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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苘委员会的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

A. ft

1. 这份关于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的报告，是按照1 9 8 4年 

1 2月1 0日大会第39/47号决议第5段的规定编写的.

2.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给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以常驻观察员地位，又邀请 

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1 9 8 1年2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 

联合国成立常驻观察团.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纪念了委员会第二十五周年并请联合 

国秘书长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秘书长进行协商，以便进一步加强两个组织之间的 

合作和扩大其范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非常满意地注意到两个组织正在进行有效 

的合作.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又请秘书长继续采取步骤，加强联合国和委员会在逐 

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和其他共同关注的领域的合作.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赞扬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调整其方案，加强其在更广泛范围内支持联合国工作的作用， 

并请秘书长继续采取步骤，促进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并对这方面的进展提出报告.

B.合作范围和会议代表杈

3. 搜照大会第39/47号决议，与亚非法律协苘委员会秘书长就出席会议的 

代表杈、交换文件和资料、协调两个机构共同关注的事项等问题进一步进行了协商. 

这一范围的合作现在产生有利于双方的具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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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合国秘书长派法律顾问为代表出席了亚非法律协商癸员会1 9 8 5年2 
月在加德满都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会议，并在给加德满都会议的致词中强调亚非法律 

协商委员会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对国际社会福利和国际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5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及其机构和机关主持下举行的各 

种会议•包括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 

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和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会议。

C.对联合国四十周年的贡献

6.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各成员国在加德满都会议上审议了对联合国四十周年 

作出适当贡献的问题后，并考虑到符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常驻观察员身份，决 

定编写一份关于“通过职能模式的合理化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特别是大会的作用的 

研究报告”（见A/40/726,附件）以及另一份关于“通过联合国的努力应付贩毒 

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的研究报告。第一个报告的目的是对过去3 9年中联合国的职 

能作全面评价，并集中注意于某些供适当论坛审议的事项和问题。在本届大会开始 

时，由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一次不限人数的会议，讨论研究报告所提建 

议的审议模式。大家决定将此研究报告提交大会在适当的项目下予以审议。

D.为改善第六委员会的工作而订的措施

7. 按照其协助成员国政府积极参加大会工作的方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自 

1 9 8 2年以来，就第六委员会所要讨论的项目，包括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编写 

了说明和评论。一如往年，在四十届会议期间，也将不时安排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成员国的代表和其它有关政府的代表进行协商，以提供机会就这些事项交流意见。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1 9 8 3年编写的关于第六委员会工作合理化的非正式文件， 

已作为大会文件在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散发，并引起相当广泛的注意。

i



aA〇M3
Chinese
Page 3

8.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继续与国际法委员会保持密切合作，该委员会的第一 

任副主席颂蓬。苏差里库尔博士出席了加德满都会议,并参加了关于委员会在国际 

水道非航行用途和国家管辖豁免权方面的工作的讨论，亚非国家对这两个题目特别 

重视。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决定审查委员会国际水道特别报告员所编的条款草案， 

并从亚非国家的观点来研究国家管辖豁免权的问题。

9.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又与贸易法委员会保持密切合作。贸易法委员会就国 

际商事仲裁制订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已在加德满都会议上加以审查，会中提 

出的一些建议后反映在今年6月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上定稿的示范法。

推动各方更广泛地利用国际•法院

10 .大会在通过1 9 8 2年《和平解决争端马尼拉宣言》时，提请各国注意特 

别是自1 9 7 8年修订法规后国际法院在解决争端方面所提供的便利。大会1974 

年1 1月1 2日第3232(xxix)号决议呼吁各国不断审查可否指明可以利用国际 

法院的案件，并在这方面又提请注意利用国际法院规约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九条所 

规定的分庭的可能性。就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更广泛方面进行合作的问 

题来说，有人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员国的法律顾问于1983年11月召开的 

会议上建议编写一份供其审议的研究报告，探讨经当事各方同意通过妥协可否更广 

泛使用国际法院。因此，编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着重叙述利用国际法院或其分 

庭而不选择特设仲裁法庭的优点。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加德满都会议上批准了该 

研究报告，并决定提交大会，在适当的项目下向联合国会员国散发。

î1.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措施

11.按照其协助各国政府审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合理化和执行情况问题 

的工作方案，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加德满都会议上根据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秘书 

处编写的初步研究报告，审议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的划定问题；以及内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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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公海和在沿海国通行的权利的问题。委员会对联合国秘书长海洋法特别代表办 

事处的合作和援助表示感谢。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又继续协助其成员国政府参与筹 

备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在企事部所作筹备工作有关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编写和 

提出了两份文件，现正按照1 9 8 5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企业都特别委员会 

的会议上所表达的意愿编写第三个文件。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1 9 8 3年5月举 

行的东京会议上，就使用印度洋方面进行经济、科学、技术合作的问题提出倡议， 

又在加德满都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Q.国际法中的和平区概念

12.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工作方案的另一方面涉及在国际法中制订和平区的概念 

念.在加德满都会议上，当尼泊尔提出和平区的建议时，委员会根据秘书处编写的 

初步研究报告审议了这个概念.这一研究报告集中注意联合国为例如大会1967年 

第二十一届会议讨论的消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外国军事基地&问题所作的努力；

1 9 7 1年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决议，联合国关于导致缔结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 

拉丁美洲非核化的努力以及促进在非洲。中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建立地区的努 

力.根据联合国内进行的工作，研究报告的目标在于制订支持这些努力的法律准则 

和原则•

H.难民的地位和待遇

13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 

合作，自1 9 6 4年以来积极参加研究难民法律和难民境况的问题•委员会在这些 

方面的工作导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1 9 6 6年通过曼谷原则和1 9 7 0年的增编. 

在大会通过第3 6 / 3 8号决议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1 9 8 3年东京会议决定再 

次把难民项目列入其议程后，这一现行合作方式重新加强了 •这一会议上的讨论，

为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之间的密切合作铺了路•亚非法律协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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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在加德满都会议上详细审议了“责任分担原则”，并一致同意，通过各国的实 

践，该原则已成为一项人道主义难民法原则•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下一届会议上 

会以适当方式提出这一问题，以确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这方面的特 

别作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又研究国家对难民境况所负的责任问题，自第三十五 

届会议以来，该问题已列入大会议程.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所审议的另一重点与联 

合国为东南亚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有关，就是讨论涉及难民境况的边境安全区的 

法律地位问题•

工.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

14.自1 9 8 0年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以来，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十分注意 

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为此参加了经社理事会、贸发会议、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和工发组织的会议，并提出各种建议供各国政府审议•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 

这方面执行的一个项目是，制订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边协议模式，以促使更多 

的资本和技术流入亚非区域的发展中国家，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加德满都会议上 

确定了关于此题目的建议，并批准了专家小组所定的协议模式.亚非法律协商委员 

会又在拟订一个有关工业部门合办项目的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