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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会议 

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7 日，日内瓦 

在体制上加强《公约》问题专家会议 

2018 年 8 月 16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4 

审议在《公约》框架内 

通过可能的补充法律措施或其他措施 

进一步加强《公约》及其运作的各种方法和备选办法 

  执行支助股提交的背景资料文件 

 一. 导言 

1.  2017 年《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就 2018 至 2020 年闭会期间方案达成了

一致。闭会期间方案的目的，是讨论决定纳入闭会期间方案的专题，促进就这些

专题达成共同谅解和采取有效行动。闭会期间的工作，目的是加强执行《公约》

所有条款，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挑战。 

2.  闭会期间方案包括在缔约国年度会议之前先举行年度专家会议。每次专家会

议将编写反映其审议情况包括可能成果的记实性报告，供缔约国会议审议。所有

会议，无论是专家会议还是缔约国会议，都将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任何结论或结

果。第九次审查会议将审议缔约国会议和专家会议的工作和成果，并以协商一致

的方式就闭会期间方案的任何建议和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3.  每年为举行五次不限成员名额的专家会议安排了八天时间，其中有一天用于

第五次专家会议(MX5)讨论“在体制上加强《公约》”专题。缔约国决定，第五

次专家会议将审议一个专题，即“审议在《公约》框架内通过可能的补充法律措

施或其他措施进一步加强《公约》及其运作的各种方法和备选办法”。 

4.  本文件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关于上述专题的相关背景资料，便利缔约国的筹备

工作和在第五次专家会议期间的审议工作。因此，本文件提供了对自《公约》生

效以来在体制性加强《公约》相关工作的历史概述。本文件以《生物武器公约》

审查会议为参考框架，遵循时间顺序进行概述。附件中载有 2012 至 2017 年间提

交的涉及在体制上加强公约专题的工作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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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缔约国就在体制上加强《公约》商定的措施 

  第一次审查会议，1980 年 

5.  第一次审查会议于 1980 年 3 月 3 日至 21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详细阐述

了第五条的规定，并同意有关缔约国可以利用各种国际程序有效和充分地确保

《公约》的执行。会议商定“这些程序除其他外包括，任何缔约国有权随后要求

召开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的专家一级协商会议”。1 此外，会议还决定“缔约国所

提供的关于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和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任何资

料，都应定期提供给缔约国，特别是应通过联合国裁军中心提供”。2 考虑到

《公约》第十二条仅对第一次审查会议作了规定，会议还决定，应最早于 1985 年，

至迟于 1990 年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审查会议。 

  第二次审查会议，1986 年 

6.  第二次审查会议于 1986 年 9 月 8 日至 26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最后文件

的结论认为，《生物武器公约》的条款涵盖了所有当前和未来的相关科学技术

发展。3 

7.  对于在体制上加强《公约》而言特别重要的是，会议设立了一个开展年度信

息交流的机制，即“建立信任措施”。会议“铭记《公约》第五条和第十条的规

定，并决心加强《公约》的权威和提高对《公约》条款得到执行的信任”，一致

商定“缔约国应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执行以下措施，以防止或减少含混、怀疑和

猜疑的发生，并增进细菌(生物)和平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4 商定的措施包括

交换关于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的资料、交换似乎不同于寻常的一切传染病突发情

况的资料、鼓励发表与《公约》直接有关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积极促进从事与

《公约》直接有关的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之间的接触。 

8.  会议并未具体规定实施这些措施的方式，但设立了制定资料和情报交换

方式的缔约国科学和技术专家特别会议。该会议于 1987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5 日在日内瓦召开，商定了关于每项措施的涵盖范围和应提供的资料类型

的准则。5 

9.  第二次审查会议还通过进一步阐明磋商会议的作用、形式和职能加强了第一

次审查会议建立的磋商机制。6 

  

 1 见 BWC/CONF.I/10，第 8 页。 

 2 见 BWC/CONF.I/10，第 10 页。 

 3 见 BWC/CONF.II/13/II，第 3 页。 

 4 见 BWC/CONF.II/13/II，第 6 页。 

 5 见 BWC/CONF.II/EX/2。 

 6 见 BWC/CONF.II/13/II，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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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此外，关于《公约》第十条，第二次审查会议请联合国秘书长提议，在一

