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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書爲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係依據一九六六年十 

二月十七日大會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一)提送大會。依同決議案規定本報告書 

同時送請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發表意見。

委員會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本報告書。報告書 

論述委員會第一届會情形，委員會第一届會係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起至 

二月二十六日止在聯合國會所舉行。



第一章

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職權範圍 

委員會之設立與組成

一 .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一)所規定設 

立。該決議案規定委員會由大會選出二十九國組成，其席位的分配如下：

" (^ )非洲國家七席；

(^ ))亞洲國家五席；

( ^ )東歐國家四席；

(^ !)拉丁美洲國家五席；

( ^ )西歐及其他國家八席。 "

該決議案稱在選舉時大會並應適當顧及世界各主要經濟及法律制度以及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均有充分代表 

參加。委員會委員國代表應盡可能選派在國際賈易法方面聲望卓著之人士擔任。

二. 該決議案又規定當選的委員國任期六年。但第一次選舉選出的委員國中，十四國任期三年届滿。大會 

主席應從上文第一段所列五組國家的毎一組中，以抽鎭法選定委員國十四國，任期三年。第一次選舉選出的委 

員國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就任。嗣後選出的委員國於當選後的次年一月一日就任。

三. 大會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第二十二届會選出下列二十九國爲委員會委員國：

阿根廷 甸牙利 西班牙

澳大利亞 印度 敍利亞

比利時 伊朗 泰國#
巴西 義大利 突尼西亞
智利^ 曰本#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哥倫比亞# 肯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 墨西哥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捷克斯拉夫# 奈及利亞#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法蘭西^ 挪威# 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

羅馬尼亞 美利藍合衆國

依照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一所有委員國的任期均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開始。註有星號的委員國十四國係 

由大會主席選定任期三年，至一九七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滿。其他委員國十五國應任足任期六年，至一九七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

大會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一)所規定之委員會職權範圍

四. 大會設立委員會旨在以下列方法，促進國際資易法之遂漸協調與統一：

( ^ )協調從事此一方面事换各組織之工作，並鼓勵此等組織互相合作；

0 0 促使更多國家參加現有國際公約，接受現有模範與劃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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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斜酌情形與從事此方面工作之組棒合作，擬訂或提倡訂立新國際公約、模範法律與割法律,且提倡國 

際賈易名詞、規定、賣慣與慣例之編寡，並促其廣獲採納；

((^ )促進確保國際資易法方面國際公約及劃一法律之解釋與適用趨於一致之方法；

( ^ )牧集並分發國際賈易法万面各國法律與包括判例法在內之現代法律發展之資料；

與聯合國賈愿發展會議建立並保持密切合作；

( ^ ) 與所有與國際賀易有關之其他聯合國機關及專門機關保持聯繁；

0 0 採取其認爲有裤載務執行之任何其他行動。

五 . 委員會必須顧念所有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在國際賈易廣泛發展中的利猛。委員會應向大會提送 

常年報吿書，附具建議，並應同時將報告書送請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發表意見。

六 . 委員會認爲進行諮商或請求服務有裤其載務之執行時，得就交其處理之任何問題，與任何國際或國內 

組織、科學機關及個別專家進行諮商或請其提供服務。

七^ 委員會得與致力國際賈易法之逐漸協調與統一之政府間組織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保持適當之工作聯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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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屆會之組織

么. 開暮、届會期間及出席人員

八. 委員會第一届會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在紐約聯合國會所開幕，由 聯 合 國 法 律 顧 問 0)113-  

1̂ :14111 81̂ ^ 1̂)0X1103代表秘書長主持開幕事宜。委員會於届會期間共舉行會議二十五次，於一九六八年二 

月二十六日結束。

九. 委員會全體委員國均派遣代表參加本届會。

一聯合國貧易及發展會議派有觀察員一人列席。

一 一 ^ 下列專門機關派有觀察員列席：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糧農組織X 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國際銀行X 國 

際勞工組織(勞工組織)及國際貨幣基金會(貨幣基金會^)。

一二. 下列其他政府間組織亦派有觀察員列席：歐洲理事會、歐洲聯盟委員會、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國際統 

一私法學社(統一私法社X 美洲國際組織(美洲組織X 保護創作權聯合國際局〔保護創作權局^)。

一三. 又下列國際非政府組織亦派有觀察員列席：國際商會及發展中國家國際法律組織國際法律組纖^)。

選舉職員

一四^ 委員會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第一、二兩次會議中選出下列職員：

主 序 ： 2111111&1111&1 1̂ 0(1̂ 06 1)21(1216 (週酌〕

副主席： 八111:110117 ^ 过3011〔澳大利亞）

到主席： 1/&5210 1̂ 60261 (甸牙利）

副主摩：道田信一郞先生（日本^

板告員： 101^6 231：1：613̂  01&I (墨西哥）

委員會在第二次會譲選舉副主席之先，決定委員會應設副主席三人，因爲委員會認爲大會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 

一)第節第一段所列舉的五組國家(參閱上文第一段X 允宜每一組均有代表參加委員會常稳委員會。

議程

五 . 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屆會議程如下：

一 . 届會開幕。

二 . 選舉職員。

三 . 通過議程。

四. 通過議事鹿則。

五 . 依據大會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一)第威節第八段擬具之委員會工作方案，其中包括：

(& )專題之選定及其優先順序;̂

工作程序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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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0 與其他機關之工作開係及合作。#
六 . 第二届會日期。

七. 通過委員會報吿書。

 ̂(̂ )、̂：!))、̂)三項目同時討論。

委員會譲定審議譲程項目五時應首先就該項目下的全部小標題舉行一般性的討論。因此（̂)、（̂̂)、（( )̂三小標題 

連同各委員認爲屬於委員會工作方案範圍的任何其他細目都應同時討論。委員會又議定一般討靜終了時可將各 

小標題分別處理。

議事規則

一六. 依據大會譲事規則第一百六十二條的規定，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決在委員會自行制定議事規則以 

前，委員會程序適用有關大會委員會程序的規則(第九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四條)以及揉則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 

二條。在道方面，委員會注意到委員會決定設置副主席三人一舉，事實上已將規則第一百零五條之適用於委員 

會，加以修正，因爲第一百零五條規定大會每一委貝會僅選舉副主席一人。關於大會委具會程序規則所未規定 

的事項，委員會決定依循下列一般原則辦理，卽委員會於執行其職務認爲適當的範圍內，準用大會議事規則的 

規定。

一七. 如委員會日後決定有必要時，當自行制定議事規則。

一八. 好幾位發言人表示應竭盡一切努力以一致同意方式達成一切決定，唯有在竭盡一切努力以求達成一 

致同意未能成功之後縫應當以表決方式作成決定。委員會議定委員會應盡量以委員會內取得一致同意的方式達 

成決定，但如不能獲得一致同意時,則應依照有關大會委員會程序的議事規則的規定以表決方式作成決定(參閱 

下文第三十五段X

準傭文件

一九. 雇會開幕時委員會據有秘書長所提送的下列文件：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第一届會^^^!^?.^/：̂ ; 

臨 時 譲 涯 通 過 議 事 規 則 (^ /(^!^ .^ /^);會員國、各機關及組織對於委員會工作方案之意見(八/  

01^1.9/4 311(1 0011.1 311(1 會員國、各機關及組織動於委員會工作方案所提意見之分析(八/(̂ 乂

有關國際賈易法之協調與統一，各 組 織 工 作 之 調 查 工 作 安 挑 與 方 法 311(1 

^^!：! . ! )；舆有關國際賈易法各機關及組織之合作及工作關係(义/^]^.^/?)。委員會復據有關於逐漸發展國際賈 

易法之報吿書!：̂/^^^^)，該報告書係秘書長提送大會第二十一届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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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辯論

