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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按照大会1 9 7 6年 1 2 月 1 5 日第3 1 / 9 7 号决议和1 9 7 7年 1 2 月 

1 9 日第3 2 / 1 5 1 号决议的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届会议（ 1 9 7 8年 . 

5 月 8 日至7 月 2 8 日举行）工作报告 ’ 中，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了关于最 

惠国条款的最后条款草案\

2 .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规约第二十三条，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向各会员 

国推荐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以期缔结一项有关这个主题的公约, ’

3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于1 9 7 8年 1 2 月 1 9 日通过了第33/13转 决 议 。 

决议第二节请所有国家、主管这个主题的联合国机构、各有关政府间组织，在 1979 

年 1 2月 3 1 日以前，提出它们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二章的书 

面评论和意见，特别是对以下几点的评论和意见：(a) 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最 

惠国条款的条敦草案 ; (b) 国际法委员会未能作出决定的与最惠国条敦有关的若干 

规定。大会并请各国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一一即向各会S 国推荐这个条敦草案以 

期缔结一项关于这个主题的公约的建议，提出评论。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33/10 ),  

《同上〉〉，第二章。

《同上》，第 y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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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响应大会第3 3 / 1 3 9 f决议而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的有以下1 8 个国家： 

奥地利、巴巴多斯、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 

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甸牙利、墨西寄、挪威、巴 

基斯坦、端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以下政府间组织也提出了评论和意见： 

经济互助委员会、联合国精食和农巫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欧洲经洲共同体、 

阿拉伯国家联盟。 这些评论和意见载于A/35/203和 Add. 1 - 3 号文件。

5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题为" 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敦革案的审议"的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35/161号决议。 以下是该决议的第2 至第5 段 ：

绝 ,

" 2 . 请秘书长再请各会员国、主管这个主题的联合国机关和各有关政府 

间组织在1 9 8 1 年 6 月 3 0 日以前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二章，特别是对以下两项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或补充已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 a ) 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敦的条敦革案；

( t » 委员会未能作出决定的与最患国条敦有关的若干规定；

并请各国对委员会的建议，即向各会员国推春这些条款草案以期缔结一项关于 

这个主题的公约的建议，提出评论；

3 . i 秘书长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以前将按照上文第2 段规定提出的 

评论和意见，予以散发；

4 . 又请秘书长根振上文第2 段所述的评论和意见，补充更新关于各国

政府、主管这个主题的联合国机关及各有关政府间组织的评论和意见的分析性 

汇编；

5 . 决定将题为“ 关于最惠国条敦的条敦革案的审议" 的项目列入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的I廣时议程，并在会议早期予以审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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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按照上述决议，秘书长在1 9  8 1年 2 月 1 2 日发出的有法律顾问签署的 

信中，再次请各会员国、主管这个主题的联合国机关和各有关政府间组织就上述决 

议第 2 段所提到的事项，于 1 9 8 1 年 6 月 3 0 日之前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或加

以补充。

7 . 截至 1 9 8 1年 8 月 3 1 日止，按照第35/161号à 议提出了书面评论和 

意见的有下列五国：捷克斯洛伐克、伊拉克、意大利、蒙古、罗马尼亚； 还有 

联合国机关之一的非洲经济委员会以及以下各政府间组织：安第斯开发公i l 、国际 

缓路运输总办事处、欧洲经济共同体、改洲自由贸易联盟、美洲开发钱行r

8 . 改洲经济委员会、西亚经济委贞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表示,它们对国际 

法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敦的条敦草案的意见 ‘ 仍然适用，

9 . 秘书长按照大会第35/161号决议第3 段的要求，将上面第7 段提到的各 

方的评论和意见编成这份文件，提交大会。 日后收到别的评论和意见，将作为本 

文件槽编印发。

分别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33/10 ),  

附件，第 4 3 0 -4 3 3页，第 4 3 3 -4 3 5页，第 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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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政府的评论 

