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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2 日和 

7 月 3 日至 8 月 4 日，日内瓦 

  条约的暂时适用 

  秘书处编写的备忘录 

 摘要 

 本研究回顾了过去 20 年向秘书长交存或登记的载有暂时适用规定的(双边和

多边)条约方面的国家实践，包括与这些条约有关的条约行动。分析仅限于 1996

年 1 月 1 日以来缔结且已得到暂时适用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在联

合国秘书处登记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此外，还分析了一些已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但

尚未生效的多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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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委员会在第六十八届会议上，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备忘录，分析过去 20 年向

秘书长交存或登记的载有暂时适用规定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方面的国家实践，包

括与这些条约有关的条约行动。1
 本备忘录分析了 1996 年 1 月 1 日以来缔结且

已暂时适用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的双边和多

边条约。此外，备忘录还分析了一些已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但尚未生效的多边条约。

备忘录中提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只涉及在其范围内审查的条约。 

2. 备忘录分析了《联合国条约集》(《条约集》)中收录的上述时间段内的相关

条约及有关条约行动。找出了载有“暂时适用”和“暂时生效”字样的相关条约

和条约行动。2
 有时也用“临时适用(temporary application)”或“临时适用(interim 

application)”来表示暂时适用。但是，对“暂时适用”与“暂行条约”和“临时

条约”等其他概念做了区分。缔结暂行条约是为了弥合永久条约生效之前的时间

差，而临时条约是有确定终止日期的条约。用语的不同反映了各国和国际组织在

条约的暂时适用方面有多种不同的实践做法。 

3. 本备忘录所作分析依据的是 400 多项相关双边条约。《条约集》收录的双边

条约仅限于在秘书处登记的条约。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施行细则》3
 第

1 条第 2 款，条约生效时应进行登记。《细则》对“生效”做了宽泛解释，其中包

括条约的暂时适用。4
 但在实践中，暂时适用的双边条约通常是在其生效后才由

缔约方进行登记。5
 此外，还注意到并非所有生效的双边条约事实上都已经登记。

因此，在本分析所涉期间暂时适用的双边条约的数目实际上高于《条约集》收录

的双边条约数目。 

4. 本备忘录分析了 40 多项多边条约。《条约集》只包含向秘书处登记和(或)交

存秘书长的多边条约。多边条约仅在秘书长为指定保存人时才向其交存。就许多

多边条约而言，秘书长并不是指定保存人。此外，多边条约一般只在生效后才登

记。6
 因此，《条约集》收录的多边条约主要限于已经生效和登记的条约及已交

存秘书长但尚未生效的条约。与双边条约一样，在本分析所涉期间暂时适用的多

边条约的数目实际上高于《条约集》收录的多边条约数目。 

5. 某些多边条约仅限特定的当事方参加。就本研究而言，这种有限参加的条约被

称为“成员数目有限的条约”。本研究还涵盖一些所谓“混合协定”，即欧洲联盟及

__________________ 

 1 A/71/10，第 302 段。 

 2 关于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5 条中所用术语如何从“暂时生效”转变为“暂时适用”，

见 A/CN.4/658。 

 3 经大会 1949 年 12 月 1 日第 364(IV)号决议、1950 年 12 月 12 日第 482(V)号决议和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41 号决议修订的 1946 年 12 月 14 日第 97(I)号决议。 

 4 《联合国各机关惯例汇编》，第五卷，《宪章》第九十二至一百一十一条(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1955.V.2(第五卷))，第 102 条，第 32-34 段。 

 5 例外情况是由联合国依职权经为登记的条约。 

 6 例外情况是商品协定和成员数目有限的某些其他多边条约。 

http://undocs.org/ch/A/71/10
http://undocs.org/ch/A/CN.4/658


 A/CN.4/707 

 

5/32 17-04066 (C) 

 

其成员国为一方与第三方为另一方缔结的协定。虽然混合协定通常作为双边条约登

记，但它们需要欧洲联盟及其每个成员国批准、核准或接受。因此，混合协定与双

边和多边条约、特别是与成员数目有限的多边条约在结构上有某些相同特点。 

6. 一项条约的问题领域对暂时适用的方式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在本项研究中，

若干(主要是)暂时适用的双边条约涉及跨界运输、移民和劳工跨界流动以及国籍、

移民和常住问题。几项条约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和(或)有关国际组织之

间的自由贸易。各国就军事合作事项也使用暂时适用。此外，裁军和不扩散领域

的合作也一直是双边和多边条约暂时适用的主题。国际组织与国家或其他国际组

织缔结的许多条约是东道国协定或所址协定，目的是建立新的体制结构，其中通

常载有关于该组织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法律地位的规定。 

7. 本研究所分析的大量多边条约是商品协定。尽管商品协定有其独特性，但

它们属于建立体制安排的暂时适用条约大类范畴。由此产生的暂行体制安排有

别于为建立国际组织而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

员会。7
 这类筹备委员会通常是由暂时协定设立的，该协定在相关组织的永久

组成文书生效时即终止。 

8. 备忘录第二节分析了与条约暂时适用的法律依据有关的实践。如 1969 年《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 年《维也纳公约》)
8
 第 25 条第 1 款所述，暂时适用的

法律依据可在条约本身或一项单独协议中予以说明。第三节分析了按条约规定或

在某一外部事件发生时开始暂时适用条约方面的实践。第四节分析了采用不同方

法将暂时适用的范围限于条约某一部分或通过提及缔约方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做

此限制的实践做法。第五节讨论了以通知或缔约方协议的方式终止暂时适用的不

同实践做法。每一节都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作了区分。虽然双边条约和多边条

约的暂时适用有一些共同特点，但本备忘录所审查的实践做法表明，在这两种条

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下文第六节概述了前几节中表述的意见。 

 二. 暂时适用的法律依据 

9.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规定了暂时适用的两种不同法律依据：“条约

或条约之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

(b) 谈判国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大多数双边条约是依据条约中的一项条款

而暂时适用。相反，多边条约通常是依据一项单独协议而暂时适用。载有关于暂

时适用条款的条约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说明暂时适用的原因，9
 而单独协议在这方

__________________ 

 7 该委员会是由 1996 年 11 月 19 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国的一项决议成立的(CTBT/ 

MSS/RES/1)。 

 8 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1 款列入

了同一表述，但做了必要修改(A/CONF.129/15；截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尚未生效)。关于该条

款的讨论，见 A/CN.4/676。 

 9 作为例外，《德国与瑞士关于建造和维护莱茵费尔登(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费尔登(阿尔高州)

之间跨莱茵河高速公路大桥的协定》规定：“为使大桥尽早启用通车，本协定的规定将暂时适

用”(第 16 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545 卷，第 275 页，见第 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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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规定往往更加明确，说明采取权宜办法的必要性，或者说明存在哪些意想不

到的困难导致在缔结主要条约之时难以满足批准要求。 

 A. 依据条约条款的规定暂时适用 

10. 在双边和多边条约中，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通常都作为一项单独规定列入条约

的最后条款，或列入关于生效的条款内。双边和多边条约使用“暂时适用”或“暂

时生效”的措辞来说明条约在生效之前的适用。这方面的例外情况是商品协定，某

些商品协定区分个别国家所作的暂时适用声明和协定的暂时生效。一些条约使用不

同词语来表示“暂时”，例如“临时(temporary)”或“临时(interim)”。当条约意指“暂

时生效”时，可能使用“最终生效”这一术语来表示条约依据正常程序生效。 

 1. 双边条约 

11. 大多数双边条约载有一项允许暂时适用的明确条款。这一条款通常或者作为

一项单独规定，或者在名为“生效”的总标题之下列入条约的最后条款。 

12. 对“暂时”和“适用”这两个术语的用语表达也有不同。许多条款使用的是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建议的术语，即协定“将暂时适用”。一项双边条

约明确提到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10
 其他用语有“暂时生效”、“暂

时执行”和“暂时有效”。例如，《阿根廷与苏里南关于普通护照持有者豁免签证

的协定》“将暂时生效”(第 8 条)。11
 《瑞士与列支敦士登关于列支敦士登环境

税问题的条约》第 5 条规定，条约“将暂时执行”。12
 同样，《西班牙与安道尔

关于废物转移和管理的协定》第 13 条规定，“其所有条款应予执行并有效，尽管

是暂时性的”。13
 《西班牙与斯洛伐克关于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协定》“将暂

时生效”(第 14 条第 2 款)。14
 此外，《俄罗斯联邦与白俄罗斯关于组建联盟的条

约》第 19 条规定，条约“将暂时适用”。15
 

13. 一些双边条约不使用“暂时”这一措辞，而是用“临时(temporary)”或“临时

(interim)”适用。例如，构成联合国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之间关于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地位问题的协定的换文第 33 段规定，“本协

定的规定将临时适用”。16
 《马来西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关于建立开发署

全球共享服务中心的协定》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协定“将临时适用”。17
 如第一节

所述，必须将关于暂时适用的这些用语与有固定终止日期的暂行条约区别开来。 

__________________ 

 10 《西班牙与科威特关于外交护照免签证的协定》，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0090 号。 

 11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1407 号。 

 12 同上，第 2761 卷，第 23 页，见第 29 页。 

 13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0313 号。 

 14 同上，第 2098 卷，第 371 页，见第 357 页。 

 15 同上，第 2120 卷，第 595 页，见第 616 页。 

 16 同上，第 2042 卷，第 23 页，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信，第

33 段；另见《白俄罗斯与爱尔兰关于在爱尔兰的白俄罗斯未成年公民回返条件的协定》，同上，

第 2679 卷，第 65 页，见第 79 页，第 15 条。 

 17 同上，第 2794 卷，第 67 页，见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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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多边条约 

14. 许多多边条约同双边条约一样载有允许暂时适用的条款。关于暂时适用的条

款还通常或者作为一项单独规定，或者在关于“生效”的条款内列入条约的最后

条款。如随后各节讨论的，与双边条约的相关做法不同，多边条约中关于暂时适

用的条款是根据具体多边条约的特点而定的。 

15. 关于术语的使用，多边条约同双边条约一样使用“暂时适用”或“暂时生效”。

《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关于执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 7 条规定，《协定》“在其生效之前予以

