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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届会议  

2002 年 4 月 29 日至 6 月 7 日和  

  7 月 22 日至 8 月 16 日，日内瓦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问题工作组 

(未能预防危险活动的造成的 
越境损害的国际责任) 

工作组的报告  

导  言 

 1.  委员会本届会议设立了一个工作组，1 由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先

生任主席，工作组在 2002 年 5 月 27 日和 30 日，6 月 23 日、24 日和 29 日以及 8

月 1 日举行了七次会议。  

                                                 
1  工作组成员如下：J·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I·布朗利先生、E·坎迪奥蒂先

生、崔正日先生、P·埃斯卡拉梅亚女士、Z·加利茨基先生、M·卡姆托先生、J·卡特
卡先生、M·科斯肯涅米先生、W·曼斯菲尔德先生、D·奥佩蒂先生、P·S·拉奥先
生、R·罗森斯托克先生、薛捍勤女士、山田中正先生和 V·库兹涅佐夫先生(当然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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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鉴于委员会完成了关于预防的条文草案，工作组根据大会第 56/82 号决议

执行部分第 3 段开始对该专题的第二部分进行审议。也很重要的是，委员会完成

了其有关国家责任的工作。据理解，未能履行早先关于预防的条文草案中针对国

家的预防义务就会给国家带来责任。  

 3.  工作组认识到，尽管忠实地履行预防义务但仍然会发生损害，同时也是为

了审查本专题其余部分的目的，假定此种义务已经履行。在这种情况会因为几种

不涉及到国家责任的理由发生损害，例如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但在当时的情况

下证明是不足够的，或者在当时没有查明引起损害的具体风险，因此没有采取适

当的预防措施。  

 4.  如果尽管缔约国履行了其义务还是发生了损害，仍可产生国际责任。因

此，委员会在处理本专题有关危险活动造成的重大越境损害的其他内容时的任务

最好是作为在参与行动的不同参加者 (例如活动的授权者、管理者或受益者)之间分

配损失。例如，他们可以按照具体的制度或通过保险机制来分担风险。  

 5.  会上普遍承认，各缔约国应有合理的自由允许在其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

区内进行所希望的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有可能产生越境损害。然而，与会者也同

样认识到，它们应该确保如果尽管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还是发生了实际损害那

么就应提供某种形式的救助，例如赔偿。否则的话，潜在的受影响国家和国际社

会就可能坚持要求起源国预防有关活动引起的所有损害，这可能造成活动本身不

得不被禁止。  

范  围 

 6.  工作组审议了不同的可能性，涉及到专题的整个范围。在这方面，工作组

承认，蔓延性的污染和多种来源的污染所造成的损害或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

环境造成的损害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为此理由，工作组建议继续将该专题的其余

部分的范围局限于预防专题所涵盖的同样活动。这一种办法还会有效地将目前的

工作和过去的工作相联系从而完成本专题。  

 7.  关于范围，工作组的理解是：  

(一) 所涵盖的活动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越境损害专题范围内所包括的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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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必须确定一个起点，以便启用所造成损失的分配制度；2  

(三) 应该涵盖 (a) 人身 (b) 财产，包括国家世袭财产和国家遗产等要素的

损失，以及(c) 国家管辖范围内环境的损失。  

操作者和国家在分配损失中的作用 

 8.  工作组就采取不同的模式和理念来落实或论证在有关参与者之间分配损失

的不同方法进行了初步交换意见。  

 9.  对于某一些考虑达成了一致意见。首先，原则上不应让无罪的受害者承担

损失。第二，关于分配损失的任何制度必须确保对所有参与危险活动的当事方规

定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便在预防和应对工作中采取最佳的做法。第三，这一种制度

应该广泛地涵盖国家以外的各种有关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包括私人实体，例如操

作者、保险公司和工业基金的联合体。此外，各缔约国在制订和参与分担损失的

计划中起到重要作用。本专题的许多内容将会涉及这些参与者之间分配损失的详

细情况，在辩论中，强调了以下的各种考虑。  

A.  操作者的作用  

 10.  操作者由于对活动进行直接的控制因此应在任何分配损失的制度中承担

主要责任。操作者所承担的损失份额将包括在损失发生时他需要承担来控制损失

的费用，以及恢复和赔偿的费用。在求算这些费用时，特别是有关恢复和赔偿的

费用时，是否履行了预防义务以及对作业进行了适当管理等考虑将是很重要的。

其他的考虑，例如第三方的参与、不可抗力、损害的不可预见性以及无法十分有

把握地将损害追踪到活动的源头，也需要顾及。  

 11.  工作组还审议了制定适当的保险计划是否有益，由属于同一行业的操作

者向一些筹资机制作强制性的捐款，并由缔约国拨给专用经费来应付危险活动造

成重大损害产生的紧急和意外事件。  

                                                 
2  在工作组内对这一问题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保留“重大损害”作为启

动标准，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一种起点虽然适合于预防制度，但是是不合适的，因此对

于目前的工作必须确定一个更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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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会议还认识到，保险业并不总是对许多危险活动产生的损害进行保险

的，特别是那些被认为特别危险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由缔约国提供国家经费

或激励机制以便能得到这种保险的做法是值得一提的。关于这一点，一些缔约国

已经承诺用适当的激励措施来推动适当的保险计划。  

 13.  在任何有关损失分配的制度中，如果恢复和赔偿的费用超过现有的保险

或操作者生存所必需的自有资源的限度，那么就不能设想操作者的份额将是充分

和无所不包的。因此，对操作者在重大意外事件中损失的份额可以加以限制。会

议还指出，如果操作者的支付责任是严格的或绝对的，那么其份额一般将受到限

制。于是，损失的其余部分将得分配给其他来源。  

B.  缔约国的作用  

 14.  工作组讨论了缔约国在分担危险活动造成损害所产生的损失方面的作

用。工作组一致同意，缔约国在制订适当的国际和国内责任计划以实现公平的损

失分配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发表的一种意见认为，应制订出这

样的计划以便确保操作者内部消化其作业的所有费用，因此没有必要使用公共经

费来赔偿这种危险活动所产生的损失。如果缔约国本身是操作者的话，其也应根

据这种计划承担责任。然而，工作组还一致认为，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私人

的责任可能证明不足以实现公平的分配。工作组的一些成员于是表明这样的立

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其余部分应分配给该缔约国。其他成员认为，虽然不

能完全排除这一种备择办法，但是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应产生任何剩余的国家

赔偿责任。与会者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如对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害，国家已经接

受了第一位责任。  

 15.  工作组还讨论如果对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越境损害存在着剩余的国家责任

的话会产生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哪一个国家来参与分担损失并不是不

言自明的。在一些情况下，起源国可能负有责任。会议指出，授权或监测有关作

业或从中受益的国家也应参与承担损失。在其他情况下，责任可能落在有关操作

者国籍所在的国家身上。在确定国家在损失分配方面的作用时可以考虑国家控制

的程度，以及国家作为有关活动受益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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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问题 

 16.  在这一方面供审议的事项包括合并索赔的国家间或国家内机制、操作者

国际代表造成的问题、索赔的评估、量化以及理赔程序、向有关法院申诉的机会

以及现有补救方法的性质。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