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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 

1 .这份关于联合阖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的报告，是按照1 9 8 6年 

1 0 月 1 7日大会笫41/5号决议第5段的规定编写的， 

2 .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给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以常驻观察员地位，又邀请 

它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大会的会i义和工作.19 8 1年2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成立常驻联合国观察团。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纪念了委员会笫二十五周年并请联 

合国秘书长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秘书长进行协商，以便进一步加强两个组织之间 

‧作和扩大其范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i义非常满意地注意到两个组织后来确定 

了合作的范围。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锖联合国秘书长继续釆取步骤，加强联合国 

和委员会在遂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和其 他共同关注的领域的合作.大会第三 

十九届会i义赞扬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调整其方案，加强其在更广泛范围内玄持联合 

菌工作的作用，大会笫四十届会i义注意到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编写的关于加强联 

合国作用的研究报告（A/40/726和Corr.l,附件）以及关于菌际法院作用的 

研究报告（A/40/682,附件），和该委员会在继续执行其支持联合国工作的方案 

方面作出的其他努力。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继 

续努力，通过委员会执行的各项方案和倡i义来加强联合国及其各机关，包括国际法 

院的作用.大会还满意^注,到在过去五年间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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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领域加强合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3 . 1 9 8 7年5月，在这两个鉬织的秘书处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和会^之后, 

起草了一份新的合作方案，这一方案涉及下列问题：合作她派代表出席小型 

和大型会访第六委员会事务；海洋法事务；难民问题通过职能模式合理化以加 

强联合国作用的努力》非法贩运麻醉药品；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平区与菌 

际合作. 

4 . 1 9 8 8年3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新加坡举行会i义，选举弗兰克‧ 

恩,加先生为秘书长。 

A .合作办法 

5 .对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和联合国主管机关共同关注的事项经常进行协商， 

特别是对派代表出席会仏交换文件与资料以及确定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支持作 

用在哪些领域中最有效等问题进行协商，这些协商的目的是让亚非法律协商委员 

会调整工作方案，优先考虑联合国目前关注的事项.同时，委员会为加强联合国 

的作用还釆取了一些主动。委员会在这些领域的活动不仅限于其成员B ,而且还 

包括了联合国所有感兴趣的会员SU 合作领域也有扩大，除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 

法之外，还涉及经济和人遛主义领域的事项， 

B .派代表出席小型和大型会i义 

6 .在本审査期内，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派代表出席了联合国的各种会i义，其 

中包括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员会、联合国S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 

法委员会）、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i义(贸发会i义）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国际海事鉬织（海事鉬织)、联合国工业发展 

鉬织（工发鉬织）的各届常会以及1 9 8 7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麻醉药品滥用和 

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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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笫二十六届会^于1 9 8 7年1月在曼谷举行，出席 

会议的有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国际法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 

员办事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海事鉬织和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代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i义于19 8 8 

年3月在新加坡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国际法院法官倪征澳、国际法委员会主席、贸 

易法委员会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代表. 

c‧通过职能模式合理化以加强联合国作用的努力 

8 .为了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关于 

"通过职能模式特别是大会的合理化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 

告后来作为大会文件（A y 4 0 / 7 2 6和 C o r r . 1，附件）散发.后来，亚非法律 

协商委员会的一个全体工作鋁于1 9 8 6年编写了一套关于改进大会职能的建^。 

这套建议已提供给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高级别政府间专家鉬，后来作 

为 大 会 第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文 件 （ 附 件 ） 散 发 ， 亚 非 法 律 协 商 委 员 会 继 

续注意有关通过职能模式合理化加强联合国作用的各项决^的执行情况以及其他各 

项有关的建议的进展情况， 

‧D .旨在推动笫六委^会的工作的措施 

9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自1 9 8 2年以来，按照其协助成员国政府积椟春加 

大会工作的方案，就第六委员会所要讨论的项目，包括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编写 

了说明和评论.此外，在大会会i义期间，还不时安排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员国 

的代表和其他有关政府的代表进行协商，以提供机会就这些事项交流意见.在大 

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期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员国于1 9 8 7 年 9 月 1 7日在纽 

约就这些事项进行了非正式协商.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亚非法律协商委 

员会成员国计划在1 0月的^一个星期进行非正式协商，审i义这些事项. 

10. 1 9 8 3年 1 1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员国法律顾问编写了一份关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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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员会工作合理化问题的非正式文件，作为大会笫三十八届会i义的文件（A/C. 

6/38/8)散发。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已计划在大会笫四十三届会i义期间就这一 

事项进行非正式讨论. 