暂时适用”。18
 同样，《关于萨瓦河盆地框架协定修正案的协定》和《关于萨瓦河

盆地框架协定航行制度的议定书》指出，“应予以暂时适用”(第 3 条第 5 款)。19
 《俄

罗斯联邦多边核环境方案框架协定》第 18 条第 7 款指出，《协定》“应自签署之日

起暂时适用”。20
 此外，《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规约》21

 第 21 条第 1 款和《设立

支持非正规教育政策的“Karanta”基金会和在附件中列入基金会章程的协定》(《设

立“Karanta”基金会协定》22
 第 8 条规定，有关条约“将暂时生效”。 

16. 条约明确规定暂时适用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商品协定，这些协定通常包含关

于“暂时适用”、“暂时生效”或“暂时接受”的条款。一些商品协定使用其中

一个术语，其他协定则区分暂时适用和暂时生效。例如，2005 年《国际橄榄油

和食用橄榄协定》包含关于“暂时适用的通知”的第 41 条和关于“生效”的第

42 条。23
 第 42 条第 3 款规定： 

  如果到 2006 年 1 月 1 日，本条第 1 款或第 2 款所规定的生效要求仍未

得到满足，则保存人应请那些已确定地签署本协定，或已批准、接受或核准

本协定、或已通知它们将暂时适用本协定的政府决定是否在它们确定的某个

日期，使本协定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它们之间最终生效或暂时生效。24
 

《协定》在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5 月 25 日暂时生效。在此期间，国际橄

榄油理事会通过主席、成员理事会和执行秘书处暂时运作。25
 对其他商品协定

也可看到类似情况。26
 

__________________ 

 18 同上，第 1836 卷，第 41 页，见第 46 页。 

 19 同上，第 2367 卷，第 697 页，见第 698 页。 

 20 同上，第 2265 卷，第 5 页，见第 14 页。关于赔偿的议定书，相关诉讼程序和赔偿(同上，第

35 页，见第 38 页)，第 4 条第 8 款载有同样措辞。 

 21 同上，第 2233 卷，第 207 页，见第 229 页。 

 22 同上，第 2341 卷，第 3 页，见第 29 页。另见第 47 页(第 49 条)。 

 23 同上，第 2684 卷，第 63 页，见第 128-129 页。 

 24 同上(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25 见 2005 年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第 3 条第 1 款。 

 26 例如，见 1994 年《国际咖啡协定》第 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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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商品协定属于建立体制安排的暂时适用条约的大类范畴。这方面的另一项相

关多边条约是《建立加共体标准和质量区域组织协定》。27
 《协定》第 18 条(暂

时适用)规定，《协定》“可由不少于第 3 条第 1 款所提国家中的 8 个签署国暂时

适用”。按照第 18 条的规定，《协定》于 2002 年 2 月 5 日暂时适用，从而设立了

一个理事会、几个特别委员会和一个秘书处。28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缔约方还

缔结了《建立加共体标准和质量区域组织的协定的暂时适用议定书》，其中回顾

了上述第 18 条，并规定了协定在缔约方之间的暂时适用。29
 《议定书》是在《协

定》通过一天后缔结的。 

18. 《设立“Karanta”基金会协定》也包含类似的关于暂时适用的两步安排。30
 

《协定》第 8 条(生效)规定，《协定》“应在创始成员国签署时暂时生效，在这些

国家批准时最终生效”。《协定》第 9 条(过渡性安排)补充规定，“为设立基金会初

步机关的目的，应创建一个特设指导委员会”。《协定》所附《“Karanta”基金会

章程》还在第 49 条中列入一项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措辞与上述第 8 条相同。

因此，《协定》本身为设立基金会的初步机关而创建了一个特设委员会，同时《章

程》也暂时适用，并以此创设了基金会及其各种机关。 

19. 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修正案也可暂时适用。一些组成文书规定，修正案若获

得主管机关内一定多数通过，可对所有成员国暂时生效。31
 然而，大多数组成

文书没有规定采取这种简化修正案程序，而是为修正案生效规定了较高的定性或

定量要求。因此，一些国际组织通过其主管机关决定暂时适用修正案。例如，《世

界旅游组织(世旅组织)章程》第 14 条的修正案32
 以及《世旅组织章程》所附《筹

资细则》第 4 段的修正案已被登记为暂时适用。33
 《世旅组织章程》关于修正

案的第 33 条没有对暂时适用作出规定，而是要求修正案需得到三分之二的成员

核准才能生效。世旅组织大会第 365(XII)(1997)号决议遗憾地指出，“第 134(V)

号决议通过的《章程》第 14 条的修正案[......]尚未获得必要数目国家的批准”，并

“决定该修正案在获得批准之前暂时适用”。在第 365(XIII)号决议通过后，世旅

组织大会还通过了第 422(XIV)(2001))号决议，其中直接“决定，作为例外情况，

在根据《章程》第 33 条第 3 款生效之前，《筹资细则》新的第 4 款应立即暂时适

用”。第 365(XII)号决议可被视为是通过一个单独协议予以暂时适用，34
 而第

422(XIV)号决议不仅对修正案作出规定，还包含一项关于暂时适用修正案的条款。 

__________________ 

 27 同上，第 2324 卷，第 413 页，见第 422 页。 

 28 见《建立加共体标准和质量区域组织协定》关于“加共体标准和质量区域组织的组成”第 5 条。 

 2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6 卷，第 359 页，见第 360 页。 

 30 同上，第 2341 卷，第 3 页，见第 29 和 47 页。 

 31 例如见《关于建立国际疫苗研究所的协定》附录所载《国际疫苗研究所章程》第二十条，联合

国，《条约汇编》，第 1979 卷，第 199 页，见第 215 页；《关于建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协定》

第 12 条，同上，第 1059 卷，第 191 页，见第 205 页。 

 32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14403 号。 

 33 同上。 

 34 下文第二.B 分节将更详细讨论以单独协议的形式暂时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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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号议定书和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35
 中可以看到与世旅组织两项修正案相类似的情况。《欧洲人权

公约》缔约方通过了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因为“考虑到迫切需要对《公约》采

取一些补充程序，以便长期保持和提高其控制系统的效率”。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

于 2009 年通过，并于 2010 年生效。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第 6 条允许其在生效之

前暂时适用，有 7 个国家依据这一暂时适用而行事。2009 年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

与 2004 年第 14 号议定书之间的区别是，前者列入一项关于暂时适用的明确条款；

由于难以达到生效条件，2004 年第 14 号议定书最终依据 2009 年通过的一项单独

协议而予以暂时适用。36
 

21.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罗马规约》)是组成文书明确准许暂时适用修

正案，即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修正案的例子。37
 《罗马规约》第 51 条第 3

款规定： 

  在《程序和证据规则》通过后，遇《规则》未对本法院面对的具体情况

作出规定的紧急情况，法官得以三分之二多数制定暂行规则，在缔约国大会

下一次常会或特别会议通过、修正或否决该规则以前暂予适用。 

2016 年 2 月 10 日，法官们根据《罗马规约》第 51 条第 3 款，在全体会议上采取

行动，通过了《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则 165 的暂定修正案。38
 这是第一次使用

第 51 条第 3 款规定的程序。这些修正案随后由缔约国大会治理问题研究小组和

修正案工作组进行审议。缔约国大会在 2016 年 11 月 16 日至 24 日第十五届会议

上没有就修正案采取行动，而是决定继续在修正案工作组内审议该事项。39
 鉴

于没有就暂定修正案作出决定，对国际刑事法院如何进一步适用暂行规则表达了

不同看法。一方面，有人指出，在修正案工作组审议暂行规则时法院不应适用该规

则。40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大多数代表团赞成通过修正案，并认为“法院，而且

只有法院才能决定应以何种方式执行《程序和证据规则》中与其有关的条款”。41
  

 B. 依据单独协议暂时适用 

22. 关于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暂时适用的单独协议都是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缔

结的：⑴ 在不包含关于暂时适用条款的主要条约缔结之时；⑵ 主要条约缔结之

__________________ 

 35 2010 年 6 月 1 日，《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号议定书生效(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677 卷，第

3 页)，修订了公约的控制系统(同上，第 213 卷，第 221 页)。从该日起，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

停止生效或暂时适用。详情见欧洲委员会条约司网站：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 

conventions/treaty/204/signatures?p_auth=TcvmmsqV (2017 年 2 月 17 日查阅)。 

 36 见下文第二.B.2 分节。 

 3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 页，见第 117 页。 

 38 见治理问题研究小组群组一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则 165 的暂定修正案的报告

(ICC-ASP/15/7)和修正案工作组的报告(ICC-ASP/15/24)。 

 39 2016 年 11 月 24 日缔约国大会决议 ICC-ASP/15/Res.5，附件一，第 19 段。 

 40 ICC-ASP/15/20(Vol. I)，附件五，第 5 段(肯尼亚的声明)。 

 41 ICC-ASP/15/20(Vol. I)，附件六，第 3 段(比利时的声明)。 

http://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204/signatures?p_auth=TcvmmsqV
http://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204/signatures?p_auth=Tcvmms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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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种区别就多边条约而言尤其明显；多边条约要达到生效要求往往难度更大。

多边条约还存在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未参加条约谈判的国家可能会在晚些时候

加入条约。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按照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1(b)

