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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31 日 

发布：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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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草案 

加强《武器贸易条约》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的工作 
                  

 

1. 自《武器贸易条约》于 2014 年 12 月生效以来，支持普遍加入条约一直是缔约国会议主席的一项

长期任务。《武器贸易条约》第三届缔约国会议正式成立了“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由现任和前

任缔约国会议主席担任联席主席。  
 

2. 自那时起，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联席主席协调了为促进《武器贸易条约》，以扩大《武器贸易条

约》缔约国数量所做的工作。目前，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根据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来指导普遍加入

条约工作的重点，而没有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推进条约的普遍加入。因此，由于每个缔约

国会议主席国仅有两年的时间来进行普遍加入工作，故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的工作基于短期视角。 
 

3. 目前的评估表明，要批准或加入本条约的国家进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批准或加入条约所需时间

的长短因各国的特定国情而异。那些可以从支持其国内《武器贸易条约》批准或加入进程的援助

中受益的国家往往表示需要具体适合自身的方法。由于目前《武器贸易条约》内部各机构之间缺

乏更好的协调，因此无法按需提供支持。 
 

4. 第八届缔约国会议要求德国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开展工作，并根据以下要素向第九届缔约国会议提

出建议： 
 

a. 中期规划和协调 

b. 分步法 

c. 区域引领者 

d. 需求驱动与支持导向 

e. 协调《武器贸易条约》内部的工作 

f. 与其他实体的协调 
 

5. 本文件试图解读这些要素，为第九届缔约国会议准备建议，并为《条约》普遍加入的经修订进程

中的工作分配提供了第一个提案。这将在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之前的闭会期间讨论中得到进一步发

展。  
 

6. 本文件的所有要素均相互关联，并且相互依存。虽然不存在严格的顺序，但由于多年期方法是其

他讨论要素的基础，因此需要首先核可向多年期方法的转变。 
 

 供进一步讨论的要素（根据第八届缔约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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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规划和协调 
 

状况  

近期经验表明，各缔约国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加入条约所需的国家政治

进程。为了在整个进程中建立和保持向各缔约国提供支持的连续性，制定一个

中期或长期工作计划将是有益的，这将使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能够在一个较长

的时期内为各缔约国批准或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进程提供持续的支持。 
 

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挑战，因此要在这一阶段支持各缔约国，需要更

多关于国家批准/加入进程状况的信息，包括国家决策进程中的潜在挑战。借助

这些信息，就有可能提供符合国情的个别协助。 
 

建议  

缔约国会议核可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提出的以多年期形式开展条约普遍加入工

作的方法。 
 

背后的理论

依据 

 

虽然重点区域的年度轮换在本《条约》的最初几年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今天

的现实表明，加入的进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具体关注。因此，一个更有针对性

和更具战略方向的方法将有利于把普遍加入工作引向《武器贸易条约》参与度

较低的地区。借助这种方法，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将能更好地就普遍加入工作

的重点区域向后续的缔约国会议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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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法 
 

状况  

为了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应考虑制定一个有以下侧

重点的结构化、分步骤方法：  
 

1. 表明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本《条约》的签署国，  

2. 可能在未来几年加入本《条约》的签署国，以及  

3. 倾向于在未来几年内签署/加入本《条约》的其他国家；以及  

4. 此后的所有其他国家。  
 

与各国有关的信息将以敏感的方式进行管理，不对公众开放讨论。  
 

建议  

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应将其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签署国上，因为它们已经表

现出对本《条约》的政治承诺，同时对其他对条约感兴趣的国家保持开放

和欢迎的态度。 
 

背后的理论依据  

由于本《条约》的普遍加入被证明不像最初几年那般容易，因此，重点关

注一小部分国家的做法，可以实现更好的支持，最终更有可能取得积极的

成果。这也将使《武器贸易条约》内部的现有资源得到最佳的集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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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引领者 
 

