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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是根据大会第 2819(XXVI)号决议设立的。大会在第 70/121

号决议中决定，将题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一届

会议临时议程。本报告是按照第 70/121 号决议的规定提交的。 

2. 本报告共分四章。委员会的建议和结论载于第四章。 

 

  

http://undocs.org/ch/A/RES/70/121
http://undocs.org/ch/A/RES/70/121
http://undocs.org/ch/A/RES/7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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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委员会的成员、组成、职权范围和工作安排 

3. 委员会由以下 19 个成员组成： 

 保加利亚 伊拉克 

 加拿大 利比亚 

 中国 马来西亚 

 哥斯达黎加 马里 

 科特迪瓦 俄罗斯联邦 

 古巴 塞内加尔 

 塞浦路斯 西班牙 

 法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洪都拉斯 美利坚合众国 

 匈牙利  

4. 委员会主席团由主席、三名副主席、报告员以及作为当然成员参加主席团会

议的东道国代表组成。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主席团的组成如下： 

主席： 

 尼古拉斯·埃米利奥(塞浦路斯) 

副主席： 

 克拉斯米拉·贝什科娃(保加利亚) 

 贾尔斯·安德鲁·诺曼-凯瑟琳·鲍彻(加拿大) 

 科菲·纳西斯·达特(科特迪瓦) 

报告员： 

 乔治娜·纪廉-格里略(哥斯达黎加) 

5. 委员会在第 277 次会议上获悉，曾担任副主席的吉尔斯·安德鲁·诺尔曼(加

拿大)已离任。在第 278 次会议上，委员会欢迎凯瑟琳·鲍彻(加拿大)和克拉斯米

拉·贝什科娃(保加利亚)担任副主席。 

6.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由大会第 2819(XXVI)号决议确定。1992 年 5 月，委员会

通过了供其审议的详细专题清单，并在 1994 年 3 月略作修改。专题清单详见本

报告附件一。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印发了附件二所列的 1 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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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举行了下列会议：2016 年 2 月 3 日的第 275 次会

议；2016 年 4 月 19 日的第 276 次会议；2016 年 7 月 29 日的第 277 次会议；2016

年 9 月 29 日的第 278 次会议；以及 2016 年 10 月 21 日的第 279 次会议。 

 

 

  



 A/71/26 

 

16-18386 (C) 7/11 

 

第三章 

  委员会处理的专题 

  东道国发放的入境签证 

8. 在第 275次会议上，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及他在 2015 年 10 月 5 日举行的第 173

次会议上的声明。在那次会议上，他通知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联邦委员

会主席瓦莲金娜·马特维延科，由于东道国发放入境签证方面的问题而无法出席

各国议会联盟(议会联盟)2015年 8月 31日至 9月 2日在联合国总部主办的会议。

在这一点上，他希望回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向俄罗斯

联邦代表团发出的一份普通照会，该照会已作为委员会有关此事的一份文件

(A/AC.154/410，附件)分发。他指出，俄罗斯联邦坚持其立场，即让议会联盟与

会者能够出席会议不是东道国出于礼节给予的方便，而是法律义务。俄罗斯联邦

曾呼吁东道国停止这方面的选择性政策，并表示希望获邀参加此类会议的代表的

签证能及时发放，且不附加任何形式的限制。他还指出，俄罗斯联邦保留在委员

会内再次讨论这一问题的权利。 

9. 东道国代表回顾，当双边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时，东道国曾书面答复俄罗斯

联邦，解释了尚未批准马特维延科女士签证申请的原因。他希望确认，美国政府

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10. 在第 277 次会议上，古巴代表说，古巴代表团对近几个月来本代表团官员和

行政人员的签证申请未得到及时处理感到遗憾。他呼吁东道国在适当期限内完成

向古巴代表团官员和行政人员发放签证的程序，以免对本代表团的工作产生任何

不利影响。他还希望强调，东道国有责任确保遵守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和《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的规定。 

11. 东道国代表解释说，签证申请量很大，出乎意料，造成延迟。他证实美国代

表团已与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其他常驻代表团进行双边合作，确保加快处理

任何尚待处理的签证申请。他还请面临特殊问题的代表团直接与美国代表团联系，

以便可以密切关注尚未处理的任何请求。 

 

