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主席说，他理解，根据巴尔谢戈夫先生的意见，委员会的立场可能会引

起混乱。可是，第 37 段倒数第二句不是巳经反映了这一担心吗？他请委员会在下

一次会议上重新审议笫 37 段．

下午 1 时零 5 分散会．

笫 2140 次会议

1989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空：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气：巴哈纳先生、凯西先生、阿兰焦一鲁伊斯先生、巴尔沃萨先生、巴尔谢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纳先生、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维德斯先生、马希乌先生、麦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
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

先生、史先生、索拉里·图德拉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度）

第五章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续）

(A/ CN.4/ L.438) 

B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续完）

第 15 段（续完）

1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回顾了前一次会议就法文 ”responsab巾te

indirecte”和英文 “causal liab仆 ity" 的使用提出的反对意见．经与特别报告员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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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提议为了符合一般用法，第 15 段中所用的措词应为 "strict liability飞和

"responsabilite objective"，即报告草稿别处所用的措辞．因此他建议第三句应改

写为：＂仲裁庭对特雷尔冶炼厂案所作的裁决提供了一个不法行为责任和严格赔偿责

任并存的制度”·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15 段通过．

第 37 段（竺翌）

2 主席说，锡亚姆先生希望提议第 37 段第一句应改写为＂某一委员认为，

特别报告员并未经常划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专题与本专题的界线”。

3 若无人反对，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通过这一修正案．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37 段通过．

笫 38 段

4 麦卡弗里先生提议删除第四句话：＂否则，他们担心，这一问题将由其它专

门机构来讨论”。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38 段通过。

笫 39 段

5 巴尔谢戈夫先生问道，为何有些部分下面划线

6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解释道，这是为了提请大会第六委员会注意

某些问题．

7. 斯里瓦尼萨·拉奥先生对于在任何部分下面划线是否明智表示怀疑．

8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建议不要划线，不仅在第 39 段中如此，而且在

以后各段中也如此。

就这样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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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 39 段通过．

笫 40 段

笫 40 段通过．

第 41 段

9 主席提请人们注意巴尔谢戈夫先生关于重新拟订笫 41 段头两句的提议，

其案文如下：

“友人担心将明显损害纳入条款的范围，以其作为责任的基础。一位委员

认为，这样纳入等于确立任何明显损害的绝对赔偿责任，从而模糊本专题与国 L 

家责任专题之间的分界线．＂

10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问道该修正意见第一句末尾的“以其“二字

有何作用．

11 巴尔谢戈夫先生解释说，明显损害被作为赔偿责任的唯一基础或作为赔

偿责任的基础本身．因此他表示反对．

巴尔谢戈夫先生的修正案通过．

经修正的第 41 段通过．

第 42 和 43 段

第 42 和 43 段通过．

第 44 段

12. 巴尔谢戈夫先生对第一句最后部分持有疑问，该句在论及损害和危险概

念时提道”去年在本委员会和大会第六委员会表达的强烈观点飞他记得，本委员会

和第六委员会内对这一问题都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

13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指出，第 44 段的那句话是他作为特别报

告员的个人看法．他相信，本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和第六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表达了

“强烈的观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还有，他并未讲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多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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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段通过。

第 45 段

14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注意到第一句中提到“全球公地”。对这一不大熟

悉的词语的含义应当作一些解释．

15. 主席指出该词首次用在第 8 段中，因而在该段中解释更为恰当．

16 马希乌先生提议在第 8 段第 5 句末尾加上“特别是那些构成人类共同继

承财产的区域＂，该句提到“全球公地”和“超出任何国家管辖范围的区域”。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和使用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名词。

17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段话无疑具有其优点，但笫 8 段所

载的是他作为特别报告员的自己观点，而他从未提到过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18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说，他在讨论中提到了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19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说，他也在讨论中提到了这一概念。他支持马希乌

先生的提议．

20 凯西先生说，马希乌先生提议的用语不能插入第 8 段，因为该段是特别

报告员的观点。唯一适当之处是叙述各位委员观点的第 39 段。

21 马希乌先生说，他同意凯西先生的意见，并建议将这一用语插入第 39

段第一句中间。

就这样议定．

22 比斯利先生说，有必要纠正笫 39 段笫 4 句中的一个错误，其案文为＂……难

以设想这样的观点如何能与主权原则协调“.“观点”二字应敃为＂概念＂。这段话是要

反映他所表达的观点．

就这样议定．

23 麦卡弗呈先生提议第 45 段第一句中的“最终赔偿责任问题“应改为＂赔偿

贵任问题“.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45 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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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46 段

第 46 段通过．

笫 47 段

24. 麦卡弗里先生说，第 2 句意味着委员会倾向于认为，在造成跨界损害前

除了谈判之外没有任何责任。他认为，其要表达的意思是，迄今为止，在有危险的

情况下，除了谈判之外没有任何责任。

25 比斯利先生赞同麦卡弗里先生的意见，他说该句的措辞可以更为适当。

26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将第二句修改为：“在委员会内似乎有

一种普遍的看法，赞成在造成跨界损害前没有任何贵任；直到现在，即使在发生损

害的情况下，除了谈判应付的赔偿外没有任何其他义务．．

27 麦卡弗里先生说，由于该句旨在反映特别报告员的观点，他不能反对提

议的修正案。同时，他不得不指出，据他回忆，辩论中没有人表示过在发生跨界损

害时除了谈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义务这一观点．

28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分号前后的整句话反映的是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而非

委员会的多数看法。

29 经与凯西先生、麦卡弗里先生、比斯利先生和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

员）讨论后，主席建议通过特别报告员的修正案．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笫 47 段通过．

