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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2012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1 日和 

7 月 2 日至 8月 3 日，日内瓦 
 
 

  填补委员会的意外空缺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候选人名单 
 
 

1. 截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为填补史蒂芬·瓦钱尼辞职后出现的空缺，提交了

下列候选人名单： 

 凯西·安-布朗(牙买加)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厄瓜多尔) 

2. 上述候选人简历载于本文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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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履历
*
 

 
 

 凯西·安-布朗(牙买加) 

 性别：女 

大学和职业教育： 

 法学博士(Ph.D.) 

 1992 年，加拿大约克大学奥斯古德·豪尔法学院  

 论文：“人类的共同遗产：深海海床状况——法律和政治现实”(第 1-854 页) 

 课程证书 

 1986 年，联合国新闻部研究生实习计划，纽约 

 法律教育证书 

 1984 年，牙买加诺曼·曼利法学院  

 牙买加律师协会成员 

 L.L.M.(国际法) 

 1982 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格兰剑桥大学法学院 

 LL.B. 

 1981 年，巴巴多斯西印度群岛大学法学院  

奖学金及奖项 

 美国新闻署国际访问者方案，1997 年 1-2 月 

 联合国奖学金，1995 年 5-6 月 

 加拿大英联邦奖学金，1984-89 年 

 HH 邓恩优秀产权转让工作奖，1984 年 

 副校长人权卓越奖(西印度群岛大学)，1981 年 

 荣誉奖(西印度群岛大学)，1979 年 

 

 
 

 
*
 履历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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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经验 

 2008 年 12 月 1 日至今 

 牙买加总检察长办公室国际事务司副检察长兼司长(2012年 4月 2日至 2012

年 8 月 6 日：代理检察长) 

 负责在总检察长不在办公室时任他的代理，就国际法和各种条约及不断演变

的牙买加国家惯例为政府部门提供法律意见，在双边、区域和国际谈判中代表政

府。这除其他外导致在与开曼群岛的海洋划界谈判中任牙买加首席谈判代表，在

与洪都拉斯的海洋划界谈判中任牙买加首席谈判代表，在加勒比法院特立尼达水

泥有限公司诉加勒比共同体案中任律师，加勒比法院初审管辖权，2009年 OA 1 2009

号诉状，[2009]CCJ4(OJ)。 

 主要职责领域包括人权、司法互助、国际安全问题、海洋法、贸易法、加勒

比共同体法、环境、空气政策和国际组织法。 

 职责包括在各委员会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审查《官方保密法》。 

 合同任用明确允许进行与牙买加政府指派的职责不相抵触的外部咨询。已进

行的短期咨询包括： 

 美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加勒比服务监管评估：巴巴多斯、伯利兹、圭亚

那、牙买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立法审查”，2012 年 8 月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关于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东加组织)的研究报告，

“实施加勒比论坛-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服务和投资贸易方面的项目设计和

法律审查”2010 年 12 月 6 日-2011 年 6 月 

 英联邦秘书处外部咨询人，为伯利兹筹备其2010年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贸易政策审查提供支持，2010 年 6 月-11 月 

 美洲国家组织关于伯利兹的研究报告，“实施加勒比论坛- 欧盟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法律审查和设计项目”，2010 年 3 月-9 月 

2003 年 9 月 1 日-2008 年 11 月 30 日 

 英联邦秘书处特别咨询服务司经济和法律科副科长/顾问(法律) 

 英联邦秘书处职员协会主席，2006 年 9 月-2007 年 11 月；英联邦秘书处职

员协会副主席，2004 年 8 月-2006 年 9 月 

 副科长/顾问(法律)的职责包括： 

 为英联邦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和小经济体提

供以下方面的技术援助：根据其战略发展目标、区域贸易承诺和世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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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规则安排贸易相关政策改革的次序；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所有国

