

保护民众免受恐怖主义团体袭击。30 

76. 与此同时，专家小组注意到，签署方运动也无法组建打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的共同阵线。尽管常设战略框架于 2023 年 1 月发布公告，但拯救阿扎瓦德运动

(达乌萨克派)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只能孤军奋战，损失惨重(见附件

13)。31 

77.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也对利用其在梅纳卡大区的强大军事力量保护平民兴

趣不大。该团体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改造位于 Tinfadimata 的旧军事基地，32 同时

保持在蒂代梅内省的力量规模，并密切关注部署在梅纳卡的马里特遣队。专家小

组收集到的信息显示，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 月，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将 1 900

多名战斗人员和 700 多部车辆及武器从基达尔转移到加奥和梅纳卡，但随后又全

部运出梅纳卡和加奥。事实上，正如专家小组此前报告的那样，33 到 2023 年 1 月

__________________ 

 29 考虑到瓦格纳集团在马里的活动，专家小组推测这些是瓦格纳集团的人员，但专家小组没有收

到任何能够表明这些协助马里武装部队开展行动的人员的身份、领导者或隶属关系的证据。在

专家小组 2023 年 3 月 30 日访问莫斯科期间，俄罗斯官员向专家小组证实，瓦格纳集团人员作

为私营承包商在马里活动。这些俄罗斯官员还向专家小组证实，马里境内有驻扎在巴马科机场

的俄罗斯军事教官，但是人数不多，不参与行动。行动幸存者在接受采访时，通常把参与行动

的外国安全伙伴人员称为“白人(Les Blancs)”。 

 30 秘密消息来源，2023 年 5 月。 

 31 2023 年 1 月 17 日至 20 日，常设战略框架各组成部分的参谋长齐聚阿内菲斯/基达尔，决定对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发动大规模联合行动，集结 300 多台车辆和 2 500 多名作战人员，但由于常

设战略框架内部存在分歧，行动没有执行。 

 32 正如专家小组先前报告的那样(见 S/2019/636，第 96-99 段)，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一直希望扩

大在梅纳卡的影响力。 

 33 见 S/2023/138，第 43 段。 

https://undocs.org/ch/S/2019/636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S/2023/578 

 

19/103 23-14061 

 

为止，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在“塔提特”行动中向梅纳卡和加奥部署了战斗人员

和装备。据报告，梅纳卡大区区长 Issa Tembiné大校认为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部

署活动能为该大区的安全带来更多有利条件，因此对该团体的驻扎表示欢迎。34 

78. 专家小组得到证实，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部队在平民遭受袭击期间一直躲在

Tinfadimata 基地，还有少量人员躲在梅纳卡镇。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仍然主张，

签署方武装团体没有打击恐怖主义团体的任务授权，35 反恐行动应在《协议》框

架内进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代表向专家小组确认，该运动没有直接协助因

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和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对抗大撒哈拉伊

斯兰国，而且在 Tinfadimata 已经没有部队。 

79. 专家小组收集到的信息显示，2023 年 4 月 10 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袭击并

占领蒂代梅内，没有遇到抵抗。在袭击发生前，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决定将部署

在蒂代梅内的部队撤回基达尔。马里武装部队没有干预。 

80. 2023 年 4 月 23 日，在袭击发生 10 多天后，驻扎在梅纳卡的马里特遣队在

外国安全伙伴人员的陪同下，首次在梅纳卡镇以外地区进行长途巡逻，目的地是

蒂代梅内)。这些人员在蒂代梅内逮捕了 12 名涉嫌隶属于恐怖主义团体的个人。

2023 年 4 月 27 日，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发表公报，指责政府逮捕其 10 名成员是

挑衅行为(见附件 15)。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声称，这些人员是在执行一项经正式

授权的任务。专家小组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收到一份据称是给这 10 个人的任

务命令副本，据称这些人是在斋月后参加家庭聚会(见附件 16a)。然而，专家小组

无法核实文件的真实性、被捕人员的隶属关系以及这些人出现在逮捕地点的原因。 

81. 一些消息来源和当地领导人告诉专家小组，他们想知道马里武装部队为何迟

迟到达现场，还想知道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人员为何会在恐怖主义团体控制区出

现。这是考虑到蒂代梅内的平民已经撤离，以便于开展军事行动。 

  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的合并

项目 

82. 签署方武装团体继续寻求统一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途径。2023 年 2 月 8 日，阿

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在基达尔

“Mano Dayak”体育场宣布一个项目，要将三个武装团体合并为单一的政治和军

事实体。合并宣言(见附件 16b)还宣布设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就新实体的名称、旗

帜和组织结构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由 Hassan Ag Fagaga 上校领导，此人是 2012

年图阿雷格叛乱的主要领导人，后来编入马里武装部队，并于 2021 年正式辞职

(见附件 17)。 

__________________ 

 34 秘密消息来源，2023 年 4 月和 5 月。据报告，梅纳卡大区区长在他的办公室与联合国马里多

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的代表等方面举行会议，并在会上明确表示欢迎阿扎瓦德运动协

调会在该大区驻扎，认为这是一种有利于安全的必要条件。 

 35 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头三个月，“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梅纳卡、加奥和通布图开展

大规模招募和筹款活动。这场活动是打着为保护梅纳卡平民筹集资源的旗号发起的。然而，针

对平民的袭击却没有停止，从而令人质疑这些资源将如何使用或已经用于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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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专家小组注意到，合并项目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Fagaga 上校领导的技术委

员会本应在随后的一个月提交报告，但尚未提交。委员会的报告原本可以使组建

大会得以举行。几个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这三个运动之间存在重大分歧。一

些人，特别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成员，似乎担心他们会完全消失，还担心阿

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随后会占据优势。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已经相当

薄弱，主要原因是战斗人员流失，据报这些战斗人员加入了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

事会等其他武装团体。 

84. 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显示，对旗帜的选择也引起分歧。据报告，阿扎瓦德民

族解放运动考虑到自己在图阿雷格运动中的历史，希望用自己的旗帜代表新实体。

专家小组还获悉，其他利益攸关方担心，这次合并将使“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

组织头目伊亚德·阿格·加利有机会巩固在马里北部的支配地位并取代签署方

武装团体。其他各方似乎由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

组织头目之间的历史和部族关系而对该项目望而却步。 

 三. 可用于指认可能参与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 段

所述活动的个人或实体的信息 

 A. 为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 段(a)和(b)分段所述个人和实体行事或代为

行事或按其指示行事，或以其他形式支持或资助他们 

  有组织犯罪所得收入，包括生产和贩运麻醉药品及其源自马里境内或从马里过境

的前体 

  有组织犯罪 

85. 本节在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 段的框架内考察各种行为体和活动。下文详

细介绍一般模式。加奥大区、通布图大区和基达尔大区位于三条跨国有组织犯罪

路线的交汇处(见附件 18)： 

 (a) 经由巴马科进出达喀尔港(塞内加尔)、科纳克里港(几内亚)和弗里敦港

(塞拉利昂)地区的贩运路线； 

 (b) 经由提莱姆西谷、泰萨利和 Bordj Badji Mokthar(阿尔及利亚)以及经由

尼亚美和阿加德兹(尼日尔)前往利比亚(经由尼日尔迪尔库)和阿尔及利亚(经由尼

日尔阿尔利特)的进出北非贩运路线； 

 (c) 经由尼亚美以及特马港(加纳)、洛美港(多哥)、科托努港(贝宁)和拉各斯

港(尼日利亚)地区进出几内亚湾沿海国家的贩运路线。 

86. 与签署方武装团体、恐怖主义团体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有关联的个人深深

嵌入当地权力动态和利益之中，为控制贸易和贩运路线而展开争夺。这种情况引

发暴力，进一步危及马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从而危及《协议》的执行。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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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考虑到专家小组获悉的许多麻醉品、黄金和燃料产品的运输都源自或途经马

里北部，专家小组重点调查第 2374 (2017)号决议第 8(c)段所涉个人和实体，特别

是签署方武装团体。 

  麻醉药品贩运的新趋势和新战略 

88. 马里仍然是西非以及几内亚湾沿海国家和北非之间双向贩毒活动的热点地

区。据报告，许多大毒贩都以巴马科为基地。36 在当前任务期间，专家小组观察

到贩毒者向马里和从马里运输毒品的新趋势，其中涉及来自马里北部的货物，这

些货物可能与违反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c)段的个人或企业有关联。 

89. 专家小组观察到，越来越多地使用包裹服务向西非以外的国家运送少量毒

品，通常是价格与重量比率较高的硬性毒品及合成毒品。多个消息来源告诉专家

小组，这是跨国毒贩(包括在加奥和基达尔附近活动的毒贩)所制定战略的一部分，

目的是减少被发现后的损失。小毒贩有马里境内大毒贩的电话号码，通常通过

WhatsApp、Signal 或 Telegram 等加密应用程序联系这些大毒贩，以便安排小包毒

品的托运。然后，他们通过包裹服务将毒品运往最终目的地国家。下文从科特迪

瓦和毛里塔尼亚的缉获事件出发，详细介绍这一新趋势的实例。然而，尼日尔缉

获可卡因的案件走的是一条更常见的路线，即通过公路将大量可卡因从西非贩运

到北非，并最终贩运到欧洲。 

  从基达尔经科特迪瓦向法国贩运可卡因 

90. 在当前任务期间，专家小组获悉了一些从基达尔出发通过科特迪瓦阿比让航

运代理机构运往法国的贩运可卡因案件。专家小组注意到，科特迪瓦当局在阿比

让的一家航运代理机构缉获 21 公斤可卡因，这批可卡因藏在“attieke”(磨碎并

发酵的木薯)袋中。这起案件反映了一种新趋势，即毒品贩运轨迹发生反转，先流

向沿海国家，然后再流向北方。与此案有关的被捕人员透露，他们使用同样的方

式成功发送了另外两批类似的货物。37 他们还透露，可卡因是从基达尔收到的。 

91. 与此案有关的被捕人员是马里人以及拥有法国和马里双重国籍的人。专家小

组请求马里和法国提供有关这些人的信息。法国答复称，该国司法部门不了解其

中的任何一个人。马里未作答复。此外，缴获的货物装有加密追踪器(见附件 19)。

专家小组致函制造商，要求提供追踪器所记录定位点的详细情况，但在编写本报

告时尚未收到答复。这些信息可以澄清与决议第 8(c)段有关的马里北部大区和来

源点。还可以揭露马里境内的确切贩运路线。 

__________________ 

 36 秘密报告和访谈。马里在提交给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

中称，尼日利亚和几内亚是 2021 年进入马里的可卡因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来源国。来自几内亚

