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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97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按照大会题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第 50/53 号决议的要

求编写的。报告第二节载有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交的资料，叙述了它们在预防和制

止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开展的活动，并综述了简化现行报告编写方式的各种途径。

报告第三节载有根据大会第60/43号决议第26段编制的秘书处因应恐怖主义所进

行的活动总清单。 

 
 

__________________ 

 ∗ A/6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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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题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第 50/53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密切

注意《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第 49/60 号决议，附件)的执行情况，并结

合他在提交给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A/50/372 及Add.1)中所阐述的方式以及

各国在该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辩论中所表达的意见，
1
 每年一次就《宣言》第 10

段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2. 在《宣言》第 10 段中，大会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取下列实际措施

增进国际合作，以协助执行《宣言》： 

 “(a) 根据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各项现行多边、区域和双边协定的保管

人以及会员国提供的资料，收集关于这些协定的现状和执行情况的数据，包

括关于国际恐怖主义所肇事件及刑事起诉和判决的资料； 

 “(b) 根据会员国提供的资料，汇编各国在预防和制止一切形式和表现

的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法律和规章； 

 “(c) 
2
 

 “(d) 审查在联合国系统内协助各国安排举办关于打击涉及国际恐怖

主义罪行的讲习班和培训班的现有可能办法。” 

3． 2006 年 1 月 20 日，秘书长发出普通照会，提请所有国家注意大会第 49/60

号决议及附件中的《宣言》，并请它们在 2006 年 5 月 31 日前提交关于《宣言》

第 10(a)段执行情况的资料。秘书长还表示，各国不妨在提交的资料中特别注意

安全理事会第 1269(1999)号决议第 5段。迄 2006 年 7 月 30 日，以收到下列国家

的答复：亚美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智利、古巴、捷克共和国、丹麦、牙买

加、拉脱维亚、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泊尔、挪威、波兰、罗马尼亚、

圣马力诺、塞尔维亚、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和乌拉圭。有几个国家引述了

各自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反恐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的资

料。这些报告的全文载：http://www.un.org/Docs/sc/committees/1373。 

4. 此外，秘书长于 2006 年 1 月 20 日致函邀请相关专门机构及其他相关国际组

织按照《宣言》第 10(a)段的要求，在 2006 年 5 月 31 日前提交关于执行情况的

资料或其他有关材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

织、世界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欧洲委

员会、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美洲国家组织提交了答复。 

__________________ 

 
1
 另见《补充 1994 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第 51/201 号决议，附件)。 

 
2
 关于分析审查现行法律文书的《宣言》第 10(c)段已通过秘书长的报告(A/51/336，第 6-36 段)

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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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报告第二、第四和第六节根据上文第 3 和第 4段所述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

提交的资料，列出了各国和国际上采取的措施。第五节叙述了近期与大会第

51/210 号决议有关的事态发展。 

6. 大会在题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第 60/43 号决议中欢迎秘书长更

新秘书处因应恐怖主义所进行的活动总清单，作为他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

的报告的组成部分。依照这项决议发出的要求，秘书处 11 个组成部门就各自在

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开展的活动提交了最新资料，报告第三节概述了这

些资料。 

 二. 各国和国际上采取的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以及

关于国际恐怖主义所肇事件的资料 
 

 A. 会员国提交的资料 3 
 

7. 亚美尼亚提交了该国已是缔约国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清单(见下文

表 2)。 

8． 《亚美尼亚共和国反恐法》已于 2005 年 4 月生效。该法确立了将在反恐斗

争中适用的原则，并规定反恐斗争将由亚美尼亚政府授权国家机关在法律赋予的

权力范围内进行。 

9. 亚美尼亚介绍了《刑法典》中直接涉及恐怖行为的定义和处罚的第 38、39、

217、334-335、388 及 389 条。
4
 

10. 经亚美尼亚中央银行核准的第 5 号条例，载有银行和信贷机构为防止资助恐

怖主义以及防止犯罪所得资金在亚美尼亚银行和外国银行驻亚美尼亚分行流通

方面应遵循的详细程序。
5
 

11. 奥地利是 12 项世界反恐文书的缔约国。奥地利已签署 2005 年《制止核恐怖

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和 2005 年《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并已将这两项

公约提交其议会核准。 

12. 奥地利提供资金援助和人力资源，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开展反

恐活动。 

13. 2006 年 1 月至 6 月，奥地利以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身份，安排举办了许多致

力于增进不同信仰和不同宗教间相互了解的活动，包括：(a) 2006 年 3 月 20 日

和 21 日在德国特里尔举行的激进化与招募问题研讨会；(b) 2006 年 3 月 28 日和

__________________ 

 
3
 各国加入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多边协定的情况见第四节。 

 
4
 可在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查阅。 

 
5
 该条例第 2至第 5章可在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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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在海牙举行的激进化与招募和互联网问题研讨会；(c) 2006 年 4 月 7 日和 8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欧洲伊玛目和伊斯兰宗教领袖第二次会议；以及(d) 2006 年 3

月 19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不同文化与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活动。 

14. 在欧洲和地中海国家合作框架内，2005 年 11 月通过了一项反恐行为守则。
6
 

15. 2006 年 6 月 1 日和 2 日，奥地利在维也纳主办了欧盟-美国金融制裁研讨会

议。 

16. 保加利亚提交了该国自 2005 年 6 月 1 日以来已批准或签署的世界性和区域

性反恐文书。保加利亚还指出，该国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同克罗地亚共和国缔

结警务合作协定，于 2006 年 1 月 25 日同荷兰达成警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17. 智利表示，该国是13项世界性反恐文书中12项文书的缔约国，并已签署2005

年《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智利也是 2002 年《美洲反恐怖主义公约》

的缔约国。 

18. 智利于 2003 年 12 月通过关于惩治资助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的第 19.906 号

法律，对惩治恐怖行为的第 18.314 号法律作出修订。根据新法律，任何人如果

招揽、收集或提供资金用于被认为是恐怖主义犯罪的罪行，最高可处三年徒刑。 

19. 智利还在圣地亚哥举办了两次关于改进反资助恐怖主义机制和关于资助恐

怖主义问题的研讨会。 

20. 古巴指出，美国没有遵行国际义务，起诉或引渡实施无数起恐怖主义行为的

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其中包括空中劫持古巴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造成