二委員會於第二次會議開始審議關於委員會工作方案的議程項目五。依照第二次會議所作決定(參閱 

上文第一五段委員會對本項目的審議以包括本項目所有各點的一般辯論開始：分目0 0專題之選定與其優先 

順序; 分目工作程序及方法；及分目（̂)與其他機關之工作關係及合作。委員會於第九次會議結束一般辯 

論0

八. 一'般意見

二一. 很多代表對於甸牙利代表團在大會第二十届會採取主動促致委員會的成立表示感謝。

二二. 一般認爲委員會的成立是顯示在國際賈易法的逐漸協調與統一方面展開了新的董要的一章。委員會 

的組成反映世界主要經濟及法律制度以及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大家認爲它非常適於達成消除各國法律制 

度間的歧異的目的，而這種歧異便是國際賈易發展的障礙所在。雖然委員會所面臨的工作範圍非常廣大，性質 

非常複雜，卻也有許多令人與奮的因素。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一設立本委員會，便是協調與 

統一工作的吉兆。若干代表表示希望由於本委員會及在這方面積極工作的其他機關的共同努力，將來總會演進 

出一部反映整個國際社會利盒的新商法。

二三. 若干代表在他們的陳述中提到國際賈易法的定義問題。有 人 提 請 注 意 秘 書 長 報 告 書 第 一  

0 段所載的定義。該段訂明國際賈易法爲"規定牽涉不同國家之私法性質商業關係之規則"。很多代表認爲委員 

倉(义可接受以此項定義作爲暫時性的定義。另一些代表則促請注意下到問題，卽如果委員會要訂立一項眞正完 

備的賈易法定義，他們認爲其中應當一併列入公法性質的問題。

二四. 可是大家似乎一致同意在委員會工作的現階段霞訂國際賈易法的定義並非必要。有人指出摩訂道項 

定義是一件困難的事，對制訂委員會工作方案而言並非必要；不管從理論的觀點看来作這種企圖可能如何富有 

意義，卻可能在委員會內引起爭論。

委員會與其他機關之關係

一 . 對聯合國贸易及發展會讓及其他聯合國機闕之闕係

二五. 好幾位代表提及委員會的工作應與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賈發會議)保持密切關係。他們指出這是 

大會在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一) 中所特別注意的事項，它在該決議案第節第一0 段設有下到規定：

"委員會向大會提出常年報告書，附具建議，同時將報告書送請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發表意見。該會

議或賈易及發展理事會願就報告書提出之任何意見或建議，包括關於可列入委員會工作方案之事項之建議

在內，應依照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之有關規定提送大會。該會議或賈易及

發展理事會所願提出而與委員會工作有關之任何其他建議，亦應依此辦法提送大會。 "

二六. 據指陳，國際賈易法的協調、逐漸統一與現代化對於國家的發展責有至關緊要的任務,而此種發展與 

國際商業的擴張正是賈發會議的主要目標。

二七. 很多代表也提到其他聯合國機關在國際賈易法方面的有償値的工作，他們重視委員會與其他聯合國 

機關間的密切合作。他們特別促請注意聯合國匿域經濟委員會在資易法的若干領域所完成的促進協調與統一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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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作聯合国機闕的闕係

二八. 委員會內廣泛承認國際組織與國內組織、世界性組織與匿域組織及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在促進國 

際賈易法的協調與統一方面所已經作成和繼續進行中的重大努力。在好幾位的陳述中也提到了大會決議案二二 

0 五(二十一)對於委員會與這類組織密切合作的重視。很多代表指出委員會的工作應當是補充這類組織的努力 

的不足，而且委員會應當鼓勵這類組織的努力。他們促請注意秘書長就國際貿易法的逐漸發展所提報告書^^/ 

6396^ 第二章承認此類組織所做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慎値。委員會如能與在這方面積極工作的組織密切合作，將 

可避免努力與結果的重複，因此秘書長强調委員會應充分利用此類機關；若干代表團認爲特別是在發動新的研 

究時，務須做到這一點。

工作方案

一. 览茶並傳播闕於國祭買易法之资料

二九. 大多數發言人表示意見，認爲東集並傳播有關國際賈易法的資料是委員會所應及早審議的事項。據 

他們說，委員會必須徹底明瞭在協調與統一方面所已經完成的工作緣可能對這方面應該完成些什麼工作提出全 

盤的意見，並爲此目的更有效地運用其努力。無論從委員會或嘉從在這方面積極工作的其他機關來說，這類資 

料的鬼集和傳播都可以確保避免努力和結果的重複和浪費。有這類資料作爲基礎，當可使委員會及其他機關的 

活動獲得圓滿的協調。情報的流通可使國際賈易法方面正在進行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結果的更爲精確完備資料 

