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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是根据大会 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111 号决议设立的。 

2. 依照《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一）

第 32 条第 2 款，公约缔约方会议应通过议事规则和规范该条第 3 和第 4 款中列

举的活动的规则。大会在 2000 年 11 月 15 日第 55/25 号决议第 10 段中决定，拟

定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应在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之

前举行一次会议，在会上完成其与拟定《有组织犯罪公约》有关的任务，以便

为缔约方会议拟定议事规则案文草案及公约第 32 条所述其他规则和机制，提交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供其审议并采取行动。 
 

二. 会议安排 
 

A. 会议开幕 
 
3. 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于 2004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在

维也纳举行了第十三届会议，其间共举行了 10 次会议。 

4. 大会在其第 55/25 号决议和 2001 年 5 月 31 日第 55/255 号决议中通过了公

约及其议定书。公约于 2003 年 9 月 29 日生效，关于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于 2003 年 12 月 25 日生效。关于打击陆、海、空偷

运移民的议定书于 2004 年 1 月 28 日生效。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

零部件和弹药的议定书尚未生效。 

5. 在 2 月 2 日第 240 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主席回顾，主席团成员依旧不

变，具体组成如下： 

 主席： Luigi Lauriola（意大利） 

 副主席： Byron Morejón Almeida（厄瓜多尔） 

   Patrick Villemur（法国） 

   Yukio Takasu（日本） 

   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墨西哥） 

   Ali Sarwar Naqvi（巴基斯坦） 

   Anna Grupinska（波兰） 

   Alojz Némethy（斯洛伐克） 

   Sami Bougacha（突尼斯） 

 报告员： Ndaba John Makhubele（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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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席还向特设委员会通报，主席团在 2004 年 1 月 12 日举行的会议上决定，

特设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可以在一周内最终完成《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的拟定工作，而无需原先计划的两周时间。主

席团于 2004 年 1 月 12 日向各区域组主席通报了其建议。 

7. 特设委员会核准了主席团的建议。 

8. 在 2 月 2 日第 240 次会议上，主席宣布了公约及其议定书目前的批准情

况，并敦促那些尚未批准的国家批准或加入文书。 

9.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发言之前向特设委员会通报危地马拉大使 Federico Adolfo 
Urruela Prado 突然去世。主席请特设委员会默哀片刻悼念 Urruela Prado 先生。 

10. 在 2 月 2 日第 240 次会议上，所有发言的代表均对 Urruela Prado 先生表示

敬意，并向其家属和危地马拉代表团表达了他们深切的悼念。 

11. 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 77 国集团成员及中国发言时，阿尔及利亚代表欢

迎公约及其两个议定书的生效。她说，秘书处编写的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

（A/AC.254/41）是讨论和谈判的良好基础，但是应当注意避免议事规则案文与

公约及其议定书条款之间发生任何可能的冲突。规则草案应当为缔约方会议的

运作提供程序性框架，而不应预先判断缔约方会议拟作出的任何实质性决定。

阿尔及利亚代表还强调了需要有一套简明的规则，并表示会议的频度不应当给

发展中国家造成财政负担。关于签署国的参与，她强调，规则应当在缔约方会

议的进行方面让签署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应当明确界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参与会议的程度。关于主席团的组成，她支持对已生效议定书的批准要求采

取灵活做法，以便可以实行公平地域分配并便利来自各区域组的所有缔约国的

充分参与。她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执行这些文书提供技术援助和专门知识。 

12. 爱尔兰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以及加入国（塞浦路

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

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候选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以及处于稳

定和结合进程的国家和潜在申请国（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

山、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做了发言。他欢迎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的生

