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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T 联令国行政法庭

UNDP 联合国开友:计划署

ÜNHGR 联合国难民畢务高级亏员办事处

ÜEICE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ERWA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wbat 世界银行行政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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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大会1 9 7 S.年第三十三届会议在审议有关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 

员制度委会）的报告的项目期间曾经请秘书长和他的行政协调受员会（行政协调 

会）的同僚研究为整个共同制度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庭的可行性，并向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见2975年12月19日大会第33/i 1 7号决议，I节）。

2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了一件行政协调会所编写的不主张立即采取f骤 

以合并两个现有的共同制度内的法摩（即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联 

合国行政法庭）并且反而建议应该有目的地调和并进一步改善现有法庭的规程、规 

则和办法的报告（A/C. 5/54/31,第2 3段）之后，曾请秘书长和行政协调会实 

行此项建议，加强共同制度，以期设立一个草一的法庭，并且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见1979年12月2 7日第34/4 3S号决定

3 .秘书长曾向第三十六届和第三十七届会议报告联合国秘书处和国际劳工局 

在大会通过了上述决定之后已经采取的某些相关的步骤（A/C. 5/3 6/23和A/

C. 5/37/23)。他在第三十六庙会议上觯释说，尚未完成在可以向大会提出任何 

明确建议之前所需要的协两工作；而且似乎不宜审议复核行政法庭判决的程序，因 

为国际法院正在审理一件此类的案件。， 他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提出了秘书 

处已逬行的有关应该考虑逐步协调或逬一步犮展的劳工组织和联合国行政法M规程 

规则和办法的组成部分的研究报告大纲。因为1当时他还不能够问大会提出一套实 

质性的综合提议，所以他就建议并经大会同蒽：他应该继续进行必要的协两，谋 

求逐步协调并进一步犮展这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规则和办法，以加强共同制度， 

尽童节减与此有关的行政费用；并且在完成协商工作时，就此向大会今后某一庙会 

议提出报告，但在此以前，应就协两逬展情况向大会谷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见立9 

S 2年1 2月,1 7曰大会第3 7/1 2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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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秘书处1 9 8 3年曾向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法律顾问会议逯出了有关上述 

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的研究报告的订正本。该次于1 9 8 3年9月1 4日至1 6 

日在纽约举行的会议还收到了由国际劳工局編写的有关同一主题的供讨论的文件。 

法惲顾问们受到这两个文件的启芡并进行讨论后，已经就若干旨在改醬并（或）调 

才口共同制度内这两个行政法庭的诉讼程序的拟议的改逬办法达成了相当大程度的协 

议。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有关这些犮展的临时报告（A/C. 5乂38/ 

2 6 )后，即请秘书长加速进行必要的协商并目.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

告（见年月25日第3S/4 0 9号决定>。

5。 秘书处已根据法彝顾间们的结论編制了一晏主要賓关联合国行政 

法庭及其惯例的文书的提议。为了征求其意见这些提议,后来曾分发给：劳工 

组织、应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两个专门机构和共同制度;内已授衩其工作人员就养 

恤金案件得问联合国行政法庭提出甲诉的其他各组织的行政首长；联合国行政法庭 

本身；国际法院书记官长‘；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秘书；国际公务员协 

会联合会（国际公务员联会）和联合国系统独立职工会与协会协调委员会（独立职 

工会协调会）。经过将这些提议同劳工组织所编写的有关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提 

议对照之后，已参照下列各机夭和人员所提评论，向它（他）们分犮了一套经订正 

的提议：五个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 

•€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联合国敎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破科 

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法處本身*、国呩法院院长和书记官长、 

养恤金委员会秘书、国际公夯员联会柞独立职工会协调会以及联合国工作人员邪 

管理当局协调委员会所设立的一个工作组。已收到劳工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电信 

联盟）和国际公务员联会有关这些提议的意见；养恤金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已审 

议了这些意见。

6.这样订出的各项提议已经送交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A/C. 5/3 9:/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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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〇rr. i );大会已转交第五委员会）。经第五委员会初步审议后，该委员会主 

席曾会同第六委员会主席商讨委员会如何做才能够有助于审议秘书长的提议。5大 

会已按照第五委员会的建议（，第2 2段），决定将秘书长报告的审 

议推迟至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并且在该届会议上审议如何继绪处理本问题（1 9 S 3 

年1 2月i S曰第3 9/4 50号决定）。

7.秘书处在过去一年内曾经进一步同劳工组织进行协商；它已将相对应的各 

项提议送交其理事会。♦经过协商后，结果，已在调和有关两个法庭规程的各自 

的提议方面取得了一些进一步的进展；并且还增列了一套有关扩展两个法庭的管辖 

权以包括雇用组织的要求的暂定的提议（见下文第3 0段）。

下文评注内所述谷项提议载于本文件附件一A部分至C部分，其内容如下：

(a) 咐件一 A部分左拦内载I目師实行的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汆文（1 9 4 9

平通过，并于I 9 5 3年和1 9 5 5年修正）以及提议的对它的修改——提议的增 

加的X坷则加底线，而提议的删除部分则泖话号；某些晳时提出的增加的文句均以 

对相关篆X加底线并加括号来录示；每一项改动（除非是编辑上的调®)均附有一 

个通常都述及本文件评注内相关部分的注释。右拦内则载有以同样方式标明现有 

条文和订正案文的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的相应条款；订正茱文除须加以协尚和 

最后校订外，尚须由国际劳工局局长提交国际劳工局埋事院祁国际劳工大会加以审 

议；

(b) 咐件一 B部分载有联合国行政法庭的一些规则的案文以及其宁以与联合 

国行政法庭规程者相同的方法加以标明和觯释的提议的改动文句；它并以同样的方 

法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规则内的相应条款互相对照；

(c) 附件一 C部分载有大会可以据以通过提议的规程的改动并且实视评汪内 

所述某些其池的改逬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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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提议的联合国行政法庭改进办法的评注

A/法庭的组成 

1 •法官资格

9.虽然除了每一法庭的法官必须分属不同国籍之外，并未规定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的法官或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法官必须具备的特定资格，可是，实际上，联合国 

行政法庭的法官却包括了一些背景很复杂的人士，其中有些曾经担任过许多年的太 

会（特别是其第五委员会）代表的职务，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法官则来自各国法院 

系统最高审级的专业法官。共同制度内大多数的组织以及某些工作人员代表机构 

都明确表示倾向劳工组织的作法；劳工组织目前正建议将这些作法编成劳工组织法 

庭规程的条款；最近成立的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的规程已经采纳了这些作法。另外 

—方面，联合国行政法庭本身则已参照该项方针表示不同意这些提议（见附件二， 

第2段）；国际公务员联会已经指出不应该仅由各国法官组成行政法庭。

10•鉴于出现了这些不同的反应，兹建议大会在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时不 

妨确保大多数的法官都具备司法经验并且相当熟悉国际行政法或劳工法。因此， 

兹建议在联合国行政法庭规桂内载入一项此类的条款（见附件一A部分，提议的对 

第3条第1款第一句的增添）。或者，大会亦得仅在其决议内列入相应的指示 

(见附件一C部分，第6段草案内加了括号的文字）。此外，兹建议大会将选择 

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的工作从第五委员会转给第六委员会负责，以期增强联合国行 

政法庭的公正性质相司法地位；此项建议亦已载入附件一c部分第6段草案。有 

关行政法庭法官年龄的某些准则虽然未载入该项草案，可是却应如同某些组织曾经 

璋议的那样，亦载入决议内。

2。选择法官

11。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法官应由大会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3条第2款）；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法官应由劳工组织大会任命（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三条第



2款）。但是，这两个法庭的实际作法却相差甚远。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法官都 

是由各国政府提名，再进行一次一般都反映了地区考虑因素的“选举”（在第五委 

员会举行，并由大会确定）；秘书长、工作人员加接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其他 

各组织对此一选举都不能够施加任何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的法官实际上是由国际劳工局局长经过同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工会和接受劳工组织行 

政法庭管辖的其他组织进行协商后提名的；此项提名须经理事会批准后再提交国际 

劳工大会；国际劳工大会不加讨论即予核准。工作人员比较喜欢的是劳工组织的 

办法，而非联合国的办法，因为他们认为劳工组织的办法可以选出比较客观的法官; 

在工作人员的坚持下，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的规程（第四条第2款）已经明文规定了 

与劳工组织的办法相同的程序。

12/自从联合国行政法庭成立以后，在联合国系统内设立的数个组织间机构的 

组织法都明确规定应该就这些机构的成员的任命进行特别协商（例如公务员制度委 

会规约，大会第3 3 5 7 (XXIX)号决议，附件，第4条；联检组覃程，大会第 

3 9 2号决议，附件，第3条）。因此，此建议——即如同附件一 A部分

所指出的，应该在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3条现有第2款之后增加一个新的规定了 

类似协两程序的第2 A款。因为正如同联合国行政法庭曾经指出的（附件二，第 

3段），秘书长乃是大多数法庭案件的名义上的答辩人，所以，兹提议应由大会主 

席进行协商，一如他处理联检组的成员一样。提议的文句将能够——亦旨在一- 

使主席向大会提出多于有待填补的空缺的候选人；但是，应该了解，大会未经所规 

定的协商，即不得任命不在候选人名单上的任何法官。

3 •法庭的结构

13。联合国行政法庭由七名地位相等的法官组成，但由法庭本身在其法官之中 

选出一名庭长、一名第一副庭长和一名第二副庭长；法庭的行政决定均由全体法官 

开庭作出（规则，第5条第1款），但是案件的审理则由三名法官（加上由庭长任 

命的任何候补法官）组成的分庭负责进行;分摔法官中至少应有'一人必须为庭长或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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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长（规程第3条⑴敖；规则第3条第'3款和第6条第士款）。实际上，一个开 

庭期内各分庭的组成都动用所有可以参加的法官，但是在处理比较闲难的案件和比 

较重要的案件时，往往就由三名庭长和副庭长组成。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由三名法 

官命三名副法官组成；法庭从法官中选出一人为庭长，一人为副庭长；案件的审理 

应由以三名法官或副法官组成的分庭进行，其中至少必须有一人具有法官头衔；多 

年来，都只有具有法官头衔的三名法官审理案件，除非偶尔有一名法官不能够出庭; 

但是，近来副法官已经更经常参加审理工作。

14/这两个法庭的规程和规则在其各自的结构方面的条款差别相当大。然而, 

如同上述，在实际作法上差别并不明显，除了联合国行政法庭全体法官办案机会比 

较均等。除非实际上合并这两个法庭，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促使这两个法庭的结构 

取得更大幅度的一致；为了达成此项一致，一个或两个法庭的规程势必需要做复杂 

的改动。

B。扩展管辖

15.联合国行政法庭的管辖范围除了管辖不服养恤金联委会的决定的申诉案件 

之外，仅限于联合国工作人员（或具有传来权利的人）因声称不履行聘用合同而控 

告联合国，的“申诉”案件；这同样适用于已按照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 4条接 

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专门机构（民航组织和气象组织）。因此，目前联合国行政 

法庭不得受理非工作人员提出的任何争端，6即使该人员是联合国雇用的；它亦 

不得受理同聘用合同无关的争端、或联合国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或工作人员之间的 

争端、或同联合国关系密切的实体（例如工作人员工会或工作人员企业）与该实体 

的受雇人员之间的争端、或联合国与工作人员代表机构（例如工作人员协会或工会） 

之间的争端。一般而言，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也有类似的限制，虽然其规程有一款 

规定（即第二条第4款）允许它审理有关劳工组织为当事方的任何合同争端，但须 

该合同有此规定——劳工组织已提议修正此项特别规定，以使它仅适用于同聘用问 

题有关韵争端以及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依照其规程附件得加管辖的其他组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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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争端——不论是否涉及聘用合同——因为当事一方或双方的豁免（不论是.维对 

豁免或仅为职权豁免）而不能够，或基于政策考虑而未曾提交任何国内法院者，仍 

旧不能够提交任一个现有的行政法庭。在这方面应该栺出，即使《联合国特权和 

豁免公约》第2 9条（大会第2 2 A(I)号决议和《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第 