捷克斯洛伐竟

C原文: 英文〕

C 1 9 8 1年 8 月 6 日）

1 . 条敦韋案第2 条第2 敦 (e)和 (f)项以及第1 2 条和第1 3 条是关于最惠国条 

敦中的所谓补偿条件问题的规定》 但是, 在经济和商业领城实际执行这些条敦规 : 

定，是非正义的，并且不利于合作，因为执行的最后结果将破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附有补偿条件的最惠国条敦会造成某些国家使用硬视性的和保护主义的方法，这有 

损于对等条件，会导致产生对对等条件片面的解释。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建议删 

去条款拿案中关于补偿条件的有关条敦。

2 . 条款草案第2 3 至 2 6 条规定的不受最惠国条款限制的例外情况，其范围 

已经够宽，如果再作任何扩大，将损害到最惠国条敦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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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c 原文* 英 文 〕

( 1 9  8 1年 6 月 3 0 日〕

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对于国际法委员会所通过的最惠国条款的条敦草案的立场，基 

本上与 1 9 8 0 年 9 月 3 0 日A/35/203/Acid. 2 号文件内所载阿拉伯国家联盟的 

立场相同， 伊拉克政府也愿通知阁下* 伊拉克政府保留在必要时作进一步评论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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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原文：英文〕

I： 1 0  81  年 8 月 1 4  曰〕

1 . 意大利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1 9 8 0年 5 月 7 日A / 3 5 / 2 0 3号文 

件中欧洲经济共同体所述的立场一致。 意大利认为，条款草案没有列入一项条敦， 

免除关税同盟向最惠国条敦第三受惠国施予关税同盟成员国之间互予对方的待遇的 

义务，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形成现代经济一体化的基础的必要条件。

2 . 不管怎样，就意大利来说，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已将制定外贸政 

t 的职权交给共同体，关于最惠国条件的适用问题，一般来说,完全属于共同体的 

职权范圈。

3 . 意大利政府认为，在条敦草案中加入例如上述建议的一条，是符合关税同 

盟普遍遵守的准则的。 但是，非关税同盟或非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由于最惠国条敦 

而取得关税同盟成员国和自由贸身协定缔约国分别享有的特殊利益，是不符合公认 

的国际愤例的，

4 . 准许关税同盟在上述情况下不受最惠国条敦管辖，符合联合国会员国在其 

对等关系中同意并仍接受的一项公认作法.

5 .  ilh外，意大利政府要强调，这个条敦草案的结构及其所用术语应当依照

《 1 9 6 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草案的精神也要符合国际法委员会即将完成的 

关于国家同国际组织或国际组织彼此之间的条约的精神。

6 . 由于上述各项摩因，意大利认为，有关最惠国条敦的法律主体不应当只适 

用于会员国，也应当适用于国家以外的各种实体，只要它们是按照国际法，依播它 

们所参加的列有最惠国条敦的国际协定而产生了权力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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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古

I：原文 : 英文 ：） 

C 1 9 8 1年 8 月 1 7 日 )

1 .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仔细研究了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 

关于最惠国条敦的最后条款革案；认为总的来说，该草案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基袖， 

以便进行最后的起草和通过一项国际法律文书，来规定如何处理国家之间，不论 

其社会制度或发展程度如何，在货易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内最重要的问题之

2 . 该条款草案，除了少数例外 . 可视为各国在主权平等、不跋视和互惠基袖 

上的一个重大步驟以推进经济和法律合作的重要领域内将现代国际法還步编成法典 

和加以制定的工作，

3 .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第 2 3 至 2 6 条正确地反映了当前国际上所实 