73 人死亡。 

21. 捷克共和国提交了该国已是缔约国或已签署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

清单。
3
 

22. 2006 年 5 月 16 日，捷克共和国与美国签署了《引渡第二增补条约》和《法

律互助增补条约》，对 1925 年和 1998 年的双边条约作了修订。 

23. 2005 年，捷克共和国收到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根据现行条

约提出的两份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合作的请求。 

24. 2006 年 4 月 1 日，关于执行国际制裁的第 69/2006 号法令开始生效。该法令

取代了以往相关立法，对识别、侦测和冻结资产，个人对受国际制裁资产的义务，

政府机关在执行国际制裁时的权限和义务，包括可能的资产管理和免除制裁的决

定，以及违反该法令所定义务应受的处罚等，作了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6
 可到 http://ec.europa.eu/comm/external_relations/euromed/summit1105/terrorism.pdf

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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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丹麦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签署 2005 年《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并

于 2005 年 9 月 14 日签署《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丹麦议会已同意于

2006 年 6 月批准这两项公约。 

26. 2004 年 11 月被捕的一名丹麦国民
7
 目前仍羁押候审，计划于 2006 年秋开

审。 

27. 2005 年 10 月，丹麦警方拘捕了与先前在萨拉热窝被捕的两人有关联的四个

人。据指称，这四个人在一起目标尚未查明的拟议恐怖袭击中扮演重要角色，此

案仍在继续调查。 

28. 2005 年 8 月，哥本哈根警方对一个涉嫌违反关于资助恐怖主义的《刑法典》

第 114(a)节的人展开调查。调查现已进入最后阶段，预计不久将起诉他。 

29. 哥本哈根警方还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一家小公司生产印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

阵线和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军标识的T恤衫，并称已将销售所得发给上述两个团体。 

30. 负责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检察官正在审讯与阿克萨基金会有关联的两个人，

因为该组织涉嫌资助巴勒斯坦境内的恐怖活动。审讯工作预计于 2006 年 9 月结

束。 

31. 自上一次报告
8
 以来，牙买加已成为七项世界性反恐文书

3
 以及 1992 年《美

洲刑事司法互助公约》的缔约国。牙买加还于 2005 年颁布了《防止恐怖主义法》，

并正在起草关于金融实体依照该法履行报告义务的条例。 

32. 拉脱维亚提交了该国已是缔约国或已签署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清

单。
3
 拉脱维亚还提交了该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非法贩运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领

域缔结的双边条约清单。
4
 

33. 在 2000 年至 2005 年间，里加发生了两起恐怖主义事件，拉脱维亚法院已依

照《刑法》第 88 条对这两起案件提起刑事诉讼，目前处于预审调查阶段。 

34. 黎巴嫩提交了该国已是缔约国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清单
3
，并报告

了该国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司法部、国防部、内政和城市部

采取的措施。 

35.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表示，该国是 12 项世界性反恐文书及三项区域性反恐

文书的缔约国
3
，并已签署 2005 年《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该国已同

马耳他(1995 年)和意大利(2000 年)缔结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

__________________ 

 
7
 A/60/228，第 24 段。 

 
8
 同上，第 50-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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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以及非法偷渡的合作协定。该国还同土耳其(1985 年)、巴

基斯坦(1996 年)和塞浦路斯(2001 年)缔结了引渡协定。 

3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也已根据安全理事会反恐决议的要求，对照相关世界性

文书调整了本国立法。《反洗钱法》(2005 年第 2 号)规定，犯罪所得资金均为非

法，包括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 2000 年和 2001 年议

定书、2003 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其他相关公约规定的罪行。《银行重组、

货币与信贷法》(2005 年第 1 号)第 50 条也规定，在监测货币和各种货物进出口

方面，海关官员有权行使《海关法》赋予的权力。 

37. 尼泊尔提交了该国已是缔约国或已签署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清单。
3
 

38. 尼泊尔颁布了《恐怖主义和分裂活动管制与处罚条例》(2006 年)，参照包括

第 1373(2001)号决议在内的各项安全理事会决议，明确规定对恐怖主义实施打

击。此外，根据《银行和金融机构条例》(2004 年)，银行可指示注册金融机构冻

结任何个人、公司或机构的账户，以防止与调查中的犯罪或恐怖活动有关的资金

被提取或转移。 

39. 对于尼泊尔已是缔约国的国际条约的各项规定，在尼泊尔作为国内法适用。

当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的规定不一致时，以后者为准。 

40. 挪威指出，该国自上一次报告以来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措施。
9
 

41. 波兰指出，该国是 12 项世界性反恐文书的缔约国。波兰议会已批准 1991 年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波兰还提供了该国已签署或

批准的欧洲委员会相关公约的清单，
3
以及该国在司法互助和引渡领域缔结的双

边协定的清单。
4
 

42. 波兰还颁布了新的法律和条例并修订了国内立法，以执行反恐公约中几项非

自动执行的规定。2000 年 11 月 29 日《核管理法》、1997 年 6 月 6 日《刑法》和

2004 年 4 月 27 日部长会议关于核材料实物保护的管理条例执行了 1980 年《核材

料实物保护公约》，而 2001 年 9 月 18 日《海事守则》和 2005 年 2 月 23 日基础

设施部长发布的管理条例，则执行了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

公约》和 1988 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43. 修订《刑法》的 2004 年 4 月 16 日的法令对，推行了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

义的其他几项规定，并于 2004 年 5 月 1 日生效。《刑法》第 115 条补充了第 20

款，对“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作了定义，规定最高可处五年徒刑。违禁行

为的恐怖主义性质属于增加刑事责任的加重处罚情节，这一点反映在《刑法》第

65 条和第 258 条里。 

__________________ 

 
9
 A/58/116，第 59-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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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为了制止资助恐怖主义，波兰修订了 2000 年 11 月 16 日关于防止非法或不

