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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8(y)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联合国 

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 

  阿根廷、巴西、几内亚、日本、约旦、拉脱维亚、墨西哥、摩纳哥、荷兰、挪威、

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萨摩亚、圣马力诺、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

士和泰国：决议草案 

  联合国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96 年 10 月 15 日第 51/1 号决议，其中邀请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

刑警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其届会和工作，及其 2016 年 11 月 21 日关于联合国同

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的第 71/19 号决议，并呼吁加强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

合作， 

 又回顾 1997 年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协定1 以及双方所有其他

的相关合作协定， 

 还回顾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承认，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可以有助于打击跨国犯罪、尤其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 

 确认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根据属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

的请求开展合作，协助这些国家预防和应对犯罪，提高执法能力， 

 认识到刑警组织是一个中立的非政治性国际组织，其任务是在充分尊重成员国

主权、符合成员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和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法律和条例以及遵守

国际刑警组织规则和条例的基础上，确保和促进刑事警察当局之间的相互协助， 

__________________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重发。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96 卷，第 1200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51/1
https://undocs.org/ch/A/RES/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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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国际刑警组织自 1923 年以来一直是促进和推动国际警察合作的主要行

为体，目的是通过加强其成员国之间的警务合作，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

跨国有组织犯罪，同时加强警务和执法事务方面的创新， 

 又确认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全球架构作出的贡献，这一架构包括国际刑警

组织在法国里昂的总部、在世界各地的区域局、在联合国、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

的特别代表办事处及其全球创新中心， 

 欢迎国际刑警组织设在每个成员国的国家中心局发挥作用，成为加强凝聚

力、稳定和安全的合作基石以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全球网络连接各国警力的主

要国际警务中心， 

 又欢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实体与国际刑警组织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开展合作，为此应成员国请求协助它们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2 包括通过

分享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包括回返或重新安置人员)以及改进边境安全的

信息， 

 还欢迎根据 2017 年 7 月 21 日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关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执行局的合作安排开展合作与协调，这项合作安排是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 1997

年合作协定的补充， 

 欢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国际刑警组织根据 2018 年 6 月联合国与国际刑警

组织合作协定的补充安排开展合作与协调， 

 注意到根据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现有安排进行的

合作与协调， 

 确认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通过在打击一切形式的跨国犯罪和

恐怖主义方面的联合活动、能力建设和向会员国提供的有针对性支持，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3 的执行工作发挥促进作用， 

 回顾关于执行《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的政治宣言，4 其中

大会除其他外重申，国际刑警组织对全球打击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

行为作出重要贡献， 

 确认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作

出贡献，并承认国际刑警组织对第三次联合国审查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进度大会作出贡献，以及国际刑警组织

在落实《使各国能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文书》

方面发挥切实作用，5 

__________________ 

 
2
 第 72/284 号决议。 

 
3
 第 70/1 号决议。 

 
4
 第 72/1 号决议。 

 5 见第 60/519 号决定；另见 60/88 和 60/88/Corr.2，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2/284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2/1
https://undocs.org/ch/A/RES/60/88
https://undocs.org/ch/A/RES/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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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应会员国请求开展合作，协助它们处理非国家

行为体非法贩运核生化材料和放射性材料问题， 

 深信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刑警组织章程》

以及相关国际法扩大和加强合作，将有助于实现两个组织各自的宗旨和原则， 

 1. 呼吁联合国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加强

合作，以期：(a) 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偷运移民、

贩运人口、贩毒、海盗行径、非法制造和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贩运化学、

生物、放射性和核材料、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犯罪、腐

败和洗钱、贩运非法和假冒商品、以及影响环境的犯罪(包括非法贩运濒临灭绝及

在适用情况下受到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物种)；(b) 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通过

预防和瓦解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旅行)、打击为了恐怖主义目的使用信息和通

信技术(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行为并同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防止和拦截

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获取所需武器(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以及简易爆炸装置)以及

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材料、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包括通过使用新兴技术和