在國際階層傳播。

三0 ’據表示所宽集的資料可以包括在國際賈易法的協調與統一方面積極工作的所有機關的資料以及在協 

調與統一方面所已經完成和目前正在進行的一切工作的資料。預期此種資料的鬼集與傳播將爲委員會工作的經 

常方面。很多委員認爲此項職務以付託秘書處爲適當，秘書處將充任關於國際賈易法的資料的交換所或文件中 

心。

二.討翁專題及處理谈先順序

三一. 秘書長就工作安排與方法向委員會所提文件（八/(^^.^/^)建議委員會似可審議關於訂立工作方案一 

事的不同處理方法。有一種可能法是不妨由委員會毎次選定一個特殊專題，集中全力以赴，在完成關於第一 

項的專題以後，再行進入另一專題。另一種方法是由委員會在其工作方案中列入所有屬於國際賈易法範圍的間 

題。委員會似亦可考慮是否可以桃選一個單純而廣泛的專題，然後同時或接續對該專題的各方面從詳研究。還 

有一個方法是由委員會桃選若干不一定冗相關聯的專題，而爲它們訂立一個處理的優先順序。有人指出最後提 

及的一個方法便是一九四九年國際法委員會第一届會所採取的方法。國際法委員會擬具可能從事編纂的專題十 

四項，然後決定在十四項專題中先行處理條約法、公斷程序及公海制度。

三二^ 關於上述種種不同處理方法，委員會在一般討論期間贊成選擇若干實質專題列入其未來工作方案，並 

贊成選定若干專題優先處理。

三三. 在委員會一般討論期間，有人提議在委員會未來工作方案中列入若干特定專題。一般討論將近結束 

時，委員會內敦於若干專題的列入顯然具有廣大程度的協議。因此有人建議將各方所出的所有特定專題列入而 

請委員會毎一位委員表示願將那些特定數目的專題列入委員會工作方案。

三四. 在討論終結時，主席向委員會發表陳述說在辩論過程中,有人提議將若干專題列入委員會工作方案， 

提出次數最多的專題是：國際銷售貨物，包括促進接受一九六四年及一九五五年海牙公約在內(十五國代表圉提 

議 商 事 公 断 ,包括促進更廣泛接受一九五八年聯合國公約在內(十國代表團提譲流通票據及銀行商業資款 

(八國代表圃提議有效期限(六國代表團提議促進更廣泛接受賈易名詞、一般銷售條件及標準契約、包括國 

際商會名詞在內 (五國代表團提議他說此外還有其他專題提出，包括運輸〔四國代表團提議X

；̂ 1000161：：118 1953^ \ 國際商會所編解釋貿易名詞國際規則。



保險〔四國代表團提議X 創作權(兩國代表團提議)在內。最後,尙有若干專題係各由一國代表團提出：例如無效 

之後果；契約中之不可抗力"條款，消除國際賈易上之差別待遇，包括最惠國原則之適用在內；代理；保證與擔 

保；文件之認證。

程序事項

'一 . 意見一致原則

三五. 若干發言人表示委員會的工作應以委員會內意見一致爲基礎。據稱國際資易法方面所已經獲致的協 

調和統一便是意見一致的産物,有好些例證顯示雖然綴過長時期的耐心研究和討論,終於因爲意見不獲一致而進 

展無由實現。若干代表雖表示支持委員會委員在作成決定時應竭盡全力以求達成意見一致的見解，卻指出如果 

不可能達成意見一致時，委員會必須遵照其議事規則辦理，卽委員會的決定應以表決方式行之。在委員會第八 

次會議時，主席答覆辯論中有人所提出的問題說，他將永遠盡力以委員會內意見一致作爲決定的基礎，但如無 

法獲得意見一致，那他就只有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將特定問題付諸表決。

二.工作安赫

三六. 在委員會就其工作可能採取的程序安排舉行一般討論的'過程中，有人提出了種種建議。這些建譲包 

括成立届會期間或届會休會期間委員會或工作團；指派專題報吿員，由委員會委員中邊選從事研究特定問題；聘 

請諮議；請在國際賈易法之協調與統一方面積極工作的組織研究特定問題並向委員會提出意見；將若干事項委 

託秘書處；以及這些程序的變通醉法。遺有人提議委員會大可在日內冗舉行第二届常會以前在紐約舉行一次非 

常屆會，或成立一個届會休會期間工作團於委員會舉行第二届會以前集會，以確保委員會在第二扁會時其議程 

上能載有範圓明確的專題，並獲悉就各該專題所已經完成的工作，以及在何種限度內其他組織可能與委員會協 

力進行其工作。

三七. 好幾位發言人認爲委員會應採取何種特定程序，大部分要看有關專題是什麼而定，因此關於工作程 

序事項，委員會允宜保持相當伸縮性。若干程序可能牽涉經費問題，也是應予'計及的事項，在牽涉經費的場合， 

應當徵取秘書處的意見。

結束一般辯論

三八. 在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委員會關於議程項目五的一般辯論終了時，主席發表一項終結的陳述。他說關 

於議程項目五的一般辯論發揮了極大的效用。關於委員會內與乎意見一致的事項，一如似乎尙須進一步加以討 

論以求達成意見一致的本項，此刻已屬明顯。他說與賈發會議^ 其他聯合國機關合作的重要已經有人着重指出， 

委員會內似乎普遍承認爲促進國際賈易法的協調與統一起見，委員會極需與從事道方面工作的其他機關合作。 

他提及一般辯論期間就選擇專題及決定處理優先順序所提出的種種建議,並且列舉提供選擇的各項特定專題(參 

閱上文第三四段X 他說他認爲工作程序及方法的決定主要要看所選擇的專題是什麼而定。



第四章 

委員會工作方案

丄專題之選定及其優先順序

三九. 委員會在關於其工方案的一般辯論結束時討論了委員會待編專題單的性質及處理的優先順序。若 

千代表發表意見，認爲關於國際賈易法的協調與統一問題，可能有兩種處理方法，卽統一法律的實體規則及訂 

立規則以調節法律的衝突。他們說對於這兩種處理方法應該同時並顧。另一座代表則提議所列各項專題應該分 

爲短期問題及長期問題。他們指出委員會似可將一般辯論期間所提到的全部項目列入其工作方案，然後決定優 

先處理若干項目。此項專題單爲暫定性質，並非詳盡無遺或確定不變，因此在委員會日後屆會中仍可能予以增 

删或改變其優先順序。也有人表示意具，認爲委員會在本届會所編製的專題單應限於可在短期內加以處理的少 

數專題。據稱由委員會在本届會決定以後很多年的工作方案，是不妥適的：待日後有更多資料可以利用時再行 

決定須由委員會長期審議的各項專題可能更爲適當。因此委員會建議雖然在本届會提出的全部專題不妨在紀錄 

中標明某項專題是那位代表提出，委員會本身則應在本届會決定僅處理少數短期性專題。

四委員會委貝間舉行非正式諮商後，̂剛果民主共和國、遲納、印度、伊朗、日本、肯亞、奈 刺 亞 、敍利亞、 

泰國、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各代表團就專題單、優先順序及工作向委員會第 

十三次會議提出工作文件一件。該項工作文件經委員會於提出若干修正後一致接受爲委員會工作文件。工作文 

件 訂 正 本 尺 67̂ ：0 內容如下：

1.專題單

一般辯論期間有若干代表團提出下列各項專題。很多代表團認爲所有這些專題都應列入委負會未來工

作方案。這個專題單並非詳盡無遺。

(一） 國際銷售貨物：

( ^ )通則；

促進更廣泛接受此一部門國際資易法之統一與協調之現有規定包括促進劃一賈易名詞、一 

般銷售條件及標準契約；

( ^ )錯售契約之各種法律事項，如：

(^ )有效時期；

〔11〉代表權及全權；

(^!!)無效之後果；

契約中之不可抗力條款。

(二） 商事公斷：

(& )通則；

促進更廣泛接受聯合國關於外國公斷栽決之承認及執行之公約。

(三） 運輸。

(四）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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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支付：

( ^ )流通票據及銀行商業貸敦；

擔保與誰券。

(六） 創作權。

(七） 消'除有關國際賈易法律中之差別待遇。

(八） 代理。

(九） 文件之認證。

II.谈先處理專題

委員會決定優先處理下列各項專題：

(一） 國際銷售貨物；

(二） 國際支付；

(三） 商事公斷。

III.工作方法

工作方法應與審議中的個別專題相配合。

7厂. 委員會應於本届會指派工作團、小組委員會或其他適當機構分別處理第I I段中所述的各項專題並向委

員會下一届會提具報告。

厂. 委具會支̂持主席的聲明，卽委員會應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根據一致意見作成決定，如不能獲得一致意見

時應依大會輔助機關譲事規則的規定，以表決行之。

四一.蘇 表請注意：關於工作文件第I 節項目〔七因爲若干代表促請注意最惠國條敦正在國際法委 

員會審譲之中，蘇聯代表團在國際法委員會就該問題的法律事項採取其他步驟以前對於將最惠國條敦列入項目 

(七)保留立場。

四二. 委員會並不認爲工作文件第I I節所列舉三項專題的次序是指三專題彼此間具有先後順序。在這方 

^ 面，有人指出委員會可能認爲關於三項專題的工作以同時進行爲適當。

四三. 關於工作文件第III節，據了解委員會所需遵循的特定工作方法，包括與在國際賈易法的逐漸協調 

與統一方面積極工作的其他機關諮商在內，可由委員會根據每一個別專題的需要決定。委員會經於第十五次會 

譲，以後又在第十七次會譲閩明工作文件第IV 節在閱讀時應願爲從屬於工作文件第III節。因此第IV 節所稱 

設立工作團、小組委員會或其他適當機構問題是在委員會依據工作文件第III節審議適合某項特定專題的工作 

方法時可予討論的事項。

四四. 又據指出，工作文件第^節的目的是在承認委員會內部就主席在委員會第八次會譲宣示的意見一 

致原則所達成的了解。

工作程序及方法 

一 .斜於應予優先處理各项專題的工作方法

四五. 委員會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應成立一工作圓，就處理決定優先研究的三;^專 

題 ,卽國際銷售貨物、國際支付及商事公斷，所應依循的工作方法，向委員會本届會提具意見。委員會在審議關 

於此項工作團組成的種種提議後，決定工作團應由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全體委員組成之，卽 主 席 211101311̂ 161
0̂ 1(1216 (逝納X 三位副主席卽 1̂11； 110117 1̂̂ 88011〔澳大利亞 、̂ ^̂ !]：. 1̂ 33210 1̂ 6026；〈甸牙利^及道田 

信一郎先生〔日本〉及報告員] 101^6 3^X1&13. 墨西哥並由秘書處予以協助。工作團所舉行的會議

可淮由代表及觀察員參加。因此，任何代表或觀察員對工作的某一階段感到與趣時可以在工作團爲該項目的而 

舉行的會議表示意見。工作團的會議將取非正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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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時，工作團向委員會提送題爲"優先處理專題之工作方 

