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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21日 

提交人：《武器贸易条约》管理委员会 
 

原文：英文  
 

 

《武器贸易条约》 

  第九届缔约国会议 

  日内瓦，2023年8月21日至25日  
 

 
 
 

审议《武器贸易条约》工作方案 

管理委员会提案草案 
 

背景 
 

1. 2022年8月22日至26日举行的《武器贸易条约》第八届缔约国会议责成管理委员会与缔

约国和签署国协商，审议《武器贸易条约》工作方案，并向第九届缔约国会议提交一份提案，

以便作出决定。在执行这项任务时，管理委员会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预见的《武器贸易条约》

普遍加入与实施目标；《武器贸易条约》内部支持流程的优化；预见的财务效率；以及裁军日

程表的状况。 
 

2. 根据第八届缔约国会议的决定，管理委员会拟订了一份背景文件，以支持其内部审议，

并促进与缔约国和签署国以及其他《武器贸易条约》利益攸关方就审议《武器贸易条约》工作

方案的效率这一任务进行协商。该背景文件表明了管理委员会对这项任务的方法，并强调了委

员会在编写提交给第九届缔约国会议审议和决定的提案草案时希望评估的一些要素。  
 

3. 2023年1月31日，委员会的背景文件与2023年2月《武器贸易条约》会议的所有其他文

件一起分发给《武器贸易条约》利益攸关方。2023年2月17日，第九届缔约国会议第一次非正

式筹备会议审议并讨论了该背景文件。在相关议程项目结束时，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主席提到，

委员会将审议收到的关于背景文件的意见和评论，然后拟订初步提案草案（提案），提交给

2023年5月12日的非正式筹备会议。 
 

4. 根据2023年2月17日会议的意见以及委员会对目前的《武器贸易条约》进程节奏、参与

程度和讨论重点的观察，委员会随后编写了一份提案草案，并包括初步建议草案。在委员会成

员于2023年4月5日至4月28日期间主持的关于提案草案的区域协商之后，提案草案于2023年5月

3日分发，供2023年5月12日举行的第九届缔约国会议第二次非正式筹备会议讨论。在介绍提案

草案时，委员会提到，虽然目前的《武器贸易条约》体制框架和进程迄今为止运作良好，并取

得了积极和有益的成果，适合2016/2017年期间所预见的今后情形，但目前的情况，包括条约

成员资格和实施挑战，需要在会议时间、工作方法和讨论主题方面优化当前进程。  
 

5月12日会议主要议题概述 
 

5. 在2023年5月12日的会议上，各代表团针对1月份分发的初步背景文件和2月17日非正式

筹备会议期间对该文件的讨论，审议了管理委员会的提案草案并发表了意见。以下是委员会对

2023年5月12日会议主要议题的总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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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工作的方法 
 

6. 关于审议工作的方法，一些代表团重申，不应轻视这项任务，如果各工作组，特别是有

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作用及其预期成果不明确，可能不宜在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上匆忙作出决定。

有人提出，这项工作的首要考虑因素（基线）应是确定有效实施《条约》所需的条件，特别是

如何履行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和其他工作组的任务。对工作组形式的讨论不宜先于对其职能和

实质性重点的讨论（即“形式从属职能原则”）。《武器贸易条约》进程的任何改革都应主要寻

求支持《条约》的实施以及缔约国会议在这方面确定的优先事项。 
 

工作组结构及工作内容 
 

7. 关于工作组结构和工作内容，一些代表团重申，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需要有一个促进国

家层面实施的全方位方法。还强调工作组不应同时讨论太多主题，应在这方面确定便于管理的

优先事项。 
 

8. 一些代表团呼吁加强工作组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其他代表团则要求澄清工作组的整

合可能性，特别是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与透明度和报告工作组的整合可能性。《武器贸易条约》

秘书处在回应这一问题时指出，提案草案并未提及工作组的整合，但提到要加强工作组之间的

合作并工作结合（参见管理委员会提案草案第 24(b-d)段）。 
 

9. 一些代表团呼吁尽可能讨论《武器贸易条约》框架内不同机构与其他相关国际机构之间

可能的协同作用。 
 

减少（现场）会议（会议轮数和会议次数/时间）以及工作组会议的形式和工作方法 
 

10. 对于《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和缔约国会议筹备会议，大多数发言的代表团支持关于每

