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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会议的组织和工作

导言

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 

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在设立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 

专家小组时除其他外决定：

“专家小组的报告应分发给所有缔约国审议。如果大多数缔约国向保 

存国政府提议召开会议审查该报告，即应召开此一会议。在此种情况下，会 

议应就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作出决定"O

2. 根据第三次軍查会议通过的职权,特设政府专家小组在1992年和1993年举 

行了四届会议。专家小组在最后一届会议（1993年9月13日至24日）上以协商一致方 

式通过了报告（VEREX报告），该报告已于此后分发给所有缔约国审议（BWC/CONF. III/ 

VEREX/9）o

3. 应多数缔约国的请求，各保存国政府根据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并依 

照联合国大会第48/65号决议釆取了召开缔约国特别会议的必要步骤。联大在该决 

议中请秘书长提供召开特别会议的必要协助及可能需要的服务。

4. 由保存国政府召开的筹备委员会于4月11日至15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届会 

议。下列61个公约缔约国出席了筹备委员会的该届会议：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 

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 

尔、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為国、加纳、希腊、匈牙利、冰岛、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约旦、卢森堡、马 

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阿 

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 

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 

瑞典、瑞士、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津巴布韦。

5. 裁军事务中心副主任索赫拉布•凯拉迪先生代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筹备委 

员会届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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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筹备委员会在1994年4月11日的第1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举蒂博尔•托特 

大使（匈牙利）为委员会主席。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一致选举莫哈马迪博士（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和沃尔夫冈-霍夫曼大使（德国）为委员会副主席。

7. 委员会在届会期间确认了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达成的谅解,并议定 

向特别会议建议由帯博尔-托特大使（何牙利）主持工作。委员会还议定，建议按照 

议事规则第8条选举20名副主席，职位分配如下；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集团10名、 

西方集团6名、东欧国家集团4名。委员会还建议附属机构的职位做如下分配 ：

全体委员会： 主席（西方集团）

副主席（不结盟国家及其他国家集团）

副主席（东欧国家集团）

起草委员会： 主席（不结盟国家及其他国家集团）

副主席（西方集团）

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不结盟国家及其他国家集团）

副主席（东欧国家集团）

8. 委员会决定,特别会议应于9月19日至30日在日内瓦举行。委员会建议特别 

会议在进行必要修改之后通过筹备委员会报告（BWC/SPC/PC/6）所附的第三次审查会 

议议事规则及一份临时议程。

9. 委员会决定；除了筹委会报告（BWC/SPC/PC/6）和特设政府专家小组报告 

（BWC/C0NF.III/VEREX/9）之外,特别会议还应备有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文件（BWC/ 

CONF. II1/23）,作为背景文件。

10. 委员会在通过了BWC/SPC/PC/4/Rev.l号文件中的特别会议费用估算之后, 

建议特别会议根据筹委会本身采用的同样费用分摊办法通过这一估算。

会议的组织

1L根据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特别会议于9月19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为期两 

周。

12. 筹备委员会主席在9月19日的第1次会议上主持特别会议开幕，并提交了筹 

备委员会的报告。

13.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蒂博尔•托特大使（匈牙利）为主席。

14. 会议通过了筹备委员会建议的议程（BWC/SPC0NF/L.1）,并通过了工作计划 

（BWC/SPCX）N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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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会议通过了筹备委员会建议的议事规则（BWC/SPC/PC/6）。除其他外，议事 

规则规定设立一个总务委员会，由会议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和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

16.会议确认了裁军事务中心副主任索赫拉布•凯拉迪先生担任会议秘书长 

的提名。这项提名是联合国秘书长应筹备委员会的请求作出的。

17.会议以鼓掌方式选出来自下列缔约国的20名副主席：白俄罗斯、巴西、 

保加利亚、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国、德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韩国、荷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 

邦、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津巴布韦。会议还以鼓

掌方式选出了全体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全体委员会： 主 席克里斯托弗•韦斯特达尔大使（加拿大） 

副主席奥罗伯拉•法塞亨（尼日利亚）

副主席弗拉迪斯拉夫•杰米亚年科先生（乌克兰）

起草委员会： 主 席豪尔赫•贝尔古诺大使（智利） 

副主席理查德•斯塔尔大使（澳大利亚）

全权证书委员会：主 席埃克斯秦因大使（南非）

副主席卢德维克•登宾斯基大使（波兰）

与会情况

18.公约的下列80个缔约国参加了会议：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白俄罗 

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 

亚、克罗地亚、古巴、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厄 

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洪都 

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 

利、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卢森堡、马来西亚、马耳 

他、毛里求斯、墨西覺、蒙古、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 

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荀萄牙、卡塔尔、 

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 

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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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此外，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公约的埃及和摩洛哥按照议事规则第44条第1 

款参加了会议，但无权参加通过决定。

20. 在第6次全体会议上，按照议事规则第44条第2款(a)项，允许以色列以观察 

员身分出席会议

21. 本报告附件四列有包括缔约国和签署国在内的所有出席会议代表团的名 

单。

22. 全权证书委员会于9月27日和29日举行了会议，并于9月30日向会议提出了 

关于缔约国全权证书的报告(BWC/SPC0NF/CC.1)。会议在9月30日的第8次全体会议 

上注意到了该份报告。

会议的工作

23. 会议于9月19日至30日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并于9月30日完成了工作。

24. 前3次全体会议专门用于进行关于议程项目9的一般性辩论，题为“审议从 

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加强本公约 

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有28个缔约国和签署国在一般性辩论中发了言。1

25. 全体委员会于9月20日至23日共举行了7次会议。委员会还举行了非正式 

磋商。在工作期间有口头发言，并提出了 18份工作文件。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已于9月 

23日提交特别会议第5次全体会议。工作文件列于报告的附件。在同一次会议上，特 

别会议注意到了妙报肯。..

26. 起輩委员会于9月23日至28日共举行了7次会议。在工作期间有口头发言, 

并提出了工作文件。委员会还举行了非正式磋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已于9月29日 

提交特别会议第7次全体会议。特别会议在同一次会议上注意到了该份报告。

27. 在第7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 BWC/SPC0NF/L.3号文件所载的费用估 

计。

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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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8. 特别会议的文件清单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

会议的结束

29. 特别会议在9月30日的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了BWC/SPC0NF/1号文件所载的最后报告。最后报告内含四个部分和四份附件：

一、 会议的组织和工作

二、 会议提交缔约国的报告

三、 各附属机构的报告

四、 全体会议简要记录

附件一.会议文件清单

附件二.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附件三.会议的议事规则

附件四.与会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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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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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二、最后宣言

审议专家小组的报告

30. 特别会议在议程项目9之下审议了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 

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

31. 会议对报告表示欢迎，并且注意到本次会议使缔约国第一次有机会把政策 

考虑与报告中的科技评估结合起来。

32. 会议还注意到专家小组研究和评估了 21项可能的核查措施以及其中某些 

措施结合使用的可能情况，同时又不影响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形成的任何进一步的意 

见。虽然小组内一致认为要断然区分禁止的活动和准许的活动并解决遵约方面的疑 

问不能仅依赖其中的任何一种措施，但在“宣布''这一标题下叙述的措施在与其他 

措施结合使用方面提到的次数最多。人们认为有些措施本身的特点决定其不能用以 

区分禁止的活动和准许的活动。小组认为，对于每一种研究过的组合方式，可能存在 

着一些在评估中未查明的重要的相互作用，其中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极的。人 

们还认识到，日后在进行进一步的工作时，还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例如开列物剂 

清单的问题及物剂类型和数量的问题。

33. 会议还注意到，专家小组的报告认为，从科技角度来看，一些可能的核查措 

施有助于加强公约的效用和改进其执行；而且把一些可能的核查措施一包括现场外 

措施和现场措施一结合起来可提供有助于实现生物武器公约主要目标的信息。会议 

注意到，报告中确认适当而有效的核查对公约可起加强作用。

34. 会议确认，旨在加强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 

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遵守的进程应促进为了将细菌（生物）物剂和毒素用于 

和平目的而进行的设备、材料及科学和技术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

35. 会议还确认，与加强生物武器公约有关的问题性质很复杂，因而有必要以 

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制度来加强公约的效用和改进对公约的遵守。此一 

制度除其他外，应包括各项可能的核查措施及有效执行这些措施的议定程序和机制,, 

而且应包括对指称使用的情况进行调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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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约

36.会议根据项目9之下的第二部分任务，本着加强公约效用和改进其执行这 

一决心，认识到有效的核查可加强公约，决定设立一个对所有缔约国开放的特设小 

组。该特设小组的目标应是审议将酌情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加强公约 

的适当措施，包括各项可能的核查措施和提案，以提交缔约国审议。在这方面，除其 

他外，特设小组应审议：

- 与旨在加强公约的具体措施相关的用语定义和客观标准，如细菌（生物 

物剂和毒素清单、这些物剂和毒素的阈值以及设备和活动类型；

- 将现有的和进一步予以加强的建立信任措施及透明度措施酌情纳入制 

度；

- 旨在促进对公约的遵守的一组措施，其中酌情包括专家小组的报告中 

查明、研究和评估的各项措施。此种措施应适用于一切有关的设施和 

活动，而且应可靠、效费比高、无歧视性、尽可能少侵扰、符合有效. 

执行这组措施的要求，不应导致滥用；

-旨在确保有效和充分执行第十条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应避免施加任 

何与公约下所承担义务不相符的限制，注意到不应利用公约的条款而 

对为了与公约的宗旨和条款相符的目的进行的科学知识、技术、设备 

和材料的转让施加任何限制。

应制订和执行各.项措施，以保护敏感的商业所有权资料和正当的国家安全需 

要
°应制订和执行各项措施，以防止对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和工业发展造成任何不 

利的影响。

济.特设小组在执行任务时要考虑到载于最后报告中的■所有工作文件"简要 

记录和提交给特别会议的所有其他有关材料。

38.会议还决定,特设小组应于1995年1月4日至6日在日内瓦举行一届会期很 

短的会议。该届会议将专门讨论程序性事项，并就小组的工作方法作出决定,包括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其议事规则。小组还将酌情举行额外的会议。小组应尽快完成工 

作，并应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其报告，以便在第四次审查会议上或其后的一次特别会 

议上加以审议。小组将由蒂博尔•托特大使（匈牙利）担任主席，并由小组选出的两 

名副主席协助主席。

39.会议建议联合国大会请秘书长为召集特设小组提供必要的协助和可能需要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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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

第三部分

各附属机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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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1. 在9月19BM-次全体会议上，特别会议决定按照其议事规则第35条设立一 

个全体委员会，来促进会议审议议程项目9：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 

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加强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的工作。

2.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特别会议以鼓拏方式选举克里斯托弗-韦斯特达尔 

大使（加拿大）为全体委员会主席，弗拉迪斯拉夫-杰米亚年科先生（乌克兰）和奥• 

法塞亨博士（尼日利亚）为副主席。裁军事务中心政治事务干事蒂穆尔-阿拉萨尼亚 

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

3. 全体委员会在9月2。日至23日期间在主席韦斯特达尔大使的主持下共举行 

了 7次会议。委员会还举行了非正式磋商会议。

4. 在委员会进行工作期间，就议程项目9下的有关问题作了口头说明，并提交 

了若干工作文件和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文件载于本报告附件。

5. 在1994年9月23日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全体委员会通过了其报告，载 

于 BWC/SPC0NF/WP.15 号文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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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会的报告的附件

关于核查特设工作组的职权的建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欧洲联盟提出

（1号工作文件）

1. 特别会议回顾了第三次审查会议决心加强公约的有效性并改善公约的执行 

情况，满意地注意到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 

告。

2. 特别会议还注意到该报告得出的结论，即从科技角度来看有些可能的核查 

措施将有助于加强公约的有效性并改善公约的执行情况;合并某些可能的核查措施， 

包括现场外措施和现场措施，可提供能有助于实现生物武器公约主要目标的资料。 

特别会议赞同该报告的认识，即适当有效的核查可加强公约。会议还认为，现在应尽 

快缔结核查议定书。

3. 因此，会议决心加强公约的有致性并改善公约的执行情况，决定设立对所有 

缔约国开放的核查特设工作组来拟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议定书。该议定书的目 

标将是确保《生物和毒素公约》的有效核查。

4. 核査特设工作组的目标将是起草核查议定书，要酌情利用核查措施特设政 

府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以便建立一个强制性制度来提供或加强与《生物和毒素武 

器公约》有关的一切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这一制度应包括下列基本要素：

- 现场外措施，包括就缔约国进行的各种活动作出国家宣布：例如生物 

武器防御方案、疫苗、有关的制药和生物技术活动、处理特定生物体 

和毒素的设施；

- 现场措施，例如对宣布的设施作了解情况的访查、临时通知的视察、 

对指称使用进行调查。

该制度还应规定在自愿基础上的多边资料交流，以提高核查公约遵守情况的效 

率。

5. 该制度应适用于商业、学术和政府设施等合法的可能核查目标，要铭记所 

有活动必须包括保护与生物和毒素武器活动无关的专利权和敏感资料的适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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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核查特设工作组应考虑如何最好由一个蝕立的视察团来执行这一制度，同 

时要考虑到经费、法律、安全、技术、物质、人力、设施和组织问题等因素；不过 

考虑这些方面时不应当忽略该制度的核心目标和内容 。

7. 核查特设工作组应在日内瓦开会，首次会议应不迟于1995年1月举行。特设 

工作组将视需要举行更多的会议。这些会议将拟订有效执行核查制度所需的模式, 

包括但不限于本职权第4段所列的领域。特设工作组主席应是……，他应得到两名副 

主席的协助，他们将在第一次会议上由缔约国选出。

8. 核查特设工作组应尽快完成其工作，最好能够及时让议定书由将在1996年 

举行的第四次审查会议核可;或者在其后由一次缔约国特别会议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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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视察 

遵约情况的演练方案总结报告

（2号工作文件）

导盲

1. 联合王国对生物技术、制药和疫苗生产工业已进行了4次视察演练。该方 

案的目标是：

a. 通过视察生物技术研究和发展制药和疫苗生产厂，特别是那些大型、

多用途、灵活、与病原体工作兼容而且极为关心商业机密的厂家，以 

此检验核查《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遵约情况的效果。

b. 审查对工业、对接受视察的缔约国政府和对按照《生物及毒素武器公 

约》管理这类核查措施所产生的问题。

c. 试验能否允许在工厂内充分进行察看并查阅文献资料，以证实遵守了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而又不致令人无法接受地损害商业机密。

主要问题

2. 视察遵约情况的演练中遇到4个问题：察看、遵约情况评价、商业机密和 

后勤保障。

察看

3. 在关于察看建筑物和文献资料的谈判中，有节制的察看技巧占有重要位 

置。釆用某种形式的实际察看是可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能允许的察看水平实际 

上十分广泛。但在有些场合下，工厂的经营者以维护商业机密、健全的生产惯例和/ 

或健康及安全等为理由，限制视察员的实际察看。联合王国认为，原则上可以拟订具 

体的解决办法以应付大部分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察看的水平能否为视察员提供所有 

需要的信息并且使当事公司相信商业敏感情报得到了保护，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4. 在视察过程中，对于允许直阅工厂的某些文献资料不存在无法克服的障 

碍。实际上，当实际或肉眼察看遭到拒绝或受到限制时，文献资料具有关键的重要 

性。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并不够成什么问题。而占用高级管理人员的时间反到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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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知视察某一商业性现场造成的最大负担。凡有可能，应在有保障的情况下允许 

视察员会见任何员工。

遵约情况评价

5. 除非允许视察组充分察看，否则它的内涵将因地点而异。但还是能够有把 

握地确定并没有发生隐瞒不遵约活动的情况。而信任程度取决于允许察看的性质和 

范围。

6. 凡是视察员能够证实就广泛的现场活动尽可能提供的证据和解释具有内在 

的一致性,而且技术和商业方面可信时，就会显著增加对于遵约的信任。

商业机密

7. 保护商业机密的正当需要没有为进行有效的视察造成无法逾越的障碍。但 

有的时候维护所有者数据的需要却与视察员获取资料的要求发生冲突。好在这种情 

况并不经常发生并且仅限于数目相对较少的、商业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区域，而且可 

能只限于某些场地。但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零散的资料本身并不属于机密, 

但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就有可能窥见敏感的商业全貌。

8. 只要所在国当局事先有所准备,找出敏感点并对有节制的察看方法加以规 

划，受损害的风险虽不能完全排除，但可以大为减少。对不同级别的商业资料的敏感 

性加以区别十分重要。试验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透露信息可能危及机密情况 

时,可以间接满足某一种询问而不给机密造成风险。

后勤保障

9. 一般性的后勤问题，例如视察小组的规模、陪同人员、简况介绍、安全、 

语言沟通和一般设备对视察的进行并不构成严重限制。而《细菌毒素武器公约》真 

正的视察组如拥有针对一系列候选细菌武器战剂的成套取样和识别工具则是很有好  

处的。这套工具相对来说利于实时确定是否存在某种令人关切的物剂°这样做还有 

助于所在国当局有准备提供任何现有的实验室或试验设施以显示样品中是否有其它 

微生物或生化物存在。现场分析避免了因将样品带离现场而给商业情报带来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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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0. -深入视察是行得通的：审计、会面询问和肉眼视察关键设备均属必不可少 

并且相互加强。任何一种单一措施本身都价值甚微或毫无价值。

11. 如果被视察的现场有所准备并采用有节制的察看，可以减少给商业敏感情 

报带来的风险。在许多场合下，在不危及所有者数据的前提下,可允许的察看数量是 

很大的。

12. 为了作到有效视察,应具有十分高的证据标准。这是一个质的问题，因为难 

以获得明确的不遵约的证据，但还是能够发现这种活动的迹象的。鉴于生物物剂具 

有双重用途的性质和设备极为相关，视察组如果想要对调查中的现场作出判断，就需 

要掌握现场的各方面的证据。

13. 拥有便携式候选细菌武器战剂的成套识别工具对于视察组和所在国小组都 

有巨大的价值；使用所在国的实验室设施还有助于证实是否存在其它生物，化譯性质 

的生物物剂。

14. 给有关工业带来的主要负担大部分是管理人员要抽出时间接待视察；只要 

能找到替代办法满足视察员的关切，就无需打乱工厂作业或进入无菌区。

15. 视察遵约情况演练中遇到的许多察看问题局限于某些现场，而有节制的察 

看方法也同样是局限于某些现场的。这或许是适用于大多数现场的一个一般性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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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关于授权加强《生物及 

毒素武器公约》的看法

〈3号工作文件）

特别会议应决定建立一个工作组，授权给它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 ， 

以加强《公约》。我国认为，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应视为缔约国本身的共同任务， 

而不应由一个管理法律文书的技术机构来负责。•缔约国自己应参与未来的机制。

1. 一个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机制应具有较强的透明度。它与现有的信任 

建立措施不同，它的透明度应是强制性的。从现有信任建立措施所得的经验以及可 

能核查措施特设专家组报告的结论应是这项工作的基础。所谓透明度应有一定的伸 

缩性,能够应付科学和生杨技术突飞猛进所必然会带来的新的危险。

2. 任何时候《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被怀疑犯有违约行为，他方应有可能要 

求澄清。一个未来的机制应包含允许调查团实地核查的规则和方法。实地核查不但 

能帮助被疑犯有违约行为的国家作出澄清，而且也能鼓励受怀疑国家明白地表现出 

它对《公约》的遵守。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调查团合适的基层结构、设备与人员。

3. 应根据议定书成立一个委员会，开放给所有缔约国参加。这个委员会应定 

期、或应某缔约国要求随时开会。委员会应针对透明度措施的结果以及调查团的结 

论进行实质性的讨论;针对有关违反抑或遵守《生物武器公约》的不同看法主持协 

商;审查并可能时议定具体措施，消除关于某方违约的疑虑；以及讨论有关遵守《公 

约》的其他问题。

此外,还应拟订措施，以确保对工业、科学和国防方面的信息实行合法的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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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可能的 

核查制度的要点 

（4号工作文件）

1. 巴西提出下列更点，作为关于《生物武器公约》可能的核查制度的初步意 

见。在进入起草阶段之前，仍有必要在具有充分职权并可自由参加的特设小组范围 

内作进一步阐述。然而，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如何设想对《生物武器公约》遵守的 

核查,我们认为是有益的。

宣布

2. 现在已经清楚，各国进行宣布的制度是《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制度駕有用 

的起点。正如核查措施专家小组第三届会议上所说，“宣布可描绘出一国对微生物 

工作、卫生和安全的态度（……）从而可对一致性作出初步判断"。似有必要认真讨 

论各国的宣布应包括哪些类型的设施，以便使所有引起真正遵守疑虑的设施都得到 

说明，并且仅仅是这些设施。

3. 在核查措施专家小组会议期间，查明、研究并评价了宣布应包括的可能的 

项目和事件。目前，对于这些建议,仍需要由一个合格专家小组详细拟订至少两个清 

单，一个是物剂清单，一个是设备清单，这两个清单有如下用处：既可帮助确定各国 

的宣布应包括哪些设施，又可便利核查制度的作业方面。对于所列设备的生产能力, 

需要确定其定义。为了方便，可以把这些清单细分为“核心清单''和“值得警惕的 

清单”，根据具体物剂和设备对于评估遵守情况所具有的意义大小确定。

4. 除了开列清单外，还应制定与设施内所进行的工作的目的（生物防御方案, 

包括军队免疫方案，以及疫苗的研制）和设施的资金来源（国防预算和军事合同〉有关 

的其他标准。

5. 此外，还必须加上另一项指标，即与某些技术程序有关的指标，这些技术程 

序可能是引起疑虑的严重因素，因为这些程序可能与研制新的更有效的生物武器（当 

然也可能与正当的目的）有关。因此，凡是对所列的病原体采用某些遗传控制技术的 

设施都须宣布其工作的性质和目的，并应接受严格的透明度和核查程序的约束。

6. 关于病原体的遗传控制技术，应強调增加透明度和建立核查程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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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些技术能提高生物剂的军事价值，因而可成为不遵守公约的强有力诱因。而 

