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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会议 
2010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3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2 
评价执行支助股 

  执行支助股工作队最后报告和建议 

  第二次审议大会主席和执行支助股工作队主席提交 

 一. 背景 

1.  在 2009 年第二次审议会议上，缔约国核准了主席关于设立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队的文件，工作队负责制订评价支助股的职权范围。会议商定该工作队将在

2010 年 6 月向公约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常设委员会会议提出初步状况报告，并
及时提出最后报告和建议，内容涉及： 

(a) 执行支助股的任务和职责， 

(b) 执行支助股的经费筹措， 

(c) 执行支助股的体制框架， 

供第十次缔约国会议通过。 

 二. 工作队 

2.  工作队向所有缔约国开放供其参加，工作队主席由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担
任。工作队于 2010年 2月 10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商定了关于执行支助股独立
评价报告的工作方法和职权范围。工作组于 3月 10日、6月 2日、9月 8日分别
举行会议，并于 9 月 20日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工作组于 2010年 11月 3 日举行
了最后一次会议。这些会议均邀请全体缔约国参加，并在《公约》网站上公布了

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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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评价 

3.  工作队在 2 月 10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评价执行支助股的工作方法和职权
范围，并责成蒂姆·考勒先生进行评价。考勒先生于 2010年 4月 15日向工作队
提出了初步报告，并于 9月 1日提出了最后报告。评价包括与各缔约国和主要利
害关系方的面谈和磋商，其中包括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禁雷运动以及日

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和执行支助股。这些利害关系方通过向 9月 8日的会
议提交口头和书面材料，向工作队介绍了对最后报告的意见。按照职权范围，最

后报告就三项核心问题提出了若干选择，但未提出建议。 

4.  在 9 月 8 日的会议上，工作队成员对独立顾问的工作及其高质量的报告表示
满意和感谢，认为报告为讨论提供了宝贵的基础。在同次会议上，工作队成员表

示感谢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作为执行支助股的东道方所提供的支持，并

重申对执行支助股、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员的高度赞赏。最后报告中提出的选择为

工作队的协商提供了基础，以制订具体的建议，供第十次缔约国会议作出决定。 

 四. 选择和建议 

  执行支助股的体制框架 

5.  最后报告中就体制框架提出了 5 种选择，从维持现状到给予执行支助股以充
分独立的地位。工作队内部的磋商表明，对继续目前的机构安排并辅之以若干重

大调整正在形成共识。这些调整包括进一步明确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和

执行支助股的作用和职责分工，执行支助股要对缔约国有直接报告和预算责任，

需要加强《公约》的特性和可见性，从而加强其执行支助股。这些变化要求必须

修订 2001 年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签订的关于主持执行支助股
的协定，并需要缔约国就执行支助股的任务和职责向其作出新的指示。 

6.  建议： 

(a) 以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的修订协议以及该协议所附
缔约国对于执行支助股的新的指示为基础，执行支助股将继续由日内瓦国际人道

主义排雷中心主持。 

(b) 为强化《公约》的特性和可见性，执行支助股将具有突出的识别特
征，其中强调其作为《公约》支助实体的作用，包括可识别的银行帐户、可识别

的标志、电子邮件地址及类似特征。 

(c) 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主任就缔约国与该中心协议的运作情况
向缔约国作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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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支助股的经费筹措 

