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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份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报告叙述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五 

日在纽约举行的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情形。 

2.这份报告依照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2205(XXI)号决议的规定， 

提送大会，同时送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意见。 



本届会议的组织 

A . 开 幕 

3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于一九八〇年七月 

十四日开始。会议由法律顾问埃里克•絮伊先生代表秘书长宣布开幕。 

B.成员和出席情形 

4.贸易法委员会是依椐大会第2205(XXI)号决议设立的，由大会选出二十九 

国组成。大会第3108(XXVIII)号决议将委员会的成员从二十九国增加到三十 

六国。委员会的现有成员是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 

日选出的，它们是以下各国：1 

1 依 大 会 第 2 2 0 5 (XXI)号决议规定，委员会成员当选任期为六年。但初次选 

举时由大会主席用抽签方法选定的十四个成员，任期则于三年终了时届满（一 

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十五个成员的任期于六年终了时届满（一 

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此，大会笫二十五届会议远出十四个成员， 

规定任足任期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又在笫二十八届会议 

选出十五个成员，观定任足任期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日三十一日届满。 

大会笫二十八届会议又选出七个增设的成员。这些增设的成员中，三个成员 

的任期由大会主席用抽签方法选定于三年终了时届满（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其他四个成员的任期则于六年终了时届满（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为了递补委员会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时将出现的空缺，大会第三十一届 

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新选（或重选）十七个成员加入委员会。依照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99号决议，新成员应从他们当选后随即召开 



澳大利亚*、奥地利*、布隆迪*、智利*、哥伦比亚*、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 

克 * *、意大利 * *、日本 *、肯尼亚？尼日利亚 T秘鲁菲律宾内加尔 * *、 

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特立尼迖和多巴哥**、乌干迖**、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 任期至一九八三年委员会年度常会开始前一天届满。 

** 任期至一九八六年委员会年度常会开始前一天届满。 

5-除布隆迪外，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派有代表出席本届会议。 

6.下列联合国会员国也派有观察员列席：阿根廷、巴林、巴西、保加利亚、 

缅甸、加拿大、中国、萨尔瓦多、希腊、以色列、马里、墨西哥、摩洛哥、荷兰、 

尼加拉瓜、巴拿马、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和委内瑞故 

7.下列联合国机关、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都派有观察员 

列席： 

1 (续）的委员会年度常会开始的笫一天起就职（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其任 

期应于当选后委员会第七届年度常会（一:/LA三年）开幕前的 后一天届满。 

此外，对于任期将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的那些成员，该决议将 

它们的任期延长到一九八〇年委员会年度常会开始前的 后一天。为了递补在 

该日将出现的空缺，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曰新选（或 

重选）十九个成员加入委员会。 依照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 

99号决议，新成员应从他们当选后随即召开的委员会年度常会开始的第一 

天起就职（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其任期应于当选后委员会第七届年度 

常会（一九八六年）开幕前的 后一天届满。 



(a)联合国机关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㈦ 专 门 机 构 

世界银行。 

( 0政府间组织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和国际统一和法学社。 

(D)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商会。 

C.选举主席团成员 

8.委员会鼓掌选出下列主席®成员： 2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M M :吴平清先生（译音）（新加坡〉 

西曼尼先生（肯尼亚） 

瓦格纳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Ml-巴尔德斯•佩雷斯夫人（古巴） 

2 选举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第二二七次会议、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五日第二三 

〇次会议及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二三六次和第二三七次会议举行。按 

照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决定，委员会设副主席三人，以便连同主席和报告员计 

算在内，使大会第2205(XXI)号决议第二节第1段所列的五组国家每一组 

都有代表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1 6号》（A/7216),第14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一 

卷：一九六八-一九七〇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1.V .1}, 

第二编，第一章，第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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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员会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第二二七次会议上通过本届会议的议程如 

1.宣布会议开幕。 

2.选举主席团成员。 

3.通过议程；暂定会议日程。 

4-国际货物销售。 

5 •国际合同惯例。 

6 -国际支付。 

7 .国际商业仲氣 

8.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9 -工作的协调。 

10.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协助。 

1 1 .未来工作。 

12.其他事 。 

13.第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4.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E.委员会的决定  

10.委员会在第十三届会议中所作的决定,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 

F .通过报告 

11.委员会在一AA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二四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本报告< 



第二章 

国际货物销售 

12.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的说明（a/CN. 9/183)。 

上述会议于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至四月十一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委员会赞赏地 

注意到，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修正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 

间公约议定书》。委员会表示希望，这 已有六个国家签字的(钱》会得到尽可 

能广泛的接受。若干代表团表示，它们政府正在积极审查《公约》，看是否可以 

签字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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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贸易合同， 

13.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决定开始研究国际合同惯例，特别是关于“艰难”条 

款、不可抗力条款、预定损害赔偿金及罚款条款和保护当事各方免受币值波动影响 

的 条 氣
4 

14.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收到了一份题为“预定损害赔偿金及罚款条款”的秘 

书长的报告（A /cu. 9 / 1 6 1 )以及其他有关国际合同惯例的报告。在该届会议上， 

委员会决定应当着手进行关于制订预定损害赔偿金和罚款条款统一规则的工作，并 

决定把这 工作交给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负责，由该工作组审议是否有可能制订可 

以适用于各种国际贸易合同的预定损害赔偿金和罚款条款统一规则。
5 

15.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维也纳举行 

的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第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该报告指出，工作组经过一般性讨 

论后，审议了秘书处编写的预定损害赔偿金和罚款条款规则初步草案。在讨论这些 

初步规则时，工作组对于规则草案所定的若干原则有一致的意见，但对于有些原则 

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过，工作组一致认为有必要对这个主题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以期对于某些种类的国际贸易合同的预定损害赔偿金和罚款条款规则可以取得更接 

近的意凡因此工作组建议委员会应由工作组再开一届会议，同时应当请秘书处就 

下列问题再编写一份研究报告提交该届会议： 

(a)各种类形的国际贸易合同中草拟和使用预定损害赔偿金和罚款条款的方式; 

5 委员会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第二二七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主题。 

4《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33/17),第47、67 

㈧㈠B段。 

5《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7号》（ A / 3 4 / 1 7 ) ,第 3 1段。 



(B)能有效使用统一规则的某些特定类形国际贸易合同； 

(C)从法院判决和仲裁决定中看到的使用预定损害赔偿金和罚款条款所遇到的 

法律方面的困难。 

16.委员会对于工作组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同时接受了它的建议。 



第四章 

国际支付 

A.国际汇票和国际期票公约草案和关于国际支票的统一规则 6 

17.委员会收到了国际流通票据工作组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十四日在日内瓦 

举行的第八届会议和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至十一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会议的工作 

报告（ A / C N 9 / 1 7 8 和 A / C K 9/181)。这两份报告说明工作组在这两届会议上 

关于拟订国际汇票和国际期票公约草案和拟订国际支票统一规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这两 提议的文书将规定适用于国际票据（汇票、期票或支票）的统一规则，供国 

际支付方面任择使用。 

18.工作组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A/CN. 9/178)指出工作组二读审议了公约 

草案第一、五、九、十一和七十至八十六条和三读审议了公约草案第一至第十二条。 

工作组请秘书处作出适当安排，制定委员会四种工作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和俄文）的公约草案文本，并设法在外交会议审议公约草案以前制定阿拉伯文和中 

文7的公约草案文本。工作组也指出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曾授权工作组开始草拟国 

际支票的统一规则，如果工作组认为有必要制订这种规则而且公约草茱的适用范围 

可以扩及国际支票的话。8工作组也指出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支付研究组认为支票已 

广泛用于支付国际商业交易，同时，制定适用于国际支票的统一规则这一点，巳获 

得许多人支持。工作组因此请秘书处开始进行国际支票的统一规则的准蚤工作。 

19.工作组第九届会议工作报告（A/CN. 9 / 1 8 1 )揞出工作组三读审议了公约 

草案第十三条至八十五条，同时参照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审议了第五aci条。工作组除 

6 委员会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第二二七次和二二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主题。 

7
公约草案的中文本现已制定；见 A / C N 9/181中文本，附件。 

8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7号》（ A / 3 4 / 1 7 ) ,第 4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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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还要审议已请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支付研究组提供意见的一些问题外，已完成了公 

约草案的实质工作。报告又指出工作组曾就秘书处草拟的适用于国际支票的统一规 

则草案（A/CN. 9 / W G 1 0 / W P 1 5 )第一条至三十条初步交换了意 I工作组请 

秘书处完成国际支票的统一规则草案，包括划线支票的规则，并提交一份支票以外 

的法律问题研究报告。工作组也同意秘书处的一 建议，即召开一个起草小组会议， 

以划一公约草案的各种文本；工作组请秘书处编制一份公约草案的评注。 

本届会议的讨论情况 

20.有人轰示，既然工作组已完成国际汇票和国际期票公约草案的实质工作， 

应当把这个案文散发各国政府征求意见，然后由委员会审议，而不必等待工作组完 

成关于国际支票统一规则的工作，有人认为这样可以加快工作的进度。不过，大部 

分人认为委员会应当推迟审议公约草案，等到工作组完成了关于国际支票的工作后 

再审议。这样可以让工作组得以参照在审议国际支票的统一规则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重新审议公约草案的有关条款，同时提出一份单一的综合案文条文尽量划一的两个 

21.也有人认为国际支票主要是支付性票据，其法律性质与国际汇票和国际期 

票不同，后者主要是信贷性票据。因此，关于支票的统一规则应作为一个单一的公 

约草案。不过，另外有人认为需要一个公约还是两个公约的问题应当首先交由工作 

组决定。 

22.委员会对工作组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并请它尽快完成工作。委员会也 

同意秘书处应当尽速编制公约草案的评注。 

B.对货物行使的物权担保， 

导言 

23.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依照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要求而提出的 

