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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称

亚非法协 (AALCO)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非加太集团 (ACP)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

东盟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公法顾委 (CAHDI)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 )
西非经共体 (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粮农组织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刚果 (金 )武装部队 (FARDC)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红十字委员会 (ICRC)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 (IFRC) 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劳工组织 (ILO) 国际劳工组织

基金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驻科部队 (KFOR) 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

南共市 (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

联刚观察团 (MONUC) 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观察团

北美贸协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约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洲组织 (OAS) 美洲国家组织 
经合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联卢援助团 (UNAMIR)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贸发会议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开发计划署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环境署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教科文组织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科索沃特派团 (UNMIK)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第二期联索马行动 (UNOSOM II) 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

联保部队 (UNPROFOR)  联合国保护部队

世卫组织 (WHO) 世界卫生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气象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世贸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 

*  *

《国际公法案件年度摘要》(ADPILC) 《国际公法案件年度摘要》(Annual Diges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法国国际法年鉴》(AFDI) 《法国国际法年鉴》(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美国国际法案件》(AILC) 《美国国际法案件》(American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美国国际法学刊》(AJIL) 《美国国际法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英国国际法年鉴》(BYBIL) 《英国国际法年鉴》(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德国国际法年鉴》(GYBIL) 《德国国际法年鉴》(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院汇编》(I.C.J. Reports) 国际法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国际法律资料》(ILM) 《国际法律资料》(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国际法律汇编》(ILR) 《国际法律汇编》(Interantional Law Reports)

 简 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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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常设国际法院A辑》(P.C.I.J., Series A) 常设国际法院，《判决汇编》(Collection of Judgments)  
 (第1至24号：截至1930年 )

《国际公法概览》(RGDIP) 《国际公法概览》(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UNRIAA)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 

*  *

本卷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系指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

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系指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 

*  *

关于引文的说明

在引文中，后面加有星号的楷体文字在原文中并非楷体或斜体。

除非另有说明，出自非中文著作的引文已由秘书处翻译。

* 

*  *

国际法委员会的互联网地址是http://legal.un.org/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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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1856年巴黎宣言》)[英 ](1856年4月16日，巴黎 ) British State Papers 1856，第61卷，

第155页。

《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白里安 -凯洛格条约》)[英 ](1928
年8月27日，巴黎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

第2137号，第57页。

《对保加利亚和约》[英 ](1947年2月10日，巴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1卷，第

643号，第21页。

《对芬兰和约》[英 ](1947年2月10日，巴黎 ) 同上，第48卷，第746号，第203页。

《对匈牙利和约》[英 ](1947年2月10日，巴黎 ) 同上，第41卷，第644号，第135页。

《对意大利和约》[英 ](1947年2月10日，巴黎 ) 同上，第49卷，第747号，第3页。

《对罗马尼亚和约》[英 ](1947年2月10日，巴黎 ) 同上，第42卷，第645号，第3页。

《关于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以及维持和平与安全机制的议定书》[英 ](1999年12月
10日，洛美 )

Cooperating for Peace in West Africa: 
an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  
A. Ayissi (编 ), 2001年， 
日内瓦，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UNIDIR/2001/9号文件，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GV.E/
F.01.0.19)，第111页。

特权和豁免，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等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英 ](1946年2月13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4号，

第15页。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 ) 同上，第500卷，第7310号，第95页。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 ) 同上，第596卷，第8638号，第261页。

《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1975年3月14日，

维也纳 )
联合国，《1975年法律年鉴》(出售品

编号：E.77.V.3)，第87页，也见

A/CONF.67/16号文件，第207页。

人 权

《劳工组织关于工人事故赔偿的 (第17号 )公约》[英 ](1925年6月10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8卷，第

600号，第229页。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9日，巴黎 ) 同上，第78卷，第1021号，第277页。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英 ](1950年11月4日，罗马 ) 同上，第213卷，第2889号，第221页。

《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14号议定书之二》[英 ](2009年5月27日，斯特拉斯堡 )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204号。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1965年12月21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60卷，第

