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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对条约的保留 

增   编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准则草案案文  

1.  准则草案案文  

 123.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  1 案文载录如下。  

                                                 
1 在 2008 年 8 月 5 日第 2991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虽然“准则草案”这一用语将继

续在标题里使用，但在报告正文里将单纯提及“准则”。这项决定纯粹是编辑性质的，不影响委

员会通过的准则草案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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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  

解释性说明  2 

 本“实践指南”中的一些准则附有示范条款。在某些情况下采用这些示范条款

可能会有好处。为评估在哪些情况下适合采用某一具体示范条款，使用者应参考

评注。  

1.  定   义  

1.1  保留的定义  3 

 “保留”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入

条约，或一国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如

何，该国或该组织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或该组织适用时的

法律效力。  

1.1.1 [1.1.4] 4  保留的目的  5 

 保留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的特定方面对提出

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力。  

                                                 
2 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8/10)，第 189页。 
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3/10)，第 196-199

页。 
4 方括号内的号数指本条准则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序号，或指已经并入准则最后案文

的某一准则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原号数。 
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4/10)，第

210-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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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可提出保留的情况  6 

 可根据准则 1.1 提出保留的情况，包括以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 11 条提及的种种方式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时机。  

1.1.3 [1.1.8]  有领土范围的保留  7 

 一国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排除条约或其中某些规定对某一领土的适

用――如无此项声明条约即可适用，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4 [1.1.3]  在通知领土内适用时提出的保留  8 

 一国在通知条约可在其领土范围内适用时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排除条约

或更改其中某些规定在对其领土适用时的法律效力，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5 [1.1.6]  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  9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限制

该条约施加于它的义务，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6  旨在以相当方式履行义务的声明  10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于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以不同于

条约规定的相当方式依照条约履行义务，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7 [1.1.1]  联合提出的保留  11 

 若干国家或若干国际组织联合提出一项保留，不影响该保留的单方面性质。  

                                                 
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3/10)，第 203-206页。 
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6-209页。 
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9-210页。 
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4/10)，第 217-221页。 
1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2-223页。 
1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3/10)，第 210-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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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根据排除条款作出的保留  12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根据某一条款作出单方面声

明，如该条款明确准许各缔约方或某些缔约方排除或更改条约中的某些规定对其

适用的法律效力，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2  解释性声明的定义  13 

 “解释性声明”，无论如何措辞或赋予何种名称，都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为了

确定或阐明声明方对条约或其中若干条款赋予的含义或范围而作出的单方面声

明。  

1.2.1 [1.2.4]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14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可或加入条约时提出单

方面声明，或一国在通知对条约的继承时提出单方面声明，从而使该国或该国际

组织同意受条约约束一事取决于对条约或对其某些规定的特定解释，此项声明即

构成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1.2.2 [1.2.1]  联合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15 

 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联合提出的解释性声明，不影响该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性

质。  

1.3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之间的区别  16 

 作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其性质由它意图产生的法律效力决定。  

                                                 
1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5/10)，第 230-241页。 
1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4/10)，第 223-240页。 
1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0-249页。 
1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9-252页。 
1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2-253页。 



A/CN.4/L.749/Add.2 
page 5 

1.3.1  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加以区别的方法  17 

 为了确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一条约提出的单方面声明是保留还是解释性声

明，应当参照所针对的条约，根据其用语的普通含义，本着善意解释该声明。应

该适当考虑到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提出声明时的意图。  

1.3.2 [1.2.2]  措辞和名称  18 

 可从单方面声明措辞和名称看出意图产生的法律效力。当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就

单一条约提出若干单方面声明并且指定其中一些为保留，另一些为解释性声明

时，尤其是如此。  

1.3.3 [1.2.3]  在禁止保留时提出单方面声明  19 

 在条约禁止对其所有条款或其中某些条款作出保留的情况下，不应将一国或一

国际组织就有关条款提出的单方面声明视为保留，除非此项声明确实旨在排除或

更改条约的某些条款或整个条约的特定方面在对声明方适用时具有的法律效力。  

1.4  有别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  20 

 就条约提出的既非保留也非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

围。  

1.4.1 [1.1.5]  旨在作出单方面承诺的声明  2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承担条约未加诸声明方