第 48 段前的小标题

30. 主席建议将第 48 段前的小标题改为“对具体条款的评论”·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48 段前的小标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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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段

31 巴尔谢戈夫先生提议删除第二句中的“正确地”一词．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48 段通过．

第 49 至 53 段

笫 49 至 53 段通过．

第 54 段

32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用以下文字取代从“不过......”到“....…对

其他国家的控制”的第 6 、 7 和第 8 句：

“不过有一位委员怀疑这种提法能否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既然条款草

案中的荷辖＇和控制概念现在都限于＇地方＇，它就不包括其损害性活动发生

在外国的跨国公司本国所行使的管辖和控制。”

经修正的第 54 段通过。

第 55 段和第 55 段之二

笫 55 段和第 55 段之二通过．

第 56 段

33 麦卡弗里先生针对第三句，“低于……接受的标准“通常指一种较弱的标

准，而此处实际上要求一种较严格的标准．他认为“明显危险＂的措词比接受的标准

”更为严格”，或想出其他的类似说法．

34. 主席建议用“界限”取代”标准”·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56 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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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段

第 57 段通过。

第 58 段

35 麦卡弗里先生提议将“义务归属”和“义务的确定“加上引号．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58 段通过．

笫 59 段

文字略加修正后的第 59 段通过．

第 60 段

第 60 段通过。

第 61 段

36 比斯利先生指出，第一句中提到严格赔偿责任而最后一句中提到绝对赔

偿责任。他问道，这样做是否有意的？他曾一再提出这两种措词不应彼此互换使

用．

37.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在两处都使用“绝对责任＂的措词。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61 段通过。

第 62 段

笫 62 段通过．

第 63 段

38. 埃里克松先生提议将第二句中的”方括号中的内容”改为“这一条”,”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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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政为”事项“.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63 段通过．

第 64 段

39.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针对第二句说，他没有听说过任何“有限国家主

权”这类原则，他认为应避免这种说法．事实上，整句话都不清楚，

40.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为了更确切地反映该概念，“国家自

由行动主权有限”原则应改为“国家在其领土内自由行动主权权利”,

41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说，”在其领土内＂的措词没有必要，应予删除．

42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为了明确起见，他认为最好保留该措

辞．

特别报告员的修正案通过。

43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说，同一句中的＂该不可侵犯“应改为“不可侵

犯“.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64 段通过。

第 65 至 67 段

笫 65 至 67 段通过．

笫 68 段

44 麦卡弗里先生说，为了清楚起见，第三句末尾中的“低于前者所能运用

的“应敃为“低于前者所有的飞

45. 凯西先生说，将“低于前者”改为“低一些”就可使该句更清楚．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68 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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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69 段

46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说，法文本第一句中应该用 “la non-adoption”代

替“!'absence"，用 upar”代替“de la part de".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 69 段通过．

第 70 段

笫 70 段通过。

笫 71 段

47. 巴尔谢戈夫先生提议将倒数第二句敃为：＂然而，有一位委员认为，建立 L 

一个完全无视起源国在进行先驱活动时也受损害甚至比无辜受害者遭受损害更大这

一事实的赔偿制度会起反作用“．最后一句应予删除．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71 段通过．

第 72 和 73 段

第 72 和 73 段通过．

第 74 段

48 托穆沙特先生建议在第一句中加上“有些委员”字样．

就这样议定．

49.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说，第 3 和第 4 句反映的观点与．全球公地”并不

特别相关，因而应当单写一段，其案文开头为：“有些委员建议，不规定谈判而规定

一种通知的程序，或……提交……“.

就这样议定．

50 麦卡弗里先生提议在第二句之后加上下列一句案文：“有人建议，在这种

情况下，可以通过如主管的国际组织这样的信息交流中心实施通知、磋商和其他的

一720-



程序．＂

经修正的第 74 段通过．

笫 75 和 76 段

笫 75 和 76 段通过．

笫 77 段

51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建议，因为第 77 段所针对的是一个细节问题，

不妨将其删除．

就这样议定。

第 78 至 91 段

第 78 至 91 段通过．

第 92 段

文字略加修正后的第 92 段通过．

第 93 和 94 段

第 93 和 94 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52.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说，鉴于程序问题十分复杂和微妙，特别报告员

也许愿意建议将关于这一点的问题提交大会第六委员会处理．

53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察觉到委员会中有一种明显的趋

向，赞成拟订一般性而非具体的程序条款．因而他认为没有必要将这样一个问题提

交第六委员会．

54.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回顾道，大会 1988 年 12 月 9 日第 43 I 169 

号决议第 5 (c) 段请本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就每一专题指出各国政府或在第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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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或以书面形式表示过意见的那些对委员会的继续其工作特别有关的各项具体问

题；他说，若不指明具体问题，第六委员会的辩论就会冒结构比较松散的危险．

55. 巴尔沃萨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若本委员会认为有些具体问题需要提

出，他不反对在程序问题上征求第六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但是，如他在前面所说，

他认为没有必要采取此一行动．

经与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小木曾先生和比斯利先生讨论后，主席建议不

作进一步增添而通过报告草稿第五章．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报告草稿第五章通过．

下午 6 时零 5 分散会．

笫 2141 次会议

1989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主席：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世：巴哈纳先生、凯西先生、阿兰焦－鲁伊斯先生、巴尔沃萨先生、巴尔谢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纳先生、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迪亚斯·冈萨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维德斯先生、马希乌先生、麦卡弗里

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拉扎凡

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鲁库纳斯先生、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先生、史先生、

索拉里·图德拉先生、锡亚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扬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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