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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反对招氣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依照大会 

1 9 8 8年 1 2月9日第43/168号决议召集会议，于1 9 8 9年 I月 3 0日至 2 

月 1 7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会il» ' 

2. 特设委员会成员经大会主席任命如下：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贝宁、保加利亚、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地、印度、意大利、牙买加、日;蒙古、 

葡萄牙、塞内加尔/塞舌尔、西班牙、苏里南、多哥、土耳其、鸟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乌拉圭、越南、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 

3. 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卡尔一奥古斯特*弗茱施豪尔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并 

主持会议开象 

4. 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司长弗拉基米尔‧科特利尔先生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副司长杰查林‧多奇小姐担任委员会副秘书兼委员会 起草小 

组秘书；（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法律干事姆帕齐‧辛杰拉先生和(法律事务厅编纂 

司）助理法律干事胡安‧戈麦斯一罗夫茱多先生担任委员会及其起草小组的助理秘 

书。 

5. 1 9 8 9年 I月 3 0日，特设委员会第 5 2次会议选出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格布雷—梅丁‧哈戈斯先生（埃塞俄比亚) 

副主席：图利奥‧特雷韦斯先生（意大利） 

特设委员会1 9 8 9年会议成员名单见A/AC. 207yiir:F/8和Add. 1, 

塞内加尔代替特别委员会上届会议成员尼日利亚（见A/43/935 )。 



西格弗里德‧沃纳斯先生（苏里南） 

弗拉基米尔‧叶尔琴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报告员:哈迈德 ‧穆罕默德‧阿里先生（民主也门) 

6. 1 9 8 9年 1月 3 0日；特设委员会第5 2次会议通过了下列议程（ A / 

AC. 207/1. 29)： 

1 . 会 议 开 I 

2. 选举高级职员。 

3. 通 过 议 I 

4. 工作安排。 

5. 依据大会第35/4&f决议第3段、第36y7&f决议第2段，第37/ 

1 0 9号决议第2段、第38/137号决议第2段、第3Q/84号决议 

第2段、第4(V74号决议第2段、第41/80f决议第1段、第42/ 

1 5 5号决议第 2段和第 4 3 / 1 6 & f "决议第 2段起草《反对招募、 

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 

6. 通过报告。 

7. 大会第43/168号决议第6段决定特设委员会应接受会员国的观察员参 

加，包括参加起草小组和工作组的会il» 根据这一决定，特设委员会在同次会议 

和 1 9 8 9年 1月 3 0日和 2月 1日、 6日、 8日和 1 6日举行的会议上批准了下 

列各国常驻代表团关于给予观察员地位的请求：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智利、哥伦IM、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加蓬、加纳、 

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 

尼加拉瓜、阿曼、秘鲁、罗马尼亚、卢旺达、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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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鸟千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委内瑞 

8. 除了特设委员会第一至第七届会议的报告'内所列各该会议上提出的文件 

以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依照大会第43/168号决议第3段提出的委员会第七届 

会议的报告第三节*内所载条款草案，草案的标题是"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 

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 

9. 1 9 8 8年 1月 3 0日，特设委员会第 5 3次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名额不限 

的起草小组，由特设委员会副主席图利奥‧特雷韦斯先生（意大利）担任主席。 

la 1 9 8 9年 2月 1 7日，特设委员会第 5 8次会议收到起草小组报告和一 

份题为"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条款草案"的文件，该文件 

是起草小组的工作成果。特设委员会认为，虽然一些困难问题尚待解决，但由于 

所有成员和观察员的积极参予，本届会议在拟订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 

军国际公约条款草案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特设委员会认为，可以作出努力 

在较短时间内制订出公约最后案文。 

11.因此，特设委员会建议，第六委员会应在第四十四届会议期间委托一个工 

作组觯决尚待解决的问题，从而制订出公约草案，提交该届大会。该工作组应在 

该届会议之初举行会议，时间最长不超过两星期。如果第六委员会不能顺利地完 

成公约，则应考虑延续特设委员会的任务。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3号》（A/36_/43);《同上， 

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編第4 3号》（A/37/43和Corr. 1);《同上，第三十 

八届会议，补编第4 3号》（A/38y43);《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 

第 4 3号》（A/39/43和Corr. 1);《同上，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3号》 

(A/40/43);《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 3号》（A/42/43)和 

《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4 3号》（A/43/43)。 

‧《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4 3号》（A/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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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此外，特设委员会在第5 8次会议上还注意到起草小组的裉告和"反对招 