家(包括非英联邦国家)提供援助的特别谅解备忘录； 

 设计和审查适当的立法、合同和监管框架，并就此提出建议，以消除投

资障碍，并协助创造有利和可持续的投资环境； 

 在涉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政策、法律、财政及经济问题的各国政府、投

资者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谈判中，提供政策咨询并发挥谈判主导作用； 

 项目管理，包括完成从 初请求协助，经过项目构想和设计，到提出所

有证明文件的程序，以及确定方案内容、范围和深度及交付方法方面的

改进； 

 与政府成员和官员建立和保持高级别接触，并与多边和双边机构、非政

府组织和其他相关的民间社会行为体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参加项目工作专业领域相关热点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和专家小组会

议并作出贡献。 

 主要技术支持领域包括，在以下方面提供咨询：汤加王国和萨摩亚入世承诺

执行情况；圣卢西亚、伯利兹、马拉维和博茨瓦纳贸易相关投资制度(特别是有

关财政激励措施，包括在某些情况下设立经济特区)的改革；在伯利兹和东加组

织的情况下，协助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过程和随后实施改革的后续行动；关于

灵活执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促进获取可负担得起的药物

的广泛的泛英联邦援助方案；就在世贸组织中挑战欧洲联盟(欧盟)香蕉制度为非

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香蕉工作组提供咨询；协助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马拉

维、冈比亚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协助冈比亚审查旅游法规；协助萨摩亚、马拉

维实施与世贸组织规则相符的贸易补救措施；协助马拉维实施与世贸组织规则相

符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制度。 

2002 年 4 月-2003 年 8 月——独立咨询人 

 已提供的咨询包括： 

 实施 8 ACP TPS 110“支持制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能力建设”的投标(第 039

号项目，糖协商小组，由欧盟供资) 

 在布鲁塞尔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秘书处的对外贸易咨询人(为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集团提供英联邦秘书处技术援助，2002 年 9 月-2003 年 5 月)。

职责包括研究和起草背景文件，支持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集团拟订和谈判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协助执行《科托努协定》贸易和经济条款；跟踪多边贸易体制不

断演变的问题，并分析其对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集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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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托努协定》 惠国所涉问题(加勒比区域谈判机制/加拿大国际发展署项

目，2002 年) 

 确定如何应对多边贸易体制对小发展中经济体提出的挑战——侧重于区域

贸易安排和应急保护措施(英联邦秘书处，2002 年) 

1998 年 3 月 1 日-2002 年 3 月 31 日 

 高级技术顾问(法律-国际贸易)，加勒比区域谈判机制 

 (在加勒比区域谈判机制的咨询工作，自 1997 年 11 月起) 

 职责包括：参加正式和非正式的世贸组织协商并提出有关报告；与加勒比共

同体(加共体)各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协作；有关非常住者参与世贸组织多层面进程

的特别组合(通过我被指定为圣卢西亚常驻代表参赞提供协助)，包括应要求提供

技术援助；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协助和代表加共体各成员国政府。职责延

伸到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与欧洲联盟委员会的谈判以及美洲自由贸易

区谈判，具体的、明确的能力详述如下。 

1991 年 10 月-1998 年 2月(借调到加勒比区域谈判机制，直到 2002 年 3月 31 日) 

 法律讲师，巴巴多斯西印度群岛大学法学院。 

 课程主任 

 海洋法(L.L.M. 1991-92 年，1993-98 年) 

 国际公法：外国私人投资(L.L.M.1995-98 年) 

 社会中的法律一(L.L.B.1991-92 年) 

 国际发展和经济法(LL.B.1992-98 年) 

 国际组织法(LL.B.1992-97 年) 

 国际私法(LL.B.1993-95 年) 

 外商投资法(LL.B.1997-98 年) 

 导师： 

 法学(LL.B.1991-92 年) 

 国际公法一(LL.B.1991-98 年) 

 国际公法二(LL.B.1991-95 年) 