的义务，则此项声明构成单方面承诺，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4-260页。 
1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60-266页。 
1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66-268页。 
2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68-270页。 
2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0-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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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1.6]  旨在增添条约内容的单方面声明  22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增添条约的内容，则此项声明构

成更改条约内容的提议，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3 [1.1.7]  不予承认的声明  23 

 一国提出单方面声明，表明该国对条约的参与并不意味着对该国不承认的某一

实体予以承认，则此项声明构成不承认的声明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即

使该声明的目的是排除条约在声明国和声明国不予承认的实体之间的适用。  

1.4.4 [1.2.5]  一般性政策声明  24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单方面声明以表达该国或该组织对条约或条约所涵盖的

主题事项的意见，如该声明的目的不在于产生对条约的法律效力，则此项声明构

成一般政策声明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5 [1.2.6]  关于在内部履行条约的方式的声明  25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单方面声明以说明该国或该组织意图在内部履行条约的

方式，如该声明的目的不在于影响其他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则此项声明构成解

释性说明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6 [1.4.6, 1.4.7]  根据任择条款作出的单方面声明  26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根据条约某一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如该条款明确准许各缔

约方接受并非该条约加诸缔约方的一项义务，则此项声明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

围。  

 此项声明中载列的限制或条件不构成本实践指南所指的保留。  

                                                 
2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3-274页。 
2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5-280页。 
2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80-284页。 
2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84-289页。 
2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5/10)，第 241-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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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1.4.8]  对条约规定作出选择的单方面声明  27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根据条约所载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如该条款明确规定各缔

约方须在条约的两项或几项条款之间作一选择，则此项声明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

范围。  

1.5  对双边条约的单方面声明  28 

1.5.1 [1.1.9]  对双边条约的“保留”29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草签或签署了一项双边条约但在该条约生效前提出了单方面

声明，意图藉此促使另一缔约方更改条约的规定，作为它表示最后同意接受约束

的条件，则此项声明无论措辞或名称为何，均不构成本实践指南所指的保留。  

1.5.2 [1.2.7]  对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  30 

 准则 1.2 和 1.2.1 均适用于对多边和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  

1.5.3 [1.2.8]  对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获得另一缔约方接受所产生的法律效力  31 

 作为双边条约缔约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对该条约作出的解释性声明产生并获

得另一缔约方接受的解释，构成对条约的权威解释。  

1.6  定义的范围  32 

 实践指南本章所载列的单方面声明的定义，不妨碍这些声明根据对其适用的规

则所具有的有效性和效力。  

                                                 
2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7-252页。 
2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号》, (A/54/10), 第 289-290页。 
2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90-302页。 
3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302-306页。 
3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306-307页。 
32  本条准则于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2006)重新审议并修改过。新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

一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1/10)，第 356-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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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替代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33 

1.7.1 [1.7.1, 1.7.2, 1.7.3, 1.7.4]  替代保留的程序  34 

 为了达到与保留类似的效果，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可采取替代程序，例如：  

- 在条约中增列旨在限定其范围或适用的限制条款；  

- 根据一条约的明确规定缔结协定，使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国际组织

可根据协定免除或更改该条约中的若干条款在它们之间的法律效力。  

1.7.2 [1.7.5]  替代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35 

 为了确定或阐明一条约或其中若干规定的含义或范围，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可采

用替代解释性声明的程序，例如：  

- 在条约中增列旨在解释该条约的规定；  

- 为同一目的缔结补充协定。  

2.  程   序  

2.1  保留的形式和通知  

2.1.1  书面形式  36 

 保留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2.1.2  正式确认的形式  37 

 保留必须以书面形式正式确认。  

                                                 
3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5/10)，第 252-253页。 
3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3-269页。 
3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0-272页。 
3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7/10)，第 63-67页。 
3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67-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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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在国际一级提出保留  38 

 1.  在不违反作为条约保存人的国际组织的惯例的情况下，以下人士有权代表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保留，如果：  

(a) 该人士出示适当全权证书，表明有权制定或确认涉及提出保留的条约

案文、或有权表示该国或该组织同意接受该条约的约束；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有关国家或组织的意图是认为该人士拥有此类

目的的权限，无须出示全权证书。  

 2.  以下人士因其职务无须出示全权证书，有权代表一国在国际一级提出保

留：  

(a)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b) 就对一国际会议通过的条约提出保留而言，各国派驻该国际会议的代