‘ 委员会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二三六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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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A/CE 9/165)。该报告说明制订关于物担保的统一规则的可行性及其可 

能内容。报告说，在法律发展的现阶段，想以公约方式的统一法来达成法律的统一 

是行不通的；不过可以制定一种模范法律，提出若干备选条文。 

24.委员会审议了这份报告之后，请秘书处再编写一份报告,列出拟订物权担 

保统一规则时所要审议的各 问题，并建议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10 

25.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按照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要求而提出的一份秘书长 

的报告，题为“物权担保：拟订统一规则时所要审议的各 问题” ( A / C N 9 / 1 6 1 

本届会议的讨论情况 

26.本届会议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忧虑，即物杈担保这个主题太复杂了，不可 

能希望制订出统一的规则。有人指出，在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里对物权担保和保留 

所有权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要许多不同的法律制度对接受所设想的不同 

观念作出必要的调整，将是一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因为物权担保这个主题同法律 

的其他领域，例如破产法，具有密切关系，要使提议的模范法律有效，这些其他领 

域也必 予以统一或协调。 

27.有人建议，委员会也许可以等到欧洲理事会对保留所有杈问题和国际统一 

私法学社对托收信贷行问题的工作有了结果之后再进行其本身的任何进一步工作。 

还有人建议，将来如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应着重国际贸易中物杈担保方面的实际问 

题。 

决定 

28.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在进行了一般性讨论之后，大家达成了一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笫1 7号》（ A / 3 4 / 1 7 ) ,第 5 4段, 



意见，即：由于在讨论中所提出的理由，对货物行使物权担保的法律的世界性统一 

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委员会决定秘书处不必再进行进一步的工作，这个 目 

也不再具有优先‘良但是，如果在别的论坛上审议这个主题时’秘书长所编写的这 

份报告以及以前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报告也许很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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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商业仲裁和调解 

A.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导言 

29.委员会在第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了秘书处拟订的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初 

步草案（人/(：11.9/166)，请秘书长： 

“(a)与各有关国际组织和仲裁机构，包括国际商业仲裁理事会磋商,拟订 

《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的订正萆案，要考虑到在本届会议的讨论中 

所表示的意见； 

"(b)把订正规则草案，连同评注，送交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请 

他们提出意见； 

"(c)把订正规则草案和评注，连同收到的意见，提交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 ‘2 

30.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修正草案（A/CN. 9/179)， 

连同评注（A/CN. 9/180),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意见（A/CH. 9 / 1 8 7和 

Add. 1及2)。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在编写修正的《规则》时，已考虑到各国 

代表和观察员在第十二届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并曾同国际商业仲裁理事会和国际 

商会的代表磋商。 

31.委员会在进行了尤其关于调解与仲裁不同性质的一般性讨论之后，逐一审 

议了《规则》修正草案的各个条文。 

32.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起草组，由以下各国的代表组成：智利、中国、法国、 

“委员会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第二二八次至二三五次会议上审议了 

这个主题。 

1 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 

届会议，补编第1 7号》（ A / 3 4 / 1 7 )，第 8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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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尼日利亚、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美国。委员 

会请起草组审查委员会所审议的条文，并确保各种语文本（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完全一致。 

“规则的适用 

“第一条 

"(1)凡双方当事人谋求争端的友好解决而同意援用《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 

则》者，对由于合同或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或与合同或其他法律关系有关的 

争端，其调解均适用本规则。 

”(2)双方当事人可协议对本规则作任何修改。” 

第(1)款 

33.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调解程序适用贸易法委员会 

调解规则的协议，是否应以书面作出。赘成这种规定的人说，在贸易法委员会调 

解规则之下的调解程序具有某些法律后果，例如双方当事人保证在调解程序期间不 

就同一争端提出任何仲裁或司法程序（第十六条），以及双方当事人关于在这种程 

序中提出证据方面的保证（第二十条）等。反对这种规定的人则认为，关于书面 

的规定不应列入第一条，因为这样会阻止双方当事人用口头方式协议适用《规则》。 

34.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认为关于书面的规定，已在某科程度上在第二条有所 

规定，因为该条规定提议调解的一方当事人应向他方当事人发出书面邀请。因此， 

第二条第(1)款关于书面的规定，应予扩大，使其提到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这 

种规定，只要第二条规定接受也必 以书面作出，就可做到。 

35.委员会审议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应否明确规定，其适用以对国际商 

业关系中引起的争端为限。有一位代表建议在“争端” 二字之前加上“国际” 二 

字。有人指出，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没有规定任何这种限制，但大会在一九七 

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98号决议中建议使用《仲裁规则》来“解决国际商业关系 

中引起的争端”。委员会经过讨论后，同意对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也应遵循同 

样的程序，请大会通过相同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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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⑵款 

36.委员会审议了一 建议，就是第⑵款不仅应该容许修改《规则》，而且也 

应该容许不适用《规则》。提出这 建议的人所持理由是，某些规则使双方当事 

人承担若干义务。但是，双方当事人应该可以自由地协议某一特定义务对他们之 

间的调解程序不适用。委员会经过讨论后，同意相应地修改第(2)款。 

37.还有人提议第⑵款应反映出一点，就是双方当事人可以在调解程序开始前、 

进行期间、或开始后的任何时间排除或修改《规则》的任何一点。委员会接受这 

一提议。 

新的第⑶款 

38.在讨论修正的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其他条款时，有人指出，在若干情况 

下可能发生某一特定规则与某一 法律规定相抵躺的问题。委员会经过讨论后， 

认为与其另订单独规则，明白规定法律规定优于有关規则，不如在贸易法委员会调 

解规则中列入一 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一条第⑵款相类似的一般性规定，更 

为适当。委员会请起草组拟订这样的一 规定。 

39.起草组审查后的第一条案文如下： 

“规则的适用 

“第一条 

"(1)凡双方当事人谋求争端的友好解决而同意援用《贸易法委员会调解 

规则》者，对由于合同或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或与合同或其他法律关系有关 

的争端，其调解均适用本规则。 

“⑵双方当事人可在任何时间协议排除或修改本规则的任何一点。 

“⑶凡本规则的任何一 与双方当事人不能背离的法律规定相抵触者， 

应以该法律规定为准。” 



“调解程序的开始 

“笛-各 

“⑴提议调解的一方当事人应向他方当事人发出进行调解的书面遨请，简要 

地说明争端的内容。 

“⑵调解程序于他方当事人接受该调解邀请时开始， 

“⑶他方当事人拒绝邀请时，则不进行调解程序。 

‘‘⑷如果提议调解的一方当事人从发出邀请之曰起三十天内，或在该遨请规 

定的其他时间内未收到答复，他得认为是对调解邀请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 

应该相应地通知他方当亊人》 ” 

第(1)款 

40.委员会根据它对关于《规则》的适用应以书面订定的提案所持意见(见上 

文第34段)，决定在第二条第(1)款中加提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第(2)款 

41.同样地，委员会考虑了一个问题，就是接受调解遨请是否应以书面表示。 

赞成这种规定的人指出，双方当事人 好对他们的协议适用《规则》有书面记录， 

以便将来作证明.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种规定可能过分推迟调解程序的开始. 

委员会经过讨论后，同意让双方当亊人即使在接受是以口头表示的情况下，也可以 

开始调解程序；在这种情况下， 好能对口头的接受，用书面予以确认。 

第⑶款 

42.委员会不接受一 提议，即第(3)款应予删除。因为该款的规定虽然是理 

所当然的,但保留它有助于结构的完整：第⑶款同第⑵款和第(4)款一起，说明了他方 

当事人对进行调觯的遨请有三种可能的反应。同时它强调调解的自愿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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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⑷款 

43.委员会审议了关于第(4)款所述时限的各种提案。一个提案是，如果答复 

在三十天内发出，则即使对方没有收到，也应视为巳依时作出• 但是，有人认为, 

这样一 规则不妥因为它对邀请进行调解者不利，使他在时限届满时无法知道究竟是 

否会进行调解，以及他方当事人是否能够选择适当的及时通讯办法• 

44.另一个提案是，该款应强调邀请进行调解者可以规定他期待收到他方当事 

人答复的时限。这只要把第(4)款所规定的两个时限次序调转即可。但是，有人 

认为，现有案文符合通常的法律条文，而且三十天这一时限，是有用的标准，也 

有人耽心自行规定时限可能会被滥用。为了照顾到这一点，有人提议这样规定邀 

请进_者所规定的时间必 合理。不过，这个进一步的提案，也没有得到通过, 

因为它的内容含糊，不够明确。 

45.还有一个提案是，鉴于调解的自愿性和灵活性，应删除第⑷款,但是， 

第⑷款的规定仍予保留，因为它有助于在某一特定期间内确定是否会进行调解程序。 

46.起草组审查后的第二条案文如下： 

“调解程序的开始 

“第二条 

“⑴提议调解的一方当事人应向他方当事人发出按照本规则进行调解的 

书面邀请，简要地说明争端的内容。 

“ (2)调解程序于他方当事人接受该调解邀请时开始。如果是口头表示 

同意，则 好用书面予以确认。 

“⑶他方当事人拒绝邀请时，则不进行调解程序。 

“⑷如果提议调解的一方当事人从发出邀请之日起三十天内，或在该邀 

请规定的其他时间内未收到答复,他得认为是对调解邀请的拒绝。在这种情况 

下,他应该相应地通知他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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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人数 

“第三条 

“除非双方当事人协议应有两名或三名调解员，否则调解员应为一人。” 