效，并感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促进批准公约的工作。他鼓励所有尚

未成为公约缔约国的会员国批准或加入公约，以便在 2004 年 6 月缔约方会议第

一届会议召开时能有尽可能多的缔约国。他欢迎秘书处编写的议事规则草案，

认为它是特设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期间进行谈判的良好基础。 

13. 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非洲国家组成员国发言时，安哥拉代表支持阿尔

及利亚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成员国加中国所作的发言。他强调了成功举行第十三

届会议的重要性，认为特设委员会应当只处理程序事项，而将包括有关附属机

构的规定的实质性问题交给缔约方会议解决。此外，他强调了确保缔约方会议

届会的频度不给非洲国家造成负担的重要性。关于主席团的组成，应当尊重公

平地域分配和参与原则。此外，他呼吁国际社会为非洲国家提供批准和有效执

行这些文书所必需的技术援助和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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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亚洲国家组成员国发言时，约旦代表强调议事规

则草案应当与公约的条文和用词完全保持一致。在这方面，他强调，特设委员

会应当仅仅提供缔约方会议的程序性框架，而不应涉及任何实质性问题的讨

论。他还强调，鉴于拟根据公约第 32 条建立的机制的敏感性，就这些机制协商

一致达成的共识和确定的均衡模式应当得到尊重。关于主席团的组成，他支持

阿尔及利亚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加中国成员国所表达的意见。 

15. 哥伦比亚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成员国发

言，欢迎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的生效，并表示希望枪支议定书能够随后尽快生

效。他说，秘书处编写的议事规则草案是进一步讨论的良好基础。他对缔约方

会议决定的通过规则做了评论，欢迎每一缔约国一票的规则。他请秘书处提供

有关会议举行的预算和财务方面的具体情况，强调议事规则草案应当明确提及

将维也纳作为缔约方会议的地点。 

16. 巴西代表报告，巴西最近已交存其对公约及其移民议定书和贩运人口议定

书的批准书，这是巴西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步骤。 

17. 科威特代表强调了规则应当反映会员国的意见，以便实现缔约方会议的主

要目标，即提高公约缔约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能力，并促进和审查公约的

执行。 

18. 日本代表向特设委员会通报了日本政府为促进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别

是协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加强刑事、审判和执法体系的全球

措施而做出的努力。而且，他表示日本已进入批准公约的最后准备阶段。 

19. 意大利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西欧和其他国家组成员国发言，向

Urruela Prado 先生表示悼念。 

20. 危地马拉代表感谢各国代表团对 Urruela Prado 先生所表示的悼念。 

21. 摩洛哥代表对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生效表示满意，指出这反映出国际社会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政治决心。他强调缔约方会议应当为公约及其议定书的

有效执行作出贡献，并强调技术合作、培训和预防是发展中国家首要关注的问

题。 

22. 南非代表表示，南非将很快交存其对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批准书。他强调，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提出，大大减少犯罪，特别是大大减少有组织犯罪集团的

犯罪，将有利于非洲的发展。 
 

B. 出席情况 
 
23. 94 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特设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出席第十三届会议的还

有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研究所、政府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与会者名单见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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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4. 特设委员会在 2004 年 2 月 2 日第 240 次会议上通过了其第十三届会议的下

列议程： 

1. 特设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3. 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 

4. 最后审定和核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

规则草案。 

5. 通过特设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报告。 
 

D. 文件 
 
25. 特设委员会在其第十三届会议上除收到秘书处编写的文件外，还收到了由

德国、日本、科威特、摩洛哥、荷兰和塞内加尔政府提交的载有各种提案和建

议的文件。文件一览表见本报告附件二。 
 

三. 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 
 
26. 特设委员会在 2 月 2 日至 6 日第 240 至第 248 次会议上审议了《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的所有条文。特设委员会将

秘书处编写的议事规则草案（A/AC.254/41）以及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A/AC.254/L.282－287）作为其工作的基础。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非正式工作

