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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第二次会议 
黎巴嫩，贝鲁特 
2011年 9月 12日至 16日 
临时议程项目 10 
《公约》的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 

  关于执行结构及闭会期间工作的讨论文件 

  主席提交 

  导言 

1.  《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在决定于 2011 年召开一次非正式闭会
期间会议的同时，还商定“非正式闭会期间会议应当提出供缔约国在缔约国第二

次会议上审议的各项建议，涉及执行结构及协调《集束弹药公约》工作的方法、

今后闭会期间的工作、建立执行支助股与否以及如果建立则有关执行支助股的性

质等问题”。本文件旨在提出一项供审议的提案，供缔约国第二次会议通过。 

2.  本文件的编写借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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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禁雷公约》)的经验。尤其
相关的经验见该《公约》缔约国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届会议以及第一和第二

次审议会议所作的重要决定或审议的文件以及《禁雷公约》缔约国第十届会议通

过的工作队评价执行支助股的报告和建议。这些决定规定并推动了闭会期间的工

作以及《禁雷公约》的执行支助要求，最终促成了如今仍存在的常设委员会、协

调委员会和执行支助股的成立。 

3.  另外两项公约也采纳了闭会期间进程，并设立了或正在设立执行支助股这两
项公约的经验也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它们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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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武器公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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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常规武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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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闭会期间进程的要求 

4.  虽然《集束弹药公约》根本的人道主义和裁军目标与目的与《禁雷公约》相
似，但要照搬其制度则必需保持谨慎。为了审查在设立并非《集束弹药公约》所

特有的非正式执行进程方面有哪些要求，有必要首先确定是否确实需要设立这一

非正式制度。这就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何以最佳方式执行和促进普遍加

入《公约》？ 

5.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以 2007 年 2 月 23 日《奥斯陆集束弹药问题会议的宣言》
为指导。该宣言要求所有潜在的缔约国在 2008 年之前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书，从而“建立一个合作与援助框架，以确保向幸存者及其社区提供适当的

照料和康复服务、清理受沾染地区、开展风险问题教育和销毁被禁止的集束弹药

储存”。它承认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及规定须在 2008 这一年缔结这一文书，
这极好地表达了紧迫性。建立这一框架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正是

《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现在应协调一致地“充实”这一框架或将该框架付诸

实施。 

6.  在目前的早期阶段，每年举行一次缔约国会议也许无法成功地应对这一事项
的紧迫性，或满足充分执行《公约》的需要。事实上，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不大可

能实施《奥斯陆宣言》提出的框架。目前需要开展持续和协调的努力，以实现

《公约》序言中描述的目标，即“永远终止集束弹药造成的痛苦和伤亡”。缔约

国需要有充分的共享经验和相互学习的机会，以便制定必要的计划和执行需要的

方案，从而履行其义务，并实现《公约》的目标。除《禁雷公约》以外，另一些

会议，如《生物武器公约》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也采纳了这一方针。以上

两项公约为推进其工作，也在闭会期间举行会议。 

7.  在《禁雷公约》框架内，闭会期间工作方案规定并一直强调遵守“连续性、
公开性、透明度、包容性和合作精神”的指导原则。的确，这些原则同样是“奥

斯陆进程”的标志，是它们促成了《集束弹药公约》的谈判、签署和生效，它们

也应成为《集束弹药公约》闭会期间工作理念的标志。 

  提案 1 

1.  建议在不违反第一次审议会议审议结果的情况下，每年上半年在日内瓦
召开一次闭会期间非正式会议，会期不超过 5天。鼓励所有缔约国、观察员
国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加这些会议。 

2.  这类闭会期间会议应制定其工作方法，允许并促进与会者之间的交流与
对话。 

3.  闭会期间会议应尽可能与其他相关条约包括《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
或《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在日内瓦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接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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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结构 