的可卡因陆运路线途经巴马科。来自尼日利亚的可卡因经布基纳法索进入马里莫普提大区，或

经尼日尔蒂拉贝里大区和塔瓦大区进入马里加奥。 

 37 专家小组还收到关于在毛里塔尼亚发现类似模式的信息。在努瓦克肖特的一个包裹运输代理机

构，毛里塔尼亚当局从运往澳大利亚的一批货物中缴获了 516 克甲基苯丙胺，即“冰毒”。调

查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毒品源自尼日利亚，通过马里境内的毒贩运入毛里塔尼亚，这些毒贩目

前被关押在毛里塔尼亚。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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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从加奥经尼日尔向利比亚贩运可卡因的最新情况 

92. 2022 年，专家小组报告了从加奥贩运到尼日尔的 214 公斤可卡因的情况

(S/2022/595，第 68 段)。尼日尔当局估计，这些可卡因的黑市零售价值为 16 800 000

欧元(18 260 870 美元)。38 这是尼日尔有记录以来缉获可卡因最多的一次。 

93. 尼日尔进行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可卡因源自加奥，经尼日尔运往利比

亚，以便最终到达欧洲的目的地市场。这些可卡因在加奥和尼亚美以及尼亚美和

阿加德兹之间的主要公路上运输，共分 199 包，密封在 8 个袋子里，每袋 25 包，

藏匿在一个冷藏集装箱里。在阿加德兹，这些可卡因改换包装，再装上法希(阿加

德兹大区比尔马省)镇长的汽车，运往迪尔库，车队由军队护卫。一名尼日尔公民

将可卡因从加奥运到阿加德兹，另一名尼日尔公民监督将可卡因从阿加德兹运到

迪尔库。 

94. 专家小组获得了与这些贩运活动有牵连的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并正在进

行调查，以确定这些人是否与《协议》各方或受制裁个人有关联。 

  马里和塞内加尔之间的可卡因、大麻和类阿片贩运活动 

95. 2022 年 10 月，塞内加尔海关在基迪拉(坦巴昆达大区)缉获 300 公斤可卡因，

估计价值 240 亿非洲法郎(3 997 万美元)，这些可卡因藏在一辆挂着马里车牌的冷

藏车中，据称来自巴马科。这是塞内加尔有史以来在陆路上缉获的最大一批可卡

因。39 

96. 专家小组掌握了这批毒品的运输路线以及涉案人员的详细情况，并正在进行

调查，以确定这些人是否受第 2374(2017)号决议规定的约束。 

  马里北部的手工采金活动 

97. 马里北部每个大区都有手工和小规模采金活动，这些活动由与签署方武装团

体和恐怖主义团体有关联的个人控制。这些矿区为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

体提供大量收入，为其活动提供资金，并有可能为这些团体提供了共存空间，因

为各矿区由不同团体控制，详情如下： 

 (a) 常设战略框架控制加奥的 Intahaka 和 Tayekarene 金矿，尽管后者在 2023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多次遭到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的袭击； 

 (b)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控制基达尔的阿贝巴拉、廷扎瓦滕和廷埃萨科金矿； 

 (c)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和拯救阿扎瓦德运动(查马纳马派)控制

加奥大区提莱姆西的 Amasrakad 矿区； 

__________________ 

 38 2023 年 6 月 23 日，1 美元相当于 600.50 非洲法郎或 0.92 欧元。 

 39 据塞内加尔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消息来源称，在从塞内加尔到马里的途中缉获可卡因的

情况很常见，这些可卡因来自拉丁美洲国家，通常以北非或欧洲国家为最终目的地。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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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加奥大区的因蒂里特矿区由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

盟友自卫团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人员共同控制； 

 (e)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控制 Tassiga 矿区； 

 (f)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控制 Abanko、Indarset 和 Igharghar 矿区

(曾由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控制)(见 S/2021/714，第 89 段)以及 Talhandak 矿区，

这些矿区均在泰萨利； 

 (g) 贝尔镇新发现的 Almaghmor 矿区的控制权尚无明确归属，但“支持伊

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人员在那里活动。 

98. 虽然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没有直接参与采金或黄金贸易，但这些

团体设立了检查站，以控制进入矿区的通道。黄金购买者、采掘者和(或)采金者、

商人以及不参与采金作业的平民必须付费才能通过检查站。例如，在由常设战略

框架控制的 Intahaka 金矿周围的检查站，车辆必须缴纳 5 000 非洲法郎(8.33 美元)

才能通过。 

99. 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没有进行黄金开发和贸易的足够经验。因此，

这些团体借鉴了临近大区的成熟经验。消息来源提供的一致信息称，马里北部金

矿有“Sudanese”40 采金者和商人，这些人被签署方武装团体召来开展采矿业务。

同样，在向采金作业提供安保方面，签署方武装团体借鉴了马里南部金矿的

tombolomas 41 模式。 

100.  专家小组查明了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从金矿收取款项的以下四

种方法： 

 (a) 第一种是提供安保以收取报酬。这种报酬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每开采 10

袋矿化砾石，就提取一袋作为报酬；42 

 (b) 第二种形式是，采矿者必须缴纳费用才能在矿区挖掘，商人必须缴纳费

用才能获准交易。专家小组记录了此类缴款的实例(S/2020/785/Rev.1，附件 14)； 

 (c) 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在解决采金者或商人之间的纠纷时也

会收取款项，金额因所处理案件的复杂程度而异。一般规则是，所有原告在获准

参加审理之前都要缴纳一笔钱，也就是一种押金。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数额在

5 000 至 25 000 非洲法郎(8.33 至 41.63 美元)之间。案件得到解决之后，被认定有

过错的一方还必须向法官缴纳与初始押金相同的金额； 

__________________ 

 40 在萨赫勒地区法语国家的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区，“Sudanese”一词不是指苏丹国民。确切而言，

“Sudanese”是指生活在乍得北部、利比亚、尼日尔和苏丹边境地区的人。所谓的“Sudanese”

在尼日尔北部、乍得和苏丹部分地区从事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和贸易。 

 41 Tombolomas 是为卡伊大区、库利科罗大区和锡卡索大区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区提供安保的当地

人团体。这些团体收取报酬的方式是从矿化砾石袋中抽取一定份额。 

 42 完整计算步骤见附件 20。 

https://undocs.org/ch/S/2021/714
https://undocs.org/ch/S/2020/785/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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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第四种收款形式是黄金商人作为业务安保报酬而支付的款项。与采矿者

支付的同类款项不同，商人并不按黄金交易量的百分比支付固定数额。 

101.  关于马里北部手工和小规模金矿的产量，没有明确的数据。业界、商人和

专家一致认为，南部卡伊大区、库利科罗大区和锡卡索大区的金矿约占马里手工

和小规模黄金生产量的 70%。马里已知的手工和小规模黄金生产每年在 35 至 40

吨之间。43 根据这些参数，44 专家小组估计： 

 (a) 马里中部和北部手工和小规模金矿的黄金产量可能为每年 15 至 17 吨，

北部金矿可能占 9 至 10 吨； 

 (b) 根据上述估计，并考虑到目前马里境内每克黄金的售价为 33 000 至 35 000

非洲法郎(54.95 至 58.3 美元)，马里北部金矿所产黄金的市场价值可能在 4.94 亿

至 5.94 亿美元之间； 

 (c) 因此，如上文第 100(a)段所述，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向手工

和小规模金矿提供安保服务的收入每年可达 3 600 万至 4 150 万美元。上文第

100(b)至(d)段详述的各点所产生的收入取决于对其他事件的核实，例如来到矿区

的新采矿者人数、解决的纠纷数量或黄金商人的慷慨程度，因此无法估计。 

102.  根据上文详述的假设，可以在这些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估算签署方武装团体

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通过控制矿区获得的收入。这种办法无法估算出哪些武装团

体获得总额中的多大份额，也无法估算出为获得这些收入而产生的与黄金无关的

成本，例如后勤和薪金。只有进入黄金产区，才能获得更精确的数字。 

  走私石油产品 

103.  专家小组记录了三起缉获行动，2022 年阿尔及利亚海关官员在与马里北部

主要由签署方武装团体控制大区接壤的边界沿线共缉获 84 480 升汽油和 16 840

升柴油。45 这些案件发生在靠近马里的 Bordj Badji Mokhtar 和 Timeiaouine。据消

息来源称，燃料贩运活动帮助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活动提供资金，

而且仍然是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有关联人员的非法收入来源。46 阿尔及利亚和

马里之间的燃料贩运活动主要采用以下作案手法： 

 (a) (在汽车和卡车上)使用藏匿处和双层油箱存放大量用于走私的燃料； 

 (b) 频繁进入边界，先加满油箱，然后在边界的马里一侧放空； 

__________________ 

 43 世界黄金理事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44 完整计算步骤见附件 20。 

 45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22 年的一份报告称，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尼日利亚对燃料产品进