行的最惠国待遇不适用情况的做法；这些条文分别涉及到最惠国条敦与下述各方面 

的相互关系问题：普遍优寒制待遇，发展中国家间安排，便利进境往来的待遇，以 

及与给与内陆第三国的权利和便利等》第 3 0 条规定, 最惠国条敦孝案不访碍制定 

有利于戾展中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也反映了国际法和国际经济关系上目前的潮流； 

因此列入这一条是有充分理由的，

4 . 此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持国际法委员会所采取的方针，即不在条敦革案 

.中列入任何关于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关税同盟或经济共同体内给予的优惠待遇这种 

没有根据的例外性规定，因为，这一类同盟和共同体的特性将会使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间的障碍增加，并使最惠国待遇的效用丧夫。

5 . 身外一•个与最意国待遇和整小条敦草案的主要宗旨不得之处，就是规定最 

惠® 待遇应以实质互惠为条件，第 2 条第 1款 (e)和(f)项，以及第1 2 和 1 è 条中的 

“ 补偿条件" 和 " 互意条件 " 等用语，透反了一般公认和普遍接受的对最惠国待遇 

原则的解释，郎最惠国待遇是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给予的* 此外，实质互惠这



.个慨念也不符合一般公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无差别的原则•

6 . 考虑到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特性，并鉴于条敦草案还需要由一个国际经济和 

商业关系专家机构进一步加以仔细的审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条敦草案可由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进一步加以审议。

a/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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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原文：法文〕

〔 1 9 8 1年 6 月 2 e 日〕
■ . - . . ■ .'
1 .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最后条款草案（A /

3 3 /  1 9 2 ) , 这对于联合国这三十年遂步将国际法编成法典和加以制定的工作 

是一小很重要的贡献。 ’

a 国际社会已深感有必要收集有关此问题的法律规定，将其整理成为一小严 

密整体，以便设立 一 法律 制 度，在权利平等和不救视的基础进国际货身并在 

所有国家之间乾展一个有利于各方的经济合作，而长期目标就是设立一个新的圓际 

经济秩序。

3 . 在本世纪内，国家间的交往使得最惠国条款制度，象国际法其他制度一样， 

经 历 了 重 要 的 变 化，但是这并没有减少了其政治和经济意义0 罗马尼亚主管机构 

认为完成条款草案的工作必须以就国家的交往所进行的尽可能完的调查为根据，

并应以最适当的方式利用调查的结果C

4 但是，罗马尼亚一方认为对于此问题，必须同时适当地重视遂步制定法律

准则的办法，因为最惠国条敦制度涉及极为复杂的国家间关系而这些关系不断出现
'  . . . . . . .  :

深入的变化。 因此，我们认为旨在制定最惠国条款的法律制度的一切努力应适当考 

虑到工业化发达国家间、特别是上述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以及发展中国家间在经济、 

贸易和其他方面所建立的关系的发展0

5 . 罗马尼亚主管机构认为，将来有关最惠国条款的国际法律文书应反映出各 

国间在国际生活各♦ 方面的关系的实况，此外又应促进这些关系的发展和重新安排， 

以 便 能 ，够遂渐应付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追切需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在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上建立所有国家间的关系，并应保证不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得到现代技术，使它们享受到现代科学巨大的成果，协助



它们取得迅速和多方面的进展/ 从而创造必要条件，保证世界各♦地区和世界经济 

平街的发展。根据这种看法，将来的国际文书应有助于消除访碍经济和商业交换的 

障碍以及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这国际间的差距C

6 . 鉴于上述原则性考虑，罗马尼亚主管机构赞成许參条敦寒案的实质内容， 

如规定最惠国条敦和最惠国待遇的定义的条敦（第 4'和第,5:条 ）、规定最惠国待遇 

的来源和范围的条敦 ( 第 8 条 ）、关于遵守授与国的法律却章的条款（第 2 2 条 ） 

以及关于最惠国条敦与普遍优惠制待遇和最惠国条敦与发展中国家间安排的条款第 

2 3 和第 2 4 条 ) 等等。

7 . 在现阶段，罗马尼亚愿意对某些条款草案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和评论，并保

留权利将来发表其对条敦草案最后案义的看法。
■ ... ,  .