个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的议程中列入一个项目，讨论和审查如何改进体制结构，

从而促进尽可能充分地交换关于用于和平目的方面的设备、材料以及科技资料。

会议促请各缔约国以及联合国秘书处在讨论中纳入关于执行第十条的资料和建

议，并促请各相关专门机构，如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工发组织、知识产权组

织和卫生组织参加这一讨论。最后，会议请各缔约国和联合国秘书处提供与第十

条的执行有关的资料，供下次审查会议审查。7 

11.  会议决定，应至迟于 1991 年召开第三次审查会议。会议注意到在核查问题

上的不同意见，还决定第三次审查会议除其他外，应审议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行

动，制定第五条下开展合作的进一步措施，或强化《公约》的法律约束力，或两

者并举。 

  第三次审查会议，1991 年 

12.  1991 年 9 月 9 日至 27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审查会议重申，《公约》

涵盖与人类、动物和植物有关的物剂；请各缔约国重新审议其国内执行措施；

进一步阐明了关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审查会议商定的磋商会议的条款；认为在援引

第七条的情况下，联合国可在卫生组织等适当政府间组织的协助下发挥协调作

用；要求向联合国提供关于生物科学和平用途的第十条的执行情况的资料。 

13.  关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重申并改进了第二次审查会议商定的体系。

最重要的是，修改了原有的四项措施，并增加了三项全新的措施，即宣布立法、

规章和其他措施、宣布以往在进攻性和/或防御性生物学研究发展方案中的活动

和宣布疫苗生产设施。8 

14.  关于第十条，会议重申第二次审查会议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请求，并进

一步决定应至迟于 1993 年进行相关讨论。会议还认为，建立一个在联合国监督

下的世界数据库，可能是促进遗传工程、生物技术和其他科学发展领域的资料流

动的适当办法。9 

15.  会议决心加强《公约》的有效性并改进《公约》的执行工作，还认识到有

效的核查能加强《公约》，决定设立一个特设政府专家组(核查措施专家组)，

“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确定和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10 会议决定，核查措施

专家组“应设法确定可采取何种措施来判定： 

(a) 缔约国是否正在开发、生产、储存、获得或保有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

或毒素，其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和平用途的正当需要； 

(b) 缔约国是否正在开发、生产、储存、获得或保有为将这类物剂或毒素用

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11 

  

 7 见 BWC/CONF.II/13/II，第 8-9 页。 

 8 见 BWC/CONF.III/23，第二部分，第 14-15 页。 

 9 见 BWC/CONF.III/23，第二部分，第 22 页。 

 10 见 BWC/CONF.III/23，第二部分，第 16 页。 

 11 见 BWC/CONF.III/23，第二部分，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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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会议指出，“对于这些措施既可分别审议也可一并审议。具体而言，专家

组应设法评估可能的核查措施，同时要考虑到可用作战争手段的微生物剂和其他

生物剂和毒素的种类类型和数量，不论其是否为自然产生的还是以改变特性方式

取得的”。12 

17.  在研究可能的核查措施时，会议商定，核查措施专家组应考虑到缔约国提

供的与《公约》有关的数据和其他资料，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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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如果大多数缔约国要求召开会议

审议该报告，即应召开此一会议，就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作出决定。 

18.  会议决定，应至迟于 1996 年召开第四次审查会议，并建议至少应每隔五年

举行会议审查《公约》的实施情况。13 

  从科学和技术角度确定和审查可能的核查措施特设政府专家组(核查措施专

家组)，1992-93 年 

19.  核查措施专家组于 1992 至 1993 年期间在日内瓦举行了四次会议。14 在第

一次会议上，专家组确定了以下 21 项措施，供日后研究和评估15： 

  现场外措施 

信息监测 

• 监测出版物 

• 立法监控 

• 关于转让、转让请求以及生产的数据 

• 多边信息共享 

数据交流 

• 宣布 

• 通知 

遥感 

• 卫星监控 

• 飞机监控 

• 地面监控 

视察 

• 取样和识别 

• 观察 

• 审计 

  

 12 见 BWC/CONF.III/23，第二部分，第 17 页。 

 13 见 BWC/CONF.III/23，第二部分，第 23-24 页。 

 14 第一次核查措施专家组会议：1992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0 日；第二次核查专家组会议：1992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4 日；第三次核查措施专家组会议：1993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4 日；以

及第四次核查专家组会议：1993 年 9 月 13 日至 24 日。 

 15 见 BWC/CONF.III/VEREX/2，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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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措施 

