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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大会在 2004 年 12 月 20 日题为“援助最不发达国家以确保其参加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届会和缔约国会议届会”的第 59/152号决议中，吁请各会员国、

国际组织和供资机构加倍努力，增加自愿捐款，以协助秘书长支付最不发达国家

的代表参加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届会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缔约方会议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届会的差旅费，并请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加紧努力，确保更多

的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些会议。 

2. 本报告附件列出了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同时也说明出了委员会的成员以及联

合国各项犯罪问题公约的批准情况。
1 

3. 本报告提交给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以便它了解执行第

59/152号决议的进展情况。 

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4.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指出，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各会

员国无论大小或发展水平如何，其所关切的问题都应当受到同等的关注，并且在

联合国从事的各项活动中得到考虑。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职司委员会，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已被指定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主要

决策机构，其年度届会在维也纳举行。它就广泛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政策对

话并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论坛，用以交流意见和信息并提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领域的建议。 

5. 不应忘记，在 1991 年 12 月 18 日题为“制定有效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方案”的第 46/152号决议中，大会决定应在联合国经常预算中拨备款项，支

付作为委员会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的旅费。联合国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

职司委员会的供资政策规定，可根据请求，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支付否则便无法出

席委员会届会的各委员会成员国一名代表的机票费用。该政策没有规定由联合国

经常预算支付委员会成员国代表的生活费和住宿费。至于不是委员会成员的国

家，没有关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或其他国家出席委员会届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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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委员会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并没有都出席最近的四届会议。在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2 年举行的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会议上，在是委员会成员的 5 个最不发达

国家中，有 4个国家没有出席会议；2003年举行第十二届会议时，在是委员会成

员的 10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5个国家没有出席会议；2004年举行第十三届会

议时，在是委员会成员的 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3个国家缺席。关于这一点，

应该强调的是，许多委员会成员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

告知秘书处，即使可以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获得旅费方面的援助，它们还是不能

参加委员会届会，因为它们无力支付与出席会议相关的当地生活费和住宿费。在

50个最不发达国家当中，下列 8个国家是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的成员：布隆迪、

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毛里塔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 

三、联合国各项犯罪问题公约缔约国会议 

7. 在 1998年 12月 9日题为“有组织跨国犯罪”的第 53/111号决议中，大会决

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特设政府间委员会，负责拟订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全面国际公约并讨论在适宜时拟定其他国际文书的问题；大会还请捐助国同发展

中国家合作，以确保这些国家充分参与该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的工作。大会在 2000

年 12月 4日第 55/61号决议和 2002年 1月 31日第 56/260号决议中，也请捐助

国协助联合国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该特设委员会谈

判反腐败公约的工作，协助方式包括承担旅费和当地费用。 

8. 下列国家响应大会的请求，提供了自愿捐款，使得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有

可能支持最不发达国家代表参加各个特设委员会的届会，或者通过直接援助有关

最不发达国家使得这种参与成为可能。它们是：奥地利、法国、意大利、日本、

荷兰、挪威、波兰、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9. 在制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上，秘书处向有

关区域集团选出的或在与有关区域集团磋商后确定的 25 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

支助。支助包括支付各有关国家的一名代表的旅费。接受秘书处支助的大多数国

家表示，它们愿意参加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它们无力支付其代表的生活费

和住宿费。考虑到这一点，在查看了其可用的预算外资源之后，秘书处决定从特

设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开始提供进一步的支助，其中包括用于帮助代表支付住宿费

的一笔总付款项。选择提供一次总付款项有两个原因。首先，秘书处热切期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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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身可以支配的有限资源向尽可能多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出席会议的机会，因

为这些资源并不足以援助所有的最不发达国家。其次，秘书处意识到，必须维护

谈判进程的精神，据此，代表团充分、积极的参与对谈判进程和有关国家都有好

处。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一）及

其议定书的谈判进程结束之前，以及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58/4号决议，

附件）的整个谈判进程中，上述做法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10. 平均有 23 个最不发达国家参加了制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

员会第四届至第十三届会议，平均有 19 个最不发达国家参加了反腐败公约谈判

特设委员会的七届会议。 

11. 由此而形成的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文书谈判进程使两项公约解决了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所关切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方面的问题，