47.在讨论本条和其他条文，特别是第七条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两名 

或三名调解员时，他们应怎样工作。例如有人指出，第四条第(1)款(C) 提到有三名 

调解员时，应以其中一人为“主席调解员”，但《规则》却没有关于主席调觯员权 

力的任何规定此外，从条文也看不清楚，调解员在邀请双方当事人提交陈述书和 

其他文件，或在提出争端解决办法的建议时，究竟应该共同工作抑或可以单独工作。 

48.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认为《规则》应规定一 一般性原则：在由一名以上 

调解员进行的调解程序中，调解员应共同地进行工作。委员会请起草组草拟第三条 

中应加添的适当字句。 

49.委员会除上述修正外，通过本条。 

50.起草组审查后的第三条案文如后： 

“调解员人数 

“第三条 

“除非双方当事人协议应有两名或三名调解员，否则调解员应为一人。 

凡调解员在一名以上者，一般说来，他们应该共同地进行工作。” 

“调解员的指定 

“第四条 

"(1) (a)在由一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双方当事人应努力就单独调解员 

的人选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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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由两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每一方当事人应指定一名调解员； 

“(C)在由三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则每一方当事人应指定一名调解 

员。双方当事人应智力就主席调解员的人选达成协议。 

“(2)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求适当的机构或个人协助指定调解员，即： 

“ (a) 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上述机构或个人推荐适于担任调解员的人选； 

或 

“ (b)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意由上述机构或个人直接指定一名或一名以上的 

调解员。 

“在推荐或指定调解员时，上述机构或个人应注意到所指定的调解员要独立而 

公正。关于单独调解员或主席调解员，应考虑到 好指定一名不属于双方当事人国 

籍的调解员。” 

51.委员会同意本条规定，但决定，为了在第三条下所述理由（见上文第47和 

48段），第(1)款⑷ 和第⑵款 后一句的“主席调解员”字样，应改为“第三个 

调解员”。 

52.起草组审查后的第四条案文如下： 

“调解员的指定 

“第四条 

“(1) (a)在由一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双方当事人应努力就单独调解员 

的人选达成协议； 

“㈦在由两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每一方当事人应指定一名调解员; 

"(c)在由三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则每一方当事人应指定一名调解 

员。双方当事人应努力就第三个调解员的人选达成协IL 

“(2)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求适当的机构或个人协助指定调解员，即： 

“ (a) 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上述机构或个人推荐适于担任调解员的人选；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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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意由上述机构或个人直接指定一名或一名以上的 

调解员。 

“在推荐或指定调解员时，上述机构或个人应注意到所指定的调解员要独立而 

公正。关于单独调解员或第三个调解员，应考虑到 好指定一名不属于双方当事人 

国籍的调解员。” 

* * * 

“向调解员提交的陈述书 

“第五条 

“(1)调解员*经指定，每一方当事人应向调解员提交一份简要的书面陈述书, 

说明争端的一般性质和争执点.每一方当事人应将陈述书的抄本送交他方当事人„ 

“⑵调解员可要求每一方当事人就其立场以及说明其立场的事实和理由向他 

提交一份更深入的书面陈述书，并附上该当事人认为适当的任何文件和其它证椐。 

该当事人应将陈述书抄本送交他方当事人。 

“⑶调解员可在调解程序的任何阶段要求一方当事人向他提出他认为适当的 

补充材料„ 

在本条和以下各条中, 

视具体情况而定." 

调解员”一词适用于单独调解员、两名或三名调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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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 

53.有人认为第(1)款没有规定得很清楚s双方当事人应在什么时候向调解员提 

出陈述书.这一点在由一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固然没有困难.但是如果由两 

名或两名以上调觯员进行调觯程序时，双方当事人可能不一定知道第二个或第三个 

调觯员是否巳经指定^委员会认为本款应该写得更清楚点> 规定调解员经指定后， 

应要求每一方当事人向他提交一份简要的书面陈述书。 

第(2)和第⑶款 

54.委员会通过这两款的实质内容。 

55.起草组审查后的第五条案文如下： 

‘‘向调觯员提交的陈述书 

“第五条 

"(1)调解员*经指定后，应要求每一方当事人向他提交一份简要的 

书面陈述书.说明争端的一般性质和争执点。每一方当事人应将陈述书的 

抄本送交他方当事人• 

“ (2)调解员可要求每一方当事人就其立场以及说明其立场的事实和 

理由向他提交一份更深入的书面陈述书，并附上该当事人认为适当的任何 

文件和其它证据。该当事人应将陈述书抄本送交他方当事人。 

“⑶调解员可在调解程序的任何阶段要求一方当事人向他提出他认 

为适当的补充材料。 

在本条和以下各条中,“调解员”一词适用于单独调解员、两名或三名调解员 

视具体情况而定.” 



“代表和协助 

“第六条 

“双方当事人可由他们选择的人来代表或协助。这些人的姓名和地址应以书 

面通知他方当事人和调觯员；该通知应说明，这 饪命是为了担任代表还是为了提 

供协助a ” 

56.委员会通过本条的实质内咎. 

57.起草组审査后的第六条案文如下： 

“代表和协助 

“第六条 

“双方当事人可由他们选择的人来代表莰协助a 这些人的姓名和地址应 

以书面通知他方当事人和调觯员；该通知应说明，这 任命是为了担任代录还 

是为了捷供协助。” 

* * * 

“调斛员的任务 

“第七条 

"(1)调觯员应独立而公正地协助双方当事人争取争墒的友妤畔夾。 

"(2)调觯员应在公平、公道和公正原则的指导下，尤其应考虑到双方当箏人 

的权利和义务，有关行业的惯例和争端的具体情况，包括在双方当箏人之阀以前的 

任何两业习惯做法。 

‘‘⑶调解员可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程序，考虑案件的情况，双方 

当事人可能表示的愿望和迅速解决争端的需要。 

“⑷调解员可在调解程序的任何阶段提出争端解决办法的建议。这 建议 

无需以书面提出，也无需附有其理由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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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 

58.有人认为本款中"协助”二字与第六条中的“协助”二字含义不同。一 

般意见是，虽然情况确是如此，伹没有必要在任何一条中便用不同的措词，囡为这 

两个字的不同含义在上下文之中显然可以看出。 

第(2激 

59.关于在调解程序中调觯员应遵循的原则，有各种不间的建议• 这些建议 

是关于准则的先后次序以及列入适用于争端实质的法律准则问题的.但这些建议 

没有一个获得普通支持。为了使各语文本能更趋一致，委员会同意在英文本中删 

除"equity，，一字，另加入“objectivity，’一字，因为认为 “equity，’ 一 

字的含义实际已包括在“ fairness”一字内。这一改动并不影响实质。 

60.有人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阆以前的任何商业习惯做法”一语可能表示调觯 

员.不仅应该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彼此间以前的交易而且也应该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同 

其他人以前的交易。有人表示意见说，这一句只指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习惯做法， 

因为比较普遍性的习惯做法已包括在“行业的惯例” 一语内。 

第(3)款 

61.有人认为，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一方当事人希望通过证人来提出证据。 

因此建议在第(3)款中加添适当字句，使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调解员听取该当事人认 

为其证词有关的证人陈述。委员会接受这一建议。委员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第十七条的规定，传唤证人的费用应由要求的一方当事人负担，除非他方当事 

人明白同意调解是听取该证人陈述。 

第⑷款 

62.委员会通过该款的实质内容。 

63.起草组审査后的第七条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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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的任务 

“第七条 

“(1)调解员应独立而公正地协助双方当事人争取争端的友好解决。 

“(2)调解员应在客观、公平和公正原则的指导下，尤其应考虑到双方当 

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关行业的惯例和争端的具体情况，包括在双方当事人之 

间以前的任何商业习惯做法。 

‘‘(3)调解员可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程序，考虑案件的情况， 

双方当事人可能表示的愿望（包括一方当事人要求调解员听取口头陈述的愿望） 

和迅速解决争端的需要。 

“(4)调解员可在调解程序的任何阶段提出争端解决办法的建议。这  

建议无需以书面提出，也无需附有其理由说明。” 

# # « 

“行政协助 

“第八条 

“为了便利于调解程序的进行，双方当事人或调解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 

意之后，可以安排由适当的机构提供行政协助。” 

64.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一 建议，即调解员只有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之后才 

可以安排行政协助，仅同双方当事人协商是不够的。 

65.委员会另外也接受一 建议，即行政协助不仅可以由机构提供，也可以由 

个人提供. 

66.起草组审查后的案文如下： 

“行政协助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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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利于调解程序的进行，双方当事人或调解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 

意之后，可以安排由适当的机构或个人提傭政协助。” 

“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的联系 

“第九条 

“(1)调解员可以邀请双方当事人同他会谈，也可以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同 

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联系。 

“⑵除非双方当事人已商定同调解员会谈的地点，这一地点应由调解员 

同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决定，但应考虑到调解程序的具体情况。” 

第(1)款 

67.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认为为了调解程序的利益，调解员如果同一方当事人 

联系或会谈，应该也同他方当事人联系或会谈。因此委员会请起草组相应地重新 

起草该款。 

第⑵款 

68.委员会通过该款的实质内容。 

69.起草组审查后的第九条案文如后： 

“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的联系 

“第九条 

“(1)调解员可以邀请双方当事人同他会谈，也可以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同 

他们联系。他可以同时会见双方当事人或同他们联系，或者分别会见每一方 

当事人或同每一方当事人联系。 

‘‘(2)除非双方当事人已商定同调解员会谈的地点，这一地点应由调解员 

同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决定，但应考虑到调解程序的具体情况。” 



资料的透露 

“第十条 

“调解员在考虑他相信 有可能导致解决争端的程序的情况下，可决定在 

什么程度上将一方当事人告诉他的情况向他方当事人透露；但他不应将一方当 

事人在要求保密的条件下告诉他的情况向他方当事人透露，” 