行大量补贴，人为地压低了这些国家的燃料价格，这是萨赫勒地区燃料贩运活动的最重要驱动

因素之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萨赫勒地区的燃料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

萨赫勒”，(2022 年，维也纳)。 

 46 在阿尔及利亚和基达尔之间贩运燃料是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成员穆罕默杜·阿格·里萨

(MLi.002)被列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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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使用其他产品，甚至使用动物(牲畜)，在卡车上进行隐藏和伪装； 

 (d) 使用大功率车辆(旅行车等)逃避反走私部门的追捕； 

 (e) 运载走私货物的卡车通常配有轻型车辆或大功率摩托车，充当侦查员。

如果被拦截，司机会丢弃卡车，乘摩托车逃跑。 

  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的其他收入来源 

104.  绑架勒索仍然是一个收入来源，特别是对恐怖主义团体而言。与此同时，

专家小组获悉，一些参与绑架的人员可能与签署方武装团体有关联。47 在本报告

所述期间，专家小组观察到三起为确保被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扣

押人质获释而支付赎金的案件。48 此外，专家小组还获悉，在通布图、梅纳卡、

加奥和基达尔发生 118 起绑架事件，因此支付赎金的案件数量肯定更多。49 

105.  在检查站非法征税是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的另一个重要收

入来源。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纲领会都在其控制的主要路线上设立检查站。每

个通过这些检查站的人都必须付钱，否则将面临报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

小组记录了 4 起马里北部武装团体之间因检查站而发生对抗的事件，另外还有 4

起利用检查站进行身份查验的事件。 

106.  签署方武装团体还向卡车司机收取护卫费。在梅纳卡，专家小组收到报告

称，一个签署方武装团体对护送的每辆卡车征收 40 000 非洲法郎(66.6 美元)，护

送路段是梅纳卡和加奥之间以及梅纳卡和尼日尔之间公路的最先七公里。50 

107.  偷窃牲畜和对牲畜非法征税仍然是签署方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的

主要资金来源(见 S/2023/138，第 53 和 54 段；S/2022/595，第 104 和 116 段；

S/2021/714，第 149 段)。例如，2023 年 3 月 10 日，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

卫团人员声称找回了约 1 000 头被窃牲畜，根据推测，这些牲畜是大撒哈拉伊斯

兰国武装分子在加奥大区 Adarèn Tikilit 地区偷走的。 

 B. 参与筹划、指挥、赞助或发动针对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 段(d)分段

所述实体的袭击 

10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不断袭击马里武装部队，

对平民造成严重影响。2023 年 4 月 22 日，马里武装部队在莫普提大区塞瓦雷机

场的营地遭到“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马西纳解放阵线的袭击，该组织声

称这次事件是其所为(见附件 21)。一枚汽车炸弹在营地附近爆炸，造成 10 名平

民死亡，61 人受伤，其中包括来自 Sarema 营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此外，袭击

者还向附近的马里稳定团营地开火。“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马西纳解放

阵线还声称 5 月 18 日在塞古大区检查站发生的另一起袭击事件以及 4 月 18 日在
__________________ 

 47 秘密消息来源。 

 48 秘密消息来源。 

 49 从若干秘密消息来源得到的数字。 

 50 联合国机密报告。为保护消息来源，隐去武装团体的名称。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https://undocs.org/ch/S/2021/714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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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拉发生的另一起行动是其所为，后者是针对马里官员车队的袭击，过渡总统内

阁的一名成员在袭击中丧生(见附件 22)。 

109.  同样，“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继续威胁和攻击

被视为与马里武装部队合作的个人和社区以及他们认为的对手。 

110.  马里稳定团本身仍然是恐怖主义团体的攻击目标。2023 年 6 月 9 日，马里

稳定团部队在通布图大区贝尔镇遭到两次袭击。在第一起事件中，有人向后勤车

队发射简易爆炸装置，造成两名维和人员死亡，数人受伤。“支持伊斯兰与穆斯

林”组织声称这次行动是其所为。在第二起事件中，一支部队巡逻队遭到身份不

明人员的枪击。与此同时，马里稳定团部队不断遭受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袭击，

特别是在莫普提杜安扎镇。2023 年 1 月至 5 月，6 起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事件中

有 5 起发生在杜安扎。 

 C. 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阻碍向马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或

阻碍在马里境内获取或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111.  《协议》的执行工作缺乏实际进展，继续为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

行为提供了温床。签署方卷入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特别是以暴力

侵害平民的形式。虽然停火防止了签署方之间的直接敌对行动，但在签署方采取

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团体(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过

程中发生了武装对抗。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之间

的敌对行动期间，也发生了暴力侵害平民行为。具体而言，此类对抗发生在梅纳

卡大区、加奥大区和莫普提大区。 

112.  专家小组仍然特别关切莫普提和梅纳卡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模式，特别是

涉及马里武装部队外国安全伙伴的性暴力模式。51 由于此类事件持续发生，专家

小组认为，这些行为是有系统、有计划的，目的是实现外国安全伙伴的安全目标。

与此同时，由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占领了梅纳卡大区的大部分地区，梅纳卡大区

和梅纳卡镇的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人员流动已经蔓延到基达尔和邻国(即尼

日尔)，少数人继续前往布基纳法索。 

  暴力侵害平民和把平民作为攻击目标 

113.  在马里，尤其是在梅纳卡大区、加奥大区和莫普提大区，暴力侵害平民的

现象持续存在，令人关切。马里的所有签署方都对平民使用暴力。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据称发生了 1 414 起暴力侵害平民事件，造成 850 人死亡。52 

114.  自 2023 年 4 月以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成功占领了梅纳卡镇东北方向的蒂

代梅内镇和 I-n-Kadéouene 镇，这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该大区的最

后据点。事件发生后，大批境内流离失所者涌入基达尔。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继续

巩固在该大区的存在，通过散发传单和走访清真寺向民众进行宣传(见附件 23)。

__________________ 

 51 见上文脚注 33。 

 52 联合国消息来源。目前还没有 2023 年 3 月以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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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0 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分子据称在蒂代梅内的阿巴拉格省杀害 10

名平民，被害者都是 14 至 65 岁的男子和男童(见附件 24)。在通布图，马里武装

部队和外国安全伙伴据称在戈西省 Adiar 镇杀害三名平民，其中包括一名残疾人。 

115.  加奥、梅纳卡和莫普提敌对行动造成的流离失所现象持续存在。恐怖主义

武装团体继续采取旨在通过威胁和暴力迫使民众流离失所的策略。2022 年 12 月，

约有 17 000 人抵达加奥市，主要是受因蒂里特镇敌对行动的影响。2023 年 2 月，

据称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马西纳解放阵线的人员威胁尼奥诺

Séguèndara 村和 Farabougou 村的居民，要求居民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另一波流

离失所发生在 2023 年 1 月，此前有人要求 Inagam 村和 Inékar Ouest 的平民离开，

否则将被处死，此举导致平民流落到梅纳卡镇。 

116.  2023 年 4 月，基达尔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到近 23 000 人，其中一半

是妇女。专家小组获悉，由于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一些人道主义行为体将

活动范围扩大到基达尔，而这些行为体此前没有在那里开展业务。 

  性别暴力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117.  马里境内仍然普遍存在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以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行为，53 实施者包括签署方及其附属伙伴、“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

哈拉伊斯兰国。这些暴力事件发生在民众害怕报复、事件很少得到报告和问责机

制缺失的情况下，从而导致有罪不罚。 

118.  2022 年，由马里武装部队、外国安全伙伴和多佐民兵组成的联盟估计卷入

了 50 多起暴力侵害妇女案件。包括丹南安巴萨古在内的自卫民兵越来越多地参

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特别是针对女童的性暴力行为。54 

119.  事实上，专家小组观察到，自 2022 年以来，由马里武装部队、外国安全伙

伴和多佐55 民兵组成的联盟在莫普提一再实施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56 据

观察，这些行为主要发生在莫普提大区杰内省，并形成了一种似乎有系统、有组

织的模式，从下文所述的事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12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透露，2022 年 3 月，马里武

装部队连同外国安全伙伴在穆拉卷入了广泛的与冲突有关性暴力行为。报告指出，

__________________ 

 53 包括强奸，大规模强奸和绑架。秘密访谈和联合国消息来源。 

 54 秘密访谈。根据秘书长关于马里局势的最新报告(S/2023/402)，2023 年 4 月报告了 470 起性暴力

案件，其中 51 起是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据称，其中 8%的事件是签署方武装团体实施的。 

 55 这些段落中提到的多佐猎人很可能是多贡人，因为莫普提大区的大多数多佐人是多贡人。此外，

收到的证词还表明这些人使用多贡语。 

 56 见专家小组的中期报告(S/2023/138)。 

https://undocs.org/ch/S/2023/402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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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有 58 名妇女和女童遭到包括强奸在内的性暴力行为。据报还发生了其他违

反国际人道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杀害平民。57 

121.  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中报告了 2022 年 9 月在 Nia-Ouro 发生的类似事件。58 