款，没有参加谈判的国家是否也将被视为“谈判国”？ 

 1. 双边条约 

23. 很少有双边条约依据单独协议而暂时适用。这种单独协议所用的术语与载有

关于暂时适用条款的双边条约所用术语相同。 

24. 如上文所述，可根据单独协议的缔结时间，区分两类关于双边条约暂时适用

的单独协议：⑴ 在缔结主要条约时，缔约双方缔结了规定主要条约暂时适用的另

一项条约(就双边条约而言，主要条约可以附在关于暂时适用的单独条约之后)；

⑵ 缔约方随后以某种其他形式同意暂时适用条约，这一点在登记时未必明示。 

25. 第一类的一个例子是《德国和荷兰之间关于储蓄收入征税的协定》及其暂时

适用。42
 在该协定中，两国同意暂时适用德国信函附录所载《荷属阿鲁巴与德

国之间关于自动交换付息形式储蓄收入的信息公约》。公约本身并未载有关于暂

时适用的条款。 

26. 上述例子与《荷兰与卡塔尔之间关于航空服务的协定修正案》43
 形成对照。

该修正案附于缔约双方的换文之后，“应被视为构成两国政府之间就这一问题的

一项协议，按照协定第十五条第 2 款，应予暂时适用”。《航空服务协定》第十五

条(修订)第 2 款规定： 

  在磋商中决定的就本协定作出的上文第 1 款所述任何修改，应在缔约方

之间以书面形式商定，并在每一缔约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已完成各自国

家宪法要求的手续之前，自商定之日起暂时生效。 

这样，缔约方对修正案适用了协定所载关于暂时适用的一项特别条款。虽然换文构

成关于暂时适用的协议，但这类协议最终是以原始条约中的暂时适用条款为依据。 

27. 更为普遍的是，双边条约中的一些修正条款可能引征关于生效的规定，而这

些规定反过来又包括一项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一个例子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与乌干达之间关于在乌干达设立办事处的协定》，其中第二十二条第 3 款

指出，“本协定可经缔约双方同意作出修订，并应按上文第 1款规定的条件生效”。

第 1 款规定： 

  本协定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暂时适用。在人权高专办收到[原话]政府通知

确认其已完成协定生效的必要法律手续之日，协定生效。 

在这方面，问题在于这一反致是否意味着“第 1 款规定的条件”也包括暂时适用

修正案的可能性。其他协定不包括这一反致。《关于在乌克兰设立联合国难民事
__________________ 

 42 联合国，《条约汇编》，[该卷尚未出版]，第 49430 号。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荷兰缔结了若干类

似条约。 

 43 同上，第 2265 卷，第 77 页，见第 84-85 页和第 507 页，见第 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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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高级专员外地办事处的协定》第十七条第 4 款规定，“修正应以联合书面协议

形式作出”。44
 据此，通过关于修正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乌克兰之

间协定第 4 条第 2 款的一项单独议定书对协定做出修正，其中规定修正案暂时适

用。45
 

28. 条约的修正案也可能延长条约的暂时适用。在构成比利时与荷兰之间协议延

长 1995 年 2 月 13 日《关于隶属海牙欧洲刑警组织禁毒局的比利时联络官的地位

问题的协定》的换文中，双方商定，“将生效之前正在暂时执行的 1995 年 2 月 13

日协定自 1996 年 3 月 1 日起无限期延长”。46
 1995 年 2 月 13 日协定缔结的最初

期限为一年，但可延期。一个类似例子是构成西班牙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协议延

长关于追踪站的协定的换文，该协定“从 1997 年 1 月 29 日起暂时适用”。47
 关

于追踪站的协定没有列入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协定最初缔结期限是 10 年，后

经若干换文延长。 

29. 上述第二类单独协议，即在后来某一时间点通过单独协议予以暂时适用的例

子有：《荷兰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关于美国人员在荷属加勒比地区地位的协定》；48
 

《拉脱维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关于合作打击恐怖主义、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及其前体以及有组织犯罪的协定》；49
 《联合国与哈萨克斯坦关于建立联合国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办事处的协定》。50
 虽然这些条

约未就暂时适用作任何说明，但它们被登记为已经暂时适用。尽管国家和国际组

织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登记暂时适用的条约，但如第一节所指

出的，条约往往在生效之后才作登记。51
 

30. 通过单独协议予以暂时适用的一个特殊例子是《德国与克罗地亚之间关于技

术合作的协定》。52
 虽然协定第 7 条载有一项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但第 5 条规

定暂时适用“1996 年 3 月 12 日克罗地亚共和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之

间的协定，但第 9 条中的特别规定除外”。协定接下来指出：“由于后一项协定是

克罗地亚共和国 1996 年 3 月 12 日签署的，但从未生效，本协定缔约方认为，该

协定在生效之前将暂时适用。”53
 换言之，德国和克罗地亚同意暂时适用一项只

有克罗地亚是缔约方且尚未生效的协定。 

__________________ 

 44 同上，第 1935 卷，第 245 页。 

 45 同上，第 2035 卷，第 288 页。 

 46 同上，第 2090 卷，第 256-257 页。 

 47 同上，第 2006 卷，第 509 和 521 页。 

 48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1578 号。 

 49 同上，第 2461 卷，第 229 页。 

 50 同上，第 2761 卷，第 344 页。 

 51 见上文第一节。 

 5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06 卷，第 439 页。 

 53 同上(德文原件的非正式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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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多边条约 

31. 在条约中没有关于暂时适用条款的情况下，若干多边条约是按谈判国家或实

体缔结的单独协议暂时适用的。与双边条约一样，可根据单独协议缔结的时间区

分两类关于多边条约暂时适用的单独协议：⑴ 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缔结主要协定时

同意暂时适用条约；⑵ 他们在后来的协议中同意暂时适用条约。 

32. 第一类的一个例子是 2002 年 2 月 4 日通过的《建立加勒比共同体气候变化

中心的协定》。54
 这一协定没有规定暂时适用，但根据 2002 年 2 月 5 日缔结的

《关于暂时适用建立加勒比共同体气候变化中心的协定的议定书》予以适用，“以

使加勒比共同体气候变化中心迅速投入运行”。55
 一个类似例子是《经修订的关

于建立加勒比共同体包括加共体单一市场和经济体的查瓜拉马斯条约》，56
 该订

正条约根据《关于暂时适用经修订的查瓜拉马斯条约的议定书》而暂时适用。57
  

33.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14 号议定书属于第二类根据单独协议予

以暂时适用的情况。第 14 号议定书暂时生效的依据是《关于第 14 号议定书生效前

暂时适用其某些规定的协定》(《马德里协定》)。58
 第 14 号议定书于 2004 年获

得通过，随后《欧洲人权公约》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缔约国批准了议定书。为使第

14 号议定书可暂时适用，欧洲委员会成员国通过了《马德里协定》。已经批准第 14

号议定书的一些国家在议定书于 2010 年生效之前已开始暂时适用。《马德里协定》

前导句提到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荷兰宣布暂时适用议定书，这均表明

最初未预见到要暂时适用。荷兰指出，“上述[马德里]协定完全符合《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第 25 条第 1(b)款的规定，即条约未明确就暂时适用作出规定的情形下暂

时适用条约”。59
 由于第 14 号议定书推迟生效，各成员国在《马德里协定》后不

久又通过了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议定书 14 之二包括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60
 

34. 商品协定是根据单独协议暂时适用的特殊情况。虽然商品协定通常就暂时适

用和(或)生效作有规定，但也可列入类似 2005 年《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第

42 条第 3 款那样的条款，该款指出： 

  如果到 2006 年 1 月 1 日，本条第 1 款或第 2 款所规定的生效要求仍未

得到满足，则保存人应请那些已确定地签署本协定，或已批准、接受或核准

本协定、或已通知它们将暂时适用本协定的政府，决定是否在它们确定的某

个日期，使本协定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它们之间最终生效或暂时生效。 

__________________ 

 54 联合国，《条约汇编》，[该卷尚未出版]，第 51181 号。 

 55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1181 号。 

 56 同上，第 2259 卷，第 293 页。 

 57 同上，第 440 页。 

 58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194 号。关于阿尔巴尼亚、比利时、爱沙尼亚、德国、列支敦士

登、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所作的暂时适用声明，见联

合国，《条约汇编》，第 2677 卷，第 30 页。 

 5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677 卷，第 35 页。 

 60 见上文第二.A.2 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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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该条款便为各国政府通过集体决定使协定暂时生效提供了可能性。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61
 1993 年《国际可可协定》62

 和 2010 年《国际可可

协定》就是根据这样一项决定暂时生效的。63
 应将这种集体决定与国际组织的

机关作出的关于暂时适用与第三方缔结的条约的决定区别开来。64
 

35. 许多商品协定期限有限，因此规定由主管机关通过决定来延长协定。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第 46 条第 1 款规定，“协定在其生效后四年内有效，除

非理事会根据本条规定，通过特别表决决定延长、重新谈判或终止协定”。与上

文所述的其他协定不同，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在 1997 年 1 月 1 日只是

暂时生效。2000 年 5 月 30 日和 2002 年 11 月 4 日，理事会分别决定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和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将协定分别延长三年。因此延长了暂时生效的协

定。1993 年《国际可可协定》的延期与此相类似。 

36. 与 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一样，2005 年《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

定》第 47 条第 1 款规定，协定“的有效期直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除非国际橄

榄油理事会按照本条规定，通过其成员理事会决定延长、延期、延续或终止协定”。

2014 年 11 月 28 日，国际橄榄油理事会通过一项决定，将协定延长一年。65
 该

决定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然而，与 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不同的是，

2005 年《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按照第 42 条规定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最

终生效。在就延长协定作出决定时，以色列已宣布暂时适用协定，而且从未批准

协定。因此可以说，国际橄榄油理事会的决定构成对一个国家延长暂时适用 2005

年协定的一项协议。 

37. 关于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1(b)款中“谈判国”一词是否使得加

入国无法缔结关于暂时适用的协议问题，依据本报告所研究的多边条约无法做出

明确回答。如上段所述，一些商品协定从未最终生效。如果国家或其他实体决定

延长只是暂时生效的协定，此类决定也适用于加入商品协定的国家。例如，若干

国家加入了 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危地马拉、墨西哥、尼日利亚、波兰、

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瓦努阿图)，该协定曾数次延长。还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2006 年独立的黑山继承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号议定