互访 

• 国际安排 

视察 

• 访谈 

• 目视检查 

• 识别关键设备 

• 审计 

• 取样与识别 

• 医学检查 

连续监测 

• 利用工具 

• 利用人员 

20.  核查措施专家组在最后报告中认为，从科学和技术角度上讲，“其中一些

核查措施将有助于加强《公约》的效力，改进《公约》的执行，同时认为，适当

有效的核查可加强《公约》”。16 此外，核查措施专家组认为，“已确定和评

定的可能核查措施，通过增加透明度，可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加强信心――相信

缔约国正在履行《生物武器公约》下的义务”。17 

  特别会议，1994 年 

21.  在核查措施专家组的最后报告分发之后，大多数缔约国要求召开一次特别

会议，该会议于 1994 年 9 月 19 日至 30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本着加强《公

约》效用和改进其执行的决心，认识到有效的核查可加强《公约》”，商定设立

一个对所有缔约国开放的特设小组。18 特设小组的目的，是“审议一套适当措

施，包括可能的核查措施，提出加强《公约》的提案，酌情收入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书”。19 特设小组的任务是审议以下四项具体领域： 

(a) 定义术语和客观标准； 

(b) 将现有的和进一步的加强建立信任措施及提高透明度措施酌情纳入制度； 

(c) 促进一套遵守《公约》的措施，酌情包括核查措施专家组报告中确定、

研究和评估的各项措施；以及 

(d) 旨在确保有效和充分执行第十条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应避免任何与

《公约》义务不相符的限制。 

  

 16 BWC/CONF.III/VEREX/8，第 8 页。 

 17 BWC/CONF.III/VEREX/8，第 8 页。 

 18 见 BWC/SPCONF/1，第二部分，第 36 段。 

 19 见 BWC/SPCONF/1，第二部分，第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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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会议要求特设小组尽快完成工作，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其报告，以便

在 1996 年第四次审查会议上或其后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加以审议。 

  特设小组，1995-1996 年 

23.  特设小组于 1995 年 1 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在随后的会议上开始实质性

工作。截至 1996 年 11 月第四次审查会议召开，特设小组仅累积进行了 8 周的实

质性谈判，并向第四次审查会议报告称它未能完成其工作。20 因此小组决定在

审查会议之后加紧工作，以期在第五次审查会议之前尽早完成工作。 

  第四次审查会议，1996 年 

24.  于 1996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6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四次审查会议重申，

《公约》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重申必须在加入《公约》之前完成将

过去所持武器和相关设施销毁或转用的工作。会议建议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

强第十条的执行。21 

25.  会议审查了建立信任措施制度，但未作出任何更改，注意到特设小组正在

审议酌情将现有和进一步改进的建立信任和透明措施纳入加强《公约》的一项制

度中的问题。22 

26.  关于特设小组，会议欢迎小组的进度报告，并欢迎其加紧工作的决定。

会议鼓励特设小组审查其工作方法，并转入谈判安排。23 

27.  会议决定，应至迟于 2001 年召开第五次审查会议，并建议至少应每隔五年

对《公约》的实施情况进行审查。 

  特设小组，1997-2001 年 

28.  特设小组在 1997 年 7 月第七次会议上转入了谈判安排，分发了一份关于

《公约》议定书的“滚动文案”。24 特设小组主席重申，该文件不会对各代表

团的立场造成影响，也不意味着就议定书的范围或内容达成了一致。基于滚

动文案的谈判一直持续至 2001 年特设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

席正式提出了一份基于“滚动文案”编写的文件，载有他关于所有未决议题的折

衷意见。25 

29.  但是，在 2001 年 7 月/8 月第二十四次会议，即预定于第五次审查会议之前

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特设小组未能完成关于议定书草案的谈判，也未能就其

工作报告达成共识。 

  

 20 见 BWC/AD HOC GROUP/32，第 9 段。 

 21 见 BWC/CONF.IV/9，第二部分，第 25-26 页。 

 22 见 BWC/CONF.IV/9，第二部分，第 19 页。 

 23 见 BWC/CONF.IV/9，第二部分，第 29 页。 

 24 见 BWC/AD HOC GROUP/35。 

 25 见 BWC/AD HOC GROUP/CR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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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审查会议，2001 和 2002 年 