条（大会第279 号决议）以及一些总部协定都规定相关的组织应该制订办法

来适当地解决它作为当事一方或享有豁免权的官员作为当事一方的私法争端，而且 

已经为了都分覆行此类条约义务而设立了几个法庭，可是，联合国和劳工组织都未 

被要求使其法庭或任何现有的法庭从事一切类型的备端的解决；然而，联合国和劳 

工组织因为有义务提供一些适当的解决办法，所以不妨准许其法庭亦应受理除了它 

们目前可以受理的有限的案件以外的某些其他类型的案件。

16。 在扩大联合国行政法庭的管辖权以期能够扩及任何不同类型的当事方和案 

件时，都应该考虑到法庭的特定专门知识、是否法庭不应该因为使法庭负担在性质 

上异于其基本管辖权的许多新案件而改变了它的性质、以及解决法庭目前尚无权管 

辖的其他类型的争端的出现率、重要性以及困难程度。还应该考虑到其他可能希 

望接受法庭管辖从而使用法庭的相关国际组织的意见。下列建议所根据的是对这 

些考虑因素的斟酌。

i .特种类别的“千事”

17. 多年来，大会已规定了为数不多但却在增加中的某些职类的由它任用的专 

任或兼任人员，以在联合国或联合国系统的数个专门机构执行有报酬的职务。这些 

机枸包括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行政和预算间题咨询委员会和联合检查组（联检组）。

虽然这些显然不是《宪章》第一百零一条i-项所称的工作人员的职员人数较少，可 

是，经验却显示，的确出现过一些有关其薪酬或其他服务条件的问题；这些问题迄 

今都势必由秘书长的单方面决定加以解决。因此，已提议修正法庭规程第2条，

即在新增的一项规定（暂时编为附件一，A部分内的第2 A⑻项）内规定此类职员
_ _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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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基于与工作人员相同的地位向联合国行政法庭提出申诉，但是，依照第7 

条第i款，他们无须首先将其争执提交秘书处的联合申诉委员会。

18.拟议的对第1 4条最后一句的修正案规定，接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任 

何其他组织均得，但非必须，规定它所雇用的相应性质（即由理事机构任用的）的 

职员亦得向法庭提出申诉。类似的安排将可适用于在B节下文第29至2 2段内提议 

的提议的扩展管辖情况。

2 .顾问和其他特别服务协议下的职员

19.联合国一向聘用许多按照不构成任用书的特别服务协议或类似的合同文书 

工作的为期或长、或短的职员。因为他们不是工ff•人员，所以他们目前不能够向 

联合国行政法庭提出申诉；如果就其任用条件发生争执，就必须通过特定的谈判程 

序加以解决；如果仍旧无法解决，一般即须通过仲裁加以解决。顺便提一句，劳 

工组织则无类似的限制，因为它的特别服务协议和类似的合同都规定应该按照劳工 

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二条第4款向该法庭提出控诉（见上文第15段）。为了使 

此类联合国顾问能够向联合国行政法庭提出申诉，将在附件一，A部分内提议修正 

第2条，即增加一项新条款（暂时编为第2 A〇d)项）。按照此项新规定，能否申 

诉须视聘用合同内是否载有适当的条款而定；但是，将可预期的是，如果没有任何 

其他经特别同意的争执解决办法，则秘书长就会在特别服务协议中规定得向法庭提 

出申诉》

3 •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和工作人员企业的聘用人员

2 0.不是按照国内法律设立的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和某些工作人员企业的聘用人 

员可能无法在该国国内法院控告其雇主，因为这些雇主可能被视为仅仅是其相关受 

雇人所属的国际组织所产生的雇主；但是，如果相关的受雇人不是各组织本身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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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的，他们目前不能够向任何一个行政法庭提出他们的聘用争执。不论各组织 

是否有义务提供一个场所来解决这些因为给予此类受雇人的国际豁免而不受国内法 

院管辖的争执，似乎都应该在可以安排的情况下使他们能够使用现有的法庭，除非 

认为最好是将此类聘用关系当作是完全应受当地法律支配的关系而不宜主张任何豁 

免。

21. 因此，将提议在附件一 A部分内在第2条中增添一项新的第2 A(c)项规定， 

以期使非依国内法律设立但享有联合国豁免的任何实体（即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和工 

作人员企业）的聘用人员都能够向联合国行政法庭控告其雇主；在劳工组织行政法 

庭亦将有类似的建议。与上文B节第17至i 9段内载其他的扩展管辖提议不同的是， 

联合国将不是作为答辩人的雇主，甚至也不是诉讼程序的当事方。因此，秘书长 

无疑将必须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来安排如何由雇主实体就此类申诉作自我辩护并且 

服从任何判决。

4.其他的合同争执

22. 除了聘用合同之外，联合国还同顾问公司•供应商，提供服务者签订其他 

类型的基本上属于私法范围的协议书。鉴于联合国一般都不希望在国内法院进行 

任何因此而引起的争讼，因为这样就必须在联合国作为被告情况下由联合国放弃其 

豁免权，所以，许多此类的合同都规定了由诸如国际商会之类的常设仲裁机构或某 

一临时机构加以仲裁。在某些实例，联合国或许愿意由联合国行政法庭加以解决; 

这种情况类似于劳工组织按照未修正的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二条第4款所取得 

的便利（参看上文第1 5段）。另一方面，多年来都可以利用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这个机构来解决争执的劳工组织目前正在考虑将此项办法扩展到其他的组织，但以 

涉及聘用的争执为限（这在联合国行政法庭而言，将由上文第Ï 7至2 1段所 

讨论的提议的新的第2 A(a)至⑹项加以规定）；此一事实显示，总的说来，联合国 

行政法庭不宜将去管辖范围扩及其他类型的案件。在这方面应该指出，该法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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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亦曾表示过它对此项建议感到不安（参看附件二，第4段）。

5.工作人员代表机构

23.特别包括国际公务员联合在内的某些工作人员代表机构都曾经建议，遇有 

下列情况，它们本身应该有杈成为诉讼的当事方(但不包括上文第20至幻段所述提案内 

载的作为答辩人的案件）一在前述情况中，某些非联合国系统国际行政法庭均已准 

许它们参加诉讼：

(a)支持一般诉讼程序中的任何一个当事方（例如一名工作人员控告其雇主组 

织），但须该当事方有此要求或至少未曾反对；

⑼支持请求杈乃是基于某一工作人员代录机构同行政主管之间的协议所派生 

的杈利的申诉工作人员；

⑹实际提出或至少支持代表大多数工作人员或某一职类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 

诉讼；

⑹在行政主管提出的诉讼中保卫其本身作为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权利。

24 •经过真诚地考虑过这些或许可以准许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成为共同制度内各 

行政法庭诉讼程序的当事方的各项理由之后，我们的结论是，这些理由都不充分。

如果目的仅仅在于支持某一方当事人（理由⑻，⑼和⑹），.那么基于下文第3S至40 

段所述各项理由，就不必亦不宜以当事方的身分“参加”诉讼;然而同下文第42 

和42段所述，以“法庭之友”的身分参与诉讼应该就足够了。 此外，关于理由(b), 

应该指出，在共同制度内目前尚无订立“集体议价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任何惯例， 

因此，不存在因而产生的这方面的权利。关于理由⑹，还应提及有关“共同诉讼和 

试探性案件”的下文!第43至4彍。最后，关于理由⑹（国际公务员联会尤其大力 

加以主张），虽然已经认识到各行政法庭，特别是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已经受理了诉 

讼标的物实际上是主张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杈利未受尊重的控诉案件，法庭似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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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审理此类以工作人员协会或工会的名义提出并声称其本身的自由结社权受到削 

弱的控诉案件。T因此，在此不建议对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规程，规则或办法做任 

何改动。

6.咨询意见

25 •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目前都无杈发表咨询意见。8 赞同 

使这两个法庭拥有此项杈力的主要理由乃是因为经常发生可能需要试探一下拟议的 

立法措施或行政措施的合法性，然后再实行的事例，而且这类事例随着必须调整国 

际公务员各种职类的薪酬和养恤金结构而可能更经常发生，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 

下述这样的往往很长的不稳定期间：首先公布某一受到争议的条款，然后适用于一 

名或多名或全体工作人员，而其中却有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法律上的申诉一首先在联 

合申诉委员会或经过许可而直接提交行政法庭一然后由它作出非概括性的裁决（即 

仅适用于该涉案申诉人一人），从而需要有人提出其他的“试探性的案件”。

2&反对意见则主要集中在谁有权利请求发表咨询意见这个问题上：仅仅某一 

组织的行政主管，或亦包括政策制订机构，以及可能还包括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显 

然将会发生的是，如果此项权利扩散得更为广泛，那么，就更加月能会涉及不适当 

的或者要不然就是不应该问的问题，因而月能会妨碍正在逬行的谈判并且使法庭亦 

卷入争论性的政治或劳工纠纷，此外，法庭如果必须处理抽象的问题，在有关同 

一问题的未来诉讼各当事方看来，就会损及其理想的公正立场，即便这尚未实际发 

生.

27.为了便这些不同的考虑因素和关切理由取得均衡，已经在附件一 A截分内 

暂时载入了有关发表咨询意见的极为主格的授权条款，即拟议的新的第2条之四(以 

相关的第6条第2款(i)项）；这是一种月能的拟订方式•此一条款规定，碰权給拟议 

的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联席审查小组；为了相当不同的目的，该 

审查小组的设立问题将在F文第S3® 6段内讨论（该审查小组的组成将反映出它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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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职责在于确保共同制度内这两个法庭的法学原理继续保持完善和一致）。可 

以要求发表意见的问题将限于对采用共同制度的各组织所关切的一般法律问题（当 

然包括有关养恤基金的问题）。为此目的，问题仅仅能够由联合国秘书长同行政 

协调会其他成员逬行协商后再提出。此项有关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力的限制既 

符合国际惯例——例如有关国际法院者，亦符合国内法庭的惯例——即向国内法庭 

提出此类要求的权利一般都极为有限，即使向国内法庭提起诉讼案件并无此种限制； 

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各行政法庭目前的法学原理无论怎样都不是相对 

称的（因为所有的诉讼都必须由工作人员提起h 秘书长必然可能会接受诸如第 

五委员会之类的高级立法机构的内容为他应该提出某一特定要求的建议；他也会审 

慎处理来自某一适当的技术机构（例如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养恤金委员会或行政和

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任何此类建议；他也可能会答复来自工作人员代表机构， 

特别是负责整个系统的代表职务的机构（例如国际公务员联会或独立职工会协调会） 

的要求。如果以这种方式来限制提出要求的权力，那么，就不太可能发生真正 

的误用咨询程序（不论是否出于故意）• 附带要指出的是，被要求发表咨询意见 

的机构(即联席审查小组）本身也是有主见的，因为它绝对可以拒绝发表咨询意见，如 

果该项要求的性质或提出时的情况对该小组来说似乎不适当或者可能会对它的主要 

职责造成某种损罟.

