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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言

1 . 本报告实际上并未改动曾经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和第四十届会议分别提 

出的两件报告（A/C. 5 / 3 Q / 7 和 Corr. 1 和 A，4 0 , 4 7 I ) , 但却考虑到曾经 

向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的报告（A/C. 5 Z 4 1 Z S )内载的情况以及其后的发展。 虽 

然这一系列大会尚未进行实质性审议的各种报告（见下文第7 至8 段 ）都是按照大 

会的明确请求提出的，而且也是为了照顾大会关切共同制度内两个行政法庭的法学 

原理或惯例可能会发生分歧^但它们却亦应视为关涉到最近对本组织内部申诉程序 

制度实施情况的关注。 1 最后，或许可以指出，曾参与审理亚基梅4猶 案 的国际 

法院的一名法官在其意见书中曾经明确建议大会应该开始审议秘书长有关本专题的 

报告，尽管国际法院和某些法官却论及本报告内所述某些其他的问题（特别是行政 

法庭判决的复核程序）。 2 '

2 • 大会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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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9 7 5 年！ 2 月 1 9 曰大会第3 3/2 2 7号决议，I 节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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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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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3 2,第 i 3 段 ）之后，曾请秘书长和行政协调会实 

行此顼建议，加强共同制度，以期设立一个单一的法庭，并且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见1 9 7 9 年2 2 月2 7 曰第3 4 / 4对号决定）a

4 . 秘书长曾向第三十六届和第三十七届会议报告联合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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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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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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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建议之前所需要的协苘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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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巳进行的有关应该考虑逐步协调或进一步茨展的劳工组织和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 

规则和办法的组成部分的研究报告大纲。因为丨当时他还不能够向大会提出一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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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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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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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就协苘进展情况向大会谷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见 

S 2 年 1 2 月;1 7 日大会第3 7力 2 吟决议。

5 。 秘书处1 9 8 3 年曾向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法律顾冋会议提出了有关上述 

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的研究报告的订正本。 该次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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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有关同一主题的供讨论的文件。 

法律顾问们受到这两个文件的启芡并进行讨论后，巳经就若干旨在改善并（或 ）调 

祁共同制度内这两个行政法庭的诉讼程序的拟议的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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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t：. 5 /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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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S 3 年 2 ! 月2 5 曰 第 号 决 定 >。

6 。秘 书 处 已 根 据 法 ，律顾问们的结论编制了一套主要有夫联舍国行政 

法庭及其惯例的文书的提议。 为了征求其蒽见这些提议后来曾分发给：劳工 

组與、应受联合国行政法庭管辖的两个专门机构和共同制度I内巳授权其工作人员就养 

恤金茱件得向联合国行政法庭提出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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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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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参照下列各机夫和人员所提评论，向它（他 ）们分发了一套经订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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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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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 

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法庭本身4、国际法院院长和书记官长、 

养恤金委员会祕书、国际公务员联会祁独立职工会协调会以及联合国工作人员祁 

:管理当局协调娈员会所设立的一个工作组。巳收到劳工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电信 

联盟）和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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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审 

议了这些意见。

7 . 这样订出的各项提议巳经送交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A/C. 5/ 3  和 

Gorr.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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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会已按照第五委员会的建议（A，3 9 / S 4 2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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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处理本问题（1 9 8 4  

年 1 2 月 1 8 曰第39/450号决定）。

8 . 秘书处在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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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在调和有关两个法庭规程的各自 

的提议方面敢# 了逐一步'的迸展〗这些案文已载入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报告 

(A/4Q/47I)。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大会曾再度决定将审议秘书长该件报 

告一事推迟至第四十一届会议（1 9 8 5 年 1 2 月 1 8 日第40,465号决定）|秘  

书长曾向该届会议提出一件简短的最新情况报告( V"C. 5/4 1/8 ) o 根据第五 

委员会的建议，大会曾决定将审议有关行政和预算协调的项目全部»至大会第四 

十二届会议（1 9 8 6 年 1 2 月 5 日第41/4 4 7号决定）。

9 • 自从秘书长在1 9 8 5 年已就本项目提出报告之后，劳工组织已经进一步 

审议了有关其行政法庭的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其规程和规则及其同联合国行政 

法庭规程和规则取得协调问题  ̂ 特别是* 依据局长在1 9 8 5 年 1 I月向劳工组 

织理事会的方案，财务和行政委员会第2 3 1 次会议提出的一份提议，7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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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三方工作小组i 该小组于1 9 8 6 年2 月和1 I 月进行了会 

商, 以期在国际劳工局的协助下，开会审议针对两个法庭规程的提议的修正案的影 

响和幅度该工作小组对劳工组织的提议做了一些改动，虽然大都仅属起草性质 

者。 s 在大会对向它提出的各项提议进行实质性审议之前，理事会并没有针对工 

作小组的报告或局长的类似提议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理事会1 9 8 6年 1 1月 

第2 3 4 次会议却同意应该提请大会注意该工作小组所采取的初步立场，即原则上 

赞成劳工组织文件内所提议的各项修正案。 ， 这就是本报告的目的之一#

1 0 . 下文评注内所述各项提议载于本文件附件一 A 部分至C部分，其内容如下:

(a) 附件一 A 部分左拦内载有目前买行的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条文（1 9  4 9

年通过，并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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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的文句则加底线，而提议的删除部分则邡括号；某些暂时提出的增加的文句均以 

对相夫菜又加底线并加括号来表示；毎一项改动（除非是编辑上的调|整）均附有一 

个逋常都述及本文件# 注内相夭邵分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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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 

撖后校订外，尚须由国际劳工局局长提交国际劳工局理事院祁国际劳工大会加以审 

议；

⑴） 附件一 B 部分载臂联合国行政法庭的一些规则的案文以及其中以与联合 

国行政法庭规程者相同的方法加以标明和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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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 咿 供 . . .广 锁 分 戴 穿 弋 会 可 二 ’ i t G 遊 过 遽 这 芥 琬 裎 芯 ‘犮 竑 并 童 实 樣 评 ;注 为  

所述某些其他的改逬的一项决议草莱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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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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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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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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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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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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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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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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庭的公正性质和司法地位；此项建议亦巳载入附件一c都分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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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的那样，亦载入决议内。

2 . 选择法官

1 3 . 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法官应由大会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规裡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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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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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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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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 ）巳经明文规定了 

与劳工组织的办法相同的程序。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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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X I X ) 号决议，附件，第 4 条；联检组章程，大会第 

3 文， i 9 2 号 决 议 ，附件，第 3 条 ）。因此，此建议—— 即如同附件一 A 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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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协商程序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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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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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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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法官中至少应有一̂人必须为庭长或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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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长（规程第3 条譲款；规则第3 条第'3款和第6 条第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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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处理比较爾难的案件和比 

较重要的案件时，往往就由三名庭长和副庭長钼成„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由三名法 

官和三名副法官组成；但是，1 9 8 6 年 5 月间理事会第2 3 3 次会议却应劳工组 

织行政法庭因为考虑到其案件负担日重的理由并经局长提议后所提出的请求，巳向 

劳工组织大会提出了一件修正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三条第1 款的建议，即应将 

副法官的人数由三名增为四名； " 由于劳工组织大会已经同意该项建议， 所 

以，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现在的法官和副法官总人数，即七人，与联合国行政法庭和 

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的法官人数相同。 法庭本身从其现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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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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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得更大幅度的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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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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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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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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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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组织巳提议修正此项特别规定，以使它仅适用于同聘用问 

题有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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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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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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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即使《联合国特权和 

豁免公约》第2 9 条（大会第2 2 ACT)号决议和《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第32 

条（大会第2 79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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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经为了部分履行此类条约义务而设立了几个法庭，可是，联合囿和劳工组织都未 

被要求使其法庭或任何现有的法庭从事一切类型的争端的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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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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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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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特种类别的“千事”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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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条第<项所称的工作人员的职员人数较少，可 

是，经验却显示，的确出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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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面决定加以解决。 因此，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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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项 ）内规定此类职员

当然可以基于与工作人员相同的地位向联合画行政法庭提出申诉，但是，依照第7 

条第2 款，他们无须首先将其争执提交秘书处的联合申诉委员会。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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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至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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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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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不是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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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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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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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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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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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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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节第19至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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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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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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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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至 2 3 段所 

讨论的提议的新的第2 A(a)至(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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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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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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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本身应该有权成为诉讼的当事方唯不包括上文f 20至过段所述提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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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支持请求权乃是基于某一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同行政主管之间的协议所派生 

的权利的申诉工作人员；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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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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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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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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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的仅仅在于支持某一方当事人（理由(a).(切和(c)), 那么產于下文第40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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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和44段所述, 以“法庭之友” 的身分参与诉讼应该就足够To 此外，关于理由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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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还应提及有关“共同诉讼和 

试探性案件”的下文I第4 5至47段。 最后，关于理由(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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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来受尊重的控诉案件，法庭似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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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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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 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目前都无权发表咨询意见。，6 赞同 

使这两个法庭拥有此项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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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冉实行的事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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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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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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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加可能会涉及不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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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要不然就是不应该问的问题，因而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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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如果必须处理柚象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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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尚未实际发 

生.

29.|为了使这些不同的考虑因素和关切理由取得均衡，巳经在附件一 A 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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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这是一种可能的拟订方式.此一条款规定,得授权给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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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査小组的设立问题将在F文第8 6至8 9段内讨论（该审查小组的组成将反映出它的拟
*  I I •- 一.—.、_ 7 ? •     - - _ _s       .一 ，、 ----- ---- .一. .，.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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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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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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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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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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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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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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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造成某种损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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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

3 1 .两个法庭目前均无权审理雇用组织对工作人员的要求。 如果发生了此类 

要隶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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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织通常都首先单亨面觯决此一问题，其方式为：先在财产调查委员会或联合纪{ ♦

律委员会中处理特定的案件，然后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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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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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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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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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行政法庭进行 