明来源资产进入金融流通以及防止资助恐怖主义的法律。
4
 

45. 波兰法律规定了必要的条件，确保不向参与恐怖活动者提供庇护。 

46. 罗马尼亚提交了该国已是缔约国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清单。
3
该国

还缔结了 17 项关于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的双边合作协定。
4
 

47. 罗马尼亚颁布了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第 535/2004 号法律，规定了防

止资助恐怖主义及其他相关活动的制度框架、刑事司法问题和措施。该法律第 5

条规定：“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根据罗马尼亚批准的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多项国

际公约的各项规定进行。” 

48. 第 508/2004 号法律在最高上诉法院(罗马尼亚最高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内设

立了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调查司。 

49. 圣马力诺提交了该国已是缔约国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清单，并指

出，这些公约已作为本国立法的一部分在圣马力诺生效。 

50. 塞尔维亚提出了一份报告，汇报了自 2006 年 6 月 3 日起不复存在的塞尔维

亚和黑山国家联盟所开展的活动。 

51. 塞尔维亚提供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刑法》的相关条款案文。
10
 《刑

法》第 393 条新设了资助恐怖主义罪行，依照该法可处罚提供或筹募资金用于资

助实施恐怖罪行或国际恐怖主义和劫持人质的行为。国家联盟议会于 2005 年 2

月 17 日通过《武器、军用装备和两用品贸易法》，以全面控制武器、军用装备和

可能被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两用品的转让。新制订的反洗钱法已经提交

议会核准。 

52. 塞尔维亚和黑山在 2004 年和 2005 年，分别发生了 624 起和 58 起恐怖主义

袭击及其他武装袭击事件。 

53. 马德里爆炸案的一名嫌疑人(阿卜杜马吉德·布查尔)于 2005 年年中被捕，

并在完成司法程序后引渡给西班牙。 

54. 瑞典提供了该国已批准或签署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清单。
3
《关于

在可塑炸药中填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的批准工作目前正在进行。该国还同

西班牙(1989 年)、法国(1989 年)、匈牙利(1997 年)、斯洛文尼亚(2004 年)和罗

马尼亚(2004 年)缔结了打击恐怖主义及其他犯罪的双边合作协定。 

55. 2005 年 10 月，瑞典上诉法院对筹备恐怖犯罪和资助恐怖主义的两名伊拉克

国民分别判处五年和四年半徒刑。该两人在瑞典服刑完毕后将被驱逐出境。 
__________________ 

 
10
 《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刑法》第 242、243、266、278、287、312、320、347、348、376、

377、391 和 413 条案文，可在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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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瑞士表示，《关于修订<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的 2003 年议定书》的批准程

序目前在进行。 

57. 瑞士已将该国此前采取的下列临时反恐措施延长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a) 关于取缔基地组织及其相关组织的条例；(b) 关于通报义务及通信权利的

条例。禁令不仅针对有关组织开展的所有活动，还包括为支持这些组织而实施

的所有行为。 

58. 瑞士还通报了该国在应对反恐融资司法合作请求方面、以及该国司法警察在

根据《刑法》第 260-3 和 260-5 条对涉及参与和支持犯罪组织的案件进行调查方

面所采取的措施。 

59. 泰国提供了该国已批准和签署的世界性和区域性反恐文书的清单。
3
该国还

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泰国尚未成为缔约国的七项反恐文书，并研究颁布

新的反恐立法或修订现有立法的必要步骤，以使泰国能够逐步全面地履行这些公

约规定的义务。 

60. 泰国已修订《刑法》，将“恐怖主义”定义为应依法严惩的始发罪行。关于

将界定恐怖主义的《刑法》第 135 条和《反洗钱法》(1999 年 B.E.2542 号)修订

案付诸实施的王室令，已于 2003 年 8 月生效。这些修订案使泰国当局得以起诉

恐怖行为实施者，并冻结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金融资源。 

61. 2005 年，泰国主办了两次关于国际反恐法律合作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就合作

请求的法律原则、核对清单和基本内容达成了共识。泰国还于 2005 年和 2006 年

主办了两次反资助恐怖主义的会议。 

62. 土耳其指出，该国已是 12 项世界性反恐文书的缔约国，根据《土耳其宪法》

第 90 条，这些文书均已获得国内法的效力。该国已签署 2005 年《制止核恐怖主

义行为国际公约》。土耳其还提供了该国已是缔约国或已签署的区域反恐文书的

清单。
3
 

63. 土耳其还在打击恐怖主义、贩运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领域缔结了 50 多项双

边合作协定。 

64．继批准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国际公约》后，土耳其在《第 3713

号反恐法》中新增了一条。该条经议会核准后，将把资助恐怖主义定为刑事犯罪，

可依法处罚。此外，一项关于金融犯罪调查局(土耳其金融情报单位)组织和任务

的法律草案对资助恐怖主义作了不同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65. 乌拉圭指出，该国是 12 项世界性反恐文书的缔约国。
3
 

 B. 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 
 

 1. 联合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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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继续与成员国合作，以加强可持续粮食生

产、食物安全和质量及动植物健康方面的方案。粮农组织协助会员国保护食物不

受恐怖活动之害的具体活动有：建设食物安全、动植物健康方面的能力，包括促

进风险分析；食品法典委员会制订标准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国际论坛，

讨论食物和农业中的生物风险管理。 

67.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提供了与反恐有关的国际航空法文书缔

约国最新名单。
3
 

68. 2005 年 11 月 30 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7（安全）的第 11 号修正案，内容涉及为保障民用航空免受非法行动干扰所需

采取的措施，该修正案于 2006 年 7 月 1 日生效。 

69. 2006 年 2 月 24 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审议了关于 2005 年发生的非法干预