30.  第五次审查会议于 2001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7 日在日内瓦召开。在 2001

年 12 月 7 日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未能通过最后报告，而是以协商一致

的方式决定休会，一年后在日内瓦复会。26 

31.  在 2002 年 11 月 11 日至 22 日的续会上，会议决定制定 2003 至 2005 年的

闭会期间方案，包括一系列为期两周的年度专家会议和为期一周的缔约国年度会

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以下五个专题，并促进就这些事项达成共同谅解和采取有

效行动： 

(a) 采取必要的国家措施，包括颁布刑事立法，执行《公约》所载的禁止规

定(2003 年)； 

(b) 确保和维护微生物和毒素病原体安全和实施监督的国家机制(2003 年)； 

(c) 对据称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案件或可疑的疾病突发事件，加强国际上

作出反应、进行调查和减轻后果的能力(2004 年)； 

(d) 加强和扩大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在监测、检测、诊断和防治影响人类、

动物和植物的传染性疾病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现有的机制(2004 年)；以及 

(e) 科学家行为守则的内容、公布和遵行(2005 年)。27 

32.  审查会议还决定于 2006 年举行第六次审查会议。 

  第六次审查会议，2006 年 

33.  第六次审查会议于 2006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8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审

查了《公约》的实施情况，于 12 月 8 日通过了最后报告。会议还核准了 2003、

2004 和 2005 年缔约国会议协商一致的结果文件，并注意到专家会议和缔约国会

议作为缔约国之间交流国家经验和深入审议的重要论坛发挥作用。缔约国会议就

进一步加强执行《公约》需要采取的步骤，增加了共同谅解。28 

34.  会议决定了 2007 至 2010 年闭会期间方案，包括为期一周的专家会议，筹

备为期一周的缔约国年度会议。闭会期间方案保留上一份方案的任务，即讨论并

促进在一系列商定专题上达成共同谅解，采取有效行动。商定的专题如下： 

(a) 如何加强国内落实，包括执行国家立法，加强国内体制以及国内执法机

构之间的合作(2007 年)； 

(b) 执行《公约》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2007 年)； 

(c) 改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包括实验室病原体和毒素的安全和安保的国

家、区域和国际措施(2008 年)； 

(d) 监督、教育、提高认识、通过和/或拟订行为守则，防止在生物科学和

生物技术研究的进展中发生可能用于《公约》禁止目的的滥用情况(2008 年)； 

  

 26 见 BWC/CONF.V/17，附件一，第 33 段。 

 27 见 BWC/CONF.V/17，第 18 段。 

 28 见 BWC/CONF.VI/6，第三部分，第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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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为了加强用于和平目的的生物科学和技术的国际合作、援助和交流，促

进疾病监测、检测和诊断以及传染病遏制等领域的能力建设：(1) 为需要援助的

缔约国确定提高能力方面的需求和要求；(2) 为能够这样做的缔约国以及国际组

织提供与这些领域有关的援助的机会(2009 年)；以及 

(f) 如果有指称发生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情况，经任何缔约国的请求，提

供援助并与有关组织协调，包括提高疾病监测、检测和诊断的国家能力以及改善

公共卫生系统(2010 年)。29 

35.  会议商定，历次缔约国会议的主席应“协调普及《公约》的活动，与非

《公约》缔约国联系，就普遍加入《公约》的活动情况在缔约国会议上提交年度

报告，向第七次审查会议提交进度报告，同时牢记缔约国负有执行本决定的主要

责任”。30 

36.  会议建立了执行支助股，向审查会议议定的会议、《公约》的全面执行

和普遍加入，以及向交流建立信任措施提供行政支助。31 会议决定，由三名专

职人员组成的执行支助股设在联合国裁军事务部日内瓦办事处，由《公约》缔约

国供资。 

37.  会议决定每一缔约国应指定一个国家联络点，负责协调《公约》的执行并

与其他缔约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进行联络；编写建立信任措施的有关材料；并促

进关于普遍加入工作的资料交流。 

38.  会议审查了建立信任措施体制，修改和更新了有关提交、整理和公布建立

信任措施以及报告参与情况的程序的各个方面。 

39.  会议决定至迟于 2011 年召开第七次审查会议，并建议审查会议至少应每五

年对《公约》的实施情况进行审查 

  第七次审查会议，2011 年 

40.  第七次审查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2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审查了