此类诉讼，其目的是为了使对被告财产具有管辖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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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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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项，并在第7 条内增列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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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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内法院承认及执行国际行政法庭的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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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际仲裁裁决的各项原则和惯例，所以，兹建议请秘书 

长研究此一间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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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除了下文第4 5 至4 7 段内所述者之外，鉴于拟议的增列有关暂订的第31 

和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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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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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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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显然没有任何胜诉可能的申诉书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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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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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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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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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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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已经通过并 

且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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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必采取逬一步的行动；法庭下 

一次开庭可以驳回该项申诉而不必继续诉讼程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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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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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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颡的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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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法庭如果认为申诉显然欠缺法律依据，即习要求申诉人交存适当数额 

的申诉费用；法庭在确定此一数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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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提出显然欠缺法律依据的申诉书不但是法庭的负抠，而卫更是答辩组织的 

负担• 因此，考虑了上文第3 4 段至第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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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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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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顴(如同第9 条新的第4 款所 

界定者）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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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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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一件也没准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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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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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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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加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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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至4锻将加以讨论)的参与人不会成为当事人，亦不 

受判决书的约束，从而最多只有有限的机会表示意见。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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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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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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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见下文第 

4 3至44段)。这些机构如果正■"式暴加诉讼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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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员代表机构本身的工作人员提出宇 

诉书控告该机构；参看上文第22,至2 3 和 2 5 至 2 6 段 ）》

3 . 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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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有等)；规则笫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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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地规定参与的人员或实体，可是，联合国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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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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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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旧没有达到囝际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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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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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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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有人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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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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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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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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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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但是，就试探性案件而言，或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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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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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依据一般的理由来裁判该件试探性的茱件，可是，某些其他可能将会申诉的工 

作人员或答辩人都可能^人为应该作出不同的判决。 然而，到了可以作出决定的时 

候，提出申诉书的时限冋能已经届满；即使答辩人可能愿意不坚持此项时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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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2/328
Chinese
Pag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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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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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告的行政当局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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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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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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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段所述的原则加以改写.

2 •特定义务的履行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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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程，第/V条；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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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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法庭规稅内载相关条款极不相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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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曹下文第57至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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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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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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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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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受到许多人的误解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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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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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即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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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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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大得多，因此， 

相应地，也比较容易使行政法庭能够迫使秘书长不觯雇一名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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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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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仍旧不宜将此类自由裁量权从秘书长转移到行政法庭•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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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今差异，那就是，世界银行行政法庭 

可以不附特别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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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的两年的鑛酬赔俟( 世界饭彳I豹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第i 款 ）•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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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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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下文第57 

至63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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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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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 关于此项建议，应该指出，劳工组织的工作小组（见上文第9 段 ）曾经评 

论说，“在这方面，正在设法使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的一部分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的程序取得一致”；它还表示，“理事会在其有关本项目的报告中或许会遗憾地注意 

到提议的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修正案仅仅局部有可能会同工作小组认为很均衡而且 

符合法律原则的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程序取得一致”



3 。替代偿金数额的限制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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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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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 其次，应该注蒽到所订限额可以解释为实质性的或纯粹为程序性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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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体执行法庭的齊决，那 么 申 诉 人 系 ¥ 金不超过其两年基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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怍人员观察员双方似乎都支持前一种解释。 自从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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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 . 第三，如前文第,5毛段所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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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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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替代偿金过低，那么“为联合国之利益”支付偿金必然较屨行义务合算。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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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第十二条第1款 ）。

6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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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与世來 银行行政法;庭 规 程 《三年薪酬）的隈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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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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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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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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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职类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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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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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附件一A 部分联合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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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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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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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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或欧洲其他地点法 

律费用的增长。

6 5 . 在偿付费用时，两个行政法庭，特别是联合国行政法庭【按照联舍国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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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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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时会纺害行政法庭职务的有效执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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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则应支付与合理法律费用相当的偿金，个别 

案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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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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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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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2/328
Chinese
Page 32

21. 行政法庭的判决后程序

1. «

68v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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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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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短是不合理的。

( 世界银行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三条第1,款只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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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该条新的笫1款的 

一部分）内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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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补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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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列入适当的有关条款。

3 . 歷

7 1 . 两个法庭规程都没有关于澄清或解释判决的条款。 但两个法庭有时同意 

解释过去所作判决#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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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A部分 

联合鹵行政法庭规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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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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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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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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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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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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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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会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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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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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专门机构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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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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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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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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釆用了两项新办法：当軎人 

可以提起复核程序（连同国家和行政首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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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及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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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复 

核行政法庭判决的申请书审查委员会。 委员会处理的申请复核程序近三十年来计有44

件，虽然近来巳出现增多的倾向；一次由国家提出，其 他 则 由 人 提 出 。委员会

向国际法院提出与联合国行政法庭以下三个判决有关的问题: 案洳Yakimetz  •• -- -    —     1 —

案26( 第 1 5 S 和 3 3 3!号判决书 > ，各由申诉人提出，以及M o r t i s h e d” 案 （第

2 7 3 号判决书)，由一i 员国提出。 对于到目前为止已发表咨询意见的所有三个 

案件,—事实上藤了原判。 虽然& " ^ ¥ 行政法辖的其他¥织并非自动地免 

除了这个复核程序，但曾向法庭提出案件的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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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 