组应主席请求编写的议事规则草案修正案（A/AC.254/L. 290）。 

27. 中国希望在报告中反映其下述声明，即中国保留在缔约方会议上重新提出

在规则 1(j)和规则 16 中使用“实体”一词的权利。 

28. 关于规则第 4 条，达成这样一项理解：一旦获得有关的资源，缔约方会议

特别届会由经常预算资源提供经费就将不会遇到障碍。 

29. 关于规则第 14 条，特设委员会认为，缔约方会议似宜审查该条规则所设想

的关于签署国在五年过渡期之后的地位的安排。特设委员会的意见是基于一项

理解，即最可取的做法是允许签署国更积极的参与，以此更有效地促进批准公

约及其议定书，同时考虑到如果设立一个时间期限，则这种促进作用可能更为

有效。 

30. 规则第 56 条的法文和西班牙文案文反映了在特设委员会上达成的协议。 

31. 关于规则第 57 条第 2 款，特设委员会决定，该款的用语应当与公约第 39
条的用语保持一致。特设委员会的理解是，第 57 条第 2 款并非意在减损该条第

1 款中的原则。此外，特设委员会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将行使表决权，其

票数与其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出席会议的成员国的数目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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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预算和财务问题规则（第 72 至第 74 条），应特设委员会要求，秘书

处解释，秘书处在提出第 72 至第 74 条时的理解是，缔约方会议届会及其秘书

处将由联合国经常预算供资。该理解的依据是大会逐字记录（A/55/PV.62）所载

的秘书处在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通过前的口头发言。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秘书

处拟定了提案，意在提供一个总体框架，但无意预先判断或妨碍缔约方会议作

出的关于其决定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资金来源和方式的决定。特设委员会根据这

一理解核准了第 72 至第 74 条，并决定将这一点纳入其报告中。 

33. 特设委员会认为，议事规则草案第 72 条载列为枪支议定书的活动制定经费

预算的要求，是打算到此种议定书可能生效时才适用这一要求。 

34. 特设委员会就秘书处提案（A/AC.254/41）中标题为“附属机构”的第十六

节进行了广泛的辩论。特设委员会认为，附属机构问题是实质性事项，而不是

程序性事项，尤其是考虑到该词未在公约中出现。特设委员会决定将第十六节

和其他所有提及附属机构之处从规则草案案文中删除，同时在第 2 条规则中加

入一新款。特设委员会的用意是确保缔约方会议在审议与公约第 32 条所设想的

机制有关的事项时有最大的灵活余地。 
 

四. 最后审定并核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

草案 
 
35. 根据大会第 55/25 号决议，特设委员会在 2 月 6 日第 248 次会议上核准了议

事规则草案，决定将其提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供其第

一届会议审议并采取行动。 

36.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祝贺主席和所有代表团圆满地完成

了拟送交缔约方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制定工作，并赞扬在特设委员会所有 13 届

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在制定出第一套真正的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文书之后，委员会的上届会议已经为缔约方会议这一具有巨大潜力的执行机

制的有效运作做好了准备。 

37. 执行主任敦促那些尚未批准公约和/或其议定书的国家考虑将缔约方会议的

首届会议作为非正式的最后批准期限，以便有尽可能多的来自所有地理区域的

国家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他还强调需为确保枪支议定书的生效而作出

特别的努力，同时对迄今为止批准速度缓慢表示遗憾。 

38. 执行主任保证全力协助各国执行公约，包括根据请求提供个别援助或者在

缔约方会议上提供集体援助，为此呼吁各国对这一过程作出充分的政治承诺并

给与技术和财政方面的支助。 

39. 在回顾订立公约所走过的路程时，特设委员会主席感谢各国代表团所表现

出来的灵活性、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奉献精神。他还对秘书处在这一漫长的过程

中所给予的充分支持表示谢意。他强调，公约的前途将取决于各国有效地实施

公约的政治意愿。他支持执行主任发出的进一步批准公约和包括枪支议定书在

内的三个议定书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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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过特设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报告 
 
40. 特设委员会在其 2004 年 2 月 6 日第 248 次会议上通过了第十三届会议的报

告（A/AC.254/L.288）。 

41. 在通过报告之后，以下代表作了发言：阿尔及利亚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

国中的 77 国集团成员加中国；安哥拉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非洲国家组

成员；约旦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亚洲国家组成员；哥伦比亚代表，代

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成员；爱尔兰代表，代表联合国

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意大利代表；波兰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东