行为的报告，并以保密方式把报告及其建议传达给了缔约国的安全主管机构。记

录在案的有六次事件，对其中三次事件有正式上报。还有两例非法劫持和两例袭

击设施事件。 

70. 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提供了关于其就加强海事安全所开展活动的最新

报告。联合国秘书长于 2005 年设立反恐执行工作队后，海事组织参与了反恐执

行工作队的工作。 

71. 此外，2005 年 10 月 14 日通过了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

公约》及其 1988 年关于大陆架固定平台议定书的两个新议定书。新议定书纳入

了诸如用船只运输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可裂变材料及所谓两用材料的

罪行，从而扩大了原始文书打击恐怖主义的范围。新议定书还出台了关于可疑船

只的登船规定。这些文书除其它外还规定，若使用船只的方式造成死亡或严重伤

害或破坏，“而此种行为的目的就其性质或背景而言，在于恐吓人口或强迫一国

政府或国际组织实施或不实施任何行为”，则为刑事犯罪。 

72. 世界银行提供了根据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方案所采取活动的最新报

告。该方案的总目标是帮助各国建立、执行符合国际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

标准的健全法律和体制框架，加强金融部门的廉正，提高对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

怖主义工作的潜在影响的认识。该方案有三个组成部分：国家评估、技术援助以

及研究和出版参考材料。 

73.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提交了两份报告，分别题为“审查核安全活动

计划执行情况：2002-2005 年”和“进展报告及 2006-2009 年核安全计划”。
4
 

 2. 其它国际组织 
 

74.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报告，已通过以下措施协助成员国：开发、维

护关于刑事案件的各种全球数据库；设立专门的反恐工作队；开展与恐怖主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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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调查；组织训练班并提供分析服务。刑警组织还设了一个股，专门预防、打

击生物恐怖主义，提高对生物恐怖主义危险的认识，并培养、提高执法机关认识、

预防、抑制及调查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的知识，对其加以培训并提高其能力。为此

组织了几次会议和区域讲习班。 

75.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提交了加入1999年《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合作打击

恐怖主义条约》
3
 的成员国名单，以及 2002 年关于在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

11
 领

土上制订、执行联合反恐措施的程序规则。 

76. 2005 年 8 月 26 日，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通过了就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它形

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在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的框架，还通过了 2005-2007 年打击恐

怖主义及其它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的合作方案。 

77. 欧洲委员会提供了其近年来通过的一组国际新标准的清单，作为对其以前的

文书
3
 的补充。这些标准立足于这一基本假设：在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的

同时有可能、也有必要打击恐怖主义。 

78. 2005 年 11 月 21 日，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根据 1950 年《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

公约》第 52 条发起了一项调查，内容涉及秘密羁押以及运送被羁押的涉嫌实施

恐怖主义行动（特别是受或由外国机构鼓动者）的恐怖疑犯问题。2006 年 2 月

28 日，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对 46 个《公约》缔约国的答复所作分析的结

果。
12
 

79. 欧洲联盟委员会指出，欧洲理事会 2004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

宣言》、欧洲理事会 2005 年 12 月通过的欧洲联盟反恐战略以及欧洲联盟关于恐

怖主义的订正行动计划详细说明了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欧洲联盟的活动总框架。欧

洲联盟委员会根据欧洲联盟反恐战略结构分以下四个标题总结了其所作的贡献：

预防、保护、执行和反应。 

80.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2005 年 9 月通过了第三个反洗钱指令（第

2005/60/CE 号指令）。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 2005 年 10 月 26 日签署的关于管制

现金进出共同体的欧洲共同体规则于 2005 年 12 月 15 日生效，将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 

81. 阿拉伯国家联盟指出，阿拉伯国家司法部长理事会和阿拉伯国家内政部长理

事会再三鼓励尚未加入 1998 年《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的阿拉伯国家加快

其批准程序。这两个理事会也在继续推动阿拉伯国家向阿拉伯刑警局就执行 1998

年《公约》的问卷调查提出反馈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 

 
11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塔吉

克斯坦和乌克兰。 

 
12
 SG/Inf(2006)5，可查看 www.co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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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这两个理事会在其 2004 年 12 月和 2005 年 1 月的会议上修正了 1998 年《阿

拉伯公约》第 1(3)条，把“煽动、推动或支持恐怖主义罪行，或印刷、散布或拥

有用于散发或供他人使用的旨在包括推动或支持以上罪行的任何性质的著作、印

刷品或录音材料”视为犯罪。“在知情的情况下为恐怖主义罪行筹措资金，也视

为恐怖主义罪行，不管资金为何种性质”。 

83. 这两个理事会还设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编制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

义的公约草案。 

84.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提交了关于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美洲反恐委）

开展的方案的报告，其中包括关于港口安全、海关和边境安全、立法和法律援助、

网络安全等事项及其它倡仪。 

85. 美洲反恐委技术援助和专门训练方案为美洲组织成员国的官员提供了几个训

练班。其中包括为 30 个成员国的 158 名港口安全官员提供了关于执行《国际船舶

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的训练；为24个成员国的81名机场安全官员提供了关于国

际民航组织安全标准主要方面的训练；为 18 个成员国的 121 名海关和其它执法官

员提供了关于制订、管理职业廉政方案的办法的训练；为 17 个加勒比共同体和共

同市场及2名海地的海关和执法官员提供了关于集装箱和乘客方面的训练。 

86. 美洲国家组织还举行了一个关于反恐立法的次区域会议，还为检察官们就恐

怖主义相关案件相互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开展了两个次区域训练方案。 

87. 2006年4月4日至7日在巴拿马市举行的国际反恐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部

长级会议审查了批准 13 个世界反恐文书、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及其 2000 年和 2001 年议定书以及 2002 年《美洲国家反恐怖主义公约》

方面的进展情况。 

 C. 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报告编制方式 
 

88. 本节旨在审查于 15 多年前确立的、编制本报告的方式；
13
 特别是根据安全

理事会各项决议有关要求，各国有义务报告反恐方面的活动，而 15 多年前，这

一报告义务尚未像现在这样繁多。这些义务给会员国的负担越来越重，这需要审

议可以减少这种负担的方式，使到在考虑这一重要问题时，新方式不致损害会员

国可以获取的资料的质量。人们记得，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中，会员国敦促

安全理事会考虑加强其在反恐方面的监测和执行作用的方式，包括通过合并会员

国报告的规定，同时考虑到并尊重其反恐附属机构的各种任务规定。
14
 秘书长在

__________________ 

 
13
 见 A/50/372，第二节。 

 
14
 大会第 60/1 号决议第 9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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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于改革议程的报告中也强调需要精简，并为此请会员国审查特别是反恐领域

