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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2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简易爆炸装置 

  简易爆炸装置信息交流数据库概念 

  澳大利亚提交1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简易爆炸装置定义 

1.  为本议定书的目的，“其他装置，系指人工放置的、以致死、致伤或破坏为

目的，用人工或遥控方式致动，或隔一定时间后自动致动的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在

内的弹药或装置”。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专家小组会议，2013 年 4 月 8-9 日 

2.  2009 年以来，专家小组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下

探讨了简易爆炸装置问题。代表团重申，《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关于简易

爆炸装置问题的工作十分重要，因为这些武器继续构成重大人道主义问题，在军

事人员和平民中造成大量伤亡。2013 年，专家们重点讨论了简易爆炸装置的四

个分专题，即：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信息交流；制定旨在帮助解决可用于简易爆

炸装置的材料的转用或非法使用问题的最佳做法；关于如何促进遵守国际人道主

义法并防止违反简易爆炸装置方面现有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的努力；以及对简易

爆炸装置受害者的援助。 

  

 
1
 本非文件于 2014 年 3 月 6 日向代表团散发，以有助于为专家小组关于以下问题的讨论(2014

年 4 月 1-2 日，日内瓦)提供参考：探讨是否可能建立一个信息交换数据库、门户或平台，作

为一个工具，藉以改善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的转用和非法使用，以及减少简易爆炸装

置威胁的其他途径方面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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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爆炸装置问题的挑战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3.  通过专家会议，提出了在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方面所面临的多种挑战，其中

包括：了解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流动情况；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各种武器，

其设计和部件种类繁多，往往可用于合法目的。 

4.  专家们强调指出： 

(a) 需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采取全面综合方针，应对使用简易爆炸装

置的威胁。 

(b) 十分重要的是，应使用通用术语和框架来理解复杂的简易爆炸装置问

题，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加强能力建设。 

(c) 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及其所用部件的信息交流和分析，将有助于

各国认识可能的差距，并为制定应对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的适当措施提供良好基

础。 

(d) 至关重要的是，应通过多边渠道以及与执法、反恐和海关等相互关联

部门的合作，加强信息交流。 

(e) 一些国家还表示，打算通过提高认识活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其全

面方针的一部分。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第十五届年度会议，

2013 年 11 月 13 日 

5.  2013 年 11 月 13 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

审议了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在内的 14 个项目，缔约方决定在 2014 年继续讨论简易

爆炸装置。根据简易爆炸装置协调员(澳大利亚，佩恩女士)和副协调员(瑞士，马

斯默让先生)的建议，“会议决定： 

(a) “缔约方注意到旨在解决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的转用或非法使

用问题现有准则、最佳做法和其他建议汇编，该汇编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网

站上张贴，由执行支助股与协调员和缔约方协商，在新的相关准则、最佳做法、

建议和其他意见发布后修订； 

(b) 专家小组继续根据《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的重要性、准则以及与

简易爆炸装置威胁有关的实施工作，交流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简易爆炸装置事

件、其预防(包括提高公众认识和/或风险教育活动)、其人道主义影响等方面的信

息； 

(c) 专家小组继续按照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适用范围，制定旨在帮

助应对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的最佳做法，包括通过以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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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讨是否可能建立一个信息交换数据库、门户或平台，作为一个

工具，藉以改善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的转用和非法使用，

以及减少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的其他途径方面的信息交流； 

(二) 探讨如何降低军事弹药储存、战争遗留爆炸物或用于简易爆炸装

置的商业爆炸物库存等风险； 

(三) 促进国际合作和援助，根据请求协助加强缔约方的国家能力，以

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 

同时铭记商业机密性、国家安全要求和交易这种材料的正当利益；并考虑到国际

和区域组织(包括汇编中提到的组织)的现有和相关工作； 

(d) 专家小组继续讨论向简易爆炸装置受害者提供援助的问题，使提供援

助者铭记第五号议定书的 2008 年受害者援助行动计划和以不歧视的方式提供适

合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医疗、康复、心理支持，以及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适当援

助等原则。专家小组继续讨论如何促进向简易爆炸装置受害者提供援助问题，同

时考虑到第五号议定书的 2008 年受害者援助行动计划。”2
 

  本文件的目的 

6.  注意到关于最佳做法的建议(c)和分项(一)“探讨是否可能建立一个信息交换

数据库、门户或平台，作为一个工具，藉以改善信息交流”，在这方面可进一步

讨论的一个子要素是一个可用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

的简易爆炸装置信息交换数据库的概念。本文件旨在提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简易爆炸装置问题可能信息交换数据库”概念(为

便于引用，以下简称“数据库”)，供缔约方在专家小组会议(2014 年 4 月 1-2 日)

前审议；在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专家小组会议上寻求缔约方关于数据库的意

见，特别是关于这是否是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内适合向前推进

的一个备选办法。 

7.  根据缔约方的决定，这一概念需考虑到一系列问题，包括“商业机密性、国

家安全要求和交易这种材料的正当利益；并考虑到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现有和相关

工作”。 

  现有简易爆炸装置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安排 

8.  包含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和构造情况的技术信息的数据库，是帮助各国

应对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的一个重要工具。主题专家已确定，简易爆炸装置问题最

佳做法是通过借助于此类数据库的使用对简易爆炸装置所进行的分析和所得到的

信息而制定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许多简易爆炸装置数据库，然而，其中许

多现有多边简易爆炸装置数据库仅在少数国家间共享机密信息。 

  

 
2
 CCW/AP.II/CONF.15/8, 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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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现有数据库或信息共享机制，无论是正式的还是临时性