自那时以来，专家小组收到了经核实的陈述，涉及强奸、当着包括幼童在内的家

庭成员的面威胁实施强奸、强迫妇女脱衣、拍摄妇女和女童的裸体照片以及在行

动期间发生的其他令人不安的做法。59 9 月 7 日凌晨，马里武装部队、外国安全

伙伴和多佐民兵抵达，行动随即开始。 

122.  上述事件大多发生在外国安全伙伴为寻找男性居民和钱财而挨家挨户搜查

房屋的时候。随后几天，当居民为取回贵重物品而回到家中时，据报发生了其他

事件。 

123.  专家小组获悉，至少有五起所指称的案件是外国安全伙伴所为，两起是多

佐民兵所为。受害妇女总数估计在 12 至 21 人之间，其中包括两名女童。 

124.  与目前此类行动的典型情况一样，货物被劫掠，牲畜被偷走，房屋中的贵

重物品被洗劫一空。60 此外，专家小组还了解到，村中有几名男子被强行拘禁或

失踪。 

125.  专家小组收到的有效信息表明，2023 年第一季度发生了另一起涉及马里武

装部队、外国安全伙伴和多佐民兵联盟的事件。据称，事件发生在莫普提大区杰

内省 Fakala 镇 Djaba-Peulh 村，该村是向专家小组报告的几起强奸未遂案件的发

生地。61 

126.  这些行为的持续发生可能表明，马里武装部队及其外国和当地盟友据称实

施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有系统、有组织的。目的可能是实现安全目标，特别是

外国安全伙伴和多佐民兵的安全目标。这一点可能对杰内省尤为相关，因为该省

接连出现与恐怖主义团体活动有关的暴力事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支持伊斯兰与

穆斯林”组织。 

127.  专家小组认为，暴力侵害妇女以及其他形式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

道法行为被用来在民众中散布恐怖，特别是被外国安全伙伴所利用。这些做法有

可能制造对报复的恐惧，从而对那些原本试图威胁或伤害外国安全伙伴的社区和

武装团体起到威慑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 

 5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至 31 日莫拉事件的报告》，2023 年

5 月。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untries/mali/20230512-Moura-

Report.pdf，2023 年 6 月 10 日在线访问。 

 58 见 S/2023/138，第 62 段。 

 59 出于保密考虑，本报告不便披露关于这些做法性质的更多详细信息。 

 60 见专家小组关于 2022 年 3 月 Robinet El Ataye 事件的报告(S/2022/595，第 99-103 段)。 

 61 专家小组的秘密访谈。专家小组将继续对此进行调查。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untries/mali/20230512-Moura-Report.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untries/mali/20230512-Moura-Report.pdf
https://undocs.org/ch/S/2023/138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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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专家小组仍然对马里武装部队与多佐民兵结盟感到关切。后者凭借对地形

的深入了解，可能正在利用马里安全部队和外国安全伙伴来打击敌人。 

129.  与签署方武装团体有关联的人员也实施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由于这些团体

的军事理论或其他文件中没有明确禁止性暴力，这种侵害行为长期存在。62 专家

小组收到的信息显示，2022 年 6 月，五名妇女据称被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

卫团和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人员强奸。据称，事件发生时，这些人拦

住一辆卡车并要求乘客下车。63 

130.  包括《协议》各方在内的行为体联盟在马里境内实施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行为，可能违反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f)段，并威胁马里实现和平、安全与稳

定的前景。此外，这种行为还可被视为违背《协议》所述原则和承诺，特别是与

和解和正义有关的原则和承诺。 

  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行为对平民、人道主义援助和第 8(d)段所述实体构成日益严重

的威胁 

131.  恐怖主义团体越来越多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对平民造成严重后果。据报

告，自 2021 年以来，平民在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行为所致伤亡人数中的比例几乎

翻了一番，2021 年是 25%，2022 年上升至 43%，2023 年上升至 44%。64 出现这

一令人担忧的趋势可能是因为政府针对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给这些团体带来了

更大的压力。恐怖主义团体越来越多地在平民经常出入的道路上放置简易爆炸装

置。65 此外，简易爆炸装置的普遍使用与剥削儿童密切相关，儿童往往被用于安

放这些装置。66 

132.  恐怖主义团体在马里中部更频繁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特别是针对马里武

装部队和马里稳定团等安全部队使用。2023 年 2 月发生 15 起此类事件，其中一

半对平民造成影响。67 此外，简易爆炸装置还对人道主义援助构成重大障碍；截

__________________ 

 62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代表告诉专家小组，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向战斗人员发出明确禁止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的书面指令。这些代表称，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所有战斗人员都尊重妇女，这种

尊重建立在其传统和价值观的基础上。 

 63 秘密报告。 

 64 地雷行动司，数字可查阅 https://www.unmas.org/en/programmes/mali (2023 年 6 月 18 日访问)。

2023 年第一季度，马里稳定团记录了 39 起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事件，这些事件造成 36 人死

亡，86 人受伤。另见马里稳定团，“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不断造成马里平民伤亡”，可查阅 

https://minusma.unmissions.org/les-attaques-%C3%A0-l%E2%80%99engin-explosif-improvis%C3%

A9-continuent-de-faire-des-victimes-parmi-les-civils-au-0，2023 年 6 月 17 日访问。另见人道主

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马里办事处：2023 年 4 月 19 日最新情况报告”，可查阅 https://re

liefweb.int/report/mali/ocha-mali-rapport-de-situation-derniere-mise-jour-19-avril-2023。 

 65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迫切需要控制爆炸装置对马里平民的影响，2023 年 4 月”，可查阅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lurgence-de-limiter-limpact-des-engins-explosifs-sur-les-civils-au-

mali-avril-2023。 

 66 秘密访谈。 

 67 国际非政府组织安全组织，2023 年 2 月，见 https://sway.office.com/scNl8crYHumADjIj?ref=Link。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www.unmas.org/en/programmes/mali
https://minusma.unmissions.org/les-attaques-%C3%A0-l%E2%80%99engin-explosif-improvis%C3%A9-continuent-de-faire-des-victimes-parmi-les-civils-au-0
https://minusma.unmissions.org/les-attaques-%C3%A0-l%E2%80%99engin-explosif-improvis%C3%A9-continuent-de-faire-des-victimes-parmi-les-civils-au-0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ocha-mali-rapport-de-situation-derniere-mise-jour-19-avril-202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ocha-mali-rapport-de-situation-derniere-mise-jour-19-avril-202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lurgence-de-limiter-limpact-des-engins-explosifs-sur-les-civils-au-mali-avril-202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lurgence-de-limiter-limpact-des-engins-explosifs-sur-les-civils-au-mali-avril-2023
https://sway.office.com/scNl8crYHumADjIj?ref=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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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3 年 5 月底，在所报告的 193 起准入事件中，有 77 起是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造成的。68 

  阻碍向马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或阻碍在马里境内获取或分发人道主义援助

物资 

133.  在梅纳卡大区、加奥大区和莫普提大区，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继续对人道

主义局势产生影响。恐怖主义团体特别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梅纳卡所有省份积

极开展活动，导致村镇居民逃离殆尽。人员流动主要集中在梅纳卡镇及其郊区。

一些人道主义行为体向专家小组表示，他们无法进入梅纳卡镇近郊以外的地区，

而其他行为体则声称，他们通过当地伙伴继续开展活动。 

134.  最新评估显示，梅纳卡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为 38 000 人。仅在 4 月至

5 月期间，估计就有 10 7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抵达梅纳卡镇，使本已严峻的局势

更加紧张。69 妇女尤其受到不利影响，人道主义行为体报告了 165 起令人关切的

事件。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梅纳卡可能进入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表的第五

阶段，即“灾难”阶段。70 这将是马里首次被归入这一类别，主要与梅纳卡大区

的暴力事件有关。 

135.  专家小组注意到，安全关切和对敌对行动的恐惧仍然是人道主义行为体通

行和提供援助方面的主要挑战。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行为增多，尤其是在中部地区，

对人道准入构成更大的挑战。71 截至 2023 年 5 月底，报告了 193 起准入事件，

其中包括 50 起针对人道主义行为体的暴力行为。72 人道主义行为体报告了 41 起

拒绝准入事件和 7 起针对人道主义行为体的暴力案件。73 

136.  人道主义工作者仍然是恐怖主义团体的攻击和绑架目标。专家小组获悉，

至少发生了两起民众对人道主义行为体实施暴力行为或进行威胁的事件。74 有几

次，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体要求，人道主义行为体如果想进入某些地区的话，就必

__________________ 

 68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马里：人道准入情况看板”。可查阅 https://response.reliefweb.int/mali/ 

humanitarian-access (2023 年 6 月 12 日访问)。 

 69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马里：梅纳卡大区人道主义局势——关于梅纳卡的特别情况报告”。可

查阅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mali-humanitarian-situation-menaka-region-special-situation-re

port-menaka (2023 年 6 月 7 日访问)。另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马里办事处，《关于梅

纳卡情况的第 1 号报告》，2023 年 6 月 1 日。可查阅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unicef-mali

-humanitarian-situation-report-no-1-menaka-01-june-2023 (2023 年 6 月 15 日)。 

 7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国家简报：马里”，

2023 年 6 月 5 日。可查阅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giews-country-brief-mali-05-june-2023 

(2023 年 6 月 11 日访问)。 

 71 见上文第 131 和 132 段。 

 72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马里：人道准入情况看板”。 

 73 同上。 

 74 秘密访谈。一起事件发生在莫普提，另一起发生在加奥。 

https://response.reliefweb.int/mali/humanitarian-access
https://response.reliefweb.int/mali/humanitarian-access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mali-humanitarian-situation-menaka-region-special-situation-report-menaka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mali-humanitarian-situation-menaka-region-special-situation-report-menaka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unicef-mali-humanitarian-situation-report-no-1-menaka-01-june-202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unicef-mali-humanitarian-situation-report-no-1-menaka-01-june-202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giews-country-brief-mali-05-june-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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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与他们直接协调并(或)付钱给他们。75 运输问题也受到关注，在运输货物穿越