 国际私法(LL.B.1991-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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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比法律教育理事会教授代表(1997 年) 

 《巴巴多斯与美利坚合众国海上反麻醉品协议》的巴巴多斯谈判小组咨询人

(1997 年) 

 美洲开发银行《加勒比知识产权法》项目咨询人(专门负责巴巴多斯的五名

区域咨询人之一，1997-98 年) 

1991 年 6 月 1 日-1991 年 10 月 1 日 

 牙买加政府总检察长署检察官 

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以下案件的律师 

 欧洲共同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厄瓜多尔诉诸《解决争端谅解书》

第 21.5 条)，与加共体第三方和律师合作，担任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律

师 

 美利坚合众国，对欧洲共同体某些产品的进口措施，代表多米尼加国和圣卢

西亚在小组做口头陈述 

 美利坚合众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310 节 

 代表多米尼加国和圣卢西亚作口头陈述； 

 代表多米尼加国和圣卢西亚书面答复对第三方提出的问题 

 美利坚合众国，对欧洲共同体某些产品的进口措施 

 代表多米尼加国和圣卢西亚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提出书面文件和作口头陈述 

 欧洲共同体，糖出口补贴(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协商请求，DS266)，与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第三方协商以及代表圣基茨和尼维斯作口头发言 

 欧洲共同体，非加太国家集团与欧共体伙伴关系协定——根据 2001 年 11 月

14 日的决定诉诸仲裁，仲裁员裁定，WT/L/616，2005 年 8 月 1 日(为非洲、加勒

比和太平洋国家秘书处提供法律援助) 

 欧洲共同体，非加太国家集团与欧共体伙伴关系协定——根据 2001 年 11 月

14 日的决定第二次诉诸仲裁，仲裁员裁定，WT/L/625，2005 年 10 月 27 日(向非

洲、加勒比和太平洋英联邦香蕉出口国提供法律援助) 

 欧洲共同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厄瓜多尔诉诸《解决争端谅解书》

第 21.5 条(向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秘书处提供法律援助) 

 欧洲共同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美国诉诸《解决争端谅解书》第

21.5 条(向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秘书处提供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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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任小组成员，影响苹果进口的措施(2002/3 年) 

 在日本任仲裁员，影响苹果进口的措施：美国诉诸《解决争端谅解书》第 21.5

条(2004/5 年) 

 美洲自由贸易区补贴、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加共体谈判小组首席谈判代表

(1999 年至 2001 年) 

出版物 

 “Coherence, energy, subsidies, carbon taxes and the CARICOM Single Market 

and Economy(CSME)”(2009),available from:www.cavehill.uwi.edu/clic/symposium/ 
presentations/kab.pdf 

 “Opinion on the General Preferential Regime Applicable to Imports of 

Goods Originating in ACP Non-LDC Failing the Conclusion and Entry into Force 

of EPAs by 1 January 2008”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2007) 

 “Can Donors Help Countries to Negotiate and Maintain their Rights under 

Trade Agreements?”, Trade and Aid: Partners or Rivals in Development Policy?, 
Sheila Page(ed.)(Cameron May, 2006) pp.245-275 

 “Defining our Vulnerability: The Commodity Protocols and WTO Rules”, The 
Multilateral Aspects of the ACP-EU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rthelot & Robin 

(eds.)(Agence Francophonie and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2002)pp.117-123 

 Commentary on Stefan Tangermann’s paper on the future of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current round of WTO 

negotiations on agriculture, FAO papers on selected issues relating to the 

WTO negotiations on agricultur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2002) pp.108-115 

 “La importancia de la participación en los procesos multifacéticos de 
la OMC: La Agenda de Desarrollo después de Doha–definida a través de compromisos 
activos” [translation “The importanc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multifaceted WTO 
processes: the post-Doha development agenda - defined through active 

engagement”] Revista Informativa de la Asociacion Boliviana de Economia 
Politica de la Globalizacion (August 2002) 

 “What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Hemisphere Means to Florida Industries: 

Now and in 2005”, University of Florida Levin College of Law’s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n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in the Americas (2001) 14 Fla J. Int’l 
L. 79 et seq. 