法" 的工作文件一件。據稱工作文件的目的是在指示委員會在處理選定列入委員會工作方案的三 

項優先處理專題卽國際銷售貨物、國際支付及國際商事公斷時或願考慮的可能方法。又據稱工作文件^範園是以 

委員會第一眉會至第二届會的期間爲限。

四七. 委員會於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及第十九次會議中討論工作文件；委員會以此項討論爲基礎而決定 

委員會第一届會至第二届會期間對於決定優先處理的三項專題所應依循的工作方法。

四八. 委員會的決定經載入關於優先處理專題之工作方法的文件八其文如下：

1.導言

一. 本文件的目的是在指明在處理選定列入委員會工作方案的優先處理專題時可能使用的方法。

二. 委員會於第十四次會議時決定下列專題應予優先處理：

( ^ )國際銷售貨物；

國際支付；

( ^ )國際商事公斷。

三. 委員會復決定工作方法應與審譲中的個別專題相配合。

四. 一般癖論時大家强調透徹研究每一專題，使委員會得以作成實賀方面的決定的重要性。工作文件 

八 第 四 段 建 議 "委員會應於本届會指跟工作園、小組委員會或其他適當機構分別處理第二 

段中所述的各項專題並向委員會下一届會提具報告"。辯論期間復着重指出委員會於執行其職務時應與各有 

關組纖合作，以避免工作之重複。

11.國際鋪會货物

五. 一般辯論期間，各代表團提出屬於國際銷售貨物範圍的下列各項目：

(& )國際銷售貨物通則；

關於劃一國際銷售貨物法律及劃一訂立國際銷售貨物契約之法律的一九六四年海3^公約；

( ^ )關於國際銷售貨物所應適用法律之一九五五年海牙公約；

( ^ )商事法典之營訂；

( ^ )銷售契約；

鋪售契約之各種法律事項：

0 0 國際銷售貨物方面之時跟及限制(時效》；

(^ !)代理;2

無效之後果；

契約中之不可抗力條款；

( ^ )銷售之一般條件、標準契約、國際商會名詞及其他賈易名詞。

主要國際文書及規定

六. 下列國際文書及規定可以認爲對國際銷售貨物法律的協調與統一具有特殊重要性：

(^) 一九六四年關於劃一國際銷售貨物法律之公約(統一较法社擬訂

一九六四年關於劃一訂立國際銷售貨物契約之法律之公約(統一私法社擬訂）；

2 在這個項目下擬同時辆討'昔通法上" 代理"一項槪念與其他法律制度中的" 18151:4 8 6 1 1 1 3 *1011" (法文)及" 全權"兩^ 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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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五年關於國際銷售貨物所應適用法律之公約(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所編訂 

(̂ !) 一九五八年關於國際銷售有形動產移轉財產所適用法律之公約〔海牙會議編訂〉；

( ^ ) "一九五三年國際商會名詞"一解釋賀易名詞國際想則(國際商會編訂）；

解釋賈易術語"於邊境. ’ ‘ 乂載明邊境交貨地點)交貨"及"已完税於. ‘ 載明輸入國目'的地〕交 

貨國際規則"(國際商會編訂

文件人76396第六七段所列舉之一般銷售條件及標準契約格式歐洲經濟委員會編訂X

選定項目

七. 塵於上文第五段所列國際銷售貨物的槪念範圍廣大，性質複雜, 在這樣早的階段7委員會認爲同時 

處理問題的所有各方面未免不切實際。因此委員會選定了這項專題範圍內的若干主要項目，卽 （&)一九六 

四年海3"公約； 一九五五年關於應適用法律之海牙公約；（̂ )國際錯售貨物方面之時限及限制〔時效 

(̂ !) 一般錯售條件、標準契約、國際商會名詞及其他資易術語。

優先專題單內的其他項目

八. 委員會議定委員會任何委員除開上文第七段所述及的選定各項目外，可任意就優先專題單上的任 

何專題向秘書長提送研究報告。委員會並請秘書長將此種研究報告分發委員會全體委員。

工作方法

(^)通盤研究各項目

九. 關於工作方法，有一種可能是計及促進國释銷售貨物法律的遂漸協調與統一的全盤目標,對第七 

段所列的選定各項目作綜合研究。

一但欲擬具範圍這樣廣大的一項研究報告及時提送委員會第二届會似不可能。如上文第六段所指 

出，有關選定各項目的主要文書是不同組織(統一私法社、海矛會議、國際商會、歐經會) 所編訂。因此委鼻 

會認爲將全部工作付託某一單獨組織並不適宜。另一方面,委員會認爲如果邀請有關各組織共同辦理此事， 

則此等粗織殊難在可以利用的短促時間內獲得重大進展。

一一^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設想，諸如將工作付託絵秘書處，在這種情形下便需要諮議的搞助。但塵於 

一九六八年委員會可以利用的經費有限，故認爲這項方法不盡適合用途。

分別研究各項目

一二. 因此委員會決定在現階段分別研究所選定的各項目，卽：

〔 0  —九六四年各項海牙公約；

0 0 關於應適用法律之一九五五年海牙公約；

國際銷售貨物方面之時服及限制(時效

一般銷售條件、標準契約、國際商會名詞及其他賈易衛語。

( ^ )  一 六 口 年 各 項 海 公 约

一三.雖然一九六四年各項海牙公約爾未發生效力它們卻涉及國際銷售貨物的範圍以內很廣大部 

分，而且是很多年準備工作的産物。

一四. 因此允宜查明各國斜於這些公約的態度。爲此目的委員會決定探取下列程序：

秘書長應附具各該公約約文及敎授的評註向聯合國會員國及任何聯合國專門機關會員國致 

送問題單，並請關係各國表明該國是否有意加入一九六四年各公約及該國所以採取該項立場的理由。

3參 閱 么 第 四 段 及 附 註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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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應請委員會養員國參酌委員會促進國際銷售貨物法律的協調與統一的目標，在可能範圍內 

對問題作深入的研究。

各國政府應於牧到秘書長該項邀請後六個月內將上文兩段所述及的答覆與研究遞送秘書長。

I X 秘書長應將上述答覆與研究的案文分送委員會委員國、統一私法社及任何其他特別有關組織，請其 

提出意見。

秘書長並應商同統一私法社秘書處將所牧到的各國政府答覆與研究編具分析。在編製這項分折時， 

應顯及統一私法社遵照統一規定國際銷售貨物之法律之外交會議所通過的第二項建議可能採取的任何行 

動。'^該項分析應分送委員會各委員國、統一私法社及特別有關的任何其他組織，請其發表意見。

委員會第二届會應審議^ 、：6 兩段所述及的答覆與研究、2 段所述及的分析及根據0 、5；兩段所提出 

的任何意見。

一五. 委員會認爲上文^ 、：8 兩段所述及的答覆與研究應當充分反映不同法律及經濟制度的觀點以及 

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觀點。

0’0 闕於国際錯售货物所應適用法律之一化五五年海斤公约

一六. 截至今天爲止，已有七國5加入一九五五年海牙公約，按該公約係在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主持下 

訂立。雖然該公約的範圍遠不如一九六四年各項公約的廣泛，可是就在國際銷售貨物交易上避免法律的衝 

突而論，它所處理的卻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因此委員會認爲允宜於參加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國家以外 