2a鉴于拟议的对将提出的问题的范围的各项限制以及唯一获得授权行事的机 

构（即由秘书长同行政协调会.成员逬行协商），劳工组织似乎不宜提出在劳 

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内增添一个相应的条款的任何建议•

7 .雇用组织对工作人员的要求

29 .两个法庭目前均无权审理雇用组织对工作人员的要隶。如果发生了此类 

要求的情况（例如因为错误或诈欺原因而多付了赔偿金；损害了本组织、本组织的 

财产或另一名工作人员；或者对一个国家或另一第三方造成本组织应负责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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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通常都首先单方面解决此一问题，其方式为：先在辦产调查委员会或联合纪 

律委员会中处理特定的案件，然后帚在应付给该名工作人员的任何薪酬中扣除一笔 

款额，而任由后者本人在联合申诉委员会或具有管辖权的法庭中提起的程序中表示 

不服此一决定（在此一程序中，可以争讼本组织的要求的合法性的所有方面）。此 

一程序的运用一般都令人满意，除非针对某一工作人员的要求为数过大，以致无法 

从已应付给他或将应付给他的薪酬中收回，特别是如果该名工作人员同时业已离职， 

因为甚至雇用组织都完全无法从养恤基金福利中获得所要求的款项（《养恤基金条 

例》，第4 5条）。

30.虽然原则上雇用组织可能会在国内法院控告某一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工作人 

员以期取得它应该发给他的款项，可是，谷國际组织却不愿意在这类法院内解决或 

许涉及各组织内部事务的争执。因此，似乎最好是在具有管辖杈的行政法庭进行 

此类诉讼，其目的是为了从而使对被告财产具有管辖杈的国内法院能够确认行政法 

庭因此作出的任何判决。因此，兹暂时提议在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内增列新的第 

2条之二，并且因而同样地在第6条内增列新的第2 fe)项，并在第7条内增列新的 

第4 A款；关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亦正在作出相应的提议。此外，由于如 

要1Ü内法院承认及执行际行政法庭的判决，就可能需要进一步发展国内法院承认 

外国判决或国内及有时候的1Ü际仲裁裁决的各项原则和惯例，所以，兹建议请秘书 

长研究此一问题（附件一，C部分，第段

C .诉讼的正式必要条件 

1 .提出申诉书的时限

31 •除了下文第4 3至4 5段内所述者之外，鉴于拟议的增列有关暂订的第29 

和3 0段中所述法庭新管辖权的特别时限，似乎没有理由改动同联合国行政法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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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第7条内载时限有关的数项规定。但是，劳工组织却正在考虑在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规程内采纳一种以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为基础的比较宽缓的规定，那就是，遇 

有申诉书是由死亡工作人员的继承人或无行为能力的工作人员的受托人提出的，则 

将正式的9 0天的时限延长至一年（参看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7条第4款）， 

尽管它仍旧不提议使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获得不适用时限的一般权力（参看联合国行 

政法庭规程，第7条第5款）e

2 .显然没有任何胜诉可能的申诉书

32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规定，如果联合申诉委员会“一致认为申诉系出于轻 

率”，法庭可以不接受申诉（第7条第⑶款）• 但是，尽管联合申诉委员会程序 

中的行政当局代表偶尔会提请委员会小组注意该项规定，可是，联合申诉委员会却 

很少会决定以正式宣示某一申诉系出于轻率的方法来阻碍逬一步的申诉•，然而， 

或许正是因为有此项规定，所以联合国行政法庭才不象劳工组织行政法庭那样受到 

显然欠缺任何法律依据的诉讼长期无法结案的困扰.

33.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并无类似上述的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的条款# 数 

年内，曾经有数名情绪不稳定的或仅仅是为了胡闹的申诉人利用这个漏洞（以及在 

不必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提出了十二件以上的通常都是相微有点关系的不同的 

诉讼。法庭为了保护法庭本身（和答辩人）免受这种讼案过多之箸，已经通过并 

且考用其规则所规定的一种简易程序（第8条第3款），即经法庭庭长决定，显然 

系出于轻率的申诉应该搁置到法庭下一次开庭，而不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法庭下 

一次开庭可以驳回该项申诉而不必继续诉讼程序，

34 .除了上述的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采取的避免在实质上 

审理显然欠缺法律依据的申诉或控诉的方法之外，还可以考虑下列其他两种须视可 

能的罚金是.否可行而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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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如同国际联盟行政法庭规程第八条曾经规定的一项要件，即申诉人必 

须在提出申诉书时交存一笔款项（向国际联盟行政法庭交存其年薪净额的五十 

分之一）；法庭如果认为申诉具有充分的理由，即应下令归还该笔款项；

⑼法庭如果认为申诉显然欠缺法律依据，即月要求申诉人交存适当数额 

的申诉费用；法庭在确定此一数额时，月以考虑申诉人的财政资源以及它认为 

该项申诉所应支付的金额的幅度•

35.提出显然欠缺法律依据的申诉书不但是法庭的负担，而且更是答辩组织的 

负抠。因此，考虑了上文第3 2段至第3 4段内所述四种不同的办法之后，兹向 

联合国行政法庭提出下列建议： ，

(a)目前主要由联合申诉委员会加以控制的办法应该保持，但是，如同附 

件一，A部分所建议的，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7条第3款内的“出于轻率” 

四字应该代之以“显然没有任何胜诉可能，，十字，从而以客观标准取代可争论 

的主观标准（如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则第《条第3款>。

⑼法庭如果认为适当（附件一，A部分第9条新的第2 B款），就有权 

规定申诉费用，但应限于不超过一个月的薪酬净颧（如同第9条新的第4款所 

界定者）；目前正向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建议类似的条款。

D .程序 

1•口述程序

36.除了心理原因之外，大多数法庭案件似乎都不存在任何客观的理由支持进 

行口述程序，因为案件到达法庭阶段时，基本上几乎仅涉及法律问题，而任何事实 

部分通常都已经在联合申诉委员会阶段认定了. 尽管两个行政法庭都可以进行口 

述程序，可是，多年来，它们却很少进行此一程序；联合国行政法庭最近很少准许 

进行口述程序（每年大约2 0件案件中，平均只有一两件），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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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件也没准许，但最近曾经准许了两三件案件的口述程序。此一趋势或许 

可以反映出一项事实，那就是，口述程序对各行政法庭都是额外的沉重负担，而且 

会使被告组织花费极大（因为需要运送当事人、辩护人和证人；就联合国行政法庭 

而言，亦应制作逐字记录）.同这些实际因素一样重要的其他理由计有：必须 

“力求实现正义”，以及工作人员代表一再表示希望进行更多的口述程序.因此， 

目前尽管联合国的辩护人可能会主张口述程序不会产生实效，可是，申诉人如要求 

进行口述程序，通常都会莸得准许.

37.似乎无需针对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或规则中有关口述程序的条款建议作任 

何改动.但是，两个法庭可以考虑在下列的案件中增加采用口述程序：重要的案 

件——特别是可能将会直接或见接影响到许多工作人员的案件——以及可能需要传 

讯证人以认定相关事实的任何案件。

2 •参加

3S .获准“参加”行政法庭诉讼程序的任何人事实上都成为该诉讼的一个当事 

人；他通常，但非必然，会同原始当事人一方（申诉人或答辩组织）联合起来。因 

此，参加人一般都莸准以书面或口述方式充分参加诉讼程序，因为这样终究会使参 

加人完全受到适用于他的判决书任何判词的约束.相反，仅仅参与诉讼程序的有 

时称为“法庭之友”（下文第41至42段将加以讨论）的参与人不全成为当事人，亦不 

受判决书的约束，从而最多只有有限的机会表示意见。

.这两个行政法庭的规则（联合国行政法庭者，第七章；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者，第17条）通常，但非经常，都准许其利益将会受到判决影响的个人、雇用组 

织或其养恤基金“参加”诉讼，事实上成为与申诉人相对等的当事方。这些规则 

虽然措词并不相同，可是，似乎却未实际引起任何特殊的困难或重大的分歧。

40 .不时有工作人员代表机构表示有兴趣莸准“参加”还在进行的诉讼。实 

际上，它们的本意极可能仅仅是想获得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加诉讼的杈利（见下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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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至42段)。这些机构如果正式参加诉讼程序，即成为诉讼当事方，不论胜诉或败诉, 

都应该受到法庭判决的约束；这只会出现于判决将直接影响到某一工作人员代表机 

构的权利或义务的非常少见的情况.此外，只有在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可以正式成 

为法庭诉讼当事方的情况下，才可以准许此种参加，但是现行的或拟议的条款规定 

都不准许有上述的情况（可能的例外是，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本身的工作人员提出_ 

诉书控告该机构；参看上文第2 0至2 1和2 3至2 4段>。

3•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

41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则第2 3条第1款规定，法庭得“审讯”按照法庭规程 

第2条第2款得向法庭提出申诉的任何人（即工作人员、离职工作人员、其利益继 

承者等）；规则第23条第2款规定，它亦得“自行决定”审讯工作人员代表•虽 

然这些条款或任何其他条款都未概栝地规定参与的人员或实体，可是，联合国行政 

法庭的确曾经准许美国参与鲍威尔案（第2 3 7号判决）的书面程序及口述程序。 

与此相反，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规则却不准许当事方（包括参加的当事方）以外的 

人员或实体参与诉讼程序；该法庭曾解释这个缺漏乃是出于为了不让工作人员协会 

代表参与诉讼.这个多少有点苛刻的态度曾经受到批评，即使在申诉人的立场类 

似于工作人员协会立场的情况下或许可以用下述办法来规避此项障碍，即由申诉人 

在其要求中申明工作人员协会的立场或者由工作人员协会所聘请的律师编写申请人 

的各项要求。这两个法庭的这些条款和惯例虽然多少有点不同，可是一般而言却 

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可以指出，只有很少几次申诉案件有工作人员协会曾经要求 

参与诉讼程序，即使它们对申诉非常关心并且资助申诉人提出申诉，

42 .在附件一，B部分中将建议联合国行政法庭考虑改进其规则第2 3条而且使它 

更为符合惯例，并为此目的对该条加以订正，即一方面规定法庭得准许工作人员代 

表机构的代表提出书面陈述并且参与口述程序（然而，这仍旧没有达到国际公务员 

联会所要求的自动出庭权或仅以当事人任一方的要求或同意为条件的出庭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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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同时规定法庭得自行决定授与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类似的权利。在附件一， 

A部分内将建议对第6条第2款(e)项作类似于将提议改动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的 

文句的相应的修正，

4•共同诉讼和试探性案件

43 .有人已建议对各行政法庭特别是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规章进行如下的改进： 

即在遇有许多申诉人都希望就共同关切的事项进行诉讼的情况时应准许所有这些申 

诉人提起一件“共同诉讼”。”为了下述的一个或数个目的，有时候可以在国内 

法院提起此类诉讼：为了使各原告能够满足某些法院所订作为诉讼标的物的金钱最 

低数额方面的管辖要件（因为每一原告的求偿数额低于该最低数额）；为了建立一 

种办法，使完全互不相识的各原告能够共同分担任一原告求偿数额都达不到的法律 

诉讼费用；或是为了预防在若干不同的法院就特别是在事实部分具有共同点的争端 

进行诉讼.实际上，所有这些考虑因素对国际行政法庭而言都不适用，因为在行 

政法庭方面：没有规定案件诉讼标的物最低数额；申诉人的诉讼费用通常都很少， 

要不然亦可通过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或以其他方式安排用“试探性案件”（见下文） 

的办法来分担此项费用；对任何一个答辩人而言，并无数个法庭涉讼，只有一个。

44.此外，已经了解到，对某一答辩人而言，一旦承办的法庭已最后终局解决 

了某一特定的法律问题（例如界定了某一规章、规则或指示的含意或确定了它的效 

力），那么，该答辩人将会自动对可以援引同一法律原则的所有工作人员适用该项 

决定，而不迫使他们就此再度进行诉讼。再度涉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尽管普通 

法意义上的格守先例原则并不是一项国际行政法原则，但是，可以预期每一法庭都 

将会按照它本身过去的法学原理来处理不太含混的法律问题。因此，过去当出现 

了许多工作人员都关切的法律问题时，曾经安排一两名工作人员提出一件试探性的 

案件或为数不多的数件试探性案件来解决这些问题；"各答辩人也合作执行这些 

安排，因为如果还要所有可能的申诉人都正式参加某一试探性的案件，从而不必要 

地使诉讼案件增多或更为复杂，这对各答辩人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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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但是，就试探性案件而言，或许月以对各法庭的规章进行小幅度的修正， 

从而改善此类案件的某一小方面。在提出了试探性的诉讼后，答辩人可以保证将 

会使判决结果适用于法律地位相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然而，即使双方都有最高 

的诚意，法庭判决所谓的“试探性”的案件的根据仍旧是与任何其他工作人员和希 

望受判决主文约束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相同的申诉人所特有的情况。要不然， 

即使依据一般的理由来裁判该件试探性的案件，可是，某些其他可能将会申诉的工 

作人员或答辩人都可能认为应该作出不同的判决.然而，到了可以作出决定的时 

候，提出申诉书的时限丐能已经届满；即使答辩人可能愿蒽不坚持此项时限（或者 

曾经事先有此承诺），法庭并无义务受理申诉书• 因此，兹提议将附件一，B部 

分内联合国行政法庭规则第2 4条扩大，以规定法庭必须同意答辩人在本文所述极 

为严格的情况下的延展申诉时限.此一规定可避免需要在进行试探性诉讼期间仅 

仅认为确保申诉人延误强制性的时限而对其提出申诉设定保障办法.

