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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2003年12月9日第58/81号决议决定，大会1996年12月17日第51/210

号决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应于 2004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开会，以便继续拟订

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并拨出适当时间继续审议有关拟订制止核恐

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的未决问题；继续把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高级别

会议以制订国际社会有组织地联合对付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对策的问

题列在其议程上。大会还决定应根据需要，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在第六

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的框架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2004 年 7 月 2 日，特设委员

会在其第 32 次会议上决定建议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斟酌考虑设

立这一工作组。1 

2. 2004 年 10 月 4 日，第六委员会第 1 次会议设立了一个工作组，选出罗汉· 

佩雷拉（斯里兰卡）为主席。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工作组向联合国所有成

员国和各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开放。在同次会议上，

工作组注意到阿拉伯国家联盟打算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讨论。 

3. 工作组于 2004 年 10月 5日和 8日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在其第一次会议上，

工作组按照惯例，决定在特设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上选出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在工作组会议期间继续担任主席之友。主席通知工作组，一名主席团成员，迈克

尔·布利斯（澳大利亚）不再能够担任该职务。工作组赞扬布利斯先生对工作组

作出宝贵的贡献。为了确保所有区域集团的代表性，工作组决定请本·普莱利（澳

大利亚）加入主席之友。 

4. 工作组面前有特设委员会第六、2 第七 3 和第八届 1 会议的报告以及在大会

第五十三届 4 和第五十五至五十八 5 届会议期间召开的第六委员会的工作组的

报告。 

5. 本报告附件一载有协调员关于非正式协商结果的报告。这些报告是依照惯例

列入的，仅供参考，不作为讨论记录。 

 

 二. 工作组议事录 
 
 

6. 10 月 5 日，工作组第 1次会议通过其工作方案，并决定在非正式协商中进行

讨论。主席再次任命卡洛斯·费尔南多·迪亚斯·帕尼亚瓜（哥斯达黎加）为关

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协调员，艾伯特·霍夫曼（南非）为制止核恐怖

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协调员。主席并就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

以制订国际社会有组织地联合对付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对策的问题，邀

请有关代表团与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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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 月 5 日，在迪亚斯·帕尼亚瓜先生的协调下，举行了关于全面公约草案的

非正式协商。10 月 6 日，在霍夫曼先生的协调下，就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

公约草案有关的未决问题，举行了非正式协商。两位协调员也在 10 月 5 日、6 日

和 7 日与有关的代表团举行了非正式双边协商。 

8. 10 月 8 日，在工作组第 2 次会议上，协调员就非正式协商的结果提出口头报

告；这些报告载于下面附件一，但只供作参考，不作为讨论记录。主席并通知工

作组，在他就召开高级别会议的问题与一些代表团联系时，后者告诉他，关于这

个问题的协商正继续在他们国家的首都的政治层面上进行。他们重申希望依照大

会第 58/81 号决议将这个项目保留在议程内。 

9. 10 月 8 日，工作组第 2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其报告。 

 

 三. 建议和结论 
 
 

10. 工作组在 2004 年 10月 8日第八届会议第 2次会议上决定提请第六委员会审

议本报告和大会第 51/210 号决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工件组还决定，考

虑到大会第 58/81 号决议的规定，建议第六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在已完成的工

作的基础上，最后确定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案文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

际公约草案案文。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37 号》(A/59/37)。 

 
2
 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7 号》(A/57/37 和 Corr.1)。 

 
3
 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7 号》(A/58/37)。 

 
4 
A/C.6/53/L.4。 

 
5
 A/C.6/55/L.2、A/C.6/56/L.9、A/C.6/57/L.9 和 A/C.6/58/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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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协调员关于非正式协商结果的报告 
 

 

 A. 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 
 
 

1. 2004 年 10 月 5 日，作为协调员，我进行了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

的非正式协商；协商对所有代表团开放。10 月 5、6、7 日，我还同各有关代表团

进行了双边接触。协商的重点都是公约草案第 18 条。有关方面还对第 2 条之二

草案和第 2条发表了评论。 

2. 有关第 18 条的基本参考案文，一份是由前任协调员分发的，另一份是由伊

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提出的，均载于特设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报告
a  
附件四。第 2

条之二和第二条的基本参考案文是由前任协调员编写的非正式案文。这些案文载

于同一份报告附件二。 

3. 还应该回顾，由主席团编写的公约草案的序言部分和正文第 1 条讨论稿以及

由主席之友编写的全面公约草案第 3 条至第 17 条之二和第 20 至第 27 条案文分

别载于同一份报告附件一和三。 

第 18 条 

4. 就第 18 条达成一致仍然是就全面公约草案取得完全一致的关键。虽然前任

协调员分发的案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提出的案文仍有差异，但是，各方重

申愿意为谈判提供新的动力，这使协调员感到十分鼓舞。 

5. 虽然有些代表团仍然倾向于前任协调员分发的案文，而另外一些代表团倾向

于伊斯兰国家组织提出的案文，但是，显而易见，各方愿意考虑可能有助于打破

目前僵局的其他办法。 

6. 在磋商期间没有就第 18 条提出新的提案。然而，有些代表团要求澄清伊斯

兰会议组织提案所使用的某些术语的含义，例如，“各方”和“外国占领”，特别

是在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含义。有代表团提出，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各方”

这一术语指的是参与武装冲突的团体。有些代表团认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提案

力图保留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规定的除了武装部队以外的个人的权利。因此，丧失

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平民将不一定会被视为公约草案所指的恐怖分子。 

7. 有代表团认为，应该强调大会在制定打击恐怖主义文书方面的作用，虽然本

组织其他主要机关也讨论有关恐怖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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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之二 