的报告要求繁衍问题。
15
 

89. 本报告根据《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见上面第 2 段）第 10 段编制。

秘书长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所提交的关于这一项目的报告（A/50/372 及

Add.1）中指出，关于第 10(a)段，拟议的数据收集工作将基于现有协定的保存

国和会员国提供的资料。报告还进一步指出，该资料的编辑分两个主要标题，

即“现有协定的现况及执行情况”以及“有关国际恐怖主义引起的事件以及刑

事诉讼及判刑的信息”。大会在第 50/53 号决议第 8 段中请秘书长每年就《宣言》

第 10 段执行情况提交报告，要考虑到上述报告列出的方式和第五十届会议期间

各国在第六委员会的辩论中所表示的意见。此后，每年都提交这种报告，但标

题有所调整。 

90. 秘书处例行请会员国根据《宣言》第 10(a)段提供资料。根据安理会有关决

议的报告要求，该资料常常与提交给安全理事会设立的反恐附属机构的资料有实

质性相似之处。秘书处以简要方式汇编为本报告而提出的答复，只着重第 10(a)

段强调的反恐措施的特定方面，同时兼顾大会第 52/214 号决议关于秘书处编写

报告的篇幅规定。另一方面，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反恐附属机构的报告常常载有关

于会员国所采取反恐措施的资料，比根据第 50/53 号决议所要求提供的资料还要

更全面。这些报告针对具体国家，所有会员国都可以随时要求查阅。 

91. 鉴于以上考虑，建议根据第 50/53 号决议编制本报告的方式仅限于政府间组

织和保存实体提供的资料。因此，本报告有关章节将只有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

没有会员国提供的资料。这样的精简不会影响会员国的权利，即根据大会有关议

事规则提交其认为适合在“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这一有关议程项目下进行

分发的材料。希望这一要求不仅有助于精简程序，而且可协助会员国关注其它报

告义务。 

 三. 秘书处因应恐怖主义所进行的活动总清单 
 

92. 本节载有秘书处各部门、办公室和其它组成部分所开展的与防止和制止国际

恐怖主义相关的最新活动。
16
 收到的恢复全文在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备案，可供查

阅。 

反恐怖主义执行局 

审查各国遵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和第 1624（2005）号决议所提交的 

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15
 见 A/60/825 第 105-108 段和 A/60/733 第 123 段。 

 
16
 关于总清单见 A/60/228 第 121-1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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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反恐怖主义执行局（反恐执行局）最近修正了其最初的执行评估文件，作为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审查会员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提交报告

时与会员国开展对话的新工具。 

94. 此外，反恐执行局就会员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所提交报

告问题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供专家意见，反恐执行局还协助反恐委员会编制向

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访问成员国 

95.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533（2004）号决议的要求，反恐执行局到 2006 年 7 月

30 日已访问了九个国家，目前正筹备另外八次访问。 

最佳做法 

96. 反恐怖主义执行局也在汇编、制订第 1373（2001）号决议所涉领域的有关最

佳做法，各国将可通过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网站查看。此外，根据第 1624（2005）

号决议，反恐执行局协助反恐委员会传播最佳法律做法，并促进关于该决议所涉

事项方面的信息交流。 

加强促进技术援助 

97. 反恐怖主义执行局执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加强、促进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的政策，为此，正与各国密切合作，以确定其技术援助需要。反恐执行局还致力

于加强与捐助界的关系，找出协助会员国执行第 1373（2001）和第 1624（2005）

号决议的最佳办法。 

宣传政策 

98. 作为促进反恐怖主义执行局积极主动的宣传战略的执行计划的一部分，反恐

怖主义执行局重新设计、推出了网站。执行计划的其它方面包括与会员国定期开

展协商、举行简报会和媒体访谈。 

裁军事务部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99. 裁军事务部作为协调中心，向有以下情况的会员国组织外联活动：根据安全

理事会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 1540（2004）号决议在履行报告义务方

面有困难的会员国，以及在更广泛地执行该决议所规定的各种措施方面有困难的

会员国。 

常规武器 

100.  裁军事务部还支持、协助、促进会员国通过各种措施把单兵携带防空系统

纳入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其中包括通过以下办法：编制关于这一问题的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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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参加并支持区域组织和会员国关于联合国登记册和单兵携带防空系统的会

议；以及在编制给安全理事会的 2005 年报告时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

利班的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监测组就单兵携带防空系统以及弹药和

爆炸物相关问题提供建议和实质性援助。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101.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审查了支持恐怖主义的组织

名单，以确保名单中不包括其合作组织、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

府组织或参与资助发展进程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实体。此外，聘用顾问或缔结

其它关系时，包括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或作出财务安排时，将查阅这个名单。 

政治事务部 

102.  政治事务部自 2005 年报告以来，开展了以下与反恐有关的活动：(a) 共

同组织了关于非洲应对恐怖主义行动的讨论会，从而帮助制订了全球反恐战略要

素；(b) 向题为“致力于多边应对恐怖主义”的英联邦部长参考书投了一篇文章；

(c) 向第 1566（2004）号决议所设工作组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第 1373

（2001）和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供了各种实务、技术以及咨询人

员和支助服务；(d) 向秘书长的反恐执行工作队提供了工作人员支助；(e) 协助

反恐执行局对其开展的国家访问进行政治评价；(f) 建立了调解支助股，以强化

调解工作，从而帮助解决冲突以防恐怖分子加以利用。 

新闻部 

103.  新闻部借助其广泛的视听和网络工具、全球外地办事处网络以及联合国全

系统协调能力，用以提高对本组织反恐工作的认知，并加强理解和支助本组织的

反恐工作。此外，新闻部是秘书长反恐执行工作队的成员，为其成员提供新闻和

战略宣传支助。 

非洲经济委员会 

104.  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安保和安全处实施了各种预防措施以提高其房地的安

保工作，并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10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继续分析恐怖主义和为打

击恐怖活动所采取措施对人权的影响。人权高专办致力于确保各级决策进程考虑

到国际人权原则、准则和标准，特别是通过定期：(a) 促进秘书长的反恐执行工

作队；(b) 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反恐执行局开展对话，包括通过新任命的高级

人权干事进行对话；(c) 向人权委员会（现为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关于打击

恐怖主义、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分析报告；(d) 向包括促进和保护人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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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特别报告员的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和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提供实质性支助，同

