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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庙会议 

议程项目113 

起草一项反对劫持人质 

的国际公约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恩赫赛罕（蒙古） 

1.标题为"起草一项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是在德意志联邦共 

^国要求下列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议程的（A/3iy242)。 在那庙会议上，大 

会以其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7103号决议, 

决定设立一个关于起草一项反对劫持人质亩m际公约特设委员会》并请特设委员会 

尽早起草一项反对劫持AM的国际公约，向大会提出报告，同时作出一切努力及时 

提出一份公约草案以供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 

2.特设委员会'在纽约举行了一九七七年度的会议，并向大会第三十二 

届会议提出报告。 2在那庙会议上，大会裉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一九七七 

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2/148号决议，其中决定特设委员会既然未能在规定的期 

间内完成其任务，就依照第31/103号决议继续其工作。 

' 特设委员会由下列3 5个会员国组成：阿尔及利亚、巴巴多^、保加利亚、白 

俄罗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IS、加拿大、智利、民主也门、丹煑、埃及、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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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设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了一九七八年度的会议 s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庙会议 

提出了报告 5
a在那庙会议上，大会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一九七八# 

一月二十九日笫33/19号决议，其中决定将特设委员会的任务予以延长。 

4。 特设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了一九七九年度会议，并向大会笫三十四庙会议 

提出报告 4。 该报告载有委员会建议大会进一步审议^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 

公约草案 5。 

5。 大会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三十四庙会议第四庙全体会议上决定将 

该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六委员会。 

6。 第六委员会在其九月二十六日笫三次会议上同意由特设委员会编制的公约 

草案，在第六委员会内初步审议之后，转交一个工作组，由该组逐条审查，并在 

1 (续前） 

德意志联邦共^国、几内亚、伊朗、、意大利、日本、约瓦肯尼亚、茱索对可拉 

伯利比亚民众囿、墨西哥、荷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菲律宾、波兰、索马里 

苏里南、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联盟（苏联）力: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委内瑞 

拉^南.斯拉夫C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9号》（Ay/ 32/39)。 

5
《同上，笫三十三庙会议，补编第3 9 》 （ A / 3 " 3 9 ^ Corr。 1)。 

4
《同上，第三十四庙会议，补编第3 9》（八/ 3 4 / 3 9 )。 

5 《同上，第四节》。 



稍后一个阶段向第六委员会提出报告。 

7。 第六委员会在同一天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决定这个工作组将由特设委员会 

的成员国组成/但有一项了解，即其成员应当是开放的。 

8。 第六委员会在^二十六日^十月八至+—日举行的第四次^第十二至十五 

次会议上对公约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参看A/C。 6y"34/SR。 4 ^ 12-15 )。 

9。 第六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五十三次会i义上根据工作组的报告继续审 

议该项目（ V C。 6734/1。 12)。 这份报告是工作组主席―报告员，克劳^ 。 

策恩特纳先生（镙意志联邦共湘国）提出的，他说明并觯释了工作组对特设委员会 

编制的草案所作的更良 他还提请委员会注意序盲都份笫三^第四段的新案文 

(A/C。 6734/工。14 ),这一新案文是在工作组的工作完成后进行的非正式协 

商的成果（参看AZC。 凡 5 3 , 第 1 4 一 4 0段）。 

10。 在同次会议上，第六委员会主席出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囯际组织的代 

表收到的关于工作组编制的公约草案的一封信的内容,通知委员会。 

11。 后来，由报告员担任主席的一个由若干代表团组成的非正式小组进行了编 

辑上的审査，随后，对工作组的报告印发了一系列的更正（k/C, 6 / 3 4 ^。 1 2 / 

C o r r 。 2 (只有RI拉伯文本），C。rr。 3(只有中文本），Corr. 4(只有英文 

本），Cor:r。 5(只有法文本），Corr' 6 ( 只 有 俄 文 本 ） * C 0 r r . 7(只有西班 

牙文本）），以期消除各种语文本之间比较次要的矛盾^差异。 

12。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七日举行的第五十三、五十六，五十八，五十九, 

六十一^六十二次会议上，就工作组的报告曾有多次发言（参看A/C：。 6y34/SR。 

53, 56, 58， 59, 61禾口 62)。 

13。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笫六十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PB代表，以该 

6 参看上面脚注1。 



国代表团的名义提出了 —项决议草案（ A Z C。 6Z34XL。 23 )，并以反对劫持人质 

国际公约的最后草案为其附件（A/C。 6Z34Xi。 23/A(id。 1 )fl 

1 4 .委员会在十二月七日笫六十二次会议该决议草案及其附件进行表决如下： 7 

草案第9条以1 0 3票对1 0票，4票弃权通过； 

赞成:阿富汗、尔及利亚、安哥拉、^根庭、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不丹、巴西、缅甸、布隆迪、加拿大、中非共勒国、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澌达黎加、塞浦路期、民主也门、丹羑、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 

联邦共^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冰岛、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 

科威特、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期加 

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生尼日尔～尼日利 

亚、揶威、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 

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阿椬伯叙 

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达矛口多巴哥、突尼期、土耳其、乌干达、拉伯联 

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羑隆联合共^国、坦桑尼亚联合共^ 

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椬、也门、南斯控夫、礼伊尔、赞 

比 

以色列和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说他们不参加表决,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 

^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0. 

