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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5日至 22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公约》的实施情况 

  第七条：备选执行办法和有关闭会期间工作的提议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 

 一. 导言 

1.  根据《公约》第七条，缔约国承诺在由于公约遭受违反而使任何缔约国“面
临危险”的情况下“提供援助或支持这种援助”。但是，1968 年至 1971 年进行
的原公约谈判以及在后来的审查会议上所作的任何《最后宣言》都没有对“面临

危险”一词的含义提供明确解释。谈判记录表明，“援助”指的是应要求提供医

疗或救济援助。第六次审查会议《最后宣言》就这一主题作了几项声明(附件载
列了此处讨论的相关实例)，为进一步审议和行动提供了依据。2010 年的闭会期
间会议讨论了在指称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情况下提供援助和与相关组织协调的

问题，但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在实践中如何实施第七条的问题。因此，第七次审查

会议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便就需要或可能需要采取的行动达成一致意见提供

了可能性。联合王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行动。本说明提出了一些问题，可在审查

会议上讨论，并供今后就这一主题开展工作。 

 二. 第七条 

2.  第七条案文的主要限制在于：各缔约国承诺，只有在安全理事会断定由于公
约遭受违反而使某缔约国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才向请求援助的该缔约国提供援助

或支持这种援助。上文指出，“面临危险”一词既无定义，也无共识；因此，援

助有可能因理事会需研究案情而遭到延误。我们无法肯定或担保能够得到快速答

复，尤其是如果可能难以按证据明确表明一项事件应归咎于自然还是人为原因。

虽然《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谈判者设想各国要采取的行动，但恐怖分子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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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属于第七条的范畴，这一点是明确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确定可疑的疾病暴发

事件的来源。的确，各缔约国曾表示愿意在发生非缔约国的任何人将生物剂或毒

素作为武器时向受害缔约国提供援助或支持这种援助(第六次审查会议《最后宣
言》，第 38段)。 

3.  因此，审查会议或后续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审议哪些情况符合“面临危险”的
标准。《化学武器公约》中的类似条款――第十条第 8 款提供了一些概念，缔约
国可将这些概念作为共识予以接受；例如： 

“‘面临危险’意味着发生以下使用或威胁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情况： 

(a) 任何国家或其他实体已对某缔约国使用了生物或毒素武器； 

(b) 某缔约国面临任何国家或其他实体进行第一条禁止缔约国进行的行
动或活动的威胁” 

 三. 现实方面 

4.  讨论有关执行第七条的切实问题需要认真审议卫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能
充任主要应对机构资格，以及需要何种进一步的援助，以提升这些机构的能力，

而不是单纯地在《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背景下重复劳动。卫生组织的全球警

报和反应活动以及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旨在检测、核实和扼制流行病。在发

生故意释放生物剂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扼制疾病至关重要。

我们也需要考虑目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开展的同类活动。此外，因为

确认一项疾病爆发事件源于人为还是自然原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首要事项

应该是作出快速和有效的反应，以核实和应对疾病爆发对公众健康、动物健康或

农业造成的影响。该工作不得因难以确定疾病爆发的原因而受到延误。卫生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或粮农组织可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问题期间采取行动，甚

至可在向安理会提交该问题之前实施行动，因为不论事件的原因如何，优先事项

在于应对事件的影响。我们绝不能建立一种干扰这类行动或阻止这类行动实施的

制度，第六次审查会议《最后宣言》第 33段明确承认这一点。 

 四. 与第十条的联系 

5.  能力建设是卫生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这一背景
下，更有效地监测、检测、诊断和减缓传染病疫情高为抵御恶意使用或威胁使用

生物剂和毒素提供了重要手段。因此，与第十条相关、旨在进一步促进国家和区

域能力的努力，包括在“全球伙伴关系”框架下开展的工作及其他举措，也有助

于促进第七条。因此，在今后讨论合作问题的闭会期间工作方案时同时审议这两

项条款是有道理的。联合王国支持将这一事项作为今后工作方案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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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化学武器公约》第十条：一种可能的样板？ 

