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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8 0 (i)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环境 

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按照1 9 7 5年1 2月9日大会第3436<XXX)#决i义向大会戚员转 

递联合ffi环境规姻署执行主任关于环境方if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报告。

4/39/150*

84-21002



a/39Aî2
Chinese

附件

环境方面的菌际公约耜议定书*

执行主任的报告 '

A•导言

】•规划理事会1975年4月30日第24(m )号决定敦促所有有资格成 

为环境方面现有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的国家尽快这样做，并促请执行主任在每届 

会议上厫新缔结和现有环境公约的缔约情况通知规划理搴会。每份报告必须包括 

关于加入、批准和生效日期的资料，并摘录各国关于他们参加环埂公约的决色

2 •后来，大会1975年12月9日第3436( XXX)号决议表示关注到环境 

方面现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至今还没有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广泛接受和实施，并请 

规划理事会将环境方面所缔结的任何新的国际公约和现有公约的缔约情况每年通知 

大会〇

3•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来自对执行主饪1 9 8 3年3月2 3日、4月6日、7 

月2 0 H的信件的答复。已经向至1 9 8 3年9月3 0日为止还没有对这些信件 

作出答复的政府和存放者发扭追问信件。本报告载入环境署秘书处至1 9 8 3年 

1 1月4日为止所收到的资料。在该日之后所收到的资料将载入提交给规划理事 

会十三届会议的相应报告。

4•关于环境方面一系列协定的宗旨、规定和签字者的基本资料可参#环境署 

1 9 8 3年版的“环境方面的ffl际条约和其他协定登记薄（_班/〇〇/1聊〇1 

MATIOVU )。

B •存放者

5.下列政府和国际机构就他们作为存放者的公约缔约情况提出了报告：比利 

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科威特、马里、墨西哥、挪威、波兰、西班牙、瑞

* 原以文号印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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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瑞士、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歴际劳工组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 

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欧洲理事会、经济互助委员会、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〇

C•新的多边法律文书 —

6.秘书处获悉下列环境方面公约已经生效：

⑻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979) — 1983年3月16日生效；

(b) 关于油类以外物资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逬行干涉的议定书（1973)

—1 9 8 3年3月3 0日生致；

(c) 保护地中海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 1 9 8 0 ) — 1 9 8 3年6月1 7日生 

效；

⑹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I 9 7 8年议定书一1 9 8 3 

年JL 0月2日生效。

7. 至1 9 83年8月1 5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約》（尚未生效）已获得一 

百三十个国家签名和八个国冢批准。

8. 1 9 82年1 i月1 6日逋过了由六个原公约签字国和芬兰签署的议定书 

后，《孩能方®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1 9 6 0 )已获得修正。*

9. 1 9 8 2年1 2月3日在巴黎逋过了一项修正《关于特别是水禽生境的国 

际篁要湿地公约》的议定书。

10_ 1 9 8 3年4月3 0日在哈博罗内通过了一项《关于有灭绝危险的野生动 

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修正案。

1J»海事组织报告说》在《防止因倾弃废物及其它物质而引起的海洋污染的公 

约》（1 9 7 2 )缔约国第七次协两会议《1 9 83年2月Ï 4一 .1 8日，伦敦） 

上，基里巴斯和瑙鲁就该公约附件一.和二提出修正案，目的在于禁止向海洋傾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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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放射性废物。会议决定应由专家组来审查这些提议的修正案的科学根掂，并议 

定了与该公约有关的放射性物质专家会议筹备工作的办法。

12. 1 9 8 3年3月2 4日在卡塔赫纳通过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 

环境公约》和《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的议定书》。

13. 1983年7月2 7日在基多逋过了《保护东南太平洋免受陆源污染议定 

书》，以及《关于进行区域合作以对抗油类和其它有害物质引起的东南太平洋污染协 

定的补充协定书》K
14. 续保护和开发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公约专家第二次会议（1983 

