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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83 

外交保护 
 
 
 

  决议草案 
 
 

  外交保护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1
 第四章，其中载有外交保护

条款草案，
2
 

 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在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基础上制定一项公约，
3
 

 强调《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述的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

的持续重要性， 

 注意到外交保护是对国家间关系至为重要的主题， 

 考虑到在第六委员会上就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有关外交保护的第四章提出的

意见和作出的评论，
4
 

 1. 欢迎国际法委员会完成关于外交保护的工作，通过了关于这个议题的条

款草案和评论；
5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 

 
2
 同上，第 49 段。 

 
3
 同上，第 46 段。 

 
4
 A/62/118 和 Add.1。 

 
5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43 和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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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赞赏国际法委员会不断致力于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3. 赞扬本决议附件所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供各国政府予以注意的关于外

交保护的条款，并请各国政府采用书面形式，就委员会关于以这些条款 
3
 为基础

制定一项公约的建议向秘书长提交任何进一步评论； 

 4. 决定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中列入一个题为“外交保护”的项

目，并在一个第六委员会工作组的框架内，参照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以及在大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举行的辩论中发表的意见，进一步探讨以上述条款为基础制定一

项关于外交保护公约或采取任何其他适当行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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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外交保护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 1条 

定义和范围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外交保护是指一国对于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给属于本

国国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通过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援引另一国

的责任，以期使该国责任得到履行。 

第 2条 

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一国享有按照本条款草案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第二部分 
 

  国籍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 3条 

国籍国的保护 

 1. 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是国籍国。 

 2. 尽管有第 1款的规定，一国可根据第 8 条草案为非本国国民的人行使外

交保护。 

第二章 

自然人 

第 4条 

自然人的国籍国 

 为对自然人行使外交保护的目的，国籍国指该人根据该国法律通过出生、血

缘、归化、国家继承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在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获得了其国

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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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 

自然人的持续国籍 

 1. 一国有权对从发生损害之日到正式提出求偿之日持续为其国民的人

行使外交保护。如果在上述两个日期该人都持有该国籍，则推定该国籍是持续

的。 

 2. 尽管有第 1款的规定，一国对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为其国民但在受到损

害之日不是其国民的人，可行使外交保护，但条件是该人曾具有被继承国的国籍，

或者已丧失原国籍，并且基于与提出求偿无关的原因、以不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已

获得该国的国籍。 

 3. 一人在受到损害时为其原国籍国国民，而不是现国籍国的国民，则现国

籍国不得针对原国籍国就该人所受到的损害行使外交保护。 

 4. 一国对于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后获得被求偿国国籍的人不再享有为其

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第 6条 

多重国籍和针对第三国的求偿 

 1. 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的任一国籍国可针对该人不属于其国民的国家，为

该国民行使外交保护。 

 2. 两个或多个国籍国可为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国民共同行使外交保护。 

第 7条 

多重国籍和针对国籍国的求偿 

 一国籍国不得为同属另一国国民的人针对另一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除非在

发生损害之日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该国的国籍均为该人的主要国籍。 

第 8条 

无国籍人和难民 

 1. 一国可为无国籍人行使外交保护，但该人须在受到损害之日和正式提出

求偿之日在该国具有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 

 2. 一国可为被该国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承认为难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但

该人须在受到损害之日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在该国具有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 

 3. 第 2 款不适用于该难民的国籍国之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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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人 

第 9条 

公司的国籍国 

 为对公司行使外交保护的目的，国籍国是指公司依照其法律成立的国家。然

而，当公司受另一国或另外数国的国民控制，并在成立地国没有实质性商务活动，

而且公司的管理总部和财务控制权均处另一国时，那么该国应视为国籍国。 

第 10 条 

公司的持续国籍 

 1. 一国有权为从发生损害之日到正式提出求偿之日持续为该国或其被继

承国国民的公司行使外交保护。如果在上述两个日期该公司都持有该国籍，则推

定该国籍是持续的。 

 2. 一国对于在提出求偿后获得被求偿国国籍的公司不再享有为其行使外

交保护的权利。 

 3. 尽管有第 1款的规定，一国继续有权为在发生损害之日为其国民，但由

于损害的原因，按照成立地国法律终止存在的公司行使外交保护。 

第 11 条 

股东的保护 

 在公司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公司股东的国籍国无权为这些股东行使外交保

护，除非： 

 (a) 由于与损害无关的原因，按照成立地国的法律该公司已不存在；或 

 (b) 在受到损害之日，该公司具有被指称对造成损害应负责的国家的国籍，

并且在该国成立公司是该国要求在其境内经营的前提条件。 

第 12 条 

对股东的直接损害 

 在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对股东本人的权利，而非公司的权利，造成直接损害

的情况下，这些股东的国籍国有权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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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条 

其他法人 

 本章所载的原则应酌情适用于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的外交保护。 

  第三部分 
   

  当地救济 
 

第 14 条 

用尽当地救济 

 1. 除非有第 15 条草案规定的情形，一国对于其国民或第 8 条草案所指的

其他人所受的损害，在该受害人用尽一切当地救济之前，不得提出国际求偿。 

 2. “当地救济”指受害人可以在所指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通过普通的或

特别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机构获得的法律救济。 

 3. 在主要基于一国国民或第8条草案所指的其他人所受的损害而提出国际

求偿或请求作出与该求偿有关的宣告性判决时，应用尽当地救济。 

第 15 条 

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 

 在下列情况下，无需用尽当地救济： 

 (a) 不存在合理地可得到的能提供有效补救的当地救济，或当地救济不具有

提供此种补救的合理可能性； 

 (b) 救济过程受到不当拖延，且这种不当拖延是由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造成的； 

 (c) 受害人与被指称应负责国家之间在发生损害之日没有相关联系； 

 (d) 受害人明显的被排除了寻求当地救济的可能性；或 

 (e) 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 

  第四部分 
 

  杂项规定 
 

第 16 条 

外交保护以外的其他行动或程序 

 国家、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实体为国际不法行为所致损害取得补救，根据国

际法诉诸外交保护以外的其他行动或程序的权利，概不受本条款草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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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条 

国际法的特别规则 

 本条款草案在与诸如投资保护条约规定等国际法特别规则不符的情况下，则

不适用。 

第 18 条 

船员的保护 

 船舶船员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不因船舶国籍国有权在国际不法行为

对船舶造成损害致使船员受到伤害时，为任何国籍的船员寻求补救而受到影响。 

第 19 条 

建议的做法 

 按照本条款草案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应： 

 (a) 充分考虑行使外交保护的可能性，特别是当发生了重大损害时； 

 (b) 对于诉诸外交保护和寻求赔偿之事，尽可能考虑受害人的意见；并且 

 (c) 把从责任国获得的任何损害赔偿在扣除合理费用之后转交受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