存在已知安全问题的道路时遇到困难。据报告，梅纳卡大区昂代朗布坎与尼日尔

接壤的边界被关闭，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137.  专家小组获悉，2023 年 5 月，在通布图大区古尔马加鲁斯省戈西镇，外

国安全伙伴人员单独行动，搜查了人道主义工作者所在的一家旅馆。据称，这

些人在一家旅馆讯问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核实身份并证明他们的停留

是合法的。 

138.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马西纳解放阵线仍然积极包围村庄并限制

行动。2023 年 6 月，在莫普提大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马西纳解放

阵线成员据称对泰南库省 Diondiori 村居民的行动实行限制。76 马西纳解放阵线

警告居民不要走通往 Diondiori 镇的道路，并威胁称，居民如果走这条路，将会遭

到爆炸物袭击。 

139.  在安全理事会第 2664(2022)号决议的规定方面，专家小组没有收到关于根

据第 2374(2017)号决议对个人实施的制裁产生意外人道后果的任何信息。 

 四. 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执行情况 

140.  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已指认八人，其中三人受到旅

行禁令的限制，五人同时受到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的限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专家小组约谈了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 

 A. 旅行禁令 

141.  在当前任务期间，专家小组没有发现关于受制裁人员违反旅行禁令的证据。 

142.  关于专家小组在 S/2022/595 号文件第 124(b)㈡段中报告的穆罕默

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于 2022 年 4 月违反旅行禁令一事，专家小

组收集到以下信息： 

 (a) 2022 年 4 月 1 日，即旅行的前一天，在布基纳法索的一家旅行社用现

金购买从巴马科经洛美到尼亚美的出境机票。根据购票时间和迈赫里先生的旅行

日期判断，一定是其他人代表迈赫里先生购买了机票。这张公务舱机票的价格是

1 248 000 非洲法郎(2 078 美元)； 

 (b) 航空公司告知专家小组，在专家小组于 2022 年 5 月与其联系后，公司

将根据第 2374(2017)号制度受制裁的个人名单插入到了旅客处理离港控制系统中；

这个系统具备检测列入观察名单的个人并阻止其登机的功能。根据航空公司报告

并经专家小组同时核实的信息，在观察名单发出警报后，值机人员无权撤销禁止

__________________ 

 75 同上。 

 76 联合国秘密报告。 

https://undocs.org/ch/S/RES/2664(2022)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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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的命令。值机人员必须将相关旅客转交航站主管，而航站主管则必须上报给

航空公司内指定的高级官员，由其最终决定是否允许旅客登机； 

 (c) 但是，如果指定高级官员估计警报是因姓名相似而触发的，但得出结论

认为是不同的旅客，他们通常会核准登机。如下文第 144 段所述，穆罕默

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的身份证上只显示穆罕默德·迈赫里，而与

MLi.007 号记录有关的别名中并没有这个名字(见下文第 151 段)。因此，迈赫里

先生除了持有未在制裁综合名单上登记的多本护照外，还可能利用这一漏洞违反

旅行禁令。 

143.  上文详述的违反旅行禁令情况表明，专家小组、航空公司和旅客处理离港

控制系统供应商之间的合作是确保旅行禁令得到正确执行的关键。 

 B. 资产冻结 

144.  专家小组发现，受制裁个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在

马里有一个银行账户，该账户用他的国民身份证登记，身份证上的姓名仅为穆罕

默德·迈赫里。专家小组注意到，穆罕默德·迈赫里没有出现在与 MLi.007 号记

录有关的别名中，因此银行无法冻结该账户。 

145.  2022 年，迈赫里先生(MLi.007)告诉专家小组，他已经出售在提莱姆西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见 S/2022/595，第 129 段)。2023 年 6 月，专家小组获得机

密文件，证明提莱姆西控股公司章程的最后一次修改发生在 2018 年 3 月 7 日。

提莱姆西控股公司的最后一次核证注册记录号是“MA.BKO.2018.M.2566”(见

附件 26)。根据修改条款，迈赫里先生仍然是提莱姆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专家小组在另一份文件中看到，迈赫里先生拥有提莱姆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5%

的资本(附件 27a)。此外，迈赫里先生还有一个登记在他名下的固定电话号码，地

址是巴马科的提莱姆西控股公司(见附件 27b)。 

146.  2020 年 5 月 29 日，提莱姆西控股公司与一名客户签订了一份价值 137 260 000

非洲法郎(230 951 美元)77 的合同，该客户不知道股东中有一名受制裁个人。该合

同随后多次延长，直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最后一张支付的发票金额是 31 882 700

非洲法郎(55 001 美元)，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支付给提莱姆西控股公司。提莱姆

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同期间总共收到 99 825 370 非洲法郎(172 210 美元)，分

布情况如下： 

 2021 年 6 月 30 日，27 452 000 非洲法郎(47 358 美元) 

 2022 年 3 月 8 日，40 490 670 非洲法郎(69 851 美元) 

 2023 年 4 月 25 日，31 882 700 非洲法郎(55 001 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 

 77 客户对这份合同适用的汇率是 1 美元兑 579.67 非洲法郎。 

https://undocs.org/ch/S/202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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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专家小组了解到提莱姆西控股公司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签订的其他合同。一

些已知为提莱姆西控股公司开立账户的银行没有对专家小组关于提供信息的请

求作出答复。 

148.  提莱姆西控股公司在其他西非国家有几家分公司。专家小组此前曾报告

过设在加奥的提莱姆西经销公司及其尼日尔分公司的情况(S/2020/785/Rev.1，第

78 段和 S/2020/158/Rev.1，第 87-88 段)。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记录显示，78 提

莱姆西经销公司是其经营的三个茶叶品牌(即“Thé vert de Chine Tilemsi”、

“Super Tilemsi”和“Tanbankort”)的所有者。79 “Super Tilemsi”和“Thévert 

de Chine Tilemsi”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注册品牌名

单中除名，80 因此提莱姆西经销公司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空壳。此外，专家小

组还发现，在马里和八个西非国家之间提供长途汽车和运输服务的老牌公司“提

莱姆西客运公司”也是提莱姆西经销公司的一部分81 (见附件 28)。82 

149.  自 2019 年 7 月以来，83  提莱姆西控股公司账户登记的交易金额为

203 744 093 非洲法郎(339 290 美元)。账户余额经常接近于零，有时会在同一天

存入并取走相等的金额。这些交易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4 日、2 月 1 日和 4 月 13

日以及 2023 年 3 月 1 日和 5 月 17 日(信息载于保密附件)。根据金融行动特别工

作组的指令，这种活动是洗钱的迹象。因此，专家小组怀疑，提莱姆西控股公司

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包括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在内的受

益所有人洗钱和逃避制裁。 

__________________ 

 78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区域分支机构。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公告中对每一个

品牌和产品进行了注册，并附有图片和所用色彩的详细信息。 

 79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记录，见 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

id=OA32015001104、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

2015001105 和 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

01106。 

 80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关于撤销第 83248 号注册商标“SUPER TILEMS”的第 468/OAPI/DG/DG

A/DAJ/SAJ 号决定，http://www.oapi.int/index.php/fr/component/k2/item/266-marques-radiees-en-

2017；关于撤销第 83249 号注册商标“THE VERT DE CHINE TILEMSI 及标识”的第 475/O

API/DG/DGA/DAJ/SAJ 号决定，http://www.oapi.int/index.php/fr/component/k2/item/267-marques

-radiees-en-2018。 

 81 提莱姆西客运公司在其网站上声称，服务范围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尼日

尔、科特迪瓦、加纳、多哥和贝宁。见 https://tilemsitransport.wordpress.com/tilemsi-transport/。 

 82 提莱姆西客运公司的标识与提莱姆西经销公司在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注册的标识相同。另见提莱

姆 西 经 销 公 司 的 领 英 页 面 ， 其 中 出 现 了 提 莱 姆 西 客 运 公 司 的 标 识 ，

https://ml.linkedin.com/company/tildis?trk=public_profile_experience-item_profile-section-

card_image-click。 

 83 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列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74 

(2017)号决议建立和维护的名单。 

https://undocs.org/ch/S/2020/785/Rev.1
https://undocs.org/ch/S/2020/158/Rev.1
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01104、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01105
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01104、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01105
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01104、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01105
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01106
http://195.24.202.12:9092/wopublish-search/public/detail/trademarks?id=OA32015001106
http://www.oapi.int/index.php/fr/component/k2/item/266-marques-radiees-en-2017
http://www.oapi.int/index.php/fr/component/k2/item/266-marques-radiees-en-2017
http://www.oapi.int/index.php/fr/component/k2/item/267-marques-radiees-en-2018
http://www.oapi.int/index.php/fr/component/k2/item/267-marques-radiees-en-2018
https://tilemsitransport.wordpress.com/tilemsi-transport/
https://ml.linkedin.com/company/tildis?trk=public_profile_experience-item_profile-section-card_image-click
https://ml.linkedin.com/company/tildis?trk=public_profile_experience-item_profile-section-card_image-click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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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专家小组还认为，以提莱姆西控股公司、提莱姆西经销公司和提莱姆西客

运公司为名义且与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有关联的复杂公

司网络为上述个人产生现金流，违反了对这名个人采取的资产冻结措施。 

 C. 关于被指认人员的最新情况 

151.  专家小组掌握了关于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的补充

识别信息： 

 (a) 拥有(阿尔及利亚和马里)双重国籍，持有 2015 年 8 月 16 日签发、号码

为 156448178 的阿尔及利亚护照； 

 (b) 持有 2018 年 6 月 25 日在巴马科签发、号码为 06698/15A 的马里身份

证，身份证上的姓名仅为穆罕默德·迈赫里(见附件 29)。在上述文件中，他的出

生地是加奥。 

 D. 为有效执行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而采取的行动 

152.  专家小组向 55 个会员国、区域机构和私营实体发出请求，询问其为对第

2374(2017)号决议所制裁人员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而采取的措施，并收到 21

