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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问题工作组 

2016 年 5 月 18 日和 19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说明  
 
临时议程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

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第 6 条、第 7 条、第 8 条和第 12 条下的记录保

持、标识和追踪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和信息分享如何有助于减少枪支非法

贩运。 

3. 发展或加强枪支管制网络的专家和主管当局以便以预防和打击枪支非法贩

运为目的改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信息和良好做法交流。 

4. 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以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范围内打击枪支非法

贩运。 

5. 其他事项。 

6. 通过报告。 
 
说明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枪支问题工作组会议将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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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在题为“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药”的第 5/4 号决议中，决定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第 32 条第 3 款和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 条第 2 款设立一个枪支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该工作组将由缔约方会议主席团的一名成员担任主

席，就缔约方会议履行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

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有关的任务授权向其提供建议和

帮助。 

缔约方会议在该决议中还决定，该工作组应履行下列职能：(a)通过专家和从

业人员交流经验和做法促进执行《枪支议定书》；(b)就各缔约国如何才能更好

地执行《枪支议定书》各项条款向缔约方会议提供建议；(c)协助缔约方会议

就秘书处开展与执行《枪支议定书》有关的活动以及制定相关技术援助工具，

向秘书处提供指导；(d)就该工作组如何才能在支持和促进执行《枪支议定

书》方面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各国际机构进行更好

的协调，向缔约方会议提供建议。 

缔约方会议在题为“加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

的实施”的第 7/1 号决议中，除其他外决定枪支问题工作组将成为缔约方会议

的常设组成部分，向缔约方会议提交报告和建议，并鼓励该工作组考虑根据需

要每年举行会议。 

缔约方会议扩大主席团在 2016 年 2 月 12 日举行的会议上商定了拟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和 19 日举行的工作组会议的实质性议题。随后，扩大主席团在 2016
年 2 月 23 日通过默认程序就工作组此次会议经合理调整的议题达成一致意

见，如本临时议程所载。 

本文件附件所载拟议工作安排是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7/1 号决议拟定的，旨在使

工作组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根据本次会议可用的会议服务履行其被赋予的职能。

工作组可用的资源将得以在两天内举行四次配有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口译

的全体会议。 
 

2.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第 6 条、第 7 条、第 8 条和第 12 条下的记录保持、标
识和追踪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和信息分享如何有助于减少枪支非法贩运 
 
枪支非法贩运与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犯罪和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其他严重犯罪有

着内在联系，因为枪支可用来实施犯罪，并且是可为武装冲突、有组织犯罪和

不安全局势推波助澜的有利可图的贩运商品。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中已认识到枪支贩运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发展

的影响，该目标寻求“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

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可问责和包容的机构”。尤其是该目标的指标

16.4 内容如下：“到 2030 年时，大幅减少非法的资金和武器流动，加强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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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返还被盗资产的力度，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机构间专家组提议的用来监测实现该指标方面进展情况的指标侧重于缉获的按

照国际标准和法律文件1被记录和追踪的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百分比，并且包括

衡量各国当局在预防和打击枪支非法贩运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通过国际合作

取得的进展。 

缔约方会议在第 5/4 号决议中除其他外回顾，《枪支议定书》是打击非法制造

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主要全球性文书之一。枪支的记录保持、标识

和追踪、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信息分享至关重要，它们是打击枪支非法贩运综

合制度的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CTOC/COP/WG.6/2015/3）。 

本议程项目借鉴了枪支问题工作组以往会议的讨论和工作组通过的建议。在本

议程项目下，工作组似宜考虑注意到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维也纳举行

的会议所通过的与下列方面有关的建议：支持执行《议定书》关于记录保持和

标识的要求；鼓励在刑事侦查中系统地追踪枪支；促进追踪和信息交流方面的

国际合作；以及采取措施支持关于枪支贩运和相关领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CTOC/COP/WG.6/2014/4）。 

此外，工作组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除其他外建议缔约方

会议似宜促请各缔约国按照《枪支议定书》的要求加强本国的标识和记录保持

制度，并促请会员国系统地记录、追踪并定期分析有关涉嫌用于非法活动的被

缉获、没收、收缴和查获的枪支数据，目的是查明其来源，弄清可能存在的非

法贩运形式。 

为审议本项目，工作组将收到秘书处编写的关于预防和减少枪支非法贩运并改

进 区 域 和 国 际 合 作 的 措 施 和 相 关 技 术 援 助 活 动 的 背 景 文 件

（CTOC/COP/WG.6/2016/2）。工作组还似宜参考秘书处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编写的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

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方面的良好做法、差距和挑战以及旨在促进执行《枪支议定

书》的措施的说明（CTOC/COP/WG.6/2012/3），以及秘书处为 2014 年 5 月 26
日和 28 日举行的工作组会议编写的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方面的挑战和良好做法以及旨在促进执行《枪支议定书》的措施的背景

文件(CTOC/COP/WG.6/2014/2)。 
 
文件  
 
秘书处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方面的良好做法、差距

和挑战以及旨在促进执行《枪支议定书》的措施的说明（CTOC/COP/ 
WG.6/2012/3）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方面的挑战和良

好做法以及旨在促进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

__________________ 

 1 载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报告（E/CN.3/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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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的措施的背景文件（CTOC/ 
COP/WG.6/2014/2）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预防和减少枪支非法贩运并改进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措施和