书。66
 因此，黑山可以选择根据《马德里协定》暂时适用第 14 号议定书的某些

规定，但它并没有这样做。 

__________________ 

 61 见《联合国条约集》，保存人，条约现状，第十九章(商品)，39，《国际热带木材协定》，1994

年，可查阅 https://treaties.un.org。 

 62 见《联合国条约集》，保存人，条约现状，第十九章(商品)，38，1993 年《国际可可协定》，可

查阅 https://treaties.un.org。 

 63 C.N.567.2012.TREATIES-XIX.47(交存通知)。 

 64 见 A/CN.4/699/Add.1 号文件关于欧洲联盟做法的例子。 

 65 联合国，《条约汇编》[该卷尚未出版]，第 47662 号。 

 66 同上，第 2677 卷，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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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暂时适用的开始 

38. 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都会规定可以开始暂时适用的具体条件。暂时适用的开

始取决于条约中规定的某些程序，在少数情况下取决于某一外部事件的发生，如

通过了一项法律或另一项条约生效。条约也可将条约规定的程序性条件和发生外

部事件的要求结合起来。 

 A. 由条约规定的开始 

39. 暂时适用的开始通常有三种不同方式：⑴ 签署时即开始；⑵ 在确定日期开

始(包括暂时适用的追溯效力)；⑶ 在通知时开始。与双边条约不同的是，多边条

约还可能出现第⑷种情况，即由条约设立的机关决定开始暂时适用。 

40. 关于第⑶种方法，双边条约开始暂时适用的通知通常指的是收到一份肯定的

说明或信函。而在多边条约中，指的是缔约方通知保存人其暂时适用协定的意愿。

多边条约可进一步规定何时可以发出这种通知。如果暂时适用的通知可以在签署

时或签署后的任何时间发出，那么即使在条约生效后，依然存在暂时适用的可能

性。但如果只能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阶段发出暂时适用的通知，那么协定

生效后就不存在暂时适用的可能性。 

 1. 双边条约 

41. 缔约方签署条约是双边条约暂时适用的一项共同条件。暂时适用可在签署之

日或签署后不久开始。这方面使用的措辞包括下列例子：“自签署之日起暂时生

效”，“自签署之日起开始临时适用”，“自签署之日起所有条款将得到执行并生效，

尽管是暂时性的”，“自签署之日起，所有条款开始适用并生效，尽管只是暂时性

的”，“自签署之日起开始临时适用”及“自签署之日起 30 天后开始暂时适用”。 

42. 一些双边条约也会确定在条约签署日期之外的某一个日期开始暂时适用条

约。常见的用语包括：“自 2010 年 4 月 1 日开始暂时适用”，“自 2003 年 5 月 1

日开始暂时适用”及“如果本协定在 1996 年 7 月 1 日之前没有生效，则从 1996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暂时适用协定”。 

43. 许多双边条约的暂时适用也取决于条约缔约方的相互通知。相关用语包括：

“自互换这些照会之日起暂时适用”，“自互换照会之日起十天后暂时适用”，“自

收到该肯定回复照会之日起暂时适用”，“自该部门答复之日起暂时适用”及“自

该照会日期起暂时适用”。 

44. 作为在特定日期开始暂时适用的变通做法，一些双边条约会规定具有追溯效

力的暂时适用。以《比利时和奥地利主管当局关于报销社会保障相关事项费用的

协定》为例。根据其第 5 条，协定经签署于 2001 年 12 月 3 日暂时适用，经通知

于 2003 年 8 月 1 日正式适用，其效力追溯至 1994 年 1 月 1 日。67
 该协定第 5

条第 1 款规定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 

 67 同上，第 2235 卷，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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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应通过外交渠道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已完成本协定生效所需的

宪法程序。本协定应在收到最终通知之日后第三个月的第一天生效，并追溯

至 1994 年 1 月 1 日。本协定在生效之前自签署之日起开始暂时适用，关追

溯至 1994 年 1 月 1 日。68
 

同样，构成荷兰与卡塔尔之间协议续签《军事人员和部队装备部队地位协定》的

换文载有下列规定： 

  如果卡塔尔国认为该建议可以接受，则大使馆提议，本照会和对其的肯

定答复共同构成荷兰王国与卡塔尔国之间的一项协定，在荷兰议会核准之前，

该协定自卡塔尔国答复之日起暂时适用。如果卡塔尔国的答复日期晚于 2005

年 9 月 7 日，则协定将从该较晚日期起具有追溯效力。 

根据上述照会的规定，协定于 2005 年 8 月 6 日开始暂时适用，于 2005 年 12 月

18 日生效。 

 2. 多边条约 

45. 关于暂时适用的开始，多边条约包含与双边条约一样的程序性条件：⑴ 经签

署；⑵ 确定日期；⑶ 通知保存人。虽然程序性条件可能相同，但在本研究报告所

分析的多边条约中，每项程序性条件的使用频率不一。正如上文所述，多边条约

中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往往视具体条约而定，可能综合不同的程序性条件。多边

条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修正案可以经由⑷ 国际组织的决定而暂时适用。 

46. 成员数目有限的多边条约通常会规定一经签署即开始暂时适用。例如，《俄

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关于深化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一体

化的条约》第 26 条作出了如下规定： 

  本条约自签署之日起暂时适用，自向保存人俄罗斯联邦送交通知，确认

缔约方已完成条约生效所需的必要内部程序之日起生效。69
 

《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规约》、70
 《关于必须离开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国民过境

许可的协定》71
 和《建立“Karanta”基金会的协定》72

 也包括类似条款。如上

文所述，这些条约中有一些涉及体制安排，而谈判方签署条约是建立这些体制安

排的基础。《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快速反应部队协定》就是一个在国际组织框

架内缔结并暂时适用的多边条约实例。73
 此外，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为一方与

__________________ 

 68 同上，第 2386 卷，第 343-346 页。 

 69 同上，第 2014 卷，第 15 页，见第 60 页。 

 70 同上，第 2233 卷，第 207 页，见第 229 页(第 21 条第 1 款)。 

 71 同上，第 2307 卷，第 3 页，见第 125 和 127 页。 

 72 同上，第 2314 卷，第 3 页，见第 29 和 47 页。 

 73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05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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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为另一方缔结的一些混合协定也规定签署后即暂时适用。74
 如第一节所

述，这种混合协定具有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特别是成员数目有限的多边条约的

结构特点。75
 

47. 一些商品协定会允许在某一特定日期前暂时生效。例如，1994 年《国际咖啡

协定》第 40 条第 2 款(生效)规定： 

 本协定可于 1994 年 10 月 1 日暂时生效。为此目的，如果签署国政府或经延

期的 1983 年国际咖啡协定的其他缔约方发出通知，承诺依照本国法律规章

暂时适用本协定，并承诺尽快依照本国宪法程序寻求协定的批准、接受或核

准，而且联合国秘书长至迟在 1994 年 9 月 26 日收到这种通知，则这种通知

的效力应被视为等同于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的效力。76
 

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也规定了暂时生效的日期，但结合了实质性条件。

如第 41 条第 2 款(生效)指出： 

 如果本协定于 1995 年 2 月 1 日未最终生效，则应在该日期或之后六个月内

的任何日期开始暂时适用，条件是本协定附件 A 所列持有至少 50%总票数

的 10个生产国政府和本协定附件B所列持有至少 65%总票数的 14个消费国

政府正式签署了本协定，或根据第 38 条第 2 款批准、接受或核准了本协定，

或根据第 40 条通知了保存人他们将暂时适用本协定。77
 

48. 发出通知是开始暂时适用最常见的手段。例如，《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

定》(《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 41 条第 1 款规定： 

 书面通知保存人同意暂时适用本协定的国家或实体暂时适用本协定。暂时适

用自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 

在该协定 2001 年 12 月 11 日生效之前，协定的当前缔约方都没有利用这一可能

性。78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委员会几个成员国根据《马德里协定》发出了

暂时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号议定书有关规定的通知。79
 《马德里协定》

(b)款规定： 

 任何缔约方都可在任何时候向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发出通知，声明其接受暂时

适用第 14 号议定书的上述部分。这种接受声明将在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收到

__________________ 

 74 例如，见《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为一方与乌克兰为另一方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关于《欧洲

联盟与乌克兰之间关于乌克兰参加联盟方案的一般原则的框架协定》议定书，同上，[该卷尚

未出版]，第 35736 号，第 10 条。 

 75 见上文第一节。 

 7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27 卷，第 3 页，见第 39-40 页。 

 77 同上，第 1955 卷，第 81 页，见第 169 页。 

 78 另见大会 1995 年 12 月 5 日第 50/24 号决议第 4 段。 

 79 见上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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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之日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第 14 号议定书的上述部分将不适用于

没有作出这种接受声明的缔约方。80
 

值得注意的是，(b)款明确规定第 14 号议定书暂时适用的部分不适用于没有接受

暂时适用的缔约方。 

49.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和《马德里协定》允许在其生效之前的任何时间暂

时适用，其他一些多边条约则规定了可发出暂时适用通知的时间。《集束弹药公

约》第 18 条(暂时适用)规定： 

  任何国家可以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宣布，该国将在本公

约对其生效之前暂时适用本公约第一条。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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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第 18 条也含有相同措辞。82
 因此，作出暂时适用声明

的国家在《集束弹药公约》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生效之前暂时适用了这

两项公约。公约生效后就不再存在发出暂时适用通知的可能性，因为只能在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发出暂时适用通知。公约生效后，任何暂时适用的通知都不

具效力，因为一国一旦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约，便立即成为公约的缔结方。 

50. 某些多边条约暂时适用的依据是签署时所作的声明。《武器贸易条约》第 23

条(暂时适用)规定： 

 任何国家均可在签署或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宣布，在

本条约对本国生效之前暂时适用第 6 和第 7 条。83
 

与《集束弹药公约》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不同，就《武器贸易条约》而

言，即使其对通知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的国家已经生效，但已签署但尚

未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的国家可继续暂时适用该条约。因此，条约对一

些国家是生效，但对另外一些国家仍只是暂时适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几乎所有宣布暂时适用《武器贸易条约》的国家都是在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