份答复。 

153.  专家小组注意到，该区域与之交流的大多数国家只有执行安全理事会与恐

怖主义问题有关制裁制度(特别是根据第 1267(1999)和 1373(2001)号决议的规定

建立的制裁制度)的具体法律规定和机构。84 这些国家对第 2374(2017)号决议所

制裁个人实施资产冻结的情况仍然参差不齐，而且往往是通过无法立即适用的行

政决定来执行。 

154.  2019 年 12 月 20 日，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致函马里所有银行和指定金融机

构，转递受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的人员名单。2020 年 4 月 7 日，马里国

家金融情报处理中心要求马里所有银行提供一份根据联合国反恐决议受制裁个

人的资产清单，其中包括根据第 2374(2017)号决议受到制裁的 8 人中的 6 人(见

附件 30)。85 

155.  西非经共体的几个成员国告知专家小组，在查阅第 2374(2017)号决议所制

裁人员名单方面存在困难。由于这种情况，甚至无法向指定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

构通报制裁对象，即使在执行机制已经到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些国家要求专

家小组发送受制裁个人名单。 

  

__________________ 

 84 例如，马里在 2016 年 3 月 17 日颁布了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第 008 号法案，其中第

100 条规定，“主管当局以行政决定的方式下令冻结实施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或实体的资

产、资金和其他金融资源”。该条还提到，可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及后续各项决议编制关

于个人、实体或组织的国家名单。没有提到联合国在反恐框架之外实施的制裁。 

 85 国家金融情报处理中心提交的名单还包括不受资产冻结限制的个人。受到资产冻结限制的穆罕

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不在名单上。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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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建议 

156.  专家小组建议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a) 在 MLi.007 的记录中纳入以下补充识别信息： 

 ㈠ 阿尔及利亚护照，号码为 156448178，2015 年 8 月 16 日签发； 

 ㈡ 马里身份证，号码为 06698/15A，2018 年 6 月 25 日在巴马科签发； 

 ㈢ 足以确认身份的别名：穆罕默德·迈赫里； 

 (b) 与西非经共体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联络，确保其成员国能够查阅制裁综

合名单，并确保向指定人员、企业和行业适当传播该名单； 

 (c) 促请西非经共体及其成员国利用区域积极势头，协助执行《协议》； 

 (d) 协助西非经共体及其成员国进行能力建设，以加强联合国定向制裁的执

行。具体而言，能力建设应包括努力促进签署或批准关于在追查跨国有组织犯罪

行为、冻结资产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开展司法和调查合作的待签署或待

批准的双边或多边协定。 

  

https://undocs.org/ch/S/RES/237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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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Abbreviation and acronyms 

 
Agreement  Agreement on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Mali (Accord pour la paix et 

réconciliation auMali) 

AGRV  Authority for the Management of Reparations for Victims of Crises 

AML/CTF  Anti money laundering / Counter financing of terrorism 

ASM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mining 

BCEAO  Central Bank of West African States 

CENTIF  Cellule Nationale de Traitement des Informations Financières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M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I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inclusivité 

CNDDR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NT   National Transition Council 

Committee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374 (2017) 

concerning Mali 

CRSV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CSP-PSD  Cadre Stratégique Permanent – Paix, Sécurité et Développement 

DDR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DNA   Dan Na Ambassagou 

ECOWAS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UR   Euro 

FAO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T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IU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GATIA  Groupe autodéfense touareg Imghad et alliés 

GBV   Gender-based violence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HCUA  Haut conseil pour l'unité de l'Azawad 

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EDs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HL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SO   International NGO Safety Organisation 

ISGS    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 (ISGS, QDe.163) 

JNIM   Jama'a Nusrat ul-Islam wa al-Muslimin (QDe.159) 

MAA   Mouvement arabe de l'Azawad  
MINUSMA   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Mali 

MNLA  National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zawad  

MSA-C  Mouvement pour le Salut de l’Azawad – Chamanamas 

MSA-D  Mouvement pour le Salut de l’Azawad – Daoussak 

OAPI   Organisation Africaine de la Proprieté Intellectuelle 

OCHA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AC   United States Office for Overseas Assets Control 
OHCHR  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anel    The UN Panel of Experts on Mali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374 (2017) 

Plateforme  Plateforme des mouvements du 14 juin 2014 d'Alger 

PSC   Foreign private security partners 

SAG   Signatory Armed Groups to the Agreement on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Mali 

SRSG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R   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 

TAG   Terrorist Armed Groups 

UEMOA  West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UN   United Nations 

UNICEF  UN Children’s fund 

UNODC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s and Crime 

US$   United States Dollar 

WGC   World Gold Council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XOF   CFA Fr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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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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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to Annex 2: The “opportunity to reply methodology used by the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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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C to Annex 2: Investigations methodology on violations relating to IHL, IHRL, 

and acts that constitute human rights abuses  

 

1. The Panel adopted the following stringent methodology to ensure that its 

investigations met the highest possible evidentiary standards. In doing so it has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General Issues of Sanctions 

Reports”, S/2006/997, on best practices and methods, including paragraphs 21, 22 and 

23, as requested by paragraph 12 of resolution 2511 (2020).  

 

2. The Panel’s methodology, in relation to its investigations concerning IHL, IHRL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is set out as below:  

a. All Panel investigations are initiated based on verifiable information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the Panel, either directly from sources or from media reports.  

b. Due to the lack of access to Mali, the Panel has only related incidents which were 

verified by credible sources, including:  

i. Interviews with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event such local authorities and 

community members.  

ii.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from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he incident.  

iii. Documentation from local o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that provid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crime pattern analysis.  

iv. Open-source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other collaborative or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anel’s findings.  

c. The investigation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presents its own specific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a context where the Panel did not have access to Mali. These 

include the survivors’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report the incident due to social, 

cultural, or religious factors, and fear of retaliation; their lack of access to medical care 

of health providers; limited domestic investigations, and absence of a judicial response. 

The Panel is mindful that victims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may face the 

additional risks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stigma, exclusion from their family and 

community, or other forms of reprisals.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ir exposure and possible 

retraumatisation, the Panel exercised caution in approaching survivors and witnesses, 

and collected contextual or corroborating data, such as statistical or pattern-related 

information, from relevant experts,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other reliable sources. In carrying out its investigations on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the Panel relies on the follow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 The victims, where they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speak to the Panel, and where 

medical and security conditions are conducive to such an interview. The Panel for 

this report has in some cases relied on testimonies from survivors collected by 

credible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actors. 

ii. Medical and police reports are not required by the Panel to conclude that rape 

or sexual violence took place. the Panel accepts testimonies as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sexual violence.  

iii. Interviews with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either local or 

international) that has also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he incident.  

iv. Interviews with medical personnel who treated the victim, wherever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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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nterviews with local authorities.  

vi. Interviews with other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violation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community leaders, teachers, and social workers.  

vii.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from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he incident.  

viii. Open-source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other collaborative or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anel’s findings.  

 

3. The Panel will not include information in its reports that may identify or endanger its 

sources.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such information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ouncil 

or the Committee, the Panel will deposit such information in the custody of the 

Secretariat for viewing by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4. The Panel will not divulge any information that may lead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victims, witnesses, and other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Panel sources, except 1) with the 

specific permission of the victims and witnesses; and 2) where the Panel is, based on its 

own assessment, certain that these individuals would not suffer any danger as a result. 

The Panel stands ready to provide the Council or the Committee, on request, with any 

additional documentation to supports the Panel’s findings beyond that included in its 

reports. Appropriate precautions will be taken though to protect the anonymity of its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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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List of visits, organization, individuals 

 

 1.  This list excludes individuals and certain organizations or entities with whom the 

Panel met, in order to protect source(s) confidentiality 

 

Country / Location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GO / 
CSO 

Albania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Belgium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 

 

Burkina Fas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CENTIF; 

Specialized Police and Judiciary units; 

CONAREF 

  

China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Cote d’Ivoir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Academie International de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 

CENTIF; 

Specialized Police and Judiciary units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INTERPOL Regional Office;  

UNODC TOC hub 

 

Fra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Specialized Police and Judiciary units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Representative of INTERPOL to the UN 

 

German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Ghana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Ireland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Italy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Direzione Investigativa Antimafia; 

Guardia di Finanza; 

Specialized Police and Judiciary units;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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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Jordan   Source 

Kenya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Mali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Malta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Mauritan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Specialized Police and Judiciary units;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Mexico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Chair of the 2374 Committee 

 

Morocc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Specialized Police and Judiciary units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Mozambique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Chair of the 2374 Committee 

 

Nigeria  Representative of ECOWAS to the UN; 

ECOWAS Commission; 

H.E. Goodluck Jonathan – Ecowas Special 
Envoy on Mali; 

MINUSMA SRSG; 

IOM 

NGOs 

Norway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Russian Fed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Seneg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Specialized Police and Judiciary units; 

CENTIF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UNODC ROSEN; 

UNOWAS 

 

Switzerland **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The Nig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ther 
Ministries; 

Haute Autorité pour la Consolidation de 
la Paix – HACP ; 

CENTIF; 

Specialized Police and Judiciary units 

UNHCR 

IOM 

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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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Arab Emirates 
***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United Kingdom ****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  The Panel visited refugee camp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Italy after the writing of this report 

** The Panel visited Switzerland after the writing of this report 

*** The Panel visite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fter the writing of this report 

**** The Panel visited the United Kingdom after the writing of this report 

***** The Panel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fter the writing of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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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 Panel correspondance records 

 

(a) Correspondence with Member States 

Member State / Country # letters sent by the Panel # replies # awaiting reply 

Algeria 3 2 1 

Burkina Faso 2 2 0 

Cote d’Ivoire 2 1 1 

France 2 2 0 

Germany 2 1 1 

Guinea 2 1 1 

Guinee Bissau 1 0 1 

Italy 2 2 0 

Mali 8 0 8 

Mauritania 1 1 0 

Morocco 2 1 0 

Nigeria 1 1 0 

Russian Federation 2 2 0 

Senegal 5 3 2 

Spain 2 0 2 

Switzerland 1 1 0 

The Niger 4 2 2 

Togo 2 0 2 

Tunisia 1 0 1 

United Arab Emirates 2 1 1 

 

 

(b) Correspondence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mechanisms 

Institution # letters sent by the Panel # replies # awaiting reply 

ECOWAS 1 1 0 

European Union 1 1 0 

MINUSMA 2 2 0 

 

 

(c) Correspondence with private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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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el wrote to the 12 commercial airlines servicing Mali airports to inquire about 

the measures they took to prevent people subject to travel ban from traveling. The Panel 

only received a reply from one airline. 