年1 1月7日至1 6日，努美阿），计划于1 9 8 4年3月举行一次全杈代表会议。

ia继保护和管理东非地区海洋和沿岸环境公约和议定书第一次专家会议 

(1 9 8 3年1 2月6日至1 51，内罗毕)，计划于1 9 8 4.年4月举行第二次 

专家会议和一次全杈代表会议。

现有公约缔约情况的变动

la此外，据报至1 9 8 3年8月1 5日这段期间个别国家参加公约的变动情 

况如下：

IZ阿尔及利亚成为《保护地中海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1 9 8 0 >的缔约

18.阿根廷成为《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条约》（1 9 7 1 )的缔约国。

1 a奥地利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I § 7 9 ) é《关于特别是^■禽 

生境的P际重要湿地公约》（1 9 7 1 )的缔约国。

20.巴哈马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资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逬行干涉的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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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I 9 7 3 )和《关于防止船舶污染i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年议 

定书的缔约国。

21. 孟加拉国成为《关于侏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 9 7 2 )的缔约 

国。

22. 比利时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逬行干涉的议定 

书》（1 9 7 3 )和《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 

《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贡任公约》（1960 )的1 982年11月16日附加议定书B
23. 保加利亚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

24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979) 

的缔约国。

25。加拿大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9

2d智利签署了《保护东南太平洋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1 9 8 3 )和《关 

于进行区域合作以对抗油类和其它有害物质引起的东南太平洋协定的补充议定书》

( 1 9 8 3 ).

27, 中国成为《南极条约》（1 9 5 9 )和《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

(1 9 7 3 )的1 9 7 8年议定书的缔约国.

28, 哥伦比亚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 9 7 2 )和《关于防 

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年议定书的缔约_，并签署了《保 

护和发展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 9 8 3 >、《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 

区漂油的议定书》（I 9 8 3 )、《保护东南太平洋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1 9 

8 3 )和《关于进行区域合作以对抗油类和其它有害物质引起的东南太平洋污染协 

定的补充议定书》（1 9 8 3 ) •

29, 多哥成为《有灭绝危险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 9 7 3 )的 

缔约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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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养铲大西洋金枪鱼g:际公约>(1 9 6 6 )的缔约Ü。

31民主柬埔寨成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钿菌（生物）及壽素武器和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I 9 7 2 )的缔约国。

3之丹麦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逬行干涉的议定书》

(1 9 7 3 K.《防止船舶污染公约》（1 9 7 3 )以及《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 

(1 979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1960 ) 

的1 9 8 2年1 1月1 6日附加议定书。

33. 丹麦代表法罗群岛批准了《养护北大西洋鲑鱼公约》（1 9 8 2 )，并退 

出了《东北大西洋捕鱼公约》（1 9 5 9 )s
34. 厄瓜多尔签署了《保护东南太平洋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1 9 8 3 )和 

《关于进行区域合作以对抗油类和其它有害物质引起的东南太平洋污染协定的补充 

议定书》（1 9 8 3 )。

35. 埃及成为《保护地中海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1 9 8 0 )的缔约国并批 

准了《关于地中海特别保护区的议定书》（1 9 8 2 )D
36. 德意志联邦共和Ü成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 

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 9 7 2 )、《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 

73)的1978年议定书、《制止为军事和任何其它敌对目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 

公约》（1 9 7 6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

(1960)的1981年1 1月16日附加议定书。

37. 斐济成为《设置围际基金赔偿油污损軎爾!际公约》（1 9 7 1 )的缔约 

国。

3a芬兰成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 9 4 6 )和《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 

(1 9 7 9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者责任公约》（I960 )

的1 9 8 2年1 I月1 6日附加议定书。



A/39A32
Chinese 
Page ?

39. 法国成为《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73)的1978年议定书、《长

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以及《保护地由海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

(1 980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1960 ) 

的1 9 8 2年1 1月1 6日附加议定书、《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 

(1 9 8 3 )和《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1 9 8 3 )。

40. 加蓬成为《关于防止船舶污染P际公约》（I 9 7 3 )的1 9 7 8年该定 

书的缔约国。

41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

42,希腊成为《关于防止船舶污染P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年议定 

书的缔约P,并签署了《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禀者责任公约》（1 9 6 0 )的1 9 

8 2年1 I月1 6日附加议定书。

430袼林纳达签署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I 9 8 3 ) 

以及《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的议定书》（1 9 8 3 )9

44 .危地马椬成为《围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1 9 6 9 )的缔约国。

45.几内亚成为《关于保护工人在其劳动环境中不受空气污染、噪音和振动等 

职业公害伤害的公约》（1 9 7 7 )的缔约国。

46 •洪都拉斯签署了《保伊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 I 9 8 3 ) 