E。补救办法 

1•因补正程序而发回

46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经秘书长同意，法庭得发回 

案件，以便>卜正早先的程序（例如在联合纪律委员会或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程序）； 

法庭甚至亦得命令对申诉人给付因程序延误而生的为数不超过三个月基薪净额的偿 

金。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并无类似的条款；但是，它为了达到实际上几乎相同的结 

果（除了命令给付因延误而生的偿金之外），可以撤销有问题的决定，从而转由被 

控告的行政当局采取它认为适当的任何补救行动，包括补正过去的程序。因此， 

虽然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在发回案件的可能情况方面显然有分歧，可是，实际上的 

差别似乎并不太大.然而，劳工组织正计划修正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以期同 

联合国行政法庭前引条款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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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目前，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9条第2款的规定将法庭得命令给付因延误 

而生的偿金限于不超过“三个月基薪净额”。此一限额似乎同申诉人因程序延响 

而可能遭受的损害的性质和数额完全无关；因此，6在附件一，A部分内建议删除 

此项限额；劳工组织并未建议在其新的规程条款内列入此项限额。但是，如果决 

定在联合国行政法庭规则内保持某种限额（不论如同上文所述或改变数额），那么， 

限额的措词均应参照下文第6 0段所述的原则加以改写。

2•特定义务的履行

.两个法庭最受争议的分歧之一就是它们各自指定履行特定义务的权力问题。 

这两个法庭如果判定某一申诉（或控诉）确具理由，即应命令取消受到指控的决定 

或指定履行须承担的义务（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八条；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 

第9条第1款）• 但是，关于判定能否或宜否取消决定或履行义务的标准，则两 

个法庭规程内载相关条款极不相同：

⑻在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方面是由该法庭自行判定是否“不能够或不宜，，取消 

决定或履行义务；如果判定不能够或不宜如此做，则由法庭判给控诉者金钱赔偿 

(此项赔偿并无任何特定的限制；参看下文第54至60段）；但是，在最敏感的工 

作人员复职问题上，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实际上仅仅极为少见地下令恢复较低职等的 

工作人员的职务，而不使作为答辩人的组织可以选择支付赔偿金；

⑼联合国行政法庭则当然必须在其判决书原本中订定将支付给申诉人的赔偿 

金数额（但须不超过一定的限额；参眷第54至60段），并由秘书长决定，“为了联合 

国之利益”，他是选择遵守取消决定或履行义务的命令呢？或是支付法庭所规定的 

赔偿金数额？在实践上，秘书长在大多数情况，特别是在涉及离职的案件方面，都 

选择支付赔偿金，而非准予复职。

49.因此，尽管这两个法庭的作法在最终效果方面差别并不大，可是，心理上 

的影响却显然不同。特别是，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规章受到许多人的误解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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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内部工作人员和外界评论者）；在这方面，有人曾经指责秘书长不重视法庭 

的判决；另有人则指出，联合国行政法庭仅仅有向秘书长提意见的杈利（即仅仅是 

一个超级的联合申诉委员会），从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司法机关.因此,工作人员最大 

力坚持的要求乃是应该使联合国行政法庭具有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相同的命令履行 

特定义务的权利.

50 .赞同工作人员此一强烈愿望的主要理由是认为使联合国行政法庭同劳工组 

织行政法庭一样具有上述权力之后的实际影响将非常小：那就是，只会偶尔产生恢 

复职等比较低的工作人员的职务的义务，即使秘书长更希望支付一笔钱，使他能够 

离职.然而，虽然秘书处现在已经远比设立联合国行政法庭时庞大得多，因此， 

相应地，也比较容易使行政法庭能够迫使秘书长不解雇一名工作人员，可是，或许 

除了不涉及复职或外派的案件之外，鉴于秘书处许多活动都具有高度政治性质，所 

以，仍旧不宜将此类自由裁量杈从秘书长转移到行政法庭.

51 .世界银行最近在1 9 8 0年成立其新的行政法庭时，经过深入研讨本问题 

后，决定采用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方式，但有一个差异，那就是，世界银行行政法庭 

可以不附特别觯释而订定的替代性的赔偿限额为三年的薪酬赔偿，而非联合国行政 

法庭的两年的薪酬赔偿（世界银行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第1款）B

52.附带要说的是，应该指出，即使不离开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规章范围，如果 

行政法庭所订定的替代性赔偿金额能够更近于它认为不公正地被解职的工作人员所 

实际遭受的损害，那么，就可以实现极大的改善.一方面，此项赔偿对作为补救 

性替代办法的对象的申诉人而言将成为比较无关紧要的事；另一方面，如果不履行 

特定义务的代价非常巨大，那么，就可能会更加认真地考虑应该履行该项特定义务. 

虽然法庭通常都订定为数不多的替代性赔偿金数额的理由无疑部分是杻于下文第54 

至6嫩所述的附条件的限额，可是，另一部分的理由似乎是出于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法 

官对从事多年的专业工作后被国际组织解雇的工作人员所遭受的损失的实际幅度或 

许都认识不足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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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因此，兹建议在附件一，A部分内基本上保持联合国行政法庭规则第9条 

第1款的相关规定不变（因为技术上的理由，应分为两款规定，即第1款和第1 A 

款），但须增加下列条款，即只有在遇有申诉人将要复职，或将取消其离职，或申 

诉人将外派至某一职务的情况，始应维持履行特定义务的替代办法.在其他情况, 

例如，如果法庭要求支付津贴，或要求执行升级，或要求在雇用合同内规定参加养 

恤基金，则此等措施均应视为是法庭所命令者，除非后者本身决定系用以替代金钱 

赔偿.

3.替代偿金数额的限制

54 .联合国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中均规定给付偿金只作为履行特定义务的 

替代办法，虽然如上文所指出的，两个法庭对于何时采用这种替代办法规定了不 

同的条件。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1 9 5 3年特别为此目的加以修政）不同 

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的是对偿金的款额订了一个条件限制。其中规定这 

种替代偿金“以不超过两年基薪净额为度”，但如“遇有特殊情形而法庭认为正当 

时，得命令给付较高之偿金”，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应附载所为决定之理由

55.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规定尽管措词具一般性，看来似乎适用于所有判 

决，但实际上只适用于有争议的离职情况。在其他情况下，所订限额则不适用或 

不相关。譬如说，当一项判决要求给付一笔有争议的津贴时，行政法庭通常甚至 

不会设想秘书长有可能作出不遵从判决的决定；因此法庭不会规定替代偿金，虽然 

这样的判决多年后的金融价值实际上可能远超过法定的限额。在其他情况下，例 

如因公受伤或受害于侵权行为而给付偿金时，这种一次总付的款项同规定的限额在数 

字上很容易比较，但作这样的比较时完全不考虑限额的法定内容。

56 .其次，应该注意到所订限额可以解释为实质性的或纯粹为程序性的。前 

一种情况下意味着大会作出指示.•不论申诉人理应莸得多少赔偿，如果秘书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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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体执行法庭的判决，那么申诉人获得的偿金不超过其两年基金，除非存在“特 

殊”情况（即：不仅是偿金数额不足，还存在其他不寻常的成分，例如组织方面明 

显地作出了应受指摘的行为）。而怍为程序性限制的时候只意味着法庭虽然有权 

判定给予它认为适当的偿金数额，但如数额超过两年的基薪就必须加以解释。行 

政法庭和批评法庭规程的工作人员观察员双方似乎都支持前一种解释。自从19 

5 3年规定限额办法以来，联合国行政法庭使用其权力给予较高偿金并提出理由的 

情事只发生过一次，一般而言它判定的偿金远低于法定限额。

57 •第三，如前文第5 2段所指出的，规定低额偿金的一个结果就是使答辩一 

方失去了实在的基础，以便就履定特定义务或是赔偿的取舍作出决定；也就是说， 

如果替代偿金过低，那么“为联合国之利益”支付偿金必然较履行义务合算。

5S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制订的世界银行行政法庭规程，在这方面 

基本上采用联合国行政法庭的办法，但规定限额为“三年薪酬净额”（世界银行 

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第1款）。

59.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向有二：

(a) 把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9条1关于限额的规定完全删除；这样做与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最为一致，而且满足了国际公务员联会特别坚持的一个 

论点，即：法庭如认为按照客观标准应该给付某一数额的偿金，那么为了法定限额 

而予减少必然造成不公平的情况；

(b) 提高限额，至少与世I银行行政法：庭规程（三年薪酬）的限额相同； 

但有一项了解•即限额并不在于限制联合国行政法庭给予适当数额替代偿金的权力 

而只是对特别高额的付款向秘书长和大会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总的说来，后一 

种办法并不会使任何当事人的实质权利有所削减，看来较有说服力，因此附件一A 

提出了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9条新的第1 A款第一句末尾的适当修正。此 

外，该句增添了 “通常”二字，下一句的“遇有特殊情形’’等字建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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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〇.还应注意到，纯粹从技术观点看，以若干年的“基薪净额”来规定限额的 

办法已经过时了。 基薪净额既没有考虑当事人所在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调整数， 

甚至没有考虑到工作地点调整数加权平均数，这个数字反映了基薪数额在全世界基 

础上由于通货膨胀和货币调整而赶不上实际联合国偿金数额的程度。为此原因， 

大会按照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近年来规定《工作人员条例》中订定的一切相 

应数额对专业人员和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和外勤事夯人员职类按“薪给总额经工作地 

点调整数加权平均数的调整后减去工作人员薪给税”表示，对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 

职类则按“应计养恤金薪给减去工作人员薪给税”录示（例如《工作人员条例》， 

附件三）。目前所订限额也使得法庭很难考虑到以下情况：即某些国家对联合国 

行政法庭支付的替代偿金征税而多数国家并不征税。囡此，附件一A部分联合国行 

政法庭规程第9条新的第1 A款第一句末尾和第9条新的第4款提出了另一项修 

正，目的是使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中所订一切金额限制在大会对《工作人员条 

例》进行有关修改时能够自动适用于行政法庭规程。

4.费用的偿付

61 •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都没有规定偿付费用，而按照国际联盟行政法庭的先例, 

二者均决定可向胜诉的当事人偿付费用k ，且一直保持这种做法。可是偿付的 

款额一般都很少，特别是联合国行政法庭，赶不上纽约、曰内瓦或欧洲其他地点法 

律费用的增长。

62.在偿付费用时，两个行政法庭，特别是联合国行政法庭【按照联合国行政 

法庭1 9 5 0年制订的方针（A/CN. 5/H 2))明示或暗示地顾及当事人实际上是 

否需要支付法律费用，即聘请外部律师，因为通常在组织内部或另一组织可以获得 

免费而且一般而言是有用的法律协助（往往较外部律师更有帮助）。这项标准如 

果放宽可能使求助于外部律师的情况增加，而外部律师一般不了解国际行政程序， 

对当事人不一定有利，而且有时会訪害行政法庭职务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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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办法使行政法庭可要求工作人员对聘用外部律师提出 

正当理由；如果提出了可接受的埋由，则应支付与合理法律费用相当的偿金，个别 

案件的困难和重要程度自然应考虑在内，并应限于当事人胜诉或至少提出了一个特 

别重要问题的情况。

64 .根据以上理由，附件一A提议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9条增添的第2 

A款，正式授权行政法庭偿付费用；对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也作了同样的提议。法 

庭无需有更加确切明白的指示，虽然一项有关的修正（第6条增添新的第(2)W项） 

将要求行政法庭订立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规则，预测是根据联合国行政法庭1950 

年方针制订。

行政法庭的判决后程序

1.