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条款草案"。特设委员会决定将这两份文 

件分别作为第二节和第三节列入其报告。在同一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核准了整 

个报告。 

一 4 一 



二.起草小组的报告 

13. 特设委员会1 9 8 9年会议第一次会议设立了起草小组在特设委员会副主 

席图利奥。特雷韦斯先生（意大利）主持下于19 8 9 年 1 月 3 1 日 至 2 月 1 7 日 

举行了10次会议‧ 

14. 首先，起草小组审査了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s中以方括号显示的 

若干问题.这个阶段的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15. 随后，在起草小组主席指导下，就尚待解决的问题举行了深入的非正式磋 

商.在这个阶段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可见于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中2 1 

条置于方括号中或包含置于方括号内文字的条款，有1 5条已完全去掉方括号。 

16. 1 9 8 9年 2月 1 5日，起草小组听取了起草小组主席关于非正式瘗商结 

果的口头报告，随后，起草小组核可了该口头报告，并决定将口头报告纳入其报告。 

1 9 8 9年 2月 1 6日，起草小组核可了反对招募、使用、资助湘力ij练雇佣军国际 

公约条款草案（见下文第三节）* 

17. 起草小组报告A小节和B小节分别专门叙述第1 4段所提到的会议阶段湘 

第1 5段所提到的非正式達商， C小节载有特设委员会 1 9 8 8年会议主席提出 

的序言草案. 

A•审査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 

条文以方括号显示的若干问题 

第一条 

18.最初，讨论的中心是第2款的开头语，更具体地说，是方括号中的"国际 

一词* 起草小组注意到，大家普遍认为，目前讨论的公约应包括所有雇佣军，而 

不论他们是否在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或非武装冲突中活动.起草小组认为，实 

《同上》，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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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一点，只须将第1款(a)项中的"武装冲突"一语在该公约中理解为包括画际矛口 

非国际冲突，并在笫2款开头语中用"任何其它情况下"一语代替"在没有〔国际〕 

武装冲突时"一语。因此，起草小组依此对条文作了修正。这样，第 1款包括 

国际命非国际冲突，而修正后的第2款则包括所有其它情形. 

19. 在会议最初阶段讨论的第1条另一项内容是第1款(b)项^第2款(b)项所述 

的直接参与标准问题.这项讨论是在审议关于犯罪行为的规定时进行的，第22 

和第 2 3段叙述了讨论情况. 

20. 起草小组在会议这个阶段没有讨论第2款其它方括号中的内容。下文B 

小节叙述了下一个阶段关于这些内容的非正式遂商结果。 

关于犯罪行为的各条（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第3、第4、第5和第6条） 

2 1 . 起草小组注意到，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规定了两类人的犯罪行为， 

其中包括招募、使用、资助或训练雇佣军的人的犯罪行为和雇佣军自己的犯罪行为. 

22. 关于第一类人的犯罪行为，起草小组注意到，根据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 

本条文第1条的定义，一个人只有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或共谋的暴力行为时才能称 

作公约所指的雇佣军，因此，只有在被招募人达到直接参与标准后才能控告招募、 

训练或资助他的人，鉴于委员会任务中确定的公约主要目的这一结果是非常荒诿的* 

23. 因此，起草小组决定删除第1条第1湘第2款中的直接参与要求，将直接 

参与敌对行动或共谋的暴力行为作为公约规定的一种犯罪行为（见第2 5 段 ） . 

24. 关于第3条，有人认为，应该补充各国应禁止的活动清单，列入提供军火 

和提供过境便利等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现有案文已包含这些关注。起草小 

组对上届会议上提出并转载于上届会议报告第1 0 0(b)段的提法一致表示同意. 

25. 关于第4条，正如上文所指出，起草小组决定，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或共谋 

的暴力行为应根据公约使雇佣军受到惩罚。因此，起草小组商定以上届会i义上提 

出作为第4条第1款并转载于上届会议报告第1 0 0(b)段的提法代替第三次订正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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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基本条文第4条。 

26. 有人表示，雇佣军在准备参与敌对行动或共谋的暴力行为时所采取的应受 

谴责行动（例如募兵或进行训练)应受惩罚。由于对哪些准备行动构成企图没有 

驭得一致意见，起草小组决定在第4条中列入下述第2款： 

"本条任何规定均不限制本公约第6条的适用范围" 

27. 此后在非正式逄商中讨论了募兵是否应作为公约中的一项主要犯罪行为的 

问题.在这方面，请参看第 4 7段. 