且，如果不涉及有关的预防目的或其他和平目的,使用遗传技术以提高病原体的致病 

力或提高病原体更易作为武器的特性，则可能构成对公约第一条的违犯（即使没有实 

际制造生物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应确立十分仔细的宣布程序，继之以现场视察，以 

及如有必要，连续监测。

技术援助和技术发展

7. 经常有人说，《生物武器公约》不论建立什么样的各国宣布制度都须把世 

界各地数目巨大的设施包括在内。这不足为奇，因为用最少的设备和人力便有可能 

进行公约所禁止的活动一例如为恐怖主义或报复目的而制造粗糙的生物武器。这种 

情形会给负责汇集宣布资料的国家当局带来沉重负担。各国参加现有的建立信任措 

施的程度较低，恰好说明了许多国家一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一在跟踪本 

国工业方面面对的许多困难。这个问题在近期内不会消失，即使各国进行宣布成了 

强制性的制度。

8. 因此，在没有引起疑虑的其他原因时，各国的宣布所出现的迟延和停顿，不 

一定应视为有意不遵约的迹象。对于这些问题，应首先通过发展国家当局与将负责 

核查的国际组织或中心的合作性关系而加以解决。可以设想,该组织须帮助国家当 

局准备宣布，并协助培训监测生物活动和建立、管理国家生物数据库所需的人力资 

源。无疑，这种工作会导致在改善国家生物安全惯例方面提供技术援助，以便逐渐按 

照多边商定的标准更新这种惯例。

9. 上夫所述的合作性做法有好几项优飢'第一清或于该纪织Mil地了解 

每一缔约国以及全世界的有关生物活动，正如专家小纟且第三届会议所建议的那样。 

第二、对于正在改进本国生物安全标准和惯例的国家而言，用处极大。通泄这样做, 

核查制度将有助于实现《生物武器公约》第十条所确立的目标。第三、有些捐助国 

可能乐意提供另外的援助，帮助其他国家改进生物安全惯例（这是一种互利性的合 

作，因为有助于阻止疾病的扩散），上述做法为这些捐助国提供了一个框架。第四、 

可以有力地剌激许多国家持久积极地参加公约的执行，因而增加了对《生物武器公 

约》的整个生物裁军制度的政治和实际支持。

10. 在这方面还提出了其他宝贵的想法，例如关于在疫苗研究、研制和生产 

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想法。所有这些想法应由一个有充分职权的工作组加以认真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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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措施

11. 由于各国的宣布可能须包括数目很大的设施,这就必须把惯常视察的使用 

减小到景低限度。只有最敏感的设施（例如从事于防御性军事方案、军队免疫和对 

所列病原体进行遗传控制的设施）才应予以惯常视察。

12. 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更宜于依靠未事先安排的通知后不久即进行的视 

察。为挑选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应予以视察的设施，提出了好几项标准（使用加权因 

素、敏感性指标、公平地理分配等）。多项标准的组合似乎是合理的解决办法。例 

如，大部分视察可以用加权因素随机决定,其余视察可以由秘书处发起，如果它感到 

具体方案或国家存在重要的资料短缺的话。由于视察须是通知后不久即进行的视察 

（以弥补视察并不很经常这一点），秘书处似必不可免地应在挑选标准和由缔约国或 

由该组织执行理事会所核准的工作方案的限度内获得合理程度的自主权。工作方案 

须考虑到用于视察的资源数量。通知后不久即进行的视察将运用一系列现场措施 

（询问、目视视察、鉴定关键设备以及必要时，取样、鉴定和审计）。这种视•察须遵 

守执行理事会或缔约国大会为每一种设施核准的视察手册。

13. 除了通知后术久即进行的视察,似应同时建立一种为了核实情况而进行的 

访查机制，这种访查将是该组织与国家当局的合作方案的一部分。这种访查有助于 

准备、核对、订正和改进各国的宣布，并且会导致秘书处向国家当局和设施管理人 

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关于生物安全惯例的建议。核实性访查仅采用侵扰性最低的现 

场措施（询问、目视视察、鉴定关键设备）。核实性访查可针对一具体设施,或者在 

适当时，针对分布在地理上相近的好几个设施的某些方案或活动（即使这些设施分布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核实性访查可以在当地、国家或区域范围 

的讨论会之后进行,这种讨论会能提高对《生物武器公约》事务的认识，使好几个设 

施的人员都熟悉核查程序。具体地说，讨论会和核实性访查结合起来似乎是在实施 

《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制度的初级阶段能够达及尽可能多的设施的最经济有效的方 

式。这种访查有助于秘书处选出还需要进一步视察的领域和方案。另外，还有助于 

使当地人员熟悉随后可能进行的更具有侵扰性的通知后不久即进行的视察。

14. 必须把核实性访查与视察加以明确区分，因为唯有前者才有可能与其他国 

际组织（如卫生组织）联合进行，以及如果达成协议，与第三国联合进行。公约以这种 

方式提供了一个框架，便于目前拥有某些特别技术能力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分享知识 

并慕助它们确定执行《生物武器公约》所需要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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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似乎也有必要预想关于质疑性视察或根据请求进行的视察的程序，以便调 

查并解决对遵守的具体且有充分根据的怀疑。这种视察须由执行理事会审查。在这 
方面，《化学武器公约》的先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进行这种视察的凌治代价 

一般很高，因此这种视察须仅在严格必要时并且须在合作性措施用完之后才采用。 

利用软不正式的机制解决对遵守的怀疑，例如国家当局邀请秘书处派遗视察团，这种 

可能性应保留。

16. 在谈判和运用《生场武器公约》上述好几种视察的时候须牢记，对裁军协 

定的核查从根本上讲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性努力。核查如果在人们心目中无助于 

建立信任，并且如果不是公平地分配负担，则不可能有效。必须当心,不能盲目地运 

用从别处获得的经验。《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制度开始实施之后，可能不会立即获 

得关于条约得到遵守的完全把握，完全把握只能是核查制度随着时间逐步运转良好 

并且由核查制度产生的透明度、开放性以及合作不断增加的结果。

组织方面

17. 须充分探讨与《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制度的实施有关的现有多边资源的 

利用问题。在这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在生物安全领域已经做的工作显然有关。反过 

来说，负责核查《生物武器公约》的遵守的组织无疑会从卫生组织在这方面多年来 

积累的大量知识和经验中受益。因此,应认真地考虑在该组织与卫生组织，以及与负 

有核查职责的机构特别是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建立工作关系的可能性。

18. 与卫生组织在下列领域联合开展活动可产生巨大的协同增效作用并可明 

显地节省费用：例如收集关于所列的病原体的资料，管理关于生物活动的国际數据 

库，向国家当局提供技木援助史以及共用图#馆和设备。…….…

19. 吉此扃时，负责《生物武器公约》的组织在执行某些任务,特别是与现场 

措施有关的任务时，会经手涉及所有权的机密资料和技术机密。因此,至少侵扰性视 

察须由特定视察团执行，它是负责《生物武器公约》的垠织的秘书处的一部分。由 

这种视察获得的资料不得提供给任何其他组织，除非缔约国批准。在谈判这些问题 

时，缔约国毫无疑问可从《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附件》和《保密附件》所确立 

的先例吸取益处。

20. 在秘书处担负的众多具体任务中，可以列出下列一些:就有关的技术发 

展，收集并传播资料;为准备各国的宣布以及在改进生物安全标准（与卫生组织一起, 

适当时，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捐助国一起）等领域，提供技术援助;汇集并评估各国的 

宣布;协调互访和其他建立信任措施；为视察敏感设施而实施适当的机制；调查并澄 

清对遵守的怀疑〈在执行理事会或缔约国大会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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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加強生物武器公约》：今后的步骤

（5号工作文件）

1. 有关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性质复杂，因而必须对贯彻落实遵守情况核 

査制度的各种建议釆取逐渐处理的办法。虽然可用核查措施特设专家组已在相当的 

程度上圆满处理了核查生物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和政 

治方面仍然还有相当可观的工作要做。

2. 现在必须将一系列核查措施综合成为一个融汇贯通的制度，其下面还应列 

入可用核查措施特设专家组审议过的那一套核查措施，并明确规定这些措施的落实 

机制的各种特色。但是，只有先前已商定就这样一种制度达成协议的全过程的政治 

目标是什么，才有可能就此达成协议。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实现下 

述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即：“彻底"排除“使用细菌（生物）剂和毒素作为武器的可 

能性"（前言第9段）和促进“尽可能充分地交换关于细菌（生物）剂和毒素使用于和 

平目的方面的设备、材料和科技情报”（第十条）。

3. 第一个目标是该公约的首要目标，但是实现第二个目标的进展情况对实现 

第一个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4. 特别会议的任务看来应该是明确而直截了当地重申加强公约的目的何在, 

并在这迥程中为核查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奠定基础，特设工作组将为此而提出一项具 

体建议，最理想的是在1996年审查会议前提出。巴西认为核查特设工作组的职能范 

围应包括：

-以可用核查措施特设专家组查明和审议过的一套综合措施作为其中一 

个基融，制定生物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核查和增进制度，借以断定各缔 

约国是否遵守公约规定其承担的义务 ；

- 规定负责管理执行核查制度的机构的责任以及“个别地或”同其他国 

际组织或其他国家“一起，在为预防疾病或为其他和平目的而进一步 

发展和应用细菌学（生物学）领域内的科学发现方面，作出贡献”（第十 

条），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

5. 对这个问题细心考虑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将要主管生物武器公约（核 

查和技术开发）组织的这两项工作远非相互抵触，而是相辅相成的。提供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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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主管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是收集成百甚至成千个可能与公约有关的生物设施 

的情况的唯一现实而具有成本效益的办法。反过来说,各国主管部门与核查机构合 

作，可有助于它们努力使生物安全标准和惯例升级，并尽可能充分地参与为和平目的 

而进行的技术交流。

6.总之,特设工作组的职能应明确提到加强生物武器公约（裁军和发展）过程 

的目标、遵守情况核查工作的基础（可用核查措施将设专家组的报告）以及负责落实 

（核查与技术援助）工作的组织或中心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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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审议核查措施专家小组 

报告的初步意见 

（6号工作文件）

・澳大利亚欢迎核查措施专家小组进程的积极成果。

・我们认为核査措施专家小组的报告是积极的，足以值得采取进一步行动，为生物 

武器公约制订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议定书O

•实际上，我们认为核査措施专家小组的报告是非常积极的,足以使我们相信作为 

另一种选择，在建立信任措施上下功夫一如有些代表团所建议的一无异于否定 

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所做的大量出色工作。

•作为制订核查议定书工作的起点，我们认为欧洲联盟的职权草案完全可以敷用， 

我们能够同意。

•我们还愿补充一点，我们认为核查措施专家小组的工作已足够具体和有效，在此 

重新辩论任何具体措施的实质内容都将起副作用。关于具体措施实质内容的難 

论应留给今后的工作组。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应当确保在此制订的任何进行核查议定书谈判的职权，均不 

应排除工作组对核查措施专家小组确定的任何措施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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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德国代表团 

代表欧洲联盟提出的文件的评论 

Q号工作文件）

1994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欧洲联盟提出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 

核查特设工作组的职权的建议M （BWC/SIWNF/WP.1）,俄罗斯代表团对该文件进行了 

初步研究，认为它是进一步工作的一个良好基础。同时,俄罗斯代表团愿建议下列修 

正案，供列入第3>5段的措词之中（要删掉的案文字面坳线,要插入的案文用粗体字）：

3. 因此，会议决心加强公约的有效性并改善公约的执行情况，决定设立对所有 

缔约国开放的核查特设工作组来拟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议定书草案。该议定书 

的目标将是确保《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有效核查。

4. 核查特设工作组的目标将是起草核查议定书，要酌情利用核查措施专家小 

组的最后报告，以便建立一个来提供或加强与《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有关的一切 

活动的公开枇和透明度强制性核查制度。

这一核查制度应包括下列基本要素：

- 现场外措施，例如就缔约国进行的与《公约》有关的各种活动作出国 

家宣布T•一例如生物武器防御方案、疫苗•、南关的制药和生物技术活 

•动L处理特定生物体和毒素的设施;

- 现场措施，例如特室布的设施作孑解情洸的相互访查和 

视察

该制度还应规定在自愿基础上的多边资料交流，以提高核查公约遵守情况的效 

率。

4a.为了使核查制度有效果和效率,核查议定书草案应包括下列规定：

- 界定1972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所用的术语；

- 可被视为有可能用于发展生物武器的生物剂和毒素的说明性清单，根 

据需要予以更新，并界定其阈值；

-《公约》矚止的活动、仪器和设备清单,以及为预防、保护或其他 

和平目的而允i午进行的活动清单。

5. 该制度应适用于任何商业、学术和政府的生物设施等合法的可能核查目 

标,无论其所有权属谁，也无论其位于缔约国领土之内还是之外，要铭记所有活动必 

须包括保护与生物和毒素武器活动无关的专利权利和敏感资料的适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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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向全体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8号工作文件）

新西兰致力于加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 

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目的和目标。我们同其它缔约国抱有同样的愿望一禁止发展生 

产和储存生物和毒素武器,加强对《公约》的遵守并在缔约国之间促进实现这些目 

标的透明度和因而的相互信赖。

核查措施专家小组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核查是可行的，但需要一项超出目前的 

建立信任措施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新西兰赞同这些结论并支持建立一套确 

保上述目标的强制性制度。

新西兰支持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特设委员会以便着手开始议定书的工作。 

由于深信广泛参与特别会议的进程更为可取，我们认为拟议的特设委员会所定召开 

会议的次数应使非欧洲缔约国能够参加会议。 ‘用。

我们的目的是使特设委员会及时完成工作，赶在1996年第四次审查会议之前将 

议定书草案散发给各缔约国。

因此，以下是我们建议的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议定书内容汇集在 

一起交由19%年会议决定的各种事项的顺序；

一、 特别会议接受核查措施专家小组会议的报告；

二、 建立一种闭会期间谈判议定书的程序（拟议的特设委员会）； .

三、 授权闭会期间的进程审议一项强制性制度所需要的全部措施。 ,

关于特设委员会的职权，我们认为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将现场内外的措施综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吸收核查措施专家小组 

审议中找出并审查的全部21种措施，但并不重复核查措施专家小组已 

经做过的工作；

- 强制而有效的宣布和通报；

- 釆纳核查措施专家小组建议的准则，包括证实性访查在内的例行性和 

突击性现场视察；

-以自愿为基础，提供多边信息交流，发展缔约国之间的合作并加强对 

《公约》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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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关于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措施特设工作小组 

职权审议工作的说明性方针

(9号工作文件)

一、小组应审议旨在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法律文书的以下要点。

1. 在加强和扩大现有建立信任措施方面需采取的措施：

(1)强制性公布/通知

<2)扩大需要公布/通知的事物

(3)提高公布/通知的频繁程度

<4)扩大所需提供的数据，并提供更为详尽的数据

(5)如何处理所收集的数据并将结果反馈给各缔约国

2. 需要审议的与现场外措施有关的各项要点：

(1) 在考虑到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的情况下选择措施

(2) 执行细节

(a) 所需的数据

(b) 执行的频繁程度

<c)如何处理所收集的数据

0)如何将结果反馈给各缔约国

3. 需要审议的与现场措施有关的各项要点：

(1) 在考虑到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的情况下选择措施

(2) 执行细节

(a) 所要视察的现场和触发机制

(b) 访问/视察的频繁程度

(c) 对进行任何访问/视察的事先同意以及同意的内容

(d) >先通知和通知的时间掌握

<e)参与其事的工作人员(国民或非国民等)的国籍和资格

(f) 现场视察的程度

(g) 需使用的适当技术和设备

<h)如何处理所收集的资料和数据

(i)如何将结果反馈给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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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便于审议现场外措施和现场措施，还需确定的几点：

(a) 为便于采取实际措施，是否应开列一些清单，例如列出：

- 细菌(生物)剂和毒素清单(类别和名称等)；

- 设施/设备清单(类别和生物容量等)；以及

-活动清单(活动所产生的结果等)，

以及是否只制定一些标准而已

(b) 为了促进小组的工作，确定术语的定义，例如确定“生物武器"和“生 

物剂”的定义

5. 需要解放的与执行措施有关的各项问题

(1) 保守机密

(a) 保护机密和涉及所有权的资料及考虑国家安全的原则

(b) 关于因执行措施造成机密和涉及所有权的资料泄密而进行赔偿的 

原则

(2) 法律问题

(a) 是否符合每一国家的宪法

(b) 参与其事的外籍工作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⑶机构安排

(a) 建立国际机构的必要性

(利用一现有机构等)

(b) 如有必要，设立国家管理机构

(c) 招聘最低数目的合格工作人员参与其事

(4)财务问题

(a) 估计所需的年度更用

(b) 制订一项新的分摊费用办法

二、小组应在1995年年底以前制订出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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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审议核查措施专家小组的报告 

（10号工作文件）

特别会议回顾第三次审查会议加强《公约》效力和改进《公约》执行的决心, 

满意地注意到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

特别会议还注意到，该报告认为有些可能的措施可有助于加强《公约》的效力 

和改进《公约》的执行;一些可能的措施,包括场外和现场措施，如配合使用，可提供 

对《生物武器公约》的主要目标有用的资料。特别会议赞同报告关于适当、有效的 

强制性措施可增强《公约》效力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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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约》

任务是加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

特别会议决心增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效力和改进该公约的执行，决定 

设立一个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的特设政府专家小组，以讨论建立一个在法律上具有约 

東力的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将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从而阻止违犯《公约》行为，在 

遵守《公约》上增加信任。

特设小组应在 举行会议。特设小组应在不晚于 召

开首次会议,并应酌情举行加会以尽快完成工作，但不得晚于〔1995年）

特设小组的目标是起草一份议定书，规定具有以下基本内容的一项制度：

-该制度应以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最后报告所载措施加上特设专家小组认 

为必要的任何附加新措施为基础。

-•该制度应是强制性的，应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

- 该制度应在可能的生物及毒素战争活动的所有阶段一从研究到生产 、 

储存和制成武器一提供或增强与《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有关活动的 

公开性和透明度。

- 该制度应包含场外和现场措施,包括临时通知的现场措施。

- 任何现场措施的目的除其他外应加强对缔约国之间所交换资料的信任 

或提供进行令人关切的具体活动的机制

- 该制度应将商业、学术和政府设施包括在内，作为调查的正当可能目 

标，同时铭记加强守约信任的所有活动必须包括保护产权资料、宪法 

权利和与生物及毒素武器活动无关的国家敏感资料的适当手段。

- 与执行该制度有关的活动应根据技术要求，尽可能依靠现有组织性资 

源，以减少费用。高效率、及时的行动应是设计该制度的重要考虑。

特设小组一俟绪東工作，就向所有缔约国分发议定书草案供其审议;然后，应提 

交定于1996年举行的第四次审查会议，以便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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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非

加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职权范围

（11号工作文件）

南非赞成设立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的核查问题特设工作组，以便拟定一项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核查议定书。在这方面，南非同意欧洲联盟的意见，即适当和有效的核查 

措施可以加强《公约》以及特设工作组的主要目标应是起草一项核查议定书。

特设工作组应具政治以及技术性质，以便处理核査措施专家小组报告提出的问 

题。尚未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包括查明生物物剂、物剂的种类和数量、商业专利信息 

的保护和国家安全需要。为制定一项核查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应以核查措施专家小 

组报告为基础，寻求最具成本效率或最切实际的措施，加强《公约》。

关于有待工作组审议的基本措施和核查目标，南非认为欧洲联盟提出的基本内 

容可能过于指示性。在此早期阶段可能没有必要在工作组的职权范围中规定应列入 

提议的议定书的措施。建议由样设工作组自己确定它们希望列入的内容。

南非提议对指称的使用的调查也应载入议定书。

南非认为工作组起码应考虑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作为议定书的基础，伴之 

以建立信任和其他非侵扰性措施。核查措施应进一步加强条约并有利于所有缔约 

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

- 监测出版物、交换资料和互访。

- 不大可能威胁到商业专利利益的侵扰性较少的现场视察。在这方面， 

南非设想询问、項视视察和查明关键设畚等亠般不需犬量开支或执行 

起来无技术性困难的措施。但是,视察应该按照有节制的察看原则进 

行。

- 实行强制性宣布。南非认为宣布应是任何核査制度的核心以及建立信 

任措施的基本内容。然而，宣布不应包含威胁专利权的资料。如果不 

以某神方式对宣布的活动进行核查，宣布对于防止扩散也不会有多大 

价值。确认某一设施的安全规定、封闭设施的性质、用于宣布的活动 

的设备的存在和过去宣布的状况发生的变化等均是有用的信息领域， 

可在现场访査期间予以核查而不会威胁到商业秘密。

如果特设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需要更具侵扰性的措施，那就应考虑额外措施。 

但是，只有在证据充分和有具体理由怀疑所涉现场有非法活动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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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更具侵扰性措施的视察。南非不赞成例行地釆用侵扰性措施，并认为，如果理由充 

足,受视察方应可诉诸国际上诉机制。然而，这些侵扰性措施可能会对合法的商业利 

益构成威胁，将需要更多的专门知识，并且如果大规模执行可能极其昂贵。更具侵扰 

性的措施可包括：

- 审计和检查工序控制纪录。

- 取样和识别。

虽然承认不扩散之需要，但应注意确保核查议定书的内容不阻碍为和平目的进 

行的生物研究与发展。因此，南非认为提议的议定书的整体目标应是促进国际合作 

和技术援助。

关于时间框架，南非支持下列意见，即核查议定书应赶紧拟定，最好在1赫年召 

开审査会议之前，或者在晚些时候由一缔约国特别会议拟定。然而，南非担心特设工 

作组不能够在审查会议之前完成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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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进一步行动 

-澳大利亚对今后谈判形式的看法 

（12号工作文件）

1. 导言

《生物武器公约》特别会议应当为今后关于通过核查《公约》义务的遵守情况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制度的强制性措施的工作制定一项任务。澳大利亚认为，这 

项任务应当规定建立一种谈判进程一由一个特设工作组进行一起草一项载有关于 

《生物武器公约》这类措施的议定书，并注意吸收1991年《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 

议设立的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成果。起草这 

份文件的目的在于协助出席特别会议的各代表团考虑采取哪种形式的谈判进程最适 

宜于起草一项核查议定书。

2. 与内容有关的考虑一核查议定书的基本内容

由于核查措施专家小组只限于查明和评价可能的核查措施，发展充分的手段加 

强《生物武器公约》的谈判进程必须包含审议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查明的措施中有哪 

些措施适合于纳入一项制度。这一筛选过程将包含政治上以及技术上的考虑，并且 

对于最后达成的议定书的最终效果至关重要。这种筛选需要漫长而且集中的专家讨 

论。特别会议上不太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这种讨论，因此任何关于缩小核查措施 

专家小组讨论的措施范围的问题都应留给尔后的特设工作组处理。

在审议应由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查明的哪些措施构成一项制度时，特设工作组必 

须逐步建立一整套办法，其中应将措施融入一套单一的议定程序，并最后制定出支助 

性的体制结构。出于这种原因，重要的是在特别会议之后的谈判进程中及早就未来 

制度的那套单一程序的广泛和基本的内容达成一致。实际上，最好使起草一项基本 

内容协议成为继特别会议之后的谈判中的首项任务。

善至有可能将关于某些基本内容的某种广泛的一致意见纳入由特别会议本身赋  

予的谈判任务。为特设工作组明确的任务中的基本内容可包括：

- 现场以外的措施，包括缔约国对范围广泛的活动作出的国家宣布，例 

如生物武器防御计划、疫苗、有关的制药和生物技术活动和处理专门 

的微生物和毒素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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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措施，例如对宣布的设施进行了解情况式的察访和对指称使用的 