8. 关于第 2 条之二，有些代表团主张将其删除。在此方面，有些代表团认为这

一条款没有必要，因为条约法将具体指导全面公约草案和其他反恐部门性公约之

间的关系。此外，有的代表团认为，因为公约草案具有普遍性，在公约草案与部

门性公约互相抵触时，应以公约草案为主。然而，有些代表团表现出灵活性，指

出它们的立场取决于能否满意地解决第 2 和第 18 条所存在的问题。 

9. 在双边协商的过程中，有些代表团表示希望保留第 2 条之二现有案文。 

其他问题 

10. 有人认为，为推动就公约草案达成妥协，一种可能的办法是重新考虑第 2 条

的提法。不妨缩小第 2 条的范围，从而有效地促使全面公约草案成为现有的 12

个全球公约的补充。 

结束语 

11. 虽然还未就主要的未决问题达成一致，但有关方面重申愿意考虑新的提案和

变通办法，此种氛围令我感到欣慰。各方可以利用以后的几个星期和闭会期间认

真考虑各种提案，提出新的措词。我认为，我们能够抓住积极、乐观的新势头，

积极努力，最终就未决问题达成一致。我鼓励所有代表团继续进行协商。作为协

调员，我随时愿意为此效犬马之劳。我还十分感谢所有代表团积极参加协商，并

感谢秘书处卓有成效的工作。 

 

 B.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草案 
 
 

12. 我愿以协调员的身份向你和向第六委员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

工作组报告我就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的情况。作为

协调员，我于 2004 年 10 月 6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向所有代表团开放举行了

非正式磋商。同日下午我还与某些代表团进行了非正式的双边接触。 

13. 一如工作组和特设委员会以往各届会议，协商集中讨论与该公约草案有关的

未决问题及解决存在的各种分歧的途径。协商在真诚而富有建设性的情况下进

行，各代表团表现出了展现灵活性的意愿。 

14. 非正式协商集中讨论特设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报告附件三所载制止核恐怖

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草案案文。
b
 记得，这份文件是特设委员会主席团为了便利就

此事项进行谈判而拟定的。它基本上是第六委员会工作组主席之友 1998 年拟订

的草案，并在其第 4 条第 4 款中纳入了墨西哥的提案，但有一项了解，即与该公

约草案有关的所有其他提案都仍可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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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协商中，若干代表团表示，就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草案进行了六年

谈判之后，现在是最后定案的时候了，特设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报告附件三所载案

文是可以接受的，应提交给第六委员会，供其审议，以期由大会最后批准。这方

面，有人强调，加上第 4 条第 4 款所载墨西哥的提案后，若干代表团主要关切的

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它们可以接受该报告附件三内的案文。但是，其他一些代

表团重申了它们的立场，即草案第 4 条第 2 和第 3 款仍然存在问题，应该予以删

除。 

16. 针对将武装部队的活动排除在公约范围之外的问题，有人澄清指出，并不打

算在战时适用该公约草案，它将不会对武装部队的人员提供豁免，也不会容许有

罪不罚的情况。相反地，草案将规定，武装部队的活动将受到不同的法律管辖，

包括受到国家责任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管辖。 

17. 有些代表团在重申它们对第4条目前的措辞的关切时提到了阿拉伯文本中采

用的消极文字。这方面有人建议，第 4 条的措辞应进一步改善。相反地，有人指

出，该条现有的文字取材自现有的各项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公约的案文，而关于这

个问题的各项国际文书之间应该保持一致。 

18. 考虑到各代表团愿意再次作出努力，以解决各项未决问题，会议中止了一小

时，让有关的各代表团能彼此进行协商，以期改善第 4 条的措辞。但是，并未向

会议提出任何案文，因为有关的代表团表示，它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提出能解决

它们关切的问题的提案。 

19. 一个代表团表示愿意采取主动，与其他代表团协商，包括与伊斯兰会议组织

的成员国协商，以期对第 4 条提出若干变更，缩小现有的分歧。该代表团表示，

它将试图提出一个提案，让第六委员会预定于 10 月 18 日和 19 日审议项目 148，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时进行审议。作为协调员，我愿就该代表团在这方

面所做的努力向它表示感谢。 

20. 一个代表团重申了它在特设委员会上届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即修改第 4条第

4 款，在该款第二行“使用”之前加插“拥有或”等字。未就此事项进行讨论。 

21. 未决的唯一其他问题涉及关于包括倾弃放射性废料的提案，协商中再次提出

了这个问题。未对该提案举行讨论。 

22. 最后，我作为协调员愿重申，关于公约草案第 4 条仍然存在的意见分歧并不

是不可调和的，我们应该在迄今已经取得的进展上，继续努力，铭记着我们通过

该公约的共同目标是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因此，我愿鼓励各代表团，特别是那

些仍然有困难接受第 4条目前案文的各代表团作出更大的努力，在第六委员会审

议议程项目 148 之前的这段短时间之内，继续彼此协商。我相信，第六委员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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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国际关系上的标准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草案获得最后定案后，该公约将对加强制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框架

作出重大的贡献。 

23. 最后，我要感谢各代表团在非正式协商和非正式双边接触过程中表达的意见

和提出的提案和建议。我认为这些努力已证明很有用，我也要感谢所有代表团在

整个协商过程中提供支持并体现出合作于灵活的精神。 

 

 注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7 号》(A/57/37)。 

 
b
 《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A/5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