9464号，第195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纽约 ) 同上，第999卷，第14668号，

第171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1966年12月16日，纽约 ) 同上。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纽约 ) 同上，第993卷，第14531号，第3页。

《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英 ](1969年11月22日，圣何塞 ) 同上，第1144卷，第17955号，

第123页。

 本卷引用的多边文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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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来 源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12月18日，纽约 ) 同上，第1249卷，第20378号，

第13页。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英 ](1981年6月27日，内罗毕 ) 同上，第1520卷，第26363号，

第217页。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年12月10日，

纽约 )
同上，第1465卷，第24841号，

第85页。

《关于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民族的 (第169号 )公约》[英 ](1989年11月20日，纽约 ) 同上，第1650卷，第28383号，

第383页。

《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11月20日，纽约 ) 同上，第1577卷，第27531号，第3页。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英 ](1990年7月11日，亚的斯亚贝巴 ) 非洲统一组织，CAB/LEG/153/Rev.2 
(1990)号文件；Human Rights: 
a Compilation of Interntional 
Instruments, vol. II, Regional 
Instruments (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E.97.XIV.1), C节，

第39号。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1990年12月18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220卷，

第39481号，第3页。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年12月13日，纽约 ) 同上，第2515卷，第44910号，第3页。

国际贸易与发展

《仲裁条款议定书》[英 ](1923年9月24日，日内瓦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二十七卷，

第678号，第157页。

《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英 ](1927年9月26日，日内瓦 ) 同上，第九十二卷，第2096号，

第301页。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英 ](1947年10月30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5卷， 
第814号，第187页。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临时议定书》[英 ](1947年10月30日，日内瓦 ) 同上，第162页。

《波哥大经济协定》[西 ](1948年5月2日，波哥大 ) 美洲国家组织，正式文件 (OEA/
Ser.A/4 (SEPF))，《条约汇编》，

第21号。

《东盟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英 ](1987年12月15日，马尼拉 ) 《国际法律资料》，第27卷 (1988年 )，
第612页。

《第四次非加太—欧共体条约》[英 ](1989年12月15日，洛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924卷，

第32847号，第3页。

《加拿大政府、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英 ]
(1992年12月17日，墨西哥城、渥太华和哥伦比亚华盛顿 )

1993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美国政府印刷局。

《关于在南共市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科洛尼亚议定书》[西 ](1994年1月17日，科

洛尼亚—德尔萨克拉门托 )
MERCOSUR/CMC/DEC. No. 11/93。

《关于促进和保护来自非南共市缔约国投资的议定书》[西 ](1994年8月5日，布宜

诺斯艾利斯 )
MERCOSUR/CMC/DEC. No. 11/94。

运输和通信

《关于航空管理的公约》(1919年10月13日，巴黎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十一卷，

第297号，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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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944年12月7日，芝加哥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5卷， 
第102号，第295页。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年12月16日，海牙 ) 同上，第860卷，第12325号，

第105页。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年9月23日，蒙特利尔 ) 同上，第974卷，第14118号，

第177页。

电 信

《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公约》(1955年10月15日，1977年3月4日修订 )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3rd rev. ed., part V, A. 
J. Peaslee (编 ), 1976年，海牙，

马丁努斯 · 奈霍夫出版社，第

124至第133页。

《关于为减灾救灾行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英 ](1998年6月18日，坦佩雷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296卷，

第40906号，第5页。

航 运

《奥匈帝国、法国、德国、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俄罗斯、西班牙和土耳其之

间关于苏伊士运河自由航行的公约》[英 ](《君士坦丁堡公约》) (1888年10月
29日，君士坦丁堡 )

《美国国际法年鉴》，补编，第3卷，

第123页。

《国际可航水道制度公约和规范》[英 ](1921年4月20日，巴塞罗那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七卷， 
第172号，第35页。

《建立易北河航行法规的公约》[英 ](1922年2月22日，德累斯顿 ) 同上，第二十六卷，第649号，

第219页。

《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英 ](1939年7月20日，蒙特勒 ) 同上，第一百七十三卷，第4015号，