( a ) 关于第 1 条。罗马尼亚主管机构认为将未来法律文书的适用范围 

限制于国家间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敦的後法减低了该文书的效力。 罗马尼亚建 

，议: 重新审议JE更编成法典的准则适用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条约所载条敦的问题；

’ 这种条约不断地增加，

( t ) 关于第7 条Ç 我们认为本条文一般性地提及 •国承担的国际义. 

务 " 为另一国有权要求最惠国待遇的根播的规定在某些程度下与第4 条的规定 

有* 突 ，第 4 条按照习惯和惯例规定授与 a 根据一视条约规索而承担的义务为 

一国要求另一国给予最惠待遇的惟一权利根掘。因此，第 4 条和第7 条的视定

似乎没有达成应有的协调。' • - ' . • ' ——
( C ) 关于第 1 2 和第 1 3 条Ç 罗马尼亚主管机构认为没有必要将受补

偿跟制和受主意待道限制的条款列入将来的法律文书内。这些条款是一种例外， 

.如 果 将 •这些例外列为法典内的一般准则，在实际上最惠圓条敦所受的限制可 

能缩小其在国家间关系上的适用范围。的确，这个限制可能成为一种法律规定， 

足以阻止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的发展，并透反国际法规定所有国

A/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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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义务互相合作的基本原则（见 1 9 7 G 年 1 0 月 2 4 日第2 6 2 5 ( X X T ) - 

f 决议所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 

言)。.罗 马 尼 亚 赞 成 按 照 关 税 贸 易 总 协 定 第 一 条 的 规 定 以 及 国 家 的 习  

惯做法，将不受限制的最惠国条敦编成法典。

( d ) 关于第 2 1 条 第 1 款。该敦规定受惠国根据授与国和受惠国间 

条约所载有关条款而享有的最惠国待遇权利; 于给予第三国的待遇终止或暂时 

停止时终止或暂时停止此项规定若以该方式提出来就会挣强.一小未定的因 

素 ，可以使得彼此给予最惠国条款待遇国家间的关系不明确。由于所述准则 

的补充性质 > 各国无疑可以在# ‘协定内增列最适合互相关系的利益的适当例外 

规定。但 是 ，罗马尼亚认为应通拭对各国的习惯做法进行更广泛的调查来更深 

入地研究，该项规定的执行所.f""-生的后果，以便避免将来发生上述准则胆止国 

家间关系的发参的情况

Â 国际法委员会在拟定该条款草案时，一定曾考虑到国际关系在本时代所出 

现我香 fh，并对执行最惠国条敦方面法典编募的工作或遂步制定规则的工作达到必 

要的结论◊ 国际法委员会特别顾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 上 述 第 2 3 和第 2 4 

条提出 :对最惠国条敦一般规则的例外（A/33/10,第 6 3 段 ），同时,又考虑到不 

断变动的国际社会的需要，国际法委员会预料到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g 国际揉 

.规则的可能性（第 3 0:条 … ^

9 . 这是一个很M 的措施/我们认为应考虑到各国éÿ经济和货易关系最新的 

童新审查该条敦草案。对此，各国际经济机构必须对鉴à 新的准则进行深入的

1 0 . 在第2 9 条可以看到国际法委黄会所提准则的补充性质，这使得条敦章

发展 

研究C

案成为一个相当灵活的制度，虽然引导国家间的关系但并不胆止它们为充分照 

它们的利益而制定另外的就定0 为了保持将来的法律文书的灵法性，罗马尼亚 

执构认为不应★过多的例外 > 例外的情况应由国家间协定内的特别规则规定。

顾到

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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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对于这些新规则的形式，罗马尼亚认为在最后的阶段，该条敦草案应能提 