The Panel contacted 17 banks and designa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perating in Mali to 

enquire about the measures they took to implement the asset freeze and received three 

responses. Only three banks responded, among which one  reported holding an account 

for a sanctioned individual in their accounts. 

 

Private entity # letters sent by the 
Panel 

# 
replies 

# awaiting 
reply 

BANKS 

Alios Finance Mali 1 0 1 

Banque Atlantique Mali 1 0 1 

BCI MALI SA 1 0 1 

BCIM 1 0 1 

BCS 1 0 1 

BDM 1 0 1 

BIM 1 0 1 

BMS 1 0 1 

BNDA 1 0 1 

BOA 1 0 1 

BSIC 1 1 0 

CORIS BANK MALI 1 0 1 

ECOBANK MALI 1 1 0 

FGHM SA 1 0 1 

FGSP SA 1 0 1 

ORABANK MALI 1 0 1 

UBA MALI 2 2 0 

AIRLINES 

Air Burkina 1 0 1 

Air Cote d’Ivoire 1 0 1 

Air France 1 0 1 

ASKY 2 2 0 

Ethiopian Airlines 1 0 1 

Kenya Airways 1 0 1 

Mauritania Airlines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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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Air Maroc 1 0 1 

Sky Mali 1 0 1 

Transair 1 0 1 

Tunisair 1 0 1 

Turkish Airlines 1 0 1 

SIGNATORY ARMED GROUPS 

MSA-D 2 1 1 

CMA 2 1 1 

GATIA 2 1 1 

OTHER ENTITIES 

AMADEUS 1 0 1 

Apple Corp 1 0 1 

Marena gold Mali 1 1 0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1 1 0 

SABRE 1 1 0 

SITA 1 1 0 

TRAVELPORT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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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5 : Statute of the Commission for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N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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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3/578  

 

23-14061 52/103 

 

Annex 6 : Transitional authorities letter to th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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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7a: Law No. 2023-001 of 13 March 2023, “Electoral Law” 

Annex 7b: Law No. 2023-002 of 13 March 2023,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territory” 

Annex 7c: Law No. 2023-003 of 13 March 2023, “Conditions for the free administration of 

territorial colle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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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8 : Presentation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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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9a: CSP-PSD communique issued on 28 March 2023 about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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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9b :  CSP-PSD communique issued on 05 June 2023 about Constitu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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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9c: AIGE communique on referendum in Kidal and Aguelh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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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0a: Extracted frames from a video showing CMA elements firing at a Malian army 

fighter jet in Kidal 

 

Annex 10a VideoKidaloverflight.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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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10b: Communique by the CMA to protest the Malian fighter jet overfly on Kidal 

 

Annex 10b : CMA Communiqué following the overflying incident of 5 April 2022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D -(CMA)- 

—————————- 

BUREAU EXÉCUTIF 

—————————— 

CELLULE DE COMMUNICATION  

---------------------------- 

 

COMMUNIQUÉ N°02/2023/BE/CC/ CMA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informe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e ce jour, 05 avril 2023 les avions de chasse des forces armées 

maliennes ont survolé à des altitudes délibérément provocatrices ses positions à Ber, 

Amassine,Anafis et Kidal  en pleine période des tensions liées au blocage du 

processus de paix.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prend cette malheureuse aventure 

comme une violation patente du cessez-le-feu du 23 mai 2014 et une provocation 

grâve opérée sous les yeux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garant des arrangements 

sécuritaires et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A cet effet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décline toutes 

responsabilités et  conséquences issues de tels agissements. 

 

              Kidal le 5 Avril 2023. 

 

Pour la CMA : 

Almou Ag Mohamed  

Porte-pa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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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1 : Extracted frames from a video of a CNT member on the situation in Kidal 

 

Annex 11: Video published in February 2023 by Albert Amadou Maiga, Member of CNT, alluding 

to attack on Kidal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
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
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
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
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
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
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
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facebook.com%2Faamaiga%2Fvideos%2Fhttpstmeamadoumaiga1489pourquoi-la-guerre-est-in%25C3%25A9vitable-%25C3%25A0-kidal-les-raison-dans%2F895366541615554%2F&data=05%7C01%7C%7C06f94817302845929ddf08db7ac0c405%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823874055452474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j4NaOcm89Y%2F6oaDBdJW%2BjRRB8CevMpmYGCyQcaIWk%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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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2: JNIM message asking communities to con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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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3: Communique by Plateforme to request help in Ménaka 

 

Communiqué sur l'exécution de neuf (9) civils à Intiklatene (Inaghaber) par DAESH 

 

La communauté Idaksahak informe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hier 26 février 2023, des 

terroristes affiliés à DAESH ont fait irruption dans la localité de Intiklatene (cercle d'Inekar, région Ménaka) 

tuant neuf (9) personnes civiles et enlevant une autre. Cette dernière a pu s’échapper des mains de ces 

criminels au niveau du village d’Emi-semis tard dans la nuit. 

De centaines d'animaux ont également été emportés. 

 

La communauté Idaksahak attire une fois de plus l'attention des autorités de la transition, des mouvements 

signataires et de tous les partenaires du pays sur les massacres qui ont débuté depuis Mars 2022 et qui ont fait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orts civils et des milliers d’animaux emportés, détruisant ainsi toute l'économie de 

la région. 

 

Elle appelle le Gouvernement, les mouvements signataires ainsi que tous les partenaires du Mali à trouver 

une solution urgente pour stopper les massacres et protéger les populations. 

 

La communauté Idaksahak présente ses condoléances les plus attristées aux familles des victimes, prie pour 

le repos éternel des âmes des disparus. 

 

Enfin, elle appelle les uns et les autres à s’éloigner des zones de combats et regagner les grandes villes. 

 

Ménaka , le 27 février 2023 

 

Pour la communauté 

 

Cellule d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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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4 : CSP-PSD Communiqué on its structures 

 

Cadre Stratégique Permanent pour la Paix, la Sécurité et le Développement 

(CSP-PSD) 

 

BUREAU EXECUTIF 

COMMUNIQUE FINAL DE LA PREMIÈRE SESSION ORDINAIRE DU BUREAU EXÉCUTIF 

 

Le Bureau Exécutif du Cadre Stratégique Permanent pour la Paix, la Sécurité et le Développement s'est 

réuni les 25 et 26 décembre 2022 à Kidal. 

 

Cette réunion présidée par M. Alghabass AG INTALLA Président en exercice du CSP-PSD a enregistré 

la présence des membres du BUREAU Exécutif élargi aux Secrétaires Généraux des Mouvements. 

 

Après avoir épuisé l’ordre du jour, le bureau exécutif a convenu Ce qui suit: 

Au titre de la restructuration : 

 

Le bureau a procédé à la nomination de deux assistants pour soutenir le Vice-président en charg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à la nomination d'un représentant des imams, et au remplacement du 3ème Vice-

président Chargé des questions humanitaires, réfugiés et déplacés pour le CSP-PSD. 

 

Plusieurs commissions ont été créées pour travailler sur les questions portant sur la question de 

Défense et Sécurité, l’Humanitaire, les réfugiés, les déplacés, le genre, la jeunesse, la communication, 

les finances et le secrétariat permanent. 

 

Au titre des questions politiques il a été décidé ce qui suit: 

 

*Respect de l'accord de principe de Rome convenu entre le Gouvernement Malien et les Mouvements; 

*Harmoniser les points de vues sur l'avenir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 au Mali issu du 

processus d'Alger; 

* le CSP-PSD conformément à ses objectifs de sécurité, d’unité, de solidarité et d’entraide, s’engage à 

venir en aide à chacune de ses composantes en cas d’ agression quelqu’en soit l’auteur ; 

* Le bureau exécutif a unanimement décidé que le CSP-PSD est l'organe suprême des Mouvements 

Signataires et les engage de façon consensuel sur les questions politiques et sécuritaires ; 

*Le bureau Exécutif a prévu d’organiser une rencontre avec les chefferies traditionnelles. 

 

Au titre de la défense et Sécurité, il a été décidé : 

 

* Une commission composée de tous les chefs d’états-majors des mouvements composants le CSP-

PSD a été mise en place et placée sous l’autorité du vice-président chargé des questions de dé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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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sécurité ; 

*De définir une politique de sécurisation des populations et de leurs biens ; 

*De mettre en place une coalition pour la sécurisation des personnes et de leurs biens avec comme 

priorité les zones d’urgences ; 

*De la mobilisation de tous les acteurs présents sur le terrain. 