的，目前都不能就全球简易爆炸装置威胁和事件的全面和最新信息，提供广泛的

政府访问或查询权。一些领域(例如军事和警察)已确立了简易爆炸装置机密信息

共享渠道。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刑警组织和国际炸弹数据中心工作

组。然而，简易爆炸装置信息数据库可能无法在有关国家军队、警察和侧重于简

易爆炸装置的专家组织之间共享。现有机制未提供在所有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

书缔约方之间的信息共享可能性，从而限制了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可

用来应对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的宝贵信息。应注意的是，试图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

人掌握着灵活的网络渠道，可不受限制地访问互联网。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一个可能信息交换数据库 

10.  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建立一个信息交流数据

库，可协助缔约方获得关于简易爆炸装置袭击、部件和处理简易爆炸装置威胁最

佳做法的非机密信息的广泛信息库，这种资料可在军队、警察和专家组织之间共

享和更新。一个全面的信息交流数据库可有助于缔约方认识到目前尚未解决的潜

在漏洞。此种数据库可作为适当工具，籍以扩大信息共享和改善《经修正后的第

二号议定书》所有缔约方处理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的最佳做法。在适当情况下，此

种数据库也可作为缔约方的一个途径，藉以确定新的潜在伙伴关系和寻求双边或

多边援助或合作，以帮助应对简易爆炸装置威胁。 

11.  该数据库仅包含非机密信息，由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每个缔约方管

理访问权。任何敏感信息可通过单独的更安全渠道传达。其意图是，提供全面更

新数据的访问权，使用户理解其简易爆炸装置问题，寻求专业帮助，这可改善国

家对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的应对措施。 

12.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已达成共识：任何可能的信息交换数据

库，如欲有用和有效，开发时需认真考虑商业机密性、国家安全要求和可用于简

易爆炸装置的材料交易的正当利益等重要考量。《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

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的互动简易爆炸装置信息交流数据库，按照经修正后的第

二号议定书缔约方所讨论和议定的，可使用通用技术语言、标准格式和商定的可

交付成果，建立一个搜索引擎。例如，此种数据库可包括： 

(a) 通用语言：为提高准确性和便于理解，所有用户均应使用通用语言和

适当定义，以避免任何误解。 

(b) 信息输入：输入栏内可包括最佳做法、地理空间数据、种类、构造、

部件信息、使用特点，可能的话配合照片或图表。还可开列一个评论栏，经修正

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如希望跟进，提供进一步信息，也可以提供叙述性说明

和联系人的详情。 

(c)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数据库使用：每个缔

约方可批准哪个机构可读写数据库。例如，每个缔约方可批准一组精选的关键警

察、军队、内务、民防或负责处理简易爆炸装置的专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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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数据库]访问权：该系

统可通过互联网安全访问。该系统应使用商业级安全(例如，当您使用 Visa 卡进

行在线支付时)提供的相同高标准。虽然有必要通过缔约方控制访问权，但数据

上传可使用便携或固定设备在现场或办公室进行。 

(e) 产出：一个重要的实用性可能是发现类似事件或部件，和发现用户群

体中知识渊博专家的联系资料。这可有助于通过适当的双边/多边渠道促进更广

泛的信息交流，进而可能促成在制定应对技巧、培训资料，和直接援助方面的合

作。 

13.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数据库要想取得成功的一

个关键要素是，缔约方有能力向数据库提供准确输入，单条数据词条附有相关注

释或评论。每个《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可在其政

府机构内任命一个或多个专家，负责输入信息并从数据库读取报告。《特定常规

武器公约》缔约方应考虑数据库及其报告是否仅可被《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

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官员读取，这种数据库是否也可被联合国其他机构和

国际组织(例如国际刑警组织)和/或民间社会读取。这可使现有国家和区域网络

(例如军队间、警局间网络)得到扩大，也可使各国专家获得更广泛的关于简易爆

炸装置的国际资料，超出他们目前可接触的资料。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简易爆炸装置数据库的经管和数据所有权。 

14.  该数据库最好由《特定常规武器公约》通过其执行支助股经管，或者也可

由一个《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经管，该缔约方愿意并能够代表其他

缔约方经管数据库(例如德国为防扩散安全倡议参加国经管网站)。这还需与执行

支助股进一步讨论，确定能力和成本。 

15.  需要商定的是，是不是《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

所有缔约方都拥有所有信息，还是由提供信息的缔约方保留所有权。尽管如此，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所有缔约方都应当考虑到，所提供输入带有一项谅

解，即《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任何未来的新缔约方均有权访问所提供的

非机密信息。还需要考虑应当由谁来负责更新和更正信息的问题。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简易爆炸装置数据库可能的成本 

16.  简易爆炸装置数据库可能的成本取决于若干因素，如缔约方关于设计、范

围和实施安排等问题的意见。执行问题可包括：《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

一个缔约方是否主动提出为《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成员免费开发和提供

数据库，而该数据库有可能交给《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管理，或是否

由《特定常规武器公约》雇用一个软件公司开发和管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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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专家小组会议，2014 年 4 月 1-2 日 

17.  澳大利亚一直致力于开发一个非机密的简易爆炸装置信息共享数据库，该

数据库基于一个可向所有有关国家机构提供的共同架构。在处理简易爆炸装置的

全球问题方面，对该数据库的评价可为关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

号议定书》框架下的信息共享利益的讨论提供参考。 

18.  澳大利亚准备在四月份向《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

缔约方演示一个可能的信息数据库，作为一个工具实例，供缔约方考虑为《特定

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框架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数据库的好处。

这种演示可促进在更大范围内讨论以下问题：如果考虑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

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框架建立一个可能的信息交换数据库，这种数据库有哪

些可能的功能？需审议哪些政策考量？维持此种能力可需要多少费用？ 

19.  澳大利亚建议在 2014 年 4 月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

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专家小组会议上作完整系统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