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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审议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 

2015 年 2 月 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  

介绍《万象行动计划》的审议情况 

 

  《万象行动计划》的审议情况 

九. 透明度和信息交换措施 

  缔约国第五次会议主席提交 

  关键信息 

1. 提交初次透明度报告，然后提交年度报告，这是各国的法律义务和第七条之

下的要求，也是重要的透明度手段和《公约》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的措施。大多

数缔约国致力于履行其义务，提交初次报告和年度报告。尽管如此，自生效以

来，许多缔约国尚未提交其初次透明度报告，年度报告率也有所下降。 

2. 所提交报告的质量差别很大，若质量差，则有损于执行《集束弹药公约》，

可能有损于其他各国了解取得的进展，以及履行《公约》之下进一步的义务和执

行措施可能需要的任何援助需求。更好的信息质量将是良好的资料来源，按照遵

约要求提出计划的执行措施，并确定相关的资源需要。因此，年度透明度报告可

被用作一项执行的管理工具，特别是在支持各国之间合作与援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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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3. 《万象行动计划》概述了各国支持第七条要求的行动，提出了详细的资料，

可有助于及时执行和动员合作，开展受害者援助、清除遗留集束弹药和销毁储存

的集束弹药的工作。该计划还建议，各国应当本着合作的精神，在正式要求之

外，利用与其他相关条约制度的协同，为发展有意义的报告模式做出贡献。 

  进展 

4. 在按照第七条要求应提交初次报告的 88 个缔约国中，1
 迄今为止已有 65 个

提交了报告，4 个尚未到提交日期，因而有 1/4 的国家2
 现在在遵守第七条义务

方面有所拖延。自生效以来，对每个单独的缔约国而言，统计数据表明，仅有

49%的缔约国提交了所有要求的年度报告。18%的国家不定期地提交了年度报

告，33%的国家从未提交年度报告。一个积极的方面是，有 3 个非《公约》缔约

国自愿提交了第七条透明度报告，其中两个国家定期提交。  

5. 除了各国在初次和年度透明度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外，闭会期间会议为非正式

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缔约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非正式报告进程的灵活

性，就实际执行《公约》的各项规定交换意见。 

6. 为了支持各国履行报告义务和克服上述各种挑战，采取了若干主动行动，包

括个缔约国在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上制定和通过通用报告格式，在自愿的基础上使

用，在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上通过“报告指南”，指导缔约国使用报告格式，在第

七条报告之下提供更有意义的信息。而且，为了提高总体报告率，协调员与临时

执行支助股密切合作，每年向所有负有报告义务的缔约国发出提醒函。还向负有

提交初次报告义务以及仍未提交应交年度透明度报告的缔约国发出提醒函。此

外，还提议提供帮助，支持第七条要求，有些缔约国利用了这一机会。 

  

  
1
 四个缔约国――伯利兹、刚果、几内亚和圭亚那的初次透明度报告尚未到期。 

  
2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应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初次提交)、喀麦隆(应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初次提

交)、佛得角(应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初次提交)、乍得(应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初次提交)、库

克群岛(应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初次提交)、科摩罗(应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初次提交)、多米尼

加共和国(应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初次提交)、萨尔瓦多(应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初次提交)、

斐济(应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初次提交)、几内亚比绍(应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初次提交)、洪都

拉斯(应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初次提交)、马里(应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初次提交)、瑙鲁(应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初次提交)、尼日初次提交尔(应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初次提交)、巴拿马(应

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初次提交)、圣基茨和尼维斯(应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初次提交)、多哥 

(应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初次提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应于 2012 年 8 月 28 日初次提交)和突

尼斯(应于 2011 年 8 月 28 日初次提交。 



CCM/CONF/2015/PM.1/WP.14 

GE.14-25054 3 

7. 为了提高质量，提高了人们对报告总体合理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在 2013 和

2014 年的闭会期间会议中，专门做了一些介绍，强调清除和援助受害者问题，

着重谈到战略性和明确的报告能够在合作与援助领域提供的机会。 

8. 在缔约国第四次会议上，报告问题协调员介绍了一份建议的行动计划；“在

公约框架内的透明度措施和信息交流：加强信息交流工作的目前状况和前进方

向”等。3
 该计划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和进一步加强第七条报告的明确目标，考虑

到了数量和质量方面。在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份“报告指南”。这

份指南具有适应性，是一份活的文件，可以调整适应个别需要。在这方面，关于

援助受害者的章节正在审查，不久将予以介绍，将考虑到各国提供的资料。 

  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以来的突出挑战 

9.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在过去五年中，人们不断着重提到的两项主要挑战

是：(a) 报告质量参差不齐引起了有关缔约国执行情况信息的问题，以及第三、

四和五条之下可能的支助需要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对关于信息是否以一致和有

用的方式提供的关切；和(b) 确保推迟提交第七条初次和/或年度透明度报告的缔

约国不再进一步拖延提交报告。 

  建议 

10. 缔约国将透明度措施用作工具，用于(a) 执行，(b) 增进合作与援助，(c) 更

多交流信息和(d) 增加与其他相关裁军和/或人道主义条约的协同，方法是： 

 在《公约》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提交第七条初次透明度报告； 

 提交年度透明度报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为援助与合作执行工具的

潜力，特别是在各国缔约国必须采取行动销毁储存的集束弹药、清除

遗留集束弹药和援助受害者，或采取第九条所指法律或其他措施的情

况下； 

 利用正式和非正式论坛，提供《公约》条款执行情况的最新信息，确

保最新的信息清楚地反映在正式年度透明度报告中，并作为合作与援

助的务实工具宣传这些报告； 

 在有时限的遵约计划中列入详细资料，特别强调有关第三、四和五条

之下的义务；和 

 进一步制定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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