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关于“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委员会二

读通过了跨界含水层法序言部分和一套共 19条的

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并根据其《章程》第 23条，建

议采取分两步走的处理办法，即由大会：(a) 注意

到拟附在其决议后的条款草案，并建议有关国家根

据条款草案所载原则作出适当的双边和区域安排，

妥善管理跨界含水层；(b) 在稍后阶段考虑在条款

草案的基础上制订一项公约。由于在就第二步作出

决定之前尚有一段时间，委员会决定暂不拟订一条

关于这些条款草案与其他国际文书之间关系的条文

草案，也暂不拟订一条关于解决争端的条文草案，

后一条文只有在第二步开始后才会有必要。

13．在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A/CN. 4 / 591 )，其中包

含由 20条草案组成的一套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

并收到各国政府就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提出的评论

和意见 (A/CN.4 /595和 Add.1 )。由于采取了两步走

的处理办法，委员会认为处理与其他协定的关系和

解决争端等问题为时尚早 ( 见第四章 )。

14．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委

员会一读暂时通过了一套包含 18个条文的条款草

案及其评注和一个附件 ( 列出了各类条约，条约事

项本身含有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全部或部分施

行的含义 )，并决定根据其《章程》第16条至21条，

将这些条款草案通过秘书长转达给各国政府，请其

发表评论和意见，还请各国在 2010年 1月 1日前将

其评论和意见提交秘书长。条款草案适用于至少有

一个缔约国是武装冲突当事方的情况，不论武装冲

突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并以条约关系连续

性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武装冲突的爆发并非必然终

止或中止条约的施行，并阐述了与此相关的各种后

果。

15．在本届会议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A/CN. 4 / 589 )，这一报

告处理了因武装冲突而中止或终止条约的程序问

题。在审议此报告时还讨论了自 2007年起开始工

作的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工作组的工作。工作

组将完成的剩余条款草案提交给了起草委员会 (A/
CN.4 /L.726 )( 见第五章 )。

16．关于“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委员会通过

了 23条准则草案，涉及提出和撤回对保留的接受

和反对以及关于接受保留的程序。

17．在本届会议审议这些准则草案时，委员会

在特别报告员关于新的准则草案2 . 1 . 9 ( 阐明理由 )
的说明文件 5 和2007年提交起草委员会的第十一次

报告 6 和第十二次报告 7 所载的准则草案基础上开

展了工作。

18．委员会还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关于对解释性

声明的反应的第十三次报告 (A/CN. 4 / 600 )，并将

关于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的 10条准则草案提交给

了起草委员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涉及有条件的解释

性声明与保留的关系，以及沉默作为对解释性声明

的反应的效力 ( 见第六章 )。

19．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委员会暂

时通过了关于援引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问题的八条

草案及其评注，这些条文草案构成关于国际组织国

际责任的履行的第三部分的第一章。委员会还注意

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七条草案，这些条文草案

涉及反措施并构成关于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的履行的

第三部分的第二章 (A/CN. 4 / L. 725 /Add. 1 )。这些

5 《200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86
号文件。

6 《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74
号文件。

7 《200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8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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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草案连同其评注，将由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审

议。

20．在本届会议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A/CN. 4 / 597 )，该报告

着重讨论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履行问题。在讨论

报告的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反措施问题。讨

论之后，委员会将关于援引责任的六条草案提交给

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审议反措

施问题以及是否应在条款草案里加上一项关于求偿

要求的可受理性的规定。在收到工作组的报告之

后，委员会遂决定将关于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的另

外一条草案和在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条款草案基础上

拟订的六条反措施草案，连同工作组的建议，一并

提交起草委员会 ( 见第七章 )。

21．关于“驱逐外国人”专题，委员会审议了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A/CN. 4 / 594 )，报告参

照 2007年的讨论情况，处理了驱逐双重或多重国

籍国民的问题以及因驱逐而丧失国籍或“去国籍

化”问题。在对报告进行讨论之后，委员会设立了

一个工作组审议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里提出的问

题，并确定如下一点：对于此问题不需要拟订单独

的条款，将在有关条款草案的评注里作出必要的澄

清。2007年提交起草委员会的七条草案将留在起

草委员会，直到所有条款草案暂时通过为止 ( 见第

八章 )。

22．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委

员会基于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A/CN. 4 / 598 ) 进
行了讨论。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主要涉及自然

灾害问题的备忘录 (A/CN. 4 / 590和 Add. 1 - 3 )。在

讨论的众多问题中，主要问题是该专题应处理的

主要法律问题，包括处理本专题的方式以及所涉

主题事项的范围、人员范围、空间和时间等 ( 见第

九章 )。

23．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专题， 委员会基于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A/
CN. 4 / 601 ) 进行了讨论。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的

备忘录 (A/CN. 4 / 596 )。在讨论的众多问题中，主

要问题是在界定该专题的范围时应考虑的主要法律

问题，包括拟涉及的官员、拟涉及的行为的性质、

是否可有例外等 ( 见第十章 )。

24．关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专题，委员会

基于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A/CN. 4 / 603 ) 进行

了讨论。委员会还收到了各国政府发来的评论和意

见 (A/CN. 4 / 599 )。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与此项义务

的习惯性质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同普遍管辖权和

各个国际法院的关系、今后拟处理的程序性问题等

( 见第十一章 )。

25．委员会设立了规划组审议其方案、程序和

工作方法 ( 见第十二章 A 节 )。委员会特别赞赏为

纪念委员会60周年而开展的两天活动及为此所作的

努力 ( 见第十二章 A. 1节 )。委员会依照大会 2007
年12月6日第62 / 70号决议，对委员会目前在促进

法治方面所起的作用作出了评论 ( 见第十二章 A. 2
节 )。委员会再次设立了长期方案工作组，由恩里

克·坎迪奥蒂先生担任主席 ( 见第十二章 A.4节 )。
委员会决定在目前工作方案中纳入下述两个新专

题：一是根据格奥尔格 • 诺尔特先生修订并更新的

建议， 纳入“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 ( 见附件 I)；
二是根据唐纳德·麦克雷先生主持的2007年工作组

关于此问题的报告 8，纳入“最惠国条款”专题 ( 见
附件 II)。在这方面，委员会决定在明年下届会议上

设立两个研究组研究这两个专题 ( 见第十二章 A. 4
节 )。委员会决定其第六十一届会议于2009年5月4
日至6月5日和7月6日至8月7日在日内瓦举行。

8 A/CN.4/L.719号文件（油印件，见委员会网站，第59届
会议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