时打击恐怖主义。 

106.  2005 年 6 月，人权高专办主办了关于人权、反恐和紧急状态的讨论会，旨

在加强联合国工作人员为合法反恐行动提供建议且在国家一级利用人权标准和

判例的能力。议程针对反恐中的三个重要人权问题：(a) 紧急状态；(b) 公平审

判的基本原则；(c) 酷刑、引渡和不驱回。2005 年 8 月，人权高专办向促进和保

护人权问题小组委员会工作组提供支助，该工作组旨在制订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

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原则和准则。人权高专办还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合作，为治安法官提供反恐中人权问题方面的培训。 

10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与包括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区域组织协商，以期在分享反恐中关于人权的专门知识和最

佳做法。在这一方面，人权高专办领导了设立灵活机制使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

开展协作的讨论。人权高专办还参加了欧洲委员会专家组关于人权和打击恐怖主

义的几次会议，包括关于制订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的准则以及关于在驱逐

程序中使用外交保证引起的人权问题。此外，人权高专办正在协助编写关于在打

击恐怖主义的同时还保护人权的手册。该手册将由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

室出版。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108.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难民署)根据其任务规定，继续在许多

论坛上主张，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不代表难民和恐怖分子之间有任何必然的关

联。此外，难民署继续促进严格、大力执行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因为这些文书载有为确保不向实施恐怖行为者提供国际难民得到的保

护所需的各种规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09.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继续监测海事安全和供应链安全领域

的国际进展，分析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和运输方面的影响。贸发会议还在开展

一项大规模调查，以帮助评估《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于 2004 年 7 月 1

日生效以来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该规则在海事组织的支持下作为 1974 年《国

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修正案通过。 

110.  贸发会议还编写了一份说明，以助各方更好地了解引入后勤和运输网络安

保风险评估及管理框架所涉的主要问题。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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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在“加强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这一全球性项目的框架下，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继续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反恐执行局密切协

调，向提出要的国家提供法律及有关技术援助。 

112.  预防恐怖主义处技术援助活动的重点日益从批准支助的初始阶段转向更

复杂的阶段，即特别是通过司法和检察领域的专门训练执行法律并支助建设国家

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反恐能力。促进恐怖主义相关刑事问题方面的国际和区域

合作将仍然是重点优先事项，将做出特别努力以推动 2005 年《制止核恐怖主义

行为国际公约》获得批准。 

11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也在制订其它技术援助工具，包括制订国际

反恐国际司法合作手册，制订关于防止核恐怖主义新公约的指南，以及比较研究

选定国家反恐法律方面的进展。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14.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有助于

促进巴勒斯坦难民在所有活动领域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稳定。 

115.  近东救济工程处定期把其受款人名单与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拟订和维护的、属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或与之有关的个人和实体的新

汇总名单相比较，以确保不向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支付款项。 

 四. 与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书现状 17  
 

116. 目前有 30 份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有关的文书，其中世界性文书 16 份（13

份文书以及 3 份最近修正案文），区域一级文书 14 份。以下所列每份文书将以左

边所示字母为其代号，在反映各份文书现状的表 1 和表 2中将以这些字母代表相

应的文书。 

 A.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1963 年 9 月 14

日在东京签署（1969 年 12 月 4日生效）：迄2006 年 7月 7日的状况；
18
 

 B.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 年 12 月 16 日在海牙签署

（1971 年 10 月 14 日生效）：迄 2006 年 7 月 7 日的状况；
1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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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

蒙特利尔签署（1973 年 1月 26 日生效）：迄2006 年 7月 7日的状况；
18 

__________________ 

 
17
 “关于各项文书现状的资料来自各保存机构或者各机构的网站。编制此表时尚在进行中的条约

行动均未考虑在内。 

 
18
 最新情况可查阅 http://www.icao.int/icao/cn/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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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

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1988 年 2 月 24 日在

蒙特利尔签署（1989 年 8月 6日生效）：迄2006 年 7月 7日的状况；
18 

 E.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

约》，大会于 1973 年 12 月 14 日通过（1977 年 2 月 20 日生效）：迄 2006

年 7 月 7 日的状况；
19
 

 F.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大会于 1979 年 12 月 17 日通过（1983 年 6

月 3 日生效）：迄 2006 年 7 月 6 日的状况；
19 

 G.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80 年 3 月 3 日在维也纳签署（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迄 2006 年 6 月 27 日的状况；
20
 

 H.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2005 年 7 月 8 日订于维也纳：迄 2006

年 7 月 7 日的状况；
20 

 I.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 年 3 月 10 日订于罗马

（1992 年 3 月 1 日生效）：迄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状况；
21
 

 J.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2005 年议定书》，2005 年 10 月

14 日订于伦敦：迄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状况；
21 

 K.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1988 年 3 月 10 日订

于罗马（1992 年 3 月 1 日生效）：迄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状况；
21 

 L.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的 2005 年议定书》，

2005 年 10 月 14 日订于伦敦，迄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状况；
21 

 M.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1991 年 3月 1日在蒙

特利尔签署（1998 年 6月 21 日生效）：迄2006 年 7月 7日的状况；
18 

 N.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大会于1997年 12月 15日通过（2001

年 5 月 23 日生效）：迄 2006 年 7 月 6日的状况；
19 

 O.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大会于 1999 年 12 月 9 日通

过（2002 年 4 月 10 日生效）：迄 2006 年 7 月 6 日的状况；
19 

 P.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于 2005 年 4 月 13 日通

过；迄 2006 年 7 月 6 日的状况；
19 

__________________ 

 
19
 最新情况可查阅 http://untreaty.un.org。 

 
20 

最新情况可查阅 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 Documents/Conventions/index.html。 

 
21
 最新情况可查阅 http://www.i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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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1998 年 4 月 22 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

总秘书处签署（1999 年 5 月 7 日生效）：迄 2006 年 1 月 3 日的状况； 

 R. 《伊斯兰会议组织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1999 年 7 月 1 日在

瓦加杜古通过（2002 年 11 月 7 日生效）：迄 2006 年 6 月 6 日的状况； 

 S.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1977 年 1 月 27 日在斯特拉斯堡缔结（1978