7.  最后报告就执行支助股的经费筹措问题提出了 5 种选择，从继续现有安排到
采用强制分摊比额制度来为执行支助股的所有活动提供资金。工作队成员普遍同

意，有必要审查执行支助股的财务模式，并有必要建立一种可持续和可预测的模

式。工作队内的磋商显示出不同的意见，反映了报告中提出的所有选择。似乎有

可能为走向执行支助股新的供资模式获得广泛的支持，以便及时向第十一次缔约

国会议提出。  

8.  工作队内的磋商表明，在第十次缔约国会议之前现有剩余时间可能不够用来
确定和获得所有缔约国对执行支助股供资模式的支持。因此，第十次缔约国会议

主席可负责在 2011 年进行磋商，提出关于供资模式的建议，供第十一次缔约国
会议通过。 

9.  建议： 

 第十次缔约国会议请主席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查执行支助股新

的供资模式，就尽量可行而全面的模式提出建议，并提交一份决定草案，供第十

一次缔约国会议通过，以便从 2012财年开始启用。 

  执行支助股的任务和职责 

10.  关于执行支助股任务和职责的界定，最后报告中提出了 6 种选择。工作队
中的一般意见认为执行支助股是依照缔约国的意愿发展和演变的，因此执行支助

股开展的活动得到广泛的支持。工作队还指出，执行支助股能够为会议主席、联

席主席和联合报告员提供会议支持和实质性建议，这一点也很重要。 

11.  划定执行支助股的任务和职责对于执行支助股的资金要求有直接影响。工
作队的磋商表明，在执行支助股活动及其后预算的重点安排上仍有扩大缔约国参

与的空间。 

12.  工作队建议采取一种模式，由执行支助股主任每年向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
议提出一份综合工作计划，并伴之以一份预算，由缔约国讨论和批准工作计划和

预算。为指导执行支助股的总体工作，缔约国通过一份新的指示来界定执行支助

股的任务和职责，作为修订的《公约》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协

议的附件。这份指示应在《公约》审议会议上视需要进行审查和修订，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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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对执行支助股的指示 

  执行支助股的任务 

13.  执行支助股应支持缔约国： 

(a) 准备、支持和开展《公约》下各次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后续活动，包
括缔约国会议、审议会议、修正会议、闭会期间会议、常设委员会、协调委员会

和根据第 5条提出的延期请求分析小组。 

(b) 向会议主席、主席指定的联席主席和联合报告员就其关于上述各次会
议的工作提供实质性和其他支持。 

(c) 就执行和普遍加入问题向缔约国提出建议和技术支持，包括《公约》
赞助方案。 

(d) 便利缔约国之间的沟通，促进向非缔约国和公众宣传和通报《公约》
工作。 

(e) 记录《公约》下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酌情向缔约国和其他的利害关
系方通报这些会议的决定和重点。 

(f) 联络并酌情协调参加《公约》工作的相关国际组织，包括禁雷运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和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 

(g) 向协调委员会建议和提出下一年度执行支助股活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
供其核准，随后提交各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供其批准。 

(h) 就执行支助股的活动、运作和经费问题向各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
议、并酌情向《公约》下的非正式会议作出书面和口头报告。 

  执行支助股的财务 

14.  执行支助股供资问题由缔约国会议和审议会议作出决定。执行支助股将予
以协助。 

15.  执行支助股应向协调委员会并随后向各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提交上一
年度的审定年度财务报告(参阅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缔约国协议第 8
段)和本年度的初步年度财务报告供批准。 

16.  财务报告经缔约国会议批准后应在《公约》网站上公布。 

  建议 

17.  执行支助股的任务和职责将由缔约国按照上述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
义排雷中心修订协议中所附的指示草案由缔约国作出规定。并在《公约》审议大

会上视需要进行审查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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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执行支助股主任直接对缔约国负责。执行支助股主任将向协调委员会建议
和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和活动预算供其核准，随后提交各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

会议供批准。执行支助股主任将向缔约国提供年度财务和活动报告。 

 五. 工作队建议第十次缔约国会议通过以下决定： 

19.  核准本报告。 

20.  授权主席与缔约国协商，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缔结关于执行支
助股的修订协议。 

21.  通过所附缔约国对执行支助股的指示，确保执行支助股直接对缔约国负
责，同时继续由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主持。 

22.  责成主席组建一个非正式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查执行支助股新的供资
模式，并就尽量可行而全面的供资模式提出建议和决定草案，供第十一次缔约国

会议通过，以便从 2012财年开始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