此种安排（见下文第9 0 至9 2 段 ）。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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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 根据联合滅行政法庭规程第i i 条第i 款，谁可向要隶复核行政法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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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法定继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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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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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并经系权可要隶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其他任何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了襄出 

正式要龙的下列实体能够提起复核程序：理寧会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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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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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是不符常规，甚至是不拾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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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 r t i s h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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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诉讼程序中的答辩人（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明示地，联合国行政法庭则暗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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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组织的成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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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成功)了¥ ^ 7 ¥ ¥ 回¥ 7 ^ 上文第7 3 段㈨和⑷分段—i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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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 因此，建议取消或严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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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如杲被捧受，长久下来就会危害到行政法庭本身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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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 由什么机构执行复核

78. 联合囿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规程均规定由国际法院执行对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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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庭判决的复核# 尽管有时会产生争论，认为国际法脘在尊严或经验上都不 

是处理个别工作人员事务的适当机构，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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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囤行 

政法庭的判决中如果当事人属于联合国以外的其他组织，或是有关养恤某金的案件 

也不可能采用这种途径。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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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另外设立¥ 系哥系Si构；@ 7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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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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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由什么机构决定是否应执行一项复核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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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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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提起复核程序的各实体（参看上文第7 5 段）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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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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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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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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治性机关来作决定。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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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行复核的机构将由行政法庭法官组成（参看上文第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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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审查小组无论其组成为何，都是大会 

的一个辅助机构，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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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需要请主要的国际司 

法机关给予答复。

(d) 申请复核的理由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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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段(b)) ;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 1 1 

条第(1激多出两种理由（第 7 3 段(c))a 从所列各种理由可以看出，复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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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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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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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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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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种供国家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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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与曰前办法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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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分段）特别是提交 

法院的争议汾点应如何拟订8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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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席小组可以简单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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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目的需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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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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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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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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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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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一 分 第  

5 段提议大会应作以下逑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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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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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要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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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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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碰1•件一，續分新的第1 1条之二第4 款(b)项对此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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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案件的复核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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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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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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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恤基金资源中很大一笔款项。上文第73至7.7段所论述的许多理由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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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珲由也同样适用于与养恤金委员会所作决定有关的判决。

92 • 因此-议如下 : 一 —

⑻ 《养恤基金条例， S条(c激 按 照 附 分 所 列 决 议 草 案 第 4 段加 

以修订，使下文㈨分段提到的条款能够适用。 按照《养恤基金条例》第 4 9 

条⑻款的要求巳同养恤金委员会就提议的修订进行了磋商，并已达成协议;28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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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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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提议的新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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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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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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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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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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款限制的协说•囡此， 

附 件 一 ， C 部分第5 段应载有一项大会建议，反对这种自由选择权的行使。

3 . 国际法院的程序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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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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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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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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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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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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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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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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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依照此一原则决定其裁判程序”。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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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段⑷的提案）或是采用一种新的提交法院的方式（上 

文第8 6 段(b)的提案），大会可能都要考虑按照上文第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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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行政法庭规程第十二条提起的复核程序• 一项提议的案文载于附件一,％分草案 

第7 段.

H . 行政法庭之间的合作

1. 一般性建议

96 • 行政协调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参看上文第3 段 ）载有如下 

建议：可订立某种类型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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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4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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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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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由一个行政法庭正式向另一法庭征求意见；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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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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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6 

(切和:2丨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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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 上述可行办法(aUb)和(c)一^ 不需要任何结构，也不需要行政法庭在其规程， 

规则内正式认沔，但可以由大会特别予以鼓励，附件一，领汾草案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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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和 99段加以讨论）可反映在 

两个行政法庭的规程内(参fit件一，确汾提働新的第5 条之二）• 可行办法焯服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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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可通过两个行政法庭的规则内的适当条款来作安排，但很月能也需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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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办法的已包 

括在附件确汾提议的新的第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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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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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规程趋于一致两表法乏二命一名或多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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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法律和法例都是日 

益增多• 在行政法庭内，我们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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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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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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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的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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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参看大会第4 0 / 2  5 2 号决议第十五部分和第4 0 / 2  5 8 A 号决议第 

7 段和第4 I Z 4  6 2 号决定以及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内部司法”的报告 

( A / 4 1 / 6  4 0 )。

2 《要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 3 3 号判决的申请书，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案例 

汇编，1 9 8 7 年》，第 页 ；拉奇法官的别意见书以及埃利亚斯法官和阿 

戈法官的意见和备别意见书第2 5 -  2 6 段》

5 结果由国际法院提出1 9 8 2 年 7 月2 0 日的咨询意见（ 《要求复核联合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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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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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C. 5 /3  9/B1R. 3 3 ，第 2 2 至3 0 段；SR. 4 2 , 第 7 段； SR. 46 , 第