公约的实施情况，注意到 2007 至 2010 年举行的缔约国会议和专家会议作为

缔约国之间交流国家经验和深入审议的重要论坛发挥了作用。32 会议商定了

重新安排的 2012 至 2015 年闭会期间方案，包括每年举行为期一周的缔约国会

议，讨论和促进在会议商定专题上的共同谅解和有效行动。在年度会议主席之

外，还将选出两位年度会议副主席。每次缔约国会议之前将召开为期一周的专家

会议。33 

  

 29 见 BWC/CONF.VI/6，第三部分，第 7 段。 

 30 见 BWC/CONF.VI/6，第三部分，第 11 (b)段。 

 31 见 BWC/CONF.VI/6，第三部分，第 5 和第 6 段。 

 32 见 BWC/CONF.VII/7，第三部分，第 2 段。 

 33 见 BWC/CONF.VII/7，第三部分，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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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与前两份闭会期间方案不同，会议商定了三项“常设议程项目”，在 2012-

2015 年期间的每一年，由专家会议和缔约国会议加以审议： 

(a) 合作和援助，特别着重于加强第十条下的合作和援助； 

(b) 审查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发展；以及 

(c) 加强国家执行。34 

42.  第七次审查会议还决定，闭会期间方案实施过程中，将在以下所示年份讨

论另外两个项目： 

(a) 如何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建立信任措施(2012 年和 2013 年)； 

(b) 如何加强第七条的执行，包括审议缔约国提供援助与合作的详细程序和

机制(2014 年和 2015 年)。35 

43.  第七次审查会议决定，2012 至 2016 年期间比照延长执行支助股的任务授

权。会议还决定，除了第六次审查会议授予的任务外，执行支助股还将执行一

项决定，建立和管理“一个数据库系统，便利缔约国提出援助请求，表示愿

意提供援助和开展合作”。36 在这个背景下，会议请执行支助股向缔约国提

交数据库运行情况报告，详列整个日历年内表明的援助意愿、提出的援助请

求和完成的配对。作为授予执行支助股的扩展任务，会议还要求执行支助股为

相关的缔约国间信息交流提供便利，酌情支持缔约国执行第七次审查会议的决定

和建议。 

44.  会议还设立了一项赞助方案，“支持和扩大发展中国家缔约国参加闭会期

间方案的会议”。37 方案由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国提供自愿捐款，并将由执行

支助股管理，而支助股将征求年度会议主席和副主席的意见。将优先赞助那些未

曾参加过会议或未能经常从首都派出专家与会的缔约国。此外，依资源多寡而

定，还可赞助非缔约国参加会议，以促进《公约》的普及。 

45.  会议还鼓励缔约国至少每两年一次向执行支助股提供关于第十条执行情况

的资料，并请执行支助股整理所收到的报告。38 

46.  此外，会议决定，闭会期间方案的费用将由《公约》所有缔约国按照联合

国会费分摊比额表分摊，同时根据《公约》缔约国数目与联合国会员国数目之间

的差异按比例作出调整。会议还决定，各次缔约国会议的主席应协调促进普遍加

入的活动，与非《公约》缔约国联系，向缔约国会议提交关于促进普遍加入活动

情况的年度报告，并向第八次审查会议提交一份进度报告。 

  

 34 见 BWC/CONF.VII/7，第三部分，第 8 段。 

 35 见 BWC/CONF.VII/7，第三部分，第 9 段。. 

 
36 见 BWC/CONF.VII/7，第三部分，第 17–20 段。 

 37 见 BWC/CONF.VII/7，第三部分，第 21 段。 

 38 见 BWC/CONF.VII/7，第二部分，第 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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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会议开始采用经修改的报告表，以使建立信任措施更加便于使用，并决定

审议这一问题：如何在 2012 和 2013 年执行闭会期间方案期间促成对建立信任措

施的更加充分的参与。39 此外，会议请执行支助股与缔约国合作，继续研究制

订以电子方式提交建立信任措施的办法。 

48.  会议决定，第八次审查会议应至迟于 2016 年在日内瓦举行，此外，先前的审

查会议均“建议”随后应每五年举行一次审查会议，而第七次审查会议“决定”