状况  

考虑批准或加入本《条约》的国家在启动所需的必要步骤时往往需要一些

支持。要从各自区域内提供支持，区域路线图或方法可能有助于促进在同

一区域范围内运作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虽然不属于本《条约》的初

始范围，但《武器贸易条约》通过缔约国会议主席并在《武器贸易条约》

秘书处的支持下，可能会寻求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新的或加强现有的

联系，以酌情改善活动和方案的协调。 
 

除了这些现有的工作条线之外，还应该考虑建立一个“区域引领者”方案。

建议《武器贸易条约》副主席在各自的地区发挥这一作用，以及缔约国在

自愿的基础上担任“区域引领者”。这可实现两个目的：  
 

1. 支持缔约国会议主席的普遍加入工作，以及 

2. 使感兴趣的缔约国能够与同一地区仍处于加入《条约》早期阶段的国

家分享有关其本国批准/加入《武器贸易条约》进程的经验。 
 

建议  

秘书处应与国家联络点接触，探讨相关国家担任“区域引领者”的可能性，

并定期向缔约国会议通报与区域组织的联系情况及它们对普遍加入工作的

可能贡献。 
  

背后的理论依据  

区域组织过去曾通过其既定的网络支持普遍加入工作，并继续这样做。他

们与各国议员和政府的接触为本《条约》创造了必要的内部支持和认识。

此外，在各自区域内分享信息或经验的机会可能对那些犹豫是否加入的国

家产生积极影响。在这一既定途径之外，建立一个缔约国网络来担任“区域

引领者”可能非常有益。由于同一个地区内的国家可能面临同样的挑战，直

接交流似乎能合乎逻辑地产生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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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驱动与支持导向 
 

  

迄今为止，只有自愿信托基金和《武器贸易条约》赞助方案作为内部支持机

制（除其他外）协助各缔约国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工作。然而，这些方

案只有在一个国家申请了资金之后才能提供支持。参加会议的项目资金和赞

助申请需要由各缔约国提交，但有时各缔约国所获的关于可申请方案或方案

甄选顺序的信息有限。  
 

借助对国家进程更为扎实的了解，也许可以反转这种做法，提供有针对性的

援助，直接满足各国的个别需求，并考虑到具体国情。通过这种方式，普遍

加入条约工作组可以支持协调成熟协助机构的工作，避免重复投入。 
 

建议  

《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向寻求利用《武器贸易条约》内部支持机制（自愿

信托基金和赞助方案）的国家提供咨询，以推进其加入条约的工作。  

作为补充，还应该对有关感兴趣的国家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做法，以便向它

们提供关于可申请方案及其甄选顺序的建议。 
 

背后的理论依据  

通过过去的自愿信托基金周期获得的经验揭示出支持加入和执行本《条约》

的活动及其甄选顺序的规律。这将使《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能够采取更积

极的方式，在签署国首次申请自愿信托基金项目资金之前为其提供指导。已

有关于完成上述申请的必要行政培训。 
  

 
 

协调《武器贸易条约》内部的工作 
 

状况  

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需要决定支持各拟定方法所需的信息，然后盘点《武器

贸易条约》及其附属机构内现有的信息。改善现有信息的汇编、协调和传

播，将加强《武器贸易条约》框架内的合作，避免重复工作。 
 

建议 缔约国会议应留意此方法。  
 

背后的理论依据  

汇编现有的数据将使普遍加入条约工作组能够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与各缔约

国接触。  
 

 
 

与其他实体的合作 
 

状况  

在国家和地区层级运作的各种实体支持《条约》的普遍加入和实施。  
 

在《武器贸易条约》的范围之外，亦有一些实体在同一地区，有时是在同一

个国家，从事其他具有类似任务的项目。在与国际组织或民间社会的成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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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础上，尽可能地交流数据或信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数据库来支持上述

定制方法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将是有益的。 
 

建议  

缔约国会议主席应在《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的帮助下，与有能力支持本

《条约》普遍加入的利益攸关方建立定期交流，探讨在既定任务和不产生财

政义务的情况下建立或加强合作的可能途径。 
 

背后的理论依据  

民间社会通过在国家和地区层级的成熟联系和有针对性的活动为普遍加入工

作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提高对本《条约》的普遍认识，制定政

策，实施立法程序，以及在加入过程中和之后的其他支持。这一经验可以加

强普遍加入工作，避免重复劳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