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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问题的 

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6 年 11 月 13 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委员会主席

的信 
 
 

 谨提及你 2006 年 11 月 1 日的信，其中要求会员国告知安全理事会为执行安

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段的规定而采取的措施。为此，我高兴地提

交新加坡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见附件）。 

 

临时代办 

凯文石（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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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11 月 13 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委员会主席的

信的附件 
 
 

1. 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制裁的第

1718（2006）号决议。在这方面，新加坡具有相关立法框架，使我们能够履行第

1718（2006）号决议规定的各项义务。 

国家立法措施 

2. 新加坡在实施第 1718（2006）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方面有各项立法措施，其中

有《战略货物（管制）法》、《进出口管理法》、《武器和爆炸物法》、《联合国法》、

《新加坡货币管理局法》、《商业航运法》和《移民法》。 

3. 通过这些立法措施（详情见下文），新加坡能够以下列方式执行第 1718（2006）

号决议的各项规定： 

 执行部分第 8 段(a)——通过结合适用《联合国法》、《战略货物（管制）法》、

《进出口管理法》、《武器和爆炸物法》和《商业航运法》； 

 执行部分第 8 段(b)——通过结合适用《联合国法》、《进出口管理法》、《武

器和爆炸物法》和《商业航运法》； 

 执行部分第 8 段(c)——通过《联合国法》； 

 执行部分第 8 段(d)——通过结合适用《联合国法》、《新加坡货币管理局法》；

以及 

 执行部分第 8 段(e)——通过《移民法》。 

《战略货物（管制）法》 

4. 作为帮助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一项努力，新加坡于 2003 年 1 月执

行了一项有力和增强了的出口管制制度，支持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全球

努力。《战略货物（管制）法》规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关货物的出口、再出口、

转运和过境，并控制中介活动和无形技术转让，这项规定独具特点，尚未在世界

上的许多出口管制制度中实施。最重要的是，它有一项总括条款，允许新加坡当

局对最终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未列入管制清单的物品实施出口管制法。该

法还给予执法人员逮捕、搜查和扣押的广泛权力。该法对参与转让或中介代理战

略货物或技术转让的当事方处以重刑。初犯者最多可罚款 100 000 新加坡元（根

据有关货物或技术的价值甚至可罚得更多）或最高可判处两年徒刑，或判刑和罚

款两者并施。 

5. 新加坡海关是执行《战略货物（管制）法》的国家当局。新加坡海关受理所

有的许可证申请，对武器中间商进行登记和审计，开展工业外展和提高公众认识



 S/AC.49/2006/9

 