70.对于调解员将一方当事人提供给他的资料透露给他方当事人的斟酌决定权, 

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有一种意见是，为了调解程序的利益，应给予调解员这样斟 

酌决定权。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重要的是，一方当事人知道他方当事人向调解员 

提供的任何资料。伹是，多数人同意，调觯员不得将在要求保密条件下提供给他 

的资料加以透露， 

71.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一 根据讨论情况拟定的新提案，就是调解员收到一方 

当事人有关争端的事买资料时，应该将该资料内容透露给他方当事人，伹对于在要 

求保密条件下提供的任何资料，不得透露。 

72.起草组审査后的第十条案文如下： 

“资料的透露 

“第十条 

“在调解员收到一方当事人有关争端的事实资料时，为了便他方当事人有 

机会做出他认为合适的解释，他可以将该资料的内容透露给他方当事人。伹 

是，一方当事人在向调解员提供资料时附有保密的明确条件，则调解员不得向 

他方当事人透露该 资料。” 



“双方当事人关于解决争端办法的建议 

“第十一条 

“调解员可邀请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向他提出关于解决争端办法的建 

i L 一方当事人可主动这样做。” 

73.有人指出本条首先观定调解员可邀请双方当事人向他提出关于解决争端办 

法的建议，然后规定双方当事人自己可主动提出这种建IL 有人提议本条应首先 

观定一方当事人如果愿意，可以提出这种建议，然后再观定调解员可以邀请一方当 

事人这样他 委员会接受这一提议。 

74.起草组审查后的第十一条案文如下（条文编号的不同，见下文第76段）： 

“双方当事人关于解决争端办法的建议 

“第十二条 

“每一方当事人可以主动地或应调解员的邀请向调解员提出关于解决争 

端办法的建I又” 

“双方当事人与调解员的合作 

“第十二条 

“双方当事人应真诚地努力按照调觯员的要求，提交书面材料，提供证据， 

出席会议和在其他事 上同他合作。” 

75.有人建议，应强调双方当事人同调解员合作的义务，作为一 一般性观则， 

因此本条应重新拟写，以明确规定此点。委员会接受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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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委员会另外还接受一 建议，即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次序应该倒过来， 

因为第十一条是关于解决争端办法的建议的，与第十三条的主题相同， 

77.起草组审查后的第十二条案文如下： 

“双方当事人与调解员的合作 

“第十一条 

“双方当事人应真诚地同调解员合作，尤其应努力按照调解员的要求，提 

交书面材料，提供证据和出席会议。“ 

# # * 

“解决争端协议 

“第十三条 

“⑴在调解员觉得有某种可能为双方当事人接受的解决因素存在时，他可以 

拟定一 可能的觯决办法条款，提交双方当事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调解员在收到 

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可参照这些意见重新拟定可能的觯决办法条款. 

“⑵如果双方当事人就争端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他们应萆拟并签署一份书 

面的解决争端协议*。应双方当事人的请求，调解员可以草拟或协助双方当事人草 

拟解决争端协议。 

“⑶双方当事人通过签署解决争端协议，接受它作为解决争端的具有约束力 

的 后办法。 

* 有人建议解决争端协议上列入下述一条：由于解决争端协议引起的或与该协议 

的解释或执行有关的任何争端，应提交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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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⑴款 

78.有人指出，第(1)款容许调解员斟酌决定是否拟定可能的解决办法条款，即 

使在调解程序中已出现了双方当事人可以接受的解决因素。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 

下，调解员不应有任何斟酌决定权，而必 拟定关于解决争端协议的建议。委员会 

接受这一意见，决定把“他可以拟定”字样改为“他应拟定”。 

第⑵款 

79.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书面的解决争端协议的脚注，是否应予保留. 

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认为促使双方当事人注意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是好的，但该脚 

注应重新拟写如下文（第81段）。 

第⑶款 

80.关于本款中“ 后” 二字的含义，引起了很多讨论.有人认为这两个字可 

能会引起误解， 好改用另外的字样，表明双方当事人一旦签署解决争端协议后， 

就该协议所针对的问题而言，他们之间再没有争端存在，同时，双方当事人应受该 

解决办法的约束，作为一 契约。委员会接受下文（第8 1段）的措词。 

81.起草组审查后的案文如下： 

“解决争端协议 

“第十三条 

“(1)在调解员觉得有某种可能为双方当事人接受的解决因素存在时，他 

应拟定一 可能的解决办法条款，提交双方当事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调解员 

在收到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可参照这些意见重新拟定可能的解决办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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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如果双方当事人就争端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他们应草拟并签署一 

份书面的解决争端协议#。应双方当事人的请求，调解员可以草拟或协助双方 

当事人萆拟解决争端协议。 

"(3)双方当事人通过签署解决争端协议，结束争端并受到该协议的约束. 

**双方当事人可以考虑在角1^«协议上歹
1
JA.—条:由于解决争端协议引起 

的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争端，应提交仲裁解决。” 

“保密 

“第十四条 

“除非双方当事人另有协议，或法律另有规定，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必 对与 

调解程序有关的一切事 进行保密.保密还应扩大到解决争端协议，但为了 

实施和执行目的而有必要公开者除外。” 

82.委员会按照对第一条的决定（参看上文第3 8段），决定删除“或法律另 

有规定”等字，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在第一条第(3)款中已有规定。委员会另外还决定 

无需保留“除非双方当事人另有协议”等字，因为按照第一条第⑵款的规定，双方 

当事人可以协议对《规则》做任何修改。除了这些修正外，委员会通过第十四条的 

实质内容。 

83.起草组审查后的第十四条案文如下： 

“保密 

“第十四条 

“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必 对与调解程序有关的一切事 进行保密„保密 

还应扩大到解决争端协议，但为了实施和执行目的而有必要公开者除外.” 



“调解程序的终止 

“第十五条 

“调解程序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a)双方当事人签署了解决争端协议，则调解程序从协议签署之日起终 

止；或 

“⑴）调解员在同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发表书面声明，宣布继续进行调解 

已无意义，则调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终止；或 

“(c)双方当事人向调解员发出书面声明，宣布终止调解程序，则调解程 

序从声明发表之B起终止；或 

“(d) —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已指定调解员者并_解员,发出书面声明, 

宣布终止调解程序，则调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曰起终止^ ” 

84.有人建议，关于终止调解輕序的条款应该列入一 规定，即如果调解员辞 

取或死亡，调解程序也即终止。另有人认为，不可能对每一种可能引起调解程序终 

止的情况都加以规定，第十五条只是处理双方当事人或调解员以明白行为终止调解 

程序的各种情况（签署解决争端协议或书面声明）. 

85.起草组审查后的第十五条案文如下： 

“调解程序的终止 

“第十五条 

“调解程序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a)双方当事人签署了解决争端协议，则调解程序从协议签署之曰 

起终止；或 

“㈦调觯员在同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发表书面声明，宣布继续进行 

调觯巳无意义，则调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终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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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双方当事人向调解员发出书面声明，宣布终止调解程序，则调 

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终止；或 

“ (d) 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巳指定调解员者并向调解员，发出书面 

声明，宣布终止调解程序，则调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终止。” 

“诉诸仲裁或司法程序 

“第十六条 

“关于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双方当事人应保证在调解程序期间不提出任何仲 

裁或司法程序.只有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或司法程序是维护其权利所必需者，他才 

可以提出这种程序.“ 

86.虽然大家都支持本条的基本概念，但对于双方当事人在调觯程序期同不提 

出仲裁或司法程序的保证程度，仍有不同的意见提出.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认为第 

十六条的根本原则是可以接受的，应予保留. 

87.关于一方当事人于维护其权利有必要时可以提出其他程序的问题，有人建 

议说，第十六条应该规定一 特别规则：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即为亦同意延 

长时效期间，延长期与调解程序期间相等.委员会不釆纳这一建议，因为在某些法 

律系统下，这样一 规则也许无法实施。 

88.委员会认为，双方当事人进行仲裁或司法程序时，可以随时尝试用调解方 

法解决他们的争端，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第十六条不应解释为阻止这样做. 

《规则》中没有任何观定阻止双方当事人于仲裁或司法程序开始后协议提出或继续 

进行调解。 

89.起草组审查后的第十六条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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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仲裁或司法程序 

‘‘第十六条 

“关于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双方当事人应保证在调解程序期间不提出任 

何仲裁或司法程序。只有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或司法程序是维护其权利所必需 

者，他才可以提出这种程序。” 

* * * 

“费用 

“第十七条 

‘‘(1)调解程序终止后，调解员确定调解费用并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费用” 

一词仅指下列费用： 

"(a)付予调解员的合理数额的酬金•， 

“㈦调解员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c)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员邀请的证人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员请求的专家意见的费用、旅费和其他 

费用； 

“⑷按照本规则第八条提供的行政协助的费用. 

“⑵除非解决争端协议规定按不同办法分配，以上规定的费用应由双方当事 

人平均分担。一方当事人承付的一切其他费用应由该当事人自行负担，” 

第(1)款 

90.有人指出，调解员按照第十七条确定的费用为“ 后”费用。另一方面， 

第十八条观定的是第十七条所述费用的予先估计. 

91.委员会接受对第(1)款⑷ 的一 修正案，就是加提第四条第⑵款(切 ，并 

相应删去“行政’’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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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⑵款 

92.委员会通过第⑵款的实质内容。 

93.起草组审查后的第十七条案文如下： 

“费用 

“第十七条 

“(1)调解程序终止后，调解员确定调解费用并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费用”一词仅指下列费用： 

“(a)付予调解员的合理数额的酬金； 

“⑶调解员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c)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员邀请的证人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d)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员请求的专家意见的费用； 

“㈦按照本规则第四条第⑵款⑷ 和第八条提供的协助的费用. 

“⑵除非解决争端协议规定按不同办法分配，以上规定的费用应由双方 

当事人平均分担。一方当事人承付的一切其他费用应由该当事人自行负担.” 