E .促进国际法委员会和联合国国际 

i易法委员会工作的措施 

u.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继续与国际法委员会保持传统的联系，亚非法律协商 

委员会的工作方案还包括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和国家管辖豁免权问题一一这是国际 

法委员会审议的两个主题。 

12.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加德满都（1 9 8 5年）、阿鲁沙（1 9 8 6年） 

和曼谷（1 9 8 7年）召开的届会就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主题进行了一般性讨 

论。根据曼谷会议作出的决定，1 9 8 7年1.1月4日和5日在纽约召开了非正式 

会议，就这一主题交换意见。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新加坡召开的届会审议了这次 

会议的报告。 

13.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和贸易法委员会保持密切合作。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已建议其成员国对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给予有利的考虑。亚非 

法律协商委员会新加坡届会还建议各国广泛接受贸易法委员会拟订的下列各项公约: 

《联合国国际销售货物时效公约》（1974年）；《联合国国际销售货物合同公 

约》（1 9 8 0年）；和《联合国海上货g公约》（1 9 7 8年）（汉堡规则）。 

^与海洋法有关的措施 

1 . 4 .海洋法伺题仍处于突出的位置.促进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批准和执行仍然是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员国关心的问题。阿鲁沙会议要求委 

员会秘书处拟订示以促进批准和执行《公约》的进程。亚非法律协商委员 

会在曼谷和新加坡召开的两届会议讨论了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3/6?4G 
Chinese 
Page 5 

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事项。有人建议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方面 

应发挥补充作用，应该鼓励协商委员会成员国就筹备委员会会议可能讨论的事项交 

换看法并达成一致意见。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还将*写有关这些问题的各种抉择。 

协商委员会秘书处将编写有关发展中国家执行1 9 8 2年《公约》可能面临的问题 

的研究报告。亚非法律事务协商委员会同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将就《公约》的执 

行问题进一步开展秘书处间合作。 

G. *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 -

15. 自I 9 8 0年以来，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十分注意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 

作问题，为此参加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贸发会议、贸易法委员会和工发组织的会 

议，并提出各种建议供各国跛府审议。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专家小组还制订了关 

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K边协议模式，以促使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流入亚非区域的发展 

中国家。目前正在采取步骤促使亚非区域各国政府增进对协议模式的认识。 

16.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的另一项行动是拟订工业合办企业的法 

律纲领。这项行动将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汇编有关资料，然后编写与贸易法委员 

会编写的拟订国际工业部门合同法律指南相似的合^企业法律指南。 

17.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受到贸易法委员会内有关商业仲裁辩论的鼓舞，在早 

些时候制订了觯决经济和商务争端的计划。在吉隆坡和开罗设立了两个区域仲裁 

中心，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帮助宣传和执行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委员会还努 

力在其他地点设立这种区域中心，以促进与该区域国家和该区域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中的稳定性和信心。关于在德黑兰设立一个主要â行石油仲裁的区域仲裁中心的 

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也已同意在拉各斯设立一个区域仲裁中心。 

i a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阿鲁沙会议将发展中^家的 »负担问题作为优先项 

目 加 以 审 议 。 后 来 ， 1 9 8 6年 1 1月在新德里盡行了一次专家组会议，会议特 

别建议就国际贷款协定的法律方面编写一份研究报舌。曼谷会议和新加坡会议讨 

论了与觯决偾务问题有关的各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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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难 民 问 题 

19.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积极参加研究难民法律和难 

民问题。委员会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导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1 9 6 6年通过《曼 

谷原则》和1 9 7 0 年 的 增 编 。 在 1 9 8 1 年 1 1 月 1 8 日 大 会 通 过 笫 3 6 / 3 8 

号决议后，这一合作方式重新加强了。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加德满都会议和阿 

鲁沙会议上详细审议了 "责任分担原则 "。 1 9 8 7年曼谷会议进一步拟订了对 

1 9 6 6年《曼谷原则》的增编。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还在研究国家对于难民的 

责任问题。 

20. 阿鲁沙会议要求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审査流离失所者在原籍国的安全区这 

一 概 念 。 委 员 会 1 9 8 7年曼谷会议和1 9 8 8年新加坡会议就这一事项进行了 

一般性讨论。讨论的中心是这种安全区的法律地位以及在难民或流离失所者的袓 

国建立安全区的条件。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目前正在编写一份研究报告，在有关 

难民的国际法范围内阐述这一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工.和平区与国际合作 

21. 1 9 8 5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其秘书处编写的初步研究上，根 

据尼泊尔提出的建议，审议了和平区的概念和法律基础。在1 9 8 7年曼谷会议 

上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深入审议在联合国^；外提出的建立和平区各项建议的内容和 

所涉问题。 

22. 1 9 8 7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初步讨论了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建立友好 

睦邻关系的法律文书的内含因素。后来，这个题目扩大了，把非洲区域也包括在 

内 。 1 9 8 8年新加坡会议决定，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员国政府提出的答复 

以及在新加坡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的基础上，就笫一组原则编写一份实质性报告。 

这些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和平解决争端；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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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促进集体安全和裁军及国家贵任原则。 

J.非法贩运麻酔药品 、 

23.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秘书处根据1 9 8 5年加德满都会议作出的一项决定， 

编写了一份题为"通过联合国的努力解决麻醉品厭运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的研究报 

告。在联合囯四十周年之际将这份报告提交给了大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派 

代表出席了 1 9 8 7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麻醉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 

K.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目前处理的其他问题 

24.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新加坡会议将题为"区别恐怖主义和人民解放斗争的 

标准"的项目列入议程。委员会请秘书处就该主题编写一份报告，并考虑到大会 

笫六委员会的工作。 

25. 新加坡会议将题为"驱逐巴勒斯坦人为违反国际法、特别是1 9 4 9年《日 

内瓦公约》"的项目列入会议议程。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要求其秘书处就该主题 

编写一份研究报告，提交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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