更廣泛的促請各國注意一九五五年公約。

- 七. 爲此目的，委員會決定採取下列程序：

秘書長應將公約約文遞送聯合圉會員國及任何聯合國專門機關會員國。同時應請接觸的毎一國家 

表明該國是否有意加入一九五五年公約及其所以採取該項立場的理由。

各國政府應於牧到秘書長遂請後六個月內將對於上項問題的答覆遞送秘書長。

秘書長應將答覆原文遞送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請其提出意見。

委員會第二届會應審議各國政府的答律及海牙會議對於此項答覆所提出的任何意見。

國際销售货物方西之時限及跟制〔暗效）

一八‘委員會決定請秘書長於經適當遲商後邀請擔任委員會委員的各有關國政府就國際銷售貨物方面 

的時限及限制(時效^問題向秘書長提送研究報告。秘書長在向各國政府發出邀請時應顧及宜於獲得闇釋世 

界各種法律制度的研究報告。

— 般销售條件、標準契约、国除商會名詞及其他冗易術語

一九.關於一 銷售條件及標準契約，委員會決定請秘書長在與歐洲經濟委員會秘書處、其他區域經 

濟委員會及其他有關粗織諮商後向委員會第二届會提送檢討能否促進更廣泛使用現行一般銷售條件及標準 

契約的初步報告書。

二就一九五三年國際商會名詞而論，委員會決定請秘書長邀請國際商會在委員會第二届會以前向 

秘書長提送報告書，並於其中就國際商會對於爲促進從事國際商業者更廣泛使用國際商會名詞及其他賈易 

術語可能採取的行動列入意見及建議。

二一  ̂^上文第一九段及第二 0 段所述及的報告書應陳述阻礙更廣泛使用及接受一般銷售條件、標準契 

約、國際商會名詞及其他賈易衛語的理由及因素。

4 參 閱 八 第 五 段 。

^ 比利時、丹麥、芬蘭、法蘭西、義大利、挪威及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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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國駭支付

二二. 一般辯論期間，若干代表團提出屬於國際支付範圍的下列三專題：

( ^ )流通票據；

銀行商業貸款；

( ^ )保證與擔保。

主要國際文書及規定

二三. 下列國際文書及規定可以認爲動國際支付法律的協調與統一特別重要：

一九三0 年規定劃一睡票及期票法律之公約；

一九三0 年解決關於暖票及期票之若干法律抵觸之公約；

(^) 一九三一年規定劃一關於支票之法律之公約；

(^) 一九三一年解決關於支票之若干法律抵觸之公約；

( ^ )書面信用之劃一習慣及辦法〔國際商會編訂 

收取商業文書之劃一規則〔國際商會編訂X

工作方法

二四. 上文第九段至第一一段就國際銷售貨物所载的考慮對國際支付的槪念同樣適用，國際支付也是 

一個廣泛複雜的問題。

二五. 因此委員會認爲與其對整個國際支付問題作綜合的研究，不如以分別審議（̂)流通票據；（̂!)銀 

行商業貸款及保證與擔保三項目爲適宜。委員會商定以不違反委員會的目標卽國際賈易法之逐漸協調 

與統一爲範圍，委員會的審議這些項目主要應與國際交易相關聯。

(^)流通票據

二六. 統一私法社一直在致力於有關流通票據的法律的統一問題。6 因此委員會認爲以採取下列行動 

爲適當，卽請秘書長就統一私法社是杏準備在牽涉不同國家的交易的節園內，就促進有關流通票據的法律 

的協調與統一所能够採取的措施作一番研究，尤其是：

檢討促進更廣泛接受上文第二三段(^ )、 、((^)四分段所述及的一九三0 年及一九三一年公 

約是否便利的問題；

(^)研究對普通法下的流通票據及日內冗各項公約所承認的票據絵予相互國際承認與保護的可能方

法；

( ^ )審譲創設供國際支付用的新國際流通票據。

二七. 委員會將於第二届會時審議統一私法社的覆文連同委員會委員國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

(^!)银行商案贷敦

二八.塵於國際商會對於這一項自及有關專題的關心及其所完成的工作委員會決定請秘書長查詢 

國際商會是否準備從事研究本問題。委員會並請秘書長與其他有關組纖諮商。

0 1 0 保經與擔保

二九. 任何現有組纖似乎尙未處理關於國際支付的保譲與擔保的法律的協調與統一問題。因此在現階 

段委員會決定請秘書長斜此事作初步檢討，以視是否可能在適當時期作成研究提送委員會。

0 參閱义7 6 3 9 6 ，附件威八3 。

^參閱么^6396，第一四七段至第一六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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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事公辭

生要國磨文書及規定

三下列國際文書及規定可以認爲對有關國際商事公斷之法律的協調與統一特別重要：

(^) 九二三年關於公斷條敦之日內冗議定書；

一九二七年關於外國公斷栽決之執行之公約；

(^) 一九五八年關於外國公斷裁決之承認與執行之公約(聯合國召集之會議通過)；

(^) 一九六一年關於國際商事公斷之歐洲公約；

( ^ )公斷規則〔歐洲經濟委員舍擬訂〉；

關於國際商事公斷歐洲公約之適用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議定書(歐洲理事會擬訂 

(& )解決各國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之公約(國際復與建設銀行擬訂）；

(^ !)規定劃一公斷法律之歐洲公約(歐洲理事會擬訂 

( ^ ) 國際商事公斷規則(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擬訂：1；

( 了）和解標準(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擬訂〉；

〔1 0 美洲商事公斷公約草案〔美洲法學委員會擬訂〉；

0 關於公斷栽決之承認與執行之議定書草案(歐洲理事會擬訂X

工作方法

三一. 如上段所開列約章一覽所示，聯合國(包括其區域經濟委員會在內)正不斷致力於國際商事公斷 

的諸多方面。

三二 . 因此委員會決定請秘書長在與有關各機構及組織諮商後，就促進此部門法律之協調與統""^方面 

可能採取的步驟擬具一項初步研究，特別注意關於此項問題的不同文書間的分歧情形允宜設法避免。

三三 . 關於外國公斷栽決之承認與執行之公約係在聯合國主持下訂立，委員會決定促請聯合國會員國 

注意該公約的存在，並請各國考慮是否可能加入該公約。

與在姐纖合作

三四. 委員會於執行關於選定作爲優先處理項目各專題的工作時，認爲允宜與從事國際實易法各該方 

面的遂漸協調與統一工作的機構及組織合作。

三五. 委員會本此目標,決心請秘書長與不同階段工作期間可能指明的有關機構及組織舉行適當諮商。

四九. 關於上述文件第一四段^ 及第一七段八的規定，蘇聯代表表示因爲所有國家都從事國際賈易，所以 

各該段所述及的文件不僅應遞送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且應遞送所有國家。捷克斯拉夫、甸牙利、 

肯亞、羅馬尼亞、敍利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代表同意蘇聯代表的意見。

五若干代表表示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問題牽涉到政治及實際困難，這不是委員會這樣一個專門機構所能 

妥當決定的問題。他們並且促請注意秘書長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大會第一二五八次全體會議，就同一問 

題所作的陳述，該項陳述經秘書長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分發安全理事會的面件中重加申明。

五一. 據察悉若干法律槪念例如普通法上的(英文)"8861107"及" " 兩種槪念在其他法律制度的用 

語中可能並無確切的同義字。委員會一般同意除委員會另作相反的決定外，凡是一種語文或法律制度中的某一 

法律槪念其涵義較另一種語文或法律制度中的用語爲廣'時，此項槪念應了解爲包含較廣泛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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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 立 工 作 国

五二. 委員會於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印度代表所提關於成立工作團的下列提議：

"本委員會設立工作團，由參加委員會的十四個委員國組成之，計開：

亜非國家六席；

東歇國家二席；

拉丁美洲國家二席；

西歐及其他國家0 席；

由主席與各^ 關集團諮商後指派之。

"秘書長如根據按照工作文件的提議所牧到的對於優先處理各專題的意見、報告書及研

究，認爲安挑此項工作團的會議有助於委員會的未來工作時，應於委員會第二届會開幕一星期前安徘舉行

此項會議。

"召集此種會議時，委員會其他委員應有權列席工作團的會議，並提出口頭或書面意見。

"工作團應審查按照關於優先處理專題的工作文件八的建議所收到的各國政府的評議及各

種報告書及研究，並通盤審議委員會第一届會所訂工作方案所獲得的進展，並向委員會第二届會提出適當

的̂提議或建議。 "

五三. 主席在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指派非洲國家提名的剛果(民主共和國X 勉納、肯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以及拉丁美洲國家提名的巴西及智利爲工作團團員。