应该这么做。40 

  第八次审查会议，2016 年 

49.  第八次审查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审查了

《公约》的实施情况，完善了先前关于第七条的商定措辞，并支持建立一个对所

有缔约国开放的数据库以便利第七条框架下的援助。 

50.  会议未能就一项类似 2003 至 05 年、2007 至 10 年和 2012 至 15 年的实质性

闭会期间方案达成一致。相反，会议决定缔约国将举行年度会议。第一次年度会

议将于 2017 年在日内瓦举行，为期最多五天，任务是争取在实质性问题和下一

次审查会议之前的进程上取得进展，以期就闭会期间进程达成协商一致。41 

51.  会议还决定，2017 年至 2021 年期间继续延长执行支助股的任务授权，并延

长赞助方案。会议还决定，继续合作与援助数据库的工作，请执行支助股借助缔

约国提供的投入，设法改进该数据库，确保数据库更加方便用户和全面，并确保

缔约国可在数据库中提供具体、及时和切实的合作表示和合作请求。42 

52.  会议还注意到，根据新的联合国财务程序，必须资金到位才能举行会议。

会议请“缔约国收到联合国的摊款通知后尽快支付估计费用分摊额，以帮助确保

会议能够如期举行”。43 

53.  会议决定，第九次审查会议应至迟于 2021 年在日内瓦举行，并重申了第七

次审查会议的决定，即应每五年举行一次审查会议。 

  2017 年缔约国会议 

54.  2017 年缔约国会议于 12 月 4 日至 8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就 2018 至 2020

年闭会期间方案达成协商一致。闭会期间方案保留了前三项方案的目的，即讨论

决定纳入闭会期间方案的专题，促进就其达成共同谅解和采取有效行动。会议还

商定，闭会期间的工作将遵循加强执行《公约》所有条款以更好地应对当前挑战

的宗旨。44 

  

 39 见 BWC/CONF.VII/7，附件一。 

 40 见 BWC/CONF.VII/7，第二部分，第 65 段。 

 41 见 BWC/CONF.VIII/4，第三部分，第 6 段。 

 42 见 BWC/CONF.VIII/4，第三部分，第 8-10 段。 

 43 见 BWC/CONF.VIII/，第三部分，第 12 段。 

 44 见 BWC/MSP/2017/6，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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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18-2020 年期间每年为闭会期间方案划拨十二天时间，包括连续举行的五

次总共为期八天的专家会议和每次为期四天的缔约国年度会议。缔约国年度会议

将负责管理闭会期间方案，包括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就预算和财务事项采取必要措

施，以期确保闭会期间方案的适当执行。缔约国商定专家会议将不限成员名额，

并将审议下列议题： 

• 第一次专家会议(两天)：合作和援助，特别着重于加强第十条下的合作和

援助 

• 第二次专家会议(两天)：审查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发展 

• 第三次专家会议(一天)：加强国家执行 

• 第四次专家会议(两天)：援助、应对和戒备 

• 第五次专家会议(一天)：在体制上加强《公约》 

56.  会议商定，每次专家会议将编写反映其议事情况的记实性报告，包括可能

取得的成果，供缔约国年度会议审议。会议还商定，所有会议，无论是专家会议

还是缔约国会议，都将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任何结论或结果。 

57.  会议关切地注意到，《公约》的财务状况欠佳，请 2018 年缔约国会议主席

编写一份资料文件，阐述可采取哪些措施，解决缔约国商定的会议和执行支助股

的财务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供缔约国 2018 年审议。45 

  

  

 45 见 BWC/MSP/2017/6，第 20-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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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 至 2017 年缔约国就体制上加强《公约》问题提交的工作
文件(由近至远) 

[English only] 

  2017 

BWC/MSP/2017/WP.21 - Intersessional Programme - Submitted by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Other 

States 

BWC/MSP/2017/WP.12 –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Article X” – Submitted by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Other States 

BWC/MSP/2017/WP.10 - Elements of a Possible Intersessional Process - Submitted by 

Russian Federation,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WC/MSP/2017/WP.8 - Intersessional Programme - Submitted by Cuba 

BWC/MSP/2017/WP.3 - Strengthening the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 

through a reinforced intersessional work programme - Submit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Global Partnership Against the Spread of Weapons and Materials of Mass Destruction: 

Australia, Belgium, Canada, Chile, the Czech Republic, Denmark, Finland, France, Georgia, 

Germany, Hungary, Ireland, Italy, Japan, Jordan, Kazakhstan, Republic of Korea, Mexico,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orway, Philippines, Poland, Portugal,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Ukraine,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WC/MSP/2017/WP.2 - Need to establish a BW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rocess - 