以及《关子合作对抗大加勤比地区漂油的议定书》（1 9 8 3 )；

47 •匈牙利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

48 .冰岛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并批准了 

《养护北大西洋鲑鱼公约》（1 9 8 2 ) •

49 •印度成为《南极条约》（1 9 5 9 )的缔约国。

50 •愛尔兰成为《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它敌对目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公约》

(1 9 7 6 )和《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釣》（JL 9 7 9 )的缔约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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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以色列批准了《养护野生动物中移栖物种公约》{ 1 9 7 9 )#

52*意大利成为《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年议 

定书，《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千涉的议定书》U973) 

以及《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关于核能方面 

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1960)的1 98 2年11月16日附加议定书。

53. 牙买加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 9 7 2 )的缔约Ë,并 

签署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 9 8 3 )以及《关于合作对 

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的议定书》（1 9 8 3 )。

54. 日本成为《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19 7 8年议定 

书的缔约a
55•黎巴嫩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 9 72 )和《关于防止 

船舶污染M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年议定书的缔约圍a
56.利比里亚成为《关于油类有害物质造成海洋_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千涉的议 

定书》（1 9 7 3 )和《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73 )的1 9 7 8年议 

定书的缔约

57 •卢森堡成为《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条约》（1 9 71 )和《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 

并批准了《养护野生动物中移栖物种公约》（1 9 7 9 h
58 .马达加斯加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 9 7 2 )及《非洲 

植物卫生公约》（1 9 6 7 )的缔约国。

59•毛里塔尼亚成为《关于特别是水禽生境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 ) 

的缔约1。

60 .毛里求斯成为《菌际捕鲸管制公约》（1 9 4 6 )的缔约国。

61 .墨西哥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诲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千涉的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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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I 9 7 3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

(1 9 8 3 )和《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公纟r》（1 9 8 3 ) s
62 .摩纳哥成为《保护地中海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I 9 8 0 )的缔约国。

63. 摩洛哥签署了《关于地中海特别保护区的决定书》（1 9 8 2 h
64. 莫桑比克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 9 72 )的缔约国。

65. 荷兰成为《设置国际基金赔偿油污损害国际公约》（1 9 7 1 )、《关于 

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3 )的1 9 7 8年议定书、《关于油类以外物质 

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干涉的议定书》（1 9 73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 

公约》（1 9 7 9 )以及《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它敌对目的使用环境致变技太公约》 

(1 9 7 6 )的缔约国3并签署了《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19舫） 

的1982年II月16日的附加议定书、《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 

约》（1 9 8 3 )和《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1 9 83 )。

66 •尼加拉瓜签署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 9 83 ) 

和《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1 9 8 3 )。

67. 挪威成为《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年议定 

书、《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千涉的议定书》（ 1973 ) 

以及《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批准了《养护北大西洋鲑 

鱼公约》（1 Q 8 2 )并签署了《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1960 ) 

的1 9 8 2年1 1月1 6日附加议定书。

68. 巴拿马签署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勤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 9 8 3 )、 

《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i 9 8 3 )«《保护东南太平洋免受 

陆源污染议定书》（1 9 83 )、以及《关于进行区域合作以对抗油类和其它有害 

物质引起的东南太平洋污染协定》（1 9 8 3 }的补充议定书。

69•秘鲁成为《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年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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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缔约国，并签署了《保护东南太平洋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1983 )和《关 

于进行区域合作以对抗油类和其它有害物质引起的东南攻平洋污染协定》（1983)

的补充议定书。

70.波兰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逬行干涉的议定 

书》（1 9 7 3 )的缔约国，并退出了《东北大西洋捕鱼公约》（1 9 5 9 ) B
71 .葡萄牙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 I 9 7 9 )的缔约国，签署了 

《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1 9 6 0 )的1 9 8 2年1 1月1 6日的 

附加议定书并退出了《东北大西洋捕鱼公约》（1 9 5 9 h
72. 罗马尼亚成为《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它敌对目的使用环境致变技太公约》

(1 9 7 6 )的缔约国。

73. 圣卢西亚成为《有灭绝危险的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983 )和《关 

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19 8 3 )。

74. 西班牙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979 )的缔约国并签署了《关

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I960)的1982年11月16日附加议 

定书。 .

