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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1 9 4 7年 1 1 月 2 1日第174(11)号决议设立 

的。委员会依照作为该决议附件并经后来修正的委员会章程，自1 9 8 9 年 5 月 2 

日至 7月 2 1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委员会永久会址举行了第四十一届会议。 

2 . 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议程项目如下：. 

1.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2 . 国家责任 

3 . 国家及其财产的訾辖豁免 

4 .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5 .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6.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7.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8 .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9.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1 0 .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 1 . 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2. 其他事项 

3 .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工作已在 其向大会提出的报告1中叙逸 

报告的第一章是关于会议的组#^v>报告的第二章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 

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专题。第三章有关"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专题。 

第四章有关"国家责任"专题。第五章专门讨论"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 

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第六章有关"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专题。 

第七章有关"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专题。第八章是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 

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第九章涉及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传 

问题，同其他机构的合作，以及某些行政和其他事项。 

4 . 本文件是秘书处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一项决定2编写的。第二节载列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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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地位的全 

部3 2条条款尊案以及第一和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的案文。第三节载列委员会第四 

十一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三条条款草案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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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 

条款尊案和第一和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甩于国家为同无论何处的该国使团、领馆和代表团之间进行公务通讯』 

以及这些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同派遣国之间或彼此之间进行公务通讯所用的外交信 

使和外交邮袋。 

第 2条 

不属于本条款范围的信使和邮袋 

本条款不适用于特别使节团或国际组织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的事实不应 

影响： 

(a) 这类信使和邮袋的法律地位; 

(b) 本条款中按照国际法不论本条款有无规定均适用的任何规则对这类信 

使和邮袋的 M o 

第 3 条 

用 语 

1.为本条款的目的： 

(1)"外交信使"是指经派遣国正式授权,.或长期担任或在特殊场合作为 



A/44/475 
Chinese 
Page 5 

特派信使担任： 

(a) 1 9 6 1 年 4 月 1 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交信使； 

ro) 1 9 6 3 年 4 月 2 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馆信使； 

或 

(C) 1 9 7 5 年 3 月 1 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观察团、代表团 

或观察团的信使； 

受托负责保管、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用于进行第1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2) "外交邮袋"是指无论有无外交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公务专 

用文件或物品，用于进行第1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记，可资 

识别其性质为下列邮袋的包裹： 

(a) 1 9 6 1 年 4 月 1 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交邮袋； 

(b) 1 9 6 3年 4月 2 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馆邮袋； 

或 

(C) 1 9 7 5 年 3 月 1 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观察团、代表团 

或观察团的邮袋； 

(3) "派遣国"是指向或从其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发送外交邮袋的国家； 

(4) "接受国"是指在其领土上驻有派遣国收发外交邮袋的使团、领馆或 

代表团的国家； 

(5) "过境国"是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途中经过其领土的国家； 

(6) "使团"是指： 

(a) 1 9 6 1 年 4 月 1 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常设使馆； 

和 

(b) 1 9 7 5年 3月 1 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杈公约》所指的常驻代最团或常驻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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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领馆 "是指 1 - 9 6 3 年 4 月 2 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 

总领事馆、领夢馆、副领事馆或领事处； 

(8) " 代 表 团 " 是 9 7 5 年 8 月 1 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 

性国际组织关系Ul的代轰权公约》所指的代表团或观察团； 

(9) "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组织。 

2.第1款有关本条款屈语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文书或任何国家的国内法对 

这些用语的使用或给予的含义" 

第 4 条 

公务通讯的自由 

1. 接受国应允许并保^派遣国如第1条所述通过外交,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 

公务通îiU 

2 . 过境国对于派遣国龜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公务通讯È给予与接受 

国给予的相同的自由和保护。 

第 5条 

尊重接爱国和过境国法律和规章的义务 

1 . 派遣国应确保不以％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不符的方式使用其外交信使和外 

交邮袋得到的特权和豁免。 

2 . 在不妨碍给予外交懷使的特权和餒免的情况下，外交信使有义务尊重接受 

国和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 

第 6 条 

不歧视和对等待遇 

1.在适用本条款的规乾时，接受国或过境国不得对不同国家加以坎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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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下列情况不应视为歧视待遇： 

(a)接受国或过境国限制性地适用本条款中任何规定是由于派遣国对其外 

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很制性地适用该项规定， 

m国家彼此之间依习惯或协定，对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都袋相互提供比本 

条款所规定的更为有利的待遇。 

第二部分 

外交信使和受托送交外交邮袋的船长或机长的地位 

第 7条 

委派外交信使 

在第 9和第 1 2条规定的限制下，派遣国或其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可自由委派 