年 8 月 4 日生效）：迄 2006 年 7 月 7日的状况；
22
 

 T. 《修正<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的议定书》，2003 年 5 月 15 日在斯特拉

斯堡通过：迄 2006 年 7 月 7 日的状况；
22 

 U. 美洲国家组织《防止和惩治以侵害个人罪行和相关勒索罪行形式进行的

具有国际影响的恐怖主义行为公约》，1971 年 2 月 2 日在华盛顿哥伦比

亚特区缔结（1973 年 10 月 16 日生效）：迄 2006 年 7 月 7 日的状况；
23
 

 V.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1999 年 7 月

14 日在阿尔及尔通过(2002 年 12 月 6 日生效)：迄 2006 年 4 月 25 日的

状况；
24
 

 W. 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议定书》，2004 年 7 月 8 日在亚的

斯亚贝巴通过：截至 2006 年 6 月 23 日的状况；
24 

 X.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制止恐怖主义活动区域公约》，1987 年 11

月 4 日在加德满都签署（1988 年 8 月 22 日生效）：南盟所有七个成员国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均为该公约缔约国； 

 Y. 南盟《制止恐怖主义活动区域公约附加议定书》，2004 年 1 月 6 日在伊

斯兰堡通过（2006 年 1 月 12 日生效）：南盟所有七个成员国（孟加拉国、

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均为该附加议

定书缔约国； 

 Z.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 年 6 月 15 日在

上海通过（2003 年 3 月 29 日生效）：迄 2006 年 6 月 4 日的状况； 

 AA. 《独立国家联合体各成员国之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条约》，1999 年 6 月

4 日订于明斯克（2000 年 10 月 3 日对塔吉克斯坦生效，2000 年 12 月 5

日对哈萨克斯坦生效，2001 年 2 月 6日对吉尔吉斯斯坦生效，2001 年 8

__________________ 

 
22 最新情况可查阅 http://www.coe.int。 

 
23
 最新情况可查阅 http://www.oas.org。 

 
24 最新情况可查阅 http://www.africa-un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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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对摩尔多瓦共和国生效，2001 年 12 月 28 日对亚美尼亚生效，

2004 年 4 月 18 日对白俄罗斯生效，2005 年 1 月 13 日对俄罗斯联邦生

效）：迄 2006 年 7 月 14 日的状况； 

 BB. 《美洲国家反恐怖主义公约》，2002 年 6 月 3 日在布里奇敦通过（2003

年 7 月 10 日生效）：迄 2006 年 7 月 7日的状况；
23 

 CC. 《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2005 年 5 月 16 日在华沙通过：迄

2006 年 7 月 7 日的状况；
22 

 DD. 《欧洲委员会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和关于资

助恐怖主义的公约》，2005 年 5 月 16 日在华沙通过：迄 2006 年 7 月 7 日的状

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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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公约的参加情况汇总表 

签 署 国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40 76 59 68 25 39 45
a
 - 41 - 39 - 51 58 132 106 22

b
8 45 44 19 48

c
26

c
- 7 - 8 33 36

DD

22

 

批准、加入或继承 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182 182 185 159 162 153 118
a
 3 136 - 126 - 127 147 154 3 17

b
12

b
 44 21 18 36

b
1 7 7 6 7 18 1 -

 
 a 

包括表 2未列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b
 包括表 2未列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c 
包括表 2未列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d 
包括不需批准的签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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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公约的参与状况 

 
 Table 2

Stat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Afghanistan B M P A B C E F G I K M N O

Albania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Algeria N O Q R V W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Q V

Andorra O P S T CC A B C D E F M N

Angola V A B C V

Antigua and Barbuda BB A B C E F G O BB

Argentina B C D G I K M N O P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BB

Armenia O P S T AA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AA

Australia B C E G O P A B C D E F G I K N O

Austria B C D F G I M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Azerbaijan O P S T AA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Bahamas I K O BB A B C E F I K O

Bahrain O Q A B C D E F I K M N O Q R

Bangladesh Y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X Y

Barbados A B C O BB A B C D E F I K M N O

Belarus B C D E I K M N O P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AA

Belgium A B C D F G I K M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N O S

Belize M O BB A B C D E F N O

Benin B O P V W A B C D E F M N O V

Bhutan O Y A B C D E F M O X Y

Bolivia F M O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Botswana C O V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Brazil A B C D G I K M N O P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BB

Brunei Darussalam I K A B C D E F I K N O

Bulgaria B C D E G I K M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H I K M N O S T

Burkina Faso A P R V W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R V

Burundi B C N O P V A C E V

Cambodia B O A B C D O

Cameroon D V A B C D E F G M N O

Canada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P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BB

Cape Verde O A B C D E F I K M N O V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O V A B C D

Chad B C V W A B C

Signature Ratification, accession, succession

 Status of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pertaining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签署国 批准、加入或继承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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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Chile B D F I K M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BB

China D I K O P A B C D E F G I K N O Z

Colombia A B M O U BB A B C D E F G N O U

Comoros N O Q V W A B C E F N O V

Congo (Republic of the) A C D O V W A B C

Cook Islands O A B C D O

Costa Rica B C D I K M N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Côte d’Ivoire D M N V W A B C E F N O

Croatia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Cuba O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Cyprus C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Czech Republic N O P S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 O A B C D E 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 F O V A B C E G O

Denmark A B C D E G I K M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Djibouti O P Q V W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Q V

Dominica B C D E F G I K N O BB

Dominican Republic B C F G O U BB A B C E U

Ecuador A B E G I K M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O U

Egypt C D F I K M N O P Q R V A B C D E F I K M N O Q R V

El Salvador B F P U BB A B C D E F I K M N O U BB

Equatorial Guinea B V W A B C D E F G I K N O V

Eritrea V M V

Estonia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Ethiopia B C D V A B C D E F N V

Fiji B C A B C D

Finland A B D E F G I M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France A B D G I K M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Gabon B C D F M O P V W A B C D E F N O V