调查。

3. 议定书谈判的随后阶段

就纳入一项核査制度的基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可进行旨在商定每项内容具体 

方面的更详细的专家谈判。随后的这种专家谈判可釆取相对独立地审议每项议定的 

塞本内容的形式（例如就起草一份潜在的生物武器战剂说明性淸单进行的谈判可以 

与确定成立哪一种类型的国际执行组织的谈判保持相对独立）O

在这一阶段之后，可在下一步谈判中将商定的核查制度基本内容详细谈判出的 

结果综合在一起，以期将这些经过详细审议的内容纳入一项统一的核查制度。

4. 会议的方式和持续时间（时间表）

进行议定书谈判的最节省资源的方式是在1995年初召开为期一周或两周的初步 

会议。此后，订出一神会期较长但不那么频繁（而不是会期短却很频繁）的时间表适 

合于象澳大利亚这样的旅行费用多的参加国。这样一种类型的时间表也符合人们所 

期望的一象核查措施专家小组的进程那样一在闭会期间完成相当多的工作。但，我 

们设想谈判一项议定书需要一种比核查措施专家小组进程时间更紧凑的进程。

尽管谈判进程应坚定不移地以1996年第四次审查会议时签署议定书为目标，但 

我们认为，特别会议在赋予任务时作出这种硬性规定是不明智的。如果证明为达成 

一项议定书有必要延长谈判的话,就应当允许将谈判延长到第四次审查会议之后完 

成。

5. 与工业界协商

在核查活动过程中需要保护敏感的专有资料是核查措施专家小组得出的一条重 

要结论。因此，在议定书谈判进程的某一阶段，专门举行一次会议，让各国代表团与 

工业界代表交换意见似乎是恰当的。这一会议的时间可与谈判阶段相配合,最好是 

在就核查制度所需要的每项基本内容已形成明确的意见，但还未达成详细协议的阶 

段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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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政和行政支助考虑

除了就核查的进一步行动制定一项任务外，特别会议还需要：

-采取行动，授权联合国裁军事务厅为就谈判目的而设立的特设委员会 

提供秘书处方面的支助；

- 定出一种由各缔约国为谈判提供资金的公式（例如可采用核查措施专 

家小组使用过的那种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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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旨在加强《生物武器公约》 

的后续机制的看法 

（13号工作文件）

1. 名称

特设政府专家工作组

2. 目标

审议釆取何种适当措施来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并为此目的草拟一份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文书。

3. 基本要点

—审查现有的建立信任措施和透明度措施；

~在参考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所确定的必要和适当措施的情况下,就采取 

何种进一步适当措施全面均衡地执行《生物武器公约》进行审议和谈判，以便确保 

各缔约国在更大程度上参与；

~ 确定《生物武器公约》尤其是其第1条所用术语的定义，以便明确无疑地区 

分禁止的活动与准许的活动；

~根据公约第1条和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的有关结论,确定微生物剂或其他 

生物剂或毒素的类型和数量清单，为加强公约釆取进一步有力措施奠定必要的基础；

~审议并制订具体措施，促进和平使用生物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取消 

与在公约下尤其是在第10条下所承诺的义务不符的任何限制，包括取消任何国际协 

定所载的任何此类限制。

4. 生效

工作组拟订的法律文书应在缔约国会议通过后，按照公约有关条款规定的修正 

程序或生效程序正式生效。



BWC/SPCONF/1
Part III
Page 38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一保加利亚的意见

Q4号工作文件）

保加利亚接受核查措施专家小组进程的积极结果。我们认为，某些提议的核查 

措施若单独执行或联合执行，将能够察觉可能违反《公约》的行为。

但同时，其适用程度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双重用途活动应予以区别的情况下。有 

些提议的措施引起了与保护机密资料、宪法权利、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其他措施 

则令人对其效率和经常費用存有疑问。我们坚持主张进一步评价釆用釆用与遥感有 

关的措施的可能性,这种措施在察觉仍处于实验室研究的关键阶段的生物武器的能 

力极其有限，几乎完全不可能，更不必说其费用十分高。

尽管如此,我国赞成建立一种具有法律约東力的制度，规定《公约》所有缔约国 

必须宣布有关的设施。然而，有必要明确地规定所要宣布的地点、物剂和活动。我 

们也支持将现场视察列入未来的核查议定书。应为此目的设立一个向所有缔约国开 

放的、由本会议确定其职权范围的特设工作组。应适当审议和解决上述各项问题。

保加利亚愿意积极参加拟订适当核查规则的工作，并接受对其所有有关活动的 

任何视察。我们可以参与未来的核查制度，提供有关的专门知识。关于可能的生物 

武器物剂的说明性清单的问题，我们认为应特别注意植物和动物身上的害虫。不能 

排除甚至在和平时期出于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而使用此种害虫的可能性。在这样的 

情况下，特别是在一国或另一国发生植物病虫害和动物流行病时，未来的核查制度应 

有能够查明传染来源的手段。

保加利亚认为，可能的核查措施将对符合《生物武鞍公约2第10条的科学研 

究、合作、工业发展和其他允许的活动产生有关影响。应当在不扩散生物武器这一 

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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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5号工作文件）

一、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

1. 生物武器公约第三次审査会议决心增强公约的有效性和改进公约的执行情 

况,并且确认有效的核查能使公约得到加强，决定设立一个特设政府专家小组从科学 

和技术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

2. 特设小组按照议定的职权标准从科技角度查明、研究和评价了共21项可能 

的核查措施，并在无碍于就此议题可能产生的任何进一步设想的情况下查明、研究 

和评价了此类措施可能的结合方式的若干例证。

3. 虽然已经商定，不能依赖任何一项单一措施，但在“宣布'‘和“现场外”标 

题之下的措施被认明为最可取措施的次数最多。有些措施被认为本身就不具备区分 

公约禁止活动和公约允许活动的能力。特设小组认为，关于协同问题,所研究的每一 

种结合方式当中都可能存在评价対程中未查明的重大积极和消极方面。

二、 进一步行动

4. 看来,在设计任何一种有效的核查机制之前还必需从事更大量的工作，争取 

加强公约。目前的缔约国特别会议已经受托审议特设小组的报告，就任何进一步的 

行动做出决定。

5. 我们的基本目标应解决所有公约缔约国关注的问题，因此，所有缔约国应恪 

守这一目标,确保其普遍一致性。

6. 在这方面,特别会议设立的工作组的主要任务如下：

a. 审查现有措施，深入审议和查明全面加强公约的适当和必要的进一步

措施，包括关于一项法律文书的提案。因此，此一论坛的职权应当足 

够广泛，以便涵盖包括建立信任措施在内的所有方面O ..

b. 生物武器的物剂特性、类型和数量、阈值和定义。

c. 全面执行公约第十条。所有缔约国应能有保证地为和平目的得到生物 

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针对缔 

约国的限制。针对缔约国的一切现有限制应予取消。缔约国之间发展 

和促进和平领域的合作不得因制订周密的核查机制而受到任何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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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这种合作应予加强。发展未来的机制应与保障为和平目的无限 

制地得到材料和技术结合起来。

d.设立一个成本效率机制。我们应当努力更好地利用现有设施，以期防 

止建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在确定会议时间框架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特别是1995年的裁军议程。

7.缔约国会议应审议工作组的最后结果 ，应当按照公约有关条款规定的程序 

开展这项工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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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22日美国代表唐纳德•马莱 

在全体委员会的发言

（16号工作文件）

美国积极参加制订了许多条约及其核查工作。我们面前的任务不应低估。我们 

坚决认为，就一项公约的遵守事宜建立信任的任务，必须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适应被禁 

止或控制的武器的特点。为不同条件和不同武器订立的程序或标准，可能会忽略生 

物武器的某些独特性能，同时会在遵约方面产生一种潜在有害的假信任，因为有的国 

家可能以遵循并不能保证遵约的不完整或误导的标准而声称已在遵约。对《生物武 

器公约》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生物武器公约》需要加强的共识。

美国认为，“有效核查"一词，在正式军备控制的专业范围内，系指为有足够把 

握地核查某一条约规定的遵守情况而制订的一整套措施，目的在于及时查出任何具 

有军事意义的违约行为，使其他缔约国能釆取适当的反措施。此外，有效的核查制度 

应保护不相关的国家安全和工业产权资料，给缔约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纯利益。就 

《生物武器公约》而言，它应促进国际社会提出的不扩散目标。

该定义还设想制定的措施要能够尽量明确地区分条约禁止的活动和条约允许的 

活动。特设专家组认为，要满足这一条件确有很大的困难，但它“断定，提出和评估 

过的潜在措施不同程度地有助于通袖增加透明度来加强信任，亦即相信各缔约国正 

在履行《生物武器公约》之下的义务”。此外，“专家组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认为， 

有些核查措施有助于提高《公约》的效力并改进《公约》的实施"。

即使核查定义如此宽松（即促进遵守），要在《生物武器公约》特有的禁止规定 

方面以适度的信心来界定和区分“条约禁止的活动''和“条约允许的活动"，也是 

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确定是否发生了违反《生场武器公约》的情况，不是一项简 

单的分析性工作，而且既取决于物证又取决于意向。本发言并非意味着我们反对加 

强《生物武器公约》，但是《议定书》必须反映技术和政治上均为可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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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会主席的非正式文件

（17号工作文件）

议程项目9：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 

加强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审议报告

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受到了欢迎。有人指出，在 

本次特别会议上，首次有机会将政治方面的考虑与报告中的科技方面的评估结合在 

—起审议。

会上注意到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的结论，即从科技角度而言，一些可能的核查 

措施将有助于提高公约的效力和改进其执行，报告还确认适当而有效的核查可以加 

强公约。

有人回顾，核査措施专家小组报告中指出，每一项措施的能力和限制各有不同。 

既包括现场外措施也包括现场措施在内的一组可能的核查措施若能一并执行，所提 

供的情况对于生物武器公约的主要目标可能很有用。

有人表示，任何措施的执行均应确保敏感的商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全需要得 

到保护，而同时又应符合公约的有效核查需要。

有人回顾,特设政府专家小组评估了可能的核查措施对科学研究、科学合作和 

工业发展可能昊有的影响。后续行动应考虑到任何此种影响。- m

有人回顾，报告中指出，日后在进行进一步的工作时,还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例如开列物剂清单的问题及物剂类型和数量的问题。

委员会普遍认为，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为继续努力在促进和证明遵约方面 

加強生物武器公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进一步行动

各方普遍支持建立一个后续机制，其形式应是一个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的特设工 

作组，由各国政府的代表在专家辅佐下组成。一个得到普遍支持的看法是，工作组的 

名称应反映工作组的目标。在这方面，提出了若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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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所建议的任何措施均不应排除在该工作组的审议范围之外。 

被认为重要的事项包括宣布、访查、视察和调查等措施以及费用低而效益高的原 

则。

各方普遍支持制定一项具有法倖约東力的、适用于所有与生物武器公约相关的 

活动和设施的文书。此一文书的执行机制应包括保护所有权权利以及与生物和毒素 

武器活动无关的敏感资料的适当手段。

此一文书不得妨害公约各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和平细菌〈生物）活动领域 

的国际合作。应审议在执行此一文书所规定的活动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有人 

认为，此种援助还可有助于改进各国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做法。

特设工作组除其他外，应审议客观标准（例如物剂清单）对于具体措施可能具有 

的作用。

有人指出，如果所有缔约国都执行建立信任措施，将大有助于加强对公约得到遵 

守的信任。

许多代表团认为，草拟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工作最好能及时完成，以供 

1996年的生物武器公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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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会主席的非正式文件 

（17/Rev.l号工作文件）

这份非正式文件载述的是全体委员会主席的个人看法，并未得到委员会核可。

议程项目9：

审议从科技角度査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 

加强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审议报告

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受到了欢迎。有人指出，在 

本次特别会议上，首次有机会将政治方面的考虑与报告中的科技方面的评估结合在 

一起审议。

会上注意到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的结论，即从科技角度而言，一些可能的核查 

措施将有助于提高公约的效力和改进其执行，报告还确认适当而有效的核查可以加 

强公约。

有人回顾，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中指出，每一项措施的能力和限制各有不同。 

既包括现场外措施也包括现场措施在内的一组可能的核查措施若能一并执行，所提 

供的情况对于生物武器公约的主要目标可能很有用。

有人表示，任何措施的执行均应确保敏感的商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全需要得 

到保护，而同时又应符合公约的有效核査需要。

有人回顾,特设政府专家小组评估了可能的核查措施对科学研究、科学合作和 

工业发展可能具有的影响。后续行动应考虑到任何此种影响。

有人回顾，报告中指出，日后在进行进一步的工作时,还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例如开列物剂清单的问题及物剂类型和数量的问题。

委员会普遍认为，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为继续努力在促进和证明遵约方面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BWC/SPCONF/1
Part III.
Page 45

进一步行动

各方普遍支持建立一个后续机制，其形式应是一个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的特设工 

作组，由各国政府的代表在专家辅佐下组成。一个得到普遍支持的看法是，工作组的 

名称应反映工作组的目标。在这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所建议的任何措施均不应排除在该工作组的审议范围之外。 

被认为重要的事项包括宣布、访查、视察和调查等措施以及费用低而效益高的原 

则。

各方普遍支持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与生物武器公约相关的 

活动和设施的文书。此一文书的执行机制应包括保护所有权权利以及与生物和毒素 

武器活动无关的敏感资料的适当手段。

此一文书不得妨害公约各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和平细菌〈生物）活动.领域 

的国际合作。应审议在执行此一文书所规定的活动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有人 

认为，此种援助还可有助于改进各国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做法。

特设工作组除其他外，应审议客观标准（例如物剂清单）对于具体措施可能具有 

的作用。

有人指出，如果所有缔约国都执行建立信任措施，将大有助于加强对公约得到遵 

守的信任。

许多代表团认为，草拟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工作最好能及时完成，以供 

1996年的生物武器公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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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在9月1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特别会议根据议事规则笫36条决定设立一 

个起草委员会，以协调起草和编辑会议交托给它的所有案文。

2.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豪尔赫-贝古尼奥大使《智利) 

为起草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斯塔尔大使(澳大利亚)为副主席。裁军事务中心政治 

事务千事弗朗切斯科-科搭法维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

3. 起草委员会在豪尔赫•贝古尼奥大使主持下，于9月23日至28日期间共举 

行了7次会议。委员会还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磋商。

4. 在委员会工作过程中，主席提出了一份基本参考文件(BWC/SPCONF/DC/WP.

1)和一份载有最后宣言草案的主席文件＜BWC/SPC0NF/DC/WP.2)o ..

5. 委员会对主席文件表示欢迎，并将主席文件作为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会议 

期间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均纳入了主席文件。修订后的主席文件附于本报告之后，以 

供会议审议。在1994年9月28日举行的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起草委员会通过 

了 BWC/SPC0NF/DC/WP.3号文件所载的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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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委员会的报告的附件 

起草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基本参考文件

一、报告的技术性要点

二、审议核査措施专家小组的报告

在议程项目9下,特别会议首先审议了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 

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

会议欢迎该报告，并注意到各缔约国在本次特别会议上首次有机会将政治方面 

的考虑与报告中的科技方面的评估结合在一起审议。(WP.17/Rev.l)

会议注意到该报告的结论，即从科技角度而言，一些可能的核查措施将有助于提 

髙公约的效力和改进其执行，报告还确认适当而有效的核查可以加强公约。一些代 

表团回顾，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中指出，每一项措施的能力和限制各有不同。既包 

括现场外措施也包括现场措施在内的一些可能的核查措施若能一并执行，所提供的 

情况对于生物武器公约的主要目标可能很有用。(WP.17/Rev.l)

虽然一致认为不能单单依赖任何一项措施，但最常被指为最可取的措施就是在 

“宣布"和“现场外"标题下所列的措施。一些措施被认为本身不足以区分禁止的 

活动和准许的活动。小组认为，对于所研究的每一种组合，可能都会存在某种未在这 

次评估工作中查明的重要的积极和消极协同效应。(眠.15)

会议指出，任何措施的执行均应确保敏感的商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全需要得 

到保护，而同时又应符合公约的有效核查需要。(WP.17/Rev.l)

会议回顾,小组评估了可能的核查措施对科学研究、科学会作和工业发展可能 

具有的影响。会议的结论是，后续行动应考虑到任何此种影响。会议还回顾,报告中 

指出，日后在进行进一步的工作时，还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例如开列物剂清单的 

问题及物剂类型和数量的问题o (WP.17/Rev.l)

会议普遍认为，小组的报告为继续努力在促进和证明遵约方面加强公约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WP.17/Re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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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公约

特别会议接着按照议程项目9第二部分的要求，就旨在加强公约的进一步行动作 

出决定。各方普遍支持建立一个后续机制。〔WP.17/Rev.l)

后续进程的负责机构

特别会议，

决心(加强提高)公约的效力和改进其执行(WP.1和10),

并确认有效的核查可以加强公约(WP.15),

决定设立一个

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的(WP.1M0)

和向具有观察员地位的各签署国开放的〔新案文)

可自由参加的(W.8)

核查问题特设工作组〔WP.1和7)

遵约问题特设小组(WP.5) '

特设政府专家小组(WP.10〕

特设政府专家工作组(WP.13)

特设工作组(WP.14)

工作组(WP.15)

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开展谈判〔尼日利亚的发言〕—… 一

后续工作的目标

会议一致认为

工作组应致力于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其目标应是确保公约的有 

效核査。该议定书应酌情在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最后报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保持或提 

高与公约相关的所有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强制性制度。(W.1)

工作组的任务应是将种种核查措施综合成为一个对公约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的严 

密制度。此一制度须符合公约的主要目标，即彻底排除将细菌(生物)物剂和毒素用 

作武器的可能性。此一制度还须符合与主要目标相辅相成的、载于公约第十条的一 

个目标，即促进为细菌(生物)物剂和毒素用于和平目的而尽可能充分地交换材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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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资料。(WP.5)

工作组的目标应是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议定书草案，酌情在核查措 

施专家小组最后报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公约相关的所有活动的強制性核查制度。 

(WP.7)..

工作组的目标应是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用以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 

从而制止违反公约的行为和加强对公约得到遵守的信任。(WP.10)

工作组的目标应是审议可釆取何种适当措施来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并为此目的 

草拟一项具有法律约東力的文书。(WP.13)

工作组的主要任务将是：

(a) 审查现有的措施，并深入审议和查明可全面加强公约的适当而必要的 

进一步措施，包括关于制定一项法律文书的提案，其范围应充分涵盖 

所有方面，包括加强现有的建立信任措施和促进对此种措施的更大程 

度的参与；

(b) 充分执行公约第十条。在这方面，不得对缔约国施加任何限制。加于 

缔约国的一切现有限制必须取消。缔约国之间按照公约第十条发展和 

促进和平领域的合作不繹因制定周密的核查机制而受到任何妨碍。此 

种合作应予加强。在拟订未来的机制时，应保证可为和平目的而充分 

获取材料和技术。

(C)建立L个聽用低而效益高的机制。应力求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设施，以 

免设立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WP.15)

基本组成部分和措施

会议一致认为，核査措施专家小组报告中所列的任何措施均不应排除在工作组 

的审议范围之外(WP.17/Rev.l和WP.6),而且工作组应仔细考虑到本报告附件十所载 

的各缔约国对可能的基本组成部分和措施的详细意见，•

进而拟订一项关于制度的建议，此一制度应具有下列基本组成部分：

(a) 现场外措施(〔包括)(例如)就缔约国进行的(与公约相关的)范围广泛 

的活动作出国家宣布1 ：例如生物武器防御方案、疫苗、有关的制药 

和生物技术活动、处理特定生物体和毒素的设施))；

(b) 现场措施(例如〔对宣布的设施进行〔了解情况的)〔相互)访查〔、临时 

通知的视察、对指称使用的调查)〔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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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多边资料交流〔，以发展缔约国之间的合作和加强 

对公约的遵守)〔提高对公约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的效率)°〔WP.1、7和 

8)

进而制定一个核查和促进公约得到遵守的制度，此一制度除其他外，应以核查措 

施专家小组报告中査明和研究的一组措施(包括宣布、技术援助、现场措施以及为 

支持这些措施而作的适当组织安排)为基础。(WP.4和5)

进而为加强公约开展必要的工作，然后拟订一个有效的核査制度o (WP.15)

缔约国对结果的审议

特别会议决定

核查特设工作组应尽快完成其工作，最好能够及时让议定书由将在19964举行 

的第四次审查会议核可；或者在其后由一次缔约国特别会议核可。〔WP.l, WP.8； 

WP.LL 和 WP.12)

遵约问题特设小组将提出具体建议，最好是在1996年审查会议之前提出。

〔WP.5)

小组应在1995年年底以前编写其最后报告。(WP.9)

特设小组完成工作后应尽快将议定书草案分发给所有缔约国供其审议;然后提 

交定于1996年举行的《公约》第四次审查会议通过o (WP.10)

工作组拟订的法律文书应在缔约国会议通过后，按照公约有关条款规定的修正 

程序或生效程序正式生效。(WP.13) — . 一
缔约国会议应审议工作组的景后结果,应当按照公约有关条款规走的程序开展 

这项工作。肿.15)

与国际合作和技术发展的关系

会议注意到《公约》中存在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即：

・ 第一，防止生物领域的军备竞赛和消除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和

・ 第二，促进尽可能充分地交换用于和平目的的生物技术,这种交换可为 

国际贸易和发展带来许多好处。〔巴西，一般性辩论发言)

会议还认识到技术援助在使所有缔约国能够有利地参与《公约》核査工作方面 

的重要性，以及有必要在后续工作中处理这个问题。冊.5,巴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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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措施对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和工业发展的影响应尽可能减少，在拟订措施 

时应考虑到这一点。〔印度发言）

在承认不扩散之需要的同时，应注意确保核查议定书的内容不阻碍为和平目的 

进行的生物研究与发展。提议的议定书的整体目标应是促进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 。

应考虑促进和平使用生物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取消与在公约下尤其是 

在笫10条下所承诺的义务不符的任何限制，包括取消任何国际协定所载的任何此类 

限制。〔WP.13）

可能的核查措施将对符合《生物武器公约》第10条的科学研究、合作、工业发 

展和其他允许的活动产生有关影响。应当在不扩散生物武器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上 

实现这些目标。（WP.14）

所有缔约国应能有保证地为和平目的得到生物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材料、•设备 

和技术。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针对缔约国的限制。针对缔约国的一切现有限制应于 

取消。缔约国之间发展和促进公约第十条规定的和平领域的合作不得因制订周密的 

核查机制而受到妨碍。这种合作应予加强。发展未来的机制应与保障为和平目的无 

限制地得到材料和技术结合起来。〔叩门5）

为加强公约执行的任何措施应考虑到技术的新发展，应是非歧视性的，应不妨碍 

为和平目的发展和使用生物技术,也不妨碍先进生物技术的贸易或制造这方面的贸 

易壁垒。〔印度尼西亚发言）

加强的核查措施应能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应使用与其目标一致的最低侵扰性，.应 

不妨碍用于和平目的的技术转让。〔尼日利亚发言）

商业和安全考虑

特别会议确认

该制度应适用于商业、学术和政府设施等合法的可能核查目标，〔无论其所有权 

属谁，也无论其位于缔约国领土之内还是之外），要铭记所有活动必须包括保护与生 

物和毒素武器活动无关的专利］资料、宪法）权利和敏感（国家）资料的适当手段。 

〔WP.1、7和］1）
应拟订保护工业、科学方面的合法机密资料和为国家安全目的保护合法机密资 

料的措施。（W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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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与执行加强公约的措施有关的问题时,工作组将需要考虑保护机密问题, 

包括可能适用于下列方面的原则：

(a) 商业所有权资料的保护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考虑;和

(b) 因执行措施造成商业所有权资料泄漏时的赔偿(WP.9)

在解决与执行加强公约的措施有关的问题时，工作组应考虑与工业界代表进行 

某种形式的协商，以帮助其实现保护商业所有权资料的目标。(WP.12)

后续进程的时间和地点

注意到1995年的多边裁军议程很繁重(WP.15,印度尼西亚)

会议决定核查特设工作组应在日内瓦开会，首次会议应不迟于1995年1月举行。 

特设工作组将视需要举行更多的会议。这些会议将拟订有效执行核查制度所需的模 

式 MWP.1)

特设小组应在 举行会议。特设小组应在不晚于 召 

开首次会议,并应酌情举行加会以尽快完成工作，但不得晚于(1995#)  

(WP.10)

后续进程的模式和费用分配

会议同意工作组的费用将由参加的公约缔约国按照联合国会费比额表分摊，但 

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和参加某一屑会以取缔约国数且之间的差异。-已签署但尚 
未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以及接受邀蓄作为观察员参加工作组的国家将按与缔约国 

相同的方式分担费用。(WP.12)

会议决定特设工作组主席应是 ，他应得到两名副主席的协助，他们将在工 

作组第一次会议上由缔约国选出。〔WP.1)

会议注意到它的理解是，工作组将在第一次会议上确定其议事规则。(新案文).