欧国家组成员；所有代表都对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对最后审定

的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表示满意。几位发言者赞扬了各位代表在公约及其

各项议定书谈判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其他发言者强调了缔约方会议在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并再次保证在缔约方会议上予以配

合。一些发言者还对主席团和秘书处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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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与会者名单 
 

国家 
 
阿尔及利亚 Taous Feroukhi, Nabil Hattali, Salah El Hamdi, 

Thouraya Benmokrane 

安哥拉 Fidelino Loy de Jesus Figueiredo, Dulce Gomes, 
Kwetutinina Lunga Diyezwa 

阿根廷 Monica S. Perlo Reviriego, Eugenio M. Curia, Sebastián Sayus 

澳大利亚 Robin Warner, Elizabeth Day 

奥地利 Thomas Stelzer, Johann Froehlich, Philipp Charwath, Wolfgang 
Postl, Hatice Bureu Sahin-Grubhofer 

阿塞拜疆 Vaqif Sadiqov, Gülmirza Cavadov 

白俄罗斯 Igor Mishkorudny, Denis Zdorov 

比利时 Jean-Cedric Janssens de Bisthoven, Wouter Boucique 

玻利维亚 Mary Carrasco Monje, Sergio Olmos 

巴西 Eduardo da Costa Farias, Renato de Alencar Lima 

保加利亚 Peter Poptchev 

布基纳法索 Cheikh Ouedraogo, Noëllie Marie Béatrice Damiba, 
Y. Thomas Dakoure, Rita Solange Bogore 

加拿大 Bruce Gillies, Matt Friesen, D. S. Proudfoot, Yves Beaulieu 

佛得角 Alírio Vicente Silva, Carla Miranda Spinola 

智利 Raimundo Gonzalez Aninat, Luis Plaza Gentina 

中国 Zhang Yan, Wu Qiuzhen, Chen Peijie, Wang Qi, Tian Ni, 
Guo Xiaofeng, Guo Jiakun 

哥伦比亚 Rosso José Serrano Cadena, Ciro Arévalo Yepes, Diana Patricia 
Mejia Molina 

科特迪瓦 Bakassa Bakayoko 

克罗地亚 Željko Horvatić, Vesna Vuković 

古巴 José R. Cabañas Rodriguez, Nélida Hernandez Carmona, 
Julio-César González Marchante 

塞浦路斯 Stavros A. Epaminondas, Andreas Nicolaides, Andreas Phot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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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共和国 Jaroslav Stepanek, Martin Muzík 

丹麦 Birte Poulsen 

厄瓜多尔 Byron Morejón Almeida, Raul Mantilla 

埃及 Ramzy Ezzeldin Ramzy, Nashaat El Helaly, Desouky Fayed, 
Hesham Abdel Megid Mahmoud, Soliman Abdel Moneim, 
Reham Amin 

爱沙尼亚 Tonu Miller 

埃塞俄比亚 Ajebe Ligaba Wolde 

芬兰 Tom Grönberg, Jaakko Halttunen, Tarja Kangaskorte 

法国 Patrick Villemur, Michèle Ramis-Plum, Olivia Diego 

德国 Herbert Honsowitz, Michael Rupp, Michael Ott, Petra Arnhold, 
Ursula Elbers, Marijke Siemsen 

希腊 Evangelia Grammatika, M. Papadopoulou 

危地马拉 Sandra Noriega Urizar, Sylvia Wohlers de Meie 

教廷 Leo Boccardi, Agustin Vaz Guerrero 

匈牙利 István Horváth, Zsolt Bunford 

印度 T. P. Sreenivasan, Hamid Ali Rao, Hemant Karkare 

印度尼西亚 T. A. Samodra Sriwidjaja, Budi Bowoleksono, Damos Dumoli 
Agusman, Haris Nugroho, Andhika Chrisnayudhanto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Pirooz Hosseini, Mahmoud Khani Jooyabad 