Gambia B V W A B C D I M

Georgia O S T AA CC A B C D E F M N O S T

Germany A B C D E F G M N O P S T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Ghana B D M O V W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V

Greece A B C D F G I K M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Grenada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BB

国家 

哥斯达黎加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共和国) 

库克群岛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刚果民主共和国 

希腊 

格林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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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Guatemala A B C E F G O P U BB A B C D E F G M N O U BB

Guinea M O P V W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R V

Guinea-Bissau M O V W B C

Guyana P BB A B C D I K

Haiti C F G BB A B C E F

Holy See A

Honduras F M O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BB

Hungary B C D E G I K M N O P S T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Iceland D E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India B C N O Y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X Y

Indonesia A B D G O A B C G N O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B A B C D E

Iraq B F I K Q A B C D E

Ireland A D G N O P S T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Israel A B C D F G I K M N O A B C D E G N O

Italy A B C D E F G I K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Jamaica B C D F O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Japan A B F N O P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Jordan B C D I K M O P Q A B C D E F I K M O Q

Kazakhstan P AA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Z AA

Kenya O P V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P V

Kiribati P E F I K N O

Kuwait B D M P Q A B C D E F G I K M N

Kyrgyzstan P AA A B C D E F M N O Z AA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B C A B C D E F N

Latvia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Lebanon D M P Q A B C D E F G I K M Q

Lesotho F O P V A B C F N O V

Liberia A D F I K P V A B C D E F I K N O

Libyan Arab Jamahiriya O P Q V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Q V

Liechtenstein B G O P S T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Lithuania N P S T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Luxembourg B C D F G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N O S T

Madagascar A M N O P V W A B C D E F G M N O V

Malawi D A B C E F N O V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罗马教廷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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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Malaysia B D P A B C E N

Maldives Y A B C D E M N O X Y

Mali M O V W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R V

Malta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Marshall Islands 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Mauritania Q V A B C D E F N O V

Mauritius D F M O P A B C D E F I K N O V

Mexico A B C D M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P U BB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O C D E F I N O

Monaco N O P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Mongolia B C E G O P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Montenegro CC DD

Morocco D G I K O P Q A B C D E G I K M O Q

Mozambique O P V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V

Myanmar O A B C D E F I K M N

Namibia O V A B C D G I K

Nauru O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Nepal N Y A B C E F X Y

Netherlands A B C D F G I K M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New Zealand B C D F I K O P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Nicaragua C E M O P U BB A B C D E F G M N O U BB

Niger A B C D G V W A B C E F G N O R V W

Nigeria A I K O V A B C D I M O V

Niue

Norway A B D E F G I K M N O P S T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Oman Q A B C D E F G I K M Q R

Pakistan A B D M R Y A B C D E F G I K N X Y

Palau P A B C D E F I K M N O

Panama A B C F G N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BB

Papua New Guinea A B C D E F N O

Paraguay B C E G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BB

Peru D M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BB

Philippines A B C D F G I K N O P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Poland B C D E G I K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N O S T

Portugal A B C D F G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Qatar P Q A B C D E G I K M Q R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纳哥 

蒙古 

黑山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纽埃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帕劳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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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Republic of Korea A D G M N O P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Republic of Moldova O P S T AA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AA

Romania B C D E G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Russian Federation B C D E G I K M N O P S T AA CC A B C D E F G I K N O S Z AA CC

Rwanda B C E O P V W A B C D E F N O V

Saint Kitts and Nevis O BB F I M N O

Saint Lucia BB A B C D I K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D O BB A B C D E F I K N O

Samoa O A B C D I M O

San Marino O S T N O S

Sao Tome and Principe P A B C D E I K N O

Saudi Arabia A D I K O Q R A B C D E F I K M Q R

Senegal A B C D F M P V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V

Serbia G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Seychelles I K O P V A B C D E F G H I K M N O V

Sierra Leone B O P R V W A B C E F N O

Singapore B C O A B C D I M O

Slovakia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P S T

Slovenia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Solomon Islands A C

Somalia O Q V W

South Africa B C G N O P V W A B C D E F I K M N O V

Spain A B C D G I K M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Sri Lanka D N O P Y A B C D E F I M N O X Y

Sudan N O Q V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Q R V

Suriname F BB A B C D F M

Swaziland P V W A B C E F G I K M N O

Sweden A B D E F G I K M N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N O S

Switzerland A B C D F G I K M O P S T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Syrian Arab Republic P Q A B C D E I K M O Q

Tajikistan O P AA A B C D E F G I K N O Z AA

Thailand B O P A B C D M O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N O P S T DD A B C D E F G M N O S T

Timor-Leste P

Togo D F M N O P V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V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圣马力诺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泰国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多哥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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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Tonga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Trinidad and Tobago B C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BB

Tunisia E O Q R V W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Q R V

Turkey B C D G I K M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T

Turkmenistan N A B C D E F G H I K M N O

Tuvalu I

Uganda F N O R V W A B C D E F G I M N O V

Ukraine B C D E I K M O P S T CC D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United Arab Emirates D Q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Q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P S T CC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S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V W A B C D F I M N O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BB

Uruguay N O P U BB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U

Uzbekistan N O A B C D E F G I K M N O Z

Vanuatu A B C D I K M O

Venezuela A B C D N O U BB A B C E F N O U BB

Viet Nam A B C D E I K O

Yemen C Q A B C E F I K N Q

Zambia V A B C M

Zimbabwe A B C

国家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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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关大会第 51/210 号决议的最新发展情况 
 

117. 大会第 60/43号决议重申了大会第51/210号决议所设特设委员会的任务。

特设委员会于 2006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3 日举行了第十届会议，审议了与关于国

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有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为了国际社会组织起来

联合对应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而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高级别会议的问

题。
25
 

 六. 关于打击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的讲习班和培训班的信息 
 

118.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指出，该组织正在通过其由 16 个指定的航空安全培训

中心组成的全球网络来管理一个航空安全培训方案。 

119.  国际海事组织指出，计划于 2006 年 9 月在马尼拉举办关于实施经修订的

各项公约的国家试点讲习班。 

 

 

__________________ 

 
25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7 号》（A/6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