65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 2条规定在发现新的决定性事实的情况下可 

变更判决，但这种要求须在发现事实后3 0天之内并在判决日期后一年之内提出。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规程没有这样的条款，该法庭也没有确定的法例，但建议劳 

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中增列这样一项条款。

66.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所订3 0天和一年的期限过短，虽然订一些期限 

是有必要的，但仅仅为了断绝多年之后提出的有害申请，这样短是不合埋的。

(世界银行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三条第.1.款只现定犮现事实后六个月的期限，而 

没有订绝对期限。）因此建议附件一A部分第1 2条第二句【将成为该条新的第1款的 

一部分）内30天的期限延长为三个月，一年和期限延长为三年。另外还作了其 

他一些小的修改以便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提议的案文相符或与第1 2条其 

他各款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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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全

67 •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都没有规定当判决并未处理申诉所提出所有各项请求 

时应该釆取何种补救办法。这样的控诉不时发生，因此建议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 

内列入适当的有关条款。

3•解释

6S .两个法庭规程都没有关于澄清或解释判决的条款B 但两个法庭有时同意

解释过去所作判决。

.看来似乎有必要在两个法庭的规程中明白授权对判决加以解释Jf件一A部分 

联合lH行政法庭规程第1 2条建议增列新的第4款；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 

也作了相应的建议.法庭判决通常都是立即加以执行，关于解释的问题几乎总在 

判决作出后不久产生；因此联合国行政法庭所提关于解释判决的要求应在一年以内 

提出的建议也列入了提案。

G.行政法庭判决的复核 

1 •复核方法

70.目前对法庭判决有限的复核方法或者说表示不服的程序，是行政法庭职能 

上最为复杂且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为了了解并说明目前情况以及可能的改进办 

法的影响，有必要对过去的演变作简单的介绍：

⑻国联行政法庭没有复核或上诉的规定。但国联大会在其最后一届会议上 

拒绝遵行行政法庭作出的一系列判决，理由是该法庭审查大会本身的决定是逾越了 

管辖权；由于不存在任何对判决进行司法复核或不服大会决定的方法，大会的拒绝 

行动莸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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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继承国联行政法庭的劳工组织行政法庭随后订立了一项条款（第十二条）， 

规定劳工组织理事会可对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坚持其管辖权的一项决定或对一项理事 

会;人为在程序上犯有基本错误的判决提出异议，而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该 

咨询意见则视为有拘束力。 当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经过修改，使其管辖

范围包括其他组织在内时，各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均可在同样情况下请求国际法院 

复核行政法庭的判决（实际上它们只有经大会授权向国际法院提出问题时才能这样 

做，而只有专门机构勒同类机构可能获得这种授权）。在这个基础上，教科文组 

织理事会要求对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一项判决进行复核（但结果没有变更），该判 

决判定若干据称是基于政治理由而离职的工作人员胜诉。”

⑹联合国行政法庭虽然设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之后，原先却并没有与劳工 

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相应的条款„ 国际法院1 9 5 5年（由于发生一系

列据称是基于政治理由而离职的案件）向大会提出以下咨询意见：如果不存在上述 

条款，则没有理由拒绝遵行联合国行政法庭的判决，也没有上诉或复核的办法 

因此大会根据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先例，在《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内增添了第11 

条；此外，主要为了使程序对当事人更加公平起见，还采用了两项新办法：当事人 

可以提起复核程序（连同国家加行政首长，按照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之类的卷序，他 

们只是唯一能提起复核程序的实体，因为只有他们能自动加入各组织的执行委员会 

了；复核的理由新增以下两项：控诉法庭未行使其管辖枳以及与《宪章》有关的法 

律错误。最后，由于联合国缺少一个如同专门机构的“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大 

会把要求就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提供咨询意见的权力交付给一个专门设立的要求复 

核行政法庭判决的申请书审查委委员会处理的申请复核程序近三十年来计有3 5 

件，一次由国家提出，其他则由申诉人提出；委员会向匡;际法院提出与联合国行政 

法庭以下三个判决有共的间题rFasla ”案初Yakimetz案(第| 5 S和3 3 3 

号判决书），各由申诉人提出，以及MortisheP案（第2 7 3号判决书），由 

一会员国提出。对于到目前为止已发表咨询意见的两个案件，事实上缍持了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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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Yakimetz案，法院尚未作出答复• 虽然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其他组织 

并非自动地免除于这个复核程序，但曾向法庭提出案•件的两个组织（民航组织 

和海事组织）则根据第1 4条特别协定作了免除复核程序的安排，所有那些同 

意让工作人员按照《养恤金条例》第4 8条向联合国行政法庭提出控诉养恤金联合 

委员会的案件的组织也都作了此种安排（见下文第S 7至S 9段}。

7Ï .上述安排引起了一些独特的但相互有关的问题。以下逐项对这些问题作 

尽可能深入的分析，但应了解只有总括地考虑所有问题才可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⑻谁可提起复核程序

72.根据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i条第1款，谁可向要求复核行政法庭判决

的申请书审查委员会提起复核程序规定得很明白，即：任何会员国，秘书长；法庭 

程序的申诉人（或Æ系定继承人）。《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对这一点 

完全没有说明，但是显然只有有权向劳工组织理事会（或向接受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管辖，并经授权可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其他任何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提出 

正式要求的下列实体能够提起复核程序：理事会的成员；总干事；在一定的限度内 

也可由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工会提起程序。

73 •关于联合国行政法庭，时常提出的一个反对意见是：由一个必然不属于法 

庭诉讼“当事方”的会员国来要求复核判决结杲，这是不符常规，甚至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国际法院本身在F a s 1 a案中保留了这个问题,在Mortished 

案中仔细作了审查，最后有些勉强地作了结论，认为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法律障碍。 

关于政策问题，应该注意到的是，首先，诀庭诉讼程序中的答辩人（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明示地，联合囿行政法庭则暗示地)5是指组织本身而非其行政首长。其次，当 

会员国对联合国行政法庭频决提起复核程序时，实际上与秘书长和当事人处于同等 

地位，而对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判决而言，劳工组织的成员画较当事人明显地在程 

序上处于有利地位（实际上由当事人对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提起的复核程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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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成功）。最后，应该回顾（参看上文第7 〇段⑼和(c)分段），对法庭判决采取 

复核程序其目的主要并不在于使当事人或行政首长莸得上诉机会，而是为了使国家 

能够对它们认为基于某种理由不能接受的判决提出异议；复核要求是在联合国的主 

要司法机关内提出，而不是一个代表机构（例如国际联盟或联合国的大会），在代 

表机构内，象行政法庭这样的辅助机关所作决定很可能基于本质上属于政治性的考 

虑而被驳回。

囡此，建议取消或严重隈制国家擇起复核程序的权利似乎违反了当初制订 

这种程序的原意；这个建议如果被梓夢，长久下来就会危害到行政法庭本身的枳咸。 

另一方面，可由国家提起的复核程序似乎不一定要与当事人和行政首长可以提起的 

复核程序相同，各方可据以提起复核程序的理由也不一定相同；这几点将在下文讨

论。

⑼由什么机构执行复核

75 •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规程均规窀由国际法院执行对各该 

行政法庭判决的复核。尽管有时会产生争论，认为国际法院在职位和经验上都不 

是处理个别工作人员事务的适当机构，伹选择这个主要司法机关的理由是，复核程 

序的主要目的是处理国家对于其所属组织内主要政治机构的一个附属机关一行政 

法庭——表示不服的事件。复核程序设立之初并没有预见到由当事人通过复 

核申请书审查委员会提请法院复核的事件相对而言较为频繁（至今为止只有两名当 

事人胜诉）；这种途径对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判决而言是完全不存在的；联合国行 

政法庭的判决中如果当事人属于联合国以外的其他组织，或是有关养恤甚金的案件 

也不可能采用这种途径。

76.因此，我们似乎宜于考虑国际法院是否为适当机构来执行由当事人或行政 

首长提起的对行政法庭判决的复核程序，考虑是否应完全阻止上述各方面提起复核 

程序（一如共同制度之中除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秘书长以外所有的人的情况），还是 

规定向另一机关提起复核。如果要考虑这样的机关，似乎应该选择现有的机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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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另外设立新的司法虮构；此外，机构成员如果可能的话应在国际行政事项方面 

具有丰富经验；最后，这个机构应确定为一司法机构，以避免让政治或行政机关来 

复核一个司法机构的判决。

77.按照上述要求，部分或全部取代国际法院的任何复核机构大体上应由现有 

行政法庭的法官组成。可行办法有以下几种：由作出原判决的法官三人分庭的同 

一行政法庭内所有法官组成一个法官全体开庭；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资深法官的某种组合（这样可能有助于促进两个行政法庭判决规程的协调）； 

或其他组织例如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的法官。

(c)由什么机构决定是否应执行一项复核

78 .国际法院以其提供咨询意见的权能执行任何形式的复核之前，必须有一个经 

授权的机关向法院提出适当的复核要求》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这种 

机关为大会本身以及经大会授杈的其他联合国主要机关或辅助机关和专门机构》因 

此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授杈提起复核程序的各实体（参看上文第7 2段）都不 

能直接向法院提出要求（虽然大会可以授权秘书长提出）。事实上，复核申请书 

审查委员会，大会的一个辅助机关，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作为一个经授权的要求复 

核的机关。

79.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复核申请书审查委员会主要是个政治性机关，尽管 

劳工组织理事会以及经授权要求复核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的各执行委员会也是如 

此，在两个司法机构（行政法庭和国际法院）之间插入这样的机关是不恰当的。以 

上看法有所误解；要求复核的机关其职能并不在于干涉司法过程，而是代表答辩组 

织作一政策性的决定*是否进行上诉；无论如何，最后决定总是司法决定：或是行 

政法庭的判决（不进行上诉时），或是国际法院的意见（决定上诉时）。此外， 

如果要达到复核程序的主要目的，即行政法庭对政治性反对意见进行辩护（参看上 

文第.7 3段），那么，一个会员国不服判决的案件是否应提交国际法院，就必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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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性机关来作决定。

so .如果复核程序是为了让当事人或行政首长对行政法庭的判决进行一般性的 

上诉，以上考虑则不适用。为了这种目的，司法机构较为恰当。事实上，如果

执行复核的机构将由行政法庭法官组成（参看上文第7 7段），因而无需特别设立 

或召集，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对是否执行复核单独作出决定：审查小组可以把这项决 

定连同“上诉”本身一并考虑。此外，审查小组无论组成为何，都是大会的一个 

辅助机构，可以由大会授权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只要该小组认为它们所处 

理的法律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应该要求主要的国际司法机关给予答复。

⑹申请复核的理由 Si * * * * * * * * * * * * * *

Si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规定只有两种理由可据以要求国际法

院对一项判决进行复核（参看上文第7 0段⑼）；《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 1

条第(1澈多出两种理由（第70段⑹）。从所列各种理由可以看出，复核的目的

如杲只是让特别敏感的案件能够提交国际法院（参看上文第7 3段），那么所列理

由可能过多，把申请复核的理由限制于以下情况就已足够，即当行政法庭逾越管辖

权或在有关一项条约（例如《联合国宪章》或其他国际组织的组织规章；一项优惠

和豁免协定）的法律问题上犯有错误。

S2.另一方面，如果复核程序是为了较一般性地受理上诉，不由国际法院执行,

那么申请复核的基础就可以定得较为广泛，但也不是不加限制，或许可增加一些理

由，例如法庭未听取任一当事方的有关论点而根据未经任一当事方辩论的理由作出

了判决；或法庭无正当理由即背离了共同制度内某一行政法庭已确立的法学原理，

这一项将有助于促进两个行政法庭的法学原理的协调。

(e)可行的办法

^ .根据上述分析，较为可取的办法是把复核程序分成两种，分别制订两种不

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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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科供国家使用，通过要求复核行政法庭判决的申请书审查委员会向 

国际法院提起，基本上与日前办法相同，除了以下两点：申请复核的理由仅限 

于两项；委员会可以请联席小组提供咨询意见（参看下文⑸分段）特别是提交 

法院的争议论点应如何拟订.