伊拉克 Bushra A. Hamad, Rasheed M. Hasan 

爱尔兰 Ronan Murphy, Catherine Byrne, Emer Kilcullen, Maeve Clery, 
John Garry, Rachel O’Donovan 

意大利 Claudio Moreno, Luigi Augusto Lauriola, Alfonso Papa, 
Augusta Iannini, Gian Luigi Mascia, Roberta Barberini, 
Roberto Bellelli, Giovanni Liguori, Vittorio Borghini 

日本 Yukio Takasu, Seiji Morimoto, Keiko Ishihara, Satoko Toku 

约旦 Muhyieddeen Touq, Jamal Al-Shamayleh, Raya Kadi 

肯尼亚 James Kihwaga 

科威特 Khaled AbdulAziz Al-Osaimi, Zakaria Al-Ansari, 
Zeiad Al-Anba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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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Samir Chamma, Sarkis Assaad Tadros, Achraf Ahmad Rifi, 
Yasser Said Mahmoud, Elias Saadallah Saade, 
Joumane Khaddage, Kabalan Frangieh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Jalal El Geidi 

立陶宛 Rytis Paulauskas, Lina Ruksteliene 

卢森堡 Paul Faber, Pierre Franck, Cynthia Jaerling 

马来西亚 Muhammad Shahrul Ikram Yaakob, Shariffah Norhana Syed 
Mustaffa 

马耳他 Walter Balzan, John Paul Grech 

墨西哥 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 Luis Javier Campuzano Piña, 
Rafael Cazares Ayala, Julian Juárez Cadenas 

摩洛哥 Omar Zniber, Redouane Houssaini, Jamal El Hadary 

莫桑比克 Zainadine Dalsuco, Benjamin Abrahamo Capito 

纳米比亚 Daniel R. Smith, Louis Du Pisani, Steinhard Kazavanja, 
Nada Kruger 

荷兰 Jaap Ramaker, Nout Van Woudenberg, Anke Ter Hoeve-
van Heek, Sonja Van Der Meer, Joep Vriend 

新西兰 Barbara Bridge, Warren Waetford 

尼日利亚 M. O. Laose, Olawale Idris Maiyegun 

挪威 Helle Klem, Kamilla H. Kolshus, Hilde Steinfeld 

巴基斯坦 Ali Sarwar Naqvi, Mohammed Kamran Akhtar 

巴拉圭 Oscar Cabello Sarubbi, Claudia Aguilera 

秘鲁 Javier Paulinich, Carmen Azurín 

菲律宾 Victor G. Garcia III, Josel F. Ignacio 

波兰 Mariusz Skowronski, Anna Grupinska, Zdzislaw Galicki 

葡萄牙 Carlos Neves Ferreira, Mário Gomes Dias, Liliana Araújo, 
Maria do Carmo da Conceicão da Costa 

卡塔尔 Abdulla Yousef M. Al-Mal, Hamad Ahmed Al-Mohannadi 

大韩民国 Kim Chong-hoon, Yoon Yeon-jean 

罗马尼亚 Liviu Bota, Dorel Morariu, Sorin Tanasescu, Dan 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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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 Grigory V. Berdennikov, Mikhail I. Kalinin, Sergey P. Bulavin, 
Oleg P. Sidorov, Andrey E. Pokidov, Sergey V. Alenkin, 
Dmitry R. Okhotnikov, Alexander A. Borisov, Alexander V. 
Zhironkin, Sergey V. Zemskiy, Irina V. Silkina 

卢旺达 Johnston Busingye 

沙特阿拉伯 Omar Mohammed Kurdi, Abdulrahman bin Hamdan 
Alshamrani, Omar Bin Saleh Alzahrani, Hamad S. Al-Natheer, 
Mohammed Al Mehizea, Saud Al-Mutlaq 