5 4  段；SR. 3 9 , 第 1 7  至 段 ；S R  . 5 2 , 第 6 2  至6 5 段；A/C. 6/

39/SR. 64 , 第 7 7 段； SR. 66 , 第 1 2 至 2 3 段。

6 劳工组织 GB 2 2 % / 2 Yk/l l/l 1 号和 CJB. 2 2 9/ 2 ^k/i 2/ &号文件。

7 劳工组织G B • 2 3 1 / P 3 -  k / l  7 / 6 号文件0

8 劳工组织G B* 2 3 4 / P P  k / \  1 X 1  7 号文件。

， 劳工组织G B 2 3 4 / 1  1 X 3  I 号文件，第 7 4 阗段《

1 0 此项建议事实上已经由上文注I 内所述联合检查组报告第4 3 段加以肯定o

" 劳 工 组 织 2 3 3， P F A ，8 ， I 4 号文件 0

, 2 国际劳工大会，临时记录，第七十二届会议（日内瓦， 1 9 8 6 年 ）第 1 8 和 

2 5 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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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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诉联食.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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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所作判决的小册子就采用这个形式编排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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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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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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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处工作人员条例第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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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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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看：例如C o n n o l l y—B a t t i s U i  ( 第7 号 ）对粮农组织案(劳工组织行 

政法庭判决第4 0 3 号 ）； G a r c i a ^ M a r q u e z  (第 2 号 ）对泛美卫生组软 

( 卫 生 组 织 ）案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第4 9 6 号 ）•

联合国行政法庭确认它没有能力应秘书长的要求提供咨均意见它拒绝建议 

秘书长是否釆取某一行政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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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w e 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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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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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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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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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r t e l对民航组织祕书长（判决第2 5 9  

号 ）；.M.arr e 1 1 对民航组织秘书长(判决第2 8 8 号 ）加以确认•

1 8 此项建议已由上文注1 内所述联检组的报告第8  2 、 I 0  I 和 1 0  3 段 （建议 

4 ( b ) )明确肯定《

通过“介入”程序逬行的此种多重行动已成为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惯例；除其 

他外参看：N u s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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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n a r d和 C o f f  i n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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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o we 1 1， C a r l s p n  , Ma s  i e l l o  .等案（联合围行政法庭判决 

第2 3 7  — 2 3 9 号 ） M o r t i S h e d案 ( 联合国行政法庭判_̂ 第 2 7 3 号 ）•

20 以及特别是M o l i n i e r ,  A g g a rw a l .  A k r o u f ,  D a v is ,  Goffman^flsroaman 

案 （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 7  0 号判决）；法庭在这些案件中驳回了其他六名工 

作人员要求参加的申请，因为它认为答辩人已承诺必将适用《有关有资格得利 

于同一法律原则的一切官员 ” 的任何决定（同上，第三段）；大会后来特别批 

准了应将判决适用于所有受影响的官员的实际执行（见 5X 4 I，35和第 

4  1 / 2  0  9 号决议，第八节）。

2 1 劳工组织G B 2 3 4 / P F  A X I  1 / 1  7 号文件，第 1 0 段。

2 2 在少数几个案件中，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向未获胜诉的当事人偿付费用（例如 

H a r p j g n i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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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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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要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1 5 8 号判决的申请书，，咨询意见匯际法院案例 

汇编， 1 9 7 3 年》，第 1 6  6 页。

《要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a  3 3 号判决的申请书，;咨询意甩,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 1 9  8 7 年》，第 页。

《要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2 7 3 号判决的申请书9 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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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 9和 Corr. 1 ), 

第 1 2 ][段，和附件九。

《要隶复核第2 7 3 号判决的申请书》，前引书，Mosler法官的单独意虬，

第 1. 2 节，第三段，第3 8 0 — 3 8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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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s
, 
o 

制 

0

S

 ̂
由
弊
-E
m

孤
~

^
1
-W
DB
;

Y

娄
H

軾
丨
枨
w

嘗
鹼
奴
彤
释 

枨
H-
铒
,

m
4
-
 

奴
龙
窑〔

$

〕¥
i

^

^

$§
s

s

§̂ .
CN
J

(
i
)

幸

狹

«

。90
靶
案
丨
靼
相
^

¥咮
¥
3
1

〔

案
叫〕 

♦

¥(

画♦

粦〕
yljk 

平
敢
*-
^

^

缶
窣
咖
^

韹
倒
^

由
鹋
^

莩
*-.