开始后续进程

会议同意特设工作组应根据上面记录的会议就加强公约作出的决定开始工作, 

并为此请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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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取行动要求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授权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必要 

的秘书处和会议支助服务;和

将工作组开始工作的安排通知所有缔约国和签署国，并邀请尽可能多 

的国家参加。(W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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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工作组在拟订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措施时 

需审议的基本要点和措施

(注：小标题纯粹是为了组织案文而加上的。)

注意到特别会议所作的关于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所载的措施均不应排除在特 

设工作组的审议范围之外的决定，一致商定，在不影响对这些措施的研究的情况 

下，工作组应对下列事项给予注意：

建立信任措施

审查现有的建立信任措施和透明度措施(WP. 13)

在加强和扩大现有的建立信任措施方面需釆取的措施

<1)强制性宣布/通知

(2) 扩大需要宣布/通知的事物的范围

(3) 增加宣布/通知的频次

(4) 扩大所需提供的数据范围并且更详细地提供数据

(5) 收集的数据的处理方式和向缔约国反馈结果。(WP.9)

宣布

各国进行宣布的制度作为《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制度的起点。(WP.4)

强制和有效的宣布和通知(WP.8和11)

各国的宣布应包括哪些类型的设施，以便使所有引起真正遵守疑虑的设施都得 

到说明，并且仅仅是这些设施。(WP.4)

就有关的技术发展，收集并传播资料；为准备各国的宣布以及在改进生物安全 

标准等领域，提供技术援助；汇集并评估各国的宣布；协调互访和其他建立信任措 

施；为视察敏感设施而实施适当的机制；调查并澄清对遵守的怀疑。〔W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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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现场措施(例如〔对宣布的设施进行的)〔了解情况的)(相互)访查〔、临时通知的 

视察以及对指称使用进行的调查)(和视察7和12)

作为合作方案一部分的核实性访查机制……(WP.4)

调查团现场实情调查的规则和方法。进行实情调查所需的适当基础设施、设备 

和人员的问题应得到处理。〔脏.3)

任何现场措施的目的除其他外应加强对缔约国之间所交换资料的信任或提供进 

行令人关切的具体活动的机制。(WP.10)

与现场措施有关的各项要点：

(1) 在考虑到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的情况下选择措施

(2) 执行细节

(a) 所要视察的现场和触发机制

(b) 访查/视察的频率

(c) 对进行任何访查/视察的事先同意以及同意的内容

(d) 事先通知和通知的时间掌握

(e) 参与其事的工作人员(国民或非国民等)的国籍和资格

(f) 察看程度

(g) 需使用的适当技术和设备

(h) 如何处理所收集的资料和数据

(i) 如何将结果反馈给各缔约国(WP.9)

不大可能威胁到商业所有权利益的侵扰性较低的现场视察；询问、目视视察和 

查明关键设备。视察应该按照有节制的察看原则进行。如果特设工作组得出结论认 

为需要更具侵扰性的措施，那就应考虑另外措施。(WP.11)

临时通知

未事先安排的临时通知的视察制度。(WP.4)临时通知的视察将运用一系列现 

场措施(询问、目视视察、鉴定关键设备以及必要时，取样、鉴定和审计)。(WP.4)

质疑性视察和根据请求进行的视察的程序，以便调查对遵守的具体且有充分根 

据的怀疑。〔W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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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核査措施专家小组建议的准则，进行例行视察和临时通知的视察，包括核 

实性访查(WP.8)

现场外

现场外措施(〔包括H诸如)就缔约国进行的(与公约有关的)各种活动作出国家 

宣布(，诸如生物武器防御方案、疫苗、有关的制药和生物技术活动、处理特定生物 

体和毒素的设施7和12)

与现场外措施有关的各项要点：

(1) 在考虑到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的情况下选择措施

(2) 执行细节

(a) 所需的数据

(b) 执行的频率

(c) 如何处理所收集的数据

(d) 如何将结果反馈给各缔约国(WP.9)

分享资料

在自愿基础上的多边资料交流，以〔发展缔约国之间的合作并促进对公约的遵 

守提高核查公约遵守情况的效率)(WP1, 7和8)

清单

生物武器的物剂特性、类型和数量、阑值和定义。(WP.15)

拟订毒素清单。(印度的发言)

由一个合格专家小组详细拟订至少两个清单，一个是物剂清单，一个是设备清 

单。〔咽.4)

下列清单：

-物剂清单(类别、名称等);

- 设施/设备清单(类别、可容生物量等)；以及

—活动清单〈活动所产生的结果等)(W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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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约第1条和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的有关结论，确定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 

剂或毒素的类型和数量清单，为釆取加强公约的进一步有力措施创造必要的条件。 

(WP.13)

定义

为了促进小组的工作，确定术语的定义，例如“生物武器”和“生物剂”的定 

义(WP.9)

确定《生物武器公约》油漆是其第1条所用术语的定义，以便明确无疑地区分 

禁止的活动与准许的活动(WP.13)

《生物武器公约》所用术语的定义；

-可被视为有可能用于发展生物武器的生物剂和毒素的说明姓清单，根据 

需要予以更新，并界定其阈值；

-《公约》所禁止的活动、仪器和设备清单，以及为预防、保护或其他和 

平的目的而允许进行的活动清单。(WP.7)

法律

(2)与实行任何制度都有关的法律问题：

(a) 是否符合每一国家的宪法

(b) 聘用的外籍工作人员的特权与豁免〔WP.9)

机构

与实行任何制度都有关的机构安排：

(a) 建立国际机构的必要性(利用现有机构等)

(b) 如有必要，设立国家管理机构

(c) 招聘最低数目的合格工作人员参与其事(WP.9)

财务

措施的执行赛用，力求把这种费用减少到最底限度〔印度尼西亚的发言)



BWC/SPCONF/1
Part III
Page 58

与实行任何制度都有关的财务问题：

3)估计所需的年度费用

(b)制定一项新的分摊费用办法(WP.9)

一般

象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最后报告所载的那些措施，另外加上工作组认为必要的任 

何心措施(WP.10)

能提高与《生物武器公约》有关的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措施，这些措施应 

针对可能的生物和毒书战活动的所有阶段，从研究阶段到生产、储存和制成武器阶 

段。(WP.10)

监测出版物、资料交换和互访。〔WP.11)

组织方面'

探讨与《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制度的实施有关的现有多边资源的利用问题。在 

这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在生物安全领域已经做的工作显然有关。〔WP.4)

负责执行〈核查与技术援助)的组织或中心的宗旨。〔WP.5)

由该组织帮助国家当局准备宣布并协助它们培训监测生物活动和管理各国生物 

数据库所需的人力资源。这种工作必然会导致在改进各国生物安全惯例方面提供技 

术援助…上文所述的做法…有助于实现《生场武器公约》第十条所确立的目标…在 

这方面还提出了其他宝贵的想法，例如关于在疫苗研究、研制和生产方面进行国际 

合作的想法。所有这些想法应由一个有充分职权的工作组加以认真研究。〔WP.4)

探讨根据技术要求，尽可能依靠现有组织性资源以最大限度减少费用的能力。 

高效率、及时的行动应是设计该制度时的重要考虑。(WP.10)

探讨如何最好由一个独立的视察团来执行这一制度，同时要考虑到经费、法 

律、安全、技术、物质、人力、设备和组织等因素；不过考虑这些方面时不应当忽: 

略该制度的核心目的和内容o (WP.1)

为协助商业所有权资料问题的审议而与工业界代表进行磋商的时间选择。磋商 

时间可与谈判阶段相配合，最好是在就核查制度所需的每项基本内容已形成明确的 

意见，但还未达成详细协议的阶段进行。印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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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滚动案文

二、最后宣言

27. 特别会议在议程项目9之下首先审议了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 

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

28. 会议对报告表示欢迎，并且注意到本次会议使缔约国第一次有机会把政策 

考虑与报告中的科技评估结合起来。

29. 会议还注意到专家小组研究和评估了 21项可能的核査措施和将其中某些 

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可能情况，同时又不影响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形成的任何进一步的 

意见。小组一致都认为不能仅依赖其中的任何一种措施，但在“宣布”和“现场 

外”这两个标题之下叙述的措施提到的次数最多，认为是最宜加以考虑的措施。人 

们认为有些措施本身的特点决定其不能用以区分禁止的活动和准许的活动。小组认 

为，对于每一种研究过的组合方式，可能存在着一些在评估中未查明的重要的相互作 

用，其中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极的。

30. 会议还注意到，专家小组报告中的结论认为，一些可能的措施有助于加强 

公约的效能和改进其执行；把一些可能的措施一包括现场外措施和现场措施一结合 

起来可提供有助于实现生物武器公约主要目标的信息。会议还表示确认适当和有效 

的强制措施对公约可起加强作用。

31. 会议确认,有关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性质很复杂，因此有必要采取渐 

进的方针来处理有关实施公约遵守情况核查制度的建议。现在必需把一套核查措施 

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制度，其中的一部分应包括专家小组报告中分析过的核查措施以 

及对执行机制特性的界定。

32. 会议还确认，着眼于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进程应争取实现以下相辅相成的 

目标：一是完全排除细菌（生物）剂和毒素用作武器的可能性，二是促进为和平利用 

细菌（生物）剂和毒素而尽可能充分交流设备、材料和科技信息。第一项目标是公约 

的首要目标，而朝第二项目标的进展对于接近第一项目标则是很重要的。

33. 会议还确认，现已明确：一个由国别宣布和其他透明度措施构成的制度有 

助于核查生物武器公约的遵守情况。正如专家小组报告所述，“宣布可描绘出一国 

对微生物工作、卫生和安全的态度（……）对一致性作由初步判断” O

34. 会议根据项目9之下的第二部分任务，从加强公约效能和改进运作这一决 

心出发，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目标是审议加强公约的适当措施，包括为此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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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特设工作组要为一项制度拟出建议，包括：

<a)审议已有的建立信任措施，出发点是要能用作制订制度的参考；

<b) 一项核查有效遵守公约的体系，包括现场外措施和现场措施。核查体 

系必须可靠、节约有效、尽可能无侵扰性、符合有效执行公约的要 

求；

(c) 制订具体措施促进国际合作和提供技术援助，以此增进对核查工作的 

切实参与并改进各国的生物安全标准和实践；

(d) 提出据以判断与公约之执行相关的细菌(生物)剂和毒素的标准，必要 

时包括工艺。

35. 文书草案应包括保护所有权及与公约范围无关的敏感资料的条款。

36. 应力求减少任何措施对科研、国际合作和工业发展的影响。

37. 特设工作组在执行任务时要考虑到载于最后报告中的所有工作文件、简 

要记录和提交给特别会议的所有其他有关材料。

38. 会议还决定特设工作组于1995年1月在日内瓦开会,并按需要在日内瓦或 

纽约举行额外的会议。工作组应尽快完成工作。工作组将于1995年底之前向缔约国 

提交一份进度报告。可能情况下，工作组的建议应提交缔约国，以便在1996年第四次 

审查会议上或以后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予以核可。工作组由…位主席，主席由工作组 

选出的两名副主席协助。可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和主席认为其参与对工作组工作有帮 

助的任何其他组织参加。

39. 会议建议联合国大会请秘书长为召集特设工作组提供必要的协助和可能 

需要的服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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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

主席文件

二、最后宣言

审议专家小组的报告

27. 特别会议在议程项目9之下审议了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 

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

28. 会议对报告表示欢迎，并且注意到本次会议使缔约国第一次有机会把政策 

考虑与报告中的科技评估结合起来。

29. 会议还注意到专家小组研究和评估了21项可能的核查措施和将其中某些 

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可能情况，同时又不影响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形成的任何进一步的 

意见。虽然小组内一致认为要确定地区分禁止的活动和允许的活动并解决遵约方面 

的模糊情形不能仅依赖其中的任何一种措施，但在“宣布"这一标题下叙述的措施 

在与其他措施结合使用方面提到的次数最多。人们认为有些措施本身的特点决定其 

不能用以区分禁止的活动和准许的活动。小组认为，对于每一种研究过的组合方式, 

可能存在着一些在评估中未查明的重要的相互作用，其中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 

极的。〔小组还指出，议定清单目前尚难编拟，但对于许多可能的核查措施的执行来 

说却是先决条件）O

30. 会议还注意到，专家小组报告认为，从科技角度来看,一些可能的核查措施 

有助于加强公约的效能和改进其执行;把一些可能的核查措施一包括现场外措施和 

现场措施一结合起来可提供有助于实现生物武器公约主要目标的信息。会议还表示 

确认适当和有效的强制措施及其他措施对公约可起加强作用。

31. 会议确认,有关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性质很复杂，因此有必要采取渐 

进的方针来处理有关〔核查）〔加强）公约之遵守的制度的建议。〔会议还确认，从目前 

来看为加强公约的有效性并确保其遵守，进一步提出适当切实的措施既是必要的，也 

是可能的。）现在必需把一套〔核查）措施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制度，其中的一部分应乜 

括专家小组报告中分析过的核查措施以及对执行机制特性的界定。）

32. 会议还确认，着眼于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进程（的首要目的）应是争取实现 

以下〔相辅相成的）目标：完全排除细菌（生物）剂和毒素用作武器的可能性，〔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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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促进为和平利用细菌（生物）剂和毒素而尽可能充分交流设备、材料和科技信 

息。〔第一项目标是公约的首要目标，而朝第二项目标的进展对于接近第一项目标则 

是很重要的。）

加强公约

33.会议根据项目9之下的第二部分任务，本着加强公约效能和改进执行这一 

决心，决定设立一个对缔约国开放的（特设小组），其目标应是审议加强公约的适当措 

施，〔以将其纳入一项相关的有法律约東力的文书）〔包括为此起草一项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书。在这方面，特设小组要为一项（促进和表明遵约的）〔强制）〔核查）制度拟出 

建议），包括：

<a）审议（……所列）现有的建立信任措施，（以能用作拟订制度之参考为 

度;）

（现有的和进一步的加强信任措施和透明度措施;）

<b） 一个核查有效遵守公约的体系，包括（国家宣布）现场外措施和现场措 

施。核查体系应（适用于任何生物学设施,）可靠、节约有效、尽可 

能无侵扰性、符合有效执行公约的要求；

（进一步确保遵守公约的措施，包括适当切实的现场外措施和现场措 

施。在注意避免滥用的前提下，这些措施应当可靠、节约有效、尽 

可能无侵扰性、符合有效执行公约的要求;〕

［之后再审议现实、切实的无侵扰性和节约有效的建议，包括增进公约 

… …之有技遵守的建立任何措施和透明度措施。）

<c）（制订具体措施促进国际合作和提供技术援助，以此增进对核查工作的 

切实参与并改进各国的生物安全标准和实践;）

（制订具体措施，以为核查和其他和平目的促进国际合作和提供技术援 

助）

〔规定确保缔约国能为和平目的获得材料、设备和技术。在这方面，针 

对缔约国的一切限制和监测制度一包括任何国际协定中的限制和监 

测制度一都将撤消，未来的机制应在缔约国之间成为处理有关公约 

目标的活动的唯一基础。）

（制订据以调查指称使用情形的措施。）

（促进生物学领域国际合作和开发及提供技术援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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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具体措施，以促进和平利用生物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提供技术 

援助，包括取消现有的限制。）

〔制订关于加强这方面科学研究和发展及国际合作的建议，争取最终加 

強公约的遵守。）

（d） 〔提出据以判断与公约之执行相关的细菌（生物）剂和毒素的标准，必要

时包括工艺。）

（提出与公约之执行相关的用语定义和客观标准，如细菌（生物）剂和毒 

素清单、这些物物剂的闽值量以及设备和活动类型）

〔客观标准，如:与公约之执行相关的用语定义、物剂清单和阈值量，以 

及活动类型、仪器和设备。）

（进一步拟订生物武器公约用语定义，争取确定地区分禁止的活动和准 

许的活动;）

〔确定（一）对生物武器公约构成重大威胁的生物剂和毒素清单，（二） 

阈值量和（三）可帮助区分准许的活动和禁止的活动的设备清单和 

细节。）

（e） 保护所有权及与公约范围无关的敏感资料的条款。

〔制订确保保护商业所有权资料和与公约无关的敏感国别资料的准 

则。）

（f） 〔力求减少避免）任何措施对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和工业发展造成任

何〔可能的重大的）不利影响。

34. 特设工作组在执行任务时要考虑到载于最后报告中的所有工作文件、简 

要记录和提交给特别会议的所有其他有关材料。

〔34之二、特设工作组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

35. 会议还决定特设工作组在……开会，并剧情在……举行额外的会议。工作 

组应尽快完成工作。可能情况下，工作组的建议应提交缔约国，以便在通6年第四次 

审查会议上或以后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加以审议。工作组由…任主席，主席由工作组 

选出的两名副主席协助。

36.会议建议联合国大会请秘书长为召集特设工作组提供必要的协助和可能需 

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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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 特别会议在1994年9月19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根据其议事规则 

笫3条设立亠个全权证书委员会，以审查代表的资格并即时向会议提出报告。

2. 会议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举南非的雅-阿•埃克斯泰因大使 

为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波兰的卢德维克-登宾斯基大使为副主席。裁军事务中心 

高级政治事务千事奥尔加-舒科维奇女士担任委员会秘书。

3. 会议在1994年9月20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根据议事规则第3条任命下列5个 

缔约国为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奥地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和大韩民国。

4. 委员会在1994年9月27日和29日分别举行了两次会议。委员会在9月27日举 

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收到会议秘书长于1994年9月27日致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的备忘 

录,其中列有截至9月26日为止76个与会缔约国代表的全权证书的情况。

5. 委员会在9月29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收到会议秘书长于1994年9月29日致 

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的备忘录，其中列有与会缔约国代表提交全权证书的情况。该 

备忘录内容如下：

“(a)截至1994年9月28日为止，共有《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 

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80个缔约国参加特别会 

议。

(b) 截至同日为止，会议秘书长收到以下40个缔约国按议事规则第2条规定 

的格式提交的正式全权证书；奥地利、巴林、巴西、加拿大、智利、 

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 

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 

兰、挪威、巴基斯坦、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 

联邦、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 

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 

国。

(c) 以下9个缔约国外交部以电报或传真方式将其代表的临时全杈证书送 

交会议秘书长: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比利时、哥伦比亚、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卢森堡和蒙古。



BWC/SPCONF/1
Part III
Page 65

(d) 以下31个缔约国的代表名单是由各自驻日内瓦或纽约的代表团以书信 

形式送交会议秘书长的：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玻利维亚、 

保加利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加 

纳、洪都拉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科威 

特、黎巴嫩、列支教士登、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尼加拉瓜、尼日利 

亚、阿曼、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委内瑞 

拉、越南和津巴布韦。

(e) 以下签署国的全权证书是从各自代表团收到的：埃及和摩洛哥。

(f) 会议在1994年9月28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根据议事规则第44条第2款 

(a)项授予以色列以观察员地位，其全权证书已通过其常驻代表团转 

交。”

6. 其后,会议秘书长于9月29日收到按议事规则第2条规定的格式为乌拉圭代 

表提交的全权证书。

7. 在主席建议下，委员会决定接受上述会议秘书长1994年9月29日备忘录第5 

(b)、(c)、(d) , (e)和(f)段和上文第6段提到的各与会国代表的全权证书，但有一 

项谅解，即尚未按议事规则第2条的要求为其代表提交正式全权证书的国家应尽早将 

正式全权证书送交会议秘书长。

8. 全权证书委员会在1994年9月29日举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 

了委员会提交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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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孫止題、歹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特别责义

BWC/SPCONF/SR. l-8/Corrigendum
22 September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 

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特别会议

第1至第8次会议简要记录

1994年9月19日至10月1日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各国代表团及秘书处未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 

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特别会议的会议简要记录（BWC/SPC0NF/SR.1-8）中 

文本提出任何修正。
本更正分发后，特别会议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即应视为定本。





《关牌止讎、歹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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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C/SPCONF/SR.l
22 September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笫1次会议简要记录

1994年9月19日星期一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托特先生（匈牙利）

目录

筹备委员会主席主持特别会议开幕 

提交筹备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选举特别会议主席.

通过议程

通池议事规则

确认特别会议秘书长的提名

本记录可予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工作语文之一提出。更正应以备忘录的形式，并应改在一 

本记录上。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日期一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宫E.4108室正式记录编 

辑科。
本会议各次会议记录的各项更正，将于会议结束后不久编为一份单一的更正印 

发。

GE. 94-6437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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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续）

选举特别会议的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和副 

主席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加强 

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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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时会议开始

筹备委员会主席主持特别会议开幕（临时议程项目1）

1. 托特先生（筹备委员会主席）宣布特别会议开幕c特别会议是根据第三次审 

査会议最后宣言应多数缔约国的请求召开的。

提交筹备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临时议程项目2）

2. 托特先生（筹备委员会主席）说,根据临时议程（BWC/SPCONF/L.1）,他现在提 

交筹备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报告（BWC/SPC/PC/6）。经决定，筹备委员会处 

理的主要是组织性问题。对此的理解是，将由特别会议本身讨论实质性问题。

3. 筹备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除其他外涉及到特别会议的日期和为期时间、出 

席、财务安排、各集团之间的员额分配、议事规则草案和背景文件。筹备委员会确 

认了就特别会议主席职位达成的谅解，并'就附属机构的主席和副主席职务以及20名 

特别会议副主席的职务如何分配达成了协议。筹备委员会考虑到了估计费用和其他 

因素，决定在日内瓦举行的届会应为期两个星期，而不是早先建议的三个星期。另外 

还议定，建议特别会议审议并经必要修改后采用第三次审查会议的议事规则。议事 

规则和临时议程构成了筹备委员会报告的两个附件。经决定,VEREX报告（BWC/CONF. 