75. 斯里兰卡成为《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69)、《发生油污事故 

时在公海上进行干涉的国际公约》（1 9 6 9 )以及《设置国际基金赔偿油污损害 

国际公约》（19 7 1 )的缔约国。

76 .瑞典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干涉的议定书》

(1 9 7 3 )、《关于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 7 3)的19 7 8年议定书以及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 19 7 9 >的缔约国，并签署和批准了《关于核能方 

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的19 8 2年1 i月1 6日附加议定书，以及批准《养护 

野生动物中移栖物种公约>(1 9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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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瑞士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

78。 苏丹成为《有灭绝危险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 9 7 3 )的 

缔约国^

79。 泰国成为《有灭绝危险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 9 7 3 )的 

缔约国。

80。 突尼斯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干涉的议定 

书》（1 9 7 3 )以及《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73)的1978年 

议定书的缔约国，并批准《地中海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 9 8 2 >。

81。 土耳其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遺产公约》（1 9 7 2 )、《长程越界 

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以及《保护地中海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1 9 8 0 ) 

的缔约国并签署《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1 9 6 0 )的1 9 8 2年 

1 1月1 6日的附加议定书。

82。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979 ) 

的缔约国。

8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 

海上进行干涉的议定书》（1 9 7 3 )、《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73)

的19 7 8年议定书、《长程越界空氕污染公约》（1 9 7 9 )以及《关于未来在 

西北大西洋渔业方面进行多边合作的公约》（1 9 8 0 )的缔约国。

8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为《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73 ) 

的19 7 8年议定书、《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干涉的议 

定书》（1 9 7 3 )以及《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并签 

署了《关于核能方面第三当事者责任公约》的1982年1 1月16日附加议定书、 

《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 9 8 3 )以及《关于合作对抗大加 

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i 9 8 3 )。

85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 7 2 )的 

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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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坦桑尼亚成为《关于保护工人在其劳动环境中不受空气污染、噪音和振动 

等职业公害伤害的公约》（19 7 7 )的缔约菌8

87. 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73 )的19? 8 

年议定书、《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干涉的议定书M 97 a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国，批准了《养护北大西洋鲑鱼公 

约》（1 9 8 2 )并签署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983 ) 

以及《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1 98 3

88. 鸟拉圭成为《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1 9 6 6 )和《关于防止船 

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年议定书的缔约国。

89 •瓦努阿图成为经修正的《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1 9 5 4 )以及《国 

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 9 6 9 )的缔约国^

90. 委内瑞拉签署了《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 98 3 ) 

以及《关于合作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1 9 8 3 h
91. 也门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千涉的议定书》 

(1 9 *7 3 )的缔约国。

92. 南斯拉夫成为《关于油类以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时在公海上进行干涉的议 

定书》（1 9 7 3 )以及《关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1 9 7 8 

年议定书的缔约国，并签署了《地中海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9 8 2 ) „

93.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1 9 7 9 )的缔约方， 

批准了《养护北大西洋鲑鱼公约》（1 9 8 2 )并签署了《地中海特剧保护区议定 

书》（1 9 8 2 )以及《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1 9 8 3 )s

E.其它资料

94•智利政府报告说，它正在就加入国际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联盟的问题进 

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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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以色列政府报告说，它有意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下面两个议定书的缔约国： 

《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弃废物污染地中海议定书》（1 9 7 6 )以及《地中海特别保 

护区议定书》（1 9 8 2 )。

96 •墨西哥政府报告说，该国有意成为《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 

约》（1 9 83 )和《关于合怍对抗大加勒比地区漂油议定书》（1 9 8 3 )的缔 

约国。

97 .荷兰政府报告说，关于核可《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的议 

会程序将近完成。

98. 新加坡政府报告说，该国加入向环境署登记的多边公约的情况并没有变化。

99. 多哥政府宣布，该国有意加入《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 9 7 3 )。

100. 突尼斯政府表示有意成为《设立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公约》（1951 

年糝正本）、《大陆架公约》（1 9 5 8 )、《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

(1 9 5 8 )的缔约国。

101. 土耳其政府报告说，该国正在研究加入《地中海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9 

8 2 )的问题。

102•委内瑞拉政府报告说，该国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批准下列三项.公约：

(a) 《关于特别是水禽生境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 9 7 .1 );

(b)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 9 7 2 );

{〇)《养护野生动物中移栖物种公约》（1 9 7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