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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5日至 22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2 
第六次审查会议建议和决定的后续工作和《公约》的今后审查问题 
 

  建立信任措施 

  挪威、瑞士和新西兰提交 

 一. 导言 

1.  现在离举行第七次审查会议还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挪威、瑞士和新西兰认
为有必要通过提交侧重于筹备审查会议的工作文件来推动缔约国之间开展非正式

和具体的讨论。 

2.  本文件由伦敦经济学院 Filippa Lentzos博士撰写，侧重建立信任措施(建信措
施)和缔约国在实践中如何加以利用的问题，目的是补充更新和修订建信措施表
格的进程，一般预料会在第七次审查会议上进行。 

3.  建信措施是在 1986 年第二次审查会议上商定、1991 年第三次审查会议上予
以扩大的。第四次审查会议没有触及建信措施问题，原因是不要冒险干扰特设工

作组有关加强议定书工作，因为这项工作也许会包括建信措施问题；第五次审查

会议上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印发最后宣言，所达成的唯一决定是在

2003-2005 年就特定主题举行闭会期间会议，其中不包括建信措施。2006 年第六
次审查会议唯一可以商定的问题是将某些与建信措施相关的职能委托给新成立的

执行支助股。几乎没有商定任何实质性问题。相反，第七次审查会议作出了第六

次审查会议没能作出的承诺：“应进一步全面注意这个问题”。这将不仅涉及更

新和修订建信措施，同时还要考虑其目前的作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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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信措施的目的 

4.  目前执行《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
器的公约》(《生物武器公约》)的核心是建信措施，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国家生物
防御计划的透明度，防止对这些计划可能违反《公约》产生忧虑。 

5.  为审查会议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都集中在确保建信措施的相关性上，并向缔
约国提供适当的信息。例如，2009 年至 2010 年期间，日内瓦论坛与伦敦经济学
院协作并与瑞士、德国和挪威政府一道共同举办三场系列专题讨论会，其目的是

重新回顾通过建信措施交流的内容。专题讨论会的综合报告经整理在 2010 年专
家会议上分发。继系列专题讨论会之后进行的电子平台讨论情况，在 2010 年缔
约国会议上进行了介绍，德国、挪威和瑞士正在准备向 2011 年审查会议提交包
括修订建议在内的工作文件。  

6.  然而透明度比仅可获取相关信息更为重要。同等重要的还有信息的有效性。
要对交流的信息进行记录、思考、分析和评估，确保对任何凸显的及刚显露的问

题做出回应。目前对缔约国如何利用其他国家提交的完整的建信措施报表的情况

知之甚少。同样，也几乎不了解缔约国对建信措施报表的必要透明度的感受程

度，以及他们是否的确建立起信心。 

 三. 评估建信措施填报材料 

7.  执行支助股年度报告提供了访问过建信措施网站非公开区域的缔约国数目的
累计统计数。该区域是目前缔约国可以查阅建信措施报表的唯一地方，尽管该网

站也提供其他信息，
1 统计数字提供了很好的有关查阅建信措施报表的缔约国数

目的代用资料。 

8.  2008 年刚提供这些统计结果时，即有四十四个缔约国访问了非公开区域。
2009 年有四十五个缔约国访问了该区域；2010 年有三十七个缔约国访问过该区
域。表 1显示这些数目与《公约》缔约国数目和提交建信措施报表的缔约国数目
相比较的情况。 

  

 1 非公开区域还提供了各国联络点的详情、获得或提供援助的详细情况以及为促进普遍加入
《公约》所作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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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提交和查阅建信措施的缔约国数目 

 《生武公约》缔约国 提交建信措施缔约国 访问非公开区域缔约国 

2008年 162 62 44 

2009年 163 64 45 

2010年 163 72 37 

 

9.  与《公约》缔约国及提交建信措施的缔约国数目相比，访问非公开区域并继
而进入查阅建信措施报表的缔约国数量非常之低。在 2008和 2009年，不超过三
分之一的《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及大约三分之二提交建信措施的缔约国访问了