核准书或加入书时作的宣布。84
 2014 年 12 月 24 日条约生效时，根据第 23 条宣

布暂时适用的所有国家也已交存了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 

51. 国际组织等体制安排有一个特点，即暂时适用可能源于该体制安排的一个机

关所作的决定。如上文所述，世界旅游组织大会通过了对其章程的两项修正案，

__________________ 

 80 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8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688 卷，第 39 页，见第 112 页。 

 82 同上，第 2056 卷，第 252 页。 

 83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2373 号。 

 84 唯有的两个例外是塞尔维亚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分别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和 2013 年 6 月 3

日签署《武器贸易条约》时发出暂时适用通知，并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和 2014 年 4 月 2

日交存了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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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以暂时适用。85
 暂时适用在相应决议通过时开始。通过决议是开始暂时适

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 

52. 《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很好地说明了开始暂时适

用的不同方式，其相关规定包含了上文讨论的一些条件。第 7 条(暂时适用)第 1

款规定： 

  本协定如到 1994 年 11 月 16 日尚未生效，则在其生效之前，由下述国

家和实体予以暂时适用： 

  (a) 在联合国大会中同意通过本协定的国家，但在 1994 年 11 月 16 日

之前书面通知保存人其将不暂时适用本协定，或者仅在以后作了签字或书面

通知之后才同意暂时适用本协定的任何国家除外； 

  (b) 签署本协定的国家和实体，但在签字时书面通知保存人其将不适用

本协定的任何国家或实体除外； 

  (c) 书面通知保存人表示同意暂时适用本协定的国家和实体； 

  (d) 加入本协定的国家。 

该款起首部分规定了开始暂时适用的日期。分段(a)的情况相当于通过国际组织的

决定开始修正案的暂时适用，分段(b)相当于通过签署而开始暂时适用，分段(c)

规定的是通过通知保存人而开始暂时适用，分段(d)规定的是通过加入协定而开始

暂时适用。 

 B. 暂时适用的开始取决于某一事件的发生 

53. 虽然暂时适用的开始多数是由条约条款规定，但也可能取决于外部因素或事

件的发生，如某项法律或法规获得通过或某项条约生效。这种条件规定多见于双

边条约，体现了暂时适用的灵活性。 

 1. 双边条约 

54. 如果缔约双方均为某国际组织的成员，则双边条约暂时适用的开始可能受制

于该国际组织的规则。86
 荷兰与联合王国以换文形式订立的关于储蓄收入征税

的协定及其暂时适用规定： 

 荷兰王国和根西在各自国内宪法规定的框架内，在以下两个日期之较后者开

始暂时适用本协定：2005 年 1 月 1 日，或 2003 年 6 月 3 日理事会关于对付

息形式的储蓄收入征税的 2003/48/EC 号指令实施之日。87
 

该协定暂时适用的开始因而取决于欧洲共同体的法律。 

__________________ 

 85 见上文第二.A.2 分节。 

 86 关于“组织规则”的定义，见 2011 年 12 月 9 日大会第 66/100 号决议附件关于国际组织责任

的条款第 2 条(b)款。 

 87 联合国，《条约汇编》，[该卷尚未出版]，第 50061 号。荷兰在若干其他协定中也使用了这一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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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暂时适用的开始也可能取决于暂时适用的条约缔约双方间订立并生效的另

一项条约。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关于根据列支敦士登权益交易法分配二氧化碳排放

税益和二氧化碳排放税返还企业的换文规定： 

  本协定应在 2010 年 1 月 29 日列支敦士登公国和瑞士联邦有关列支敦士

登公国环境税的条约及有关该条约的协定暂时执行之日起暂时适用，并与该

条约同时生效。88
 

2010 年 1 月 29 日《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和有关列支敦士登公国环境税的条约》第

12 条规定，“应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暂时适用。”89
 同样，构成荷兰和瑞士之间

关于瑞士驻海牙欧洲刑警组织联络官特权和豁免的协定的换文规定，该协定： 

 应从大使馆收到本肯定照会之日起暂时适用，但不得早于 2004 年 9 月 24 日

瑞士和欧洲刑警组织之间协定生效之日。90
  

 2. 多边条约 

56. 多边条约暂时适用的开始通常并不取决于特定事件的发生。商品协定为一例

外，这类协定通常包含暂时或最终生效的多重条件。2005 年《橄榄油和食用橄榄

协定》第 42 条第 3 款指出： 

  如果到 2006 年 1 月 1 日，本条第 1 款或第 2 款所规定的生效要求仍未

得到满足，则保存人应请那些已最终签署本协定或已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协

定或已通知将暂时适用本协定的国家政府，决定是否在其选定的日期，使本

协定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它们之间最终生效或暂时生效。 

其他商品协定也有类似条款。依据此类条款暂时生效可能取决于有关国家政府的

决定。 

57. 一些商品协定互为生效条件。1999 年《粮食援助公约》第二十四条(生效)规

定，《粮食援助公约》于 1995 年《谷物贸易公约》生效时暂时或最终生效。91
  

 四. 暂时适用的范围 

58. 许多条约或关于暂时适用的单独协议限制暂时适用的范围。限制暂时适用范

围的方式可以是明示规定暂时适用条约的某部分，或提及缔约方的国内法或国际

法。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均载有此种限制。不过，相比双边条约，规定暂时适用

条约某部分的条款更多见于多边条约。双边条约往往通过提及国内法或国际法来

限制暂时适用的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 

 88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48680 号。 

 89 同上，第 2761 卷，第 23 页，见第 29 页。 

 90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47847 号。 

 91 同上，第 2073 卷，第 135 页，见第 151 页；同上，第 1882 卷，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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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关于暂时适用条约某部分的条款 

59.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1 款设想可暂时适用公约的一部分，确认

谈判国或国际组织可限制暂时适用公约的程度。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均可载有规

定暂时适用条约某部分的条款。可以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之一来规定暂时适用条约

某部分：⑴ 明文规定哪些条款暂时适用；⑵ 说明哪些条款不得暂时适用。 

 1. 双边条约 

60. 在本研究报告中审查的若干双边条约仅允许暂时适用条约的某部分。《荷兰

和摩纳哥关于在摩纳哥支付荷兰社会保险福利的协定》明确指出了可暂时适用的

条款。第 13 条第 2 款规定： 

  本协定应自最后一次通知之日后第二个月的第一天生效，但有一项谅

解，即荷兰将于签署日后第二个月的第一天起暂时适用第 4 条。92
  

61. 相反，《奥地利和德国关于警务和海关当局边境地区合作协定》规定了哪条

不可暂时适用。第 18 条规定： 

 ⑴ 本协定除第 11 条第 1 款外，应自各缔约方通知对方本国得使协定(除第

11 条第 1 款)生效的条件已经具备之后第二个月第一天起暂时适用。 

 ⑵ 本协定应自各缔约方通知对方本国得使协定(包括第11条第1款)生效的

条件已经具备之后第二个月第一天起生效。93
  

62. 在以单独协议的方式暂时适用的双边条约中，上述德国和克罗地亚技术合作

协定第 5 条规定，“暂时适用 1996 年 3 月 12 日克罗地亚共和国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开发署)的协定，但第 9 条中的特别规定除外”。如上文所述，克罗地亚和开

发署的协定是 1996 年 3 月 12 日为克罗地亚签署的，但从未生效。克罗地亚和德

国商定在该协定生效之前暂时适用。 

 2. 多边条约 

63. 本研究报告中审查的若干多边条约规定可暂时适用协定的某部分。同双边条

约一样，多边条约或指明哪些条款可暂时适用，或规定哪些条款不得暂时适用。 

64.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第 18 条规定： 

  任何国家可以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宣布，该国将在本公

约生效之前暂时适用本公约第 1 条第 1 款。 

《禁雷公约》第 1 条第 1 款载有关于使用、生产、获取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或

协助这类违禁活动的若干一般义务。《集束弹药公约》第 18 条和《武器贸易条约》

第 23 条分别就暂时适用《集束弹药公约》第 1 条和《武器贸易条约》第 6 和 7

条，载有类似措辞的条款。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第 1 条一样，《集束弹

__________________ 

 92 同上，第 2205 卷，第 541 页，见第 550 页。 

 93 同上，第 2170 卷，第 573 页，见第 5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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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公约》第 1 条就缔约方永不使用、研发、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储存、保留

或转让集束弹药或协助开展《公约》禁止的活动，规定了若干一般义务。《武器

贸易条约》第 6 条规定了缔约国不得批准转让条约所禁的任何常规武器的义务，

《条约》第 7 条涉及条约未禁止出口的武器的出口和出口评估。 

65.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缔约国商定文件》第六节第 1 款规定： 

  本文件自保存人收到所有缔约国的确认核准通知后生效。本文件第二节

第 2 和 3 段、第四节和第五节自 1996 年 5 月 31 日至 1996 年 12 月底暂时适

用。94
  

除了关于暂时适用的一般性条款外，就专门列出将暂时适用的各个部分还提到了

文件“暂时适用”后应采取的措施。 

66. 《关于暂时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号议定书某些规定的马德里协定》是暂

时适用条约某部分的另一个范例。虽然协定的标题已经表明它是关于暂时适用第

14 号议定书的某些部分的一项协定，但第(a)款还是指明： 

 第 14 号议定书的有关部分为第 4 条(公约第 24 条添加第二款)、第 6 条(涉及

独任法官组庭)、第 7 条(关于独任法官权限的规定)和第 8 条(关于委员会职

权范围的规定)，各条款一体适用。 

《马德里协定》又规定，“第 14 号议定书的上述部分将适用于个人针对[缔约方]

的申诉，包括当时已入告法院的申诉”。《马德里协定》还规定，议定书的有关部

分将不适用于任何个人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方的申诉，除非第 14 号议定书

之二对这些缔约方都已生效或暂时适用。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涉及修正第 25 条(书