第213页。

刑事事项

《民事诉讼程序公约》[英 ](1905年7月17日，海牙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五十卷，

第54 (a)号，第180页。

《取缔伪造货币国际公约》[英 ](1929年4月20日，日内瓦 ) 同上，第一百一十二卷，第2623号，

第371页。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年7月17日，罗马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87号，

第38544号，第3页。

海洋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12月10日，蒙特哥湾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33卷，

第31363号，第3页。

条约法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年5月23日，维也纳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55卷，

第18232号，第331页。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1978年8月23日，维也纳 ) 同上，第1946卷，第33356号，第3页。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1986年3月21日，

维也纳 )
A/CONF.1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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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公约》[英 ](1906年7月6日，日内瓦 ) D. Schindler and J. Toman, The Laws of 
Armed Conflicts, 1988年，多德雷

赫特，马丁努斯 ·奈霍夫出版社，

第301至第310页。

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公约 [英 ](1907年10月18日，海牙 )：《限制使用武力以

索偿合同债务的 (第二 )公约》(《海牙第二公约》)；《关于陆战法规和管理的 (第
四 )公约》(《海牙第四公约》)；《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 )
公约》(《海牙第五公约》)；《关于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地位的 (第六 )公约》(《海

牙第六公约》)；《关于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号 )公约》(《海牙

第十三号公约》)

The Hagu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1899 and 1907,  
J. B. Scott (编 ), 1915年，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 )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919，第一百一十二卷，1922年，

伦敦，皇家印务局，第1页。

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 [英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 
第970至第973号，第31页。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公约》) (1949年8月12日，
日内瓦 )

同上，第970号，第31页起。

《关于战时保护贫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 ) 同上，第973号，第287页起。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
书》(《第一议定书》) (1977年6月8日，日内瓦 )

同上，第1125卷，第17512号，第3页。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
书》(《第二议定书》) (1977年6月8日，日内瓦 )

同上，第17513号，第609页。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英 ](1954年5月14日，海牙 ) 同上，第249卷，第3511号，第215页。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议定书》[英 ](1954年5月14日，海牙 ) 同上。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1954年公约的第二议定书》(1999年3月26日，
海牙 )

同上，第2253卷，第3511号，

第172页。

裁 军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英 ](1925年
6月17日，日内瓦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

第2138号，第65页。

《关于核能领域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公约》[英 ](1960年7月29日，巴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56卷， 
第13706号，第251页。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英 ](1963年5月21日，维也纳 ) 同上，第1063卷，第16197号，

第265页。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英 ](1963年8月5日，莫

斯科 )
同上，第480卷，第6964号，第43页。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公约》[英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含附加议定书壹和贰 ) 
(1967年2月14日，墨西哥城 ) 

同上，第634和第1894卷，第9068号，

第281和第335页。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7月1日，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 )
同上，第729卷，第10485号，

第161页。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 (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72
年4月10日，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 )

同上，第1015卷，第14860号，

第163页。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1980年10月10日，日内瓦 )
同上，第1342卷，第22495号，

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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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 (水雷 )、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第二议定书》) 同上。

《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第三议定书》) 同上。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英 ](1985年8月6日，拉罗汤加 ) 同上，第1445卷，第24592号，

第177页。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93年1月
13日，巴黎 )

同上，第1974卷，第33757号，

第45页。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英 ](1995年12月15日，曼谷 ) 同上，第1981卷，第33873号，

第129页。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英 ](《佩林达巴条约》) (1996年4月11日，开罗 ) 《国际法律资料》，第35卷 (1996年 )，
第705页。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年9月10日，纽约 ) A/50/1027号文件，附件。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1997年
9月18日，奥斯陆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056卷，

第35597号，第211页。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2006年9月8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塞米伊 )) 《联合国裁军年鉴》，第31卷 (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7.
IX.1), 2009年，附录二，第325页。

《集束弹药公约》(2008年5月30日，都柏林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688卷，