表；  

(c) 就对一国际组织或其机关通过的条约提出保留而言，各国派驻该国际

组织或其机关的代表；  

(d) 就对派驻国与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提出保留而言，常驻该国际组织的代

表团团长。  

2.1.4 [2.1.3之二, 2.1.4]  违反与提出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一级不产生影响  39 

 确定在本国提出保留的主管机构和所应遵循的程序，是每一国家国内法或每一

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所处理的事项。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援引某项保留的提出违反了该国国内法规定或该组织有

关提出保留的权限和程序的规则这一事实，认定该项保留无效。  

                                                 
3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69-75页。 
3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7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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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保留的通知  40 

 保留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国、缔约组织以及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其他国

家和国际组织。  

 如果一现行条约是一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或是据以设立一有权接受保留之机

关的条约，则对此条约的保留也必须通知该组织或机关。  

2.1.6 [2.1.6, 2.1.8]  通知保留的程序 41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各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另有协议外，对条约之保留的通知： 

(一) 在没有保存人的情况下，应由提出保留方直接送交缔约国和缔约国际

组织以及有资格成为该条约缔约方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或者  

(二) 在有保存人的情况下，应送交保存人，由其尽早通知所要送交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  

 对一国或国际组织而言，保留通知只有在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接获后才应视为已

送达。  

 如果对条约的保留是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该通知必须以外交照会或保存

人的通知方式加以确认。在这种情况下，通知则视为在电子邮件或传真发出之日作出。 

2.1.7  保存人的职能  42 

 保存人应审查由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对某一条约的保留是否具有应有的适

当形式，并在必要时将问题提请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注意。  

 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保存人之间对保存人履行职能有分歧，保存人应将此

问题：  

(a) 提请各签署国和签署组织以及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注意，或  

(b) 在适当情况下提请有关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注意。  

                                                 
4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80-93页。 
4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3/10)，第 174-184页。 
4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105-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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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2.1.7 之二]  保留显然无效情况下的程序  43 

 保存人如果认为某项保留显然无效，则应提请保留者注意在保存人看来构成保

留无效的理由。  

 如果保留者坚持该项保留，保存人应将该项保留的案文告知各签署国和国际组

织以及各缔约国和国际组织，并酌情告知有关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说明该项保

留所引起的法律问题的性质。  

2.1.9  说明理由  44 

 保留应当尽可能说明作出保留的理由。  

2.2  保留的确认  

2.2.1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  45 

 凡在签署须经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的条约时提出的保留，须由保留国

或保留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遇此情形，该项保留

应被认为在其确认之日提出。  

2.2.2 [2.2.3]  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无须予以确认的情况  46 

 如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通过签署条约表示同意接受其约束，在签署该条约时提出

的保留无须事后予以确认。  

                                                 
43 本条准则于第五十八届会议(2006 年)期间重新审议并作修改。新的评注见同上，《第

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1/10)，第 359-361页。 
4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3/10)，第 184-189页。 
4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465-472页。 
4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72-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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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2.4]  条约明文规定可在签署时提出的保留  47 

 如一条约明文规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选择在签署条约时提出保留，在当时提

出的保留无须由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48 

2.3  过时的保留  

2.3.1  过时提出的保留  49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后提出保

留，但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过时提出保留者除外。  

2.3.2  同意过时提出保留  50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保存机构采取不同惯例，如一缔约方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12 个月期限届满之后，仍未对一过时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该保留应被认为已为

该缔约方接受。  

2.3.3  反对过时提出保留  51 

 如一条约缔约方反对过时提出保留，则条约应在该项保留不成立的情况下对保

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生效或继续有效。  

2.3.4  事后采用保留以外的方式排除或限制条约的法律效力  52 

 条约缔约方不得通过下列办法排除或更改条约的各项规定的法律效力：  

(a) 对先前作出的保留加以解释；或  

(b) 事后根据任择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  

                                                 
4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74-477页。 
48 特别报告员拟议的 2.3节述及过时提出保留。 
49 本条准则的评注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6/10)，第 477-489页。 
5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90-493页。 
5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93-495页。 
5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95-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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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扩大保留范围  53 