外 交 信 I 

第 8条 

外交信使的证件 

外交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和主要的个人资料，包括其姓名，适当 

情况下其官方职位或职级，以及由其护è的构成外交都袋的包裹件数、其标记和目 

的地。 

第 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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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经接受国同意，得委派具有接受囯国籍的人为外交信使，此项同意可 

随时撤销。但当外交信使在擦受国领土内执行职务时，撤销同意须待外交信使将外 

交邮袋递交其收件人后方能生效。 

3 . 接受国对下列情形也可保留第2款规定的权利： 

( a ) 派遣国国民但接受国定居居民者； 

m第三国国民而#同时为派遣国国民者。-

第 1 0 条 

外交信使的职务 

外交信使的职务为保管、.运送委托他的外交邮袋，将邮袋递交其收件人, 

笫 1 1 条 

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 

除其他情况外，在下列'»况下，外交信使的职务结束： 

(a) 外交信使的职务完成或M回原本国； 

( b ) 派遣国通知接受国，必要时并通知过境国，外交信使的职务已予Jl^止; 

( C ) 接受国通知派遭国，按照第 1 2条第2款的规定，它不再承认该人为 

外交信使。 

第 1 2条 

外交信使,:宣告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1.接受国可随时通知歉：遣国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而无须解 

释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源:遣国应视情况召回该外交信使或终止其在接受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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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务，可在某人到达接受国领土之前宣告其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2.如派遣国拒绝或耷一段合'！！的时间内没有履行第1款规定的义务，接受国 

可不再承认该人为外交信使。 

第 1 3 条 

-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1 . 接受国或过境n i给予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便利. 

2 . 接受国或过境i!应根据请求尽可能协助外交信使取得临时住处，并通过电 

信系统与派遣囯及其无论何处的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建立联系. 

入接受国或过境国的领土 

1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允许外交信使为执行其职务而进入其领土 ‧ 

2 :如需要签证，接受国或过境圜应尽快签^卜交信使的签证* 

行动自由 

在接受iT或过境匿关于因园家安全理由禁止或管制进入的:^区的法律规章限制 

下，接受国或过境国应确保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需在该IS领土上的行动和旅行自 

由. 

第 1 6条 

人身俣护和人身不可侵犯 

外交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得到接受国或过境国的保护‧ 他应享有人身不可 

侵犯权，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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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7条 

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 

1. 携带外交邮袋的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原则上不可侵犯,但 

(a )在发生火灾或其他灾害有必要时可立即采取保护行动； 

m在有严重的根据可以认为临时住处内有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禁止持有 

或进出口或检疫规章管制持有或进出口的物品时，可以检査或镜査临 

时住处。 

2. 在第1款(a)项所述慵况下，应采取为保护外交邮袋及其不可侵犯性所必需 

的措施； 

3 . 在第1款 (b ) :»述'猜况下，检查或搜查应在外交信使在场时进行-而且检 

查或搜査不得侵犯外交信^人身或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权-也不得对外交邮袋的递 

交造成不应有的拖延或障碍》应允许外交信使有机会与其使团联系-以便请该使团 

的人员在检査或搜査进行时剷场。 

4 . 外交信使应尽可能通知接受国或过境国当局其临时住处所在地。 

第 1 8 条 

管辖貉: 

1. 外交信使就执行其;！^、务的行为而言，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刑事管辖豁 

免。 

2 . 外交信使就执行其眾务的行为而言》还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民事和行 

政管辖豁免。在车辆肇事引,起损害，车辆的使用可能使外交信使负有赔偿责任，而 

不能从保险取得赔偿的范围内，上述貉免不应适用于要求赔偿该项损害的诉讼。根 

据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法律«章，信使驾驶机动车辆时必须具有对第三者风险的保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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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得对外交信使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但如果属于..他按第2款规定不享. 

有豁免à?情况，而.且采取执行措施时不致浸犯其人身、临时住处或委托他的外交 

邮袋的不可侵犯权，则不茌此限。 

4 .外交信使在涉及执行其职务的事项中，没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其他事 

项中，可要求外交信使出庭作证，但以不对外交邮袋的递交造成不应有的拖延或 

障碍者为限。 * 

5 .外交信使对接受il或过境国管辖的貉免并不使其免除派遣国的管辖。 

第 1 9条 

免除关税和捐税 

1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按照其可能通过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允许外交信使个人 

行李带进的其个人使用的物品入境，并免除对这些物品的一切关捐税和有关费 

用，伹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2.外交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免除其在接'受国或过境国的一切全国性.、地区 

性和地方性的捐税，但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内的间接税以及为提供特定服 

务所征的赛用除外. 