记官处、法律秘书和报告员)、第 27 条(独任法官组庭、委员会、各分庭和大法庭)

和第 28 条(独任法官的权限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67. 《关于暂时适用经修订的查瓜拉马斯条约议定书》明确规定了经修订的条约

中哪些条款不得暂时适用。第 1 条规定： 

  本议定书缔约国商定，根据 2001 年 7 月 5 日在巴哈马拿骚签署的经修

订的《查瓜拉马斯条约》第 234 条，在经修订的条约最终生效前暂时适用该

条约，但关于加勒比法院的第 211 至 222 条未除外。 

68. 《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是条约的一部分仅暂时适用于协定一个

缔约方的范例。协定第 20.5 条(文莱达鲁萨兰国)规定： 

 1. 在第 2 至 6 款的规限下，本协定应在下列两个日期之较后者暂时适用于

文莱达鲁萨兰国：2006 年 1 月 1 日或交存本协定暂时适用接受书 30 天后。 

 2. 第 1 款所述暂时适用不涉及第 11 章(政府采购)和第 12 章(服务贸易)。 

文莱达鲁萨兰国于 2006 年 7 月 10 日通知接受协定第 20.5 条规定的暂时适用，同

时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协定的其他缔约方则根据关于“生效”的第 20.4 条批

__________________ 

 94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440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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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了协定。这种情况类似于一项条约对某些缔约方已经生效，但对其他缔约方仍

是暂时适用。 

69. 商品协定自然不会事先规定暂时适用协定的某部分。但是，如果协定到某个

日期尚未生效，一些商品协定让有关政府选择“在其选定的日期，使本协定的全

部或一部分在它们之间最终生效或暂时生效”95
 这种决定因此可能导致只有协

定的某部分暂时生效。 

 B. 提及国内法或组织规则 

70. 除了用条款明确规定条约一部分内容暂时适用之外，还可以通过提及各缔约

方的国内法或作为相关协定缔约方的国际组织的规则，来限制暂时适用的范围。

此类限制比规定条约一部分内容暂时适用的条款更为模糊，因为后者通常会列举

具体规定。这类限制更多见于双边条约而非多边条约。 

 1. 双边条约 

71. 许多双边条约以协定缔约国的国内法为条件决定暂时适用的范围，这可能会

导致该协定只有一部分能暂时适用。《西班牙和萨尔瓦多之间关于空中运输的协

定》第 24 条第 1 款包含的下列措辞显然就是这样： 

  缔约各方应自签署之时起暂时适用本协定的规定，但以本协定的规定不

与任何缔约方的法律相冲突为限。96
  

这种限制条款可以解释为不要求缔约各方为在条约生效之前执行条约而通过新

法律。 

72. 双边条约以多种方式提及国内法。《荷兰和德国政府间关于(德国-荷兰)第 1

军团和军团相关单位的一般条件和建制的公约》第 15 条第 2 款提到暂时适用应

“依照相关缔约方的国内法”。97《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关于国土安全事项

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暂时适用应“符合每一缔约方的国

内法”。98《德国和瑞士关于武装部队驻留的协定》规定，暂时适用应“依照在每

个国家生效的国内法”(第 13 条第 1 款)。99《丹麦和乌克兰之间关于技术和金融

合作的协定》第十条第 2 款允许暂时适用，“只要不违反任何一方的现行法律”。100
 

此外，《德国与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关于技术合作的协定》规定，暂时适用应“依

照适当的国内法”(第 7 条第 3 款)。101
 有意思的是，《德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关

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稳定和重建提供武装部队有关的防

__________________ 

 95 2005 年《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第 42 条第 3 款(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9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023 卷，第 341 页，见第 352 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97 同上，第 2332 卷，第 213 页，见第 228 页。 

 98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1275 号。 

 99 同上，第 2715 卷，第 247 页，见第 271 页。 

 100 同上，第 2538 卷，第 89 页，见第 96 页。 

 101 同上，第 2424 卷，第 167 页，见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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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物资和人员经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过境的协定》规定，暂时适用应“依照在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生效的法律规定”(第 12 条第 2 款)，即仅依照一个缔约方的法律。102
  

73. 一般来说最常被提及的是国内法。通常不会明确提及宪法。看到这一点很重

要，因为一些宪法可能会禁止暂时适用。只有荷兰与其他国家之间就储蓄收入征

税问题签订的一些协定提到了宪法。例如，荷兰在其与泽西岛的换文中建议“荷

兰王国和泽西岛在各自的国内宪法性要求框架内暂时适用本协定”。103
  

74. 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的东道国协定也可能以较为笼统的方式提及相关组织

的规则。《关于在乌克兰设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外地办事处的

协定》第十七条第 1 款规定了该协定的暂时适用，然后在同一条第 3 款中规定： 

 本协定未作规定的任何相关事项应由缔约各方遵循联合国适当机关的相关

决议和决定加以解决。104
  

难民署、开发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相关东道国缔结的若干其他协定中也包

含同样的条款。虽然这些条款并非专门针对暂时适用，但在出现协定的适用性问

题时，这些条款可能具有相关性。 

 2. 多边条约 

75. 若干多边条约提到了条约缔约各方的国内法。《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一部分的协定》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该协定第 7 条第 2 款规定： 

 所有上述国家和实体应依照其本国或其内部的法律和规章，从 1994 年 11 月

16 日或签字、通知同意或加入之日(如果较迟的话)起，暂时适用本协定。 

载有此类提法的另一项条约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快速反应部队协定》，该

协定“自签署之日起暂时适用，除非违反缔约各方的国家法律”(第 17 条)。105
  

76. 《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关于对文莱达鲁萨兰国暂时适用的第

20.5 条第 3 款规定： 

 第 9 章(竞争政策)项下义务只有在文莱达鲁萨兰国制定竞争法并建立竞争主

管部门的情况下才对该国适用。尽管如此，文莱达鲁萨兰国应遵守“亚太经

合组织加强竞争和监管改革原则。106
  

把通过竞争政策和建立竞争主管部门作为协定部分内容暂时适用的条件，这种要

求很有意思，因为提及国内法的通常目的是让缔约方无须在条约生效时通过立法

来执行条约。 

__________________ 

 102 同上，第 2531 卷，第 83 页，见第 120 页。 

 103 《以换文形式订立的储蓄收入征税协定及其暂时适用》，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0062 号。 

 104 同上，第 1935 卷，第 245 页。 

 105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0541 号 

 106 同上，第 2592 卷，第 225 页，见第 384 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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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提及缔约各方国内法的做法在商品协定中很常见。1995 年《谷物贸易公约》

第 26 条(暂时适用)规定：“交存这种声明的任何国家政府均应依照本国法律规章

暂时适用本公约，并应被暂时视为本公约缔约方。”类似措辞见于 1999 年《粮食

援助公约》第二十二条(c)款(签署和批准)和第二十三条(c)款(加入)、1994 年《国

际咖啡协定》第 40 条(生效)第 2 和 3 款、2006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第 38 条

(暂时适用的通知)和 2001 年《国际咖啡协定》第 45 条(生效)第 2 款。 

78. 一些商品协定也提及宪法程序。1994 年《国际天然橡胶协定》第 60 条(暂时

适用的通知)第 2 款规定，“一国政府可在暂时适用通知中表示，其将仅在其宪法

和(或)立法程序以及其国内法律和规章的限制范围内适用本协定”。类似措辞也见

于 1993 年《国际可可协定》第 55 条(暂时适用的通知)第 1 款、2001 年《国际可

可协定》第 57 条(暂时适用的通知)第 1 款和 2010 年《国际可可协定》第 56 条(暂

时适用的通知)第 1 款。 

 五. 暂时适用的终止 

79.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1 款默示，条约生效时暂时适用即告终止。

此外，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2 款还规定了两种终止暂时适用的方式：

⑴ 一国发出通知表示其不欲成为条约当事国；⑵ 谈判国之间另有协议。选项⑴

允许一国(在任何时候)依照其意愿终止暂时适用，而选项⑵则以谈判国之间达成

某种形式的协议为前提。 

80. 关于这两种选项，必须区分对某一特定国家终止暂时适用和终止条约的暂时

适用。虽然在双边条约情况下，选项⑴提到的通知将会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但在多

边条约情况下，这种通知只会终止条约对发出通知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如

下所述，对选项⑵也可以得出类似看法，视谈判国之间终止暂时适用的协议形式而定。 

 A. 以通知方式终止 

81. 很少有条约提到有可能根据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2 款以通知方

式终止暂时适用。因此，可以查看是否有其他相关的终止条款可适用于终止暂时

适用。这种查看特别重要，因为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暂时适用可能对暂时适用期间

采取的执行措施，例如启动合作项目或建立体制安排产生重大影响。 

 1. 双边条约 

82. 本文所分析的双边条约中有少数包含明确规定以通知方式终止暂时适用的

条款。《德国和荷兰之间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荷兰领土上空执行空中交通管

制以及关于下莱茵机场民用业务对荷兰王国领土的影响的条约》载有一项条款，

体现了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措辞。相关条款(第 16 条第 3 款)的内容如下： 

  本条约应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暂时适用。如果一个缔约方宣布其不欲

成为缔约方，则应终止暂时适用。107
  

__________________ 

 107 同上，第 2389 卷，第 117 页，见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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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和国际油污赔偿基金之间的协定》规定： 