 修改一项现有的保留，以扩大其范围，应遵守过时提出保留所适用的规则。但

是如果对该项修改提出了反对，则最初的保留保持不变。  

2.4  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54 

2.4.0  解释性声明的形式  55 

 解释性声明最好以书面形式提出。  

2.4.1  提出解释性声明  56 

 解释性声明必须由被认为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通过或认证条约案文或表示该

国或该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人士提出。  

[2.4.2 [2.4.1 之二]  在内部一级提出解释性声明  57 

 确定在内部一级提出解释性声明的主管机构和所应遵循的程序是每一国的国内

法或每一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所处理的事项。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援引某项解释性声明的提出违反了关于提出解释性声明

之权限和程序的国内法规定或国际组织规则的事实，认定该项声明无效。] 

2.4.3  可以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刻  58 

 在不妨碍准则 1.2.1、2.4.6 [2.4.7] 和 2.4.7 [2.4.8] 的规定的条件下，解释性声明

可以随时提出。  

                                                 
5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9/10)，第 269-274页。 
5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7/10)，第 115页。 
5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以下 C.2节。 
5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115-116页。 
5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17-118页。 
5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6/10)，第 499-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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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之二   解释性声明的通知  59 

 书面解释性声明，应比照适用准则草案 2.1.5、2.1.6 和 2.1.7 规定的程序，予

以通知。  

2.4.4 [2.4.5]  无须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60 

 如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通过签署条约表示同意接受其约束，在签署该条约时提出

的解释性声明无须事后予以确认。  

2.4.5 [2.4.4]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61 

 凡在签署须经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的条约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

明，须由声明国或声明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遇此

情形，该项解释性声明应被认为在其确认之日提出。  

2.4.6 [2.4.7]  过时提出解释性声明  62 

 当条约规定只能在特定时间内提出解释性声明时，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在其

后提出有关该条约的解释性声明，除非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该项过时提出的解释性

声明。  

[2.4.7 [2.4.2, 2.4.9]  提出和告知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63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必须以书面方式提出。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也必须以书面方式正式确认。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必须以书面方式告知缔约国、缔约组织以及有权成为该条

约缔约方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5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以下 C.2节。 
6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号》, 第 501-502页。 
6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502-503页。 
6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503-505页。 
6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7/10)，第 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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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涉及的现行条约如果是一国际组织的组织法或是建立一有

权接受保留之机构的条约，也必须告知该组织或机构。] 

2.4.8  过时提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64 

 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后，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提出有关该条约的有条

件解释性声明，除非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该项过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2.4.9  修改解释性声明  65 

 除条约规定解释性声明仅可在特定时间作出或修改外，解释性声明可以随时修

改。  

2.4.10  限制和扩大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范围  66 

 限制和扩大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范围，应遵守部分撤回保留和扩大保留范围分

别适用的规则。  

2.5  撤回和修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2.5.1  撤回保留  67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可随时撤回，无须经业已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同意。  

2.5.2  撤回的形式  68 

 撤回保留必须以书面提出。  

                                                 
6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505-506

页。本条准则(原来的 2.4.7 [2.4.8])已于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通过新的准则以后重新编号。 
6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9/10)，第 275-277页。 
6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7-278页。 
6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8/10)，第 190-201页。 
6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1-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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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定期审查保留的功用  69 

 对条约提出一项或多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定期审查各项保留，并考虑撤

回已不适用的保留。  

 在进行这样的审查时，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对维护多边条约的完整性这一目标给

予特别注意，并在必要时，尤其是根据其国内法自从提出保留以来的演变情况，

考虑各项保留是否仍然有用。  

2.5.4 [2.5.5]  在国际上提出撤回保留  70 

 1.  在不违反作为条约保存人的国际组织的惯例的前提下，下列情况中的人士

有权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撤回所提出的保留：  

(a) 就撤回保留而言，该人士出示了适当的全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有意认为该人士有权，无

须出示全权证书撤回保留。  

 2.  以下人士因其职务无须出示全权证书，有权代表一国在国际上撤回保留：  

(a)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b) 就撤回对一国际组织或该组织一个机关所通过的条约的保留而言，各

国派到该国际组织或其机关的代表；  

(c) 就撤回对委派国与一国际组织间的某项条约的保留而言，常驻该组织

的代表团团长。  

2.5.5 [2.5.5之二、2.5.5之三]  违反与撤回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上不产生后果 71 

