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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5日至 22日，日内瓦 

筹备委员会 
2011年 4月 13日至 15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5(d) 
审查会议的组织工作：背景文件 

  筹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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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第七次审查会议 

  匈牙利代表欧洲联盟提交 

1.  欧洲联盟(欧盟)希望强调第七次审查会议对于决定本公约今后方向的极端重
要性，尤其是在决定缔约国为在下一个闭会期间实施和加强《公约》而应进一步

开展的工作方面。欧盟欢迎并鼓励一些缔约国正在举行的会议和提供的其他机

会，这使缔约国及其他有关组织和个人能够进行非正式讨论，以确定审查会议可

在哪些方面就加强《公约》的方式达成协商一致。欧盟及其成员国为这些活动捐

助了资金。从现在起到举行第七次审查会议期间，欧盟希望继续与各缔约国和其

他方面进行非正式讨论，以确保审查会议取得最丰硕的成果。 

2.  欧洲委员会 2003 年通过的《欧洲安全战略》和《欧盟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扩散战略》强调了生物科学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和威胁，包括恐怖集团有可

能获得和开发生物武器。因此，欧盟认为，《生物武器公约》是国际不扩散和裁

军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努力防止作为武器开发和使用生物制剂和毒素的

基础。 

3.  欧盟在第七次审查会议方面的主要优先事项如下： 

(a) 在遵约方面建立信任； 

(b) 支持国家执行工作； 

(c) 促进普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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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工作文件的基本目标是与缔约国交流欧盟对于如何发展《生物武器公约》
制度的看法。欧盟仍在拟订其立场文件，该文件将在今后几周内，在举行第七次

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后由欧洲各国外交部长通过。 

 一. 在遵约方面建立信任 

5.  欧盟支持缔约国之间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可表明它们的遵约情况，并可通
过交流信息，增加互信。缔约国在遵守《公约》方面的相互信任是有效的《生物

武器公约》制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这种信任来自于对忠实履行承诺

和遵守所有义务的信任。可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透明度，包括建立信任措施、信

息交流、相关设施和活动的正式宣布、缔约国之间的协商――关于执行和遵守

《公约》方面任何问题的正式和非正式、双边和多边协商；这些措施还可包括现

场访问和视察，以更好地审查和了解各缔约国生物学活动的性质和范围。 

 A. 建立信任措施――宣布 

6.  建立信任措施方面的宣布是缔约国通过交流在《公约》下开展的相关活动信
息，表明遵约情况的一个工具。遗憾的是，2010 年，163 个缔约国中只有 72 个
国家提交了建立信任措施填报材料。在这方面，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参与可以改善

现行的建立信任措施制度。欧盟忆及，第三次审查会议在最后文件有关第五条的

部分中商定，缔约国应当采取建立信任措施，防止或减少发生模糊不清、困惑猜

疑的情况，并促进和平生物学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 

7.  欧盟审议了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下列两个优先事项： 

(a) 增加所提交的建立信任措施材料的数量并提高其质量，方法包括： 

(一) 减少建立信任措施表格的复杂性，并消除模糊不清之处。在这方
面，日内瓦论坛讲习班的报告可作为就修改建立信任措施提出详

细而具体的建议的基础。可通过保持/使得建立信任措施表格简单
易行来提高所提交的建立信任措施材料的质量。 

(二) 支持建立信任措施汇编人员。为此，执行支助股(支助股)可为国家
联络点提供支助，例如创建参考资料图书馆，或提供“服务台”

功能，以及/或者以更多的语种提供建立信任措施表格。 

(三) 将与第十条有关的援助提议、请求和活动信息纳入建立信任措施
机制。 

(b) 提高建立信任措施表格的相关性和综合性。 

欧盟支持在建立信任措施中提及《公约》的所有相关条款，因为这类措施是作出

遵约宣布的主要工具。但这不应导致复杂性和工作量的增加。必须认真考虑如何

在有用信息和为提供这些信息而需做出的努力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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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协商 

8.  欧盟十分重视第五条关于协商与合作的规定，该条规定，各缔约国可就《公
约》的目标或其条款的适用彼此协商。虽然《生物武器公约》没有具体规定关于

建立信任措施的正式协商，但可根据第五条举行这类协商。 

 C. 核查/遵约管理 

9.  欧盟认为核查是一个重要的长期目标，有助于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并认
为，各缔约国应共同建立一个更强的遵约机制。 