笫 2 0条 

免除检查和检验 

1 ,外交信使应免除人身检査. 

2.外交信使的个人行李应免于裣验，除夂贿严重根据可以认为行李中有不属 

外交信使个人使用的物品，或其进出口是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所禁Jt或检疫规章If 

管制的物品。这种检验应在外交信使在场时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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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1条 

特杈和貉免的开始和结束 

1 ‧ 外交信 ‧从其 M行其职务而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之时起享受特杈 

豁免，或如果外交信ft在接受国领土内，则应从其开始执行职务之时起享受 

特权^豁免• 

2 ‧外交信使的特杈浙壤免应于该外交信使离开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时停止， 

或在其可以离境的合理期1 可晏了时停JL但作为接受国居民的特波外交信使的特权 

豁免应在该信使将其照詧1^外交邮袋递交收件人时停JL 

3 . 尽 管 有 i 2款始规定，关于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的行为，其豁免应始终 

有效‧ 

笫 2 2条 

放弃签免 、 

1 -派遣国可放弃外交:信使的窑免. 

2 .放弃免概须明 ^ ,并应以书面通知接受国或过境国 . 

3 ‧伹如外交信使提te诉讼，即不得对与主诉直接有关的任何反诉援引管辖豁 

%: . 

4 . 对司法诉讼管辖察免的放弃，不应視为对判决或裁决执行的镲免也默示放 

弃，判决或裁决执行的豁良必须另行放弃. 

5 •如派遣国不放弃一项民事诉讼中外交信使的豁免，即应尽力谋求该案的公 

正 统 

笫 2 3条 

受托送交外交婶袋的船长或机长的地位 

1 ‧外交袋可委托给::按预定航程到达经核准的入境港甩于商业的船艄或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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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长或机长， 

2 . 船长或机长应持有官方文件，戴明构成委托其送交的邰袋的包棻件数，但 

该船长或机长不得视为;^交信使. 

3. 接受国应允许派遣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无阻碍地登上船舶或 

飞机，以便直接自由地从船长或机长处领取邮袋，或直接自由地向船长或机长递交 

邮绕. 

第三部分 

外交邮袋的地位 

' 笫 2 4条 

外交邮袋的识别 

1. 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应附有关于其性质的外部显著标记. 

2 . 构成外交邮袋的絲,如没有外交信使护送，还应附有关于其目的地湘收件 

人的显著标记. 

笫 2 5 条 

外交邮袋的内容 

1 ‧外交邮袋只限于装载来往公文和专为公务，的文件或物品. 

2 ‧派遣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通过其外交邮袋运送第1款所列物件以外的物 

件‧ 

第 2 6条 

以邮政或任何运输方式传送外交邮袋 

有关的国际或国内规则所确定的关于使用邮政或任何运输方式应遵守的条件应 

适用于传送构成外交邰袋的包裹，以便确保为递交邮袋尽量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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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7 条 

处～交邮袋的安全湘迅速送交 

接受国或过境區: a为安 ‧速送交外交邮袋提供方便，特别应确保外交邮袋的 

送交不因形式上或技性的m定而受到不应有的拖延或阻碍. 

第 2 8条 

外交邮袋的保护 

1 .外交邮袋不^位于〗珂处,均不*侵犯，不得开柝或扣留,并应免除直接或通 

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的检-：^。 

2.但是，如杲"滋受国;^过境国主管当局确有理由相信领馆邮袋内.装载有笫25 

条所指的公:^文件威物品 i义、外的物件，则可旻求在该当局在场的情况下，由浓遣 

国一名受权代表开拆,袋。麵果派遣国当局拒绝这一要求，邮袋应退回其发送地。 

第 2 9条 

免除关税和捐税 

接受国或过境国按照祟可能通过的法律相规章,允许外交邮袋入境、过境和出 

境，并免除关税、捐'm和有îé:费用，为提供存兹、车运及类似的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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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部分 

杂项规定 

第 3 0条 

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况时的保护措施 

1.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原,或其他非常情况，外交信使或受托送交外交邮袋的 

用于商业的船舶或飞机的船长或机长或任何其他船员或机组成员无法继续保詧外交 

邮袋，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将情况通知派遣国，并采取适当措施以便确保外交邮袋的 

完整和安全，直至派遣国当局重新取得该邮袋。 

2 .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或其他非常情况，外交信使或无人护送的外交邮袋 

处于原先未预计为过境国的一国领土内，该国如果知情,即应给予外交信使或外交 

邮袋本条款所规定的保护，特别是提供便利,使其迅速安全地离开该国领土。 

第 3 1条 

不承认国家或政府或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 

在其领土内设有国际组织的总部或办事处，或举行国际机构的会议或大会的国 

家，对于派遣国来往于其使团或代表团之间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应给予本条款 

所赋予的便利、特权和豁免，尽管在该国同派遣国之间不存在外交或领事关系，或 

者其中一国不承认另一国或另一国的政府。. 