第47713号，第39页。

环 境

《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英 ](1954年5月12日，伦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27卷， 
第4714号，第3页。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英 ](1969年11月29日，布鲁塞尔 ) 同上，第973卷，第14097号，第3页。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英 ](1971年2月2日，拉姆萨尔 ) 同上，第996卷，第14583号，

第245页。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英 ](1972年12月29日，伦敦、墨西

哥城、莫斯科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同上，第1046卷，第15749号，

第138页。

《关于受危害的野生动植物区系物种的国际买卖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 (1973年3月3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同上，第993卷，第14537号，

第243页。

《国际防止船坞造成污染公约》[英 ](《防止船污公约》) (1973年11月2日，伦敦 ) 同上，第1340卷，第22484号，

第61页。

《1973年〈国际防止船坞造成污染公约〉1978年议定书》[英 ](1978年2月17日，伦敦 ) 同上，第1340卷，第22484号，

第61页。

《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英 ](1976年2月16日，巴塞罗那 ) 同上，第1102卷，第16908号，

第27页。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1976年12月10日，

纽约 ) 
同上，第1108卷，第17119号，

第151页。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英 ](1979年11月13日，日内瓦 ) 同上，第1302卷，第21623号，

第217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监测和评价欧洲空气污染物远距离传播合
作方案长期供资问题的议定书》[英 ](1984年9月28日，日内瓦 )

同上，第1491卷，第25638号，

第167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将硫排放量或其越境流量至少降低百分之
三十的议定书》[英 ](1985年7月8日，赫尔辛基 )

同上，第1480卷，第25247号，

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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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控制氧化氮排放量或其越境流量的议定书》
[英 ](1988年10月31日，索菲亚 )

同上，第1593卷，第27874号，

第287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控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量或其越境流
量的议定书》[英 ](1991年11月18日，日内瓦 )

同上，第2001卷，第34322号，

第187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进一步减少硫排放量的议定书》[英 ](1994
年6月14日，奥斯陆 )

同上，第2030卷，第21623号，

第122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英 ](1998年
6月24日，奥胡斯 )

同上，第2230卷，第21623号，

第79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重金属的议定书》[英 ](1998年6月24日，
奥胡斯 )

同上，第2237卷，第21623号，第3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减少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层的议定
书》[英 ](1999年11月30日，哥德堡 )

同上，第2319卷，第21623号，

第80页。

《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区域海洋环境公约》[英 ](1983年3月24日，卡塔赫纳德印第

亚斯 )
同上，第1506卷，第25974号，

第157页。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年3月22日，维也纳 )
同上，第1513卷，第26164号，

第293页。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年9月16日，蒙特利尔 ) 同上，第1522卷，第26369号，

第28页。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1986年9月26日，维也纳 ) 同上，第1439卷，第24404号，

第275页。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3月22日，巴塞尔 ) 同上，第1673卷，第28911号，

第57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5月9日，纽约 ) 同上，第1771卷，第30822号，

第107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11日，京都 ) 同上，第2303卷，第30822号，

第162页。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6月5日，里约热内卢 ) 同上，第1760卷，第30619号，

第79页。

《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英 ](1993年6月21日，卢加诺 )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150号。

《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 /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1994年
10月14日，巴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954卷，

第33480号，第3页。

《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和沿海区域公约》[英 ](1995年6月10日，巴塞罗那 ) 环境署，Selected Multilateral Treaties 
in the Field of the Environment，
第2卷，1991年，剑桥，格劳秀

斯出版社，第448页。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1997年5月12日，纽约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

补编第49号》(A/51/49)，第三卷，

第51/229号决议，附件。

《东盟越境烟霾污染协议》[英 ](2002年6月10日，吉隆坡 ) 环境署，Selected Texts of Legal 
Instrument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005年， 
阿兹利 (纽约 )，跨国出版社，

第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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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英 ](2003年7月11日，马普托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ultilateral Treaties, W. E. 
Burhenne (编 )，第九卷，1997年，