五四. 委員會在同次會議決定參加委員會的其他國家集團至遲應於秘書長召集工作團會議日期一個月前， 

卽委員會第二届會開幕一星期前，向秘書長提名工作團團員之候選國家。

五五. 主席於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譲指派亞洲集團提名的印度及日本爲工作團團員。

與其他機關之工作關係及合作

五六. 委員會於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下一屆會應審議與其他機關之工作關係及合作問題(議程項目五(^乂 

主席指出秘書長關於與有關國際貿易法各機關及組織之合作及工作關係之節略^^^^^^-^/^^第三章^節所述明 

的暂行辦法，在委員會就此項間題作成決定以前應繼續適用。關於文件^^/^^-^/^第一二及第一三段，委員會 

請秘書長將關切委員會工作方案所載優先處理專題的政府間組織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列入有關委員會工作的文件 

的郵寄名單。

8 關於委員會核可的案文，參閱上文第四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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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秘書處內設立有關組織登記簿及有關案文登記簿

五七.聯合王國代表向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提送載有關於在秘書處內設立有關賈易法組織登記薄及某種條 

約與立法案文登記簿的建議的工作文件(八 一 件 。

五八. 該項工作文件經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譲審議，會議4^曾討論關於提議由秘書處搜集與傳播此類情報的 

若干意見。

五九. 聯合王國代表在第十六次會議告知委員會，根據委員會先前討論情形，並經各委員國舉行非正式諮 

商結果，他現在向委員會提出訂正提案一件因此他將他原先的提議撤回。聯合王國的提案附 

有秘書處就提案所涉經費及行政問題提出的說明^^/^：!̂ !.̂ /!̂ .̂ /̂ ^̂ !̂ !.：!)。

六聯合王國的訂正提案連同秘書處關於所涉經費及行政問題的說明經於委員會第二十次及第二十一次 

會議加以審議。該提案經委員會於作若干修正後核定列入報告書如下：

委员會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二千一次會議 

核定列入報告書的建議

I

一 . 委員會請秘書長設立一各有關磁纖連同其工作登記簿及某種國際文書、案文及有關文件登記簿。此 

等登記薄依下文第二段至第五段之規定保持之。

有開組織登記簿

二.各有關組織登記簿應載列在下文第五段所述各部門稽極從事於促進國際賈易法的逐漸慈調與統一 

工作，提倡訂立國際公約、劃一法律、標準契約規定、一般銷售條件、標準賈易名詞及其他法律性質之辦法的 

各組織的名稱：

(& )聯合國機構；

0 0 專門機關及政府間組纖；

( ^ )對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取得諮商地位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三 . 此項登記簿應於與有關組纖諮商後編製，其中並應載列登記簿中所提及各組纖就有關下文第五段 

所述各部門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中的工作概要。

案文登記薄

四 . 案文登記簿應载列有關下文第五段所述各部門的資料：

( ^ )經以書面方式發表之現行國際公約、模範及劃一法律、多邊性質之習慣及慣例之案文；

在編訂中並經以書面方式發表之擬議國際公約、模範及劃一法律、多邊性質之習慣及慣例之簡垣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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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括之範園

五. 上文所計議的登記簿首先應關涉下列各方面：

( ^ )錯售貨物(有形動産)法律；

0 0 標準賈易名詞；

( ^ )公斷法；

(^ !)流通票據；

( ^ )書面信用及商業票據之牧帳。

刊行

六 . 登記簿中所載的資料應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俄文判印及傳播。

書目

七. 秘書長應查詢聯合國會員國內是否有任何大學、研究或類似機關願意編纂與傳播關於上文第四段 

0 0 及的已出版書籍、專文及評註目錄，並應就此事向委會第二届會提出報告。

II

展境設立登記簿

爲對第I 節所稱登記簿的範圍加以檢討及推廣起見，委員會建議委員會第二届會議程應列入下列項目： 

"各有關組織登記薄及案文登記簿"。

六一. 關於提案第七段，若干代表表示秘書長的調查應向所有國家進行。他們促請注意報告書第四九段所 

記載的意見。另一些代表則提及問題所牽涉的政治及實際困難，並促請注意報告書第五0 段所記載的意見。

六二. 委員會核可將此項提議列入報告書時決定促請大會注意此項提議所牽涉的財政問題，並請秘書長對 

提議所牽涉的財政問題作一詳細研究提送大會。

六三. 關於提議的第四段0 0 ，委員會決定登記簿應分別表明公約之簽署、批准、加入的地位、生效日期、保 

留及保管機關以及是否有註釋存在。

18



第六章

國際貿易法方面之訓練與協助

六四.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及美國所提議的關於國際賈易法方面的訓練與協助，特別是在 

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訓練與協助的決議草案經提送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該項決議草案是委員 

會第十八次及第十九次會議討論的主題。

六五. 決議草案在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中經提案國撤回，而代以下列提議，卽主張在委員會報吿書中列 

入關於此種訓練與協助的一段，而附以委員會業已就此事達成一致意見的了解。美國在提出此項提議時說它是 

參酌委員會討論此項問題情形及委員會委員國間舉行非正式諮商結果而作成。

六六. 經提出若干修正後，委員會於第二十二次會議就應予列入委員會報吿書的段落的規定達成協議。協 

議規定的案文載列於下面的一段。

六七. 委員會注意到增進訓練國際賈易法方面專家的機會特別重要。在此方面，靈於聯合國國際法講授、 

研習、傳播及廣泛了解協助方案範圍內所從事的活動以及該方案諮詢委員會的工作(大會決議案二二0 四(二十 

一力，委員會認爲它應該與聯合國機關、各組織及機構、以及在對國際賈易法提供有關協助，特別是訓練與研究 

方面負有責任或具有利害關係的政府間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建立密切互助的接觸。它請秘書長編製一件報吿書， 

以期建立此種合作的關係，待送由委員會第二届會審議。

六八. 秘書長在編製此項報告書時應斯酌情形充分顧及世界各主要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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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之其他決議及結論 

關於航蓮之法律

六九. 璧於智利代表團的提議及委員會對於海上運輸的討論情形，秘書長代表告知委員會法考事務廳將就 

此項專題草擬一個文件供委員會以後審議。9 委員會得悉此項消息引爲滿意。

主席參與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

七委員會於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請主席於第一届會終了時前往新德里參加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賈 

發會議〉第二届會會議，如果主席不克前往，則改派常務委員會另一委員替代。

七一. 委員會復決定主席參與會議的目的將爲：

( ^ )向賈發會議第二届會主席表示委員會深願依照大會決議寒二二0 五(二十一)的規定，與賈發會議及其 

機關建立並保持密切合作；

將委員會第一届會報告書的內容吿知賈發會議第二届會，並特別將討論運輸問題經過情形告知賈發會 

議第二届會第四委員會；

(^)向賈發會議有關機關傳達委員會在國際賈易法方面避免賀發會議與委員會及各該秘書處間工作重複的 

願望。

第二届會曰期

七二. 委員會於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預定在日內冗舉行的第二届會應於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日召開，爲期四 

星期至五星期。

IX 通過委員會報告書

七三. 委員會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第一届會報吿書，主席遂卽宣佈委員會第一 

届會閉暮。

9 關於秘書長代表的陳述，參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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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查

參加人真名單

委員會委員

网根廷

代表

061^3310 1^3111611 031103 001,01^161^25 ̂
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天主敎聖他瑪利亞大學 