出人人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此 ，可以利用这些条敦草案为谈判基袖，拟定和通 

过一项国际公约。

l a 如果将这些条敦草案并入一唤国际公约内，该公约应遵守条约法原则和规 

M o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公约的解释和执行将来可能产生的争端, 我们认为可

以设立一科包括谈判、调解、非强制性仲裁的混合卷豫。
, ，■ - : ; . . -  .  - -  -

‘ 1 3 i总的来说，罗马尼亚主營机构认为必须再进行努力才能够使得f 惠国条敦

草案获得各国的一致意见或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对于将来的国际法律文4$的价值和 

缴力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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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联合国机构的评论

非洲经济委员会

〔原文：英文〕 

〔 1 g 8 1年 6 月 1 9 日〕

1 .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工作当然是值得高度赞扬的；我们在下文 

所作的任何评论都必须从这个观点来看待。 ，

a 但是我们怀疑，一项最惠国条敎的公约是否能获得生效所必需的足够数目 

的国家的批准。 如果不能，国际法委员会所做的宝责工作就是一种浪费。 为了 

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建议采用一种在法律技术上不象公约那么正式的形式，以确保 

这些经过费力地牧集、分析和评价的法律材料尽可能广泛散布。

3 . 虽然大会在第3 5 X 1  6 1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3 段中附带提到了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但最惠国条敦草案并没有在实质上予以推动。下面我还会再谈到这一点.

4 . 草案广泛地讨论的最意国条敦只涉及个别国家之间的条约，而非国家与诸 

如i t 惠贸易区、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等经济集团之间的问题》 如果这是正确的 

话, 那么，对于以促进经济一体化作为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的非洲地区来说 , 

就 会 发 ：生一个问题，即最惠国条敦可能不适用于非洲国家，也不适用于诸如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 ( 西非国家经共体）、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中非税经同盟)和将 

要成立的东南非洲国家优惠贸身区等非洲经济集团。

5 此外，国际法委员会的最惠国条款草案中对第三国待遇所采取的办法同非 

洲国家最近的往来中采用的办法大相径庭。譬如说，未来成员国正在协商中的《成 

立东南非洲国家优惠贸易区条约草案》第 1 8 条规定：

" ( 1 ) 成员国彼此在贸易上给予最惠国待遇•

(2) 按照与成员国间协议给予第三国贸身的减让决不能比按本条约 

所规定的更为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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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员11与第三国间所订给予的关税减让的协定不应摘及成员国在 

本条约规定下的义务。

( 4 )本条各项规定仅适用于共同商品一览表内所列商品。 "

6 . 西非国勉共体条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但其适用范围不仅暇于共同商品清单 

内的物品。此外，西非国家经共体条约第5 9 条规定 :

" 1 . 成员国可加入与其他成员国或非成员国组成的其他区域或次区 

域协会，只要它们在这种协会的成员资格不逢脊本条约的规定。

2 . 本条约正式生效以前在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同男一成员国和第三国 

之间所缔订协定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受本条约各项规定的影响。

3 . 就此种协定与本条约不符合这一点来说，有关成员国应采取一切 

适当步藻以求消除不相符的情况。 成员国必要时应为此互相协助，并于适当 

情况下采取一致的态度.

4 . 成员国在适用本条第1 敦所指协定时，应顾及以下事实,即各成 

员国按本条约给予的优惠形成本共同体成立的- 个组成部分，因此是不可分割 

地联系到共同机# 的创立、向它们授予权力，以及所有其他成员国给予相同优

蜜 " «
7 . 这就导致下面我要指出的一点。如果在第三国也能享有最惠国公约所赋予 

的全部权利、特权和格免权，而不需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那么各国为什么要签署 

这项公约呢？

8 . 现在我回到上面第二段所说的问题》以正式的法律用语来说所有主权国家 

地位一律平等。 但是，透过这居术语的帷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是平等而是 

严重的经济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现象使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了空谈》 换句话说 i,