个周期举行一次为期最多五天的现场会议的建议。一些代表团表示，只举行一次现场会议可能

会使讨论更有针对性，并使更多的首要专家参与进来（因为代表团只需前往日内瓦一次）。该

建议指出，首要技术专家的参与对于工作组就国家层面实施情况进行有意义讨论至关重要。一

些代表团还提到，将现场会议减少到一次，可能会腾出《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的能力，从而

能为《条约》的国家层面实施提供更多支持。 
 

11. 数个代表团强调，审议工作方案的主要优先事项是确保《武器贸易条约》进程未来的讨

论高效、包容和有效。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是否可能只举行一次现场会议的任何决定都与工作组

会议的形式和工作安排有内在联系，其中包括增加闭会期间的工作（机会）。 
 

12. 在这方面，发言的代表团欢迎管理委员会提案草案第 26 段和第 27(d)段中的建议，即允

许用闭会期间非正式协商补充所提议的单次《武器贸易条约》现场会议。这些协商可采用虚拟

或混合形式，包括纳入感兴趣代表的小组会议和区域会议，并可以加强技术专家的参与。  
 

13. 一些代表团对非正式会议在决策（谁可以召集非正式会议）、规划期限（如何安排非正

式会议的时间）、非正式会议和固定会议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哪些主题和目的召集非正式会

议）、预算支出和多种语言安排（非正式会议是否安排口译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

和问题。这些要素应在管理委员会的提案草案中加以澄清。《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回应了其

中一些问题。对于这方面，秘书处指出，在缔约国会议同意增加新变量之前，《武器贸易条约》

的预算概算目前将保持现状，不会有任何变化。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武器贸易条约》秘书

处将为非正式会议提供支持，包括提供口译服务。在这方面，秘书处在回答问题时确认完全虚

拟会议比混合会议更具成本效益，因为完全虚拟会议只涉及口译费用（如需口译的话）。就第

27(d)段中所设想的非正式协商而言，管理委员会的提案草案让《武器贸易条约》官员可在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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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线中就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选定主题进行闭会期间非正式协商。会议日历和多年期工作计划

仍将显示预定安排的工作组会议，但可以召开非正式会议能提供一定的灵活性，例如，深入探

讨工作组讨论的某些问题。 
 

14. 一些代表团仍对减少（现场）会议表示关切，并提到不应失去目前两次《武器贸易条约》

会议在有效准备大会成果方面的益处。在这方面，非正式会议不宜成为《武器贸易条约》进程

的推动力，只是一种支持机制。他们还指出，如果难点在于时间安排，则可以好好看看会议日

历，并可以考虑在年底举行一次会议。然而，秘书处提出，后者在《武器贸易条约》目前的预

算编制周期内不具财务可行性，可能需要修改《武器贸易条约》财务细则。 
 

15. 虽然大多数代表的发言主要涉及工作组会议，特别是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但有一个代

表团提出了关于非正式筹备会议的问题 — 即这些会议是否可以与工作组会议脱离。不过，管理

委员会提案草案第25段澄清说，为期最多五天的一次现场会议将包括在《武器贸易条约》工作

组会议之后举行的缔约国会议筹备会议。 
 

16. 一个代表团还主张更多地使用《武器贸易条约》网站非公众区内的信息交流平台（透明

度和报告工作组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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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的经修订提案草案 
 

17. 根据2023年5月12日会议提出的意见和管理委员会自己的进一步考虑，管理委员会谨提

出以下经修订提案草案。 
 

以实际《条约》执行为中心 
 

18. 为切实协助缔约国有效履行《条约》义务，国家层面的实际《条约》执行问题必须成为

《武器贸易条约》工作方案的核心。在这方面，讨论的内容和类型应从目前的模式转向切实可

行的条约执行措施，并就各国的实施案例和经验进行交流。  
 

工作组结构及工作内容 
  

19. 为便于确定实际《条约》执行工作的优先次序，工作组内的讨论应侧重于缔约国的国家

一级执行工作，包括成功和挑战，以及《条约》第1条（目标和宗旨）所设想的《条约》产生

的实际影响。为了保持这种《武器贸易条约》讨论方法，并在缔约国之间开展国际合作和援助，

应重新审议《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的结构和工作内容，并将重点放在以下方面： 
 

a. 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应通过一个更全面的议程/任务，以便渐进讨论缔约国的执行工作，