III/VEREX/9）、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和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文件应作为特别会议备 

有的主要文件。另外还讨论了特别会议的财务安排问题，并决定建议特别会议釆、用 

与筹备委员会相同的分摊费用办法。在筹备委员会届会结束时向各代表团分发了载 

有费用估算数字的文件（BWC/SPC/PC/4/Rev.l）。按照议事规则笫10条,筹备委员会 

已请联合国秘书长提名一名官员作为特别会议临时秘书长行事;将于晚些时候在临 

时议程项目6下处理这个问题。另外筹备委员会还筒要讨论了最后文件内容的问 

题。他感谢各代表团在筹委会届会期间表现出的合作、建设性态度和乐于让步的精 

神。

选举特别会议主席（临时议程项目3）

4. 耀迭生（筹备委员会主席）请会议临时秘书长主持与该项目有关的议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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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凯担直先生（会议临时秘书长）说,筹备委员会已经议定，建议特别会议由托 

特先生（匈牙利）担任主席。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他将认为特别会议愿意以鼓掌方式 

选举托特先生为主席。

6. 就这样决定。

7. 托特先生（匈牙利）在主席席位上就座°

8. 主歷感谢各代表团对他表示的信任。生物武器公约是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一个构成部分的第一项国际法律文书。公约为谈判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类武 

器储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而是化武公约的早期先行者。自缔结生物武器公约以 

来,安全的概念大为扩充，并变得更为复杂。核查受到了最高度的重视，安全已经成 

为此后各项裁军谈判的一种警句。这就是本届特别会议的起源。他深信，特别会议 

将取得成功。

通过议程（临时议程项目4） （BWC/SPCONF/L.1）

9. 临时议程获得通过。

通过议事规则（议程项目5） （BWC/SPC/PC/6（附件二））

10. 议事规则草案获得通过。
.- _ — - r ' - ~_ _  . =.=." “ -■■■■ - - ■■-.： -■ ■■ L.S ---.-- -•——

确认特别会议秘书长的提名（议程项目6）

11. 主席说，如筹委会报告第26段所述，并依照刚才通过的议事规则第10条，筹 

备委员会决定请联合国秘书长与缔约国协商,提名一名官员担任特别会议秘书长，由 

特别会议确认提名人。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提名裁军事务中心副主任凯拉迪先生担任 

这一职务。如无反对意见，他将认为会议愿意确认凯拉迪先生担任特别会议秘书长 

的提名。

12.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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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特别会议的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和副 

主席（议程项目7）

13. 主席宣读了筹备委员会建议的职位分配办法：

特别会议副主席：

西欧和其他国家：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

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肯尼亚、津巴布韦；

东欧国家：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

14.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他将认为特别会议接受上述提名。

15. 就这样决定。

16. 主席宣读了以下其他建议:

全体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主席（西欧和其他国家）:韦斯达尔先生（加拿大）；

副主席（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法斯汗先生（尼日利亚）；

副主席S东欧国家）:杰米亚年科先生（乌克兰）

起草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主 席（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贝尔古诺先生（智利）；

副主席（西欧和其他国家）:斯塔尔先生（澳大利亚）；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主席（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埃克斯蒂恩先生（南非）； 

副主席（东欧国家）:登宾斯基先生（波兰）。

17.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他将认为特别会议接受上述提名。

18. 就这样决定。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议程项目8）

19. '主席建议晩些时候处理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的问题 。

20.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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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加强 

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议程项目9) (BWC/CONF. III/VEREX/9)

21. 主度说，没有代表团表示在本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意向。根据非 

正式讨论，普遍的理解是,应将一般性辩论保持在相对简短的程度。因此他建议把特 

别会议的前三次会议用于一般性辩论，然后在全休委员会内进行讨论,届时各代表团 

可解释自己的立场并提出提案。秘书处已经通知他，编写了一份工作计别草案(BWC/ 

SPCONFA.2),其中反映了刚刚达成的这一谅解。计划草案将以灵活的方式加以釆 

用。

22. 比迪二里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请主席确认,秘书处将按照议事规 

则第42条编写特别会议的议事简要记录。

23. 主席给予了所请求的确认°

上午11时50分散会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特别就■

BWC/SPC0NF/1
Part IV
Page 77

BWC/SPC0NF/S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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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2次会议筒要记录

1994年9月9日星期一下午3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托特先生（匈牙利）

目录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加强 

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续）

本记录可予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会议的工作语文之一提出作在印发的记录上，以备忘录形 

式提出。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日期起一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官E.4108室正式记录编 
辑科。

本会议各次会议记录的各项更正，将于会议结束后不久编为一份单一的更正印 

发。

GE. 94-6440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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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20分会议开始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加强 

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议程项目9）（续）

1-扎尔伯先生（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发言说,本次特别会议的目标是为公约提 

供一种核査执行情况的新手段：应当把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其他一些近期协定所 

包含的公开性水平及遵守程序的性质作为这方面工作的标准。

2. 在公约第三次审查会议期间，各缔约国强烈主张加强本公约。扩大建立信 

任措施领域内的现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当前的任务首先和最重要 

的就是，在特设专家组工作的基础上议定一套规则，对公约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并 

发展一种能够加强公约有效性的制度。

3. 经验已经表明，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不足以解决问题。在1992-1994年期 

间交换数据很少，而且，尽管简化了报告方法，提交报告的缔约国数目仅比第二次和 

第三次审查会议之间提交报告的缔约国数目略多几个。

4. 需要有较多的有约束力的义务,例如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内其他近期公约 

所规定的措施。公约如果没有用来确保遵守的有效机制就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欧 

洲联盟对于多数缔约国赞成在完成了 VEREX工作之后不久即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表 

示欢迎。

5. VEREX起草了一套可能的核查措施：对于一种核查制度，并不是说所有这 

些措施都有同样的价值，但是确实有值得采纳的充分选择余地,其中最有用的是宣布 

和现场措施。 。

6. 欧洲联盟认为有些方法是特别有希望的。广泛涵盖大量有关活动的义务性 

国家宣布是一项关键的措施。现场措施，如情况访查，但特别是临时通知视察，将特 

别重要，尤其是因为生物武器方案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掩盖。VEREX尚未处理指称使 

用生物武器的问题，任何一种核查议定书必须含有关于这种最终可能性的规则。

7. 欧洲联盟确信,VEREX的结果是今后就公约的核查开展工作的极好基础。因. 

此，欧洲联盟建议，应当尽快设立一个所有成员国均可参加的核查问题特设工作组， 

拟定核查议定书的细节。这个工作组应当定期在日内瓦开展工作，并最好在1996年 

的第四次审查会议之前提交报告。工作组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对于合理使用核查措 

施来说，潜在生物武器物剂说明性清单在何种程度上是必需的。在没有这样一种参 

照标准的情况下，可能难以实行有约束力的规则。必须研究出必要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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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EREX的结果使欧洲联盟确信,对公约进行核查是可能的。因此，欧洲联盟 

吁请所有缔约国建设性地参加起草核查规则的工作，这方面工作的景终结果是拟定 

一项单立的议定书。

9. 奥亚宁先生（芬兰）说，芬兰支持本次特别会议的目标,这就是，为在公约当 

中列入核查部分开辟道路。芬兰赞成德国代表团刚才代表欧洲联盟所说明的思路。 

特设政府专家组的报告为缔约国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VEREX组得出 

的结论是，有些核查措施可对加强公约作出贡献。公约的弱点之一是没有核查措 

施。在第三次审查会议上议定的建立信任措施加强了公约的执行，但事实证明还需 

要再往前迈进一步。

10. 芬兰认为，对于任何军备控制协定来说，充分核查是必不可少的构成部 

分。关于本公约，生物技术领域内的迅速发展突出表明，需要确保新的科学和技术潜 

力不会被用来服务于受到禁止的目的。有效的核查条款还将有助于生物技术领域内 

的国际合作。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查机制在经过适当的调整之后可以为生物武器公 

约领域内的今后工作提供指导。

11. 对公约条款进行核查是一项尤为艰巨的任务：研究和经手可用于禁止目 

的的生物物剂可能会牵涉到完全合法的适用，而受到禁止的活动很可能包括小规模 

实验室内的微小剂量，此外，许多物剂可在实行任何控制之前就很容易地加以销毁。 

由于多方面的科学和技术发展，这些问题比20年前更容易解决。然而,在判断最佳核 

查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公约所涉主题事务的复杂性，而目标是建立一个适足的核查制 

度，对可能的违反公约行为发挥威慑力量。VEREX的工作证明，确有办法以合理的代 

价实现这一目标。现在，各缔约国应当继续这项工作，责成一个工作组拟定核查措 

施。芬兰代表团认为，这种缔约国的不限员额工作组应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向下次审 

查会议提供实质性的一揽子计划,计划可以釆用核查议定书的形式。

12. 在VEREX工作期间变得明了的是，核查公约将需要多种措施的相互结合, 

其中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宣布和现场措施。一种有效的制度将要求能够迅速进行视 

案，视察范围既包括宣布的设施也包括未宣布的设施。另外，对于可能违反条约的情 

况，应以适当措施对核查规定作出补充。

13. 马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指出，当公约在将近20年前生效时，人们把它看 

作是裁军方面的一个成就，但在这以后的年月中，对于公约的效力发生了疑问。因 

此，第二次和第三次审查会议通过了一些措施,加强对遵约的信心。称为“VEREX研 

究组"的特设政府专家组通过那助区分禁止活动和允许活动查明了加强公约的一些 

措施，减少了模糊不清的地方，并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缔约国将履行公约义务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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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现在，本次特别会议必须讨论VEREX报告的结果并就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14. 正如克林顿总统1993年对联合国大会所说的那样，美国准备提议一些新的 

措施，以便增强透明度并帮助威慑违约行为和加强遵约行为。美国代表团认为，缔约 

国应当议定一项职杈，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起草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以加强公 

约。鉴于拟定这个制度所涉及到的问题从技术上讲是复杂的，从政治上讲是敏感的， 

所以，现在开始谈判纳入议定书的具体措施将是不现实的。至于拟议特设委员会的 

职权，可以考虑若干个项目。

15. 首先,公约中所包括的承诺，特别是第一条当中的义务，是充分有效的，必 

须保持不变。美国将强烈反对任何修正公约的企图，但对拟定一份含有加强公约制 

度的议定书则表示全力支持。其次，如同其他发言者所指出，包含在议定书内的所有 

措施应当是义务性的，应当有法律约束力，因为1986年和1991年审查会议所议定的建 

立信任措施相对来说是令人失望的。议定书规定的措施应当为查明与设施和活动有 

关的不一致和含混不清的情况并为争取这种情况的澄清建立正式的标准，应当为查 

明引起关注的具体活动提供机制，并应允许通过直接的外交活动解决与遵守有关的 

关注，从而碧助加强这一公约。第三，特设委员会应当以VEREX专家组建议的措施和 

向缔约国报告的结论为基础，以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为重点。在挑选措施 

过程中既应当考虑诸如义务宣布这类现场外措施，也应当考虑设施访查这类现场措 

施，为核查措施提供可靠的基础。

16. 特设委员会应在本次特别会议之后按照实际可能姓尽早召开会议,并应在 

其第匸次会议上订立一个壬作计划;在迪95年底饮前完成议定书草案并-向所有缔约 

国分发，由1996年的第四次审查会议审议并采取行动。委员会在处理工作时应当评 

估各种措施的相对有效性，尤其应当审议需要宣布的方案范围、设施和活动;现场措 

施是否应当包括对宣布设施的例行非正式访査,或在存在违约怀疑时对宣布和未宣 

布设施进行临时通知访查，或两者相结合;在现场活动期间提供准入的程度;如何保 

护机密专利资料、宪法权利和与公约无关的其他资料;以及这一制度的组织结构，如 

执行机构是否应当独立，或附属于另外一个国际组织。

17. 缔约国还将需要考虑的一种情况是，有些公约缔约国批准了议定书，因此 

受其附加义务的约東。而另外一些缔约国受公约约束，但是不受议定书约束。美国 

认为，对于未批准议定书的缔约国,现有的建立信任措施应当保持有效，对于批准了 

议定书的缔约国，没有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立信任措施应当继续适用。最终的 

目标是通过谈判一项有法律约東力的，提供了一套合理、有效和相辅相成的义务性 

措施的制度来加强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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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努尔贝里先生（瑞典）说,瑞典从一开始就认为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核查 

条款是不够的，多年以来瑞典政府一直最高度地优先重视按照各主要不扩散条约的 

现有形式建立一个核查制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方面的 

发展，突出地表明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制度。

19. 特设政府专家组查明并研究了分为现场和现场外措施并划为7个类别的21 

种不同的核査措施。在评价了这些措施之后，该专家组的结论是，即使不能依赖任何 

单一措施绝对地划分被禁止活动和允许活动，并解决有关遵守情况的含混不清，某些 

可能的核查措施将有助于加强公约的有效性，并改进执行情况。

20. 因此,瑞典的结论是，拟定公约的一个核查制度是可能的。瑞典认为VEREX 

工作的圆满完成及协商一致报告获得通过是朝进一步加强公约迈进的一个重要步 

骤。为了继续这些努力，本次特别会议应当设立一个所有缔约国均可参加的特设委 

员会，制订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核查议定书，提交1湖年召开的审查会比如有 

可能在该次审查会议上予以通过。为此目的,委员会应当以VEREX报告为基础进一步 

开展工作，这份报告处理了可能的生物和毒素站活动的不同阶段，其中包括发展、生 

产、储存和使用生物及毒素武器。

21. 一个核查制度应当包括义务性宣布、访查设施、对使用指称进行调查的 

程序以及对宣布和未宣布设施进行临时通知现场视察。特设委员会还可借助在化学 

武器公约框架内就核查措施进行工作所取得的经验。

22.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数目继续以稳定的速度增加，现在已有130 

多个缔约国。交换资料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在公约框架内的建立已经有一段时间 

To但是，迄今为止的结果并不令人鼓舞,提供资料的缔约国数目仍然太少。在等待 

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议定书的时候,瑞典促请尚未充分参与交换资料的缔约国 

参加这项活动，提供透明度，并请所有缔约国积极和建设性地参加建立一项核査议定 

书的努力。

23. 尬叠先生（澳大利亚）表示,澳大利亚对于1991年第三次审查会议以来在 

争取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应多数缔约国要求召开本 

次特别会议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特设政府专家组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在专家组开始 

工作之前，人们还不清楚为公约提供某些核查手段是不是应走的正确道路。现在，显 

然大家都普遍接受,VEREX最后报告已经表明大力加强公约是可能的，甚至对于在未 

来保持公约的信誉是必要的。

24. 应当抓住本次特别会议提供的历史性机会开始进一步努力制订公约的核 

查安排。本次特别会议应当争取为一个工作组草拟一项谈判公约议定书草案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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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这是充分利用VEREX专家极有成果的工作的一个必要条 

件。这个工作组应当有权审议和发挥任何VEREX查明的措施，并决定将这些措施纳入 

一份议定书。

25. 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使得谈判在本次特别会议之后向制订核查安排方向 

发展是一个共同的愿望。但是，它认为应该谨慎,对于过于技术性的问题不要陷入纠 

续不清的辩论，因为以这种方式拟出的职权草案可能是不平衡的，过于复杂，无法有 

效地为其目的服务。另外还需要避免陷入那些虽然可能重要,但因本次特别会议时 

间太少，不可能加以处理的问题当中。

26. 核心问题是怎样最好地研究和制订核查公约的手段。1993年第三次审查 

会议在这方面赋予本次特别会议的职权是模糊的。景为明显的是，就核查问题达成 

协议是保持公约未来健康的关键。在过去的多年当中，公约的信誉一再受到怀疑，原 

因就是没有检查遵守情况的适当安排。特别会议为加强公约提供了一个机会，不应 

错过这个机会，因为今后多年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了。

27. 雅格瓦里贝先生（巴西）指出，生物武器公约是全面禁止一整类现有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第一项多边非歧视性裁军条约，这项条约为2。多年以后的化学武器公 

约创立了重要的先例。他希望能以此为榜样缔绪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条约。

28. 巴西摒弃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以建设性精神对待加强生物武器公 

约的工作。巴西从一开始就支持这项公约，并是首先批准这项公约的国家之一。令 

人遗憾的是，在冷战时期，未能像巴西倡导的那样也禁止化学武器。因此，直到最近， 

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蓋仅仅迪及到生物武罷，这仝类别从技术上被认为比其他武器 
的可后检低，而在战島上也不那么有效，有效力的核查规定被认为是太困难了，到现 

在都没有通过。

29. 但是，在近年当中，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生物技术革命为研制和大规模 

生产经过改变的物剂开辟了新的可能。缔约国和公众舆论对于技术发展的后果，特 

别是操纵遗传技术这种可能会提高生物武器军事价值的技术发展感到关注,这是可 

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国际气氛的改善使得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成为可能，这项公约再 

度振奋了许多人对于多边主义信仰，可以设想，将能以比冷战时期所能想象的更为民 

主的方式谈判全面禁试条约。

30. 巴西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多边主义，对这些变革表示欢迎。应当强调的是， 

裁军谈判民主化是向多级化发展的当前国际结构的必然后果之一。在新的环境下， 

除非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任何裁军和不扩散规则都不可能得到加强。事实上，只 

有在一个合作性的，既有利于发达国家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框架之内，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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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运动才可能蓬勃发展。

31. 不过，在处理与裁军有关，同时又有可能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领域 

的间题时，应当谨慎从事。有人提出，为了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需要阻止 

可被用于这种武器的双重用途技术的扩散。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咀止技术的扩 

散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为这会破坏南方国家的工业化，毁灭争取裁军和不扩散目标 

所必需的合作性国际框架的基础。

32. 同时，所有国家都应当有办法确保其商品和技术在任何地方都不被用于制 

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巴西正在努力争取改善其出口管制，并鼓励所有国家开展同 

样工作。但是，出口管制的目标必须是严格的：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而不 

是阻碍出于和平目的的贸易。的确，在这一领域内往往很难划清界限，这恰恰是生物 

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这类条约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

33. 国际社会接受了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制度，因为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争取宝 

贵目标的手段。对于生物武器公约来说也是如此,这项公约有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 

首先，防止生物领域内的军备竞赛并消除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其次，促进为和平目 

自由交流生物技术并发扬这种交流可能为国际贸易和发展带来的益处。

34. 关于第一项目标,仅仅企图一般性地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特别是生物 

武器的扩散是不够的。还需要为彻底消除此类武器而努力。只要某些国家认为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有用并保持着此类武器的武库，其他国家就受到诱惑来模仿这些国 

家。相反,如果保持和加强争取全面裁军的当前努力，为获取和拥有此类武器而辩护 

就会越来越困难。在这方面，加强公约首先要作的是消除对第一条规定的全面禁止 

范围所抱有的任何怀疑。通过有效核查制度得到加强的信任将会消除对于防御性军 

事生物方案的关注，到目前为止，这类方案普遍是在秘密中执行的。第二项目标对于 

生物裁军制度的正常运转十分重要。这项目标载于公约第十条，是使公约能够得到 

广泛支持的一个重要平衡因素。

35. 以这些目标为划发点，缔约国应当回答砕具体间题。首先,通过执行新措 

施加强公约的时机是否成熟?其次，在目前情况下，公约核查制度在政治上是否可 

取，技术上是否可行？第三,怎样使可能的核查制度与公约中的技术发展条款特别是 

第十条联系起来，第四，核查制度应什么为特点，较具体的说，是否有可能参照 

VEREX的工作查明构成这样一个制度的一揽子措施？第五，执行公约的核查制度需 

要什么机制？

36. 巴西认为，一个非歧视性、合理有效、多边谈判和执行并严格地仅在必要 

情况下才具有侵扰性的核查制度将有助于实现公约的目标，服务于所有缔约国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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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没有任何一种核查制度本身是万无一失的，当缔约国相互评估遵守情况时必须 

有会理程度的政治判断。巴西认为，现在已可能设想一种核查制度，通过纳入重要 

的咸慑内容对于调查和消除有关遵守的疑问规定一套清楚的规则，从而加强公约。

37. 根据议程，本次特别会议必须完成两项任务，即审议査明、研究和评价了 

21种可能核查措施的VEREX报告，并就加强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加强公 

约是重振后冷战世界多边体制活力的一部分。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逐步界定 

应有利于所有国家的一个公平、民主和合作国际秩序的各种体制。在这一领域内要 

作的工作还很多。缔约国必须确保，本次特别会议就谈判加强公约的适当措施的机 

制达成有关定义的协商一致意见。巴西准备在本次特别会议和其他论坛内与所有国 

家合作，建设21世纪所需要的合作性国际秩序。

38. 旻萱先生（罗马尼亚）说，多年以来，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直是国际 

社会最主要的关注。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和出口管制制度是国际安全的互 

为补充，相互连接的组成部分。出口管制制度的目的是使接受国能够得到其和平发 

展所需要的任何技术。罗马尼亚积极地参加了旨在避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一 

些集团和制度，并参加了推广完善不扩散战略的新措施和倡议的工作，原因正在于 

此。本着这种精神，罗马尼亚最近签发了一项关于进口和出口有双重用途或与核武 

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运载此类武器的导弹有关的制度的法令。

39. 生物武器公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定事实上消除一整类恐怖武器的 

第一项国际文件。罗马尼亚继续坚信公约的目标和公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因此罗马尼亚再度重申，.所有缅约国全面执行极为重要,并沮需要尽一切努力争取普 

遍一致地加入公约。，

40. 本公约是唯一一项没有核查制度的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这种 

核査制度的目标是加强缔约国监测裁军条约遵守情况并查由违约行为的国家能力。 

为了切实有效，这种制度应当依靠一些相互交织的措施，如交换数据、出口管制、分 

析数据以确定一致性、国家技术手段以及例行质疑视察。核查措施首先应当提供缔 

约国墨守条约规定的信任。这些措施还应当提高检测的可能,从而对违约行为发挥 

威慑作用,并使缔约国能够及时地发现任何重大违约行为。

41. 对于提供透明和建立信任来说,数据交换十分重要。这一进程已经在第二 

次和第三次审查会议通対的建立信任措施框架之内开始，并且可能由此而建立起以 

透明度为基础的新一代建立信件措施，以改善对生物武器国际制度的遵守为目标。 

在袖去三年当中，罗马尼亚根据这些新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文字和精神提交了所要求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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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但是，建立信任与核查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核查的目的是澄清遵守公约 

的要求，对违约行为发挥威慑作用，并向所有缔约国提供加入和遵守公约的平等权利 

和充分动力。核査措施应当有利于加强生物武器制度，促进不扩散这些武器,并在同 

时考虑到需要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大规模的国际合作，为和平目的的研究和不受公约 