 Trade law commentary, “Finding a place for small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Agenda, April 2001, pp.12-13 

http://www.cavehill.uwi.edu/c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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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 to Industrialized Country Markets-a Caricom Perspective”； 

European Commission Parliament,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group, “Towards 
a Development Round: a Seminar on the WTO Millennium Roun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russels, 28 September 2000)；(summary presentation published in 

Report on a Seminar hosted by the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Group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December 2000)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e Berliner Wirtschaftsrechtsgespräche, Ulrich Immenga/Natalie 
Lübben/Hans Peter Schwintowski (Hrsg.),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Conference (Humboldt 

University, May 2000) 

 “The Shiprider Model: An Analysis of the U.S. Proposed Agreement 

Concerning Maritime Counter-Drug Operations in its Wider Legal Context” (1997) 
No.1, Contemporary Caribbean Legal Issues, pp. 1-80 

 “‘Now that the Ship has Docked……’: A Postscript to the Shiprider Debate” 
1997, No. 67, CARICOM Perspectives 

 “The Law of Treaties betwee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y 

P.K. Menon” 1992, Scholarly Research and Review, pp. 82-88 

 “CARICOM: Unity for Survival”, Free Trade in the Americas (An Hemispheric 
Approach),N. Lacasse and L. Perret(eds.)(Wilson and Lafleur Ltd.: Montreal, 1994) 

pp.335-368 

 Caribbean Regional Negotiating Machinery Technical Studies No.1: Trade 

Remedies and the FTAA (1999)pp.1-81 

课程手册 

 国际发展与经济 

 国际组织法 

 外商投资法 

问题文件和简要说明 

 “Caribcan: A Continuum in Canada-Caricom Economic Relations”, review 

requested by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May 1993 

 “Menon on Recognition”, book review requested by Professor P.K. Menon, 

March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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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Trade Policy & Fast Track”(Caribbean Regional Negotiating 

Machinery) November 1997 

 “Overview: From the CUFTA to NAFTA to the FTAA”(Caribbean Regional 

Negotiating Machinery) December 1997 

 Background documents for the 1998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inisterial Meeting, May 1998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rade Remedies in the FTAA context”, 
August 1998 

 “Electronic Commerce”(Geneva Ministerial preparations, 1998) 

 “The WTO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Geneva Ministerial 
preparations, 1998) 

 “Lome Preferences and the WTO: The Banana Case-A Call for the Review 

of some WTO Rules”(1998)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WTO & the ACP: what issues and options?” 
(1999)  

 “Thoughts on the MFN Proposal”, June 1999 

 “The DSB Crisis & Bananas”(1999) 

 Background Notes for the Group of 15(G15)Conference in Bangalore, 

India(1999) 

 “Background Information Note on US-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and US-Import Measur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the EC: Two Recent 

Spin-offs from the Bananas Case”(1999) 

 “UNCTAD X-BANGKOK: Reflections on the Draft Plan of Action from the 

Small Economy perspective-an issue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CARIFORUM 

countries” (11 February 2000) 

 “Appointment of Persons to the Standing Appellate Body-A Caricom 

Perspective” and “Informal Summary” (March 2000) 

 “Notes on the EC/ACP Waiver Request-Some initial responses” (31 March 
2000) 

 “Difficulties attendant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Pursuit of Rights 
in WTO - through the DSM, for example, or in obtaining anticipate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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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in goods and services. Are such difficulties linked to the manner 

of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access commitments or are they link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other measures including TBT/SPS, AD/CV and safeguard 

a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WTO Seminar on Implementation(26 June 2000) 

 “ Report of the Ad Hoc ACP Technical Experts Group(Geneva)-in 

preparation for the ACP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in Brussels” (4 December 
2000) 