海牙，克鲁维尔国际法律出版社，

第52页。

一般国际法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英 ](1920年2月9日，巴黎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二卷， 
第41号，第7页。

《奥兰德群岛不设防和中立化公约》[英 ](1921年10月20日，日内瓦 ) 同上，第九卷，第255号，第211页。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英 ](1947年10月11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7卷，

第998号，第143页。另见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nnotated Basic 
Documents and Descriptive 
Direct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rrangements, 
2nd rev. ed., P. J. G. Kapteyn等人

(编 ), 1984年，海牙，马丁努斯·奈
霍夫出版社，补编 I.B.1.9.a。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英 ](1948年4月30日，波哥大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9卷， 
第1609号，第3页。

《北大西洋公约》[英 ](1949年4月4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同上，第34卷，第541号，第243页。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与总则》(1956年6月13日，维也纳 ) 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出版的袖珍手

册；可查阅www.interpol.int “legal 
materials”。

《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法 ](1957年3月25日，罗马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94卷， 
第4300号，第3页。另见《建立

欧洲共同体条约》合订本，《欧

洲共同体公报》，第C 340号，

1997年11月10日，第173页。

《南极条约》[英 ](1959年12月1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02卷， 
第5778号，第71页。

《世界旅游组织章程》[英 ](1970年9月27日，墨西哥城 ) 同上，第985卷，第14403号，第

339页。另见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nnotated Basic Documents 
and Descriptive Direct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rrangements, 2nd rev. ed., P. J. G. 
Kapteyn等人 (编 ), 1982年，海

牙，马丁努斯 · 奈霍夫出版社，

补编 I.B.2.3。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英 ](1972年11月16日，巴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37卷，

第15511号，第151页。

《第六次国际锡协定》(1981年6月26日，日内瓦 ) 同上，第1282卷，第21139号，

第205页。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英 ](1985年10月11日，首尔 ) 同上，第1508卷，第26012号，

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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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986年9月26日，维也纳 ) 同上，第1457卷，第24643号，

第133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章程》(1945年10月16日，魁北克 )修正版 (1991年11月27
日，罗马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基本文件》，

第 I编，2000年版，2001年，罗马。

另见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nnotated Basic 
Documents and Descriptive 
Direct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rrangements, 
2nd rev. ed., P. J. G. Kapteyn等人

(编 ), 1982年，海牙，马丁努斯·奈
霍夫出版社，补编 I.B.1.3.a。

《建立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条约》[英 ](1993年11月5日，堪培拉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314卷，

第41341号，第265页。

《能源宪章条约》[英 ](1994年12月17日，里斯本 ) 同上，第2080卷，第36116号，

第95页。

《民防援助框架公约》(2000年5月22日，日内瓦 ) 同上，第2172卷，第38131号，

第213页。

其 他

《关于婚姻法律冲突的管理公约》[英 ](1902年6月12日，海牙 ) The Consolidated Treaty Series, vol. 
191, C. Parry (编 ), 1902年， 
多布斯费里 (纽约 )，大洋出版社，

第253页。

《解决与离婚和分居有关的法律和管辖冲突公约》[英 ](1902年6月12日，海牙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558卷，

第92 (a)号，第522页。

《芬兰、丹麦、冰岛、挪威和瑞典合作协定》(1962年3月23日；后经1971年2月13
日签署于哥本哈根的修正协定修正 )

同上，第434和795卷，第6262号，

第145和第370页。

《东盟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协议》(2005年7月26日，万象 ) 东盟，Documents Series 2005，
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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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1. 国际法委员会于2011年4月26日至6月3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委员会所在地举行了第

六十三届第一期会议，于2011年7月4日至8月12日
举行了第二期会议。本届会议由委员会第六十二届

会议主席努格罗霍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主持开幕。

A. 委 员

2. 委员会包括下列成员：

穆罕默德 · 贝洛 · 阿多克先生 (尼日利亚 )

阿里 · 穆赫辛 · 费塔伊斯 · 马里先生 (卡塔尔 )

卢修斯 · 卡弗利施先生 (瑞士 )