禁止的科学交流提供便利。

43. 因此，罗马尼亚支持了 1991年第三次审查会议作出的设立一个特设政府专 

家组的决定。罗马尼亚的专家积极地参加了VEREX的工作，这方面工作的结果是通迁 

了一份协商一致的报告。召开本次特别会议是要就加强公约的核查机制并弥补较为 

一般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制度中的另一个漏洞。这次会议为开始一个进程提供了 

机会，这一进程以特设政府专家组的重要报告为基础，将最终为公约制定出一种核查 

制度。罗马尼亚代表团相信，本次会议将会全面地考虑这一重要文件，并在日内瓦建

'立一个成本有效的谈判机构，公约所有缔约国均可参加这个机构，其目标是为未来的 

核查机制,如一项议定书，打下基础。

44. 莫泽尔先生（瑞士）说，瑞士一向认为，生物武器公约最为严重的缺胳就是 

缺少核查规定。生物武器扩散及科学技术领域内近期的动态再次证实了瑞士的看 

法，加强公约的措施是重要而紧迫的。特设政府专家组的报告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 

极好的基础。

45. 生物武器公约可能比任何其他裁军和军备管制协定含有更多的模糊内容, 

尽管禁止的范围十分清楚。有人认为，可以用查明在预防、防护和和平目的方面没 

有理由的物剂或毒素的类型或数量来界定这一禁止，瑞士代表团认为这不是一个明 

智的办法，因为这会导致对公约作出过于狭隘的解释，考虑不到在所审议的领域方面 

极为迅速的技术发展。这种解释既无用处也不现实。瑞士代表团建议拟定透明度措 

施和事实调查程序，由此而得出关于公约是否受到违反的结论。应该把公约的核查 

看作是缔约国本身的共同任务，而不是为此目的设立的某个技术机构的工作。缔约 

国本身应当积极并尽最大可能参加未来的核查制度。

46. 应请一个新的工作组谈判加强公约的措施。这个工作组尤其应当处理三 

项羞本内容。第一是一种义务性透明制度，可以现有的建立信任措施和特设政府专 

家组的工作结果为基础拟定。这个制度应有充分的灵活余地，以处理因迅猛的科学 

和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风险。第二项内容涉及到事实调查程序，在对某一缔约国遵 

守公约的情况产生疑问时予以实行。第三涉及到所有缔约国均可参加的一个适当的 

机构,处理、澄清及在可能情况下解决与确保遵守公约有关的分歧问题。

47. 这个工作组应当讨论基础设施、设备和人员问题。另外还需要确定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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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公约属于合法范围的工业、科学和国家安全领域内保护机密资料的措施。瑞士认 

为加强公约的一套措施应当灵活、低成本、但又应能对违反行为发挥充分的阻止作 

用。缔约国应当建立这样一个工作组，而这个工作组应当迅速完成工作，如有可能, 

在1996年的审查会议之前提出实质性结果。

工专4时35分散会



《关德止題、*和屛细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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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3次会议简要记录

1994年9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托特先生（匈牙利）

目录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 

加强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续）

本记录可予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工作语文之一提出。更正应以备忘录的形式提出，并应改 

在一本记录上。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日期一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宫E.4108室正式记 
录编免科。

本会僉各次会议记录的各项更正，将于会议结束后不久编为一份单一的更正印 

发。

GE. 94-6440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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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10分会议开始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加强 

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一般性辩论（续）

1. 主盧请各代表团恢复一般性辩论。

2. 阿拉尔先生（土耳其）在谈到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 

府专家小组的报告（VEREZ报告-BWC/CONF. III/VEREX9）时说，本次特别会议是利用 

该份报告的技术依据，为生物武器公约提供一个核查机制开展工作的一次历史性机 

会。通过设立一个有适当职权，由政府专家和政府代表组成，所有缔约国均可参加的 

特设工作组，可以最为恰当地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将制订出一项有法律 

约束力的公约核查议定书的多种模式。在一开始,注意力应当集中于:义务性国家宣 

布;现场措施,包括临时通知视察和视察未宣布的设施;就使用生物武卷的指称进行 

调查；以及保护机密性质的专有资料和与公约的敏感及国家安全资料。土耳其代表 

团希望这个工作组能够在1995年早期开始工作,最好能向1996年举行的第四次审查 

会议提出其工作结果，尽管本次特别会议应当避免规定时间限制。

3. 贝恩哈德森先生（挪威）说，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措施在政治上得 

到了越来越强的重视，这是一个应予保持的重要和积极的动态。过去已经就削减核 

武器水平、化学武器以及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了多项协议。公众的关注以 

及与之维系的政治兴趣由于大规模毁灭性物剂的生产技术变得软为方便易得而在最 

近较为注重此类物剂的获取会失去控制的危险，无论是核武器、化学武器还是生物 

武器。就生物武器公约而言，尽管缔约这项公约在20多年前是裁军领域内的一项重 

大突破，但就普遍加入以及确保遵守和增强信心来说还有改进的余地。一项获得加 

强的公约将能极大地推动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努力。

4. 挪威代表团完全支持前一次会议上以欧洲联盟的名义作的发言，并完全赞 

成该项发言强调需要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该代表团深信，令人满意的核查措 

施是能够实现的，一个适当的步骤将是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向1996年的第四次审查 

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因此，本次特别会议的重点应当是制订出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注 

重实际的职权，为增强对公约的信心制订可靠的措施打下基础。确保核查和透明度 

的措施应当包括义务性国家宣布、现场定期访查、临时通知视察和调査指称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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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类措施应能在防范约方面增强安全，并通过增强信任便利国际贸易。在这方 

面，有必要处理可能的生物武器物剂说明性清单的问题。特设工作组可为第四次审 

查会议提供一份单独的核查和透明度议定书的具体内容，以便对缔约国建立有约束 

力的承诺。

5. VEREX报告(BWC/C0NF.III/VEREX/9)为本次特别会议的工作及其后续行动 

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提出了与现场外和现场措施相结合的可能核查措施和义务性国 

家宣布的提案。报告表明了核查制度的可行性，同时考虑到了有关商业利益和知识 

产权的合法关注。

6. 一个可靠的核查制度将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当中的现有 

核查程序，以及今年来取得的有关经验。基本的一条是，核查措施必须符合与可能生 

产生物和毒素武器有关的现有规定。应当责成工作组审议一个核查制度的最佳执行 

程序，而且使所有缔约国都能参加其工作。由于VEREX工作已经涵盖了主要的技术方 

面，工作组应集中解决核查议定书的法律和程序方面。在这方面，挪威将乐于提供政 

府方面的专长。

7. 韦斯达尔先生(加拿大)说，与每一次多边会议一样，本次特别会议激发起来 

的既有乐观主义也有现实主义。由于多数缔约国为请求召开本次特别会议进行了有 

意识的努力，与会者到会时有坚实的协商一致记录作为后盾，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了 

乐观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包括时间限制在内的一些务实考虑不容忽视，它还意味 

着成熟，意味着承认在建立一个将持续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安全方面有迫切共同 

利益的远见，以及控制和抑制军事威力的谨慎。

8. 他对特设专家组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加拿大积极地参加了该专家组的活 

动。考虑到专家组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说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成 

绩。加强生物武器公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挑战是现实的，就摆在我们面前。因此, 

必须制订出实际的提案，而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模式。

9. 特设专家組的职权首先来自第二次审查会议给予的大力支持，其次是第三 

次申查会议上表示出的协商一致意见，认为有效核查可以加强公约。由此而产生的 

VEREX报告为开始谈判和起草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来加强公约提供了绝好的 

基础，这样就能够超越缔约国之间已经议定的有政治约束力的建立信任措施,增强公 

开性和透明度，并加强对公约遵守情况的信任。

10. 在讨论过程中，各代表团将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不同的“标签"来说明自 

己所倾向的结果，在这方面，加拿大代表团就“核査制度”和“核查议定书”这类用 

语加入协商一致意见是没有困难的。对此，加拿大代表团在第三次审查会议上曾经



BWC/SPCONF/1
Part IV
Page 90

BWC/SPC0NF/SR.3
Page 4

提出建立一种遵守制度，作为强调缔约国表明遵守公约的义务的一种办法。这项提 

案的重点是,在既定的指导原则和时间范围之内，合作解决可能产生的任何关注。

11. 本次特别会议的努力应当集中于两个领域：第一,制订和通过一项职权，谈 

判和起草一项表明遵守公约的议定书;第二，建立一个所有缔约国均可参加的特设委 

员会执行这一职权，并向第四次审查会议提出报告。

12. 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目标应当是在第四次审查会议之前把遵守议定书草案分 

发给各缔约国，由第四次审査会议审议这一草案，并就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最终目 

标是，在第四次审查会议上就遵守议定书达成协议，包括正式通过这一议定书的起步 

工作。由于时间较短，谈判和起草工作需要有明确的重点，因此，或许不能将迄今认 

明和审议的所有可能的核查措施一概列入议定书，也许不能这样做是必然的或可取 

的。

13. 田中先生（日本）说，由于生物学、遗传工程和有关领域内的迅速发展，以 

及对生物和毒素武器扩散表现出的越来越强的关注,本公约在禁止发展、生产和储 

存此类武器方面有着日益增强的重大裁军作用。在这方面，所有缔约国必须尽一切 

努力遵守公约规定。日本是一个坚定地致力于和平的国家，没有进行任何发展或研 

究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活动,严格地遵守了在公约下承担的各项义务。

14. 日本政府高度珍视特设工作组完成的工作以及就此提出的VEREX报告，一名 

日本专家参加了该工作组的工作。在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完成之后，本次特别会议极 

为重要的任务是，就确保公约继续并更加有效的措施作出决定。考虑到第三次审查 

会议的结果和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日本政府认为，未来活动的自然趋向将是建立一个 

含有遵守措施在内的可接受制度,辅之以一份独立于公约本身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 

际文书。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作组起草这一文书的具体规定。

15. 在第三次审查会议上人们曾经注意到，一些缔约国认为公约条款的执行不 

应妨碍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和平生物活动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要 

在加强公约和促进该领域内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16. 他承认，由于生物物剂的特性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和实现最大费效比的工作 

十分复杂，拟议中的工作组面临的任务是不轻松的，但他希望,工作组将能找到全面 

兼顾的妥善办法。日本对于积极参加这样一个工作组给予高度重视。

17. 艾克斯蒂恩先生（南非）说，为了加强公约，应当争取以缔约国之间相互信任 

为基础的核查措施。南非代表团对VEREX报告表示欢迎，该份报告为特别会议的工作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该代表团希望，缔约国能够就建立一个特设工作组以在1996年第 

四次审查会议之前起草核查议定书的职权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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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非完全致力于不扩散、裁减和控制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请求召开 

本次特别会议的缔约国之一。南非坚决要求自己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先进技术拥有 

者，并且通迥了一项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南非必须控 

制可用来生产此类武器的技术、设备和材料。因此，在所有不扩散制度当中，南非都 

已经是，或者正在成为一个成员，并且相信，应当用各种出口管制办法防止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的扩散，同时不妨碍出于和平目的的贸易。南非将努力确保此类控制不会 

妨碍发展中国家获得其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南非代表团保证支持查明和审 

议公约的可能核査措施的工作。

19. 别尔坚尼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说,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是禁止一整类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一项国际公约，但其中的重大缺陷是，缺乏有效的核查机制。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于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感到尤为关心，并且在遵守公约方面釆取 

了加强国家控制的一系列步骤。例如,俄罗斯总统曾经签发一顼特别命令，禁•止在俄 

罗斯领土上发展和实施不符合公约的生物方案，已经颁布了一项法律,将违反公约的 

任何活动定为刑事犯罪。

20. 在1986年和1991年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审查会议上，缔约国为了增强公约的 

有效性通过了一些建立信任措施。俄罗斯联邦完全按照规定的宣布表格定期向联合 

国提供了数据。

21. 执行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创造公开性和可预测性的气氛，并且有助于加强 

对遵守公约的信任，但这些措施既没有对所有缔约国的强制性,也不够全面。

22. VEREX小组在查明一系列可能的核查措施并评价了其能力和局限之后，得出 

结论认为，其中有些将有助于增加公约的有效性，适当和有效的核查可加强公约。该 

小组在其最后报告中列由的结果可以作为就公约核查机制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良好基 

础。

23. 俄罗斯联邦欢迎早日和全面谈判设立这样一种机制的问题。本次特别会议 

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特别机构，谈判一份适当的文件,如核查议定书草案。该 

份文件应该规定出具体措施，客观评价缔约国遵守公约的情况，包括个别措施的遵守 

情况。核查措施应当适用于公约所有缔约方的全部私营和国有生物设施，无论这类 

设施处于其国家领土之内或之外。此外，这类措施还应当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保障商 

业和机密资料。除其它外，其中应当考虑到财务、法律和组织因素、安全问题、以 

及物力、人力和其他需要。

24. 既有效力又有效率的核查制度中的一个重大先决条件是，就用于和根据公 

约予以禁止的物品制订出议定的定义。对于可用于发展生物武器的生物物剂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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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编订一份说明性清单，并应确定这类物剂和毒素的闽值数量。这一清单可在必 

要时订正补充。根据公约应当予以禁止的活动、仪器和设备以及允许进行的活动或 

预防性、防护性或其他和平目的也应予以具体说明。俄罗斯将乐于提出有关的定 

义、清单和观点，由未来的谈判机构进行讨论。

25.关于未来核查机制的结构和体制安排,他建议应当在较清楚地界定了核查 

措施的基本参数和范围之后再开始关于此类安排的实质性讨论。

26•本会议设立的谈判机构应在1995年早期于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并向 

1996年的第四次审查会议提交所起草的文件。如果届时未能完成这份文件，可召开 

一次缔约国特别会议予以审议。

27. 桑切斯先生（阿根廷）说，阿根廷对于总地加强不扩散制度以及具体的细菌 

武器制度的关心是众所周知的。阿根廷担任主席的第三次审查会议发起了以VEREX 

为开端的进程，其成果就是在本次会议上审议VEREX小组报告并提出建议。VEREX小 

组根据其职权中规定的任务查明了一些可能的核查措施。剩下要做的就是使核查机 

制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效力是公约目前为止所缺乏的。

28. 迄今为止,各缔约国曾经试图以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和在自愿基础上交换资 

料填补这一空白。但是，这些措施不足以加强公约，使其成为有效的不扩散机制。 

VEREX提供了公约核查议定书的核心内容，本次特别会议应当就不加拖延地起草此项 

议定书内容的一个政府专家小组的职权作出决定。

29. 侯志通先生（中国）说,近来,在国际裁军的领域内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在生 

物武器公约之后缔结于化学武器公药冲国是首先签署该条药曲国象乏二：国际社 

会应当继续努力,争取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所有核武器国 

家应当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不对无核武尋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并为缔结争取这一目标的国际公约立即恢复谈判。中国在生物武器公约之下履行了 

以年度报告向联合国提交数据的所有义务。

30. 自第三次审查会议以来,VEREX小组完成了有益的工作，并将其最后报告提 

交本次特别会议审议。该小组查明和审议了大约21种可能的核查措施，但这还不足 

以把公约所允许和所禁止的活动完全区分开来。可能还需要为改进这些措施开展进 

-步工作。

31. 建立信任措施已经证明是加强公约有效性的一种可靠方法,本次会议应当 

全面地审查其执行情况。可以探讨改善和加强此类措施的方法，并且应当釆取实际 

步骤鼓励更多的国家参与现有的措施。

32. VEREX小组的研究表明,核查生物武器的技术手段目前仍然不足。为了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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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未来核查机制切实可行，并实现加强公约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目标，应当开展进 

一步的研究，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另外还应从事研究工作,找到办法解决与核查 

有关的政治.法律和财务问题。

33. 中国对于执行任何国际条约的无选择性坚信不移。中国还认为，全面执行 

公约当中有关加强和平利用生物技术的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有关条款将有助于所有缔 

约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公约的普遍性。具有先进生物技术的国家应当就具体 

的措施提供更多资料，以便促进和平利用生物技术方面的技术砖让和贸易。在加强 

建立信任措施和确保遵守公约措施方面取得的进展将会进一步推动生物技术方面的 

国际合作和交流。

34. 剧整先生（奥地利）说,在缔结生物武器公约以来的20年当中，政治局势已经 

从核查被认为是对一国国内管辖事务进行非法干涉的不信任气氛逐步变成了承认任  

何军备管制和裁军协议都需要有一个核查制度以使其确有成效的现状。需要有效的 

国际核查是奥地利裁军政策当中长期以来的主题。奥地利在1991年的第三次审查会 

议上提出了一种高效率的会议间隔期机制，用来监察缔约国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的 

表现。没能建立起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监测从而确保这些承诺得到遵守成为不可能。 

由于过去的这种经验，奥地利代表团对于德国昨天代表欧洲联盟作的发言表示欢迎, 

奥地利代表团完全同意这一发言。

35. 奥地利代表团尤其支持设立一个不限员额工作组制订公约核查制度的设 

想。奥地利一向认为，对于公约应该进行高效率和成本有效的国际核查。目前为止 

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所取得的核查经验已经表明这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因此，他 

强调在设计一种核查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抵御尽善主义的诱惑，并且主张建立一种有 

利于有效威慑的制度，不仅考虑到生物武器的生产能力，而且还要考虑到各种政治可 

能性。未来的公约核查制度应当便于管理，有灵活性，设立小型的视察团，而不是臃 

肿的官僚机构。当然，在使未来的核查制度适应于有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必要性 

和保障这一领域内研究与发展的自主和自由的必要性之间必需取得一种微妙平衡。

36. 然而,奥地利代表团注意到，第三次审查会议已经重申，缔约国在公约第一 

条中作出的承诺适用于所有此类发展，因此公约也就毫不含糊地涵盖了所有微生物 

或其他生物物剂或毒素，无论其起源或生产方法如何。据此，对于此类物剂或毒素就 

应当诉诸适当的视察和控制程序，特别是在出口控制方面。

37. 法塞堇光生（尼日利亚）说，在前几年，在生物和毒素武器领域内取得了与控 

制和最终销毁化学武器相并行的进展，这在裁军历史上的确是非凡的。本次特别会 

议为生物武器公约所有缔约国加强公约有效性提供了一次机会。人们希望,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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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销毁此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表现出来的热情也能延伸到杀伤力最大的此 

类武器上去，即核武器。

38. 尼日利亚是生物武器公约的早期签署国之一,尽管尼日利亚当时已经知道 

这项公约的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没有一个核查制度。VEREX会议查明了21种可 

能的核查方法，由于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仍在不断取得进展，这些方法并非万无一 

失。本会议应当研究现有的多种可能性，以求建立一种透明、非歧视、保护国家安 

全和商业机密、非侵扰性、并且不妨碍技术转让和国际合作的核查制度。

39. 得到加强的条约是否能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除其他外将取决于出口国出 

口控制政策的透明度，这些国家应当确保它们在执行条约时不会妨碍缔约国的经济 

和技术发展，相反，而是能够促进和平生物活动所有领域内的国际合作。

40. 只有通过一项多边谈判的议定书才能够实现加强公约的期望目标，从这个. 

角度而言，尼日利亚代表团建议设立一个不限成员的起草机构,尽早提出一份议定书 

草案，由各缔约国在一个适当的论坛进行谈判。

41. 许升先生(大韩民国)说，大韩民国于1987年加入了生物武器公约,是化学武 

器公约的原始签署国，并自丄975年以来就是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该高度重视推进 

在全世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事业。

42. 生物武器成本不高，制造简单，这加剧了其扩散的威胁，并使得迫切需要有 

效核查，生物武器所构成的滥杀滥伤威胁长期以来就得到了承认。在第三次审查会 

议上,大韩民国曾表示支持设立一个核查机制。

43. 大韩民国自1987年加入公约以来一直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韩国从来 

没有发展、生产或樗存迂生廟武羸參加了 VEREX1992年和1993年的所有四次会 

议。大韩民国是1993年12月16日联大第48/65号决议的提案国之一。它定期提交了 

关于执行建立信任措施的报告。韩国代表团希望,在建立起一个核查制度之前，这类 

措施将能得到加强，并有更多的国家参与这类措施的执行。

44. 特设政府专家组的报告(BWC/C0NF.III/VEREX/9)认为,适当和有效的核查. 