<o

。

奴

韜

舍

氺

柘

职

剌

T

豪
奴

.

to

(

s 

O
I
S
蛾丨

§s

n

^

^
s

0

 

.V

 

^〕

。补
丨
糾
伞
歆
倒H

舍
裨
，舍
锥
4&-
R
?
靶X

 

Y
^
H

熔
这 Y

 
垢
谳
V
nB
y
^
3
t

<w 

咏
*

<
$

铀
驷 
s
l
«

-f
fl
裉 
Y
l̂
菊
V
I1
E: 

Y
4
K
T
^
^
-f
fl
#
^
、〔

。城
破 
m 
焰
孤
闼 

*
-f
e
#
x
1
踩a

诹
电
夂
抑
棒 

吻
墘
谀
vh
却
靶
染
靼
W

职
渐M

來
來
向
咎
* -

W

。喇

锹稆

K-
膝
钜
拉
®♦

潘
秣
雜
半 

平
寒1

裉*

田
激
-E
:

H
+
竦̂
破
踩
怎
¥
踩 

B
#

案
麵？

姝
-M
1
I麽
令
平
珠
1 

^

(
W
)

碟
卜
狹



A/42/328
Chinese
Page 62

锻
41
^

此
勝
泡
11
卖
娲
丨
#

¥

l

n

 

碟
W

塽

(

系
髟M

袜
窑
¥

胡)

'
$

繁

啟
备
友
奴
龙〔

舍
K

垣

繁

〕

-，
舍
E

辑
长

M
n
t

祆
命
命
窑
聆
拓
窑
汨
鹄
無t

涞
硌
OJ
姝

C
'
V
T

。喻T̂
#

窑
恶
州
釤
贮_

蚁
碟
辉
奴

r

i

s

s

■f
r

-

〔

孝

瘅〕

#:
¥

奴
冢
卷M

热

•
 

I 

礤

6

織

。11

者
坩

$
 

U 

碟
00_

(

M:
B

^
n)



A/42/328
Chinese
Page 63

。嘟

0

$

0
彩
^

諷

靼

够

哉

虼

賻
®

舺
敢
f

命 

脒
应
鉍
命
F-
~

#
^

靼
眯
盔
冢
七
^
 

彰

《

塚
磔
呜
-<
^

H

》

奴
冢
袅
賤
热•
OJ.

(

激)

礤v

姝

^

s

^

s

p

k

^

H

m

I_

_

_

_

_

_

_

_

_

_

_

-,♦

離
#

密
阳
漱
咏

孕
窑
割♦

刮
迄
窣
装
归
银
竭
f

嚤

擦

翅

^

M

W

W

M

W

M

M

m

M

W

W

W

伞
锥
喊
令
枳
4

僇
賒
昏
奴
C

展
越
胡
.

3

S
。〔

靶
负
塚
齋
懈
蝴 

疋
七
II
1

Y
聆
昏
黹
破
K-
彡
騄
顙
秫.

〕

嘩
擊 

$

0

夥
W
粼
彰
难
哉
虼
賻
S

Y
咎

趔
N

#

#蛱
应
鉍
命
h 

~_

^
寒
脒

fe
c

t

一
贮
鱭
镞
来
此
渺 

〔

呜 Y
4
f
H

喊〕

&

$

.

OJ

。扭
制
^
蚁
龙
欹
彰
镞 

銮
趔
智
命
命
銶
爸#

#
M

胡

。♦

離
V

榧
稱 

i

命
命
觫

#

#

柘m

。
¥

欹
騄#

!
¥
-

〔

餱
蝴〕 

R〔

 •
#

眩

〕̂
i
v

敢
昝
眾
铍

K-
@

離
眵者

1
>

(
i
)
R
.
V
I

(

i

)

^

6
 撅



A/42/328
Chinese
Page 64

_

薛
锥
裨
嚼
蛋
撕
盔_

血
<
筚
45
-

來
烟
衮
聘
#

u
 

0

$

0,, 

i

(

柘
00
蛾

崦
<

蛾

*
#:
左

哨

蹢

。#
¥

竦
陪
运
崧
刼
H

%
脸
画
-f
f
l闼
衮
塚 

輛_

漤
庠
串
/̂
亦
冢
¥
浊
•
 

N 

 ̂W

蝴

來

藤

齋

爵

條

_
_

^

^

K-
这 

隳
鎵
田
瞰
眵
鸢
热
二
阳
#

窑Y
#

彰
晷W

激#

 

水
咳
令
舺
賒
菊
來
C

茕f

斛

珠

菝

^

(

01)

碟V

鞭

VO|<\

I

^

1

1

^

画̂
农
举
哲
0

0

$ 

眵
者
友¥4-1：

辑
长
駿
鎵
騄
醛
丨
者
0
0

^

《

冢
磔
ne
;
Y
#
 

H》

奴
诨
欹
^
左

咳

妆

S

s

s
 u 
^

$
m

: 

s

.

寸

5
0〔

命
^
長
#
胯
奴
嗉
崦
寸i

蛾
拦
-f
f
l铒
-

$ 

0

$

^

$

^

$

^

 

龙
域
谢
-f
f
l 

珥
塚 ¥

#

 

.
Co

o

R
t

?
?铍
K-
彡
蘧

顙
氏
獬
贤
¥

妈

€

漱
哲
Y

1:
埏
总M

谁#

-K
W

^
Y

#
 
昏 

¥lc
;^
i

^
#&l

(
1
)
碟
6

楝



A/42/328
Chinese
Page 65

。(

饀
Co
狹
卷
¥

c\
]
橛 

崦v

鞭

*

# :
銮

鄰

審

•
K

i/
B

r

哝)

◦
s

lnB
:

Y
 

*

进
梨
噢
H
妝
脸
画
蚱
鈿
^
 

I
平
龙
C
长
蛴
驾
蒺
埤
劣

c
 
.
CO

0

^

0

$
 

唆
噢
H
椒
脸
画
例
漱
烟
平
亦
冢
丨
：:
.