及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敎授

澳大利亜

代表

八111110117 八3 0 ~ ， 澳大利亞協和

國副檢察長

則代表

^ 1011&61  ̂ 常設代表團一等

秘書

比利時

代表

1̂1361：1：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法科及

社會、政治、經濟學科敎授，曾任部長、參議員

則代表

？ 3111 八1̂ 0 ，外交及國際賈易部司長

2八1̂ ，常設代表團一等秘書

& 西

代表

1̂ 6116111138 0 八 01；211103^ 1̂ 60116

法學院民法敎授

智 利

代表

1\41\ 211261110 00111^210 \̂ 31口3-
13130天主敎大學法學及社會科學敎授

副代表

： 086 ？工5̂ 21̂ 八，驻聯合國大使級常任代表

哥條化亞

代表

駐聯合國大

使級副代表

觸系(戾生共和國〉

代表

1̂1106114 1^11711；八1̂ 5：，常設代表團一等

秘書

副代表

仏 . 06131(1 2 八[ 八… 八

捷克斯故夫

代表

1036  ̂ 31^1216^1^，外交部法律司大使級司長

副代表

1^0？̂ 0 ^國際賈易部法律顧問

顧問

II？！ V I 0 2 1 ^，常設代表團一等秘書

法前西

代表

1̂ 6116 0 八7 1 0 ，巴黎法律及經濟科學學院 

敎授

副代表

01311(16 011^ '̂ ^：!',翻聯合國副常任代表

顧問

1̂3111 0 2 1八 常 設 代 表 團 大 使 館

秘書

^153 371^16 常設代表團大使館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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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納 0 本

代表

IV！ ：̂ . 2x111113111161 1^0^1^06 1 ^ ^ 0 2 1 2 ，檢察長黯公

處大使級國家首席檢察官

副代表

2111111&111161 常設代表團等秘書

顧問

^ 8 1 1 6 3  丫. 常設

代表團二等秘書

甸牙利

代表

1 .3 3 2 1 6  1^1；0 2 2 1 ，大使、布達佩斯大學經濟

系法學敎授

副代表

1̂ 311 32义32，國際賈易部法律司司長 

1̂ 11-. 1̂ 616110 常設代表圉一等秘書

却 度

代表

X 1111311113 外交部大使級秘書兼

法律顧問

副代表

^ ! ： . ^ 1 3 1 1 1 ^ 八，常設代表團副常任代表

顧問

八 . 常 設 代 表 團 法 律 頭 問  

伊 期

代表

1^131130111 3 ^ 0 1 1 1 ^ 1  ^ 德 黑蘭法學院商法  

敎授

義大利

代表

0101810 1̂ 613：&13 大學比較私

法敎授

顧問

10361)11 1 ^ 1 1 1 1 ，常設代表團一等秘書

代表

道田信一郎，京都大學法學敎授 

肯 亞

代表

1̂ 3111111 肯亞副檢察長

到代表

1̂ 31)11361 10361)11 外交郡助理秘

書(掌理法律事務）

墨西寄

代表

10186  ̂ 墨西寄國立大

學商法敎授

奈及利亞

代表

^̂ 611311 7̂111(16 ^02011^八!'̂，代理副檢

察長兼常任秘書

副代表

1̂̂ 1)01:0(16 常設代表團參事

郁問

八̂ 0311^八，常設代表團二等秘書 

挪 成

代表

316111 11001^1.121^  ̂ 司法部法制司司長

副代表

？ 61 11^23361/!'，常設代表團大使館一等

秘書

羅馬足亞

代表

1011 1^231：011，羅馬尼亞科學研究院法律

研究所科學秘書

副代表

3̂3116 常設代表團二等秘書兼

新聞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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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顧問

代表

103(111111 0^1^1^101123  ̂ 馬德里大學商法 

敎授

則代表

831141380 0：八1^0，外交部副

法律顧問

錢利亞

代表

3̂11131 7 ^ 2 2 0 0 1；2 ，財政部法律及財政

顧問

副代表

1̂ 360 常設代表圃參事

01^-^11^11 2 二-？八！'X八1̂ ，常設代表團一等

秘書

秦 國

代表

1̂1111 華盛頓泰王國大使館

參事

則代表

1̂0111311  ̂ 華盛頓泰王國

大使館

顧問

工01121101 ^ 0 1 ^ 0 常設代表團

突尼西亞

代表

1110116111八7 0 1；3 ，常設代表團大使館三等

秘書

蘇雄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

國際賈易部條約及

法律行政署署長

到代表

丑.!'. 1；32~1^0，法學傅士，全聯邦國際賈 

易學院敎授

311？1乂01^211，國際賈易部條約及

法律行政署專員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代表

^0118611 開羅大學法科貧易法

敎授

則代表

3̂1311 21. 常設代表團一等秘書

大不到顏及41̂ 爱甫蘭聯合王國

代表

1̂11:11011̂  001(1011 倫敦大學英國

法敎授

到代表

1161117 031̂ 0X1 0 八 仏 常 設 代 表 團 法

律顧問

^1011&61 101111 1^2，商務部高級法律

助理

孩問

101111 116(1167 商務部

垣窗足亞聯合共和0

代表

II八工工八! ' 律師，國會議具

美利藍合衆國

代表

8671110X11： 1. 律師，華盛頓喬治城

大學法律中心協理法學敎授

則代表

101111 1.. 常設代表團國際法

高等顯問

顧問

1101361:1； 11035：~31：001^，常設代表團

法律事務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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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園

一 . 聯合國機閲

聯合到贺易及發展命識

0 1 6 8 0  0 0 1 1 0 0 7 2 2 ，貿發會議秘書長特別 

助理

3 3 1 ^ ^ 1 0 ^ 6  旧八^ 0 - 0 八? 1̂？0 ，經濟事换

專員

二 . 專鬥機關 

聯合国糧食裏業組織

^11 ̂ ^ ). ^ \ ^ 0 0 0 \ ^ 八1 1 0 ，̂糧農組纖駐聯合國聯

絡處處長

助理處長

國祭復與建設鎮行

八. 2 1 1 0 0 1 1 5 ：3^ 總顧問 

^). 法律事務處職員

国際發工組成

1 0 ^ X 2 1 1  ^駐聯合國聯絡處副處長

國際货幣基金

1^0136^1 2 ？？1 1 0 3 ^ 法律事務處職員

001(1011  ^ ^ 1 1 X 1八]̂ 1 5，驻聯合國特派代表

三.政府間组纖

欧洲聯盟委员會

欧洲理事會

？ 0178 1 ^ 1 0 0 1 1 ^ 0 5  ̂ 副秘書長

海斤國際社法會讓

11. 1 1 0 0 0 3 1 ^ 1 1 / ^ 1 ^ 2 ^  ̂ 秘書長

圓際統一私法學社

1^15100 ^ ^ 1 ：̂ 2 1 ；0 0 1 ^  秘書長

美洲國際組織

^̂ ]：. 0601265 )̂. 1̂ 八̂ 0^ 11，總秘書處職員

保護剑作權聯合國際局

0.11.0. 2002^ 11^ 1132^  ̂ 局長 

1̂ 033 ^70001^5：义國際組織關係高等顧

問

四.國摩非政府姐纖

I！際商會

國際商會國際公斷委員

會副主席

1̂ 11̂  3161)11611 八0 八3 ，國際保護工業所有

權委員會名譽主席 

^ !：. 0311 美國海洋保險協會執行

副會長

發展中國家国際法律組織

^ !：. ^3110 011X1^121^5:3  ̂ 執行委員會主席 

仏 . 060186儿丁5：801^0，國際法律組織美國 

代表

0 ~秘書處

1̂ 1：’ 001131：&111111 八.8 1：7\^1^0？01；1^08 ̂  法律顧問，

秘書長代表

VIÎ  2131:16 31.0^1^^法律事務廳一般法律事務

司同長‘

^ ]：. ？ 3010 00^1^11^1 ̂ 一般法律事務司國際賈易法

組組長， 委員會秘書

？ 6461 高級法律專員， 委員會助理

秘書

了01111 11.(16 法律專員，委員會助理

秘21

^ 口. 161611& 法律專員，委員會助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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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大會第一四丸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之 