06-63756 3
 

方案，实施该法及其关于违反战略货物管制的条例。执法以及时和可靠的情报以

及风险管理评估为依据。 

6. 新加坡继续监测该制度，必要时，将对该制度，无论是在管制清单方面，还

是在程序方面，作进一步修改。新加坡已决定扩大我国的各项战略货物管制清单，

包括四个多边不扩散制度——澳大利亚集团、瓦森纳安排、核供应集团和导弹技

术管制制度——的所有物品，自 2008 年 1 月起生效。新加坡海关一直在定期举

办外展课程，教育各行业，使之了解认识新加坡战略货物管制制度。这些课程提

醒参加者必须予以应有的注意，特别是对于货物的来源和目的地是根据安全理事

会有关决议编制的清单中所列国家和实体。 

7. 具体地说，《战略货物（管制）法》使新加坡能够执行第 1718（2006）号决

议第 8 段(a)㈠和第 8 段(a)㈡的制裁，管制经由我国领土向朝鲜出口、再出口、

转运和过境这些段落特别提到的物品，或可能有助于朝鲜的核相关、弹道导弹相

关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方案的任何其他物品。 

《进出口管理法》 

8. 《进出口管理法》及其条例为新加坡管理和管制一般进出口货物提供了框

架。它还管理对安全理事会实施禁运的国家的管制以及对进口证认证和运送核查

制度的管制，该项制度对来源国向新加坡最终用户提供的受管制物品进行管理。 

9. 具体地说，《进出口管理法》和条例将使新加坡能够执行第 8 段(a)和第 8 段

(b)的制裁，对这些段落特别提到的物品的进出口予以管制。 

《武器和爆炸物法》 

10. 《武器和爆炸物法》为新加坡管理武器和爆炸物的制造、使用、销售、储存、

运输、进口、出口和拥有，以执行决议执行部分第 8 段(a)提供了框架。 

《联合国法》 

11. 《联合国法》是在 2001 年 10 月颁布的，使新加坡政府能够在现行立法未涉

及领域，通过次级立法，实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无须颁布

新的主要立法。根据此法制定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规定了刑事处罚，无论除《新

加坡宪法》外的其他法律是否有与之相悖的规定。这些条例适用于新加坡境内的

所有个人和实体以及新加坡境外的新加坡公民。 

12. 根据《联合国法》制定的，目前为草稿形式的一项新《条例》，将把新加坡

境内的个人和实体以及新加坡境外的新加坡公民,或使用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船只

或飞机，直接或间接向朝鲜提供、销售或转让决议执行部分第 8 段(a)所列任何

物品定为犯罪。该条例还将实施执行部分第 8 段(b)，将新加坡国民，或使用悬

挂新加坡国旗的船只或飞机，从朝鲜采购第 8 段(a)㈠和㈡所述物品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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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境内的任何个人和实体或新加坡境外的新加坡国民违反执行部分第 8 段

(c)，将受到刑事处罚。一旦委员会发布受执行部分第 8 段(d)制裁的个人或实体

清单，该条例还将对第 8 段(d)所述一切相关资产进行资产冻结，金融机构掌握

的资产除外。金融机构掌握的资产将按照根据《货币管理局法》制定的条例冻

结——见下一节。 

《新加坡货币管理局法》 

13. 根据《新加坡货币管理局法》第 27 节 A，新加坡货币管理局可以发布新加坡

货币管理局条例，要求金融机构遵守新加坡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而承担的

义务。因此，安理会黑名单上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就冻结资产和其他相关措施而

言，将得到相应处理。被发现违反《货币管理局法》条例的任何金融机构均属犯

罪，定罪后可处以罚款。 

14. 具体地说，一旦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发布特定个人或实体名单，《新

加坡货币管理局法》第 27 节 A 将允许新加坡执行第 8 段(d)中的资产冻结措施。 

《商业航运法》 

15. 根据《商业航运法》第 43 节，新加坡海港管理局可以终止一艘新加坡船只

的注册，并取消其注册证。可酌情援引这一法律规定，以实施第 1718（2006）号

决议相关部分。为了告知并提醒新加坡注册船只遵守制裁，新加坡海港管理局发

布了一项海运通知，促进遵守。 

《移民法》 

16. 《移民法》为个人进出新加坡规定了法律范围。根据《移民法》第 7节，除

新加坡公民外，任何人都不自动享有进入新加坡的权利。根据第 6 节，新加坡的

外国访客须获发有效签证后，才得入境。作为入境程序的一部分，入境审批时，

对照移民和检查站管理局的黑名单数据库进行筛检。决议所设委员会或安全理事

会点名的个人可被拒绝入境，并按国际惯例被送回上一出发港。 

国际合作 

17. 除了上述立法之外，新加坡还积极参与各种多边行动安排，加大新加坡制止

任何可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力度，以补充我们根据第 1718（2006）号决

议执行部分第 8 段(f)采取合作行动的努力。首先是《集装箱安全倡议》，其目的

是保护集装箱货运不被利用来贩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新加坡是 2002 年 9 月 20

日与美国签署《集装箱安全倡议原则声明》的第一个亚洲国家。该《倡议》规定

可以在新加坡港口利用汽车和货物检查系统对以美国港口为目的地的集装箱进

行抽查，确定是否藏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为《倡议》的努力的一部分，新加

坡为两个港口码头引进 X 射线扫描机等新设备。新加坡港口当局还组织了几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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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货人、船运公司、后勤公司和美国海关参加的对话会议，讨论《集装箱安

全倡议》和相关倡议。《倡议》规定的检查已于 2003 年 3 月 17 日开始进行。 

18. 第二项努力是《防扩散安全倡议》，这是一项根据国家法律当局的要求和有

关国际法律和框架，防止海上、空中和陆地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和相关材料的多国倡议。新加坡于 2003 年 12 月加入了《防扩散安全倡议》行动

专家小组。自那时起，新加坡一直积极参加《倡议》全会和行动专家小组会议，

以及《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各项活动。新加坡还主办了 2005 年 8 月的《防扩散

安全倡议》阻截活动以及 2006 年 7 月的行动专家小组会议。一个由外交部主持，

由国防部、家庭事务部、贸易和工业部、总检察署和新加坡海关组成的部际委员

会负责监督新加坡参与《防扩散安全倡议》的情况。 

 

2006 年 1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