措施可増强公约。蒲国对此表示费成，并且认为,该份报告为设立必要的核查制度提 

供了动力。该代表团对报告所说明的21种可能的核查措施表示赞赏，并认为,为了使 

本次会议予以釆纳,这些措施经过了充分的科学调查。

45. 现在已经到了釆取步骤建立公约核查机制的时候了。本次会议应当设立一 

个有明确职权的特设小组，以VEREX会议的结果为基础，制订出一项有法售约束力的 

议定书的不同模式。应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采取这一步骤，避免给缔约国带来负担过 

重的资金义务。该代表团希望，特设小组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从而使得1996年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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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审查会议能够通过一项议定书。通过这样一份议定书将会真正地改善公约的有效 

执行，并加强关于生物和毒素武器的不扩散制度。

46. 大韩民国希望在公约笫十条之下参加一系列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合作活动, 

以便进一步交换为和平目的利用生物物剂和毒素的设备、材料和科学技术资料。生 

物技术和遗传工程方面的研究与发展对工业和学术界来说都是大有希望和日益重要 

的领域。

47. 在通过设立有效的核查机制努力加强对公约信心的同时，缔约国还应当进 

一步努力扩大其数目，直到公约得到普遍接受。最后，他声明，韩国政府愿意对建立 

一个有效的公约核查制度作出积极贡献。

48. 皮普科夫先生（保加利亚）说，保加利亚在1972#就成为生物武器公约的首 

批签署国之一，并且是请求举行关于核查措施的本次特别会议的71个缔约国之•一。 

众所周知，缺乏监测遵守情况的手段妨碍了公约的效力。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应当 

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确保公约得到遵守。

49. 保加利亚从来没有发展、生产、储存或计划在军事行动中使用生物或毒素 

武器。其研究工作始终限于发展检测和查明物剂的方法。保加利亚始终严格信守公 

约，其发展方案始终是透明的，是保加利亚通过交换资料增强信任的多边承诺的一部 

分。保加利亚根据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每年提交了规定的数据。

50. 尽管在一开始有人怀疑生物武器核查制度的可行性，但是VEREX的工作通过 

汇集和评价一些单项措施促进了加强公约的努力。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如能分别 

和一并执行某些提出的核查措施就可以检测可能的违约行为。然而，其应用范围是 

有限的，特别是在必须区分双重用途活动时更是如此。有些拟议的措施提出了有关 

保护机密资料、宪法权力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同时一些其他措施的效力和费用也引 

起了关注。但是，保加利亚赞成建立一个以所有缔约国义务性宣布为基础的有法律 

约束力的制度，尽管必须确定有待宣布的场地、物剂和活动。保加利亚还赞成在未 

来的核查议定书中列入现场视察。设立一个不眼成员的特设工作组应能使得有可能 

找到解决现存问题的合适办法。

51. 保加利亚准备参加起草适当的核查规则并接受对其活动的任何视察，并将 

通対提供有关经验参加未来的核查制度。关于可能的生物战剂清单的问题,保加利 

亚代表团认为，应当特别注意甚至在和平时期为经济或其他目的而可能使用的动植 

物瘟疫。未来的核查制度应当拥有查明影响动植物的病源的手段。

52. 该代表团认为，可能的核査措施将允许根据公约第十条进行科学研究、合 

作、工业发展和其他活动。应当在不扩散生物武器的共同目标基础之上实现这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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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53. 齐蒙伊先生（匈牙利）说,本次特别会议是在为裁军进程创造了新机会的有 

利国际气候下召开的。尽管生物武器公约在减缓生物战威胁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 

但是现在越来越突出的需要是釆取措施消除其中的缺陷。

54. 匈牙利代表团认为,特别会议的努力目标应当是，针对已经对笫二次和第三 

次审查会议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的遵守方面的关注找到有效的对策。尽管这两次会 

议釆取的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增强公约,但是只有以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所 

规定的一套全面的核查措施，才能够最终解决在遵守方面的关注。第四次审议会议 

可能是通过这样一份文件的适当论坛。

55. 在这方面，匈牙利代表团不能不对特设政府专家小组工作的成果表示满 

意。小组提出的可能措施毫无疑问将会通过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来增强公约的效力  

并改进公约的执行。

56. 随着VEREX活动的完成，现在有了值得深入审议的一揽子提案。本次会议不 

必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分析,而是应当确定未来核查制度的主要机制。现场外和现场 

措施相结会能够最好地为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目标服务。义务性宣布规定、核实访 

查以及其他可能的措施都可以考虑作为有效的核查制度的基本构成内容。尽管在争 

取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存在着政治和技术困难，各方应当走上这条道路。最好的办法 

就是设立一个有相应职权，所有缔约方均可参加的适当机构，就关于遵守和核查的一 

项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拟订多种模式。

57. 布罗托迪宁一格拉法先生K印度尼西亚）一说,E卩度尼西亚丄卯2年6丹签署了生物 

武器公约，并于1991年予以批准。由于意识到公约缺乏核查制度有损于其效力，印尼 

参加了VEREX的活动。尽管VEREX查明、审议和评价了可能的核查措施，但要作的工 

作还很多。因此，载于BWC/C0NF.III/VEREX/9号文件的报告值得特别会议给予认真 

审议。在这方面，印尼代表团认为,使用先进技术核查生物武器公约应当避免妨害发 

展中国家在生物技术领域内出于和平目的的合法利益,或者妨害这些国家已得到国 

际法承认的国家主权。

58. 有些发言者认为，本次特别会议无法提出一项載有公约核查制度的议定书， 

对此他表示同意，但是他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就此问题表示进一步看法。首先,核查制 

度不应妨碍为和平目的使用、研究和发展生物/毒素物剂，特别是用来对付通常发生 

在热带国家的疾病的物剂。其次，这一制度应当可信，也就是说，应当消除泄露有可 

能损害缔约国国家工业利益的商业资料的可能性。第三，这一制度不应妨碍缔约国 

之间的技术合作，不应为获取先进技术设置障碍。



BWC/SPCONF/1
Part IV
Page 97

BWC/SPC0NF/SR.3 
Page 11

59. 为了最好地利用现有时间，特别会议应当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最为重 

要的步骤上，也就是设立一个特设小组，拟订公约的核查制度。但是这一小组的工作 

不应以任何方式重复VEREX的工作，而且，他对订立一个人为最后期限的设想感到怀 

疑。

60. 萨尔纳先生（印度）说,自1974年以来印度就是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并在 

此之后积极地参加了旨在加强公约的各次会议。第二次和第三次审查会议提出了重 

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在这之后,VEREX小组从科学和技术角度研究和可能的核查措 

施。印度积极地参加了所有的VEREX会议，并且认为，本次特别会议应当对这一工作 

进行政治审议。这样的一项审议工作将能使人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在加强生物武器 

公约方面面临问题的各个方面。VEREX进程中所暴露出的技术缺陷。如缺少关于生 

物物剂和毒素清单的协议、制订某些分析用材料的阈值和不提供此类材料等等，构 

成了加强公约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予以全面审议。

61. 加强公约的关键在于缔约国之间的信任；增强缔约国之间的合作可以在建 

立此类信任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62. 址赛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虽然成功地缔结了化学武器公约，但为 

生物武器公约提供核查制度的任务已经证明比原先的预计更为艰巨。VEREX的活动 

最终为增强公约的可靠性提出了可行的方法，但在政治方面仍然存在着挑战。

63. 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而言，生物武器仍然构成威胁。坚持对1925年日内瓦议 

定书的保留并且支持报复性打击的选择带来了怀疑和不稳定。顽固支持这种选择减 

损从军事结构和战略中消除武器的机会。主要大国军事理论当中的含糊不清增加了 

不确定因素。尽管进行了大规模调查，“黄雨”事件仍然是一个迷，它只不过证明， 

生产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愿望远远没有消除。

64. 第三次审查会议关于提供资料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决定对于澄清问题并没有 

太大碧助。所提供的资料是一般性和有选择的，伊朗代表团期望，主要大国能够提高 

透明度，扩大向公约缔约国提交的资料。

65. 从区域角度而言，中东仍然存在着重大问题。以色列顽固不化地拒绝加入 

公约,使中东处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断威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在中东地区建 

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建议尽管十分紧迫，但只能是一句空话，甚至探讨这一设 

想都受到某些大国的阻扰,认为这是不现实的。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66. 公约第十条所规定的和平利用生物物剂的问题已经证明是一种幻觉。“澳 

大利亚集团"清单的扩大，以及仅仅在两三年当中就列入了65种生物物剂和有关设 

备就已经表明了以后将要发生什么。这个清单不符合公约案文，必须取消这些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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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如果期望缔约国同意关于核査的要求，就必须消除现有的独断专行的出口管制 

制度。他理解在态度和政策上可能不会马上发生变化。但是,需要保证有诚意地谈 

判这个问题，以便令人满意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个问题。

67. 关于议定书，应当考虑到两点。首先，关于议定书的法律地位和议定书的生 

效，有两种可能:增加一份议定书，作为公约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缔约国可自行决定加 

入或不加入的一份议定书。他认为，第二种可能性不符合缔约国的安全需要。如果 

大家都认为，现在还不是达成全面议定书的时候,建立信任措施在过渡时期为确保遵 

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那么缔约国就可以集中全力于建立信任措施，并在这一基础之 

上制订议定书。但是如果想要争取一份核查议定书，就应该得到所有成员的加入和 

遵守。

68. 第二，关于执行公约的未来组织，如化学武器公约组织这样一种独立组织的， 

设想看来过于遥远，而且也不必要。应当做的是最好地利用现有设施。看来,世界卫 

生组织很适合用于这一目的，应当请该组织的总干事向公约缔约国提供该组织的资 

料和经验。

69. 蜓先生（波兰）欢迎VEREX报告并同意一些代表团反对重新谈判报告结果 

和建议的主张。但是,需要迅速和严谨地审议该份报告。这样一种办法才能使特别 

会议有可能为一个特设机构拟订职权草案，谈判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核查议定 

书。在这项工作当中，应当适当考虑到谈判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的经验。

70. 波兰代表团认为，这一职权应当尽量一般化。应当查明的是大致的原则，不 

要对任何未来的核查制度的具体规定预先作出判断 。-这样一种制度啲基础，应当是缔 

约国的义务性和有系统宣布并且包含有适当的现场视察机制。他特意使用了 “适 

当” 一词，因为任何全面有效的核查制度必须同时也是低成本高效率的。

71. 景后他说,特别会议可能建议特设机构釆纳的任何现实的工作时间表都必 

须考虑到为1995年计划的繁忙裁军安排。

下午十二时五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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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GE. 94-6442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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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15分会议开始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议程项目8）〈续）

1. 主席说,他希望能尽快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并指出，本会议仍在等待一 

个代表团给予确切的答复。

2. 凯拉迪先生（特别会议秘书长）请尚未提交全权证书的代表团尽快提交。

工作安排 ，

3. 主席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9月22日星期三的会议将于下午5时结束，以 

便希望参加订于届时举行的关于VEREX问题的讨论的各代表团能够参加该次讨论。

4. 就这样决定。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在加强 

本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议程项目9）（结束）

5. 主席提到,全体委员会的工作应集中于议程项目9。看来普遍的感觉 

是，全体委员会应详尽审议该项目之下的实质性问题，以期便利特别会议的工作。 

为此，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具体的提案，并视需要就某些问题做出澄清。可把同样主 

题下的提案归纳起来。

6. 在今后几夭之内，可能不得不把正式讨论和非正式的交换看法结合起来。 

如举行后一种会议，则应做到透明和不限员额。有些代表团人员少，无法同时参加 

两个会议，这种情况应予考虑。

下午3时25分散会。



《关孫止録、*和储存细蔺（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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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第5次会议简要记录

1994年9月23日星期五下午3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王席:托特先生（匈牙利）

目录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工作安排（结束）

本记录可予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会议的工作语文之一提出作在印发的记录上，以备忘录形 

式提出。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日期起一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宫E.4108室正式记录编 
辑村。

靠会议各次会议记录的各项更正，将于会议结束后不久编为一份单一的更正印 

发。

GE. 94-6455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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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时45分开会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议程项目11XBWC/SPC0NF/WP.19）

1. 盤请韦斯达尔先生（加拿大）介绍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2. 韦斯达尔先生（加拿大）以全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说.委员会的任务是 

减轻特别会议工作的难度并讨论议程实质项目的两个方面，即，审议“从科技角度 

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报告”（VEREX报告）和关于釆取进一 

步行动加强公约的决定。

3.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十分简单：该报告介绍举行的会议和非正式磋商情况并 

提及口头发言和报告附件所载各项已提交的工作文件和建议。他希望特别会议会承 

认全体委员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还希望会议主席和智利代表一起草委员会主席 

—将能够完成还没有做完的工作。

4. 主廣个人感谢韦斯达尔先生及全体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为完成特别会议这样 

一部分重要工作而进行的努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询问各代表团对全体委员会 

的报告有无评述。如果没有评述,.他就认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被视作可以接受。

5. 就这样决定。

工作安排（结束）

6. 主席提出,虽然这次会议即将结束，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正式开始。

全体委员会处理了很多问题，目前需要做的是利用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并缩小分歧以 

期形成所有代表团都能接受的措词，而且这种措词可列入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起 

草委员会在开展其工作时要遵循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并且会考虑到人们对它的工作 

所寄予的巨大期望。他请求贝古尼奥先生（智利）负责着手贯彻上述要求并祝愿他及 

起草委员会所有成员工作顺利。

下午5时50分散会。



《关孫止发展、歹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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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笫6次会议简要记录

1994年9月28日星期三下午5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托特先生（匈牙利）

目录

特别会议的出席情况

批准以色列的观察员地位

本记录可予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以会议的工作语文之一提出作在印发的记录上，以备忘录形 

式提出。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日期起一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官E.4108室正式记录编 
辑禅。

朱会议各次会议记录的各项更正，将于会议结束后不久编为一份单一的更正印 

发。

GE. 94-6459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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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55分会议开始

特别会议的出席情况

1. 主席注意到,参加特别会议工作的有80个缔约国和2个签署国。出席国家 

数目如此众多，与要求公约成为普遍性文书的愿望相一致。

批准以色列的观察员地位

2. 主席宣布,以色列在致会议秘书长的一封函文中请求得到观察员地位。依 

照议事规则第44条第2款，本会议必须就此做出决定。他建议，如果没有反对意 

见,本会议批准以色列的观察员地位。

3. 就这样决定。

下午5时散会



《关樺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特别会议

第7次会议（部分）*简要记录

1994年9月29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托特先生（匈牙利）

目录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通过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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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C/SPC0NF/SR.7
3 October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未编写会议其余部分的简要记录

本记录可予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会议的工作语文之一提出作在印发的记录上，以备忘录形 

式提出。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日期起一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宮E.4108室正式记录编 
辑科。

靠会议各次会议记录的各项更正，将于会议结束后不久编为一份单一的更正印 

发。

GE. 94-6459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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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40分会议开始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议程项目12)

1. 主魔请起草委员会主席贝古尼奥先生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BWC/SPC0NF/ 

WP.20)o

2. 贝古尼奥先生(智利)简要介绍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BWC/SPC0NF/WP.20), 

该份报告附有内含一份最后宣言草案的主席文件修订稿。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是以这 

一修订稿作为基础的。他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未能就一份最后草案达成一致，这构 

成了特别会议的一项艰巨任务。

3.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BWC/SPC0NF/WP. 20)获得通过。

4. 主屋提请注意关于特别会议估算费用的BWC/SPC0NF/L.3号文件，他希望提 

交这份文件，使筹备委员会为特别会议作出的一项决定正式化。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他将认为特别会议愿意通过这份文件。

5. BWC/SPC0NF/L.3号文件获繹通过。

通过最后报告(议程项目13)

6. 主摩请特别会议在非正式会议上处理议程项目13。

本简要记录述及的讨论于上午10时50分结束



《关滁止发展、竺^和储存龜（生物） 

及毒素武器祁销毁比神武器的公约》 

缔约骨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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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8次会议简要记录

1994年10月1日下午3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托特先生（匈牙利）

目录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通过最后技■告（堵束） 

特别会议闭幕

本记录可于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会议的工作语文之一提出作在印发的记录上，以备忘录形 

式提出。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日期起一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宫E.4108室正式记录编 
辑幕。

基会议各次会议记录的各项更正，将于会议结束后不久编为一份单一的更正印 

发。

GE. 94-6462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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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会议开会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议程项目10） （BWC/SPC0NF/CC/1）

1-挨星谜困先生（南非）以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言说，委员会的报告 

不需要特别解释，但他想提请注意该报告第5段和第6段。在仔细审查了转交给会议 

秘书长的全权证书之后,委员会已决定接受与会国代表的全权证书，条件是尚未按照 

议事规则第2条的规定以恰当格式提交其代表全权证书的国家尽快向会议秘书长递 

交全权证书o委员会于1994年9月29日一致通过了其报告（BWC/SPC0NF/CC/1） o

2. 主崖说，他认为会议愿意通过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3. 就这样决定。

通过最后报告〈议程项目13）（结束）（BWC/SPC0NF/L.4）

4. 赫拉迪先生（会议秘书长）介绍了最后报告草稿（BWC/SPC0NF/L.4）,他说该 

报告分成四个主要部分：CL）会议的安排和工作，包括筹备委员会的工作；（2）最后宣 

言；〈3）附属机构的报告；（4）适当时候将列入本报告的全体会议简要记录。该报告还 

包括四个附件:附件一:会议文件清单;附件二:筹备委员会的报告;附件三:会议议事 

规则；附件四：与会者名单。

第一部分

5. 赫拉迪先生（会议秘书长）提请注意对文件BWC/SPCDNFA.4第一部分需要作 

的若千修订和更正。

6. 第17段，应从国家名单中删去第一句句中的大韩民国。

7. 第18段，成员国的数目和成员国名单应作如下更正（将79改为80,在第五行 

“克罗地亚”之后添上古巴）。

8. 在第19段之后应添上如下一个新的段落：“在……全体会议上，根据议事规 

则M44（2） （a）条的规定，接纳以色列作为会议观察员与会"。其后各段的编号将作 

相应的修改。

9. 目前第23段将增加一个脚注,该脚注将在本段落最后一句之后用星号表 

示。该脚注的内容是：“德国代表欧洲联盟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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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目前第25段之后，应添上如下一个新的段落：“在……全体会议上，会议 

通过了文件BWC/SPC0NF/L.3所载的特别会议估计费用”。

11. 此外，如有必要，当然也可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12. 主屋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会议准备通过以文号BWC/SPC0NF/L.4 

散发并作了口头修改的最后报告草稿第一部分。

13. 就这样决定。

第二部分

14. 主匱建议逐段审议报告草稿第二部分（最后宣言），这部分的案文已在会议 

上散发。

第30段至第33段

15. 第30段至第33段通过。

第34段

16. 聲坦先生（印度尼西亚）对未经事先磋商即在英文本中使用"should"这个 

词而不是“shall"表示遗憾，然而，本着妥协的精神，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准备接受现 

在的措词。

17. 第34段通过。

第35段

18. 第35段通过。

第36段

19. 侯志通先生（中国）说他不了解为什么该段最后两个分段之前没有破折号, 

这与其它分段不同。他想知道这样一种安排是否是有意的，不过如果其它代表团同 

意这种安排，则他准备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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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崖说，在非正式磋商期间大家似已同意，第36段引导句之后的前四分段之 

首都加破折号，但最后两个分段不加破折号。如果这可以接受,他准备确认这一点。

笫37段

21. 拉马克先生（荷兰）说,与会者已商定使用“Ad Hoc Group”的标题，而不 

是使用"Ad Hoc Working Group” o因此，显然有必要在这一方面使案文统一。

22. 主產确认在最后案文中将自始至终使用“Ad Hoc Group"。

23. 第37段通过。

第38段和第39段

24. 第38段和第39段通过。

25. 主席问是否可接受整个案文°

26. 夏蓮德直先生（尼日利亚）说，似乎遗漏了一个重要建议，涉及拟议中的特设 

组将如何作出决定。大家同意，特设组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

27. 主廣提请注意第38段,该段称，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特设组的议事规则

和报告。他认为这一措词足以保证顾及所述建议。他想知道,根据这个解释及特设 

组随后在议事规则方面的工作,会议是否能通过最后报告。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就 

认为经口头修订的驀仝报告.获得通过。,一 …-一

28. 就这样决定。

特别会议闭幕

29. 主屋感谢所有与会者的辛勤工作妥协精神与合作。他还感谢为会议成功做. 

出巨大贡献的协调员，以及会议秘书长和后勤人员。

30. 在互致称誉之词后，主席宣布特别会议闭幕。

下午3时35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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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

附件 一

会议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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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BWC/SPCONF/WP.l

BWC/SPC0NF/WP.2

BWC/SPC0NF/WP.3

BWC/SPCONF/WP.4

BWC/SPC0NF/WP.5

BWC/SPC0NF/WP.6

BWC/SPC0NF/WP.7

BWC/SPC0NF/WP.8

BWC/SPC0NF/WP.9

BWC/SPCX)NF/WP.1O

BWC/SPCONF/WP.ll

BWC/SPC0NF/WP.12

BWC/SPC0NF/WP.13

BWC/SPCONF/WP.14

BWC/SPC0NF/WP.15

BWC/SPOONF/WP.16

附件一

会议文件清单

标 题

关于核查特设工作组的职权的建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欧洲联盟提出

联合王国《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视察遵约情况的演练 

方案总结报告

瑞士关于授权加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看法 

巴西提交的工作文件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可能的核查制度的要点

巴西提交的工作文件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今后的步骤

澳大利亚对审议核查措施专家小组报告的初步意见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德国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提出的文 

件的评论

新西兰向全体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关于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措施特设工作组职权审议 

工作的说明性方针

日本政府的建议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审议核查措施专家小组的报告

南非提交的工作文件

加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职权范围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进一步行动

一澳大利亚对今后谈判形式的看法

中国对旨在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后续机制的看法

保加利亚提交的工作文件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一保加利亚的意见

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994年9月22日美国代表唐纳德•马莱在全体委员会的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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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BWC/SPC0NF/WP.17

BWC/SPCX)NF/WP. 17/Rev. 1

BWC/SPC0NF/WP.18

BWC/SPCX)NF/WP.19

BWC/SPC0NF/WP.20

BWC/SPCONF/1

BWC/SPCONF/L.l

BWC/SPC0NF/L.2

BKC/SPC0NF/L.3

BWC/SPC0NF/L.4 

bwc/spconf/inf.i 
BWC/SPCONF/INF.2/Rev.1

和Corr.l

全体委员会

BWC/SPCONF/CW/WP.l

起草委员会

BWC/SPCONF/DC/WP.l

BWC/SPCONF/DC/WP.2

BWC/SPC0NF/DC/WP.3 

全权证书委员会

BWC/SPCONF/CC/1

附件一（续）

标 题

全体委员会主席的非文件

全体委员会主席的非文件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最后报告

临时议程

工作计划草案

《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关于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 

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最后报告"的特 

别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的费用估计

最后报告草稿

电话及办公室号码表

与会者名单

主席建议的审议工作的条理

起草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基本参考文件 

主席的滾动案文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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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

附件二

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BWC/SPCONF/1
Annex 11
Page 115

附件二

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一、职权范围和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 

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査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对所有缔约国开放的特设政府专家小组, 

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亶言》中载有下 

述决定：

“专家小组应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份报告，其中要考虑到工作过程 

中提出的意见。专家小组的报告应按其职权范围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叙述 

其在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方面的工作。”

“专家小组的报告应分发给所有缔约国审议。如果大多数缔约国向保 

存国政府提议召开会议审查该报告，即应召开此一会议。在此种情况下，会 

议应就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作出决定。会议召开之前应先举行筹备委员会 

会议。”

2. 根据第三次审查会议通过的授权,特设政府专家组举行了四届会议。第一 

届会议（1992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确定了21项措施;第二届会议（1992年U月23日至 

12月4日）审查了这些措施;第三届会议（1993年5月24日至6月4日）对这些措施进行了 

评价；笫四届会议（1993年9月13日至24日）编就并以协商一致方式议定了专家组的工 

作报告。该报告已送交各缔约国审议。

3. 大会在1993年12月16日未经表决获得通过的第48/65号决议中除其他外：

“2.盅所有缔约国推茬特设政府专家组在1993年9月24日日内瓦最后 

一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议定的最后报告；” O

4. 保存国政府应大多数缔约国的要求（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的缔约国名单载见 

附件三），并按照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为召开缔约国特别会议釆取了必 

要步骤。保存国政府就筹备委员会的召开一事遵照联合国大会第48/65号决议作出 

的安排通知了各缔约国，大会在此决议中请秘书长提供必要协助并提供为召开一次 

特别会议而可能需要的必要服务。

5. 筹备委员会于1994年4月11日至15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届会议。在其届会 

期间，筹备委员会举行了 9次正式会议和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6. 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中心副主任索拉布•凯拉迪先生代表联合国秘书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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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筹备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凯拉迪先生还担任委员会的秘书。

7. 在1994年4月11日第一次会议上,筹备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蒂博尔•托特 

大使(匈牙利)为委员会主席。

8.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一致选举A.A.莫哈马迪博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沃 

尔夫冈-霍夫曼大使(德国)为委员会的副主席。

9. 委员会授权筹备委员会主席必要时可在筹备特别会议的期间进行与特别会 

议的组织事宜有关的磋商。

10. 《公约》的下列61个缔约国参加了筹备委员会会议：阿尔巴尼亚、阿根 

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 

亚、古巴、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国、加 

纳、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 

本、约旦、卢森堡、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荷兰、新西兰、尼日利 

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葛牙、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 

典、瑞士、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津巴布韦。

11. 委员会决定，签署国也可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但无权参与决定的通 

ito因此缅甸也参加了筹备委员会会议。

12. 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通辻了议程，内容如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

3. 通过议程。

4. 作决定的方法。

5. 审议筹备委员会的财务安排。

6. 出席情况。

7. 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8. 特别会议的安排：

(a) 日期和会期。

(b) 议事规则草案。

(c) 临时议程。

(d) 背景文件。

(e) 最后文件。

任)任命特别会议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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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财务安排。

