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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巴哈马(代表加勒比共同体) 
 

［原件：英文］ 

［2007 年 11 月 19 日］ 

1. 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成员国投票支持 2006 年 12 月 6 日大会通过的第

61/89 号决议，其中有些成员国还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尽管加勒比区域不生

产、出口或再出口武器，也不大规模进口武器，我们独特的地理位置意味着，由

于容易获得和使用非法武器，我们经历不安全、恐惧、丧失生命和发展受影响等

问题。此外，贩运毒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明显联系，使得该问题更加严重。

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各国有责任处理非法武器贸易问题，该问题在加勒比地区

基本上是外部强加的问题，这意味着，非常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并加强国际

合作和援助。那些生产武器和从事大量武器贸易的国家在道义上必须为这种贸易

的后果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发挥比目前大得多的作用。因此，加勒比共同体成员

国欣见大会决定开始审议拟订一项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同国际标准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综合文书的可行性、范围和参数。 

可行性 

2. 《联合国宪章》第十一条授权大会“……考虑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合

作之普通原则，包括军缩及军备管制之原则……。”大会试图管制军备的努力并

不新奇。这种管制的原则在大会的一些决定中得到确认，如《小武器和轻武器行

动纲领》。有大量证据表明，不加控制地供应常规武器会造成生命损失，以及社

会和经济方面的破坏，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加以管制。 

范围 

武器的类别 

3. 拟议的条约需要在该条约所涉武器类型上十分明确。因此，它应当基于国际

上已经公认的常规武器名单，如《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应当注意对新武器

和武器系统中的新技术产品作出的规定。商定的常规武器名单应作为该条约的附

件。 

活动 

4. 该条约应在下列各方面确定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a) 进出口：武器的转让必须在武器的原产地和预定用途方面完全透明。卖

方应当有义务要求预期的买方在购买时正式表明，所涉武器将不会被非法转让，

而且决不会被用于不符合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用途，也不能用于正当、必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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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之外的用途。该条约应载有卖方和买方之间形成定期交流关于所购买武

器的现状及完整性资料的规定，并通过诸如《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等规定和

公认的汇报义务机制提供给联合国。除其它外，这将有助于确保所购买的武器不

会流入黑市。在完全尊重潜在购买国的主权并不干涉其内政的情况下，如果所涉

及的武器很可能对有关区域军备力量平衡产生消极影响，或有理由相信这些武器

的使用可能不利于和平、安全和稳定，或违反《联合国宪章》，各国不应授权进

行这项拟议的交易； 

 (b) 经纪：应当明确禁止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的非法经纪活动； 

 (c) 过境和转运：应当建立一个有关装运的武器过境或转运的安全和完整性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管制制度； 

 (d) 销毁：应建立打算更新军火库而销毁现有武器所需遵循的程序； 

 (e) 储存：应要求可能的买方证明，它们将以最安全的条件来储存武器，并

有充分的措施来防止武器遭窃或丢失，而且将对犯有损害这些武器安全者实施严

厉的处罚； 

 (f) 盘点：可能的买方也应确保在所有以其他合法手段购买或获得的武器之

后，应当实施一项有效和可核查的详细盘点这些武器清单的制度，必要时，应适

当保持和更新该清单； 

 (g) 能力建设：应当规定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协助购买武器的发展中国家加强

其国家的能力，以便能确定安全储存的安排，并有效监测和管制进入这些国家的

武器的流动。 

 (h) 区域合作：通过交流关于减少和停止滥用及非法交易小武器和轻武器的

各个方面资料和最佳做法，促进区域合作。然而，这种合作应当基于有关国家的

相互尊重和不侵犯主权，并基于尊重这些国家正当的安全需求。 

 (i) 国际合作：加共体成员国预期，管制小武器贸易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合作

制度，并将该制度推广到双边和区域之外，以便包括处理军火流动各阶段和各方

面的多边努力。 

参与者 

5. 拟议的条约应禁止可能为了不利于和平、安全和稳定的目的而获得常规武器

的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常规武器的贸易。 

参数 

6. 加共体成员国希望能够通过一项军火贸易条约，建立一个管理常规武器贸易

的全面、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可实施的制度，并在销售和转让武器方面制定监测、

调控和实施的共同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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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该文书应基于一套国际商定的共同原则和目标，包括《联合国宪章》以及旨

在管制军火贸易的其他相关全球和区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规定的基本原则

和宗旨。 

8. 该条约应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行使《宪章》第七章赋予的权力而实施的

武器禁运。 

9. 除了发现目前国际武器贸易中使得黑市兴隆、而且有助于利用武器进行侵害

的漏洞之外，该条约应表明，国际社会有决心采取坚定行动消除这些漏洞，并使

得黑市没有市场。这项行动会加强现有国家和国际管制机制，并在没有这些机制

的地方建立该机制。 

10. 该条约应对武器的用途不符合购买时所述用途的情况、或转移到原定目的地

以外的地方的情况规定明确的惩罚措施。 

11. 该条约需要所有国家参与。没有任何国家应感到受歧视或被排除在外。任何

国家的权利均不得受到限制，尤其是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或

为了正当的国家安全需要进口、出口、转让或制造武器或获得武器的权利。 

一般性意见 

12. 应以明确的措辞起草该拟议条约，以防止解释或适用该条约时产生任何误

解。 

13. 该条约的特性和重点应十分明确，以便尽可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 

14. 该拟议条约应建立不仅仅出于商业考虑的武器进出口制度。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原件：英文] 

[2006 年 7 月 16 日] 

1. 秘书长根据题为“推动拟订一项武器贸易条约”A/61/89 号决议请各国提供

意见，对此，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同包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肯尼亚

在内的其他国家一样，呼吁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国际武器贸易条约。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吁请该条约除其它外包括一项关于已成为非洲“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具体条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支持该条约基于以

下事实：它已在执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以及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

《内罗毕议定书》和各项协议所作的类似规定。 

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认为，该条约将有助于控制武器的制造和供应、以及武

器的非法流通。此外，对正在执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的南共体、大湖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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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角各国来说，该条约将有助于实施《联合国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药的议定书》。 

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于 2001 年 8 月开始执行《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家

行动计划》，该计划基于联合国的议定书和行动方案以及其他区域和分区域的声

明及议定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目前已经深入贯彻各项小武器和轻武器方案。 

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不仅呼吁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武器贸易条约，而

且也赞成有效执行该条约，以便能够充分控制和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扩

散，尤其是在非洲大陆的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