非公开区域，而 2010 年仅有约五分之一的《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和约半数提
交建信措施的缔约国访问了非公开区域。 

10.  令人吃惊的是，与上两年相比，2010 年访问建信措施网站的缔约国数量有
所下降。在 2008 和 2009 年，这一数量仍相当可观，而至 2010 年时，提交建信
措施的数量超过以往，而访问数量却明显减少。 

11.  不过，虽然在 2010 年访问建信措施网站的缔约国数量下降，重新访问非公
开网站的缔约国数量增加。四十四个缔约国在 2008 年使用了非公开区域的内
容，其中两个缔约国平均每天使用的次数超过一次；九个缔约国每星期使用超过

一次；18 个缔约国每月使用超过一次；另有 15 个缔约国至少使用过一次。可以
看出 2009 年的可比数字：迄今为止有四十五个缔约国访问过该非公开区域，其
中有一个缔约国平均每天访问一次以上；七个缔约国每周访问一次以上；十八个

缔约国每月访问一次以上；另外十九个缔约国至少访问过一次。2010 年有三十
七个缔约国访问过该非公开区域，其中有四个缔约国平均每天访问一次以上；十

三个缔约国每周访问一次以上；二十七个缔约国每月访问一次以上；另外十个缔

约国至少访问过一次。这些统计数据，如表 2所示，显示出对建信措施报表的使
用量增加，但提交国家数量有所减少。 

 

表 2 
缔约国访问《生物武器公约》网站非公开区域的次数 

 >365 次 >52 次 >12次 ≥1次 

2008年 2 9 18 15 

2009年 1 7 18 19 

2010年 4 13 2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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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分析建信措施 

12.  对各缔约国访问建信措施网站后如何利用的情况，外界了解甚少。但也有
重大例外：按法定要求，缔约国应提交公开的遵约情况报告，报告不仅须提供对

本国遵守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协定情况的评估，同时还需提供对其他国家履

行义务的情况评估。这些报告称建信措施对做出的遵约评估至关重要，报告通常

会指出某些缔约国是否仍须提交建信措施的报表，称有些国家只是间断性提交，

还称虽然有些缔约国确实提交了报表，但要么未披露过往违约计划，要么未披露

目前的生化研发活动。 

13.  其他缔约国利用建信措施的方式不太正式――和公开――，但仍是最初预计
的方式：将其作为遵约评估的一部分。例如，一缔约国查看了每年提交的所有建

信措施中有关第 4 生物安全级(BSL4 级)设施和生物防御计划的申报资料，然后
将其与上次提交报表中申报的情况及其他信息来源相比较。如提出任何疑问，将

在双边基础上加以处理，此前已发生过数起这类情况。其他缔约国更多的是在特

设基础上利用这些资料，其关注点通常仅集中在感兴趣的一两项申报资料上。 

14.  但建信措施也以有别于最初预期的方式被使用。联络过的一些缔约国称，
他们汇集自己提交的建信措施报表中的信息，借以掌握本国的情况。对于通常由

若干不同资助者支持的生物防御工作计划来说，建信措施可视为提供了一个对国

家各种生物防御活动增设一道全面监督的机会。另一缔约国将重点主要放在建信

措施“E”中的宣布立法、规章和其他措施上，并将其作为一种方式，查明各国
执行情况中的地区性差距，可以通过讲习班和双边拓展加以解决。同样，《生物

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利用建信措施“E”提交文件每年更新其国家执行情况数
据库。近期首次提交建信措施的一缔约国称，已利用其他缔约国的报表指导其完

成填写表格。 

 五. 建议  

15.  虽然对缔约国如何利用建信措施报表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根据提交的初步
评估可以了解到，只有一小部分缔约国真正查阅这些报表。原因或许多种多样，