10.  欧盟建议，在短期内，审查会议应呼吁缔约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强机
制。此外，审查会议还应呼吁缔约国确保该机制本身各项规定的有效性(提供专
门知识和设备)。审查会议可为此采取实际步骤，如呼吁为培训方案提供支持和
建立分析实验室网络。 

 二. 加强执行支助股 

11.  自 2006 年设立执行支助股(支助股)以来，它的工作对于《生物武器公约》
及其执行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承认。在这方面，将该股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五年，

以及在其任务授权中纳入进一步的活动，是欧盟在审查会议期间的优先事项。 

12.  欧盟建议支助股在下列活动中发挥作用： 

(a) 建立《公约》相关政策、科学和其他活动的交流和信息平台(建立“参
考资料图书馆”/电子数据库，提高缔约国、学术界和业界的认识)， 

(b) 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联络和分享信息； 

(c) 进一步加强各国对《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为国家执行工作提供咨
询服务；建立一个“参考资料图书馆”； 

(d) 进一步支持建立信任措施制度，为审查各项宣布提供支助。根据在经
修订的表格中提供的信息，还可授权支助股将第十条相关信息汇编成一个在线数

据库； 

(e) 为了解和协助审查科技发展情况提供适当的投入；  

(f) 管理缔约国通过的促进普遍性行动计划。 

13.  支助股要开展上述活动，必须增加工作人员人数。因此，欧盟支持适当增
加现有的工作人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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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审查和加强闭会期间工作 

14.  欧盟认为，目前的闭会期间工作证明了其在保持缔约国和科学界对《生物
武器公约》相关问题的认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是可用于改善国家执行情

况和提高透明度的首要工具。欧盟关于闭会期间工作的目标是就今后五年新的实

质性工作方案达成一致，该方案将包含更多着重行动的成果。欧盟支持将下列专

题作为新的闭会期间进程或专门工作组的专题： 

(a) 国家执行情况； 

(b) 普遍性； 

(c) 援助与合作； 

(d) 科学和技术发展； 

(e) 确定制定和采用适当监管框架(首要重点是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以及制
定和实施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管理标准方面的援助需求。 

15.  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欧盟鼓励缔约国在审查会议上审议对有关的
科技发展情况进行更频繁评估的问题。更为经常的审查也有助于保持对科技在

《公约》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重点关注。 

16.  如前所述，欧盟支持进一步审查制定适当监管框架的要求，尤其是在生物
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为实验室和业界制定并实施适当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管

理标准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具体要求和成本。从长期来讲，这些标准

可有助于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并可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与其他措施一

起，为今后加强遵约制度做出贡献。因此，欧盟认为，需要在相关机构间开展有

关这一专题的更多讨论，并可将此种对话纳入新的闭会期间工作方案。但我们应

当强调的是，首先，这类措施绝不能替代遵约制度。其次，诸如国际标准体系等

非政府机制也不能替代遵约制度。第三，我们不应当因为专注于这些问题而影响

缔约国对《公约》的遵守。 

17.  最后，关于闭会期间工作的组织和工作方法，欧盟支持通过以下途径，加
强其决定性：使缔约国会议的最后报告具有约束力，商定路线图，并考虑设立负

责具体问题、行动计划或建议的工作组等。 

 四. 执行第十条 

18.  欧盟支持在建立信任措施中列入与第十条有关的合作和援助请求/提议/活动
以及信息交流。例如，可以修改建立信任措施表 D, 使其在结构上有助于缔约国
交流上述信息。此外，还可责成支助股将第十条相关信息汇编成一个在线数据

库，供公众查询，或者仅供缔约国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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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促进普遍性 

19.  相对于其他不扩散条约而言，《生物武器公约》的加入率较低，因此，实
现《生物武器公约》的普遍性一直是欧盟的一个优先事项。欧盟认为，需要进一

步努力扩大《公约》的地理范围。不同区域集团国家对这些努力的参与将有助于

从不同角度提高对《公约》的认识。 

20.  审查会议应考虑通过一项包含具体步骤和活动的促进普遍性行动计划(包括
宣传活动，联合行动，有关文件的翻译，关于援助提议的信息交流等激励措施，

为协助填写第一份建立信任措施表格而进行可能的援助访问……)。应在每次缔
约国会议上评估该行动计划，并视需要加以修改。此外，还可在闭会期间举行的

专家会议或缔约国会议上，召开普遍性问题专门会议或成立相关工作组，以协调

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宣传活动，并规划区域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