  如果西班牙通过该国驻伦敦大使在 2001 年 5 月 11 日之前通知基金，[西

班牙法律规定缔结本协定所需的]上述所有程序已经完成，或者，如果在该

日期之前，西班牙通过其驻伦敦大使通知基金，这些程序将不会完成，则应

终止本协定的暂时适用。108
  

《美利坚合众国和马绍尔群岛之间关于合作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运载系统

和相关材料通过海运扩散的协定》第 17 条包含下列措辞： 

 2. 暂时适用。自本协定签署之日起，缔约各方应暂时适用本协定。任何一方

均可在任何时候停止暂时适用。每一缔约方应立即并在停止暂时适用之时通知

另一方，说明暂时适用受到的任何约束或限制以及此种约束或限制的任何变化。 

 3. 终止。本协定可由任何一方通过外交渠道向另一方发出书面终止通知而

终止，自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终止生效。109
  

根据第 2 款，任何时候均可以采用通知方式“停止”暂时适用。与此形成对照的

是，协定的终止在发出所需通知一年后才生效。 

83. 美利坚合众国和马绍尔群岛之间的协定采用的方式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 25 条第 2 款一致。然而，立即终止也许会造成损害，因为协定可能已经开始

执行。作为以通知方式终止暂时适用的案例，《欧洲共同体和约旦之间关于科学

技术合作的协定》第 7 条规定： 

 2. 本协定应在缔约各方相互通知其已完成缔结本协定所需的内部程序之

时生效。缔约各方完成上述程序之前，应自签署之时起暂时适用本协定。双

方就此共同商定，如果一方通知另一方其将不缔结本协定，则依据暂时适用

而启动且在上述通知发出时仍在进行的项目和活动应当继续进行，直至按本

协定规定的条件完成上述项目和活动。 

 3. 任何一个缔约方均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前六个月以通知方式终止本协定。

本协定终止时仍在进行的项目和活动应继续进行，直至按照本协定所规定的

条件完成上述项目和活动。 

 4. 本协定持续有效，直至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其有意终止本协定。在

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应在收到此等通知六个月后失效。110
  

本次研究所涵盖的相当数量的双边条约涉及科学、技术或经济合作或者涉及与体

制安排有关的其他问题领域。这些暂时适用的条约有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由此产

生的问题是，正常终止条款中所含要求与有可能根据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以通知方式终止暂时适用之间是什么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108 同上，第 2161 卷，第 45 页，见第 50 页。 

 109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1490 号。 

 110 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50651 号(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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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以通知作为条约终止条件的条款在适用时也会涉及暂时适用的情况。《西班

牙与盟国欧洲最高总部所代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关于在西班牙境内设立

和运作国际军事总部所适用的特别条件的协定》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了暂时适用，

然后在第 3 款中规定： 

  本《补充协定》生效两年之后，可由任何一个缔约方宣布解除，并于另

一缔约方收到解除通知一年后失效。111
  

问题是，暂时适用能否计入该条款提到的两年期间。 

 2. 多边条约 

85. 就多边条约的终止而言，《跨界鱼类种群协定》载有的一个条款允许以通知

形式终止，该条体现了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2 款的措辞。协定第 41

条第 2 款规定： 

  对一国或实体的暂时适用应在本协定对该国或实体生效之日终止或在

该国或实体书面通知保存人其欲终止暂时适用时终止。 

《跨界鱼类种群协定》各缔约方均未利用第 41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暂时适用的可

能性。 

86. 由于多边条约很少载有以通知形式终止暂时适用的条款，这可能引发一个问

题，即允许退出多边协定的条款在这方面是否具有相关性。商品协定领域的惯例

是，可通过退出协定来终止暂时适用。2005 年《国际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第

44 条规定： 

 1. 本协定生效后，任何成员可随时向保存人出具书面退出通知，退出本协

定。该成员应同时将其行动以书面形式告知国际橄榄油理事会。 

 2. 保存人收到通知 90 天后，按本条所作的退出即告生效。 

根据第 42 条，该协定于 2006 年 1 月 1 日暂时生效，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最终生效。

协定生效后，两个国家(塞尔维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宣布退出《协定》。112
 在

宣布退出前，上述国家仅是暂时适用该协定。 

87. 类似与商品协定有关的考虑因素也适用于国际组织暂时适用的修正案。国际

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则 165 的暂定修正案对退出《罗马规约》的国家

失效。按照《罗马规约》第 127 条第 1 款的规定，退约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

生效，除非通知指明另一较晚日期，并终止相应修正案的暂时适用。113
 

__________________ 

 111 同上，第 2156 卷，第 139 页，见第 155 页。 

 112 同上，第 2711 卷，第 328 页(塞尔维亚)；同上[该卷尚未出版]，第 47662 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 

 113 有关《罗马规约》退约的资料，请见《联合国条约集》，保存人，条约状况，第十八章(刑法事

项)10。《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可查阅 https://treaties.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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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以协议方式终止 

88. 虽然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5 条第 2 款允许各国和国际组织自愿终止暂

时适用，但缔约方也可以协议方式终止暂时适用。最常见的终止暂时适用的方式

是按照条约最后条款的设想让条约生效(1)。暂时适用终止还可能(2) 取决于该暂

时适用条约之外的条约生效，(3) 发生于某一日期，(4) 因一项条约取代另一条

约引起，或(5) 在条约生效前协议终止条约。对多边条约而言，还可设想到(6) 国

际组织成员在组成文书仍在暂时适用期间同意开除另一成员。虽然生效最终依据

的是谈判国或国际组织的协议商定，但可将第(6)种方式与其他选项区分开来，因

为在这一方式下，条约会继续施行。 

 1. 双边条约 

89. 多项双边条约均明示，暂时适用将在条约生效时终止。《德国和斯洛文尼亚

关于将斯洛文尼亚石油和石油产品最低储备厅代存在德国的石油和石油产品计

入该厅储备的协定》第 8 条规定：“本协定自签署之日起暂时适用，直至协定生

效。”114
 同样，构成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签证免费协定的换文规定： 

  对西班牙而言，本协定将暂时适用，直到该国发出照会称其内部要求已

得到满足。对哥伦比亚而言，无需为本协定生效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这涉

及 1961 年换文的继续适用。本协定将永久适用，任一缔约方可提前两个月

通知解除协定。115
 

90. 大多数双边条约载明，条约在“生效前”、“批准前”、“生效所需的正式要求

得到满足前”、“完成内部程序和本公约生效前”、“政府……互相书面通知对方已

遵守本国宪法所要求的程序前”、“本条第一款提及的所有程序完成前”或“生效

前”或“直到生效前”将暂时适用。 

91. 生效一般取决于缔约方履行国内法律或规则中的某些程序，但也可能以外部

因素为条件。因此，生效和由此造成的终止暂时适用可能取决于该暂时适用的协定

之外的某一个协定生效，或取决于其他事件。《德国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国际海

洋法法庭在汉堡自由汉莎城的房舍的占有和使用问题的协定》第11条第2款规定： 

 1. 任意一方可随时提出请求，经政府与法庭协议修正本协定。 

 2. 双方签署后，本协定应与《总部协定》同一日生效。本协定自签署之日

起暂时适用。116
  

《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986(1995)号决议的谅解备忘录》第十节规定： 

 50. 本备忘录应在签署后于该决议第 1 和第 2 段开始实施之日生效，并将在

该决议第 3 段提及的 180 天期间届满之前一直有效。 

__________________ 

 11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69 卷，第 287 页，见第 302 页。 

 115 同上，第 2253 卷，第 333-334 页。 

 116 同上，第 2464 卷，第 87 页，见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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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在生效之前，联合国和伊拉克政府应给予本备忘录暂时效力。117
  

安全理事会第 986(1995)号决议第 1 和第 2 段涉及准许进口原产于伊拉克的石油

和石油产品。一旦上述段落付诸执行，暂时适用即告终止。 

92. 多项双边条约还明示或默示规定暂时适用的终止与协定生效无关。例如，处

于暂时适用期间的条约如被另一条约取代，则暂时适用可以终止。暂时适用的《荷

兰与克罗地亚之间航空运输协定》第 20 条规定，“如有关于本协定所涉任何事项

的多边条约生效，且缔约双方均接受该条约，则该条约相关条款取代本协定的相

关条款”。118
 虽然该协定在暂时适用开始几个月后最终生效，但第 20 条指出了

一种可能情况，即取代可能导致暂时适用终止。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多项载

有暂时适用条款的航空运输协定均声明，取代性条约生效后，暂时适用也随即被

取代。119
 这可能导致一种情形，即先前的条约仍然有效，同时取代性条约暂时

适用。 

93. 暂时适用可能限于某一事件发生期间。构成联合国与西班牙关于 2007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在马德里举办名为“发挥作用：民间社会参与执行残疾人权利公

约”专家组会议的协定的换文提到： 

 除已经生效的情况外，它将继续在会议期间暂时适用，并在完成工作和解决

本协定引起的任何事项所需的额外时间内暂时适用。120
 

在不妨碍通过生效终止暂时适用的情况下，该协定设想通过解决协定所涉任何事

项来终止暂时适用。 

 2. 多边条约 

94. 一些多边条约载有缔约方以不同方式协议终止暂时适用的条款。与双边条约

的情形相同，此类协议往往涉及多边条约生效的条件。 

95. 《关于暂时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号议定书某些规定的马德里协定》(d)款

规定，“一旦《公约》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对有关缔约方生效，这样的[暂时适用]

声明将失效”。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第 6 条规定，议定书在“《公约》三个缔约方

表示同意根据第 5 条规定接受议定书约束”时生效。此外，第 14 号议定书(e)款

规定： 

 第 14 号议定书上述规定的暂时适用将在第 14号议定书生效时或缔约方以其

他方式同意时终止。 

__________________ 

 117 同上，第 1926 卷，第 9 页，见第 18 页。 

 118 同上，第 1999 卷，第 267 页，见第 277 页。 

 119 例如见《荷兰代表荷属安的列斯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荷属安的列斯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空运的

航空运输协定》，同上，第 2066 卷，第 437 页，见第 448 页。 

 120 同上，第 2486 卷，第 5 页。 



 A/CN.4/707 

 

29/32 17-04066 (C) 

 