涉及缺少资源、语言障碍，缺乏对其效用的认识，
2 直至对国家生物防御计划做

出的低威胁评估等。  

16.  即将召开的审查会议对建信措施关注的重点，是对目前使用的格式进行更
新和修订。与此程序同步进行的是就缔约国如何能够最佳利用完整的建信措施报

表开展补充性讨论。 

  

 2 例如，联络过的在前三年首次提交了建立信任措施的缔约国都没有说‘使用’是其提交措施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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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目前，对任一年度数份报表的信息进行比较的过程，都是一件棘手和过时
的工作。要对每一项报表进行人工下载、打印和比较。类似的程序也用于比较不

同年度报表的信息。以表格形式提交的信息如能以更为方便用户界面的形式进行

表述，可使缔约国特别是那些缺少资源开展对建信措施分析工作的缔约国从中受

益。因此，审查会议如能考虑将目前一系列毫无生气的以可移植文件格式(PDF)
表述的文件，改为以一种更加互动的方式来表述数据，这将大有裨益。 

18.  目前，建信措施报表仅能获得提交时所用语言的文本。语言因而成为建信
措施普遍使用的障碍，因此，建议审查会议探讨将建信措施报表译成联合国各种

语言的经济可行性，以向有此忧虑的缔约国提供帮助。 

19.  为实现最大透明度，或尽可能广泛地传播相关信息，许多缔约国建信措施
报表可公开获得，或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3 公开这些提交报表可极大提高其功
效。公民社会的知识、经验和专业技能有助于以各种方式增加缔约国之间建信措

施的沟通和提升透明度，这些方式包括：协助缔约国为建信措施收集和核对信

息；监督缔约国的生物防御活动；从公开消息来源收集数据；对提交的数据进行

处理并制作成可访问的信息。限制对建信措施报表的访问，其风险是在公民社会

利益攸关者之间制造猜疑而不是构建信任，并失去使这些利益攸关者加入到可切

实提高信息质量和完整性进程的机会。然而，既然大多数建信措施报表将继续只

在《生物武器公约》网站的非公开区域发布，建信措施的透明度就大打折扣，无

法为整个《生物武器公约》社区所利用。为了弥补这一点，建议将执行支助股目

前的授权从“汇编和分发关于建信措施的数据”扩展到“汇编、分析和分发关于

建信措施的数据”，进行客观的趋势分析，在不提到个别国家的情况下，着重强

调质量和数量方面。 

20.  执行支助股每年应向缔约国介绍分析报表。为此，可为缔约国会议增设一
项会议日程。一项更具想象力的建议是，每年年度会议安排某种“建信措施审

查”专题会议。执行支助股分析报表可作为讨论的基础，但这种专题会议也可用

于与建信措施进程相关的分享经验、鼓励合作和开创良好作法。也可就各项建信

措施报表向缔约国提供建设性的信息反馈，如产生疑问或关切事项，可以一种开

放和合作的方式予以解答和澄清。此外，在这类专门举行的会议上，对建信措施

声明进行反复的集体审议，可以有力激发缔约国更加重视报告，并有助于显示缔

约国对建信措施必要透明度的感受程度。 

  

 3 在 2010 年，有 15 个缔约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德国、爱尔
兰、立陶宛、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公开了建立信任措

施资料，比 2009年 11个缔约国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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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即将召开的审查会议对建信措施的关注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范围广泛，既要
关注眼前又要目光长远。会议必须考虑如何审查和更新现有格式，还要考虑建信

措施的宗旨和用途如何演化而来并将怎样发展下去。为构建有助于建信措施长期

发展的更加清晰、共同的构想，第七次审查会议应成立建信措施工作小组。这一

工作小组将就下述内容展开概念性研讨：正在使用的建信措施当前及未来是否能

提供必要的透明度，或是否需增加信息种类或其他手段以增加透明度。工作小组

也可审查建信措施的执行情况，积极协助提高人们的认识，激发更多参与，并在

休会期间行使职责，以继续保持人们对这一机制的政治关注。 

22.  希望在此提出的建议和关于建议修订目前建信措施表格的互补工作文件中
提出的建议能够有助于发起这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