弃权;博茨瓦纳、刚果、罗马尼亚、越南。 

15. 厄瓜多尔、.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马里和中国代表在 

表决前，波兰、荷兰、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智利、保加利亚、古巴、博茨瓦纳和哥伦比亚代表在表决后曾发言解释投票。 

以色列代表曾就上述决定发言。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6.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大会， 

考虑到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有助于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一和第二条所揭示的 

宗旨和原则， 

注意到有必要在联合国主持下締结一项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103号决议，其中设立反对劫持人质国 

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并要求它尽早草拟一项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2/14 8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33/1 9号决议， 

审议了特设委员会按照上述各项决议编写的公约草案， 8 

通过《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或加入；公约全文 

列为本决议附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9号》（A/34/39),第四节。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本公约各締约国， 

铭记着《联合国宪章》中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与合 

作的宗旨及原则， 

特别认识到人人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 

规定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重申《联合国宪章》和《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 

原则宣言》以及大会其他有关决议所阐明的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 

考虑到劫持人质是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罪行,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任何 

犯劫持人质罪行者必须予以起诉或引渡， 

深信迫切需要在各国之间发展国际合作，制订和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作为国 

际恐怖主义的表现的一切劫持人质行为，并对犯有此项罪行者予以起诉和惩罚， 

已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1.任何人如劫持或扣押另一个人并以杀死、伤害或继续扣押为威胁（以 

下称"人质"），以强迫第三方，即某个国家、某个国际政府间组织、某个自 

然人或法人或某一群人，作或不作某种行为，作为释放人质的明示或暗示条件, 

即为犯本公约意义范围内的劫持人质罪行。 

2 ‧任何人 

(a) 图谋劫持人质，或 

(b) 与实行或图谋劫持人质者同谋而参与其事， 

也同样犯有本公约意义下的罪行。 



第二条 

每一締约国应按照第一条所称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 

第三条 

1 . 罪犯在其领土内劫持人质的締约国应采取它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 

以期缓和人质的处境，特别是设法使人质获得释放，并于人质获释后，如有必 

要，便利 A M离开。 

2 . 如締约国已将罪犯因劫持人质而获得的物品收管，该締约国应尽快将 

该物品归还人质本人或第一条所称第三方，或归还其适当当局。 

第四条 

各締约国应合作防止第一条所称罪行，特别是： 

(a) 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防止为在其领土内外进行此等犯罪 

行为而在其领土内所作的准备，包括禁止鼓励、扇动、筹划或参与劫持人 

质行为的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其领土内从事非法活动的措施； 

(b) 交换情报并协同采取行政和其他适当措施，以防止此等罪行的发 

生。 

第五条 

1 .每一締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立该国对第一条所称任何罪行的管 

辖权， 

如果犯罪行为是： 

(a) 发生在该国领土内或在该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 

(b) 该国任何一个国民所犯的罪行，或该国认为适当时，经常居住于 

其领土的无国笈人所犯的罪行， 



(c) 为了强迫该国作或不作某种行为， 

(d) 以该国国民为人质，而该国认为适当时。 

2 . 每一締约国于嫌疑犯在本国领土内，而不将该嫌疑犯引渡至本条第1 

款所指的任何国家时，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对第T条所称的罪行确立其管辖仏 

3 . 本公约不排除按照国内法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仏 

第六条 -

1 . 嫌疑犯在其领土内的任何締约国，当判明情况有此需要时，应按照该 

国法律，在进行刑事诉讼或引渡程序所需要的时间内扣留该人或采取其他措施, 

以保证其留在该国境内。该締约国应立即进行初步调査，以查明事实。 

2 . 本条第1款所指的扣留或其他措施，应立即直接通知或经由联合囯秘 

书长通知： 

(a) 犯罪地国家； 

(b) 被强迫或被图谋强迫的国家； 

(c) 被强迫或被图谋强迫的自然人或法人为该国国民的国家； 

(d) 人质为该国国民的国家，或人质在该国领土内经常居住的国家； 

(e) 嫌疑犯为该国国民的国家，如为无国t人时，嫌疑犯在该国领土 

内经常居住的国家； 

( f ) 被强迫或被图谋强迫的国际政府间组织； 

ië)其他任何有关国 

3 .对其采取本条第1款所指措施的任何人有权： 

( a )毫不迟延地与最近的本国或有权与其建立联系的国家的适当代表 

取得联系，如为无国复人时，则与其经常居住地国家的适当代表 

取得联系； 

由该国代表前往探I 



4.本条第3款所指权利的行使，应符合嫌疑犯所在国的法律规章，但以 

这些法律规章能充分实现本条第3款给予这种权利的原定目的为I 

5 .本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不得妨碍依第五条第1款0>)项规定有管辖 

权的任何締约国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嫌疑犯建立联系和前往探视的权利。 

6.进行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初步调査的国家，应尽速将调査结果通知本 

条第2款所指的国家或组织，并说明它是否有意行使管辖札 

第七条 

对嫌疑犯提起公诉的締约国，应按照其法律将诉讼的最后结果通知联合国 

秘书"feo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此项资料转送其他有关国家和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 