这种明显的不平等现象要求建立一■个真正ôt r r 场餐:章铁序。 最惠国条敦草

案对于这些目标的达成没有多少助益，因为它们所根振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间的互意鹿则。 在一个发达国家与男一个发达国家、或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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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圓家之间实行互惠是可以接受的》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关

系的情况下实行互惠是不公平的• 以我们为例, 全世界3 1个最不发达圓家中，

非洲就在了 2 1个，

. 9 .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对于最惠国条敕韋案第3 0 条表示欢迎，该条规定： 

" 本条敦不访碍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 ，，我们希望能够就该条的 

规定单曰采取行动。

1 0 . 在解释或适用最惠国条敦时引起的争端库如何解决仍不明确，因为，案中 

没有关于解决争端的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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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间组织的评论.■ .... ...... ;■ ■

安第斯开发公司

〔原文：西班赛文 ；） …

, ( 1 9 8 1 # 7 ^  14H  D
. •,

1 。由于条救草案的适用范围只限于" 国家，’之间而不是国膝法其他主体之间

的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敦，由各国对这些条款的文字提出意见和评论似较为适当。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有关组织或机构是由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集团所设立的，例 

如安第斯开发公司是由发展中国家设立的，其目的正在于通过经济一体化达成发廣, 

如果最惠国条款的一个受寒国设法通过其不是当事国的一体化协定取得协定所承诺 

的利益，则其可能后果确足使成国感到关切，

2 。关于最惠国条敦所给予的利益可通过已有的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取得之说, 
如果视为定论, 这种情形便可能会发生， 在多终条约的情况下，一国有可裤因两._ 
得到一些国家在一体化协定的架构之内彼此同意互予的利益和特权。

3 。卡塔翁纳协定第1 1 3 条规定： " 依据本协定所承诺的利益不应授予非成 

员国，也不弓I起非成负国任何基于本协定而产生的义务。 " 因此，列入一项条款, 
以便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徘除在最寒国条敦的义务以外，符合许多国际条约和协 

定历来体现的国际愤例》

4 。此外，应当申明，关于最惠国条敦的条敦草案对编寡和发展一般的国际法 

规则，特别是条约法规则》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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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路运输总办事处

〔原文：英文〕

〔1981年 6 月 2 0 日〕

1 。所有欧洲国家（除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以外）以及一些近东和北非国家郁加 

入的 1 9 7 0年 2 月 7 日关于秩路货运的国际公约（第一次： 1 8 9 0 年 ）规定了 

国际货运合约的形式和条件；根振它的规定，运费通常必须报据有效的收费表计算。 

该公约还载有关于公布收赛表的现定；收费表应依同一条件适用于所有使用者。 

不过，这些义务后因承认不公布的协定而有所减轻。 然而，故路货运国际公约的 

成员国在制定收费表方面完全独宜目主；大多数国家的收费表须受主管当局的严格 

监督。 '

2 。根据联合国第A /3 3/10号文件第4 4 页，最惠国条敦规定的适用范围是 

多方面的，虽然上述文件所载的一览表并非详尽无遗，不曾提到故路收费表，但后 

者也很有可能是这种条款的主题。

3 。在这些情况下， 《公约》的有关成员国应有保证, 在实践上述条约所载的 

承诺时 ， 一 律不会遭迁任何特殊困难。 广

国际秩路运输总办事处随本评论附上 "Hwidelsgericht Berlin Mitte" 1931 

年 1 2 月 2 3 日所作判决的摘要，该项判决发表于 " Eger._Elsenbahn~ und 

Verkehrsrechtllche EntsçMidunpen," 第五十二卷（ 1 9 3 2 ) , 第 3 7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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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共同体

原文：英文/ 法文 

〔1981年6 月 3 0 日：1

1。 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提到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大会所通过的 