Submitted by Switzerland 

  2016 

BWC/CONF.VIII/WP.31* - "Establishing a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gim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 Submitted by China and Pakistan 

BWC/CONF.VIII/WP.26 - "Proposals for the Final Document of the Eighth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 Convention (BTWC): Intersessional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Support Uni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ubmitted by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Other States 

BWC/CONF.VIII/WP.23 - "BTWC Article X Compliance Mechanism for the 8th Review 

Conference" - Submitted by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Other States 

BWC/CONF.VIII/WP.16 -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sultative Provisions of 

Article V of the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 - Submit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BWC/CONF.VIII/WP.12 - "The BTWC Review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ubmitted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WC/CONF.VIII/WP.8 - "Draft deci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mporary Working 

Group on Mobile Biomedical Units" - Submitt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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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C/CONF.VIII/WP.3 - "New work programme for the intersessional period until the IX 

Review Conference: proposal of guidelines" - Submitted by Cuba 

BWC/CONF.VIII/PC/WP.1/Rev.2 - Strengthening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Operationalising mobile biomedical units to deliver protection against biological weapons, 

investigate their alleged use, and to suppress epidemics of various etiology - Submitt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WC/CONF.VIII/PC/WP.1/Rev.2/Add.1 - Strengthening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Operationalising mobile biomedical units to deliver protection against 

biological weapons, investigate their alleged use, and to suppress epidemics of various 

etiology. Addendum - Submitt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WC/CONF.VIII/PC/WP.2/Rev.2 - Strengthening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 Submitt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WC/CONF.VIII/PC/WP.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for the BWC: Features of an 

effective process -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WC/CONF.VIII/PC/WP.4 - A 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rocess -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BWC/CONF.VIII/PC/WP.6 -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 building and consultative 

mechanisms under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WC/CONF.VIII/PC/WP.6/Rev.1 -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 building and consultative 

mechanisms under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WC/CONF.VIII/PC/WP.7 - Element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2016 Review 

Conference - the importance of an active review process - Submitted by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BWC/CONF.VIII/PC/WP.8 - Strengthening the BW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rocess - Submitted by Switzerland 

BWC/CONF.VIII/PC/WP.9 -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take action: An essential agenda 

for the Eighth Review Conference -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WC/CONF.VIII/PC/WP.15 - Eighth BWC Review Conference: New intersessional work 

programme -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BWC/CONF.VIII/PC/WP.16 - Strengthening the BW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rocess: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composition of an S&T review body - Submitted by 

Switzerland 

BWC/CONF.VIII/PC/WP.21 - Functional structures of the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 - Submitted by South Africa 

BWC/CONF.VIII/PC/WP.23 - Future Plann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Support Unit - 

Submitted by South Africa 

BWC/CONF.VIII/PC/WP.24 - The 2017-2020 Intersessional Process - Submitted by 

Canada 

BWC/CONF.VIII/PC/WP.27 - Review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in the BWC: 

Elements for a politically independent process - Submitted by Spain 

BWC/CONF.VIII/PC/WP.32 - Establishing a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gim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 Submitted by China and Pakistan 

BWC/CONF.VIII/PC/WP.37 - New ideas for the intersessional programme - Submitted by 

Australia and Japan 

BWC/CONF/VIII/PC/WP.38/Rev.1 - Revised Proposal for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for 

Assistance in the Framework of Article VII of the BWC - Submitted by France and India 



BWC/MSP/2018/MX.5/2 

14 GE.18-09876 

  2015 

BWC/MSP/2015/WP.8 - Establishing a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 Regim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tockpiling of Bacteriological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 

Submitted by China  

BWC/MSP/2015/WP.4/Rev.1 - Proposal for inclusion in the final document of the Eighth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 Submitted by Armenia, 

Belarus,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WC/MSP/2015/MX/WP.14 - Proposal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 inclus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Eighth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Submitt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WC/MSP/2015/MX/WP.3 - Improving methods of work at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meetings. Submitt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2013 

BWC/MSP/2013/MX/WP.17 - Measures for full, effective and non-discriminatory 

implementation of the Article X - Submitted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Other States Parties to the BWC 

  2012 

BWC/MSP/2012/WP.7 – The intersessional process: Comments and proposals – Submitted 

by South Af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