28. 关于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第5条，起草小组一致认为，鉴于新的 

第4条使或引渡或审判原则适用于任何参与敌对行动或共谋的暴力行为的雇佣军， 

所以这种雇佣军将由于他在参与敌对行动或共谋的暴力行为时所犯其罪行而自动受 

法庭卞判，因此，第5条已无存在必要. 

29. 起草小组会议这一阶段关于第6条的讨论没有得出结论，关于非正式達 

商阶段的讨论结果，请参看第3 5段， 

第 1 2条 

30. 起草小组一致同意以《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大会1 9 7 9年 1 2月 

1 7日第34/146号决议附件）第5条第1款的相应措词代替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 

基本条文所载该条第1 (a)款的措词。 

第1 8条 

31. 起草小组注意到，第4款被置于方括号之间并不是因为在实质内容上有分 

歧，而是因为该款提到第1 2条，而该条本身则有一个带方括号的项（第1(c)款). 

起草小组决定删去第4款的方括号，伹有一项谅解，即这一决定将不妨碍就第12 

条第1 (C)款达成的解决办法• 关于非正式逄商阶段达成的解决办法，请参看第3 6 

段. 



B。 19 8 9年 2月 1 5日起草小组主席 

在关于尚待解决问题的非正式遂商结 

束时向起草小组提出的口头报 «要 

32. 本说明的目的是向起草小组介绍1 9 8 9年 2月 6日至 1 5日非正式逄商 

期间在我主持下进行的深入谈判的结果。可以说，结果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很大 

一部分问题已经解决‧ 但由于时间不够以及由于其它因素，工作尚未完成，某些 

问题仍待解决. 

33. 本说明首先叙述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然后叙述尚未取得协议的解决 

办法的问题. 

1.已取得协议的问题 

34 ‧大家协议，删除第1条第2(c)款中"报鲷"一词之后方括号中的所有措词, 

大家认为，在公约中很难制订确立在武装冲突范围外活动的雇佣军巨额物质报酬的 

确切标准，所以这个问题不得不留给各国立法和法院解决‧若干代表团倾向于便用. 

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的提法，但愿意换掉"巨额"一词，条件是必须保留 

第 1条第 1 (d)款（见第4 2 段 ） ‧ 关于保留还是删除"巨额"一词，没有取得协 

议，因此，该词仍然置于方括号中（见第4 2 *第 4 4 段 ） ‧ 

35. 对第6条进行了详细讨论‧ 最初，大家设想使用特设委员会1 9 8 8年 

报告第1 0 00))段中的提法，但最后大家协议保留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中 

的措词，以此作为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第6条。该条应结合下述协议的说明来加 

以理解： 

"大家认识到，各締约国可从第9(a)条寻求准据，査明确定意图的有关准 

备 行 动 。 " 

36. 大家协议，删去第 1 2条第 1款 C项："针对该国所犯的罪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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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第3 1段关于第18条第4款的防止误解说明得到解决‧ 最初，有代表团提 

议在第2款空白中提到第3、第4湘第6条，但此后，由于一个代表团提出要求， 

这一点被置于方括号中* 

37. 大家协议第14条案文如下： 

"对于因涉及本公约所列任何罪行而正在受到追诉的任何人，应保证在诉 

讼所有阶段给予公平待遇湘所涉国家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保证.应考虑可适 

用的厘际法准则。" 

38. 大家协议，删除第1 7条方括号中的措词："并根据情况通知红十字国际 

委 员 会 。 " 

3 9 . 大家协议，在第1 8条第 1款空格中填入第 3、第 4和第 6条。大家还协 

议删除第5 to 

4 0 . 大家协议删除第 2、笫 1 9、笫 2 0和第 2 1条，增列下述但书条款： 

"实施本公约时不得妨碍： 

"(a)关于国家贲任的规则； 

"(b)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关于战斗人员或战俘地位的规 

定 。 " 

2.尚未取得协议的解决办法的问题 

41 ‧第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第1条第2(a)款有一个置于方括号中的第三 

缩排&在这方面提出了两个提议。一个提议是列入下述第三缩排段： 

"，各国人民合法地行使其为国际法所承认的自决权利" 

，序言部分加入下述段落： 

各国有义务不使用雇佣军强行剝夺各国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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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提议是删去第三缩排段，在序言部分列入下述段落： 