恩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 (阿根廷 )

佩德罗 · 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 (莫桑比克 )

克里斯托弗 ·约翰 ·罗伯特 ·杜加尔德先生 (南非 )

孔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西班牙)

萨利富 · 丰巴先生 (马里 )

乔治 · 加亚先生 (意大利 )

兹齐斯拉夫 · 加利茨基先生 (波兰 )

侯赛因 · 哈苏纳先生 (埃及 )

马哈茂德 · 哈穆德先生 (约旦 )

黄惠康先生 (中国 )

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瑞典 )

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喀麦隆 )

法蒂 · 卡米沙先生 (突尼斯 )

罗曼 · 科洛德金先生 (俄罗斯联邦 )

唐纳德 · 麦克雷先生 (加拿大 )

特奥多尔 · 维奥雷尔 · 梅莱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

村濑信也先生 (日本 )

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 (哥斯达黎加 )

格奥尔格 · 诺尔特先生 (德国 )

阿兰 · 佩莱先 (法国 )

罗汉 · 佩雷拉先生 (斯里兰卡 )

埃内斯特 · 彼得里奇先生 (斯洛文尼亚 )

吉尔贝托 · 贝尔涅 · 萨博亚先生 (巴西 )

纳林德尔 · 辛格先生 (印度 )

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哥伦比亚 )

埃德蒙多 ·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 (智利 )

史蒂芬 · 瓦钱尼先生 (牙买加 )

马塞洛 ·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厄瓜多尔 )

阿莫斯 · 瓦科先生 (肯尼亚 )

努格罗霍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印度尼西亚 )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B. 临时空缺

3. 2011年4月28日，委员会选举孔塞普西翁·埃
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西班牙 )填补因保拉 · 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去世造成的临时空缺。2011年5月17
日，委员会选举穆罕默德 · 贝洛 · 阿多克先生 (尼日

利亚 )填补因巴约 · 奥霍先生辞职造成的临时空缺。

C. 主席团成员和扩大的主席团

4. 在2011年4月26日举行的第3080次会议上，

委员会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喀麦隆 )

第一副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瑞典 )

第二副主席：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 (哥斯达黎加 )

起草委员会主席：多尔 · 维奥雷尔 · 梅莱斯卡努

先生 (罗马尼亚 )

报告员：罗汉 · 佩雷拉先生 (斯里兰卡 )

5. 委员会扩大的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

员、委员会前任主席 1和特别报告员 2组成。

1 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兹齐斯拉夫 · 加利茨基先生、莫

里斯·卡姆托先生、努格罗霍·梅莱斯卡努先生、阿兰·佩莱先生、

埃内斯特 · 彼得里奇先生、埃德蒙多 ·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

生和努格罗霍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2 卡弗利施先生、乔治 · 加亚先生、兹齐斯拉夫 · 加利茨

基先生、莫里斯 ·卡姆托先生、罗曼 ·科洛德金先生、阿兰 ·佩
莱先生和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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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扩大的主席团的建议，委员会设立了由

下列委员组成的规划组：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主席 )、
卢修斯 · 卡弗利施先生、恩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佩

德罗·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克里斯托弗·约翰·罗
伯特 · 杜加尔德先生、孔塞普西翁 · 埃斯科瓦尔 · 埃
尔南德斯女士、乔治 · 加亚先生、兹齐斯拉夫 · 加利

茨基先生、侯赛因 · 哈苏纳先生、马哈茂德 · 哈穆德

先生、莫里斯·卡姆托先生、法蒂·卡米沙先生、罗曼·科
洛德金先生、努格罗霍·梅莱斯卡努先生、唐纳德·麦
克雷先生、村濑信也先生、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格

奥尔格 ·诺尔特先生、阿兰 ·佩莱先生、埃内斯特 ·彼
得里奇先生、吉尔贝托 · 贝尔涅 · 萨博亚先生、纳林

德尔 · 辛格先生、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

生、埃德蒙多 ·巴尔加斯 ·卡雷尼奥先生、史蒂芬 ·瓦
钱尼先生、马塞洛 ·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努格