并将各国的做法付诸实践。为简化工作组正在进行的实际执行工作，并强调《条约》各

条款在实践中的相互联系，应按照《条约》执行的一般阶段/环节安排工作组的讨论主题。

同时，工作组还应为缔约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空间，以便他们能酌情提出任何当前

的执行问题供讨论。  
 

b. 透明度和报告工作组可以保留目前的讨论主题，但要合理分配时间，并与有效执行条约

工作组建立对接。为此，预计该工作组将在透明度和报告方面为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

讨论提供信息，以强调透明度和报告是《条约》执行工作的重要特征。第九届缔约国会

议之后，该工作组将探讨是否可能使其工作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主流工作相结合。  
 

c. 在其就条约普遍加入提议的经协调务实方法的语境下，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预计将在条

约普遍加入问题及相关方面为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讨论提供信息。虽然认识到《条约》

的普遍加入本身并不属于《条约》的执行，但应该指出《条约》执行支助安排可影响

《条约》的批准和加入。有鉴于此，作为目前关于加强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的讨论之一，

该工作组将探讨是否可能使其工作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主流工作相结合。 
 

d.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性质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不同。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并非旨在讨论

各国（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执行《条约》，而是分享有关涉嫌或已侦获的具体转用案件

的业务信息。在这方面，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工作仍将与重组后的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

的工作相辅相成。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职权范围还涉及该论坛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之

间的关系，以便该论坛主席向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口头介绍该论坛会议的主要趋势和一

般经验教训，以及可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政策讨论中获益的一般事项（第22条）。

第十届缔约国会议已计划将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及其有用性进行审议。通过这次审议，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工作可以进一步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主流工作相结合。 
 

《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和缔约国会议筹备会议次数  
 

20. 《武器贸易条约》在成员资格、执行挑战、繁重的裁军日程表、代表团能力限制以及

《武器贸易条约》讨论的预期严谨性等方面的运作现状，促使要将《武器贸易条约》每个缔约

国会议周期的会议次数合理化。在此背景下，管理委员会试行以下建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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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个周期举行一次现场《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会议，为期不超过四天，并有直播选项；

以及  
 

b. 每个周期举行一次现场缔约国会议筹备会议，为期不超过两天，并有直播选项。为避免

重复，此会议应与《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会议脱钩/分离。 
 

21. 《武器贸易条约》会议的两次现场会议将具有内在的灵活性，以便： 
 

a. 缔约国会议主席在考虑裁军日程表和其他与联合国有关的主要活动后，设定《武器贸易

条约》会议日期。 
 

b. 缔约国会议主席与相关《武器贸易条约》官员和《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协商，确定适

合讨论议程的会议天数和时间。 
 

c. 融合《武器贸易条约》各附属机构的工作条线，以提高效率和成果。 
 

d. 消除重复劳动，避免重复讨论。  
 

22. 为使各方能够以包容、协作、高效且广泛的方式参与《武器贸易条约》的讨论，可在必

要时，可通过闭会期间非正式协商对拟议的两次《武器贸易条约》会议进行补充，其中可包括

有兴趣代表的小组会议和区域会议。在这方面，闭会期间的非正式协商应酌情通过虚拟方式或

利用《武器贸易条约》网站非公众区的信息交流平台进行。  
 

23. 拟议的两次《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会议和缔约国会议筹备会议预计将带来以下优势： 
 

a. 内置灵活性，以适应形势、《武器贸易条约》优先事项、讨论主题和参与程度的变化。  
 

b. 及时分发会议文件  
 

c. 各代表团可以自己灵活支配时间，为会议做好充分准备，并鼓励（更多）参与条约实际

执行的首要专家出席会议，特别是《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会议。  
 

d. 《武器贸易条约》官员可以酌情以虚拟方式和/或通过信息交流平台进行闭会期间非正式

协商。 
 

e. 提升资源分配和利用的效率。 
 

结论 
 

24. 管理委员会更普遍地认为，关于审议《武器贸易条约》工作方案的提案草案并不构成关

于这一主题的最终产品。相反，这仍然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应在今后的时期内根据在实施这

一《武器贸易条约》工作方案模式中获得的实际经验进一步调整、完善和审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