"认 识到各国有义务不使用雇佣军强行剥夺各国人民合法地行使其为国际 

法所承认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 

4 2 . 正如上文所指出，第2(c)款的"巨额的"一词仍然置于方括号中。 

4 3 . 关于第2(d)款，在讨论的某个阶段，大家似乎同意删除方括号和置于方括 

号中的"一定"一词，保留该款。但在稍后一个阶段，大家协议在就其它问题取得 

协议之前保留方括号（删除"一定"一词）。 

4 4 . 若干代表团认为第2(c)款和第2(d)款是相互联系的。其它代表团则认为保 

留第2(d)款并不取决于删除第2(c)款中的"巨额的"一词。 

4 5 . 在前一个阶段，有的代表团提出在该项前面加上"如果一国在签署本公约 

时已明确表示"等字，或在第 1条第 2款引言部分"任何人"之前加上"没有任何 

区别包括没有国家或社会来源区别的"等字。 

4 6 . 关于，三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条文中置于方括号的第2(e)款，无法取得协 

议，若干代表团希望保留该款，而其它代表团则主张删除该ta因此，在条款草案 

中，该款仍然置于方括号中。 

4 7 . 关于涉及犯罪行为的各条，应该指出，有的代表团提议将募兵作为本公约 

中不可引渡的犯罪行为。最后，大家认为最好不要在公约中列入这样一个条款。 

4 8 . 关于将公约规定的各种犯罪行为称作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的问题，大家 

一致认为可在报告中列入下述段落： 

"适当注意到下述事实，即国际法委员会正在审议题为'危害人类和平与 

安全罪治罪法草案'的项目，并注意到该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报告 

1 0 ) 第 2 6 8 至 2 7 4 在这方面，大家认识到，《反对招募、使用、资 

助和训练雇佣军公约》的任何规定都无意以任何形式预断《公约》所列某些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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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犯罪行为是否也应视为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的问题"。 

4 9 . 然而，关于在公约中是否应该以及何如处理这个问题，存在着好儿种意je«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该通过在序言部分加入下述段落处理这个问题： 

"考虑到締结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公约毫不应理觯为预先 

断定公约 所涉某些犯罪行为在国际法上的特珠属性"。 

其它代表团则认为最好通过列入下述保留条款解决这个问题： 

"本公约任何规定绝不应理解为减损国际法中关于个人刑事贲任的各项原 

则"。 

另外一些代表团则认为，报告中的协议段落已足以解决问题，公约在序言部分和正 

文中都不应涉及这个问题。 

50. 在会议稍后阶段，有代表团提议在公约中列入下述条款： 

"本公约任何规定绝不应理解为预先断定公约所涉某些犯罪行为在国际法 

上的特殊属性"。 

51 .就笫 2 2条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一些代表团仍然支持该条目前的形式，它 

们认为这种形式灵活、平衡，并且体现了一系列现有公约中也可看到的折衷办法。 

其它代表团仍然认为，第2和第3款偏离第1款太远，鉴于公约主题的严肃性，现 

在应该可以就一个更加有效的解决争端条款取得协i义。 

52 .大家协议将第2 2条保留在方括号中。 

53. 由于时间不足，未就公约序言部分进行讨ièb 

54. 最后应予指出，本届会议之前的任何一届会议都未取得如此大的进展。从 

^萆小组和非正式逄商产生的条文明确说明，虽然有些难题尚待解决，但完成这项 

工作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应该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预期的结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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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设委员会 1 9 8 8年会议主席提出的序言草案 

本公约各締约国： 

考虑到有必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并由《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 

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加以发展的各国主权平等、政治独立、领土 

宪整和人民自决等原则， 

念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宗皆和原则， 

认识到雇佣军的活动违反不千涉别国内政、领土宪整和独立等国际法的基本原 

则，并且严重阻碍各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以及一切形式的外 

国统治以争取自决的进程， 

考虑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都表明国际法新规则的发展是把雇佣军 

活动定为国际罪行， 

考虑到雇佣军活动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罪行，凡犯下本公约禁止的任何行为 

的人都应受到追诉或引渡， 

深信关于雇佣军的国际法规则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大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 

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并且有必要发展各国间的国际合作以防止、追诉和愆罚一切 

雇佣军活动， 

经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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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 