 “Bahamas and the WTO-recent developments” (2000) 

 “Workshop on Human Rights Policies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Trade-Related Assistance Agencies: Putting Human Rights First?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Trade Policies”, Bonn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9 and 10 
November 2000) 

 “Briefing Note: The WTO & Caricom-Issues of principal significance 

raised by Caricom Missions” (February 2001-for CARICOM Heads of 

Governments meeting with the Director-General of WTO) 

 “Overview-Trade-related aspects of the Small Economy Debate-finding 

a place for small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the WTO”, presented at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round table, “Developing a Work Programme at the 
WTO on Small Economies”, Marlborough House, London, 30 March 2001 

 “The WTO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 and the ACP Sugar Protocol”； 

presentation at the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States Sugar 

Ministerial meeting (24 to 26 April 2001)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a reality check’-Informa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Council at Senior Official Level”(June 2001) 

 “The state of readiness for a new round: did we understand what we 

were getting into when we signed the URAs? (A case study of the OECS)” 
(June 2001) 

 “Appointment of Persons to the Appellate Body”(3 September 2001)  

 “The developmental role of the EC in the WTO and the British vision 

for the future” (Annual British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fringe meeting, 
30 September–4 October 2001) 

 “Preparations for the Four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Octo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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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trade: trick or treat for the world’s poor?”(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 2 November 2001) 

 “The WTO Prohibition of Export Subsidies: Extension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Article 27.4 of the SCM Agreement”(November 2001) 

 上文清单凸显所处理问题的范围。近年编制的问题文件和简要说明不包括在

内。这些文件和说明一般是应客户政府的具体要求编制的。 

研究课题(搁置) 

 “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与《纽约公约》第 5 条第(1)款(e)项：英联邦加勒比

的模式？” 

 参加会议 

 加拿大与美洲自由贸易，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和卡尔顿大学，1992 年 10 月；

提交论文“加共体”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北美律师、企业和决策者的范围和影响”，华盛顿

特区，1993 年 1 月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业务研讨会，巴巴多斯，1993年4月(由M. Anyadike-Danes

夫人举办)；提交论文“加勒比海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采购和合同谈判研讨会，加勒比开发银行，巴巴多斯，1993 年 7 月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西印度群岛大学渔业监测讲习班，巴巴多斯，1993 年 8

月；提交论文“‘授权官员’在执行东加勒比国家组织渔业立法方面的作用” 

 联合国国际公法，纽约，1995 年 3 月 

 加勒比海讲英语国家仲裁和替代性争端解决研讨会，CLI，巴巴多斯， 1995

年 4 月；提交论文“仲裁裁决的国内和国际执行” 

 联合国国际法研讨会，瑞士日内瓦，1995 年 5 月至 6 月 

 加共体/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律区域研讨

会，巴巴多斯，1996 年 4 月 23 日至 26 日；提交论文“当事方意思自治在国际仲

裁法院的作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加勒比国家工业产权法律起草人次区域

讲习班，巴巴多斯，1996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日；提交论文“《巴黎公约》和《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起草现代工业产权立法的影响” 

 美国贸易政策，美国新闻署国际访问者方案，(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

罗利、克利夫兰、旧金山、圣何塞)，1997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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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与国际协定：对英联邦加勒比管辖区法律信息系统的影响，加勒比法律

图书馆协会(加勒比法律图书馆协会第十二届会议)，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997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提交论文“揭露秘密：呼吁提高条约制定过程的透明

度” 

 美洲国家组织/西印度群岛大学立法起草讲习班，巴巴多斯，1997年 7月 21日

至 8 月 15 日；提交论文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协定对英联邦加勒比的立法影响” 

 乌拉圭回合协议引起的法律问题，加勒比地区英联邦世贸组织讲习班：特里

尼达和多巴哥，1997 年 8 月 18 日至 22 日，担任顾问，提交论文“贸易与发展”

