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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78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决议草案 
 
 

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 
 
 

 大会， 

 回顾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1
 完成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

的条款草案，建议大会根据条款草案拟定一项公约， 

 又回顾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2 号决议， 

 审议了第五十八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2
 第五章，其中载有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跨

界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的原则草案， 

 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以决议形式核准原则草案并敦促各国采取国内

和国际行动予以执行，
3
  

 强调如《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述，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

具有持续重要性， 

 注意到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在发生此类损害时损失分配问题对

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极其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和更正（A/56/10 和 Corr.1），第 91、94 和

97 段。 

 
2
 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 

 
3
 同上，第 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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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各方在第六委员会针对委员会报告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

成的损失的国际责任问题的第五章，所表达的意见和评论，
4
  

 1. 对国际法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表示赞赏； 

 2. 注意到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的原则，其

案文附在本决议之后，提请各国政府注意； 

 3. 决定将题为“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和在发生此类损害时损失分配考

虑”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__________________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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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的原则 
 
 

 大会， 

 重申《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 13 和 16， 

 忆及《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认识到尽管有关国家遵守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义务，危险活动引

起的事件仍会发生， 

 注意到由于这种事件，其他国家和(或)其国民可能遭受损害和严重损失， 

 强调应当制定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因这种事件而蒙受损害和损失的自

然人和法人，包括国家，能够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感到关切的是，应当采取及时而有效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类事件可

能造成的损害和损失， 

 注意到国家对违反国际法规定的预防义务负有责任， 

 忆及关于某些特殊种类危险活动的现有国际协定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进一步

制定这类协定的重要性， 

 希望为发展这一领域的国际法作出贡献， 

 …… 

 

  原则 1 

  适用范围 

 本原则草案适用于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危险活动所造成的跨界损害。 

 

原则 2 

用语 

 为本原则草案的目的： 

 (a) “损害”指对人员、财产或环境所造成的重大损害；包括： 

㈠ 人员死亡或人身伤害； 

㈡ 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包括构成文化遗产部分的财产； 

㈢ 环境受损而引起的损失或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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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恢复财产或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环境的合理措施的费用； 

㈤ 合理反应措施的费用。 

 (b) “环境”包括非生物性和生物性自然资源，例如空气、水、土壤、动物

和植物，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貌的特征部分； 

 (c) “危险活动”指具有造成重大损害风险的活动； 

 (d) “起源国”指在其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进行危险活动的国家； 

 (e) “跨界损害”指在起源国以外的另一国领土上或在该国管辖或控制下的

其他地方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或环境损害； 

 (f) “受害者”指遭受损害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国家； 

 (g) “经营者”指在发生造成跨界损害事件时指挥或控制有关活动的人。 

 

原则 3 

目的 

 本原则草案的目的是： 

 (a) 确保遭受跨界损害的受害者得到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b) 在发生跨界损害时维护和保护环境，特别是减轻对环境的损害以及恢复

环境或使之复原。 

 

原则 4 

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1. 各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危险活

动所造成跨界损害的受害者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2. 这些措施应当包括要求经营者或酌情要求其他人或实体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赔偿责任不应当要求证明过失。关于这种赔偿责任的条件、限制或例外均应

符合原则草案 3。 

 3. 这些措施也应当包括要求经营者，或者酌情要求其他人或实体为偿付索

赔建立并保持财务担保，例如保险、保证金或其他财务保证。 

 4. 在适当情况下，这些措施应当包括要求在国家一级设立行业基金。 

 5. 若以上各段中所列措施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赔偿，起源国还应当确保有另

外的财政资源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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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5 

反应措施 

 一旦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跨界损害的涉及危险活动的事件时： 

 (a) 起源国应立即将事件以及可能造成的跨界损害后果通知所有受影响或

可能受影响的国家； 

 (b) 在经营者的适当参与下，起源国应确保采取适当的反应措施，并应当为

此目的使用现有最佳科学数据和技术； 

 (c) 起源国还应当酌情与所有受影响或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协商并寻求其合

作，以减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跨界损害后果； 

 (d) 受跨界损害影响或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减轻并在可

能的情况下消除此种损害后果； 

 (e) 有关国家应当酌情在相互接受的条件基础上寻求主管国际组织和其他

国家的援助。 

 

原则 6 

国际和国内救济 

 1. 一旦其领土内的或受其管辖或控制的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各国应赋

予本国司法和行政部门以必要的管辖权和职权，并确保这些部门具备提供及时、

充分和有效救济的手段。 

 2. 跨界损害的受害者应当能够从起源国获得与在该国领土上遭受同一事

件损害的受害者相等的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救济。 

 3. 第 1 款和第 2 款不影响受害者有权在起源国可得到的救济之外，寻求其

他的救济。 

 4. 各国可协助诉诸迅速而又最经济的国际求偿解决程序。 

 5. 各国应当保障能够适当地获取与寻求救济，包括索取赔偿有关的资料。 

 

原则 7 

拟定专门的国际制度 

 1. 如果就特定类别危险活动而言，专门的全球、区域或双边协定能为赔偿、

反应措施及国际和国内救济提供有效安排，则应当尽一切努力缔结此种专门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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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些协定应当酌情包括这样的安排，使工业基金和(或)国家基金在经营

者财力，包括财务担保措施不足以偿付事故损害的情况下能提供补充赔偿。此类

基金可设定用于补充或取代全国性的行业基金。 

 

原则 8 

执行 

 1. 每一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规章和行政措施，以执行本原则草案。 

 2. 本原则草案和用于执行本原则草案的措施在实施时不得有任何基于诸

如国籍、居所或住所的歧视。 

 3. 各国应当相互合作，以执行本原则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