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和罗汉·佩
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D. 起草委员会

7. 在2011年4月26日举行的第3080次会议上，

委员会为下列专题设立了由下列委员组成的起草委

员会：

(a)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努格罗霍 · 梅莱斯

卡努先生 (主席 )、卢修斯 ·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

员 )、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丰巴先生、兹齐斯拉夫·加
利茨基先生、黄惠康先生、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莫

里斯 · 卡姆托先生、村濑信也先生、埃内斯特 · 彼得

里奇先生、吉尔贝托·贝尔涅·萨博亚先生、马塞洛·巴
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努格罗霍 · 维斯努穆尔蒂先

生、迈克尔·伍德爵士和罗汉·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b) 国际组织的责任：努格罗霍 · 梅莱斯卡努先

生 (主席 )、乔治·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恩里克·坎
迪奥蒂先生、丰巴先生、黄惠康先生、玛丽 · 雅各布

松女士、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唐纳德 · 麦克雷先生、

村濑信也先生、埃内斯特·彼得里奇先生、吉尔贝托·贝
尔涅 · 萨博亚先生、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

先生、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努格罗霍·维
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罗汉 · 佩雷拉

先生 (当然成员 )。

(c) 驱逐外国人：努格罗霍 ·梅莱斯卡努先生 (主
席 )、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佩德罗 · 科
米萨里奥 ·阿丰索先生、孔塞普西翁 ·埃斯科瓦尔 ·埃
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兹齐斯拉夫 · 加利茨基先

生、马哈茂德 · 哈穆德先生、唐纳德 · 麦克雷先生、

吉尔贝托·贝尔涅·萨博亚先生、纳林德尔·辛格先生、

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彼纳先生、埃德蒙多 · 巴
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史蒂芬 · 瓦钱尼先生、马塞

洛 ·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努格罗霍 · 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伍德爵士和罗汉 ·佩雷拉先生 (当
然成员 )。

(d)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努格罗霍 · 梅莱斯

卡努先生 (主席 )、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

生 (特别报告员 )、恩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克里斯托

弗 · 约翰 · 罗伯特 · 杜加尔德先生、孔塞普西翁 · 埃
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马哈茂德 · 哈穆德先生、

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唐纳德 · 麦克雷先生、村濑信

也先生、格奥尔格 · 诺尔特先生、埃内斯特 · 彼得里

奇先生、吉尔贝托·贝尔涅·萨博亚先生、纳林德尔·辛
格先生、埃德蒙多 ·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史蒂

芬 · 瓦钱尼先生、马塞洛 ·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努格罗霍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

罗汉 · 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8. 起草委员会就以上四个专题共举行了27次
会议。

E. 工作组和研究组

9. 在2011年4月26日举行的第3080次会议上，

委员会重新设立了下列工作组和研究组：

(a) 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作组：马塞洛 · 巴斯克

斯－贝穆德斯先生 (主席 )、阿兰 · 佩莱先生 (特别报

告员 )、恩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孔塞普西翁 · 埃斯

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乔治·加亚先生、

马哈茂德 · 哈穆德先生、黄惠康先生、莫里斯 · 卡姆

托先生、唐纳德 · 麦克雷先生、格奥尔格 · 诺尔特先

生、埃内斯特 · 彼得里奇先生、纳林德尔 · 辛格先生、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罗汉 · 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b) 条约随时间演变研究组：格奥尔格 · 诺尔特

先生 (主席 )、恩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佩德罗 · 科米

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克里斯托弗 · 约翰 · 罗伯特 · 杜
加尔德先生、孔塞普西翁 ·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

女士、乔治 · 加亚先生、马哈茂德 · 哈穆德先生、玛

丽 ·雅各布松女士、莫里斯 ·卡姆托先生、唐纳德 ·麦
克雷先生、努格罗霍 · 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信也先

生、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埃内斯特 · 彼得里奇先生、

纳林德尔 · 辛格先生、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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