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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11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8 和 9 

审查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 

审议各缔约方根据经修正后的议定书 

第 13条第 4款提出的报告所引起的事项和 

各种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报告 

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各缔约方根据经修正后的第二号

议定书第 13 条第 4 款提出的报告所引起的事项；以及各种

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协调人提交1 
 

 

 

  导言 
 

 

 

1.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专家组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和 10 日在日内瓦举

行会议，继续讨论第二号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国家报告所引起的事项以及各

种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讨论是遵循经修正后的第二号

议定书缔约方第十六届年度会议《最后文件》所载的任务规定(CCW/AP.II/CONF.16/6, 

第 26 段)进行的。 

2. 今年专家组重点讨论以下专题：审查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并审议国家年

度报告所引起的事项以及各种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根据“促进普遍加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快速行动计划”加强议定书的普遍

性；继续与尚未成为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的原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接触，

__________________ 

 1 根据第十六届年度会议《最后文件》(CCW/AP.II/CONF.16/6)第 31 段所载决定，匈牙利的达维

德·普斯陶伊先生担任关于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以及各缔约方根据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

书第 13 条第 4 款提出的报告所引起的事项和各种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

展情况的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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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其加入经修正后的议定书；结合议定书通过以来排雷行动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取

得的进展，审议“报告指南”；以及分析缔约方履行提交国家年度报告的义务的情

况，并研究报告的内容，研究重点是在表格 E：“就国际技术资料交换、就清除地

雷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就技术合作与援助采取的措施”中提交的资料。 

 

 

  国家报告 
 

 

3. 根据《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提交国家年度报告不仅对

于建立信息和透明度而言是一项重要机制，也可作为一项工具来监督和评估各国义

务实施情况的进展。报告工作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查明最终可能要求对现有排雷行动

方案或计划进行修改的挑战乃至差距。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现有 102 个缔约方

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至少履行过一次报告义务。但是，履约百分比仍需要进一步提高。

有 24 个国家在成为缔约国后从未提交过国家年度报告。有 3 个缔约国自成为缔约

国以来只提交过一次或两次国家年度报告。多达 32 个过去曾提交年度报告的缔约

国自 2006 年第三次审查会议以来的 6 年里一直未提交报告。 

 

 

  对国家年度报告“表格 E”的分析 
 

 

4. 该报告表格涉及“就国际技术资料交换、就清除地雷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就技

术合作与援助采取的措施”。该表格分为三个部分：(一) “国际技术资料交换”；(二) 

“清除地雷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三) “国际合作与援助”。根据关于表格 E 的

报告指南，议定书是出于人道主义而限制正在使用的武器对军事人员和平民的具体

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点，指南指出必须在国际社会中交换资料、进行合作和提供援

助，以便：(1) 尽快落实议定书的规定；(2) 对技术附件中已作出的规定，缩短任

何推迟期；以及(3) 加强排雷行动的能力。此外，指南还解释称，必须向其他缔约

方和联合国系统通报有关进行中的人道主义项目的情况。这可能有助于各国在复杂

的技术环境下确认必要的活动和加强联系。 

5. 缔约方若打算在资料交换、排雷合作和技术合作方面提供援助，应在该表格内

填明适当的资料。缔约方若希望其他缔约方、组织或机构提供援助，应在国家年度

报告中提供必要的情况。指南特别强调，为了明确起见，建议在此情况下使用表 E。 

6. 有能力的缔约方应提供以下资料：(1) 在这一领域活跃的组织、机构及联系地

址；(2) 与其他国家、机构和组织的具体技术合作活动(如《渥太华公约》下的专家

委员会)；其中可以包括：目标、主要活动、所使用的技术、方案责任、标准作业

程序、时间规划、实地经验、伙伴、承包者以及科学支助。此外，有能力的缔约方

应提供以下资料：使用设备和技术的经验、关于地雷的技术信息、培训方案、专家

和专家机构的名单、其他缔约方或感兴趣的国家参加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和条件(如

多边试验和评估方案)和可能有助于人道主义目标的其他类似活动。 

7. 在对缔约方提供和接受援助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审议之后，专家组得知：有

7 个缔约方为排雷行动的主要贡献者；有 20 个缔约方通报称它们接受过或正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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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在这 20 个国家中，有 2 个缔约方也提供了援助；有 6 个缔约方报告称它们

从未提供过任何援助。 

8. 关于就地雷行动交换资料，缔约方通报了它们为共享信息、统一地雷行动标准

以及协调捐助方合作而参加的国际和区域一级的年度会议和研讨会。 

9. 一些缔约方举例说明了一些组织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从事捐助国之间合作

与协调工作的情况。关于双边合作行动，一些缔约方通过双边合作行动向其他缔约

方提供了援助或与之交换了经验。 

10.  关于数据库的问题，有 9 个缔约方报告称它们正在使用或参与开发地雷行动信

息管理系统。1 个缔约方的武装部队拥有一个包含地雷数据库和使地雷失效程序的

专门数据库，同时有 3 个缔约方报告称它们参与了该数据库或已经申请获得该数据

库的访问权限。有 3 个缔约方已经获得或正在获得建立自主数据库的支助。 

11.  关于如何改进缔约方之间有关所提供援助和合作的信息共享，一个问题是需要

援助的缔约方应该更加明确地表达对于进一步援助的需求，并提供更多关于所需援

助的细节信息，以便获得有能力提供援助的潜在捐助国的注意。例如，一些缔约方

通报称，它们尚未获得技术培训但并未准确界定所需培训的类型(例如是排雷、销

毁储存或是技术的使用等等)。 

 

 

  建议 
 

 

12.  鉴于上述情况，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十七届年度会议不妨作出如

下决定： 

 (a) 专家组应审查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审议国家年度报告所引起的事项

以及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并向 2016 年《公约》第

五次审查会议提出建议。 

 (b) 促进普遍加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行动计划是加强非

缔约方对这些文书的兴趣的相关机制。会议鼓励各缔约国和执行支助股加大努力，

执行《行动计划》，尤其是举办旨在促进和介绍《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国家和

区域研讨会。 

 (c) 《公约》缔约方应继续与尚未加入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原第二号议

定书缔约方接触，鼓励其加入，从而便利原第二号议定书的终止。任何涉及终止原

第二号议定书的行动都应先征得该议定书缔约方的同意。 

 (d) 专家组应分析缔约国履行其提交国家年度报告的义务的情况，并应研究报

告的内容，研究重点是在表格 F：“其他有关事项”中所提交的资料。专家组还应

根据自《议定书》通过以来排雷行动领域的发展和进展情况，审议表格 F 的“报告

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