9.筹备委员会提交特别会议的报告。

10.其他事项。

13. 委员会决定，委员会的决定须根据此类会议的有关议事规则作出，这些钗 

事规则除其他外规定，应当作出各种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实质性事宜达成协议。

14. 筹备委员会收到了载有筹备委员会费用估计数的BWC/SPC/PC/2号文件。 

委员会审议了这一文件后,在其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该文件内所载的筹备委员会的 

估计费用。会议决定此项费用将在参加筹备委员会的缔约国之间根据它们对联合国 

经常预算的摊款并顾及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国家数目按比例予以分担。已签署但尚未 

批准生物武器公约且已接受邀请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国家则按其各自在联合国会费分  

摊比额表中的比率来分担费用。

二、特别会议的安排

15. 委员会在其届会进程中确定了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上达成的谅 

解，'并商定向特别会议推荐蒂博尔•托特大使（匈牙利）主持特别会议。委员会还 

商定向特别会议建议各附属机构的主席和副主席职位在各集团之中分配如下：

全体委员会，主席 （西方集团）

副主席 （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集团）

副主席 〈东欧国家集团）

起草委员会： 主席 （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集团）

副主席 （西方集团）

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 （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集团）

副主席 （东欧国家集团）

16.委员会进一步商定建议议事规则第8条所指的总务委员会应当由特别会议 

的主席、20名会议副主席（10名来自不结盟和其他国家集团、6名来自西方集团、4 

名来自东欧国家集团）、和根据第5条选出的全体委员会的一名主席及两名副主席、 

起草委员会的一名主席及一名副主席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组 

成。

关于此一谅解的措词，见第三次审查会议最后文件第241-242页（中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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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考虑到筹备委员会对特别会议的决定不对第四次审查会议或以后任何 

一次审查会议具约束力的同时，委员会提到各集团间主席团成员席位的分配和总务 

委员会的组成则由特别会议来确定这一惯例。

18. 委员会还审议了与特别会议的安排有关的下列问题 ：

(a)日期和会期

<b)议事规则草案

Cc)临时议程

(d)背景文件

<e)最后文件

<f)任命特别会议秘书长

(g)财务安排

日期和会期

19. 委员会决定，特别会议应当于1994年9月19日至30日在日内瓦举行。

议事规则草案

20. 委员会商定，建议斟酌情形以BWC/C0NF.III/23号文件附件三内所载第三 

次审查会议议事规则为特别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

21. 委员会核可的议事规则草案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二。

临时议程

22. 委员会商定向特别会议建议临时议程供其审议并予通过，有一项了解是， 

筹备委员会不可能预先判断将由特别会议作出的最终结果和决定 。

23. 委员会建议的临时议程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一。

背景文件

24. 在第五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除本筹备委员会的报告以及从科学和技术 

观点确定和审查各种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组的最后报告之外，在特别会议 

开始之前还应当向各缔钓国提供《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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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文件。

最后报告

25. 关于特别会议向缔约国提交最后报告的问题,筹备委员会决定在特别会议 

的临时议程中编列一个适当项目（见附件一）。

任命特别会议秘书长

26. 在规定应设特别会议秘书长一名的议事规则第10条草案范围内，委员会决 

定请联合国秘书七经同筹备委员会成员协商后提名一位官员代表委员会作为特别会 

议的临时秘书长行事，被提名的人选将由特别会议予以确认。

财务安排

27. 委员会还收到一份载有特别会议费用估计数的BWC/SPC/PC/4/Rev.l号文 

件。委员会于通过这一文件后建议特别会议依据筹备委员会本身通过的同一费用分 

摊公式予以通过。

三、通过报告

28. 在1994年4月15 后一次会议上，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其报告。委员会建

议将此报告连同其各个附件一并附于特别会议提交缔约国的最后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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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临时议程

1. 筹备委员会主席主持特别会议开幕

2. 提交筹备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3. 选举特别会议主席

4. 通过议程

5. 通过议事规则

6. 确认特别会议秘书长的提名

7. 选举特别会议的副主席和全体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及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 

和副主席

8.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9. 审议从科技角度查明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并就旨 

在加强《公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10.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1.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12.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3. 通过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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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议事规则

一、代表和全权证书

公约缔约国代表团

第1条

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各缔约国可由代表团团长一人和必要的其他代表、剧代表 

和顾问出席会议。

2. 代表团团长可指定一名副代表或一名顾问作为代表

全权证书

第2条

各位代表的全权证书和副代表及顾问的姓名，应尽可能于预定的会议开幕日期 

一周之前呈交会议秘书长。全杈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颁发。

全权证书委员会

第3条

会议应设立一个全权证书委员会，由按照第5条选举出的一名主席、一名副主 

席和根据会议主席的提议由会议任命的五名成员组成。该委员会应审查代表的全权 

证书并及时向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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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准参加会议

第4条

代表在其全权证书经会议做出决定之前，有权暂时参加会议。

二、主席团成员

选举

第5条

会议应选举下列主席团成员：一名会议主席和20名会议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会 

的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起草委员会的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和全权证书委员会 

的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

代理主席

第6条

1. 会议主席如不能出旗茅次会议或其中任何部分，他应指定会议副主席一人 

代行主席职务。

2. 会议副主席代理会议主席职务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会议主席相同。

会议主席的表决权

第7条

会议主席或代理会议主席职务的会议副主席不得参加表决，但应指定其本国代 

表团的另一名成员代其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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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务委员会

第8条

1. 总务委员会应由主持会议的会议主席、20名会议副主席、全体委员会主 

席、起草委员会主席和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组成。总务委员会不得有两名同一代表 

团的成员，委员会组成应保证其代表性。

2. 如果会议主席无法出席总务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他可指定一位会议副主席 

主持会议，并指定本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代其出席。如果某位会议副主席无法出 

席，他可指定本国代表团的成员代其出席。如果全体委员会、起草委员会或全杈证 

书委员会主席无法出席，他可指定副主席之一代其出席，并有投票权，除韭被指定 

者为总务委员会另一成员，同属一国代表团。

职能 

第9条

总务委员会应协助会议主席处理会议的一般性工作，并应在服从会议决定的前 

提下，确保其工作的协调。

四、会议秘书处

会议秘书长的职责

第10条

1. 会议应设秘书长一名。他应在本会议及其各委员会和根据第34条设立的其 

他适当机构的会议中，以该身份行事，并可指定秘书处的一名成员在这些会议上代 

理他的职务。

2. 会议秘书长应领导本会议所需要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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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职责

第u条

根据本议事规则，会议秘书处应：

(a) 口译会议上的发言；

<b)接受、新译和分发会议文件；

<c)编印和分发会议的任何报告；

(d) 制作和安排保存会议的录音和简要记录 ；

(e) 作出安排使会议文件存入联合国档案，并向各保存国政府提供这些文 

件的正式文本；

(f) 一般进行会议可能需要的所有其他工作。

第12条'

包括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内的审查会议的费用将由参加审查会议的公约缔约 

国，根据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并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总'数和参加本会议的缔约国 

数月之间的差别，按比例分摊支付。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公约的国家，以及根据第 

44.1条规定接受参加审查会议邀请的国家，将根据它们在联合国比额表上各自的 

分摊比率分担费用。至于非联合国会员国的纬约国或签署国,它们分担的份额将根 

据为确定它们参加活动的份额而实行的类似分摊比额表加以确定。

有一项谅解：审查会议的所有财政安不排构成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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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的掌握

法定人数

第13条

本会议以过半数公约缔约国的参加为法定人数。

会议主席的一般权力

第14条

1. 会议主席使行使本议事规则其他有关各条赋予他的权力外，将主持本会议 

的全体会议、宣布每次会议的开会和散会、领导讨论、保证本议事规则的遵守、准 

许发言、确定协商一致意见、将问题付诸表决以及宣布各项决定。他应就程序问题 

作出裁决。在不违反本议事规则的前题下，会议主席应全面掌握会议的进行，并维 

持会场秩序。主席可向本会议提议截止发言报名、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一国 

家的代表对某一个问题的发言次数、暂停和结束辩论、哲时会议和休会。

2. 会议主席在执行职务时始终处于本会议权力之下。

程序问题

第15条

任何代表可在任何时候提由程序问题，会议主席则应根据本议事规则立即对之 

作出裁决。任何代表可对会议主席的裁决提出异议，该异议应立即付诸表表。主席 

的裁决，除非被过半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推翻，否则仍应有效。任何代表在提 

出程序问题时，不得就所讨论事项的实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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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第16条

1. 任何人非经会议主席事先准许，不得向本会议发言。会议主席应按照发言 

者表明愿意发言的先后次序请发言者发言，但应遵守第15、17和19至22条的规定。

2. 辩论应限于讨论中的议题，如果发言者的发言与此无关，会议主席可敦促 

他遵守规则。

3.本会议可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一个国家的代表就某一问题的发言次 

数。对确定这种限制的动议只允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这种限制的代表进行发言， 

然后，该动议应立即付诸表决。在任何情况下，会议主席应限制对程序问题的发言 

最多不该超过五分钟。在有限制的辩论中，某发言者超过所给予的时间，会议主席「 

应立即敦促他遵守规则。

优先发言

第17条

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为了对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进行解释可取得优先发言权。

发言报名截止

第18条

主席可以在辩论中宣布发言者名单，并在得到会议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发言报名 

截止。关于一个项目的辩论因为没有人发言而终结时，主席应宣布辩论结束，这种 

辩论的结束与根据第22条作出的结束效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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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权

第19条

尽管有第18条的规定，主席仍然可以给予任何一个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答辩 

权，这种发言应尽可能简短，并且通常应在当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東时进行。

暂停会议或休会

第20条

代表可在任何时候提议暂停会议或休会，对这种动议不得进行讨论，应根据第 

23条规定，立即付诸表决。

暂停辩论

第21条

代表可在任何时候提出暂停辩论所讨论的问题的动议，只能允许两位赞成暂停 

和两位反对暂停的代表就这项动议发言，然而，根据第23条规定，立即付诸表决。

结束辩论

第22条

代表可在任何时候提出结束辩论所讨论的问题的动议，而不论是否有其它代表 

已要求发言，只能允许两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就此动议发言；然后，应根据第23 

条规定，立即付诸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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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议的次序

第23条

下列动议应按其排列次序优先于会上提出的一切提案或其它动议 ：

<a)暂停会议；

<b)休会；

(c) 暂停辩论所讨论的问题；

(d) 结束辩论所讨论的问题。

提交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

第24条

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通常应以书面提交会议秘书长，由其分发给各国代表 

团，除非会议作出了不同决定，否则应在以会议所用一切语文向所有代表团分发这 

些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24小时以后对之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

撤回提案和动议

第25条

在尚未对一项提案或动议作出决定时，提案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撤回其提案或 

动议，只要尚未对这项提案进行修正，被撤回的提案或动议可以由任何代表重新提 

出。

关于权限的决定

第26条

凡要求对会议是否有权通过向它提交的某项提案作出决定的动议，均应在对该 

提案作出决定前先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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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议提案

第27条

除非会议对重新审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否则不得重新审议已协商一致通云的 

提案，当一个提案被以过半数票或三分之二票数通过或否决时，除非会议根据出席 

者三分之二多数的表决作出决定重新审议外，对该提案不得进行重新审议，只能 

允许两位反对提请重新审议的动议的代表就此项动议进行发言；然后，立即付诸表 

决。

六、表决和选举

通过决定

第28条

1. 关于程序问题和选举中的事宜的决定应由过半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做 

此

2. 因为审查会议的任务是审查公约的执行情况，以便确保公约的序言所述之 

宗旨和各项条款得到实施和加强其有效性，所以，应当尽一切努力通过协商一致的 

方式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在为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尽了一切努力之前，不应对这 

类问题进行表决。

3. 如果各国代表为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仍然需要对某项实 

质性问题进行表决时，主席应将表决推迟48小时，并在这段时间里，在总务委员会 

的覇助下，尽一切努力促进达成全面协议，并应在推迟时间截止之前向会议报告。

4. 如果在推迟时间截止时，会议仍未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就应进行表决,并 

应以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的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但此一多数至少应包括 

姓半数参加会议的国家。

5. 如果对一个问题是程序问题还是实质性问题不明确的话，会议主席应对此 

作出裁决，对该项裁决的异议应立即付诸表决，除非该异议被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过 

半数代表核准，否则应以主席的裁决为准。

6. 在按照上述第1和第4款进行表决的情况下，除非本议事规则另有具体规定 

否则应适用与联合国大会投票有关的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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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

第29条

公约的每一缔约国应有一个表决权。

“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一语的含义

第30条

为本议事规则的目的，“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一语是指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的代表。投票时弃权的代表应被认为未参加表决。

选举

第31条

一切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但因候选人的人数未超过有待选举填补的 

席位数而会议另有决定的选举除外。

第32条 …

1. 如果只有一个席位有待通过选举填补，而在第一轮投票时没有候选人获得 

所需迪半数票，则应专就两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如果在第二轮投 

票中，双方得票数相同，主席将在两位候选人中通过抽签作出决定。

2. 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数居第二的若干名候选人票数相等，则应就这些 

候选人举行一次特别投票，以便使他们的人数减到两人；同样，得票最多的三名或 

更多的候选人票数相等时，也应举行一次特别投票；如果在特别投票中，票数再次 

相等，则主席应通过抽签淘太一名候选人，然后按第1段规定举行另一次投票。

第33条

1-如有两个或更多的席位要在同样情况下同时通过选举填补，在第一轮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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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所需的过半数票和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如其人数不超过席位数，则为当选。

2. 如果获得过半数票的候选人人数少于要填补的席位数时，应再举行投 

票，以填补其余的席位，如果只有一个席位有待于填补，则可应用第32条的程序。 

候选人以在上一次投票中得票最多而未能当选者为限，但他们的人数不超过待填补 

席位数的一倍。但如票数相等而未能当选的候选人人数较多，应举行一次特别投 

票，目的是将候选人人数减少到所需要的人数；如果结果又是多于所需要的候选人 

得票相等时，主席将通过抽签将其人数减少到所需要的人数。

3. 如果这样一种有限制的投票（根据第2款最后一句的情况举行的特别投票除 

外〉没有结果，主席将通过抽签在几名候选人中作出决定。

七、会议的其他适当机构

第34条

会议可没立适当的机构。除非另有决定，参加会议的公约各缔约国一般可在这 

些机构里派有代表。

全体委员会

第35条

会议应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详细审议有关公约的实质性问题，以促进会议的 

工作。

起草委员会

第36条

1. 会议应设立一个起草委员会，由在总务委员会中派代表的同样国家的代表 

组成。它应协调起草和编辑会议交托给它的所有案文。它还应根据会议要求拟定 

草案，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建议，但不对任何问题重开实质性的讨论。

2. 按本规则第1款规定提出提交到起草委员会的案文的代表团代表，如提出要 

求即有权参加起草委员会对这些案文的讨论。

3. 其它代表团的代表也可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并可在讨论同它们特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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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时参加这些讨论。

八、主席团成员与程序

第37条

有关主席团成员、会议秘书处、会议的掌握和会议表决的各条规则〈见和第二 

章（第5至第7条）；第四章〈第10至第11条）;第五章（第13至第27条）第六章〈第28至 

第33条））应比照适用于各委员会和其他适当机构的议事程序，但下列情况除外：

（a） 除非另有决定，否则所有按本议事规则第34条规定设立的机构均应选 

出一各主席及其所需要的其他官员；

（b） 总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以及. 

按本规则第34条设立的其他机构的主席可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参加技 

票；

（c） 总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起草委员会或全权证书委员会代表的过半 

数即构成法定人数；根据会议的意愿，这也适用于按本规则第34条设 

立的任何机构。

九、语文和记录

会议语文

第38条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为会议正式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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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译

第39条

1. 以一种会议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其他几种语文。

2. 代表可用会议语文以外的语文发言，但需安排将发言口译成一种会议语 

文。秘书处口译人员可根据首先译成的会议语文将发盲译成其他会议语文。

正式文件语文

第40条

正式文件应以会议语文提供。

会议录音

第41条

应遵照联合国惯例对本会议和所有委员会的会议进行录音记录并对之加以保管Q 

除非另有决定，否则不应对按本规则第34条规定设立的任何其他适当机构的会议进 

行录音。

简要记录

第42条

1.会议全体会议的简要记录除专门审议议程项目10(a) 般性辩论一的 

会议的一部分外，应由秘书处编写。这些记录应以会议各语文印出。应尽快以临时 

格式分发给会议全体参加者。参加辩论的人员可于收到临时简要记录后的三个工作 

日内就他们自己的发言向秘书处提出校正；遇有特殊情况，主持的官员可与会议秘 

书长磋商后延长提出校正的期限。对于此类校正如有意见分歧则应由与该记录有关 

的机构主持官员作出裁定，必要时应与议事情况录音进行核对。通常不另行分发胳 

时记录的勘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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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要记录经校正后应立即分发给会议参加者。

十、公开会议和非公开会议

第43条

1. 除非另有决定，会议的全体会议应公开进行。

2. 各委员会和按本规则第34条规定设立的任何其他适当机构的会议应为非公 

开会议。

、参加和出席

第44条

1. 签署国

公约签署国中尚未批准公约者事先书面通知会议秘书长后应有权参加会议的议 

事，但不得参加决定的通过，无论以协商一致方式还是以集决方式。这意味着任何 

此类签署国应有权出席本会议的各种会议;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接受会议文件并向本 

会议提交书面意见，这些书面意见应视为会议文件。

2. 观察员

(a)按公约第十四条规定有权成为缔约国、但目前既未签署又未批准公约 

的任何其他国家，均可向会议秘书长申请，.由会议作出决定，取得观 

察员地位‘。这类国家有权委派官员出席全体会议，但指定的非公开 

会议除外，并有权接受会议文件。观察员国家还有权向会议与会者提 

交文件。

有一项谅解：任何此类决定均需符合联合国大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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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经联合国大会确认'有权作为观察员参加联大会议及工作联大主持下 

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以及联合国其他机关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 

的任何民族解放组织均可向会议秘书长申请，由会议作出决定，取得 

观察员地位。这类解放组织有权委派官员出席全体会议及全体委员会 

会议,但指定的非公开会议除外，并有杈接受会议文件。观察员组织 

还有权向会议参加者提交文件。

3, 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或他的一名或数名代表应有权出席全体会议和按本规则第34条规 

定设立的任何其他适当机构的会议并接受会议文件。他们还有权提交材料，既可口 

头提出，也可书面提出。

4, 专门机构和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

专门机构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可向会议秘书长申请，由会议作出决定，取得观察 

员机构地位。观察员机构有权指派官员出席全体会议，但指定的非公开会议除外，并 

可接受会议文件。会议还可请它们就它们权限范围内的问题提出书面看法和评论, 

作为会议文件分发。

5, 非政府组织

出席全体会议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凡提出要求者均应有权接受会议文件。

1根据联大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号决议和1974年12月10日第3280 

(XXIX)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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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的国家名单

阿富汗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玻利维亚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厄瓜多尔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科威特 

列支敦士登 

卢森堡 

马尔代夫 

马耳他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蒙古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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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汤加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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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

咐件三 

会议的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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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议事规则载于作为本文件附件二的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的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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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

附件四

与会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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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与会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缔约国

Mr. Zef Simoni Head of Delegation, Ambassador 
Penr.anent Mission, Geneva

Mr. Viktor Kabili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匸 Mission

阿根廷

Sr. Juan C. Sanchez Arnau Jefe de la Delegaci6nr Errxajadcr 
Exzraordinario y Plenipotencierio/ 
Represen^ante Permanence
Hisic-n Permanence, Gxnebra "

Sr. Manuel Benitez Minisrrc, Representante Per^anenre Ac 
Misicn Permanente

Sr. Carles A. Hernandez Consejeror MisL6n Permanence
Sr. Rafael Grossi Secrerario, Minisrerio de Relaciones 

Exter^cres y 
Buenos Aires

Sr. Victor Hugo Dappitt Capitan de Fracata, Biocui"ico-Toxicclogc, 
Insrii-jxo de Investigaciones Cienr£f±cas y 
Tecnicas de las Fuerzas Arniadas /
Buenos Aires
Asescr Cientifico

亚美尼亚

M- Achot Melik-Chakhnazarov An±：assadeur r Representant permanent: z 
Mission permanents, Geneve

Mlle Anahit Tarkhanian Stagiaire de la delegation

澳大利亚

Mr. Richard Starr Head of Delegatio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for Disarmament Matters, 
Geneva

Mr. Patrick Cole Deputy Head of Delegation, Alternative 
Representative to the Conference cn 
Disarmament, Counsellor

Dr. Brenden Hammer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Disarmament Secricn, 
Department of Fcreicn Affa_rs and Trade, 
Canberra .



BWC/SPCONF/1
Annex IV
Page 141

奥地利

Mr. Winfried Lang Head of Delegation, ■ Ambassacicr, Permanent
K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Dr. Werner Ehrlich Director,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Vienna

Mr* Walter Gehr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巴林

Col. Mohammed J. K. Alghatam Director of Maintenance and Logistics 
Bahrain Defence Force, Manama

Mr. Anatoly A. Mardovitch Head of Delegatio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Mr. Alexander M- Boicharov Deputy Head of Delecationz
Chief,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isarmament,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Minsk '

■Mr. -Petr G. Rytik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Epidemiology 
and Microbiology, Ministry cf Health

Mr. Andrei O. Sannikov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

比利时

Baron Alain Guillaume Chef de la Delegation, 
Ambassadeur extraordinaire et 
Ministre plenipotentiaire aupres de 
la Conference du Desarmement, Geneve

M. Louis de Roover Conseiller, Mission permanence
Col. Jan Willems Conseiller, Expert 

Bruxelles

玻利维亚

Sra. Rosa Chavez Bust.ios Consejero, . -
Encargada de Negocios t a.i. 
Mision Permanente,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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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Mr. Roberto Jaguaribe Head of Delegation, Counsellor, Perma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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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bert Kadlec, M.D. USAF,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dviser

Lt. Col. Debra Krikorian USA,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xs, 
Department of State 
Adviser

MajQr Michael Lanphere USA, Office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Department of Defense .
Adviser

Mr. Joshua Segal Office of Arms Controlf Department of Energy 
Adviser

鸟我圭

Dra. Susana Riv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c junto, Delegacxcn 
Permanentsz Ginebra '

委内瑞拉

Sr. Naudy Suarez Ministro Consejero
Mision Permanente f Ginebra

Sra. Gisela Arraez Hurtado Consejero 
Mision Permanente

越南

M. Nguyen Luong Chef de la Delegation, Ambassadeurf 
Representant permanent r
Mission permanente, Geneve

H. Vu Huy Tan Premier secretaire, Mission permanente

渾巴布韦

Mr. M. C. Hove Ministe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r Geneva

Hr. K. Mupezeni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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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签署国

埃及

Dr. Mounis Zahr&n Head of Delegatio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Dr. Magda Sh&hin Minister PIcnipotentia.ryr Permanent Kission
Dr. Hishan Khalil Secon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Mr. Aly Sirxy Thir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摩洛哥

M. Mohamed M&jdi Chef de D41£gationr
Charge M*affaires a.i.f Mission permanents,
Geneve '

M. Omar Zniber Conseiller^ Mission permanence

c.观察员

以色列

Mr. Itzhak Lior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Mrs. Sinona Frankel Couns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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