* # # 

“预付金 

“第十八条 

"(1)调觯员经指定后，可要求毎一方当事人交存数额相等的预付金，作为预 

付第十七条第⑴款提到的费用， 

‘‘(2)在调解程序进行期间，调解员可要求•方当事人支付数额相等的补充 

预付金， 

••⑶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三十天内未交足本条第⑴和第(2)款所规定的预付金, 

调解员可中止调解程序或向双方当事人发出终止调解程序的书面声明。终止 

调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曰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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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解程序一经终止，调解员应向双方当事人提出一份有关所收到预付 

金的帐目清单，并向双方当事人退还任何未用款 。” 

94.委员会请起草组璽新拟写第(1)款，便其表明预付金数额是反映调觯员对第 

十七条第(1)款提到的费用的估计数。 

第(2)、（3)、⑷款 

95.委员会通过这三款的买质内容。 

96.起草组审査后的第十八条案文如下： 

“预付金 

“第十八条 

"(1)调觯员经指定后，可要求方当事人交存数额相等的预付金，作为 

预付第十七条第(1)款提到的、他预期要承付的费用/ 

“⑵在调解程序进行期间，调解员可要求每方一当事人支付数额相等的补 

充预付金。 

“ (3)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三十天内未交足本条第(1)和第(2)款所规定的预付 

金，调解员可中止调解程序或向双方当事人发出终止调解程序的书面声明。终 

止调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生效。 

"(4)调解程序一经终止，调解员应向双方当事人提出一份有关所收到预 

付金的帐目清单，并向双方当事人退还任何未用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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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在以后程序中的作用 

“第十九条 

‘‘除非双方当事人另有协议，调解员对于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在以后的仲 

裁程序中不得担任仲裁员，在任何仲裁或司法程序中不得担任一方当事人的代 

表或律师，或担任一方当事人的证人.” 

97.委员会经过讨论后，同意第十九条应反映出双方当事人和调解员的保证。 

委员会请起草组相应地重新拟写本条• 

98.委员会决定，再无必要保留“除非双方当事人另有协议”等字，因为按照 

第一条第(2)款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对《规则》做任何修改。 

99.起草组审查后的第十九条案文如下： 

“调解员在其它程序中的作用 

“第十九条 

“双方当事人和為解员应保证调解员在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的任何仲裁或 

司法程序中不得担任仲裁员或一方当事人的代表或律师。双方当事人也应保 

证在上述任何程序中不把调解员作为证人。” 

« * * 

“其他程序中可接受的证裾 

“第二十条 

“不论仲裁或司法程序是否与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有关，双方当事人应保 

证不以下列事 为依据或用来作为证据： 

“(a)他方当事人对争端的可能解决办法表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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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他方当事人在调解程序过程中所作的承认； 

“(C)调解员提出的建议; 

“(d)他方当事人曾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员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提议这一 

事实• ” 

100.委员会同意第二十条的根本原则。有人认为，按照《规则》的规定，双 

方当事人不但可以就争端的可能解决办法表示意见，而且按照第十一条(现为第十 

二条）的规定，也可以就这方面提出建议。因此建议重新拟写第二十条(A)款，使 

其提到这种建议。委员会接受这一建议。 

101.起草组审查后的第二十条案文如下： 

‘‘其他程序中可接受的证据: 

“不论仲裁或司法程序是否与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有关，双方当事人应保 

证不以下列事 为依据或用来作为证裾； 

“(a)他方当事人对争端的可能觯决办法表示的意见或提出的建议； 

"(b)他方当事人在调解程序过程中所作的承认; 

”(c)调解员提出的建议； 

“⑷他方当事人曾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员提出的觯决争端的提议这一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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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觯氽款袼式 

102.委员会审议了《贸易法委员会调觯规则》修正草茱中所建议的两种调觯条 

款裕式： 

“调觯条款裕式 

格式一： 

如果发生由于本合同所引起或与本合间有关的争端，而双方当事人愿意通过调 

觯寻求争端的友好觯决时，调解应按照目前生效的《贸易法委员会调觯规则》进行， 

格式二 ： 

如果发生由于本合同所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一方当事人在诉诸法庭或 

按规定诉诸仲裁之前，应邀请他方当事人按照目前生效的《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通过调觯寻求争端的友好觯决.” 

103.有人认为无需在《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中列入调解条款格式• 

104.委员会同意采用格式一（英文本第二个“ Conciliation ”竽之前注加 

“ the ”），因为它没有规定要进行调解，只是表示同意援用《贸易法委员会 

调解规则》而已• 委员会没有接受一 提案，就是促请双方当事人注意一种可能 

性：首先同意作出进行调解的承诺，然后规定《调解规则》中需要作出修改的条款。 

有人认为这可能被理解_合《调解规则》所依据的自愿概念，同时一般地提出  

作修改的条款也可能造成困难和混乱.不过，委员会同意在条款格式后面续上以 

下一句话：“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采用其他调解条款。” 

"委员会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弟二四一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主题。 



通过《调觯规则》和委员会的决定 

105.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经起草组审查的《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的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文本。 

106.委员会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二四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认识到调解作为友好地解决在国际商业关系中发生的争端的一种办法的价 

值, 

深信订立能够得到具有不同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接受的调解规则, 

将有助于在各国人民之间发展和谐的经济关系， 

在审议了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的意见之后，拟订了《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 

则》， 

1. 1过下列的《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2.请大会建议，如果在国际商业关系中发生争端，而双方当事人愿意通 

过调解寻求争端的友好解决时，采用《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3.适秘书长作出安排，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 * # 

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规则的适用 

第一条 

(1)凡双方当事人谋求争端的友好解决而同意援用《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者，对由于合同或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或与合同或其他法律关系有关的争端，其 

调解均适用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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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当事人可在任何时间协议排除或修改本规则的任何一点• 

(3)凡本规则的任何一 与双方当事人不能背离的法律规定相抵触者，应以该 

法律规定为准. 

调解程序的开始 

第二条 

(1)提议调解的一方当事人应向他方当事人发出按照本规则进行调解的书面遨 

请，简要地说明争端的内容. 

⑵调解程序于他方当事人接受该调解邀请时开始.如果是口头表示同意， 

则 好用书面予以确认. 

⑶他方当事人拒绝邀请时，则不进行调解程序. 

(4)如果提议调解的一方当事人从发出邀请之日起三十天内，或在该邀请规定 

的其他时间内未收到答复，他得认为是对调解邀请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应 

该相应地通知他方当事人。 

调解员人数 

第三条 

除非双方当事人协议应有两名或三名调解员，否则调解员应为一人.凡调解 

员在一名以上者，一般说来，他们应该共同地进行工作. 

调解员的指定 

笫四条 

(1) (a)在由一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双方当事人应努力就单独调解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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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达成协议； 

m在由两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每一方当事人应指定一名调解员； 

(C)在由三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程序时，则每一方当事人应指定一名调解氩 

双方当事人应努力就笫三个调解员的人选达成协议。 

(2)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求适当的机构或个人协助指定调解员，即： 

(a) 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上述机构或个人推荐适于担任调解员的人选； 

或 

⑶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意由上述机构或个人直接指定一名或一名以上的调 

解员. 

在推荐或指定调解员时，上述机构或个人应注意到所指定的调解员要独立而公 

正.关于单独调解员或第三个调解员，应考虑到 好指定一名不属于双方当事人 

国籍的调解员. 

向调解员提交的陈述书 

第五条 

(1)调解员*经指定后，应要求每一方当事人向他提交一份简要的书面陈述书, 

说明争端的一般性质和争执点.每一方当事人应将陈述书的抄本送交他方当事人, 

(2)调解员可要求每一方当事人就其立场以及说明其立场的事实和理由向他提 

交一份更深入的书面陈述书，并附上该当事人认为适当的任何文件和其它证据，该 

当事人应将陈述书抄本送交他方当事人. 

(3)调解员可在调解程序的任何阶段要求一方当事人向他提出他认为适当的补 

充材料. 

*在本条和以下各条中,“调解员”一词适用于单独调解员、两名或三名调解员, 

视具体情况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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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和协助 

第六条 

双方当事人可由他们选择的人来代表或协助。这些人的姓名和地址应以书面 

通知他方当事人和调解员；该通知应说明，这 任命是为了担任代表还是为了提供 

协助. 

调解员的任务 

第七条 

(1)调解员应独立而公正地协助双方当事人争取争端的友_决， 

C2)调解员应:在客观、公平和公正原则的指导下•尤其应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有关行业晚惯例和争端的具体情况，包括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前的任 

何商业习惯做法. 

(3)调解员可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程序，考虑案件的情况，双方当 

事人可能表示的愿望（包括一方当事人要求调解员听取口头陈述的愿望）和迅速解 

决争端的需要。 

(4)调解员可在调解程序的任何阶段提出争端餑决办法的建议。这 建议无 

需以书面提出，也无需附有其理由说明。 

行政协助 

为了便利于调解程序的进行，双方当事人或调解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之后， 

可以安排由适当的机构或个人提供行政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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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的联系 

第九条 

(1)调解员可以邀请双方当事人同他会谈，也可以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同他们联 

系.他可以同时会见双方当事人或同他们联系，或者分别会见每一方当事人或同 

每一方当事人联系。 

⑵除非双方当事人已商定同调解员会谈的地点，这一地点.触调解员同双方 

当事人协商后决定，但应考虑到调解程序的具体情况• 

资料的透露 

第十条 

在调解员收到一方当事人有关争端的事实资料时，为了使他方当事人有机会做出 

他认为合适的解释，他可以将该资料的内容透露给他方当事人。但是• 一方当事人 

在向调解员提供资料时附有保密•的明确条件，则调解员不得向他方当事人透露该  

资料。 

双方当事人与调解员的合作 

第十一条 

双方当事人应真诚地同调解员合作，尤其应努力按照调解员的要求，提交书面材 

料，提供证据和出席会议。 

双方当亊人关于解决争端办法的建议 

第十二 i 
每一方当事人可以主动地或应调觯员的邀请向调觯员提出关于觯决争端办法的建 

议。 

解决争端协议 

第十三条 

(1)在调觯员觉得有某种可能为双方当事人接受的解决因素存在时，他可以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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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能的解决办法条款.提交双方当事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调解员在收到双 

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可参照这些意见重新拟定可能的解决办法条款。 

(2)如果双方当事人就争端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他们应草拟并签署一份书面 

的解决争端协议*: 应双方当事人的请求，调解员可以草拟或协助双方当事人草 

拟解决争端协议. 