国际公约条文草案 a 

第 1 条 

为本公约目的， 

1 ‧ "雇佣军"是指属于下列情况的任何人： 

(a) 特别在当地或国外受招募以便在武装冲突中作战； 

(b) 参与敌对行动的主要动机是获取个人利益，而且事实上由冲突一方或其代 

表承允给予物质报酬，这项报酬远超过该方对其武装部队中担任相同职级和任务的 

战斗人员所承允或给予的物质报鲷； 

(C)既非冲突一方的国民，也非冲突一方控制领土的居民； 

(1 )非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的成员；并且 

(e)非由不属冲突一方的国家作为其武装部队的成员派遣担任公务。 

2.雇佣军也指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属于下列情况的任何人： 

(a)特别在当地或国外受招募以参与共谋的暴力行为，其目的为： 

一推翻一国政府或以其它方式破坏一国宪政秩序， 

一破坏一国领土完整， 

a没有方括号的条款已暂时通过。方括号内的条款或有带方括号的文字的条款附 

有脚注，说明报告的有关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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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夺各国人民合法地行使其为国际法所承认的自决杈利；〕 

(b)主要动机是获取个人利益，而且事实上获承允给予或领取了 〔巨额的〕物 

质 报 酬 。 e 

〔(c)不是这种行为所针对的国家的国民或居民；〕a 

(d)非由一国派遣担任公务；而且 

C(©)不是行为发生在其领土的国家的武装部队成员〕。e 

第 2条（原笫 3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任何人按本公约第一条的定义招: 

即构成犯罪行为。 

第 3条（原第 4条） 

使用资助或训练雇佣军 

1 .为本公约的目的，符合本公约第1条定义的雇佣军，无论直接参与敌对行 

bl人建议为这一笫三个缩格在序言部分补充一段，案文如下： 

"认识到各国有义务不使用雇佣军强行剥夺各国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 

—项备选提案是删去第三个缩格，在序言部分加上一段，案文如下： 

"认识到各国有义务不使用雇佣军强行不让各国人民合法行使其国际法承 

认的不可剝夺的自决权利"。 

C 参 看 报 告 第 3 4 和 笫 4 4 段 。 

a 参 看 报 告 第 4 3 至 笫 4 5 段 。 

e 参 看 报 告 第 4 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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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共谋的暴力行为，即构成犯罪行为。 

2.本条绝不限制本公约第6条的适用范围。 

第 4条（原笫 6条） 

1^人如有下列情况，即构成犯罪行为： 

(a)企图犯下本公约界定的罪行之一； 

0»与犯下或企图犯下本公约界定的罪行的人有共谋行为。 

笫 5条（原第 8条） 

1 .各締约国应不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并应按照本公约的规定禁 

止这种活动。 

2 .各締约国应规定，根据罪行的严重性质，对本公约所列罪行处以适当刑罚, 

第 6条（原笫 9条） 

各締约国应通过以下措施，互相合作，防止本公约所列举的罪行： 

(a) 采取一切实际可行措施，以防止为在其领土内外犯下此等罪行而在其领土 

内进行准备，其中包括禁止鼓励、煽动、筹划或参与犯下这类罪行的个人、团体和 

组织的非法活动； 

(b) 在适当时协调采取必要的行政和其他措施，防止这些罪行的发生。 

第 7条（原第 1 0条） 

各締约国应进行合作，采取必要措施执行本公约。 

第 8条 (原笫 1 1条） 

任何締约国如有理由认为本公约所指的一项罪行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 

生，即应按照其本国法律，在知情后尽快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将有关情报提 

- 1 5 -



供受影响的締约国。 

第 9条（原第 1 2条） 

1 .每一締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在以下情况下，确定该国对本公约所列罪行 

的管辖权： 

(a) 罪行发生在该国领土内或发生在该国注册的船舶或飞机上； 

(b) 罪行为该国任何一个国民所犯，或为（该国根据情况认为）经常居住于其 

领土内的无国籍人所犯。 

2 .当嫌犯在其领土内，而该国未按照笫1 2条规定将其引渡至本条第1款所 

指的任何国家的情况下，每一締约国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对〔第2、第3和第4 〕 f 