第 3 5 /  1 6 1 号决议，其中请各会员国及各有关政府间姐织对国际法委员会第5  

十届会议报告第二章6 , 特别是对(a)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敦的条敦草 

案和(t》委员会未能作出决定的与这种条敦有关的若干规定, 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或 

补充已提出的书面评论和意见。

a 欧经共同体想就后者，即国际法委员会未能作出决定的若干规定，作出评 

论。改经共同体为此提到它以前的书面评论，特别是 1 9 7 9年 1 2 月 2 0 日提交 

秘书长的评论（见 A /  3 5 /  2 0 3 ) 以及它于1 9 8 0 年 1 1月 2 8 日在联合国 

第三十五届大会第六委员会就这小主题所作的声明(见A/C. 6/35/SR 6 5 )。

3 . 欧经共同体在上述场合一直强调，关税联盟或自由贸身区协定是一种牵涉 

广泛的合作形式，它要求当事各方必须承担若干义务，作为互相授予权利的交换条 

件。载有最惠国条敦的条约的缔约各方，通常不想让其中一方以后在成立关税联盟 

或自由贸易区时可能授予另一当事方的利益方面V 适用该条款„ 但以法律文件和各 

国的总协议及统一惯例为基袖的国际法中普遍接受的不成文规定，则是一小例外。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具体载明了这一惯例。

4 . 欧经共同体认为明确规定这个情現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关于最离国条敦的 

条款草案就忽视了现有的国际情况，从而不能为人接受。

5.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曾讨论过的关于关税联盟例外情况所提的有关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 / 3 3 / I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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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第2 3 条之二的建议之中，载有同样的意jSL

6 . 在审议过这♦ 新的第2 3 条之二的案文草案并且考虑到各国和有关国际组 

织就这♦ 问题所表达的意见之后，改经共同体以书面提出一壞新的条文提案/这小 

提案也在1 9 8 0 年 1 1 月 2 8 日第六委员会上发表的上述声明中提Ê 过0 下面就 

是座载入关于最惠国条敦的条敦草案的新第2 3 条之二的案文：

"受惠国无权根振最惠国条敦取得关于成立关税联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协定 

或为成立这种联盟或贸易区所缔结的臉时协定所规定并由授予国或授予方给予 

协定当事一方的第三国或第三方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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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自由贸#联里

〔原文；英文〕 

(：1981年6月6日〕

1‘ 关于最寒廣条敦的未来国际公约应否将自由贸易区和关税联盟播除在这种 

条教的适用范画以外的问题，欧 «̂1自由货1 联里圆顾以前所作的以下建议:在条敦 

本案增列一項规定，補认自由贸易区和关税联里是贸易事项方面最惠国待遇的例外 

情札>

a 審于上述集®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季换，这种例外情况是有其必要的。

3 . 此外，成员的利兹通常是以成立这种集®的协定所规定的复染和广泛的义 

务为基辅6^，因此不能根振最寒国条敦自动地捷予非成员国。

4 . 最后，不应忽视的是，关税和贸鼻总协定，自生效以来，便载有这种例外 

情况，而为占世界贸易頻五分之西以上的国家所依循或遵守。

S t 改满自由贸身联里«^级织所作的这鲁评论并不访香本联盟个别成员国可 

能向你提出的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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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开发钱行

C原文：英 文 〕 

C1981 年 4 ^ 1 4日〕

1 . 我们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精心制订的条敦草案是对编黎和发展这小领域的 

国际法的一项有意义的贯能这些条敦的规定如果得到执行，对促进国家间关系的 

发展，特别是有关贸易和经济合作，将十分有益。

a 本钱行一贯支持并鼓厳拉丁美洲朝向区域一体化迈进的努力。 因此，我们 

相信，委员会研究如何使条敦的适用范围包括有关自由贸身区、并税联盟和其他以 

建立更密切的经济一体化为寒旨的公认集因，而不限于国家间的条所载的条敦， 

也许是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