⑹另一种供申诉人和行政首长使用，直接提交一个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共同组成的小组(从而可以达到协调的目的）；理由可以有若千项（主要是现有 

的四项，可能增加上文第S 2段提到的另外两项）.联席小组可以筒单地拒绝 

复核该项判决；可以有权维持或变更判决，如果它认为在所据以提出异议的任 

一特定理由的意义内存在缺陷；或在罕见情况下，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无论如何，其程序要快速，对当事方不造成负拒，为此目的需特殊规则来规范。 

此种双重制度的拟议方案载于附件一A，经订正的第1 1条和新的第1 1条之

—O

S4.当然，以上提案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替代办法。可以决定完全取消由国家 

提起的复核（第11条订正案文）和/或由申诉人和行政首长进行的上诉（新的第 

1 1条之二）•，或者可以完全放弃现有程序，而让国家也适用新的第1 1条之二所订 

程序.在后一种办法下,联席小组进行拟议的实质性复核的功能可以取消，而只作为通 

向国际法院的渠道，或者取消其作为渠道的功能，而让小组成为受理上诉的最 

高机构。最后，可能需要规定复核申请书审查委员会必须取得联席小组的咨询意 

见，而不仅仅让委员会自行决定是否这样做。

S5•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对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的复核方面的各项考虑大体上也 

同样适用于有关联合国本身的判决以及有关参加共同制度的其他各组织的判决。因 

此，附件一,A部分第14条建议的新的最后条款中特别提到第1 1条和第1 1条之二， 

使服从行政法庭管辖的各组织在这些条款方面也较易于行事。此外，附分第 

5段提议大会应作以下肆议,即：接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各个组织也规定适用复 

核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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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由于联合国和劳工组织结构不同（特别是联合国没有一个类似于理事会的 

机关），二者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所根据的基础也有一些不同（例如劳工组 

织就不能设立“要求复核行政法庭判决的申请书审查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两个 

行政法庭所作判决提交国际法院的办法不可能完全取得一致。因此，尽管劳工组 

织建议设立一个与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所述者完全相同的联席小组（参看附件一 

A提议的第1 1条之二第3款），但其功能会有一些不同一一它只是就提交国际法 

院的案件向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理事会和联席小组之间除了较为机械性且有拘 

束力的关系之外，其余部分相当类似于审查小组同复核申请书审查委员会之间将会 

保持的非强制性的关系（附件一,A部分，第n条第2款，第一句建议增添的部分，和 

第1 1条之二第4款(a)). 为了确定两个行政法庭规程所将设立的联席小组的法 

律地位起见，建议附件一，縐分新的第1】条之二第4款(b)项对此加以说明。

2。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案件的复核

S 7 .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4 8条(C)款，联合国行政 

法庭规程第1 1条规定的复核程序似乎不适用于联合国行政法庭在一个不服养恤 

金委员会决定而进行的诉讼中作出的判决。此外，养恤基金的成员组织之中凡与 

联合国订有协议，表明它们在养恤基金案件中接受行政法庭管辖（养恤基金条例第 

48条⑻⑴的要求）者，在协议之中已具体声明“行政法庭的判决应为定案，不得 

上诉”，这项规定显然是要排除第1 1条的程序。在不服养恤金委员会.所作决定 

的上诉案件中要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的申请将会引起一些复杂问题；所述判 

决的主体是联委会作出的决定（而非秘书长的决定），那么联委会是否具有以及在 

何种程度上具有第1 1条规定秘书长所具有的职能。

SS .到目前为止，不服养恤金联委会所作决定的上诉案件多半只涉及及个别申 

诉人的问题，但将来总会有一些上诉案件牵涉到较多人数的当前或未来受益人，因 

而有可能涉及养恤基金资源中很大一笔款项。上文第至74段所论述的许多理由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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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有限的机会来对与行政首长所作决定有关的行政法庭判决进行复核，这

*砷由也同样适用于与养恤金委员会所作决定有关的判决。

.因此建议如下：

⑻《养恤基金条例〉涕招条(c激按照附分所列决议草案第4段加 

以修订，使下文㈦分段提到的条款能够适用。按照《养恤基金条例》第4 9 

条⑻款的要求已同养恤金委员会就提议的修订进行了磋商，并已达成协议，•”

⑽关于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的各项规定（即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 

第i i条和提议的第1 1条之二）以及规程第1 2条所订或提议制订 

.的各种判决后程序的适用性应该在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提议的新的第2条之三 

第1款第二句中明白加以规定；这样，目前只出现在《养恤基金条例》第4 8 

条中与联合国行政法庭有关的规定至少将以参照方式列入联合国行政法庭规 

程。该句“比照适用于”等字表明在复核养恤基金案件的判决时，至少应 

在某种程度上以养恤金委员会取代秘书长；取代的程度将在复核申请书宙查委 

员会的议事规则以及提议的新的第1 1条之二第(3)款最后一句要求制订的联席 

小组议事规则内作出规定。

⑹上文(b)分段所指该句列于方括号内的最后条款暂时提议基金的各成员 

组织（联合国除外）仍应能够自行决定是否订立不受此箬条款限制的协议》囡此， 

附件一，c部分第5段应载有一顼大会建议，反对这种自由选择权的行使。

3。国际法院的程序

90 .对目前由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来进行复核的制度所持反对意见之一是法 

院程序可能被截短〇 由于个别当事人不可能通过其辩护人向法院作口头陈述，大 

会在制订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 1条的一项决议中（第957(x)号决议，第2 

段）建议：遇有此种程序时，不应由会员国或秘书长向国际法院作口头陈述〇 秘 

书长和所有有关国家至今为止一直遵守这项规定，但有人表示不安，认为这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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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了法院的判决程序有些情况下，为了适当说明案件必须要听取口头陈述， 

因此整个程序就决定于国家的态度如何，它们可以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六 

条第2项坚持行使其作口头陈述的权利（这就会造成权力与当事人相对抗的不平等 

现象，而几乎必然会由法院放弃诉讼程序）。

91 •但这整个程序限制看来是不必要的• 根据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1 

条第2款，秘书长有义务在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案件中，将法庭判决的当事 

人的意见转达国际法院。到目前为止，根据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 1条提 

交法院的“上诉”案件以及根据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提交的一个案 

件转达当事人意见的方式都是由有关的行政首长（分别为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 

织总干事）把当事人或其辩护人送交的一切书面陈述不经过任何校订或删改直接呈 

交法院。照此同样方式，如逬行口头陈述，当事人选定（并经法院同意）的辩护 

人可作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来陈述当事人的意见。对于这项建议，法院院长表示: 

“法院在若干场合强调过必须坚持当事各方地位平等原则，今后每一个别案件中将 

继续依照此一原则决定其裁判程序”•

92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 1条不论是否维持原案文，或是限制为纯属 

国家提起的程序（上文第S 3段(a)的提案）或是采用一种新的提交法院的方式（上 

文第S 3段⑼的提案），大会可能都要考虑按照上文第9 1段末尾所述更改第957 

(X)号决议的建议.这项建议应订得较为广泛，以便同时能适用于根据劳工组 

织行政法庭规程第亍二条提起的复核程序•一项提议的案文载于附部分草案 

第7段.

H.行政法庭之间的合作

1. 一般性建议

93 •行政协调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参看上文第2段）载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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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可订立某种夹型的联合办法，使各行政法庭能够用以解决与共同制度有关的 

法律问题（见A/C.5/34/31 ,第1 2段）• 为此目的，以下各种月行办法都应 

加以考虑：

⑻纯粹以非正式的联系（或许通过行政法庭法官的经常或特别会议）来 

解决与个别事件无关的共同问题；

⑼联合行政办法，例如用以编制判决书索引或汇编；

⑹交换有关各行政法庭判决规程的资料，不论是否涉及个别案件；

(d)由一个行政法庭正式向另一法庭征求意见；

⑻共同审理相关案件，即同一当事人控诉不同组织但诉因相同的案件(例 

如，控诉雇用组织和养恤基金），或渉及不同当事方而基本上属于相同问题的 

案件；

(f)设一联合机构来审理上诉和请求咨询意见的案件，如上文第7 7, S3 

⑼和2 7段的建议.

上述可行办法(aUb_c)—般不需要任何结构，也不需要行政法庭在其规程或 

规则内正式认可，但可以由大会特别予以鼓励，附件一,汾草案第S和9段作了这样 

的建议；但其中关于设一名襄审官的具体建议（第95和96段加以讨论）可反映在 

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内(参#附件一，与I汾提议的新的第ô条之二）• 月行办法(d服 

月能需要修订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以便向另一方提出请求和答复所收到的请求； 

可行办法⑹可通过两个行政法庭的规则内的适当条款来作安排，但很可能也需要规 

程上的修改；预料不会经常发生使用这两种办法的情况• 最后，可行办法已包

括在附与盼提议的新的第n条之二第3款以及暂时提出的第2条之四的条文内,

2.襄审官

95 .协助管理两个行政法庭或其中任一法庭日益增加的繁重工作并使两个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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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规程趋于一致的办法之一就是任命一名或多名“襄审官”• 这种官员在一些 

国家高等法院以及国际法院，例如欧洲共同体法院的指派下担任下列职务.•协助他 

们受命任职的法院内的法官对提交法院的所有案件或部分案件逬行公正且深入的分 

析，使法官一当然一切判决权力仍在法官手中——能得到有关法律和法例的一份 

全面的研究报告；所有各种管辖制度，包括联合国共同制度内的法律和法例都是日 

益增多.在行政法庭内，我们习以安排对一个或两个法庭视其个别需要分别任命 

一些襄审官，也可以任命一名襄审官或一个襄审官联合小组同时协助两个法庭的工 

作。襄？官不论是全时工作或开始时非全时工作，他们将对法庭法官在其相对而 

言短暂的开庭期间有限的时间内所能逬行的研究给予补充，特别是使各法官同另一 

法庭保持非正式联系以便促逬两个法庭法学原理的协调。

96.襄审官职位虽然并没有打算立即设立，但目前正在对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 

逬行重大修订，这是个少有的机会，可以在两个法庭的规程内列入相应的条款以便 

时机成熟时据以任命襄审官.根据附件一A提议的新的第5条之二（该条将以有 

关_条第2款(a)项补充)，该项规定执行之前需要有关的行政法庭或两个行政法庭共 

同制订以下各项规则：襄审官的选任、任用条件和职务；主管预算当局所将作出的 

适当财政安排；以及对个别任命所需取得的法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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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结果由国际法院提出1 982年7月20日的咨询意见（《要求复核联合国行 

政法庭第2 7 3号判决的申请书，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案例汇编，1 9 8 2》， 
第3 2 5页）.

2应联合国行政法庭要求，法庭评论意见全文载于本文件附件二。

5 A/C. 5Z39ZSR. 33 ,第 2 至3 0 段；SR. 4 2 ,第 7 段；SR • 46，第 

5 4 段；SR • 39 ,第2 7 至1 S 段；SR • 52，第 6 2 至 6 5 段；A/C. 6/ 

39/SR. 64 ,第 7 7 段；SR. 66，第 2 2 至 i 3 段。

* 劳工组织GB. 2 j[号和GB. 2 2 9/^人力号文件。

，在联合国行政法庭内，上诉（复核的申请）总会备案，除非是控诉行政首长的 

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案件，案件名称和判决如此说明者（例如，某人诉联合国 

秘书长）.在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内，上诉是对雇用组织提出，尽管判决本身 

的名称只提到申请人的姓名（例如，某人案).这一程序上的差异似乎没有 

必要加以协调，如要协调的话，最好是两个行政法庭内的上诉案件均为对组织 

提出，判决的名称采用以下形式：某人对组织（载列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各次开 

處所作判决的小册子就采用这个形式编排其目录）•

6联合国行政法庭向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开放，包括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

难民专员办事处等辅助机构雇用的人员在内，但不包话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地区 

工作人员（约17, 000人）该机构《工作人员条例》观定设立“ 一个特别的判 

决员小组”，工作人员可向判决员小组表示对行政决定和纪律措施不服（适用 

于地区工作人员的近东救济工桂处工作人员条例第11。2条）；也不包括国际 

法院登记科的工作人员，其工作人员条例（暂时通过的第2i条和附件六）规 

定争端首先提交由国际法院指定作为工作人员上诉案法官的该法院法官一人， 

必要时再提交法院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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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参看：例如c_〇liy—Battisti (第7号）对稂农组织案（劳工组织行 

政法庭判决第4 0 3号）；Garcia和Marquez (第2号）对泛美卫生组织 

(卫生组织）案（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第4 9 6号）•

8联合国行政法庭确认它没有能力应秘书长的要求提供咨询《见它拒绝建议 

秘书长是否采取某一行政措施（偿付养恤基金一次总付的款项之中一部分的所 

得税的办法予以取消），随后在Powell对联合国秘书长案（判决第2 3 7号） 

中经过审查.劳工组织理事会相工作人员工会通过该组织总干事向劳工组织 

行政法庭要求就以下冋题提供咨询意见.•总干事是否能够不同工作人员工会协 

商即减少它同工会议定的曰内瓦一般事务人员的薪金；法庭三名当事法官以个 

人身分提供了咨询意见，该意见不视为法庭的行动.