条所列罪行确立其管辖权。 

3。本公约不排除按照国内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 1 0条（原第 1 3条） 

1。 任何締约国，如罪犯或嫌犯在其领土内，当判明情况有此需要时，应按照 

其法律，在进行刑事诉讼或引渡程if所需要的时间内扣留该人或采取其他类似的措 

施，以保证其留在该国境内。该締约国应立即进行初步调查，以査明事实。 

2。 任何一个締约国按照本条规定扣留某一人或采取本条第1款所述其 他类似 

‧，应立即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秘书长通知： 

(a) 罪行发生在该国境内的締约国； 

(b) 罪行针对或企图针对的締约国； 

(C)罪行针对或企图针对的自然人或法人为该国国民的締约国； 

f 应一国等待进一步指示的代表团的请求，将该等条文依据放入方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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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嫌犯为该国国民的締约国，如为无国籍人时，嫌犯在该国领土内经常居住 

的締约国； 

(e)该国认为应当通知的其他任何有关国家。 

3。本条第1款所述措施针对的任何人应有权： 

(a) 立即与最近的本国或有权保护其权利的国家的主管代表取得联系，如果此 

人为无国籍人，则与其惯常居所的所在国的主管代表取得联系； 

(b) 接受该国代表的访问。 

4 。本条第3款的规定应不妨碍按照第9条第1款(b)项主张有管辖权的任何締 

约国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嫌犯通信并对其进行访问的权利。 

5。进行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初步调査的国家，应尽速将调査结果通知本条第 

2款所指的国家，并说明它是否有意行使管辖权。 

第 1 1条（原第 1 4条） 

对于因涉及本公约所列任何罪行而正在受到追诉的任何人，应在追诉程序的所 

有阶段保证给予公平待遇和有关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保证。也应考虑 

到可适用的国际法规范。 

第 1 2条（原第 1 5条） 

领土内发现嫌犯的締约国，如不将该人引渡，应亳无例外地而且不论罪行是否 

在其领土内发生，通过该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将案件送交该国主管机关，以便提起 

公诉。此等机关应按该国法律处理其他任何严重罪行案件的方式作出判决。 

第 1 3条（原第 1 6条） 

1 .各締约国对就本公约所述罪行提起的刑事诉讼应互相给予最大限度的协助， 

包括提供它们掌握的为诉讼程序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一切案件均应适用接获协助 

请求的国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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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条第1款的规定不应影响任何其他条约中关于互相提供司法协助的义务。 

第 1 4条（原第 1 7条 ) 

对嫌犯提起追诉的締约国，应按照其法律将诉讼的最后结果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此项结果通知其他有关国家。 

第 1 5条（原第 1 8条） 

1。 本公约第2、第3和第4条所列各项罪行，均应视为締约国间现行任何引 

渡条约已列为可以引渡的罪行。各締约国承诺在以后彼此间締结的所有引渡条约 

中将此种罪行列为可以引渡的犟行。 

2。 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締约国，如收到尚未与该締约国订立引渡条约的 

另一締约国的引渡要求，可自行决定是否将本公约视为就这些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 

依据。引渡应受衩请求国、 »所规定的其他条件的限制， 

3。 不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各締约国应承认这些罪行为彼此间可以引渡的 

罪行，伹须遵守被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 

4。 为了締约国间引渡目的，罪行应视为不仅发生在实际发生地，而且也发生 

在按照第9条的规定须确立其管辖权的国家的领土内。 

第 1 6条（原第 2和第 1 9至第 2 1条） 

本公约的适用应不影响： 

(a) 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的规则； 

(b) 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其中包括有关战斗员或战俘地位的规定。 

〔第 1 7条（原第 7条)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绝不应理解为减损有关国际法规定的个人刑事贵任的原M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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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8条（原第 2 2条) 

〔1.两个或更多締约国间关于本公约的觯释或适用方面的任何争端，如不能 

以谈判觯决，经其中一方要求，应交付仲裁。如自要求仲裁之曰起六个月内，当 

事各方不能就仲裁的组织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可依照《国际法院规约》提出请求， 

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2. 每一国家在筌署或批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可声明该国不受本条第1 

款的约束。其他締约国对于作出这项保留的任何締约国，也不受该款的约束。 

3。 依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约国，可随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撖回该项保留。〕11 

g 有人建议，作为这一条文的备选办法，在序言部分加上一段，案文,下： 

"考虑到绝不应将缔结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公约理解为根 

据国际法预先确定公约内审议的某些罪行的特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约不论是在序言部分还是在案文内都不应涉及这一点。 

大家普遍同意在报告中加入一项声明，载于报告第48段。 

并参看报告第1、第4 9和第 5 0段。 

h 参 看 报 告 第 5 1 和 第 5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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