6.  很明显，执行支助股当前的构成方式使之无法成为应急援助渠道，因为该机
构不具备能够管理和分发防护设备、洗消剂以及制定医学对策的工作人员或设

施，无法发挥《化学武器公约》第十条第 7 款中设想的技术秘书处的作用。但
是，可设想由执行支助股管理一个自愿援助基金，其作用与《化学武器公约》第

十条所指基金类似。也许还可以由执行支助股维护一个登记册，对有能力和愿意

提供援助的缔约国以及它们能够提供的援助类型进行记录。 

7.  我们还可以考虑对《化学武器公约》第十条的另一条款进行调整。1 这一点
指的是，我们可能参照第 6款注意到，尽管存在第七条，但仍可以鼓励缔约国就
紧急获得援助问题与其他缔约国缔结单独协定。 

8.  然而，如果以《化学武器公约》的条款作为样板，我们需要考虑一项独特的
差异，即这并不是化学武器的影响产生的自然结果(有一些自然原因导致的疾病
爆发事件很难与生物武器袭击事件区分开来)。因此，《化学武器公约》的条款
不必考虑当前处理化学武器影响问题的国际组织和网络。 

 六. 外部专家――学术界、行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
作用 

9.  正如过去的闭会期间会议一样，接纳政府间组织或国际非政府组织、行业、
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与会议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独立的工作组领导人员

可根据讨论的专题，以及在外部贡献和专门知识较为重要的情况下，决定邀请哪

些参与者。但是，一些代表团可能不愿意参与所有这类会议。因此，除非按照议

程中讨论的专题另作决定，否则会议应不限人数，以此作为一般规范。 

 七. 结论 

10.  第七次审查会议本身有可能对第七条的诠释达成像以上第 3 段所讨论的那
种共识，除此之外，有关赋予第七条实际效力的复杂问题还可能需要在新的闭会

期间工作方案中得到更为详细的审议，这一点似乎很明显。对于卫生组织、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目前从事和计划开展的活动可能在满足涉及第七条援助

的要求方面发挥何种作用进行探讨显然是一种要务。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简化援

助程序的现实手段，应考虑当前政府间组织的活动和网络，审查与这类组织合作

的最佳方式，以便提升能力，在现实中提供最佳反应。新的闭会期间工作方案可

将这一问题与对第十条相关问题的审议结合起来。 

 

  

 1 这正是 2001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议定书》草案采纳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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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六次审查会议《最后宣言》关于第七条的声明 2 

“33.  会议注意到有这样的愿望：援助请求一旦提出，就应予迅速考虑，并作
出适当回应。在这方面，如果缔约国接到请求，在安全理事会审议一项决定之

前，它们可及时提供紧急援助。 

34.  会议认为，本条款一经援引，联合国就可以在缔约国以及诸如世界卫生组
织(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
际植物保护公约等有关政府间组织的帮助下，在提供援助方面发挥协调作用。 

35.  会议指出，缔约国在国内进行的准备活动有助于加强国际上应对、调查和
缓解疾病爆发的能力，包括那些据称使用生物武器或毒素武器所导致的疾病爆

发。 

36.  会议注意到以下建议：缔约国可能需要详细讨论援助的程序，以便在一旦
发生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情况时，确保缔约国在收到请求时及时提供紧急援

助。 

37.  会议确认，缔约国保证提供或支持援助请求援助的任何缔约国，条件是安
全理事会认定，由于发生了违反《公约》的事项，该缔约国面临危险。 

38.  会议注意到缔约国愿意酌情提供或支持援助请求援助的任何缔约国，如果
该缔约国由于不是缔约国的任何人将细菌(生物)剂和毒素用作武器而面临危险或
损害。” 

 

     
 

  

 2 BWC/CONF.VI/6, 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