’但联合国行政法庭认为，即使有关的上诉机构一致认为某一上诉无意义，因此 

法庭无需就案件本身逬行审查，法庭仍然可以考虑该联合国机构的结论是否由 

于某些不正常情况而失去效力，参看Bartel对民航组织秘书长（判决第259 

号）；Marrett;对民航组织秘书长(判决第2 8 8号）加以确认.

,0通过“介入”程序进行的此种多重行动已成为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惯例；除其 

他外#看：miss对欧洲专利组织案（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第3 6 9号）， 

计有3 1名介入者；Be nard和Coffin。对国际贸易组织Z关税和贸易总协 

定案（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第3 8 0号），计有1 3 4名介入者.

"参看：例如Powell, Carlson, Masjello等案（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 

第237 — 239号）以及Mortished案(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第2 7 3号）. 

u在少数几个案件中，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向未莸胜诉的当事人偿付费用（例如 

Harpjgnies,判决第1 8 2号），因为法庭认为这些申请提供了具有特别 

重要性的法律或政策问题》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受理控诉教科文组织案件时作出的判决，咨询意见，国呩 

法院案例汇编，1 9 5 6年》，第7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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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行政法庭给付偿金的判决的影响，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I 9 5 4年》，第4 7页.

《要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1 5 8号判决的申请书，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I 9 7 3年》，第1 6 6页.

《要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2 7 3号判决的申请书3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I 9 8 2年》，第3 2 5页.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9号》（A/39/9和Corr. i) 

第i 2 2段，和附件九。

《要求复核第2 7 3号判决的申请书》，前引书，Mosler法官的单独意见，

第2节，第三段，第3 5 0 —3 S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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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r

坳
〕

sl

M
Ÿ
f
ÿ

-

I
 
-

 
H

f
r

〔
奴
嘭
fc

M
〕睬

鐵

胡

r -v'

cvl

〕叫

s0
〔
%
é
r

î
a3

鹧
爾
谁
但
柘
(N 

嫉

崦s

嫉
《渺
韜
》拦
睬

^
#

袜
璐
蚊

Y

焯

&
J

^:i

¥
ï
^

-<

ÿ
ï

ÿÿ
 

宕
实
溆
窑
隹

眯
故

*-
氷
悴
举
鹧
弈
踩
E
¥
扭
奴
龙
fc

4m
睐

 

c

®
nïï

实
溆
娜
契
欹
〕墩
谀
。〔

I

〕
(NI
丨

崦S
Z

姝

麵
碟
瘁
诛
•

料Y

嫉

聆

*-
窑
步
爾
擦
米

‘.
.

<

 .

-
.
.

_
_

 
— 

.

 
.

 
,

•
 

_

_
_

 
i
»
'
i

H
.
f
e
.

 
r
 
-
!

•
•

1
 

-
:
-
s
 
r
,
!
.
-
!
-
-
 
^
 
.

—
.
-
.
I
.

《
军
崦
，
蝴

M

^
W
Y
#
H

wi
¥

SCT¥
ï^*ïvï



A/40/471
Chinese
Page 80

-
-

I
s

(u

。
疟

#
盔
迕
勑
茗
唭
妳
茗

 

綦
刼
圯

_
氷
柘
s

^
韜
友
u
/̂

硌

？

姝

pq*
〕

u

 

(
装

*-
盔

-<
^

女
 

K

1
HB:
Y
#
T
 

)
fc

银
 s

^r

弊
盈
奴
感
彰

 

择

o

丫

(
d
)
v

CNl

嫉
崦
？觫

 IT

衆

*v

(
4
#l

s

_
】

•U
。1|

亩
窑
奴

W

矣
崦z

嫉

《
鸱
韜
》
苌
草
索
长
阳
财

_

c
汨
軚
聆
怪
丨
吹
窑

ÿ
ÎE

ÿ
 

蛾

ŸÏÏ

SIW
^^

YS^TT。
赵
！Bisl

姐

(
鄹

)
崦
寸

cv]
_



A/40/471
Chinese
Page 81

容
伞
盔
埏
谢
舊
贮
塚

_
H

%
脸

M
M:
^

。I

〕

u

莰
漱
愈

冢

無
(
v
rj

)
姝
崦

6

姝
勑
瓖
逛
锯

•

 D

e
fc

爾
窑
赴
製

#
黎
起

 

奴
察
彰
麵
(f)

浓

崦

？
 r

疯
骝
赛
」

u
^
^
s

-!4:
^
^

#<

ë

奴

赛

趑

韜
(I

(
激
)(栌

料
恭
窑
窣
衮

)

Y
脒
SI

M
龙
德
fcl

塚
刼〇

：#
 

扒
艉
盔
煺
谁
谘

#
画
4

審



A/40/471
Chinese
Page 82

C .大会决议草案的要点

调和并进一步发展囿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

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规程、规则和办法

女会

回顾其1949年1 1月24日关于设立联合国行政法庭和通过法庭规程 

的第3 5 1 A (工V )号决议以及修正规程的1953年12月9日第782 

B ( V ill)号决议和1955年11月8日第957(X)号决议，

收到了秘书长依照1979年12月17日第34/43 8号决定和1 9 

81年12月18日第36/45 3号决定，1 9 8 2年1 2月1 7曰第37/ 

1 2 9号决议和1983年1 1月25日第38/4 0 9号决定以及2 9 S 4 

年1 2月2 S日第39/450号决定就本主题提出的报告（A/40/47i ),

审议了 1 9 8 4年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报告内的有关部

分，”

1.决定修正联合国#政法庭规程,从1 9 8 5年1月1日起对行政法庭 

该日后作出的判决开始生效5正如秘书长报告附件一A所指一样；

2 . j联合国行政法庭考虑依照秘书长报告附件一，B部分提到的各点修 

正法庭规则；

3. 建盈国际劳工组织考虑修正行政法庭规程并建议法庭依照秘书长报告 

提到的各点修正其规则；

4. 决定将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4 8条⑹款修正如下： 

“根据行政法庭规程的有关规定，其对按照本条提出的申诉的任何判

决应是终局判决而且不得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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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又建议联合国行政法庭按其规程第2 4条授予权限的各组织以及按照 

合办养恤基金条例和按照1952年Ü2月22日第6 7S( VIE )号决议对合办 

养恤基金案件接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各组织，在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2 2 

条和第2 2条之二所提到的要隶复核法庭判决的审查程序方面亦应当如此进 

行；75

6. 决定由第六委员会审议联合囿行政法庭法官的饪命”〔并应考虑到候 

选人执行司法任务的资格及其在国际行政问题或国际劳工问题方面的经验〕；”

7. 撤消其第9 5 7 (X)号决议第2段内提出的建议，但有一项谅解是， 

应由国际法院按照其规约和规则来决定其自己对每一案例应采用的程序；78

8. 建议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通过会议和其他办法继 

续进行非正式接触以解决共有的问题和就其各自的判例交换资料，并考虑设立 

联合行政机构以编写判决的索引或汇编

9. 遣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协助两个行政法庭执行上述第 

8段载明的各项建议；”

〔10.请秘书长研究如何确保各1Ü本法院承认并协助执行有关雇用组织的 

要求的行政法庭判决问题。8°〕

注释

'编辑上的改动。

2尽管本项规定显然范围广泛，但是，就其起草的历史及联合国行政法庭事后 

的解释来看（特别是金普敦诉联合国秘书长（第115号判决书），本项只 

提到官员的一些受益人（即指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二条（6)款㈦项 

所指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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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清楚起见，拟议列入现有规定的大部分条款都在本萆案内编上临时号码; 

如果通过拟议的修正案，则依次重编号码。

4见上述评注第1 7段。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注释提到的各段均是本文件 

内的该节。

5见第19段。

6见第2 1段。

7拟议删除一条没有现时意义的暂行规定。

8 虬第3 0段。

’为消除这种不正常情况，即行政法庭有一大部分的管辖权，同联合国合办 

工作人赁养恤基M关的管辖权，行政法庭规程根本没有提到，因此提议另加 

新的第2条之三，其写法要能使得养恤基金条例（目前是第4 8条）的有关规 

定如有任何修正，一般无须进一步修正法庭规程。 

w见第8 9段。

" 本款编纂了现有的实践。

12见第2 8段。

° 见第1 0段。另一个选择办法是，将括号内的字句加入附件一C部分提出 

的大会决议萆案第6段。

正如联合M行政法庭所提议的（附件二第2 1段），这里显然是要澄清国 

际法院咨询意见就莫蒂谢德案件提出的一个间题(前引，第3 7 5第3 3 

—35 段）。

'5见第12段。

w兹提议按逻辑次序改编第3条第3、5和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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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提议把现有的第3条第4款变成第5条的新的第一款第一句，这样似乎比较合 

乎逻辑。

这是为了澄清行政法庭法官免职的程序，就象提议在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内 

列入一条新规定一样.

就象联合国行政法庭提议的一样（附件二，弟2 2段）•

提议另加这一但书以确保同第14条倒数第二条款取得一致，并考虑到新提议的第 

2条之二的第2款。

见第9 4段.

根据提议的新加第5条之二.

见第4 2段。

根据提议新加的第2条第2款A而扩大行政法庭的管辖权（见第1 5_ 1 6段 

根据暂时提议新加的第2条之二而扩大行政法庭的管辖权（见第3 0段）。 

根据提议新加的第2条之三（见上注9 行政法庭规则第八章已载有此类规

定。

根据暂时提议的新的第2条之四•

田于应用现有第1 2条的次数愈来愈多，而且又提议新加两款规定成为第3和 

第4款，因此宜于指导当事各方有关在行敗法庭展开和进行判决后程序的方法。 

根据提议新加的第9条弟2 A款^ 见第6 4段.

根据提议新加的第2条第2 A款，但不得适用第7条.

见第3 5 (a汾段.

根据大会第35/219A号决议第1段•正如将提议的，行政法庭今后采用的语 

文应始终自动配合大会使用的语文（目前是V520/Rev.l4,第5 1条规则 

提及的六种语文）。

既然第9条现有的第1款第二句和后来几句均不得适用于按照新提议的第2条第 

2 A款或按照新提议的第2条之二提出的请求，则提议将该句个别列为第9条 

的新的第1 A款，只可以适用于按照第2条第1款提出的申诉•

A/40/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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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见第5 3段《

”见第5 9⑼分段。

M见第6 0段。

57为扩大本项规定的适用范围，即亦可适用于按照新提议的第2条第2A款和新 

提议的第2条之三提出的请求，则提议换掉弟2条(1)款弟二句内的短句•

58见第4 7段#

w见第6 4段及注2 3至第6 1段.

4°见第3 5(b)分段。

41部分根据提议第2条新加的第2 A款(c)项及第2条之三（第2条之三可能导致 

联合国不为其中答辩人的诉讼）及部分根据第1 4条拟议的修正。

42根据提议新加的第11条之二.