 确定撤回保留的内部主管机构和应遵循的内部程序属于每个国家的国内法或每

个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所处理的事项。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以保留的撤回违反了关于撤回保留的权限和程序的该国

国内法或该组织内部规则为理由宣布撤回无效。  

                                                 
6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7-209页。 
7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0-218页。 
7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9-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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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撤回保留的通知  72 

 撤回保留的告知程序遵循准则 2.1.5、2.1.6 [2.1.6，2.1.8]和 2.1.7 所载的适用于

保留的告知的规则。  

2.5.7 [2.5.7, 2.5.8]  撤回保留的后果  73 

 在撤回一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所有其他缔约方的关系中，撤回该项保留

即引起该项保留所涉及的各项规定全部适用，不论其他缔约方曾接受还是反对该

项保留。  

 在撤回一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反对该项保留并由于该项保留而反对条约

在它自己和提出保留者之间生效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中，撤回该项保留即引

起条约生效。  

2.5.8 [2.5.9]  撤回保留的生效日期  74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撤回保留只有在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收到撤

回通知时才开始对该国或该组织发生效力。  

示范条款  

A.  撤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推迟  75 

 对本条约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 [保存人 ]发出通知撤回保留。撤回在 [保存人]

收到通知日之后 X [月][天]期满时开始生效。  

                                                 
7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1-226页。 
7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7-231页。 
7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1-239页。 
75  本示范条款的评注见同上，第 240页。 



A/CN.4/L.749/Add.2 
page 18 

B.  撤回保留早日生效  76 

 对本条约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 [保存人 ]发出通知撤回保留。撤回自 [保存人]

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  

C.  自由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  77 

 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 [保存人 ]发出通知撤回保留。撤回自该国发给 [保存人]

的通知中所确定的日期起生效。  

2.5.9 [2.5.10]  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单方面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情况 78 

 撤回保留自撤回国家或国际组织确定的日期起生效，条件是：  

(a) 该日期须晚于其他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收到撤回通知的日期；或  

(b) 撤回保留并不增加撤回国家或国际组织相对于其他缔约国或缔约国际

组织而言所拥有的权利。  

2.5.10 [2.5.11]  部分撤回保留  79 

 部分撤回保留限制了该保留的法律效力，并使条约的规定或整个条约更完整地

适用于撤回国家或国际组织。  

 部分撤回保留须遵守与全部撤回相同的形式和程序规则并在相同条件下生效。  

2.5.11 [2.5.12]  部分撤回保留的后果  80 

 部分撤回一项保留使该保留的法律效力改变到与新表述的该保留相符的程度。

对该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只要其提出者不撤回反对意见，则继续有效，但

条件是该反对意见不是专针对被撤回的那部分保留提出的。  

                                                 
76  本示范条款的评注见同上，第 240-241页。 
77  本示范条款的评注见同上，第 241-242页。 
7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2-244页。 
7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4-256页。 
8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6-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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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部分撤回之后所形成的保留不得提出反对意见，除非部分撤回具有歧视效

果。  

2.5.12  撤回解释性声明  81 

 解释性声明可依照其提出时适用的同样程序，由具有此项权力的当局随时撤

回。  

2.5.13  撤回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82 

 撤回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应遵守撤回保留所适用的规则。  

2.6  反对的提出  

2.6.1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83 

 “反对”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一项

保留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

图在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的关系中据此排除或改变保留的法律效力，或排除

整个条约的适用。  

2.6.2  反对过时提出保留或扩大保留的范围  84 

 “反对”一词也可以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据以反对过时提出保留或反对扩大保

留的范围的单方面声明。  

                                                 
8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9/10)，第 279-280页。 
8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80页。 
83  评注见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0/10)，第 186-202页。 
84  评注见同上，第 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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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2.6.4 85 

2.6.5  反对者  86 

 对保留的反对可由以下方面提出：  

(一) 任何缔约国和任何缔约国际组织；和  

(二) 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在此种情况下，在

该国或该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前，这样的声明不产生任

何法律效力。  

2.6.6  联合提出反对  87 

 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联合提出反对，不影响这一反对的单方面性质。  

2.6.7  书面形式  88 

 反对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2.6.8  表明阻止条约生效的意向  89 

 对保留作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欲阻止条约在自己和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