W

.

W

M
+
li
的
筚 T#
±

-

^
 

.
 

I

。廿
蔬
鉍
#

^
#

<

^

¥
粞
孝
¥

。傘
l
#
f
i 

平
光
i

吻
铒Y

#

钿-

孝
眯•

lo

。进

梨

•
〔

女
华
寒〕

画
命
张
诈
豳
^

S〔

隹

闲

〕

«

M♦

粦〕

辑

丧

冢
.

寸

c
-f
f
l

c
 
.

Co

。
咎
叫
#

K-

I

 

姝
苌

' 

療 1
1

 
姝 
J

>—
i

1—
1m

i

§
 

•
CV
J

^

1

.

I—
i

崦

0



A/42/328
Chinese
Page 66

5
)

,
!•、$
&-
哲
刮
每
藤
Co
蛾
H
v
崦T 

T

橛
f

S
S

^
T

^
i

w

**
眵 

5

-e
m

+
ll
l

破a
w
f
t

客
华
弊 

昏
挨
§

 I

姝

崦

长

呜

你

，
03-

W

翠
姝
V

鈮
谁
脸
画
唭
埕
帱
者1

： 

5
 

5

^

 

0

$〕

♦

脏
你
^

酬
彰
奴
萊
獬
知
蛾
崦
兴 

•
平
敢
备
田
總
爾
劝
但
S

-E
B

七
11
1
 

被
m

亦

冢

屮

珠
_
 (

#:
?

丨
械 

W

煺
欢
寧
K-

胯

囤
5

〔 

*

*
驷
^
郁
水
欢

:
 

$

0

國
氺
娶
孝
«

嚼《

料
铖
画♦

张》

散
氺
友
货 

〔

，挺
攤
粞
画
靼
贮
米
輝
胡
铒〕

,

0 

铒
髟
攤
駟
贺_

域
胡
负Y

f

-^„
〔 

(

Y

l^
m

) Y
#

钿

m

^

$

s 

J

0

^

s. I

♦

 I

K

f



A/42/328
Chinese
Page 67

刼
馅
皿
$

s

$

a

H-
s

舺
承
#

鞀

。鈮
池
脸
画
枳
靶
臧
叵
傈
闽
阵 

喇
亦
冢
墘
谁
球
#

长

*

裰
枳
屮
m

烟
胯
睐
雜
长 

辦
脊
塚T

迕
勑
却
函
彤
冢
诹
戏
$

¥

$

^

祛

*

*
4

脏
你
韧
铷
<̂

蝴

喇

濞

螈
*
w

(
i
)

鸣
丨
每
¥
噙
七
系♦

啭
^
杯
T
/-f
f
l 

«
噙
蚂
你
。¥
躺
奪
妳
啭
鉍
鈮
谀
脸
画
杉
，♦

蚂

祙你
丨酬
奪运

@
礤
将
农
掮•

寸

谁
脸
画♦

#
^
K
1
^
c

i
r
w

 
制
铒
•彤
c
i
r
#

#_

米
晷
。龙
冢
琚
#
哝
铒
水
冢
鹎
#
教
伞
！； 

¥
塒
^
鈮
谀
脸
画
匪
拦
妈
这
撖

^

S

^

I

^

M

S

S

S

.
孝
脒
_̂

#莩
姊
啭
¥
鈮
谀
脸
画
裕
弊M

T

 

。奴

僇

鴯

毖

彤

谀

~ _

•&
-
汨
鹦
奴
韜
挺I

.

Co

。鈮
戏
脸
画
浓
#
闰
艴
S(

S
Y
锋 

钿 
0

$ 
一
 
姝

Y
5
i
S
S
?
7
5
S
W
S
W
S
#

 
辑
氺
平
罄

m

 
. z

(
1
)

礤i
i

嫉



A/42/328
Chinese
Page 68

—

¥

¥
-s
m

+
li
l
碱
m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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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大会决议草案的要点

调和并进一步发展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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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

回顾其1 9 4 9 年 1 1月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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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3 年 1 2 月 9 日第7 8 2  

B ( v I I I )号决议和1 9 5 5 年 1 1 月 8 日第9 5 7 ( x ) 号决议，

收到了秘书长依照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4 / 4  3 8 号决定和1 9 

8 1 年 1 2 月 1 8 日第3 6 / 4  5 3 号决定， 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7 ,  

1 2 9 号决议和1 9 8 3 年 1 1月2 5 日第3 8 , 4  0 9 号决定就本主题提出 

的报告（A/42/3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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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 . 决定修正联合国片政法庭规程，从 1 9 8 8 年 1月 1 日起对行政法庭 

该日后作出的判决开始生效，正如秘书长报告附件一 A 所指一样；

2 .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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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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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款修正如下：ntii，.，,” _丨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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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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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又建议联合圃行政法庭按其规程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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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2 年 1 2 月2 2 日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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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条和第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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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政法庭法官的任命T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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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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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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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0.里秘书长研究如何确保各国本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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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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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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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2/328
Chinese
Page 86