塞内加尔 Ababacar Diop, Félix Oudiane 

塞尔维亚和黑山 Branislav Milinković, Jovica Čekić 

斯洛伐克 Alojz Némethy, Drahoslav Stefánek, Tomas Hrbác, 
L’ubica Erdelska, Jozef Szabo, Jaroslav Horváth, 
Ladislav Csányi, Jana Brázdilová, Anna Galisinová, 
Lenka Kavecká 

斯洛文尼亚 Goran Kriz 

南非 A. T. Moleah, N. J. Makhubele, N. S. Memela, 
S. V. Mangcotywa 

西班牙 Antonio Nuñez García-Saúco, Myriam Tey de Salvador, 
Francisco de Miguel Álvarez, Jésus Fernández Caballero, 
Antonio Yébenes Gadea, Cecilia Payno de Orive, 
Ignacio Baylina Ruiz 

斯里兰卡 D. L. Mendis, W.A.T. Gunatillake 

苏丹 Yousif Saeed Muhammad Ahmed, Kamal Bashir Ahmed Khair 

瑞典 Hakan Öberg, Åsa Gustafsson, Therese Gudmundsson 

瑞士 Lorenzo Schnyder von Wartensee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afwan Ghanem, Mohamed Onfouan Naeb 

泰国 Somkiati Ariyapruchya, Somchai Charanasomboon, 
Phasporn Sangasubana, Rongvudhi Virabutr 

突尼斯 Sami Bougacha, Hanin Ben Jrad 

土耳其 Tufan Hbek, Sadin Ayyildiz 

乌克兰 Oleksandr Dulskyy, Viktor Omelchenko, Volodymyr Omelyan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li Hasan Al Shirawi, Abdullah Yousef Al Shamsi, Adel Issa Al 
Mahri, Salem Mohammed Al Ghofaili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Peter Jenkins, Linda Ward, Alison Cr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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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Elizabeth Verville, Stephen V. Noble, Howard Solomon, 
Virginia P. Prugh 

乌拉圭 Jorge Pérez Otermin, Elsa Borges, Gustavo Alvarez 

委内瑞拉 Gustavo Márquez Marín, Miriam García de Pérez, 
Victor Manzanares 

越南 Nguyen Truong Giang, Nguyen Thi Thanh Ha 

也门 Ali Hameed Sharaf, Nageeb Ahmed Obeid 

赞比亚 Monty Matapo Mulikita, Arnold Chikoli, Matthews K. Chansa 

津巴布韦 T. J. Kangai, Vova Abednigo Chikanda, Barbra Chimhandamba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研究所 
 
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 
 
政府间组织 
 
亚洲和非洲法律协商组织、欧洲联盟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保持常设观察员办事处的实体 
 
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 
 
非政府组织 
 
一般咨商地位 
 
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国际妇女联盟、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

联合会、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国际崇德社 
 
特殊咨商地位 
 
国际酗酒和致瘾问题理事会、国际大学妇女联合会、意大利团结中心、德意志

妇女组织全国理事会、大同协会 
 
名册 
 
国际警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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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提交特设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文件一览表 

 

文号 标题说明 

A/AC.254/40 临时议程说明和拟议工作安排 

A/AC.254/41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

草案 

A/AC.254/L.282 摩洛哥：关于议事规则草案的提案 

A/AC.254/L.283 塞内加尔：对议事规则草案的修正案 

A/AC.254/L.284 日本：对议事规则草案第 1、3、15-17、30、32-34、
39、40、43 和 58 条规则以及第十六章的修正以及关

于一条新的规则的提案 

A/AC.254/L.285 德国：对议事规则草案第 58 条规则的修正 

A/AC.254/L.286 科威特：对议事规则草案第 7、8、11、27-29、33、
40、49、50 和 86 条的修正和一般意见 

A/AC.254/L.287 荷兰：对议事规则草案第４条的修正 

A/AC.254/L.288 报告草稿 

A/AC.254/L.289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 

A/AC.254/L.290 应主席的请求由加拿大负责协调的非正式工作组所进

行的工作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