(3)双方当事人通过签署解决争端协议，结束争端并受到该协议的约束。 

保密 

第十四条 

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必 对与调解程序有关的一切事 进行保密。保密还应扩 

大到解决争端协议，但为了实施和执行目的而有必要公开者除外„ 

调解程序的终止 

第十五条 

调觯程序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a)双方当事人签署了觯决争端协议，则调解程序从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 

或 

(B)调解员拍•当事人协商后，发表书面声明，宣布继续进行调解已无 

意义，则调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终止；或 

(E)双方当事人向调解员发出书面声明，宣布终止调觯程序，则调觯程序 

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终止；或 

**双方当事人可以考虑在解)_协"《上歹IJA下述一条：由于解决争端协议引起的或 

与此有关的任何争端，应提交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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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巳指定调解员者并向调解员|^出书面声明 

宣布终止调解程序,则调解程序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终止。 

诉诸仲裁或司法程序 

第十六条 

关于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双方当事人应保证在调解程序期问不提出任何仲裁 

或司法程序。只有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或司法程序是维护其杈利所必需者，他才 

可以提出这种程序。 

费用 
• • • . ‘ . • • 

第十七条 

(1)调解程序终止后，调解员确定调解费用并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费用 

一词仅指下列费用： 

(a)付予调解员的合理数额的酬金； 

(B)调解员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c)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员邀请的证人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D)经双方当事人同意，1调觯员请求的专家意见的费用； 

(e)按照本规则第四条第⑵款(b) 和第八条提供的协助的费用。 

(2)除非解决争端协议规定按不同办法分配，以上规定的费用应由双方当 

事人平均分担。一方当事人承付的一切其他费用应由该当事人自行负担。 

预付金 

f i v ^ L 

(1)调解员经指定后,双求每一方当事人交存数额相等的预付金，作为预付第 

十七条第(1)款提到的、他预期要承付的费用。 



(2)在调解程序进行期间，调解员可要求每一方当事人支付数额相等的补充预付 

金《 

(3)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三十天内未交足本条第(1)和第(2)款所规定的预付金，调 

解员可终止调解程序或向双方当事人发出终止调解程序的书面声明。终止调解程 

序从声明发表之日起生效。 

⑷调解程序一经终止,调解员应向双方当事人提出一份有关所收到预付金 

的帐目清单，并向双方当事人退还任何未用款 v 

调解员在其他程序中的作用 

第十九条 

双方当事人和调解员应保证调解员在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的_仲裁或司法程序 

中不得担仲裁员或一方当事人的代表或律师-双方当事人也应保证在上述任何程 

序中不把调解员作为证人• 

其他程序中可接受的证据 

第二十条 

不论仲裁或司法程序是否与调解程序主题的争端有关，双方当事人应保证不以下 

列事 为依据或用来作为证据？ 

(a)他方当事人对争端的可能解决办法表示的意见或提出的建议； 

(T>)他方当事人在调解程序过程中所作的承认； 

(0调解员提出的建议； 

(D)他方当事人曾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员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提议这一事实， 

调解条款格式 

如果发生由于本合同所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而双方当事人愿意通过调 

解寻求争端的友好解决时，调解应按照目前生效的《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进行。 

(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采用其他调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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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导言 

107.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审议了一些与《贸易法委员劍中裁规则》有关问题 

一个问题是，委员会是否应釆取步骤，促进在执行仲裁中使用《规则》，并设法防 

止仲裁机构在使用《规则》时的不一致。另一个问题是，宜否编制一份名单，列 

举所有表示愿意在接获请求时充当《贸易法委员制中裁规则》规定的指派机关的仲 

裁机构湘其他机构；以及这个作法是否可行。 

ioa委员会该届会议决定请秘书长： 

“(a)为下一届会议拟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执行仲裁的准则，或 

列举在执行的仲裁中使用《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好能与有关国际组织协商进行； 

“⑴）与有关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茼业仲裁理辜会协商，进一步审议拟订一份 

声明愿意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担任指派机关的仲裁机构勒其 

他机构的名单的利与弊，并在将来的一届会议上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C)想办法推广和促进《贸易法委员劍中裁规则》的使用。 

109.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的一«1明（A/CF 9 / 1 8 9 ) ,其中考虑到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意见以及同国际两业仲裁理事会成员和国际苘会代表举行协 

商会议所得到的资料。关于笫一个问题，秘书长的说明内建议颁发一 准则，它 

并且提出了这种准则，以协助仲裁机构拟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执行仲 

裁的规则，同时鼓励它们保留《规则》原封不动。关于第二个问题，秘书长的说 

14卷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二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 

四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34/17 )，第57-70段。 

1 5 同上，第 7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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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内指出，联合国不宜于公布愿意担任指派机关的仲裁机构名单，应留待各仲裁机 

构自己宣布它们愿意作为指派机关. 

关于在执行的仲裁中使用《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问题的讨论16 

110.委员会就宜否颁发一 关于执行的仲裁的准则问题，并对秘书处编写的准 

则簟案交换了意见。有人说，这种准则不应只针对仲裁机构，还应针对其他有关 

机构，例如商会。 

111.有人同意编制建议是的准则，也赞成准则萆案所采用的方式.但是，有 

人认为，由于秘书长的说明印发过迟，代表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同有关方面协苘. 

因此，委员会决定不讨论准则萆案的详细内容，并且延后审议秘书长的提案. 

关于指定指派机关问题的讨论17 

112.委员会在经过审议后，一致认为不宜于编制一份名单，列举所有表示愿意 

在接获请求时充当《贸易法委员劍中裁规则》规定的指派机关的仲裁机构和其他机 

构。认为这样的一份名单永远都不可能齐全和亳无错误。此外，委员会和秘书 

处都无法判断一个申请列名的机构是否名符其实粕够资格的。这一点大家认为特 

别重要，因为名列联合国发表的名单可以被觯释为得到核可或推荐的表示.因此， 

大家认为，应让各仲裁机构自己宣布它们愿意作为指派机关。 

16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委员会第二三六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问题。 

17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委员会第二三六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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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决定 

113.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委员会第二三六次会议通过了下列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注意到秘书长题为“关于使用《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勒关于指定指派 

机关的问题”的说明（A/CN. 9 / 1 8 9 ); 

I 决定延至下届会议审议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执行仲裁的准则萆 

案； 

3.决定不印发宣布愿意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担任指派机关的仲裁 

机构名单. 

C .仲裁法范本 " 

114.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题为“关于拟订仲裁程序示范法律的进度报告”的说 

明（A/CN. 9/190). 它说明了秘书处应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要求.编制一份各 

国有关仲裁程序的法律条款的分析性汇编，并簟拟一份关于仲裁程序示范法律的初 

步箪案方面所已进行的初步工作 . 

115.秘书处的说明指出了取得编制一份完整的、 新的各国法律汇编所必需的 

材料的种种困难.为了协助秘书处进行这件工作，委员会同意要求联合国各会员 

国政府，特别是委员会各成员国政府，向秘书处提供囿家立法、判例法的有关材料 

和现有的相关条约• 

116.委员会经过审议后，注意到秘书处的进度报告邾其中关于进一步进行这方 

面的工作提议， 

‘8 一 :^A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委员会笫二三六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问题.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笫三十四 

届会议，补编笫1 7号》（ A / 3 4 / 1 7 ) ,第 8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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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决定 

117.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委员会第二三六次会议通过了下列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L 注意到关于拟订仲裁程序示范法律的进度报告(A/CN 9 / 1 9 0 )以及其中 

关于进_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提议； 

Z .进各国政府，特别是委员会各成员国政府，向秘书处提供国家立法、判例 

法的有关材料湘现有的相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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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导言 

118.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在委员会工作方案内列入题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 

涉法律问题”的 目，并将这一主题的审议定为优先事 • 委员会同时又设立了 

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但将指定工作组成员国的工作推迟到第十二届会议 

进 行 � 

119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指定了下列各国为工作组成员国：阿根廷、澳大利亚、 

智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面、加纳、印度、 

印度尼西亚、曰本、肯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苏联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2
’ 

120.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题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委员会的可 

能 工 作 方 案 ” 的 报 告 （ « 按照委员会的请求而提出的该报告讨论 

了对国际贸易可能有关的下列主题事 ：国际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商品、贸易、货 

币制度、工业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121 .委员会同届会议要求工作组审查秘书长的报告，顾到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一 

和第十二届会议的讨论情况记录，并就以下两点提出建议：可以适当地列入委员会 

工作方案的具体 目；以及委员会在协调S际贸易法方面可以采取的有用步骤• 

i2a工作组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会议• 

在该届会议上，工作组对其向委员会建议可能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的 目清单达成 

2 0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 

届会议，补编第1 7 号 》 （ V 3 3 Z 1 7 ) , 第 7 1段 . 

2 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 

届会议，补编第1 7 号 》 （ Y 3 4 / 1 7 ) , 第 1 0 0 段 . 

- 5 1 -



了一致意见• 

1 2 3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工作组该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A Z d 9 y l 7 6 ) . 

工作组提交委员会供其审议的建议中有下列 目： 

1 .多边商品协定的法律问题； 

2.研究外国投资所引起的问题中哪些问题可能适合由委员会加以审议； 

3 •研究关于工业合作的政府间双边协定； 

4.协调、统一和审查工业发展领域的国际合同内通常出现的合同条款， 

例如关于以下主题的合同：研究和发展，顾问,工程，提供和建造大 

型工厂(包括交钥匙合同或投产合同），技术转让（包括许可证）， 

服务和维修，技术协助，租赁，联合企业,一般工业合作； 

5.确定跨国公司活动引起的具体法律问题，特别顾到同这方面的其他有 

关机构协调工作的需要； 

6.研究自然资源领域里的减让协定和其他协定，考虑到这方面的其他有 

关机构所进行的工作以及合作方面的需要• 

124.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并没有讨论它提议的 目的优先次序，但工作组曾 

表示， 目4对发展中国家和对委员会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工作来说都特别 

重要. 