有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迅速生效，并使《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以比《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还要快的速度获得批准成为可能。此外，应

该指出的是，两项公约都强调了加强财政和物质援助的重要性，以支持发展中国

家有效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工作并帮助它们顺利执行文书。本报告附件

列出了加入联合国各项犯罪问题公约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12. 根据《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32 条设立了缔约方会议，目的是提高缔约

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能力，促进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执行并审查其执行情况。

在公约生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缔约方会议于 2004年 6月 28日至 7月 8日在维

也纳举行了第一届会议，57个缔约国、42个签署国和 4个非签署国参加了会议。

在编写本报告时，还需要有 12 个国家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才能生效。

依照该公约第 63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可望于 2006年设立。 

13. 若要在缔约国会议上对文书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高质量的审查，就需要

文书的所有缔约国以比谈判进程更加简单的形式参加会议。 

14. 按照目前的费率，采用谈判进程中形成的同样惯例，向加入了《打击有组织

犯罪公约》的 18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每个国家的一名代表提供参加缔约方会议第

二届会议的旅费和协助其支付当地费用的一笔总费用所需的资金约达 110 000美

元。目前，还不可能估计出援助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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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争使更多的最不发达国家参与进来 

15. 通过参加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会议以及联合国犯罪问题公约缔约方

会议，最不发达国家不仅可以表达它们的观点和所关切的问题，还可以获得重要

的信息和知识，这将有助于它们发展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能力。反过来，它们

能力的提高也会反映在这些会议当中，有助于从多种角度展开深入讨论，促使世

界各个区域在处理刑事司法问题上采用的方法趋于相同。 

16. 因此，应当重申的是，各会员国、国际组织和供资机构必须加倍努力，增加

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自愿捐款，帮助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参加会

议。 

注 

1 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是大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建议确定的，经社理事会根据其发展政

策委员会确定的标准定期审查该名单。名单中目前有 50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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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会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四届

会议的成员以及截至 2005年 3月 4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及其议定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批准情况 

 

2005 年预防

犯罪和刑事

司法委员会

成员 

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 a 

关于预防、

禁止和惩治

贩运人口特

别是妇女和

儿童行为的

议定书 b 

关于打击

陆、海、空

偷运移民的

议定书 c 

关于打击非

法制造和贩

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

药的议定书

d 

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 e 

阿富汗  ×     

安哥拉       

孟加拉国       

贝宁  × × × × × 

不丹       

布基纳法索  × × × ×  

布隆迪 ×      

柬埔寨       

佛得角  × × × ×  

中非共和国 × ×     

乍得       

科摩罗 × ×     

刚果民主共和国       

吉布提       

赤道几内亚  × ×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      

冈比亚 × × × ×   

几内亚  × ×    

几内亚比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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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预防

犯罪和刑事

司法委员会

成员 

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 a 

关于预防、

禁止和惩治

贩运人口特

别是妇女和

儿童行为的

议定书 b 

关于打击

陆、海、空

偷运移民的

议定书 c 

关于打击非

法制造和贩

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

药的议定书

d 

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 e 

海地       

基里巴斯       

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 
 × × × ×  

莱索托  × × × ×  

利比里亚  × × × ×  

马达加斯加      × 

马拉维       

马尔代夫       

马里  × × × ×  

毛里塔尼亚 ×      

莫桑比克       

缅甸  × × ×   

尼泊尔       

尼日尔  × ×    

卢旺达  × ×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塞内加尔  × × ×   

塞拉利昂      ×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苏丹  ×     

东帝汶       

多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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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预防

犯罪和刑事

司法委员会

成员 

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 a 

关于预防、

禁止和惩治

贩运人口特

别是妇女和

儿童行为的

议定书 b 

关于打击

陆、海、空

偷运移民的

议定书 c 

关于打击非

法制造和贩

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

药的议定书

d 

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 e 

图瓦卢       

乌干达 ×     ×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瓦努阿图       

也门       

赞比亚 ×      

总计 8 19 14 10 7 4 
a 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一。 

b 第 55/25号决议，附件二。 

c 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三。 

d 第 55/255号决议，附件。 

e 第 58/4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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