方法提供资助)、防止和瓦解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资助、以及防止和打击犯

罪集团和恐怖主义集团蓄意和非法破坏文化遗产和贩运文化财产的行为； 

 2. 强调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必须优化协调与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特

别是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包括返回或重新安置人员的旅行)所构成的威胁，

并加强国际努力，依照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确保难民身份不会遭到恐怖

主义行为的实施者、组织者和协助者滥用；在这方面强调指出，必须酌情分享信

息，包括生物识别数据(其中可能包括指纹和照片)，以增加确切查明恐怖分子及

其附属人员的身份的可能性，以及分享从战场、反恐军事行动和国家监狱系统获

得的信息，同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强调指出会员国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刑警组

织在这方面的能力，特别是被盗和丢失旅行证件数据库、名目数据库、外国恐怖

主义战斗人员犯罪分析档案、指纹数据库、DNA 特征数据库和面部识别系统，以

及必须促进国际合作努力，以根据会员国的请求协助它们加强执法机构间合作，

将嫌疑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3. 又强调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优化彼此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以便在各

自任务范围内协同增效，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跨国有组织犯罪； 

 4. 重申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在全球打击人口贩运

(包括通过打击贩运人口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以及打击任何性剥削(包括对妇女

和儿童的性剥削)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强调指出，会员国应重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

的随时可用能力，例如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数据库、旅

行证件和通告对照系统、名目数据库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人口贩运问题专家组，并

强调指出，会员国应重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开办的培训课程，加强其打击此

类犯罪的能力； 

 5. 又重申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打击偷运移民行为

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强调指出，会员国应重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随时可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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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中包括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数据库、名目数据库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人口贩

运专家组； 

 6. 强调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必须优化合作，以在现有任务规定范围

内，根据请求向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提供补充支持，其中包括通过培训和技

术援助，协助会员国加强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从而更有效地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并支持增强国家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的力量，这方面的实例包括维持和

平行动部和国际刑警组织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开展的联合项目； 

 7. 鼓励联合国根据双方各自的任务规定并在符合会员国国家优先事项的

情况下，充分利用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产生的效益，以此预防、打击和消除小武

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并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

法贸易的行动纲领》6 及其《各国能及时可靠地查明和追踪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

的国际文书》，包括通过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随时可用的能力来协助追查武器，特

别是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非法武器记录和追查管理系统、国际刑警组织弹道信息网

和国际刑警组织火器参照表； 

 8. 又鼓励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加强合作，应会员国请求，协助它们通过

各自的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有效利用向属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会员国

随时提供的下列资源： 

 (a) 国际刑警组织 I-24/7 全球警用安全通讯系统，该系统使拥有授权的用户

能够与其在全球各地的对应方分享敏感和紧急的警务信息； 

 (b)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通过充分利用数据库，酌情填充、更新和查询这

些数据库，以便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规则和条例以及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和业务

优先事项的情况下，在会员国之间及时分享准确信息； 

 (c) 公布国际刑警组织关于发出警报、请其他会员国的执法机构提供协助以

及向这些执法机构提供协助的通知和请求； 

 (d) 刑事信息分析，即国际刑警组织的分析产品，用于通过与国际刑警组织

分享纳入国际刑警组织犯罪分析档案的信息，支持各国的业务活动和调查； 

 (e) 国际刑警组织对会员国执法机构的运作提供的支持以及旨在提高国家

警察能力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方案和举措； 

 9. 确认属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会员国的国家中心局必须向位于过境

点、机场和海关、移民局等战略地点的国内其他执法实体提供 I-24/7 全球警用安

全通讯系统的实时接入，以期通过落实国际刑警组织技术解决方案，加强边境安

全，特别是为此将国际刑警组织固定网络数据库的最新版本纳入边境过境点，并

__________________ 

 
6
 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报告，2001 年 7 月 9 日至 20 日，纽约

(A/CONF.192/15)，第四章，第 24 段。 

https://undocs.org/ch/A/CONF.1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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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等机制，系统地自动检查所有出入境旅客，

从而推动加强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 

 10.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提交本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11.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联合国同区域和其他组织的

合作”的项目下列入题为“联合国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

的分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