  闭会期间工作 

8.  如果缔约国决定拟订并制定一项常规的闭会期间工作方案，则必须设立某种
形式的执行机制，以确保方案有效运转。因此，我们在考虑以何种方式成功确保

普遍加入和执行《集束弹药公约》时，有必要审查其他公约的执行结构。《特定

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和第五号议定书规定设立非正式专家小

组，在专题协调员的领导下举行会议，接受候任主席的总指导。在《禁雷公约》

框架下，由联合主席担任主席的常设委员会领导各专题领域的工作。在《集束弹

药公约》的第一年中，由主席之友推动八个专题领域的工作。上述所有公约今后

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都是由候任主席牵头进行的。 

9.  《禁雷公约》的结构已经证明可有效确保成功执行该公约。《特定常规武器
公约》第五号议定书，可能也包括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有着取得类似成功

的极大潜力，它们采用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仿效了《禁雷公约》的结构。《集束

弹药公约》应在缔约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之前借鉴这些公约的积极教益，并采

用由各类专题领导人主持工作的有益做法。 

  提案 2 

1. 建议设立六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由一名或两名协调员牵头，负责审
查以下专题领域： 

(a) 《公约》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工作组； 

(b) 普遍加入工作组； 

(c) 援助受害人工作组； 

(d) 清理和减轻风险工作组； 

(e) 销毁和保留储存工作组； 

(f) 合作和援助工作组。 

2. 除工作组协调员以外，“国家执行措施”和“报告”等专题领域分别
由一名协调员负责牵头。举行闭会期间会议时，讨论这些专题领域的时间应

列于《公约》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工作组之下。 

3. 在所有关键领域设立专题负责人职位将有助于缔约国系统地推进每项
专题的工作。 

4. 各工作组协调员应来自一缔约国，由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选出，并
在最近一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主席的指导下工作。该主席和各协调员一

道负责组织闭会期间会议工作方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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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有协调员的任期均为两年。如果一工作组选出两名协调员，则两人
隔年开始任期(在第一轮中，一名协调员的任期为一年)。应尽可能做到每个
工作组的协调员中有一人来自受集束弹药影响的缔约国。 

6. 除非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否则为一项专题提供了一名协调员的缔约国
不得为同一专题或另一专题而再为紧随其后的任期提供协调员。 

7. 缔约国不妨考虑通过一项非正式工作方法，以实现工作的连续性。 

8. 根据可应对不断变化局面的灵活和务实原则，缔约国应在第一次审议
会议上审查闭会期间方案的实施情况。 

  协调进程 

10.  《禁雷公约》2000 年的第二届会议认识到，各常设委员会需要进行高度的
协调，以确保有利于执行该公约。为了实现高度协调，缔约国设立了一个协调委

员会，该委员会在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临时性的会议。《生

物武器公约》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等另一些公约也采用了类似方法。为了确

保成功举行闭会期间会议以及对缔约国的正式会议进行适当规划，估计有必要制

定类似的协调机制。 

  提案 3 

1. 建议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在缔约国会议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临时性会
议。该委员会负责协调与协调员工作相关的事务，包括将这类工作与缔约国

会议的工作进行整合。协调委员会可要求任何相关方协助其工作。缔约国应

在第一次审议会议上审查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2. 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包括： 

(a) 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的主席； 

(b) 各工作组协调员； 

(c) 各专题协调员； 

(d) 下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的候任主席； 

(e)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的代表； 

(f) 集束弹药联盟的代表。 

  执行支助 

11.  应再次指出，探讨其他公约的经验大有裨益。在这方面应忆及，虽然《特
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方设立了执行支助股，但该机构近期才成立。《生物武器

公约》和《禁雷公约》各自设立了执行支助股。研究一下设立三个执行支助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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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表明，三个机构承担的责任有许多共通之处，执行支助股能够大力促进成功

执行和普遍加入这些公约。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12.  据设想，《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执行支助股将：为会议提供行政支助并
准备文件；便利缔约国之间的交流并根据请求便利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为提交资