相关技术援助活动的背景文件（CTOC/COP/WG.6/2016/2） 
 

3. 发展或加强枪支管制网络的专家和主管当局以便以预防和打击枪支非法贩运
为目的改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信息和良好做法交流 
 
有效打击枪支非法贩运需要会员国之间大力合作，包括枪支管制主管当局和刑

事司法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相关信息和数据、良好做法和经验。国际和区域合作

往往因为缺乏充分的信息交流和缺乏等同的枪支术语并且因为这种利润丰厚的

犯罪的隐蔽性而受到阻碍，这种犯罪往往难以发现和起诉。认识到缺乏识别和

追踪枪支和进行复杂的刑事调查的专门知识和能力是影响有效打击枪支非法贩

运的一个相关障碍。 

工作组在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举行的会议上建议缔约方会议似宜鼓励缔

约国定期交流按照《枪支议定书》利用不同方法和工具打击非法贩运枪支及其

弹药和零部件方面包括标识的经验（CTOC/COP/WG.6/2014/4）。 

此外，工作组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建议，缔约方会议似

宜邀请会员国发展或加强本国收集并分析枪支非法贩运数据的内部能力，除其

他外推动相关主管机关加强协调，并向执法人员提供有关查明、记录和报告枪

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缉获情况及制作国别缉获情况相关统计数字的培训。工

作组还建议，缔约方会议似宜建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在现有任务授权范围内并在有资源可供利用的前提下，开展提高

认识和培训活动，以丰富会员国对收集和共享枪支非法贩运数据的认识并鼓励

其更多参与（CTOC/COP/WG.6/2015/3）。 

为审议本项目，工作组将收到秘书处编写的关于预防和减少枪支非法贩运并改

进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措施和相关技术援助活动的背景文件（CTOC/COP/WG.6/ 
2016/2）。 

此外，工作组似宜审议议程项目 2 的文件下列出的 CTOC/COP/WG.6/2012/3 和

CTOC/COP/WG.6/2014/2 号文件。 
 
文件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预防和减少枪支非法贩运并改进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措施和相

关技术援助活动的背景文件（CTOC/COP/WG.6/2016/2） 
 

4. 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以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范围内打击枪支非法贩运 
 
在议程项目 4 下，工作组似宜侧重于枪支非法贩运的刑事司法方面和相关的技

术援助需要。 



 

V.16-01235 5 
 

 CTOC/COP/WG.6/2016/1

在 2012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枪支问题工作组强调了

与侦查和起诉枪支贩运和相关犯罪有关的具体挑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协助

各国加强这些特定领域的国家能力（CTOC/COP/WG.6/2012/4）。 

在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举行的会议上，工作组除其他外建议，缔约方会

议似宜促请缔约国制定和提供培训方案，以增强相关政府当局在枪支贩运调查

和相关事项方面的能力，其中包括执法、海关、检察和司法当局（CTOC/COP/ 
WG.6/2014/4）。 

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举行的会议上，工作组除其他以外建议，缔约方会议似宜

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按照《枪支议定书》，根据请求通过其“全球枪

支方案”协助会员国努力加强其枪支管制机制，特别是在制定法律、查明、缉

获、没收和处置枪支、提供有关标识、记录和追踪的技术支持以及在调查和起

诉相关犯罪的培训和能力建设等领域，目的是预防、打击和根除枪支及其零部

件及弹药的非法制造和贩运（CTOC/COP/WG.6/2015/3）。 

制定和提供关于枪支非法贩运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侦查和起诉的专门培训

课程是通常提供的较为传统的技术援助形式的补充，这些形式侧重于预防方

面，特别是标识、记录保持和储备管理。加强会员国的刑事司法对策能力在这

方面构成连接预防和管制的重要一环，这一点往往被低估。 

为审议本项目，工作组将收到秘书处编写的关于预防和减少枪支非法贩运并改

进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措施和相关技术援助活动的背景文件（CTOC/COP/ 
WG.6/2016/2）。 

此外，工作组似宜审议议程项目 2 的文件下列出的 CTOC/COP/WG.6/2012/3 和

CTOC/COP/WG.6/2014/2 号文件。 
 
文件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预防和减少枪支非法贩运并改进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措施和相

关技术援助活动的背景文件（CTOC/COP/WG.6/2016/2） 
 

5. 其他事项 
 
鉴于秘书处尚未注意到需在项目 5 之下提出任何议题，目前预期不会有任何关

于这一项目的文件。 
 

6. 通过报告 
 
工作组将通过一份会议报告，报告草稿将由秘书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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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工作安排 

 
日期和时间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5 月 18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1(a) 会议开幕 

 1(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

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的补充议定书》第 6 条、第 7 条、第 8 条

和第 12 条下的记录保持、标识和追踪以及

数据收集和分析和信息分享如何有助于减

少枪支非法贩运 

下午 3 时至 6 时 2 《枪支议定书》第 6 条、第 7 条、第 8 条

和第 12 条下的记录保持、标识和追踪以及

数据收集和分析和信息分享如何有助于减

少枪支非法贩运（续） 

 3. 发展或加强枪支管制网络的专家和主管当

局以便以预防和打击枪支非法贩运为目的

改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信息和良好做法交

流 

5 月 19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4 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以在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范围内打击枪支非法贩运 

下午 3 时至 6 时 5 其他事项 

 6 通过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