第 14 号议定书第 19 条规定，仅当“《公约》所有缔约方表示同意根据第 18 条规

定接受议定书约束”时，议定书方才生效。由于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对生效的要

求较低，根据《马德里协定》暂时适用第 14 号议定书的做法因第 14 号议定书之

二的生效而终止。此时，乌克兰已经宣布暂时适用，但未表示同意接受约束。由

此产生的问题是，该协定生效后是否仍对乌克兰暂时适用。自 2010 年 6 月 1 日，

即《公约》第 14 议定书生效之日起，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本身即告失效或不再暂

时适用。 

96. 与《马德里协定》一样，《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第 7 条第 3 款规定： 

  临时适用应于本协定生效之日终止。但无论如何，如到 1998 年 11 月 16

日，第 6 条第 1 款关于至少须有七个决议二第 1(a)段所述的国家(其中至少五

个须为发达国家)同意接受本协定拘束的要求尚未得到满足，则临时适用应

于该日终止。 

根据这一条款，当该协定按照第 6 条规定的条件生效时，即至少 40 个国家根据

第 4 和 5 条确立其同意接受约束时，暂时适用可终止。协定于 1996 年 7 月 28 日

最终生效。当时，一些国家正暂时适用该协定，但未表示同意接受其约束。正如

乌克兰暂时适用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的情况一样，有待确定该协定是否继续对这

些国家暂时适用，直到其同意接受拘束。第 7 条第 3 款对此予以否定，因为它还

规定暂时适用应于 1998 年 11 月 16 日终止。这在该协定关于缔约国的费用和体

制安排的附件第 12(b)段中得到确认，该段规定： 

  “本协定生效后，本协定第 3 条所述的国家和实体如果已在按照第 7 条

的规定暂时适用本协定，而本协定尚未对其生效，则在本协定对其生效之前，

这些国家和实体仍可依照以下各分段的规定，继续作为管理局的临时成员”。 

分段(b)进一步提出，“如果本协定在 1996 年 11 月 15 日之后生效，这些国家和实

体可请求理事会给予它们在 1998 年 11 月 16 日之前121
 一段或若干时间内继续

作为管理局临时成员的资格”。协定生效后，各国和其他实体可以继续作为管理

局临时成员，直到 1998 年 11 月 16 日，即该协定第 7 条第 3 款规定的暂时适用

终止日期。 

97. 《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 7 条第 3 款规定了暂时

适用的终止日期，从而提供了与生效无关的终止暂时适用的另一种方式。《欧洲

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缔约国商定文件》也规定了终止暂时适用的日期，但还规定了

应由缔约方进行审查。第六节第 1 段规定： 

  本文件在保存人收到所有缔约国的确认核准通知时生效。本文件第二节

第 2 段和 3 段、第四节和第五节在 1996 年 5 月 31 日至 1996 年 12 月 15 日

期间暂时适用。如本文件到 1996 年 12 月 15 日时未能生效，则应由缔约国

加以审查。 

__________________ 

 121 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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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采取了类似做法，同时规定了终止暂时适用

的日期和缔约方的审查。如上文所述，《伙伴关系协定》的部分内容得到暂时适

用，缔约方之一文莱达鲁萨兰国也暂时适用了该协定。第 20.5 条规定： 

 4. 委员会应按照第 20.4 条⑴或⑵的规定，至迟在本协定生效两年之后，

根据第 11 章(政府采购)和第 12 章(服务贸易)考虑是否接受关于文莱达鲁萨

兰国的附件，除非委员会另行商定一个较晚的日期。 

 5. 在委员会决定接受第 4 款提及的附件后，文莱达鲁萨兰国应在委员会做

出决定的两个月内交存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协定》将在交存此种文书

30 天后对文莱达鲁萨兰国生效。 

 6. 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如果第 4款或第 5款中规定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协定将不再对文莱达鲁萨兰国暂时适用。 

《伙伴关系协定》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对文莱达鲁萨兰国生效，从而终止了暂时

适用。122
  

98. 具体规定暂时适用终止日期的条约与期限有限的条约是有区别的。如上文所

述，这种临时条约可以得到暂时适用，但通常有固定的终止日期。此类临时条约

的典型例子是商品协定。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第 46 条第 1 款规定： 

  本协定在生效后四年内有效，除非理事会经特别表决决定根据本条的规

定延长、重新谈判或终止协定。 

如上文所述，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没有最终生效，但由理事会多次延长，

暂时适用因此没有自动终止。123
  

99. 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第 46 条第 4 款补充说明，如果在任何延长期

内有新协定经谈判达成并生效，那么经延长的 1994 年《协定》应在新协定生效

时终止。2006 年 1 月 27 日，联合国谈判 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后续协定

的会议通过了新的《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并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最终生效。124
 

这一情况相当于一项条约被另一条约取代，从而终止了前一项条约的暂时适用。 

100.  此外，1994 年《协定》第 46 条第 5 款规定，“理事会可随时经特别表决决

定终止本协定，终止从理事会决定的日期起生效”。以这种方式终止暂时适用的

协定将会终止其暂时适用。在某些情况下，多边条约的缔约方也可选择终止条约

修正案的暂时适用。例如，根据《罗马规约》第 51 条第 3 款，缔约国大会有权

拒绝对国际刑事法院《证据和程序规则》规则 165 的暂定修正案，从而终止其暂

时适用。 

__________________ 

 122 见新西兰，2006 年《条约汇编》，第 9 号，可查阅 http://www.treaties.mfat.govt.nz/search/details/t/ 

3599(2017 年 2 月 27 日查阅)。 

 123 见上文第二.B.2 分节。 

 12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797 卷，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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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终止暂时适用条约或暂时适用修正案可对所有缔约方生效，也可仅对一个

国家生效。如果某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决定把该组织的某个成员除名或排除，就

将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商品协定和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允许将其成员排除或除

名。125
  

102.  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一项商品协定时，协定的缔约方也可使其具有

追溯效力，即追溯到暂时适用的时间。例如，在宣布暂时适用 1993 年《国际可

可协定》的 29 个缔约方中，有 18 个随后批准了该协定。有 9 个国家的批准具有

追溯到暂时适用宣布时间的追溯效力。其他具有追溯效力的批准涉及 2006 年《国

际热带木材协定》、1994 年《咖啡协定》、2001 年《国际咖啡协定》、1999 年《粮

食援助公约》和 1994 年《国际咖啡协定》。可以说，这种具有追溯效力的批准超

出了单纯意义的暂时适用的终止。 

 六. 意见 

103.  根据本备忘录分析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可以发现，条约的暂时适用是一个

灵活的工具，可供各国和国际组织用来调整其条约关系。这种灵活性体现在所用

的术语、暂时适用协议的类型和暂时适用的条件上。尽管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暂时

适用有许多共同特点，但本研究表明，这两种条约之间存在重要差别。在这方面，

相比不限成员数目的多边条约，成员数目有限的多边条约通常与双边条约更具可

比性。 

104.  下文更详尽说明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在暂时适用方面的异同： 

暂时适用的法律依据 

 (a) 大多数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使用“暂时适用”或“暂时生效”的术语来

描述条约在生效之前的适用。在双边条约中使用的术语差异很大。在某些特

殊情况下，包括就商品协定，对个别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与整个协定

的暂时生效进行了区分。 

 (b) 大多数双边条约的暂时适用依据的是条约中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通过

单独协议规定暂时适用在多边条约中更为普遍，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

对此类条约生效有定性和定量要求。 

 (c) 关于多边条约暂时适用的单独协议⑴在原始条约通过时达成，或⑵在稍

后的时间点达成。 

暂时适用的开始 

 (d) 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规定暂时适用在满足下列一项或多项条件时开始：

⑴ 签署后；⑵ 在某一日期；⑶ 通知后。对暂时适用可立即生效的多边条

约来说，由国际组织通过一项决定是暂时适用开始的第四种⑷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 

 125 例如，见 2005 年《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协定》第 4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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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成员数目有限的多边条约更适于在签署后⑴开始暂时适用。 

 (f) 至于以通知方式⑶开始的暂时适用，多边条约至少有两种方式来进一步

指定宣布暂时适用的时间：(a) 在签署时或在任何时候做出暂时适用的通知；

(b) 在批准、核准、接受或加入时做出暂时适用的通知。在后一种情况下，

暂时适用只可能在多边条约生效前的时间内存在。 

 (g) 条约特别是多边条约可能列有若干条件，在满足所有这些条件或其中某

些条件时，暂时适用方可开始。 

暂时适用的范围 

 (h) 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暂时适用的范围可能都会受到关于条约部分内容

暂时适用的条款的限制，或通过提及国内法和组织规则而加以限制。 

 (i) 很少有条约规定条约的部分内容暂时适用。与双边条约相比，暂时适用

条约的部分内容在多边条约中更加普遍。 

 (j) 关于暂时适用条约部分内容的条款或者⑴说明条约中的哪些条款不会

暂时适用；或者⑵具体说明哪些条款将暂时适用。 

 (k) 一些条约，如商品协定，允许根据已宣布同意受条约约束或暂时适用条

约的国家和(或)国际组织的决定，使条约的部分内容暂时生效。 

 (l) 为限制暂时适用的范围而提及国内法、国际组织的规则或国际法的情况，

在双边条约中比在多边条约中更为普遍。 

暂时适用的终止 

 (m) 在提及暂时适用终止问题的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中，很少有条约明确允

许以通知不欲成为条约缔约方的方式终止暂时适用。 

 (n) 暂时适用可能因条约尚未对其生效的一国或国际组织退出多边条约而

终止。 

 (o) 协定生效是根据缔约方的其他协议⑴终止暂时适用的最常见方式。因此，

暂时适用的终止往往取决于条约生效的不同条件。 

 (p) 暂时适用也可因与生效无关的其他形式的协议而终止，如⑵ 非处于暂

时适用中的其他条约的生效；⑶ 已确定的暂时适用终止日期；⑷ 如果暂时

适用条约的缔约方缔结了一项新条约，以此取代前一项条约；⑸ 如果缔约

方决定终止暂时适用中的条约；⑹ 如果在组成文书仍在暂时适用时，多边体

制安排的缔约方同意将某一国家或国际组织除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