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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缔约国第一次审议会议 

APLC/CONF/2004/L.2 
2 September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次审议会议  

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内罗毕  

订正临时议程项目 14 

2005-2009 年会议方案草案 

以及与促进执行有关的事项 

德国、马来西亚和候任主席编写  

关于原则的结论：  

 1.  根据第一次审议会议之前进行讨论的结果，缔约国认为，2005-2009 年期间

的会议方案及有关事项应遵循下列原则：  

(a) 定期举行缔约国的正式会议以及各常设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而且各

缔约国、各有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那些同意我们的目标但尚

未加入我们的共同事业的非缔约国充分地、积极地参加这些会议，对

于《公约》未来发挥作用和实现其目标，将是不可或缺的。  

(b) 将考虑到《公约》生效以来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包括现有的组织结构

和会议特点，注重《公约》的核心目标、合作伙伴关系、灵活性和非

正式性、连续性以及切实有效的准备工作。  

(c) 各常设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和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执行支助

股的工作和结构受到了赞赏，并将继续作为《公约》执行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  

(d) 自愿性的区域主动行动，包括会议和研讨会，受到了赞赏。这种行动

将可继续推动更加努力地执行《公约》，并可协助各缔约国为缔约国

会议和各常设委员会会议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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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保持透明和交换资料对于确保信任和《公约》合作机制的正常运作极

为重要。  

关于未来会议的决定：  

 2.  因此，缔约国决定：  

(a) 在第二次审议会议之前，每年定期在下半年举行一次缔约国会议，地

点在日内瓦，而在可能或适当的情况下，也可在一个受地雷影响的国

家举行。  

(b) 每年上半年在日内瓦举行会期至多 5 天的各常设委员会非正式闭会期

间会议，直到 2009 年为止。  

(c) 各常设委员会的闭会期间会议一般在 2/3 月举行，缔约国年度会议一

般在 9 月举行，但若有具体理由可不受此限。  

(d) 第二次审议会议将于 2009 年下半年举行。  

(e) 为了使缔约国能够以灵活务实的方式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缔约国可

在第二次审议会议之前的每次缔约国会议上重新审议其关于 2005- 

2009 年会议方案的决定。  

 3.  关于下一次缔约国会议，缔约国决定：  

(a) 下一次缔约国会议将于 2005 年 [11][12]月－ [11][12]月在克罗地亚举

行。  

(b) 各常设委员会会议将于 2005 年 6 月 13 日至 17 日这一周举行，个别会

议的长短和顺序以及整个时期内各常设委员会的会期由协调委员会确

定。  

(c) 按照以往缔约国会议的惯例，协调委员会应由审议会议选出的主席担

任主席，直到缔约国选出下任主席为止。协调委员会主席应一如既往，

将协调委员会的运作情况随时告知各缔约国。  

(d) 应由下列缔约国担任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和联合报告员，直到下一次

缔约国会议结束：  

• 地雷清除、地雷危险教育和排雷行动技术：阿尔及利亚和瑞典(联

合主席)；[……]和[……](联合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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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地雷受害者和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尼加拉瓜和挪威(联合

主席)；[……]和[……](联合报告员)；  

• 销毁储存问题：孟加拉国和加拿大(联合主席)；[……]和[……](联

合主席)；  

• 《公约》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新西兰和南非(联合主席)；[……]

和[……](联合报告员)；  

背   景：  

 4.  在 2004 年 2 月 13 日举行的第一届筹备会议上，德国和马来西亚编写并提

交了一份文件供会议审议，该文件题为“缔约国 2004 年之后会议的性质、时间和

顺序及有关事项”，它载于 2004 年 1 月 26 日的 APLC/CONF/2004/PM.1/WP.2 号文

件(下称“讨论文件”)。  

 5.  许多缔约国以及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讨论文件附件中列出的一种或几

种备择方案表现出兴趣。  

 6.  为求对有关的问题有更清楚和全面的了解，并且为了进一步征求意见，德

国和马来西亚拟订了一份调查表，其中列出了几种可能的备择方案。调查表随后于

今年 4 月分发给各缔约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截止日期 2004 年 5 月 14 日

之前，收到了各方的令人鼓舞的答复。  

 7.  但是，德国和马来西亚都认为，应让有关各方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提出它

们的看法。因此，又向各缔约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出该调查表，并将截止

日期延至 2004 年 6 月 2 日。其后，收到了一些十分宝贵和有用的意见和评论。  

 8.  对收到的调查结果加以仔细分析后，编写了一份文件，即 2004 年 6 月 28

日 APLC/CONF/2004/PM.2/L.7/Amend.1 号文件，提交给 2004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筹备会议。  

 9.  在第二届筹备会议上，许多缔约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调查表中列

举的四项备择方案表示了意见。  

 10.  根据所收到的对调查表的答复以及在第二届筹备会议上表示的意见，得出

了下列一些主要结论：  

(a) 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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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许多代表团主张保留现有的组织结构和会议性质。  

(b) 缔约国年度会议  

(一) 许多代表团认为需要在《公约》的正式会议与非正式会议之间保

持平衡。缔约国会议被认为是正式会议，应继续召开，因为某些

决定只能在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上作出。  

(二) 另一方面，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基本上被认为是非正式会议的各

常设委员会会议仍然是极为有效的机制，可供各缔约国、非缔约

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交流意见和经验。  

(三) 也有必要考虑到若干代表团关于需减少一年会议总次数的意见，

以便把召开多次会议的费用节省下来，花在可促进《公约》的执

行的其他更好的用途上。  

(四) 基于以上第 10 段(b)项(一)分项所提到的理由，似乎有必要举行缔

约国年度会议，因此，可供选择的方案是：(A)每年举行一组常设

委员会会议和一次缔约国会议；或(B)每年举行一组常设委员会会

议，另外再举行一次会议，其中(1)有三天是各常设委员会会议，

(2)有两天是缩短了的缔约国会议。  

(c) 会期长短  

(一) 许多缔约国认为，缔约国会议和常设委员会会议的适当和合理的

会期是 3 至 5 天。会期再短些或再长些，也许都不会为多数缔约

国所接受。  

(d) 会议地点  

(一) 广泛认为常设委员会会议应继续在日内瓦举行，这主要是为了尽

量减少费用，因为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慷慨地表示愿意

继续担任会议的东道主。而且，如果这些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参

加的国家可能会多一些。  

(二) 基于同样的理由，许多缔约国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缔约国会议

也应在日内瓦举行。然而，相当多的国家认为，最好在受地雷影

响的国家举行缔约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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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各方对其他一些与会议性质有关的事项也表示了如下意见：  

(a) 区域会议  

(一) 虽然有许多代表团强调了举行区域会议的有用性和重要性，但普

遍认为这不应成为《公约》框架下的一种制度性做法。但是，如

果有必要，可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区域会议。  

(b) 《公约》会议上进行何种性质的讨论  

(一) 可以说，许多缔约国认为最好继续进行专题讨论，特别是在常设

委员会会议上。  

(c) 《公约》会议的参加  

(一) 许多缔约国同意，常设委员会会议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有利于各

缔约国、非缔约国、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尽可能广

泛地参加这些会议。  

(d) 协调委员会和执行支助股  

(一) 绝大多数答复也表明，就实现《公约》的目标而言，协调委员会

和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执行支助股的现有结构是适当

的。  

(e) 透明度  

(一) 许多缔约国认为，缔约国会议和各常设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都为

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7 条交换资料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