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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84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彼得·纳吉先生(斯洛伐克) 

 一. 导言 

1. 题为“国内和国际的法治”的项目是根据大会 2016 年 12 月 13 日第 71/148

号决议列入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在 2017 年 9 月 15 日第 2 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该项目列入大会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 2017 年 10 月 4 至 6 日及 11 月 10 日第 5 至 8 和 30 次会议上

审议了该项目。各国代表在委员会审议该项目期间所阐述的意见反映在有关简要

记录中。1
  

4. 在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面前有秘书长关于加强和协调联合国法治活动的报

告(A/72/268)。 

 二. 决议草案 A/C.6/72/L.17 的审议情况 

5. 在 11 月 10 日第 30 次会议上，列支敦士登代表以主席团的名义介绍了题为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的决议草案(A/C.6/72/L.17)。 

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A/C.6/72/L.17(见第 9 段)。 

__________________ 

 1 A/C.6/72/SR.5、A/C.6/72/SR.6、A/C.6/72/SR.7、A/C.6/72/SR.8 和 A/C.6/72/SR.30。 

https://undocs.org/ch/A/72/268
https://undocs.org/ch/A/C.6/72/L.17
https://undocs.org/ch/A/C.6/72/SR.5
https://undocs.org/ch/A/C.6/72/SR.6
https://undocs.org/ch/A/C.6/72/SR.7
https://undocs.org/ch/A/C.6/72/SR.8
https://undocs.org/ch/A/C.6/72/S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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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决议草案通过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解释了立场。 

8. 该决议草案通过后，以下代表发言解释立场：澳大利亚、欧洲联盟(代表其

成员国)、奥地利(亦代表阿根廷、巴哈马、比利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法

国、危地马拉、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荷兰、秘鲁、菲律宾、罗马尼

亚、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和瑞士)、加拿大、新西兰、芬兰(亦代表冰岛、丹麦、

挪威和瑞典)、俄罗斯联邦、乌拉圭、古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荷兰、危地马

拉、苏丹和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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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9.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大会， 

 回顾其 2016 年 12 月 13 日第 71/148 号决议， 

 重申决意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它们都是一个更和

平、更繁荣、更公正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基础，重申决心促使这些宗旨和原则及

国际法获得严格遵守并在全世界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重申人权、法治和民主相互关联、相互加强，是普遍、不可分割的联合国核

心价值和原则的一部分， 

 又重申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普遍遵守和实行法治，并重申庄严承诺维护以法

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样的国际秩序，连同正义原则，对于国家间和

平共处及合作至为重要， 

 铭记联合国支持各国政府促进和巩固法治的努力的活动是根据《宪章》开展

的，强调在应会员国请求时必须通过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来加大力度支持会

员国在国内履行各自国际义务， 

 深信推进国内和国际的法治对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与

饥饿以及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至为重要，并承认集体安全取决于依照《宪章》

和国际法的规定有效合作对付跨国威胁， 

 重申各国依照《宪章》第六章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中不以任何不符合联合国

宗旨和原则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有义务以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和

不损害正义的方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其国际争端，并促请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管辖

权的国家考虑依照法院《规约》的规定予以接受， 

 深信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以促进和尊重国内和国际的法治以及正义和善治

作为其活动的指导方针， 

 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1 第 134(e)段， 

 1. 回顾其在第六十七届会议高级别部分举行的国内和国际的法治问题大

会高级别会议以及会议通过的宣言，2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依照该宣言第 41 段提

交的报告，3 请第六委员会继续审议进一步发展法治与联合国三大支柱之间的联

系的方式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60/1 号决议。 

 2 第 67/1 号决议。 

 3 A/68/213/Add.1。 

https://undocs.org/ch/A/68/213/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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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确认通过自愿许诺加强法治的努力，鼓励所有国家在其国家优先事项的

基础上考虑单独或共同作出许诺，并鼓励已经作出许诺的国家继续交流这方面信

息、知识和最佳做法； 

 3.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加强和协调联合国法治活动的年度报告；4 

 4. 鼓励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高度优先重视法治活动； 

 5. 重申大会在鼓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方面的作用，并进一步重申各

国应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 

 6. 又重申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坚持和促进国际法治； 

 7. 还重申承诺不懈地努力充分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 回顾各

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8. 回顾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期间就“如何进一步传播国际法

