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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执行工作现状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介绍了《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的签署方和缔约方数目

的现状、阐明了缔约方的各项义务、并列述了泛亚铁路网目前的状

况。 

工作组不妨审议本文件，以鼓励各成员国参与《协定》的执行工

作，从而推动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内、以及与其周边区域发展高效率的

铁路运输基础设施和服务。 

 

 

一、导言 

 
1. 《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1  是一部旨在推动和和发展亚洲内部

以及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国际铁路运输的条约。本文件介绍了《协

定》各签署方和缔约方的现状，并阐明了为《协定》缔约方订立的各

项义务。 

                                                
*  最初提交的文件中没有列入大会第 53/208号决议 B节第 8段要求的脚注，大会在该
段中决定，“如果报告迟交给会议事务处，应在该文件的脚注内说明延误的原
因”。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61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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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定》执行工作现状 

 
A． 签署和批准情况 

 

2. 《协定》于 2009年 6月 11日生效，即在所需数目的国家在纽约

总部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 90天之后。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共有 22个成员国签署了《协定》，其中 15

个为《协定》缔约方。此外，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于 2011年 3月 29

日向秘书长交存了批准文书。根据《协定》第 5(2)条的规定，《协

定》将于 2011年 6月 27日对老挝生效，该条规定：“对在本协定生

效条件满足之日以后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的国家，本

协定将在该国交存上述文书之日九十(90)天后对其生效”。附件一列

有已向秘书长交存其文书的各签署方和成员国的名单。 

3. 2009年 6月 11日在曼谷举行了《协定》生效纪念仪式，出席仪

式的有各驻地使团和新闻媒体的代表。仪式举办期间，各缔约方的与

会贵宾强调了《协定》的重要性。 

4. 各成员国不妨就此事项上向工作组通报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

入《协定》方面的最新进展。 

5. 《协定》于 2006年 11月 10日和 11日在大韩民国釜山、以及随

后于 2006年 11月 16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

署。希望加入《协定》的签署国应在完成相关国家程序之后交存其批

准、接受或核准《协定》的文书。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的范本见附

件二。 

6. 那些未在上述期限内签署《协定》的国家可通过加入方式成为

《协定》的缔约方，加入是一步到位的行动。加入文书的范本见附件

三。 

7. 那些愿意如以上第 5或第 6段所述做法交存文书的成员国可与纽

约联合国总部法律事务厅条约处取得联系(电话：+1(212)963-5047；

传真号：+1(212)963-3693；电子邮件：treaty@un.org)，以便就此事

项做出必要安排。亚太经社会秘书处交通运输司可在这一进程中随时

为成员国提供协助(电话：+662-288-1371；传真号：+662-288-3050；

电子邮件：escap-ttd@un.org)，接收上述文书、并为此与法律事务厅

取得联系。 

8. 除《协定》第13条第5款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对《协定》的任何

条款提出任何保留。该条款规定，任何国家在最后正式签署或交存其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时，可交存一份保留声明，申明其并不

认为本国受其中关于调解问题的第 13条规定的约束。此种保留/声明

的文书范本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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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协定》缔约方的义务 

 

9. 《协定》缔约方的各项主要义务如下： 

(a)利用泛亚铁路网作为其在本国规划框架内发展具有国际重要性

的铁路线路的协调计划(第2条)； 

(b)使泛亚铁路网线路符合《协定》有关技术特性的指导原则(第

3条)； 

10. 泛亚铁路网关于技术特性的指导原则是作为成员国在建造新铁路

线和对现有铁路线进行改造更新或使之现代化时应予注意的一系列问

题而商定的。 

11. 此项基本原则是：只有在基础设施设计和各网络运营中采用基本

共同标准来确保货物通畅运输，泛亚铁路网才能发挥其真正作用，即

推动实现经济一体化和促进国际贸易。 

12. 根据各成员国提供的相关信息，目前总长度为 114,200公里的泛

亚铁路网已能够运输海运中最常见的集装箱。为提高铁路网的效率，

今后必须注重诸如线路能力、车辆匹配和多式联接站点的设计等领

域。 

三、供工作组审议的议题 

 
13. 工作组不妨审议本文件，并鼓励各成员国参与《协定》的执行工

作，从而特别是通过在铁路网沿线各主要地点设立多式联接设施来大

力促进和发展亚太经社会区域内部、及其与周边区域的高效铁路运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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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 

 

签署方/缔约方 

 

迄今共有 22个成员国签署了《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其中已

有 16个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a  《协

定》已于2009年6月11日正式生效。 

 

成员国 签署日期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日期 

亚美尼亚 2006年11月10日  

阿塞拜疆 2006年11月10日  

孟加拉国 2007年11月9日 2010年8月25日 

柬埔寨 2006年11月10日 2007年4月27日(接受) 

中国 2006年11月10日 2009年3月13日(核准) 

格鲁吉亚 2007年12月18日 2009年5月13日(核准) 

印度 2007年6月29日 2007年9月13日 

印度尼西亚 2006年11月10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06年11月10日 2009年11月3日 

哈萨克斯坦 2006年11月10日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06年11月10日 2011年3月29日 

蒙古 2006年11月10日 2008年9月4日 

尼泊尔 2006年11月10日  

巴基斯坦 2008年1月28日 2009年11月18日 

大韩民国 2006年11月10日 2008年2月5日 

俄罗斯联邦 2006年11月10日 2008年1月4日(接受) 

斯里兰卡 2006年11月10日 2010年2月16日 

塔吉克斯坦 2006年11月10日 2008年2月19日(核准) 

泰国 2006年11月10日 2008年2月4日 

土耳其 2006年11月10日  

乌兹别克斯坦 2006年11月10日 2009年7月28日 

越南 2006年11月10日 2009年9月30日 

 

     

a  根据《协定》第5条的规定，对于那些在本协定生效条件满足之日以后交存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的国家，本协定将在该国交存上述文书之日九

十(90)天后对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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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范本 

（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 

 

鉴于《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已于 2006年 6月 12日在雅加达
获得通过、并已于 2006年 11月 10日和 11日在大韩民国釜山、以及

随后于2006年11月16日至2008 年12月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放供签署， 

并鉴于[国名]政府的代表已于[日期]签署了《泛亚铁路网政府间
协定》， 

本人[姓名、以及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头衔]，兹此宣
布，[国名]政府经对上述《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进行审议后，决
定[批准、接受、核准]此项《协定》、并保证忠实地履行和落实其中

所载列的各项规定。 

本人于[日期]在[地点]签署此项[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以昭
信守。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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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加入文书范本 

（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 

 

鉴于《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已于 2006年 6月 12日在雅加达
获得通过、并已于 2006年 11月 10日和 11日在大韩民国釜山、以及

随后于 2006年 11月 16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放供签署， 

本人[姓名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头衔]，兹此宣布，
[国名]政府经对上述《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进行审查后，决定加

入此项《协定》，并保证忠实地履行和落实其中所载列的各项规定。 

本人于[日期]在[地点]签署此项加入文书，以昭信守。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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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保留意见/声明文书范本 

（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 

 

本人[姓名、以及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头衔]， 

兹此宣布，[国名]政府针对于 2006年 6月 12日在雅加达通过的
《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中的第13条第5款提出以下[保留/声明：] 

 

[保留/声明文书的实质内容] 

 

谨此签字并加盖印章，以昭信守。 

 

 

 

 

[日期]于[地点] 

[签字及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