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在加勒比地区执行知识产权法” 

 加共体全球贸易和经济问题包括区域谈判机制内世贸组织问题工作组会议，

圭亚那，1997 年 9 月 12 日和 13 日，“对世界多边贸易和投资问题的看法与世界

贸易组织和在日内瓦的有关组织的 近事态发展”的顾问 

 ILEAP 内罗毕会议，2002 年 5 月 4 日至 6 日，提交论文“在国家一级执行贸

易协议和与贸易有关的协议：问题和需要”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欧洲联盟委员会多哈会议后研讨会，多米

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2002 年 6 月 30 日和 7 月 1日，提交论文 “世贸组织规则

谈判”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粮农组织：世贸组织在东加勒比国家组织能力建设讲习

班：讨论农业协定执行问题和参与农业谈判，2003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顾问) 

 “支持英联邦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防治”研讨会和规划讲习班，2009 年 10

月 1 日和 2日，英联邦秘书处、英联邦基金会、英联邦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行动小

组和国际艾滋病毒/艾滋病联盟，“增加获取艾滋病毒治疗-专利池”(顾问) 

 法律研究中心协会与加共体秘书处和加勒比法院联合赞助的“首届研讨会：

加勒比共同体法目前的发展”，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凯悦酒店，2009 年 11 月 9 日至

11 号，第六届会议：加勒比一体化和贸易问题(顾问)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出口补贴方案改革协商，圣卢西亚 Gros Islet 湾花园酒

店，2010 年 5 月 3 日和 4 日(顾问) 

 “支持英联邦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布鲁塞尔 Husa 总统公园酒店，2010

年 6 月 28 日(顾问) 

 加勒比议员贸易政策区域研讨会，圣基茨和尼维斯万豪度假酒店，2010 年

11 月 25 日和 26 日，“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构、原则和运作(多哈回合谈判)及其对

加勒比增长、发展和福利的影响”(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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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讲座：“登船执法人员协议：越过主权”，巴巴多斯，1997 年 4 月 1 日；

牙买加，1997 年 4 月 17 日；特里尼达和多巴哥，1997 年 4 月 22 日 

 我以加勒比区域谈判机制的身份以及随后在英联邦秘书处内部和牙买加总

检察长办公室作出贡献的会议没有列入清单，包括加勒比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

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欧洲联盟委员会和世贸组织的无数次会议，以

及其他机构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粮农组织、国际贸易和可持续

发展中心、国际发展部和美国律师协会(国际部)主持下举行的对世贸组织工作有

具体影响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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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厄瓜多尔) 
 
 

出生日期：1964 年 3 月 12 日 

 

国际法委员会 

2007-2011 年，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条约保留问题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审定了《条约保留实践指南》的一套准则，

在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活动通过 

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 

在 2009 年国际组织法律顾问和委员会成员会议期间担任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圆桌会议小组成员 

学历 

法学博士，执业律师 

厄瓜多尔基多天主教主教大学法学院，1982-1988 年 

国际法硕士 

秘鲁利马天主教主教大学法学院，1993-1994 年 

智利安德烈斯·贝洛外交学院毕业文凭。获得 佳留学生奖，1988 年 

专业经验 

2012 年至今 

法律顾问 

厄瓜多尔外交、贸易和一体化部 

2006-2011 年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副代表 

2011 年 6 月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主席 
 

2009 年 11 月 

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缔约国第八次会议主席 

2009 年 3 月 

2001 年巴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主席 

2007 年和 2009 年在巴黎举行的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大会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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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年 

厄瓜多尔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代表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法专家咨询机构成员 

国际教育局理事会成员 

2003-2006 年 

厄瓜多尔外交、贸易和一体化部法律顾问 

1998-2003 年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纽约 

厄瓜多尔出席大会第五十三届至第五十七届会议(法律委员会)第六委员会的代表 

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副主席 

大会第五十六届和五十七届会议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

法律保护范围的特别委员会副主席 

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法律保护范围非

正式协商协调员 

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的题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56/83 号决