. 第八条 

1. 领土内发现嫌疑犯的締约国，如不将该人引渡，应毫无例外地而且不 

论罪行是否在其领土内发生，通过该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将案件送交该国主管 

机关，以便提起公诉。此等机关应按该国法律处理任何普通严重罪行案件的 

方式作出判决。 

2 . 任何人因第一条所称任何罪行而被起诉时，应保证他在诉讼的所有阶 

段受到公平待迂，包括享有他所在地国家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保障。 

第九条 

1 .依照本公约提出引渡某一嫌疑犯的要求不得予以同意，如果收到此项 

要求的締约国有充分理由相信： 

(a)以第一条所称罪行为理由而提出引渡要求，但目的在于因某一人 

的种族、宗教、国笈、民族根沅或政治见解而予以起诉或惩罚； 

或 



Cb)该人的处境可能因以下理由而受损害： 

H本款(a)项所述的任何理由，或 

(=)有权行使保护权利的国家的适当机关无法与其联系。 

2.关于本公约所述的罪行，凡在适用于締约国间的所有引渡条约和办法 

中与本公约不相容的各项规定，在各締约国之间均被修改。 

第十条 

1 .第一条所称各项罪行，均应视为締约国间现有任何引渡条约已经列为 

可以引渡的罪行。各締约国承诺在以后彼此间締结的所有引渡条约中将此种 

罪行列为可以引渡的罪行。 

2.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收到尚未与该締约国订立引渡条 

约的另一締约国的引渡要求，被请求国得自行决定将本公约视为就第一条所称 

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引渡应依照被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条件进行。 

3 .不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各締约国应承认第一条所称罪行为彼此之 

间可以引渡的罪行，但须符合被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 

4.为了締约国间引渡的目的，第一条所称罪行应视为不仅发生在实际发. 

生地，而且也发生在按照第五条第1款的规定须确立其管辖权的国家的领土内。 

第十一条 

1 .各締约国对就第一条所称罪行提起的刑事诉讼应互相给予最大限度的 

协助，包括提供它们掌握的为诉讼程序所需的一切证据。 

2 .本条第1款的规定不应影响任何其他条约中关于互相提供司法协助的 

义务。 



第十二条 

在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各项公约或这些公约的附加议定书 

可以适用于某一劫持人质行为，并且本公约締约国受各该项公约约束，有责任 

起诉或交出劫持人质者的情况下，本公约不适用于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各项公约 

及其议定书中所称的武装冲突中所进行的劫持人质行为，包括一九七七年第一 

号附加议定书第一条第4款所提到的武装冲突——即各国人民为行使《联合国 

宪章》和《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妤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所 

阐明的自决权利而进行的反抗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以及反抗种族主义政权的武 

装冲突。 

第十三条 

如果罪行仅发生在一个国家内，而人质和嫌疑犯都是该国国民，且嫌疑犯 

也是在该国领土内被发现的，本公约即不适用。 

第十四条 ' 

本公约任何规定均不得觯释为可以违背《联合国宪章》，侵害一国的领土 

完整或政治独立。 

第十五条 

本公约的条款不应影响本公约通过之日已经生效的各项庇护条约在各该条 

约締约国间的适用；但本公约締约国不得对并非此等庇护条约締约国的本公约 

另一締约国援用此等庇护条约。 

第十六条 

1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締约国之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方面的任何争 

端，如不能谈判解决，经締约国一方要求，应交付仲裁。如果自要求仲裁之 



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各方不能就仲裁的组织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得依照《国际 

法院规约》提出请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审理。 

2 . 每一国家在签署或批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得声明该国不受本条 

笫1款的约束。其他締约国对于作出这项保留的任何締约国，也不受本条第 

1款的约束。 

3 . 依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约国，得随时通知联合国秘 

书长撤回该项保留。 

第十七条 

1 ‧本公约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给所 

有国家签字。 

2 .本公约须经批&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本公约开放给任何国家加人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 " f e e 

第十八条 

1 .本公约应自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眹合国秘书长之后第三十天 

开 始 生 I 

2 .对于在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每一国 

家，本公约应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天对该国开始生效。 

第十九条 

1 .任何締约国得用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2.在联合国秘书长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退出即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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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公约原本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 

和西班牙文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公约的正式副本分送 

所有国 

本公约于 在纽约开放签字，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 

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