块議案二二 0 五(二十一）

二二0 五〔二十一X 設立聯合國 

國際資易法委員會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一0 二 

(二十內請秘書長就國際賈易法之逐漸發展問題，向 

大會第二十一届會提出詳盡之報告書，

業已審議秘書長關於該問題之報吿書實深感

佩，

塵於各國間之國際賈易合作爲增進友好關係因而 

亦爲維持和平及安全之重要因素，

查大會深信爲所有人民尤其發展中國家人民之利 

益起見，務須改善利於國際賈易廣大發展之環境，

重申其信念,認爲各國關於國際賈易事項之法律， 

其間抵觸分歧之處，在所不免，足以構成發展世界賈 

易障礙之一，

察悉各政府間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爲謀國際賈易法 

之逐漸協調與統一，提倡訂立國際公約、劃一法律、標 

準契約規定、一般銷售條件、標準賈易名詞及其他辦 

法，多所努力，至爲欣慰，

並悉由於若干因素，尤其是各關係組織間之協調 

與合作猶未充分，此等機關會員或權能有限，以及許 

多發展中國家在此一方面之參加微不足道，因之此一 

事項之進展，與問題之重要性及迫切性相較，頗不 

相稱，

認爲允宜使國際賈易法之協調與統一程序切實調 

整，有系統及加速進行,且應獲得更爲廣泛之參加,以 

促進此一方面之進展，

’是以深信聯合國對於減少或解除國際賈易流動之 

法律障礙，亜宜負起更爲辕極之任務，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附件，議程項自八十八, 
文件 1 /6396  311̂ 1 ^ 1̂(1.1 30^ 2。

靈悉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三項及第十三條以 

及第九章與第十章之規定，此種行動確屬本組織權限

範圍，

塵於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在國際賈易方面之職

責’

查該會議依據其一般原則陸對於提倡制訂規 

則促進國際賈易,作爲經濟發展最重要因素之一之事， 

特表關切，

確認聯合國目前^̂^̂+̂ 任̂何機構，熟悉此一技術性 

法律問題，並能以充分時間致力此方面工作，

豐

蔽決定依照下開第威節各項規定設立聯合國國際 

賈易法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X 以促進國際賈易法 

之遂漸協調與統一爲宗旨。

式

聯合國國摩資易法委員會之姐纖與磁務 

 ̂ 一 .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以二十九國組成， 

由大會選出，除本決議案第二段另有規定外，任期六 

年。選舉該委員會委員國時，大會應遵照下列席位之 

分配：

非洲國家七席；

亞洲國家五席；

( ^ )東歌國家四席；

(^ !)拉丁美洲國家五席；

( ^ )西歐及其他國家八席。

大會並應妥適顧及世界各主要經濟及法律制度，以及 

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均有充分代表參加。

二.大會第二十二屆會第一次選舉選出之委員 

國，其中十四國之任期三年届滿。大會主席應從上文

~ 參閱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會議紀錄，第査卷，蔵事 

文件及報告（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4.II.5.11) , 附件 

第十八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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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所列五担國家之毎一組中，以抽簌法選定此等 

委員國。

三.第一次選舉選出之委員國於一九六八年一月 

一日就任。嗣後，各委員國於#次選舉之次年一月一 

日就任。

四.委員會委員國代表由委員國盡可能選派在國 

際賈易法方面聲譽卓著之人士擔任。

五. 退任委員國連選得連任。

六 . 委員會通常每年舉行常會一次，如無技衛困 

難 ,應輪流在聯合國會所及聯合國日內冗辦事處集會。

七.秘書長應供應委員會爲腰行其職務所需之適 

當職員及便利。

八. 委員會以下列方法，促進國際賈易法之逐漸 

協調與統一：

( ^ )調整從事此一方面事務各組織之工作，並鼓 

勵此等組織互相合作；

促使更多國家參加現有國際公約，接受現有 

模範與劃一法律；

( ^ )斯酌情形與從事此方面工作之組織合作，擬 

訂或提倡採用新國際公約、摸範法律與劃一法律,且提 

倡國際賈易名詞、規定、習慣與慣例之編寡並促其廣獲 

採酌；

(^!)促進確保國際賈易法方面國際公約及劃一法 

律之解釋與適用趨於一致之方法；

(^)牧集並分發國際賈易法方面各國法律與包括 

判例法在內之現代法律發展之資料；

0 0 與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建立並保持密切合

作；

(^)與所有與國際賈易有關之其他聯合國機關及 

專門機關保持聯繁；

0 0 採取其認爲有裤職務執行之任何其他行動。

九. 姜員會應顧念所有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人民，在國際賈易廣大發展中之利益。

委員會向大會提出常年報吿書,附具建議， 

同時將報告書送請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發表意見。 

該會議或賈易及發展理事會願就報吿書提出之任何意 

見或建議，包括關於可列入委員會工作方案之事項之 

建議在內，應依照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大會決議 

案一九九五〔十九〉之有關規定提送大會。該會議或賈 

易及發展理事會所願提出而與委員會工作有關之任何 

其他建議，亦應依此辦法提送大會。

一一^委員會認爲進行諮商或請求服務有禅其職 

務之執行時，得就交其處理之任何問題，與任何國際 

或內國組織、科學機關及個別專家進行諮商,或請其提 

供服務。

一 二.養員會得與致力國際賈易法之逐漸協調與 

統一之政府間組織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保持適當之工作 

聯撃。

卷

一 . 請秘書長於委員會委員國選出之前， 辦理爲 

組織委員會工作所必需之# 備工作，尤應：

0 0 邀請各會員國特別參酌秘書長報告書。於一 

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以前，就委員會爲腰行本決議案第 

威節第八段所定職務而舉辦之工作方案，以書面提出 

意見；

邀請本決議案第戴節第八段及及第十 

二段所稱機關與組織提出此類意見；

二.決定在大會第二十二屆會臨時議程列入題爲 

"選舉聯合國國際貧易法委員會委員國"之項目。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曰 ， 

第 一 四 & 次 全 體 會 讓 。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届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八， 

文件 & 11(1 ^1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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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卷

委真會第一居會文件一覽

八.一般類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第一届 

會：秘書長節略 

^70^^972 ^ 臨 時 議 程

^ 通過議事規則：秘書長節略 

^701^.9/4 &11̂

0011： 1̂ ^ 會員國、各機關及組纖動於委員 

會工作方案之意見：秘書長節略

^701^^974 3。 ^
^̂ 1(1.1 1̂1̂ 1 2 ’ - ‘ .會員國、各機關及組織對於委員 

會工作方案所| | 意見之分析：秘

書長節略

^70^^975 ^有關國際賈易法之協調與統一各

組織工作之調查：秘書長節略

^701^1.9/6 311(1 

001-1.1^ 工作安挑與方法:秘書長節略

^70^^977 ^與有關國際賈易法各機關及組織 

之合作及工作關係：秘書長節略 

^701^.9/8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第二次會 

議所通過之議程 

^70^^979 ^ 優先處理專題之工作方法(工作 

團就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委 

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修正通過之議 

程項目五（̂)及所提工作文 

件）

^ 7 0 ？^^9710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委員會 

第二十一次會議核可列入報告書

之建議

限制類

^ 剛果(民主共和國X 翅納、印度、 

伊朗、日本、肯亞、奈及利亞、妓利

亞、泰國、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 

共和國及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 

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 

日經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接受爲 

工作文件）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工作文件

3X1(1

0011.1 ^ 優先處理專題之工作方法：工作 

團所提工作文件

7\701̂ 9̂71̂ 4̂ ^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檢比亞、墨 

西哥及美利堅合衆國：決議草案

-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建議草案

^^01.1 ^ 文件八/ 0 1 所載建議草案 

所涉經費及行政問題：秘書長 

節略

&11(1

0011： 1̂ 311(1 
0011.2’
尺 6^.1 311̂1

^委 員 會 第 一 屆 會 工 作 報 告 書 稿

新聞類

&11(1 &11(1
^參加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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