125.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封秘书长应工作组之请编制的一份关于 目4的研究报 

告（ A Z C N . 9 / 1 9 1 ) . 该份研究报告审査了工业化方面使用的各类合同，说明 

它们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并且提到了其他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 

126 .委员会又收到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有关国际商品协定的法律问题的答 

复 （ ^ 1 9 / 1 9 3 ),以及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有关贸易法委员会在新在S际经 

济秩序方面的工作的决议(AycN.9/1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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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的讨论 

1 27 .委员会表示赞赏新的図际经济秩序工作组的工作• 工作组向委员会提出 

的建议表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些方面是委员会可以有益地加以讨论的.委 

员会又表示赞赏工作组主席曾野石秋教授（日本）领导工作组的讨论. 

128.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曾经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讨论，工作组的建 

议也得到该委员会的赞间， 

129.大家认为工作组的报告措辞审慎，它的调查报告面面具到,它的建议因为 

是协商一致通过而有力.有人强调指出，委员会在讨论提议的 目时，应铭记着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等文件所列举的 

目标• 

130.委员会一致认为，它应选定工作组建议的某些主题 目优先处理.有人 

还指出，贸易法委员会所进行的其他工作对实施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131.委员会赞同工作组的看法，即上面提到的 目4特别重要.有人认为. 

这个 目荦涉到工业发展领域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合同，因此很可能在今后数年花费 

去秘书处的绝大部分资源• 

132.有人提议，“关于工业合作的政府间协定” 目也应位列优先，因为这种 

协定往往包括与企业间合间关系有关的条款.而且，政府间协定又往往构成企业 

间交易来往的基础，因此不可忽视• 

1 3 3
V另一个看法是，这种协定不应位列优先，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双边协定,而 

且与公法事 有关.但是，尽管不应马上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但按照工作组的 

提议，编制一本世界性的关于工业合作的政府间协定汇编，是有用的. 

134.另外有人提出了与工作组的清单所列事 有关的其他各种提案，但都未被委 

员会当作优先事 处理.但是，大家广泛同意，就委员会的协调职责来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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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都是重要的. 

135 .对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是否可以将国际公法的事 列入委员会的工作 

方案，意见不一.有些人强调指出，委员会即使不是只管私法方面的事 ,也应该 

主要关心这种事 ，但是另一种意见认为，政府机构参与国际贸易的也不少，因 

此不能忽略与公法有关的问题.况且，私法和公法之间的分界线有时也不是那么 

容易区别的. 

136.在审议秘书长报告中列举的各类不同的合同时，委员会广泛同意，应当开 

始关于提供及建造大型工厂合同（包括交钥匙合同或投产合同）和一般工业合作合 

同的合同条款的工作.有人指出，这些合同性质复杂，其中的某些成分在其他种 

类的合同中也有.因此，他们认为，当将来也许就其他有关的合同展开工作时， 

可以用这些合同作为一个基础 .他们还认为，拟订关工厂的示范条款、 

合同或规则,是制定了销售法之后 理成章的下一步工作. 

137.有人表示，在进行关于提供大型工厂的合同和工业合作合同的工作时，应 

当考虑到有关的政府间协议，因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同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 

不能孤立地对待.国冢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因此必 研究与经济 

和工业合作有关的政府间协议对企业间合同的影响• 

138.关于这一点，有人提议，娈员会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工作应当包括 

对 惠国条款逬行研究.伹是也有人反对这 提议，理由是大会目前正在审议国 

际法委员会所进行的关于 惠国条款的工作，所以委员会应当等候大会对这个问题 

作出决定. 

139.委员会赞同秘书处的一 建议，就是它在委员会所选定的合同方面所应傲 

的工作是研究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其他组织（如果有的话）的有关工作，以及分析国 

际合同中的惯例做法.有人指出，如果娈员会的成员能把这种合同的副本提供给 

秘书处，将会有助于秘书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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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还有人表示，按照工作组的建议，委员会应当考虑是否需要把工业发展领 

域的国际合同中普遍出现的合同现定或条款加以调和划一.因此，秘书处也应当 

审査这种条款并编写一个这种条款的清单. 

141 . 一般同意，秘书处在进行筹备工作时应当有一定程度的处理权.大冢也 

同意，关于这 工作的 终方向的决定，应当分阶段作出，而且现在也不可能确定 

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142.委员会获悉，贸易法委员会的预算中已经拔出一笔经费，用来召集一个人 

数不多的专家小组协助秘书处进行筹备工作• 委员会认为，要不要召集这个专家 

小组，应当由秘书处去决定• 

委员会的决定 

143 .委员会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二四二次会议上通过下列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 .赞赏地注意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五 

日在纽约举行的会议的工作报告，和秘书长关于工业发展领域国际合同的研究 

报告； 

2.欢迎工作组关于应当列入委员会工作方茱的主趣事 的建议; 

3.同意把’关于工业发展合同的工作列为优先事 ; 

4 .遌秘书长 

㈤㈣关于提供及建造大型工厂的合同和工业合作合同的筹备工作; 

(B)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提出报告； 

5.决定新的面际经济秩序工作组由委员会全体成员国组成； 

6.度工作组向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55 -



第七草 

工作的协调 

144. 委员会收到大会第34/142和34/150号决议以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工作组的报告的一部分. 

145.委员会感谢大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关于国际贸易法方面的协调的第34/142号决议• 委员会等待秘书长采取行动以 

执行该决议的第5段， 

1461委员会也赞赏地注意到大会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关于国际经济 

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原则和规范的汇集和逐步发展的第 

34/150号决议里请秘书长在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合作下以及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协调下，研究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原则和 

规范的汇集和逐步发展等问题，以期斟酌情况，将它们列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文书. 

委员会表示愿意同秘书长合作协调进行这 研究. 

147.委员会获悉国际统一私法学社经过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核可的 

国际贸易法工作方案，并赞赏地注意到统一私法学社同委员会之间通过彼此的秘书 

处进行良好的协调， 

U A 委员会也获悉，统一私法学社打算请第十四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修改 

会议的程序，以便在处理有关全球利益的事 ，例如国际贸易法亊 时，得以遨请 

所有国家参加• 

149. 委员会汄为，联合国各机构法律活动的协调工作特别重要，因为这些 

机构日趋积极地从事制订和通过法规的工作.这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尤为重 

要，因为大会曾数次促请联合国各机关注意参与执行大会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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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决议的必要.委员会同意，如果完全执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的建议， 

则会大为改进目前缺乏协调的情况• 但是，大家认为，委员会在可能对具体的行 

动方向作出建议以前，必 获得更多关于联合国各机关的方案和职杈范围的资料. 

150.委员会因此要求它的秘书处向它的下一届年度会议提交有关其他机关 

和各国际组织的活动的完整资料，使委员会能在审议工作协调问题时充分知道所涉 

各 问题，并采取适当决定. 

- 5 7 -



第 八 章 

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协助
22 

导 言 

151.委员会回顾在第十届会议时，由于缺乏经费取消i与第十届会议有关 

的第二次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座谈会，因而向大会建议“应考虑能否从联合国 

的经常予算中拨款充委员会各次国际贸易法座谈会的全部或局部经费，，.” 

i s a 基于这 建议，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应大会要求而提出 

的报告（A/^3/177)之后：（a)认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应继续召开讨论国 

际贸易法的座谈会；0>)吁请各国政府、各组织、各机构及个别人士考虑提供经费 

和其他捐助，以便能够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设想的，于一九八〇年举行一 

次国际贸易法座谈会；并授杈秘书长动用捐给《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 

广泛了解协助方案》但捐款人未明确指定用于方案中某些其他活动的自愿捐款，来 

支付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座谈会的全部或局部经费，以便向座谈会与会者提供 

研究金，名额以十五人为限. 

i s a 委员会获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上述《协助方案》拔款给贸易法委 

员会的座谈会， 

2 2 委员会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二三九次和二四〇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 

目.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7号》（ 4 / 3 ^ / 1 7 ) ,第 4 5 

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八卷，一九七七年》（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马78L V 7 ) ,第一编，第二章， A ,第 4 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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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的讨论 

1 5 4 大家都认为贸易法委员会座谈会是很需要的，应该继续举行• 有人 

建议，秘书处应研究举办区域讨论会的可能性.委员会讨论f今后的座谈会是否 

应当象一九七五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那样在委员会召开一届会议时举行， 

或是应当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举行区域讨论会, 

155.有些人赞成今后的座谈会在委员会召开一届会议时举行，他们的理由 

是，参加委员会会议的代表之中，有许多是国际贸易法某些方面的专家，能够对座 

谈会作出贡献•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委员会立即与座谈会打成一片，而且不必 

为找专家而多花钱.此外，在委员会召开一届会议时举行座谈会,也可使参加座 

谈会的人有机会比较熟悉委员会的工作• 

156L另一种意见的人则指出，举行区域讨论会的好处是，在参加人方面的 

费用比较少，要是参加人都要从各个发展中国家到纽约或维也纳去，费用就比较多。 

而且，在各区域举行讨论会，也可以利用当地的国际贸易法专家.还有，在各区 

域举行讨论会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一则是可以有更多的人参加，二则是在讨论 

会举行的区域会发生宣传作用， 

157.委员会获悉，瑞典政府已向座谈会认捐• 奥地利、加拿大、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芬兰、荷兰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表示，他们本国政府愿意捐款给委员 

会于一九八一年在维也纳召开第十四届会议时举行的座谈会• 委员会向这些国家 

的政府表示感谢注意到认捐的数额已经够资助來自发展中国家大约十五名参加人的 

旅费和生活费，同时希望还有继续认捐。 

158. 大家认为座谈会所讨论的主题应当包括贸易法委员会现在或过去所处理 

的问题，特别是仲裁和调解、销售、海商法、以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法律问题. 