  

http://undocs.org/ch/A/AC.15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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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议和结论 

12. 在 2016年 10月 21日第 279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以下建议和结论： 

 (a) 委员会重申《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以及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1946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各项规定； 

 (b) 考虑到为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常驻团维持适当条件符合联合国和所

有会员国的利益，委员会赞赏东道国为此作出的努力，并期待本着合作精神，依

照国际法妥善解决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所有问题，包括下文所述问题； 

 (c) 委员会指出，遵守特权和豁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委员会强调，有

必要通过谈判解决在这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使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常驻团能

够正常运作。委员会促请东道国继续采取适当行动，如培训警察、安保、海关和

边检官员，以期保持对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尊重。如果发生违规情况，委员会促请

东道国确保依照适用法律，对此类个案进行妥善调查和补救； 

 (d) 考虑到派驻联合国使团的安保及其人员的安全是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

件，委员会赞赏东道国为此作出努力，并期待东道国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

止使团的运作受到任何干扰； 

 (e) 委员会注意到各常驻团继续执行《外交车辆停放方案》，并将继续处理

此事，以期继续确保以公平、非歧视、有效并因而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妥善执行该

方案； 

 (f) 委员会请东道国继续提请纽约市官员注意关于常驻团或其工作人员所

遇其他问题的报告，以求改善他们的运作环境，促进遵守涉及外交特权和豁免的

国际规范，并请继续就这些重要问题与委员会协商； 

 (g) 委员会回顾指出，依照大会第 2819(XXVI)号决议第 7 段，委员会应审

议在执行《总部协定》中产生的问题，并将情况告知东道国； 

 (h) 委员会期待东道国继续加强努力，确保按照《总部协定》第四条第 11

节的规定向会员国代表发放入境签证，以便他们能及时赴纽约履行联合国公务，

包括参加联合国正式会议，并注意到一些代表团要求缩短东道国对发放会员国代

表入境签证所需时间方面的规定，因为这一时间规定给会员国充分参加联合国会

议造成了困难；委员会还期待东道国继续加强努力，酌情为会员国代表参加联合

国其他会议提供便利，包括发放签证。委员会还将继续处理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

与入境签证有关的具体问题，期盼有关方面本着合作精神并遵照国际法适当处理

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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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关于东道国针对某些常驻团人员和秘书处某些国籍工作人员发出的旅

行规定，委员会敦促东道国取消余留的旅行限制，并在这方面注意到秘书长报告

中反映的受影响会员国的立场,同时注意到东道国的立场； 

 (j) 委员会强调，常驻团及其人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必须履行财政义务； 

 (k) 委员会强调，常驻团和联合国需得到合适的银行服务，并预期东道国将

继续协助派驻联合国的常驻团及其工作人员获得此类服务； 

 (l) 委员会欢迎不是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

还欢迎秘书处对委员会工作所做的贡献，并强调这种贡献十分重要。委员会深信，

各方合作加强了委员会的重要工作； 

 (m) 委员会再次感谢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主管东道国事务的代表、美国常驻

团东道国事务科和外交使团办公室以及地方部门特别是市长国际事务办公室，参

加委员会会议，协助委员会努力帮助满足外交使团的需要、利益和要求，并促进

外交使团与纽约市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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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供委员会审议的专题清单 

1. 常驻团的安保及其人员安全问题。 

2. 审议在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方面产生的问

题并提出建议，包括： 

 (a) 东道国发放的入境签证； 

 (b) 加快移民和海关程序； 

 (c) 免税。 

3.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债务索偿问题以及解决相关问题

应遵循的程序。 

4. 外交人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住房。 

5. 特权和豁免问题： 

 (a) 对特权和豁免的比较研究； 

 (b)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和其他相关文书。 

6. 东道国的活动：为联合国大家庭成员提供协助的活动。 

7. 交通：机动车辆的使用、停放及相关事项。 

8. 保险、教育和健康。 

9. 联合国大家庭在东道市的公共关系以及鼓励大众媒体宣传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职能和地位的问题。 

10. 审议并通过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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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文件一览表 

A/AC.154/410 2015 年 10 月 30 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管东道国事务

公使衔参赞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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