际组织之间生效，应在该条约本该对双方生效之前明确表示这一意向。  

2.6.9  提出反对的程序  90 

 准则 2.1.3、2.1.4、2.1.5、2.1.6 和 2.1.7 可比照适用于反对。  

                                                 
85  起草委员会决定推迟至稍后日期审议这两条准则。 
86  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3/10）, 第 189-193页。 
87  评注见同上，第 193-195页。 
88  评注见同上，第 195-197页。 
89  评注见同上，第 197-200页。 
90  评注见同上，第 200-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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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  说明理由  91 

 反对应当尽可能说明作出反对的理由。  

2.6.11  在保留获得正式确认之前作出的反对无须确认  92 

 在保留按照准则 2.2.1 予以正式确认之前，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其作出的反

对，其本身无须确认。  

2.6.12  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前作出的反对须确认  93 

 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前作出的反对，无须由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在其表示同意接受约束之时正式确认，但条件是，该国或该组织在提出反对时已

经签署了该条约；如果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当时尚未签署该条约，则必须确认反

对。  

2.6.13  提出反对的期限  94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在接到保留通知后的 12 个月内，或

在该国或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前，提出对保留的反对，以两者中后

面的日期为准。  

2.6.14  有条件的反对  95 

 对某项可能或将来作出的保留所提出的反对不产生法律效力。  

                                                 
91  评注见同上，第 203-206页。 
92  评注见同上，第 206-208页。 
93  评注见同上，第 208-213页。 
94  评注见同上，第 213-217页。 
95  评注见同上，第 218-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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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5  逾期反对  96 

 在准则 2.6.13 所述期限后对保留作出的反对，不产生在该期限内作出的反对

所具有的法律效力。  

2.7  撤回和修改对保留的反对  97 

2.7.1  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98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对保留的反对可随时撤回。  

2.7.2  撤回反对保留的方式  99 

 撤回对保留的反对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  

2.7.3  提出和通知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100 

 准则 2.5.4、2.5.5 和 2.5.6 可比照适用于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2.7.4  撤回反对对保留的后果  10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撤回对一项保留提出的反对即被认为接受了该项保留。  

2.7.5  撤回反对的生效日期  102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撤回对保留的反对，只有在提出保留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收到撤回通知时才生效。  

                                                 
96  评注见同上，第 221-225页。 
97  评注见同上，第 225-228页。 
98  评注见同上，第 228-229页。 
99  评注见同上，第 230页。 
100  评注见同上，第 230-231页。 
101  评注见同上，第 232-233页。 
102  评注见同上，第 233-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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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单方面确定撤回对保留的反对之生效日期的情况 103 

 撤回反对在反对方自定的日期生效，但这个日期应当晚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

际组织收到撤回反对通知的日期。  

2.7.7  部分撤回反对 104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部分撤回对保留的反对。部分撤回反

对须按全部撤回所遵守的形式和程序规则进行，并在相同条件下生效。  

2.7.8  部分撤回反对的后果  105 

 部分撤回反对更改了反对方和保留方之间的条约关系因反对而产生的法律效

力，此种更改以新作出的反对为限。  

2.7.9  扩大对保留的反对范围  106 

 对一项保留作出反对的一国或国际组织，可在准则 2.6.13 提及的期限内扩大

该反对的范围，但条件是该扩大不具有更改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条约关系的作

用。  

2.8  对保留之接受的提出  

2.8.0 [2.8]  接受保留的方式  107 

 在准则 2.6.13 规定的期限内，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可因单方面声明或保持

沉默而接受保留。  

                                                 
103  评注见同上，第 236-237页。 
104  评注见同上，第 237-240页。 
105  评注见同上，第 240-241页。 
106  评注见同上，第 241-243页。 
107  评注见同上，第 243-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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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暗示接受保留  108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没有在准则 2.6.13 规定

的期间内对一项保留提出异议，则被认为它已接受该项保留。  

2.8.2  一致接受保留  109 

 若一项保留要求已为条约当事方或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部分或所有国家或国

际组织一致接受，这种接受一旦获得，即为最终决定。  

2.8.3  明确接受保留  110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随时明示接受另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所提出的保留。  

2.8.4  明确接受的书面形式  111 

 明示接受保留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2.8.5  提出明确接受的程序  112 

 准则 2.1.3，2.1.4，2.1.5，2.1.6 和 2.1.7，比照适用于明确接受。  

2.8.6  正式确认保留之前表示的接受无须审议  113 

 在根据准则 2.2.1 确认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之前明确接受该项保留本

身无须得到确认。  

                                                 
108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09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10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11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12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13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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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接受对一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  114 