? 为清楚起见，拟议列入现有规定的大部分条款都在本草案内编上临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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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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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段。

6 见第2 3 段。

7 拟议删除一条没有现时意义的暂行规定。

8 见第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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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宵关的管辖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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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9 2 段。

" 本款编纂了现有的实践。

1 2 见第3 0 段。

, 5 见第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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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正如联合国行政法庭所提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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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 3 7 段 ）。

’’ 见第1 4 段。

1 6 兹提议按逻辑次序改编第3 条第3 、 5 和第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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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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4 段 ）•

提议另加这一但书Pi确保同第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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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第9 7 段.

根据提议的新加第5条之二 •

见第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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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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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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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应用现有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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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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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笫2 A 款， 见第6 7 段*

根据提议新加的第2 条第2 A 款 ，伹不待适用第7 条.

见第3 7 啐汾段.

根据大会第3 5 / 2 1 9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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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0，R e v .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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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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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见第5 5 段《

J , 见第6 2⑶分段。

, 6 见第6 3 段.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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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款和新 

提议的第2 条之三提出的请求，则提议换掉第2 条(1)款弟二句内的短句•

, 8 见第4 9 段，

w 见第6 7段及注2 3 至第6 4 段.

4 0 见第3 7(b)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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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4 条拟议的修正。

4 2 根据提议新加的第1 1条之二•

° 见第7 5 — 7 6  及第8 6 (a)|^

4 4 见第S 4 和第8 6 电)段.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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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6/2/feeV 3 ), ‘‘应将法庭程序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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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A/AC. S6/2S , 第4 段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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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委员会的申请 

书，一如拟议的第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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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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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8 见第S 6 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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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增列是为了确保注4 5 和注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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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款出现•但该规定却 

列入了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 1条第款以配合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早先的规 

定。

见第 8 5 和第 S6(b)段.

见第8 0和第8 6(b)段.

见第8 3 和第8 6 巾)段。

见第 86  

见第 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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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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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段。

见第7 0段。

见第7 2 段.

第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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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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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际组织开放。

见第2 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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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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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⑶雇用组织对工作人员的要求（第2 条之二）；

( c )内部上诉程序（第 7 条 ）；

⑴补偿与费用（第 9 条 ）；

( e )判决的复核（第 1 1条和第1 1条之二）•

6 4 根据对规程第3条第2款提出的增列.

6 , 根据对规程第1 4 条提出的修正（见上注6 1

6 6 根据提议在规程增列的第2 条第2 A 款 和 第 2 条之三•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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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机构的行政 

首长者，并是按联合国行政法庭规则第3 0条发出的通知的适当人选，

6 8 见第 4 4 段.

6 , 为反映出《联合III工作人员细则》:第 8 . 1巾)条的新措词。

T 0 见第 4 7 段。

7 , 新提出的规程第6 条第2 项和第2 (a)项提出的新规则（见上文注2 2 和 

2 4 至 |2 9 )。

7 2 见第9 6 段(e)和第9 7 段。

7 5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9 号》（ )。

r 4 见第9 2 (a煅 .

” 见第9 2 (c股 .

7 6 见第1 2 段，

” 见第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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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见第9 5 段》

7, 见第9 6 (a)-⑷和第9 7 段.

8 0 见第3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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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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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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宝贵意见。

2 . 法庭的组成（第II—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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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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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7 — 3 2 段 ）。 行政法庭不反对将其管辖苑围扩大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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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顾问和其 

他特别事务合约持有者和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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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非段次巳按照本文件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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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就 

像大会成立以来的情况一样。

6 诉讼的先决条件(第3 3 - 3 7段) » 行政法庭对联合申诉委员会是否应当有权 

阻止某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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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 — 4 7 段 ）。行政法庭没有意见。

9 . 补救办法( 第 4f i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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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世界银行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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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桎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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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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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人应莸得在法庭提起诉讼所生合理费用的补偿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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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判决后程序(第 6 8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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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复核行政法庭的判决（第 7 3 —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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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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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斯拉和奠蒂谢德二案意见所反映的法院的最高衩威巳向行政法庭表明:应当保留 

法院的作用。第1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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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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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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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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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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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逬行了五年之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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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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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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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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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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 行政法庭之间的合作（笫9 6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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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行政法庭都在同 

一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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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行政法庭的工作.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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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候补法官，于另一名法官不能够出庭时享 

有表决权。”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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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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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享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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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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国际劳工组织 

行政法庭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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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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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和俠复文化财产国际研究中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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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

( 民航组织）

(海事组织）

( 国际法院书记处）

、(:农发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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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电信联盟 ( 电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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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对所有工作人员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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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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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气象组织）

( 知识产权组织）

(原子能机构）

:(:贸易临_ 委会z 总协定）

( 工发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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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兽疫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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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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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组织都不是联合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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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基金里唯一尚未同意提交有关养恤金联 

委会决定的争执的成员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