〇见第72—73及第S3哞煅，

“见第S 1和第8 3咩)段. ______

”根据要求复核行政法庭判决的申请书审查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二条1款规定（A/ 

AC. g6/2/Rev. 3 ), “应将法庭程序谷方当事人收到判决的日期视为判决 

的日期；这个日期应推定为法庭执行秘书发出该判决书复制本之后两星期”。 

此外，委员会也同意，该日期“应仅属推定的期间，从而使审理程序的任一方 

当事人均有机会证明实际收到行政法庭判决书的日期已迟于执行秘书发出该项 

判决书后两星期”（同上注2和A/AC. S6/2S ,第4段）。

46兹提议今后应向法庭（即其执行秘书）提出原提交给申请书审查委员会的申请 

书，一如拟议的第1 i条之二第1款所规定的向联席小组提交申请书的情况； 

这就是说，委员会不再需要有它自己的秘书。

47根据前注4 5提到的同一规定，“以〔要求复核判决的申请书审查〕委员会 

秘书将申请书复制本送达委员会成员的日期为申请书的收到的日期。”

48见第S 3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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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增列是为了确保注45和注47提到的规则有效。

为了取得一致及为了考虑到联合国不为被告组织的情形（根据提议的第2条之 

三或根据第1 4条）•

括号内的字句并没有在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第1款出现，但该规定却 

列入了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1条第1款以配合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早先的规

定。

见第82和第S3⑼段。

见第77和第S3⑼段•

见第SO和第S3⑼段，

见第S3⑼段，

见第S 6段。

既然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变更判决结果的程序与更正错误的程序不同，有人提议 

将现有的第12条分成两款；这一改动尤其适当，因为新的第3和第4款拟议 

新加两项判决后程序.

见第66段。

见第67段，

见第6 9段^

第14条的主要目的在于允许联合国行政法庭也为共同制度内其他组织服务，

因此提议不具体注明专门机构（其中有些例如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会不采用共 

同制度），并取代目前划定共同制度内成员关系的标准（即接受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章程），因为其中也包括非属专门机构，例如原子能机构的组织。除 

了共同制度内无须大会进一步采取行动而接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组织以外， 

有人提议行政法庭也可以向大会所指定的其他lil际组织开放。

见第1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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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按照第i 4条接受管辖的组织得以注明它们使用与下列有关的规定的程度：

(a)除工作人员提出申诉以外的其他诉讼程序（第2条（2 A )款）；

⑸雇用组织对工作人员的要求（第2条之二）；

㈣内部上诉程序（第7条）；

⑴补偿与费用（第9条）；

(句判决的复核（第11条和第11条之二）•

64根据对规程第3条第1款提出的增列.

65根据对规程第14条提出的修正（见上注6 i )»

66根据提议在规程增列的第2条第2 A款和第2条之三•

67按照养恤基金条例第7条(a激任命的养恤金联委会秘书是最适合一个机构的行政 

首长者，并是按联合国行政法庭规则第3 〇条发出的通知的适当人选•

68见第42段.

6，为反映出《联合1Ü工作人员细则》第8. 1⑼条的新措词》

T°见第45段<>

”新提出的规程第6条第2 (f)-(k)项和第2 (a)项提出的新规则（见上文注2 2和 

2 4 至2 9 )。

72见第9 3段(e)和第9 4段。

7,《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9号》（A/40/9 )。

74见第S 9 (a煅.

”见第S 9 (c股.

T6见第1 0段，

77见第10段.本案文可作为提议对条例第3条⑴款（见附件一，A部分）增列 

的措词的备选案文。

78见第92段。

7，见第93 (a) —⑻和第94段.

见第3 0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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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联合国行政法庭针对法律事务厅题为“调和并 

进一步发展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规程、

规则和办法：提议草案”的说明提出的意见*

1 .行政法庭欢迎大会研究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调和两个共同制度行政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同时改善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和规则。如果大会决定继续讨论本项主题, 

行政法庭将乐意回答各成员国提出的问题，并可能对各方面发展情况提出口述的 

意见。本行政法庭还提议邀请行政法庭规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即i 950年到 

1 9 8 2年担任法官，并曾经担任两期庭长重任的保罗.巴斯蒂夫人出席，•她可以 

对法庭许多方面的工作和问颗提出宝贵意见。

2.法庭的组成（第9—14段）。法庭无法同意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应在 

其各国家担任高级司法职务的想法。即使就国际法院而言，这种资格的限制也过 

份，如果真的实行，联合国行政法庭就会失去一些最杰出的法官。因此，行政法 

庭认为，应该保留规程第3条的规定和办法。

3 .行政法庭也无法支持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法官应由秘书长提出而不采用现行 

提名和选举办法的提议。行政法庭最好保持独立，至于加强秘书长挑选法官的任 

务，则并不适宜，因为秘#长毕竞是联合国行政法庭接到的大都分案例中的答辩者。

4 .管辖范围（第1 5 — 3〇段）。行政法庭不反对将其管辖范围扩大到⑻ 

虽然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但是具有给薪职位的有限的特殊类别官员，;⑼顾问和其 

他特别事务合约持有者和⑹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和工作人员企业的雇员。但是，法

* 这方面意见是根据本文件的原件，因此除非段次已按照本文件调整，否则没有 

把事后作出的改变，不论是针对意见还是针对其他问题提出的反应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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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对“其他合同争执”具有管辖权的提议，则持有相当大的保留，因为提议内没有 

说明“其他合同争执”；但是如果主要性质是商业而不是人事或行政，则可能使得 

行政法庭卷入一个十分不同的领域。

5 .行政法庭对于应授权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秘书长要求下提出咨询意见的提议， 

有助于改善秘书处的行政管理，相当怀疑。秘书长在对难题或有争议的事情作出 

决定之前，最好不要先诉诸行政法庭，这样使得行政法庭干涉秘书处的事务。行 

政法庭认为，最好限制其作用，仅事后就秘书长的决定提出的不服进行审査，就 

像大会成立以来的情况一样。

6 .诉讼的先决条件(第31-35段）。行政法庭对联合申诉委员会是否应当有权 

咀止某项申诉送上联合国行政法庭表示置疑，如果申诉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申请 

“明显缺乏法律根据。”从纯法律观点来看，最好让行政法庭根据其法学原理，对 

某项申诉是否具有法律根据作出最后的决定。

7. 至于是否应授权行政法庭对某一项申诉收取费用，即使限于一个月的净收 

入，也是一个疑问，因为联合国行政法庭处理的许多案例涉及一些不再在联合国服 

务的人士，换句话说，这种情况下，就难以收取费用了。

8。 ̂ (第36 — 45段）。行政法庭没有意见。

9 .补救办法(第46 — 64段）。从行政法庭的观点来看，似乎没有必要将 

它可以补偿的金钱数额从两年的薪给提高到三年的薪给，正如世界银打法庭（劳工 

组织法庭没有限制）；自从1 9 5 0年以来，联合国行政法庭只有一次例外援用规 

程杈力，使补偿金额超出两年基薪净额。这是一个政策问题，部分得看大会追求 

“调和”的程度。

ia提议将新的第2 A款列入规程第9条以作为发给申请人的费用标准，似乎 

过份复杂。如果确实需要改变，则最好采用向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提出的改变，即

把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修订为“法庭如判定申诉确具充分或部分理由，即得判决申 

诉人应获得在法庭提起诉讼所生合理费用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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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判决后程序(第65 — 69段）。行政法庭同意这样一个建议，即允许 

要求对一判决作解释或澄清，但应加上一年期限。

12. 复核行政法庭的判决(第— 92段）。行政法庭认为对复核其判决

有关的事项采取缄默措施是妥当的。

13. 行政法庭对法律事务厅提出的许多提议进行了审议。它回顾，大会就 

国际法院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而制订的现行制度，已证实可行和有用。在 

法斯拉和莫蒂谢德二案意见所反映的法院的最高权咸P,向行政法庭表明:应当保留 

法院的作用。第il条之二提出的制度以及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要求经“调和”作 

出的改变，可能产生更多新的难题。

14/行政法庭认为，应保留现行制度，以便各成员国、秘书长或申诉人要求进

行复核。

15。-法庭还注意到，在普通情况下，申诉人可以诉诸联合申诉委员会的详尽的 

申诉程序。

16/似乎没有必要像法律事务厅在第1 1条之二所建议的，以“审查小组”的 

形式（包括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法官）另加一层机构，因为，这 

样一来，司法程序需要更多的费用和时间。

17。行政法庭特此提请注意，应极力减轻联合申诉委员会业务上的困难。申诉 

委员会是审查工作人员就不遵守工作合同和委任条件提出的控诉.长期以来，纽 

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的各个申诉委员会都在工作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人力财 

力和行政资源不足.行政法庭的许多判决都回顾了“推迟判决即否定正义”的格 

言.I 9 8 4年春天，行政法庭对联合申诉委员会（日内瓦）进行了五年之久的 

一个案例作出了判决，没有把延误归罪于有关工作人员。行政法庭还认识到，纽 

约的人事事务厅只指派极少数工作人员代表行政当局编写答^，这是很不实际的作法， 

使得他们无法及时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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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因此，行政法庭要求各联合申诉委员会均应获得足够的资源以便实现大会 

在3 5年前通过《工作人员条例》第J条时所确立的目的。虽然行政法庭能够 

跟上工作的步伐，但是联合申诉委员会却无法及时合理完成任务，对联合国工作人 

员、申诉体制及联合国都有害。

ia行政法庭之间的合作（第93 — 96段）•本行政法庭欢迎并鼓励联合国

行政法庭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法官和秘书处加强联系，以解决共同问题• 它赞 

成联合国行政法庭春季开庭期间定期举办一次联席会议，Ip果两个行政法庭都在同

—城市（日内瓦）开庭》

20。行政法庭还认为，应当考虑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联合国行政法庭合编判决 

汇编或索引，可能十分有助于调和购个行政法庭的工作.

21. 其他事项.行政法庭已长久认为应指派第四位法官，在某位法官不能工 

作的特殊情形下，作为候补人选.如果大会另行修订规程，则行政法庭建议把上 

述一点列为对规程第3条第i款第二句的修订，即“任何特定案件均应由法官三人 

开庭审理，但庭长得指派第四名法官拒任候补法官，于另一名法官不能够出庭时享 

有表决权。”

22. 为加强行政法庭的独立，有人认为，如要另行修订规程，则应当明确规定， 

在委任条件和实际委饪执行秘书和工作人员方面应得到行政法庭的同意，而不完全 

由秘书长指派，因为秘书长是行政法庭大部分案例中的当事人之一 • 执行秘书和 

工作人员是一个司法机构的官员，必须享清超出司法程序当事人的必要的独立。因此，建 

议大会考虑根据上述要旨在规程第3条第4款规定增列下列几点：

“执行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应是委任的;相关的委任条件应由行政法庭协同 

秘书长加以确定.执行秘书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只应对行政法庭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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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

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国际劳工组织 

行政法庭的管辖衩

A.联合国行政法庭对所有工作人员的争执

联合国a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B。 联合国行政法庭对养恤金联委会的决定

国际法院书记处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保存和恢复文化财产国际研究中心b

C. 联合国行政法庭对养恤金联委会的决定， 

以及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对所有其他工作 

人员的争执

国际劳工组织e 

联合国稂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联合国0 :

(民航组织）

(海事组织）

(国际法院书记处）

(农发基金）

(保存和恢复文化财产国际研究中心）

(劳工组织） 

(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 

(卫生组织） 

(电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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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知识产杈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

(气象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原子能机构）

(:贸易临#委会Z总协定)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对所有工作人员的争执d

万国邮政联盟 

欧洲核研究组织b 

欧洲空中导航安全组织b 

欧洲专利局b

欧洲南部天文台b

铜出口国政府间联合委员会b

欧洲自由贸易协会b

议会间联盟b

欧洲分子生物实验所b 

世界旅游组织b

非洲发展事务训练研究中心b

国际铁路运输总办事处b

连续出版物国际登记中心b

国际兽疫局b

(邮政联盟）

(欧洲核研究组织）

(欧洲空中导航组织）

(欧洲专利局）

(欧洲南部天文台）

(铜出口国联委会）

(欧洲自贸协会）

(议会间联盟）

(欧洲分子生物实验所）

(旅游组织）

(非洲发展事务训研中心） 

(铁路运输总处）

(连续出版物国际登记中心） 

(兽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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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国际法院书记处（见B部分）和近东救济工程处（见评注，注1 1 )除外。 

没有参加联合国共同制度。

也是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对劳工组织的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和一些私人的法律合同8

这些组织都不是联合画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成员。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 

护组织没有参加联合国共同制度，它是基金里唯一尚来同意提交有关养恤金联 

委会决定的争执的成员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