以加强法治”分专题进行的建设性辩论 

 9. 确认多边条约进程对推进法治的作用，为此重申支持秘书长组织的年度

条约活动，欢迎秘书处法律事务厅条约科在区域一级及在联合国总部举办关于条

约实践的讲习班，以此作为一项重要的能力建设举措，并邀请各国继续支持这一

活动； 

 10. 重申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登记并公布条约十分重要，表示注意到

秘书长根据第 71/148 号决议提交的关于“审查贯彻落实《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

二条的条例”的报告，6
 并强调指出该条例应对会员国有用且有相关性； 

 11. 回顾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二条有义务向秘书处登记其订立的每

一项条约和每一项国际协定，表示赞赏秘书处和会员国努力支持旨在确保履行这

一义务的活动，包括进行能力建设、出版出版物或提供技术援助； 

 12. 欢迎努力开发和提升联合国条约电子数据库，以此方便上网查阅关于秘

书长的保存职能和按照《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登记和公布条约的全面资料，并鼓

励今后继续做出这种努力，同时铭记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负担得起的获取信息和

通信技术的手段； 

 13. 确认条约科编写的法律出版物的重要性，强调指出需要考虑到这些最新

发展和实践，更新《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人的实践概述》； 

 14. 欢迎法治协调和资源小组和秘书长办公厅法治股与会员国就“促进国际

法治”专题开展对话，并呼吁继续开展这一对话，以期增强国际法治； 

__________________ 

 4 A/72/268。 

 5 第 70/1 号决议。 

 6 A/72/86。 

https://undocs.org/ch/A/72/268
https://undocs.org/ch/A/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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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确认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对推进联合

国的法治方案和活动的重要性，强调应审查进一步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举措，

重点是增加和改进会员国对多边条约进程的参与，并邀请各国支持这些活动； 

 16. 强调指出必须遵守国内法治，需要应会员国请求，通过加强技术援助和

能力建设，更多地支持会员国在其国内履行各自的国际义务，以便建立、加强和

维持积极促进国内和国际法治的国家机构，但须服从国家自主权、战略和优先事

项； 

 17. 再次请秘书长确保加强联合国各实体之间以及与捐助方和受援国的协

调和统一，再次要求更多地评价此类活动的效力，包括提高这些能力建设活动效

力的可能措施； 

 18. 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在这方面加强对话，将国家视角置于法治援助的中

心，以期加强国家自主权，同时承认法治活动必须以国家背景为基础，考虑到各

国法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和其他本地特点，各国在发展法治制度方

面有不同的本国经验，同时也承认以国际规范和标准为基础的共同特征； 

 19. 促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认识到法治对联合国几乎所有活动领域的重

要性，酌情在相关活动中系统地处理法治问题，包括妇女参与法治相关活动事宜； 

 20. 表示完全支持法治协调和资源小组按照现有任务授权，在常务副秘书长

的领导和法治股的支持下，在联合国系统内发挥全盘协调和统一的作用； 

 21. 请秘书长依照其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8 号决议第 5 段的规定，及

时提交下一份关于联合国法治活动的年度报告，以平衡方式处理国内法治和国际

法治； 

 22. 确认必须恢复对法治的信任，作为过渡时期司法的一个关键要素； 

 23. 回顾会员国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提供公正、透明、有效、非歧视、接

受问责的服务，促进增加人人能利用司法手段的机会，包括提供法律援助，鼓励

各方展开进一步对话，分享本国通过提供利用司法手段的机会加强法治的做法，

包括在办理所有人的出生登记及难民、移民、寻求庇护者和无国籍人的适当登记

和文件记录以及酌情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提供法律援助方面的做法和专门

知识，在这方面确认知识和技术的作用，包括在司法系统中的作用，强调指出必

须加大力度向提出请求的政府提供援助； 

 24. 强调指出必须促进分享国家做法和开展包容性对话，欢迎秘书长提出建

议，邀请会员国在非正式会议上自愿交流国家在法治方面的最佳做法以及如何在

联合国法治网站上以电子形式保存最佳做法，并邀请会员国这样做； 

 25. 邀请国际法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在各自提

交大会的报告中就各自目前在促进法治方面发挥的作用发表评论； 

 26. 邀请法治协调和资源小组和法治股继续与所有会员国进行对话，以透明、

包容的方式定期与它们互动，特别是举行非正式通报会； 

http://undocs.org/ch/A/RES/6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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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强调指出法治股需要可持续地有效执行任务，必须为其提供执行任务所

需的合理资源； 

 28. 决定将题为“国内和国际的法治”的项目列入其第七十三届会议临时议

程； 

 29. 邀请会员国及秘书长为将来的第六委员会辩论提出可能的分专题，供列

入下一份年度报告，以协助第六委员会选择将来的分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