议谈判协调员 

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题为“有关国家继承的自然人国籍”的第 55/153 号

决议谈判协调员 

厄瓜多尔出席大会“海洋和海洋法”议程项目全体会议代表团团长。谈判了这一

议程项目下的几项决议，包括关于可持续渔业的决议 

999-2003 年 

厄瓜多尔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代表团团长 

2000-2003 年 

厄瓜多尔出席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代表团团长 

厄瓜多尔出席根据大会 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51/210 号决议成立的特设委员会代

表团团长。参加了为缔结《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制止核恐

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而举行的谈判 

1998 至 2002 年，担任厄瓜多尔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 10 届会议的代表团

团长。参加了就各种文书，包括议事规则和证据规则、犯罪要件、《联合国和国

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举行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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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 年 

厄瓜多尔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代表团团长。2002-2003 年担任

主席团成员 

2000 年 4 月 24 日-5 月 19 日 

厄瓜多尔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 2000 年审议大会的代表 

2001 年 

厄瓜多尔出席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代表 

1999 年 

厄瓜多尔出席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谈判，包含根据有关区域各

国自由达成的安排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原则和指导方针的文件获得通过 

1998 年 

促使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的领土争端获得解决的 1998 年和平协议四个谈判小组

中的一个小组的协调员。谈判曾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和利马基多举行 

1995-1997 年 

厄瓜多尔-哥伦比亚边界委员会及厄瓜多尔-秘鲁和厄瓜多尔-智利双边关系协调员 

厄瓜多尔外交部一等秘书 

谈判了关于司法合作、一体化和健康等各种主题达成的双边协定和安排 

1990-1994 年 

厄瓜多尔驻秘鲁大使馆二等和一等秘书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报告员 

1989 年 

在牙买加金斯敦举行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波哥大 

1986-1987 年 

厄瓜多尔外交部海洋法司 

三等秘书 

拟订了厄瓜多尔在海洋法领域的立场 

 

学术活动 

2012 年和 2004-2005 年 

国际法讲师 

安第斯西蒙·玻利瓦尔大学(安第斯共同体系统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院，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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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8 年 

厄瓜多尔天主教主教大学法学院和 SEK 国际大学国际法和普通法讲师，基多 

厄瓜多尔国家高级研究所、厄瓜多尔海军和外交学院国际法和海洋法讲师 

2004 年 8 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厄瓜多尔外交部在基多举办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刑事

法院公务员第一次研讨会演讲人 

2005 年 5 月 

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基多为检察官举办的关于国际司法合作和引渡问题的研讨会

小组成员 

2008 年 

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生院讲学 

书籍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reaties”, Universidad Andina Simón Bolívar, 
Quito(work in progress)，2012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repression of terrorism and its financing: 

conventions and resolutions,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02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siderations for the Agenda of Ecuador, 

Diplomatic Academy Antonio J. Quevedo, Quito, 2002 

关于国际法问题的各种文章和演讲 

 

其他国际和法律活动 

2004-2006 年 

厄瓜多尔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全国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主席 

2004 年 

厄瓜多尔出席厄瓜多尔-美利坚合众国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协定谈判代表团团长 

2003 年 

厄瓜多尔出席美洲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协定谈判代表团团长 

2003-2005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设立、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

际组织共同商品基金执行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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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厄瓜多尔出席在吉隆坡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十三届首脑会

议的代表 

2004-2006 年 

厄瓜多尔美洲调查委托书公约中心局 

2006 年 

厄瓜多尔《被判刑者转移公约》(斯特拉斯堡公约)适用问题国家主管机关 

 

专业协会 

拉丁美洲国际法学会会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会员 

厄瓜多尔律师协会会员 

 

语言 

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