 若一个条约为一个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除非另有规定，保留需经该组织的主

管机关接受。  

2.8.8  接受对一组成文书的保留的主管机关  115 

 在不违反该组织规则的情形下，接受对一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权限属于

决定是否接纳一会员加入该组织的主管机关、或修订组成文书的主管机关、或解

释这一文书的主管机关。  

2.8.9  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方式  116 

 在不违反该组织的规则的情形下，该组织的主管机关不得以暗示方式接受保

留。然而，接纳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等于接受保留。  

 为了接受对一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无须个别接受该组织的成员国或国际

组织成员提出的保留。  

2.8.10  接受对尚未生效的组成文书的保留  117 

 在准则 2.8.7 的规定和组成文书尚未生效的情形下，如果在被告知该项保留的

12 个月期间终了以后，仍然没有任何签署国或签署的国际组织表示反对该保留，

则保留被视为已被接受。这种一致接受一旦取得，即为确定。  

2.8.11  国际组织成员对关于其组成文书的保留的反应  118 

 准则 2.8.7 不妨碍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或国际组织成员就关于该组织组成文书的

保留的有效性或适当性采取立场。这样的意见本身缺乏法律效力。  

                                                 
114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15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16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17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18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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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  接受保留的确定性质  119 

 接受保留不能被撤销或修正。  

2.9  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2.9.1  认可解释性说明  120 

 对解释性声明的“认可”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就

一条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发表单方面声明，同意该解释性声明中提出的解释。  

2.9.2  反对解释性声明  121 

 “反对”解释性声明是指由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另一国或另一组织就一条约提

出的解释性声明发表单方面声明，不同意解释性声明中提出的解释，包括制订一

项替代性的解释。  

2.9.3  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性  122 

 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性”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就

一条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提出单方面声明，  将该解释性声明视为保留。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打算将一解释性声明视为一项保留，应考虑到准则草案 1.3

至 1.3.3。  

2.9.4  提出认可、反对或重新定性的自由  123 

 对一解释性声明的认可、反对或重新定性可随时由任何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

和有权成为该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提出。  

                                                 
119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20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21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22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23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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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认可、反对和重新定性的书面形式  124 

 对一解释性声明的认可、反对或重新定性最好以书面形式提出。  

2.9.6  说明认可、反对和重新定性的理由  125 

 认可、反对或重新定性一解释性声明，应尽可能说明做出决定的理由。  

2.9.7  认可、反对或重新定性的提出和通知  126 

 解释性声明的认可、反对或重新定性应比照适用准则第 2.1.3、2.1.4、2.1.5、

2.1.6 和 2.1.7 条草案，予以制定和通报。  

2.9.8  不得推定认可或反对  127 

 不得推定解释性声明的认可或者反对。  

 虽然有准则第 2.9.1 和 2.9.2 条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解释性声明的认可或

反对，可以从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行为，同时考虑到所有有关情况，予以推

断。  

2.9.9  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  128 

 解释性声明的认可不得仅凭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保持沉默予以推断。  

 在特殊情况下，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沉默可能与通过其行为，并且考虑到所有

情况，确定它是否已经认可一项解释性声明有关。  

                                                 
124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25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26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27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28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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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  对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129 

 准则第 2.6.1 至 2.8.12 条应该比照适用于国家和国家组织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的反应。] 

3.  保留的效力和解释性声明  

3.1  允许的保留  130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认可或加入一项条约时

提出保留，除非：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规定只可提出不包括该项保留在内的特定保留；或  

(c) 在不属于 (a)和 (b)项的其他情形下，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

符。  

3.1.1  条约明文禁止的保留  131 

 如果条约含有一项作出下述规定的特别条款，保留即为条约明确禁止：  

(a) 禁止一切保留；  

(b) 禁止对特定条款提出保留，而有关保留是针对特定条款之一提出的；

或  

(c) 禁止某些类别的保留，而有关保留属于所述类别之一。  

3.1.2  特定保留的定义  132 

 为了准则 3.1 的目的，“特定保留”一语指条约明文提及的对条约某些条款的

保留或对整个条约的涉及某些特定方面的保留。  

                                                 
129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30  评注见《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1/10)，第 327-333页。 
131  评注见同上，第 333-340页。 
132  评注见同上，第 340-350页。 