第 3 2 条 

本条款同其他公约和协定的关系 

1 . 本条款在它和第3条第1款第1项所列各项公约的当事国之间应是上述公 

约所载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地位的规则的增补。 

2 . 本条款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协定当事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其他国际协定。 

3 . 本条款的任诃规定均不阻碍其当事国缔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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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但这些新协定不得违反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而且 

不得影响本条款其他当事国 f c^条款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关 于 使 节 团 信 使 和 邮 袋 地 位 的 

第一任择议定书草案 

本议定书草案和关于外交: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 

案 （ 以 下 简 称 " 条 款 草 案 " ） * 当 事 国 议 定 如 下 : ' 

第一条 

条款草案也适用于国家1^.无论何处的1 9 6 9 年 1 2月8日《特别使节公约》 

所指该国特别使节团之间，以J这些特别使节团同派遣国或该国其他使团、领馆或 

代表团之间进行公务通讯昕照3信使和邮袋。 

为条款草案的目的： 

( a ) " 使 团 " 也 指 L 9 6 9 年 1 2月8日《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别使 

节团； 

m "外交信使 " " f e指经派遣国正式授权担任1 9 6 9 年 1 2月 8日《特 

别使节公约》,指的特别使节团信使，受托负责保管、运送和递交外 

交邮袋,用于旨本"!^书草案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 C ) "外交邮袋" t 指无论有无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和公务专用文 

件或物品,用于«行本议定书草案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记， 

可资识别其性麼为 1 9 6 9 年 1 2 月 8 日《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 

别使节团邮袋^包裹。 

1 . 本 议 定 书 草 案 在 它 ， 1 9 6 9 年 1 2月8日《特别使节公约》的当事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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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是该公约所载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地位的规则的增补。 

2 . 本议定书萆案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协定当事国之间现‧效的其他国际 

协定c 

3 . 本议定书草案的任何规定均不阻碍其当事国締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但这些新协定不得违反条款草案的目的和宗 

旨，而且不得影响条款草案其他当事国依条款草案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关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信使和邮袋地位的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 

本议定书草案和关于外交信使 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 

案（以下简称"条款草案"）的当事国议定如下: 

第一条 

条款草案也适用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以下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 

(a)与其无论何处的使团和办事处以及这些使团和办事处之间的么 

m与其他普遍性国际组织之间的公务通讯。 

第二条 

为条款草案的目的： 

( a )"外恋信使"也指经国际组织正式授权担任信使，受托负责保管、运 

送和递交邮袋，用于进行本议定书草案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  "外交邮袋"也指无论有无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和公务专用文 

件或物品，用于进行本议定书草案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 

记，可资识别其性质为国际组织邮袋的包裹。 

第三条 

本议定书草案在它和1 9 4 6年 2月 1 3日《联合国特权及貉免公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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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7 年 1 1 月 2 1日《专门机构特权和貉免公约》的当事国之间..应是上述公 

约所载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地位的规则的增补。 

2 . 本议定书草案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协定当事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其他国际 

协定。 

3 . 本议定书草案的任何规定均不P且碍其当事国締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但这些新协定不得违反条款草案的目的和宗 

皆，而且不得影响条款草案其他当事国依条款草案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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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萆案的条款草案 

第二章 

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为 

第一编危害和平罪 

第 1 3条 

侵略的威胁 

侵略的威胁在于使一国政府有确实理由相信正在认真考虑对该国进行侵略的声 

明、通示威行动或任何其他措施。 

第 1 4条 

1. 以煽动〔武装〕颠覆或恐怖主义活动，或组织、协助或资助这种活动，或 

为这种活动提供武—器，从而〔严重〕损害一个国家自由行使其主权权利的方式，干 

涉该国的内政或外交。 

2. 本条的任何规定绝不妨碍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人民自决杈。 

第 1 5 条 

殖民统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 

违反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人民自决权，强迫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或任何其他 



A/44/475 
Chinese 
Page 20 

形式的外国统治。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4 4 Z 1 0 )。 

2 《 1 9 7 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笫133页，文件 

2/10,第13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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