159.有人认为委员会应试一试规划一个期间较长的国际贸易法研究方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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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六个月或者更长一点.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可与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合 

作安排• 

研究金和实习安排 

160.法国代表通知委员会说，法国政府决定提供一名研究金给发展中国家 

的候选人接受国际贸易法的训练，由贸易法委员会负责办理，委员会对此表示感 

谢. 

i f . mL 
协坳 

161.有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打算重新审订它们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 

法律的时候，委员会似可给予协助.委员会这样做的时候，应与也在进行这种工 

作的其他组织互相合作. 

决定 

1 6 a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委员会于第二四〇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以下 

的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 决定于一九八一年委员会在维也纳召开第十四届会议时举行第 

二次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座谈会； 

2 . 感谢向举行第二次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座谈会提供捐款的 

国家； 

3 . 请其他国家也提供捐款以便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人参加； 
^mt^mm 

4 . 1秘书长： 

(a)为一九八一年委员会在维也纳召开第十四届会议时举行第 

二次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座谈会作出必要的安排； 

㈦向委员会报告关于举行区域讨论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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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未来工作和其他事 24 

A.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议程 

163.娈员会决定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在维 

也纳举行。至于该届会议的议程，委员会接到其秘书的通知说，关于国陈舍同惯 

例方面，委员会将收到国际舍同惯例工作组第二庙会议的工作报告,以及秘书长关 

于终止条款和不可抗力条款的报告。关于国际商业仲裁，委员会将审笪根掂《贸 

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执行仲裁的准则。妥员会又获粦贸易法娈员会国际支付研 

究组巳经审议了法国在娈员会笫十一届会议上关于建立国际公约一般计算单位的提 

议，并且委员会可能在下届会议上妥为审议这个问题。委员会并获悉国际文付研 

究组关于电子化资金划拨的法律W题工作的进展情况，该研究组认为进一步的工 

作应当着重于以不可转让票裾支付的方法。娈员会要求秘书处茌下一届会议上向 

它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进度报告，以便它在审议了该研兕組的结论之后可以就逬一 

步工作的范围作出指示。委员会也获态它胬收到关于国际贸易法方面工作协调情 

况的报告。委员会还决定今后每届会议都审议兵工作成果的各 公约的现况。 

B.各工作组的组成和会议 

164.委员会决定国际可转让票据工作组的未釆各届会议将茌下列时地举行： 

(u)第十届会议，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至十六日在細也纳举行； 

(b)如果需要再举行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可于工作组决定的日期在纽约举 

行。 

165.娈员会决定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将包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该工作 

24委员会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第二三九次、二四〇次和二四一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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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将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至十八日在维也納举行会议。 

166.娈员会决定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第二届会议将于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至 

十七日在纽约举行。 

、167.娈员会选出危地马扭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参加国际合问惯例工作组，代替 

已经不再担任委员会成员的巴西和墨西哥。委员会还选出智利代替墨西哥参加国 

际可转让票据工作组。 

c.大会关于委员会第十二届工作会议报告的夾议 

168.委员会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大会夫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十二庙会议工作报告的第34/1 43号厌议。 

D.国际组织在国陈贸易法的协调和统一方面的 近活动 

169.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组织在国际贸易法的协调和统一方面的 近 

活动的报告（A/CN. 9 / 1 9 2和 A d d 1和 2 )。 它要求今后的报告在委员会目前 

所关切的爭 方面应更为详细，以便各国政府能够获得更多资科。 

E. 一九七八年联舍因海上货物运送公约（汉堡规则) 

170.委员会注意到,在本届会议举行时，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公约（一九七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订于汉堡，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日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只获得三 

个国冢批准或加入，而签署公约的有二十七个国冢。该公约必 获得二十个国家 

批准才能生效。希望已经签署公约的国冢能在 迓的将来批准公约，并希望其他 

国家考虑加入公约。 

贸易法委员会法律图书馆  

171 .委员会听取了委员会秘书关于贸易法娈员会法律图书馆设茌奥地利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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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法组的陈述。委员会审议了秘书处茌分ft给它的予算资源范豳内用什么 

方法对以进一步扩充其图书馆存书的问题。 

172.委员会经过审议后，一致通过以下的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认为法佯事务厅国际贸易法组作为委员舍的秘书处,它所进行的筹备工作, 

对委员会本身的工作至为重要， 

i各国政府把维也纳贸易法娈员会法惮囝书馆列入它们哿送官方记录、公 

报、法律案文、其他有关出舨物等法律材料的发逡名单内. 

G .简要记录 

173.委员会注意到大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S4/50号决议，其中现 

定大会一切附属机构，除国际法娈员会和祆照大会弟32/174号夾议坟立的全佯突 

员会外，均停止编制简要记录，试行一年。 

174.委员会虽然知道这个决议的主要关切点，但它仍须提请大会注寫,简要记 

录对联舍国各 条约、公约和其他法律性质文书的立法史很有夫糸.到现茌为止, 

联舍国有三个公约是根据安员会草拟的茱文草案締结的，而娄员会所锎订并经大会 

推荐的《贸易法委负会仲裁规则》也正在世界范iii内适用于解决国际两业争端. 

关于所有这些茱x,均有完整的简要记录，记述筹备阶段的工作，供各国政肘、学 

者、法学家和其他有关人士参阅。委员会相信，继续这样傲会w助于联合国的立 

法工作。 

175.为了这些埋由，安员会要求大会准许对委员会专门讨论法徉案文的会议编 

制简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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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本届会议收到的文仵一JC录  

A. 一般分友文件 

A/CH. 9 / 1 7 6 

A/CU. 9 / 1 7 7 

A / C N 9 / 1 7 8 

A/C巩 9 / 1 7 9 

A/CE. 9 / 1 8 0 

A/CJJ 9 / 1 8 1 

a / C H 9 / 1 8 2 

A/CU. 9 / 1 8 3 

A/CU. 9/184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法律问趔——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工作组会议(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纽约） 

工作报眚 

国际舍间惯例工作組笫一届会议（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 

四日至二十八日，维也纳)工作报告 

国际支1T一一国际汇票和国际期皋公约萆罙——-国际可转 

转让票据工作组弟A^会议(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十 

四日，日内瓦）工作报告 

国际商业伸裁一贸易法娈贝会调解规则修正草茱——_ 

秘书长编写的单茱 

国际商业仲裁——•贸易法娈员会调觯规则修正草茱评注 

——-秘书长的报苷 

国际支付一一国际汇票和国际期票公约草案一国际可 

转让票据工组第九届会议(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至十 

一日，纽约）工作报告 

临时议程及其附加说明和暂定会议日程-一秘书长的说 

明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秘书长的说明 

(不印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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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巩 9/185 

A / C E 9 / 1 8 6 

A / C N 

Add. 

A/CN. 

A / C H 

9 / 1 8 7 

1 至 3 

9 / 1 8 8 

9/189 

A / C E 9 / 1 9 0 

A / C N 

A/CE. 

Add. 

A / C E 

A / C N 

9/191 

9 / 1 9 2 

1 和 2 

9 / 1 9 3 

9/194 

A / C E 

C R P 

A/CB 
CRP. 

A / C E 

CRP. 

9 / X I I I / 

1 

9 / x i i i / 

1/Add. 1 

9/x工工1/ 

1/Add. 2 

(不印发） 

物权担保一一拟订统一规则时所要审议的各 问题一 

秘书长的报告 

国际商业仲裁——-贸易法委员会调觯规则修正草案一一 

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意见和评论 

(不印发） 

国际苘业仲裁——_关于便用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和指 

定指派机关的问题——•秘书长的说明 

国际苘业仲裁——_关于拟订仲裁程序示范法惲的逬度报 

告一—秘书处的说明 

工重发展领域的国际合同_一秘书长的研宄报告 

国际组织目前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协调和统一的活动——_ 

秘书长的报告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法律问题一一秘书处的说明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法律间趔——-秘书处的说明 

B .限制分发文件 

国际两业仲裁一-贸易法娈员会调解规则-一起草组提 

出的案文（第一至第五条） 

起草组提出的案文（第六至第九条） 

起草组提出的案文（第一条⑶、第三条、第十至笫二十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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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 9 / x工 1 1 / 

CRP. 2 

A / C H 9 / X I I I / 

CRP. 2/Add. 1 

A / C E 9/x工11/ 

CRP. 2 / A d a 2 

A/C巩 9 / x i i l / 

CRP. 2/Add. 3 

A / C N 9 / X I I I / 

CRP. 2/Add. 4 

A/GH. 9 / X I I I / 

CRP. 2/Add. 5 

A / C N 9 / x i i l / 

CRP. 2/Add. 6 

A / C H 9 / X I I I / 

CRP. 2/Add. 7 

9 / X I I I / 

CRP. 2/Add. 8 

A / G H 9 / X I I I / 

CRP. 2/Add. 9 

A / C E 9 / X I I I / 

CRP. 2/Add. 10 

A / C E 9 / X I I I / 

CRP. 2/Add. 1 ： 

联合国因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三庙会议工作报告草槁: 

导言，第一草 

拫告草稿，弟二章 

报告軍稿，第三章，第四草A 

报告草袖，第四章B 

报告草稿，第五章A 

报告草稿，第五鞏A ( 续 ） 

报告草稿，弟五章A (续） 

报告草稿，第五章B、C 

报告草稿，第六章 

报告草稿，第七章 

报告草稿，第八章 

报告草稿，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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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en en venta en libreH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f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6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rice: $U.S.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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