料充当联络单位；为缔约国执行该公约提供支助；协助联合国秘书长履行其责

任；并执行缔约国赋予的其他任务。 

  《生物武器公约》 

13.  《生物武器公约》的责任包括行政支助、促进建立信任措施、协助国家执
行和促进普遍加入。从行政角度而言，执行支助股构成会议秘书处的核心；管理

《生物武器公约》网站；与国际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交流；并充当信息

交流中心。在建立信任方面，执行支助股接收并分发建立信任措施报告；向缔约

国发送资料；汇编和发布数据；充当信息交换所；并促进对建立信任措施进程的

参与。就国家执行而言，执行支助股提供协助并监测国家执行情况；帮助缔约国

制定国家执行措施；并充当援助事务交换所。此外，执行支助股将相关的科学研

究成果进行汇编，并介绍给各代表团。执行支助股还负责协助促进普遍加入的活

动，包括向缔约国提出报告等。 

  《禁雷公约》 

14.  缔约国第十届会议根据最近对执行支助股所作的一次评价，明确了执行支
助股的作用与责任。执行支助股负责准备和支持《公约》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会

议，包括其附属机构的会议；向主席、候任主席、联合主席和联合报告员与所有

这类会议相关的工作提供实质性和其他支持；就执行和普遍加入《公约》问题的

所有方面向缔约国提供建议和支持；便利缔约国之间的沟通，促进向非缔约国和

公众宣传和通报《公约》的工作；记录《公约》下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酌情向

缔约国和其他的利害攸关方通报这些会议的决定和重点；联络参加《公约》工作

的非缔约国行为者；建议和提出执行支助股下一年度活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及

向每一届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提出报告。 

  提案 4 

1. 建议设立一个小规模执行支助股，由一名主任牵头，直接向缔约国报
告。该执行支助股与其他任何执行支助股没有正式关系。鼓励与相关行为者

和机构开展密切合作，以便促进包容性、工作的有效性和效率。 

2. 建议向执行支助股提供资金，以确保其长期可持续性，保证为高效率
和有成效的执行支助提供资源。 

3. 缔约国应在第一次审议会议上审查执行支助股的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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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执行支助股的作用和任务纳入以下方面： 

(a) 准备、支持和开展《公约》各次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后续活动； 

(b) 向主席、候任主席和协调员提供支持； 

(c) 向缔约国提供咨询意见和支持； 

(d) 便利缔约国之间的沟通； 

(e) 向非缔约国和公众宣传《公约》； 

(f) 保存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记录； 

(g) 联络参加《公约》工作的其他行为者，包括集束弹药联盟、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和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 

(h) 向每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提交一份经协调委员会核准的工作
计划和预算，供这些会议批准；以及 

(i) 向每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报告执行支助股的活动和运作情
况。 

  执行支助股的体制框架 

15.  瑞士关于设立国际非盈利组织如今后设立《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的
法律非常灵活，因此，缔约国可选择最能满足其已查明的需要的体制框架。其中

包括选择设立一个执行支助股，作为单独的自治/独立实体，缔约国可按照其决
定的方式对其进行直接管理。 

16.  《禁雷公约》执行支助股近来接受了一次评价，包括对其体制框架的审
查。《禁雷公约》缔约国决定保留《禁雷公约》执行支助股当前设于日内瓦国际

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内部的体制框架，但将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其独立性。 

17.  缔约国在决定执行支助股的体制框架之前，必须仔细审查与所选执行支助
股体制框架相关的优点和面临的挑战，同时牢记有必要尽快设立一个适于缔约国

执行和满足其秘书处需要的有效机制，考虑因素不妨纳入以下内容： 

(a) 确保执行支助股满足宽泛的标准，以保证执行支助股的独立性、包容
性、效率与有效性，包括缔约国直接参与有关执行支助股的任何决定和指令；以

及 

(b) 体制安排纳入有关可持续筹资的适当条款，同时保证为高效率和有成
效的执行支助提供资源。 

18.  鉴于存在尽快设立执行支助股的意愿，因此还建议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适时
在日内瓦举行一次为期半天的缔约国特别会议，以保证作出可行的安排，使缔约

国有机会在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之前就落实执行支助股的问题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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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为了确保继续支持《公约》的执行、保证连续性以及在执行支助股运作之
前有成效和高效率地向执行支助股过渡，还应考虑在筹建常设执行支助股的同时

如何以最佳方式维持过渡时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