 

Au titre des questions humanitaires, il a été décidé : 

 

*De travailler à mobiliser au niveau national et international les partenaires techniques et financiers 

pour venir en aide aux populations ; 

*De travailler pour faciliter l'accès humanitaire aux populations dans le besoin ; 

*De créer les conditions pour faciliter le retour des populations réfugiées et déplacées. 

 

Le Bureau Exécutif du CSP-PSD demande l'accompagnement des populations de l’Azawad/Nord du 

Mali et des acteurs concernés pour la réussite de sa mission de paix, de sécurité et de développement. 

 

Fait à kidal, le 27 décembre 2022 

 

Le Porte-parole 

 

Mohamed Elmaouloud Ramad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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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5 : CMA communique on Tidermene arrests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D -(CMA)- 
••••••••••••••••••• 
BUREAU EXÉCUTIF  
•••••••••••••••••••• 
CELLULE DE COMMUNICATION  
•••••••••••••••••••• 
COMMUNIQUÉ N°04 du 27/04/2023/BE/CC/ CMA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informe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e 

dans la journée du 23 Avril 2023,une patrouille FAMa et leurs partenaires de Wagner a interpellé ses 

combattants munis de leur ordre de mission, portant leurs armes dûment enregistrées dans le secteur de 

CHIMAM, Région de MENEKA. 

Il s'agit de : 

1.Mohamed Ag Abdoulahi ; 

2.Ben Laden Ag issif; 

3.Hamad lamine Ag Haya; 

4.Ibrahim Ag kassata; 

5.Aboubacrine Ag Akawel; 

6.Mahamad Ag Ihinanan; 

7.Moussa Ag Adenkache; 

8.Mahamad Ag Amidi; 

9.Eglass Ag Mahamad; 

10.N'kozay Ag Willa. 

 

La patrouille a également procédé à la séquestration des populations civiles, les dépossédant d'une 

importante somme d’argent.  

 

Pour apaiser la situation, la CMA avait opté pour un règlement à l’amiable en donnant la chance à une 

initiative locale pour obtenir leur libération. Malgré cette démarche entamée depuis quelques jours, la 

CMA reste toujours sans nouvelle des dits combattants et pire,l'armée les qualifie de terroristes et se 

vante de l'exploit. 

 

La CMA dément catégoriquement tout lien de ses combattants avec les terroristes et exige leur libération 

sans condition avec leurs armes et l'argent spolié aux paisibles populations par cette mission. 

 

Enfin, en l'absence d'un dénouement heureux de cette affaire, la CMA prend à temoin la méd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eventuelles conséquences qui peuvent découler de tels agissements. 

 

Kidal, le 27 Avril 2023 

 

Pour la CMA: 

Almou Ag Mohamed 

Porte-pa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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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6a : CMA ordre de mission for Tiderm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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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6b : Commission on CMA 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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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17 :  Decree of the President concerning resignation of Colonel Hassan Ag Fa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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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8 :  Organized crime routes in West Africa and Mali 

 

  



S/2023/578  

 

23-14061 84/103 

 

 

Annex 19: GPS tracker found in cocaine consignment 

 

  



 S/2023/578 

 

85/103 23-14061 

 

 

Annex 20: Calculations on gold production and value 

 

1. Production 

a. If known gold production in Kayes, Koulikouro and Sikasso is of 35 to 40 tons and represents 

70% of the total gold production in Mali.  

b. The total is 35 / 0.7 = 50 to 40 / 0.7 = 57.14. 

c. The gold production of sites other than Kayes, Koulikouro and Sikasso is thus total – 70% = 50 

– 35 to 57 – 40 = 15 to 17.14 tons. 

d. Sit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Gao, Timbuktu, Menaka and Kidal account for 60% of the 

amount calculated at step 1. c., while sites in the central regions of Mopti and Segou account 

for 40%. 

e. The gold production of sites in Gao, Timbuktu, Menaka and Kidal is thus 15 * 0.6 to 17.14 * 

0.6 = 9 to 10.28 tons. 

f. A ton = 1 000 000 grams. 

 

2. Selling price of gold 

a. A gram of gold is bought by trader at mining sites between 33 to 35 000 XOF (53 to 58 US$)86. 

b. 9 to 10.28 tons of gold sold at 53 000 000 to 58 000 000 US$ yield 9 * 53 000 000 = 477 000 

000 to 10.24 * 58 = 596 240 000 US$. 

 

3. Bags of mineralized ore produced and paid to armed groups 

a. Armed groups charge one bag of mineralized ore for every 10 bags extracted. 

b. A bag of mineralized gravel weights around 70 kg. 

c. On average,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mining sites in Mali yield 4 grams of gold per metric ton 

of mineralized ore. This is called the grade of gold in ore. So, ¼  of a ton (250 kg) of 

mineralized ore are needed to extract on average a gam of gold. This represents 250 / 70 = 

3.57 bags per gram. 

d. Gold produced by sites in Gao, Timbuktu, Menaka and Kidal equals to 9 000 000 to 10 240 

000 grams * 3.57 bags = 32 130 000 to 36 556 8000 bags. 

e. Armed groups thus receive 32 130 000 / 10 = 3 213 000 to 36 556 8000 / 10 = 3 655 680 bags 

of mineralized ores as payment for providing security. 

f. These bags contain 3 213 000 / 3.57 = 900 000 to 3 655 680 / 3.57 = 1 024 000 grams of gold. 

 

4. Value of the gold contained in mineralized gravel paid to armed groups 

a. The gold is worth 900 000 grams * 53 US$ = 47 700 000 US$ (worst-case scenario of lowest 

production with lowest price) to 1 024 000 grams * 58 US$ = 59 392 000 US$ (best-case 

scenario of highest production at highest price).  

b. A mid-case scenario would result in  900 000 grams * 58 US$ = 52 200 000 US$ to 1 024 000 

grams * 53 US$ = 54 272 000 US$. 

 

5. Processing cost of mineralized gravel 

__________________ 

86 On 23 June 2023, 1 United States dollar was equivalent to 600.50 CFA francs and 0.92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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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cost to process a bag of mineralized ore at the mining sites is of 2-3 000 XOF (3.33 to 5 

US$). 

b. To process the bags needed to extract a gram of gold costs 3.57 bags * 3.33 US$ = 11.88 

US$ to 3.57 bags * 5 US$ = 17.85 US$. 

c. To process bags of mineralized ore costs 3 213 000 bags * 3.33 US$ = 10 699 290 US$ to 3 655 

680 bags * 5 US$ = 18 278 400 US$. 

 

6. Estimate revenue = selling prices – processing cost 

a. The revenue generated from payments for the provision of security to the gold mining sites is 

47 700 000 US$ revenue – 18 278 400 US$ cost = 29 421 600 US$ in the worst-case scenario 

(lowest revenues with highest costs) to 59 392 000 US$ revenue– 10 699 290 US$ cost = 48 

692 710 US$ in the best-case scenario (highest revenues with lowest cost). 

b. A mid-point scenario, as calculated at step 4. b., would result in 52 200 000 US$ revenue  – 

10 699 290 US$ cost = 41 500 710 US$ to 54 272 000 US$ revenue – 18 278 400 US$ cost = 35 

993 600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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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1 : JNIM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an attack on Malian Armed Forces in Sevare 22 Apri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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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2: JNIM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an attack on Malian Armed Forces in Nara 18 Apri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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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3 :  Alleged ISGS leaflets distributed to populations in Menaka 

 

Accessed on line on: https://twitter.com/SimNasr/status/164581309118622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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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4: List of persons allegedly executed by elements of ISGS in Abalag cercle, Tidermene 

Commune le10-06-2023. 

 

1- Almahmoud Ag Hamma  

2- Wali Ag Hamma  

3- Haba Ag Hamma  

4- Mahamad Ag Idine  

5- Mahamad Ag Mahine  

6- Mahamad Ag Seydimohamad  

7- Anar Ag Albahiri  

8- Hadouwa Ag Ahbid  

9- Tahamadat Ag Ahmad  

10- Bouhoudou Ag 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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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5 : Excerpt from report of the SG on the situation in Mali, S/2023/402, para. 21 

 

In April 2023, 470 cases of sexual violence were reported, out of which 51 were CRSV. Signatory 

armed groups were allegedly responsible for 8% of these incidents. « cas de violence sexuelle, dont 51 
étaient liés à un conflit. Toutes les victimes étaient de sexe féminin, dont 11 filles âgées de 12 à 17 ans. 

Ces crimes avaient été perpétrés par des membres des groupes armés signataires (18 %) et par des 

éléments armés non identifiés (82 %). L’ONU a confirmé que des violations graves avaient été 
commises contre 154 enfants, dont 5 en avaient été victimes à deux reprises. Ces violations 

comprenaient des cas de recrutement et d’utilisation d’enfants (96), de meurtre ou d’atteintes à 
l’intégrité physique (32), de violences sexuelles (3), d’enlèvements (6), d’attaques contre des écoles et 

des hôpitaux (8) et de refus de l’accès à l’aide humanitaire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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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6 : Tilemsi Holding in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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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7a  Tilemsi Holding shares owned by Mohamed Ben Ahmed Mahri (MLi.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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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7b  Mohamed Ben Ahmed Mahri (MLi.007) landlin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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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8a: WIPO record of Tilemsi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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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8b: Linkedin page of Tilemsi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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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9  Mohamed Ben Ahmed Mahri (MLi.007) identity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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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0  Letter issued from Mali CENTIF to Banks about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sanctioned by th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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