A/CN.4/L.749/Add.2 
page 29 

3.1.3  允许不受条约禁止的保留  133 

 在条约禁止提出某些保留的情形下，一国或国际组织可提出的不受条约禁止的

保留以不违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为限。  

3.1.4  允许的特定保留  134 

 在条约允许提出某些特定保留但未说明其内容的情形下，一国或国际组织只可

提出不违反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  

3.1.5  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135 

 一项保留如果影响条约主旨所必需的一项基本内容，从而损害条约的存在理

由，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3.1.6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确定  136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必须根据条约术语在上下文中的含义，本着诚意加以确定，

还可特别参考条约的名称、条约的准备工作和条约缔结的背景，并酌情参考缔约

方商定的随后的实践。  

3.1.7  含糊或笼统的保留  137 

 保留的措辞，应能确定其范围，尤其应能评估其是否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

符。  

                                                 
133  评注见同上，第 350-354页。 
134  评注见同上，第 354-356页。 
135  评注见《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2/10)，第 66-77页。 
136  评注见同上，第 77-82页。 
137  评注见同上，第 8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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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规定的保留  138 

 1.  一项条约规定反映了习惯规范，这一事实在评估保留的有效性时是一项相

关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妨碍对该项规定可提出保留。  

 2.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条约规定的保留，不影响该习惯规范的约束性，该习惯

规范应继续作为约束性习惯规范在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受该规范约束的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  

3.1.9  违反强行法规则的保留  139 

 保留不得以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的法律效

力。  

3.1.10  对不可克减权利的规定的保留  140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对不可克减权利的条约规定提出保留，除非有关保留与

该条约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符。在评估是否相符时，应考虑缔约方在规定

有关权利为不可克减权利时对有关权利的重视程度。  

3.1.11  与国内法有关的保留  14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提出旨在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的法律

效力的保留，以维护该国国内法特定规范或该组织的规则的完整性，但有关保留

必须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  

                                                 
138  评注见同上，第 89-98页。 
139  评注见同上，第 99-104页。 
140  评注见同上，第 104-109页。 
141  评注见同上，第 10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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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对一般人权条约的保留  142 

 在评估一项保留是否与保护人权的一般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时，应考虑条约

所载各项权利的不可分割性、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保留所针对的权利或规

定在条约的主旨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保留对条约产生的影响的严重程度。  

3.1.13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规定的保留  143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规定的保留，就其本身而言，并非

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除非：  

(一) 保留旨在排除或更改条约的存在理由所必需的一项规定的法律效力；

或  

(二) 保留的效果是，使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原先已经接受的一

项条约规定方面，不受解决争端或条约实施情况监测机制的约束，而

有关条约的根本作用正是为了实施这一机制。  

3.2  评估保留的有效性  144 

 下列可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评估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保留的有效

性：  

-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 争端解决机构；  

- 条约监督机构。  

3.2.1  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有效性的权限  145 

 条约监督机构，可为履行委托给它的职能，评估由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保

留的有效性。  

                                                 
142  评注见同上，第 113-116页。 
143  评注见同上，第 117-121页。 
144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145  评注见下文第 C.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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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机构在行使这一职权方面制定的结论，应具有与它从履行其监督作用

方面得出的结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2.2  规定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有效性的职权  146 

 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规定条约适用情况监测机构的职权时，应酌情规定此类机构

评估保留有效性的权限的性质和范围。可以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为现有的监督

机构采取措施。  

3.2.3  各国和国际组织同条约监督机构合作  147 

 已经对建立条约监督机构的一条约提出保留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必须与该机构

合作，并应充分考虑到该机构对其保留之有效性的评估。  

3.2.4  规定建立条约监督机构时有权评估保留有效性的机构 148 

 一条约规定建立条约监督机构时，该机构的职权不妨碍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

对该条约评估保留有效性的权力，或争端解决机构解释或适用该条约的职权。  

3.2.5  评估保留有效性的争端解决机构的职权  149 

 当一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做出对各当事方具有拘束力的决定，而为了履行该机构

的这种职权必须评估保留的有效性时，这种评估是对各当事方具有拘束力的决定

的一个要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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