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ference: C.N.537.2023.TREATIES-XVIII.12.c (Depositary Notification)

PROTOCOL AGAINST THE ILLICIT MANUFACTURING OF AND 
TRAFFICKING IN FIREARMS, THEIR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AMMUNITIO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NEW YORK, 31 MAY 2001

 PROPOSAL OF CORRECTIONS TO THE CHINESE AUTHENTIC TEXT OF THE PROTOCOL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cting in his capacity as depositary, 
communicates the follow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has been drawn to certain errors in the Chinese 
authentic text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tocol. The annex to this notification contains the proposed 
corrections to the Chinese authentic tex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depositary practice, and unless there is an objection from 
interested Parties, the Secretary-General proposes to effect the proposed corrections in the Chinese 
authentic text of the Protocol. Such corrections would also apply to the certified true copies. Any 
objection should be communicat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in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fication, i.e., no later than 4 April 2024.

5 January 2024

…..



C.N.537.2023.TREATIES-XVIII.12.c 

 

 

 

 

 

 

 

 

 

 

 

  

Annex/Annexe 



Article of the Protocol / 
Article du Protocole 

Chinese authentic text / Texte authentique chinois 
Proposed corrections to the Chinese authentic text / 
Corrections proposées au texte authentique chinois 

Preamble/ 
Préambule： 

深信以一项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

国际文书补充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会有助于

预防和打击这种犯罪， 

深信以一项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

国际文书补充《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会有

助于预防和打击这种犯罪， 

Article 1/ 
Article 1: 

第 1 条 

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 

1.本议定书是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补充。本

议定书应连同公约一并予以解释。 

2.除非本议定书中另有规定，公约的规定应经适当变通后适

用于本议定书。 

3.根据本议定书第 5 条确立的犯罪应视为根据公约确立的犯

罪。 

第一条 

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 

一、本议定书是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补

充。本议定书应连同公约一并予以解释。 

二、除非本议定书中另有规定，公约的规定应经适当变通后

适用于本议定书。 

三、根据本议定书第五条确立的犯罪应视为根据公约确立的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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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 
Article 2: 

第 2 条 第二条 

Article 3/ 
Article 3: 

第 3 条 第三条 

Article 3/ 
Article 3: 

（a）“枪支”系指：利用爆炸作用的任何发射、设计成可

以发射或者稍经改装即可发射弹丸、弹头或抛射物的便携管

状武器，但不包括古董枪支及其复制品。古董枪支及其复制

品应按照各国本国法律予以界定。但古董枪支无论如何不得

包括 1899 年后制造的枪支； 

（一）“枪支”系指利用爆炸作用的任何发射、设计成可以

发射或者稍经改装即可发射弹丸、弹头或抛射物的便携管状

武器，但不包括古董枪支及其复制品。古董枪支及其复制品

应按照各国本国法律予以界定。但古董枪支无论如何不得包

括 1899 年后制造的枪支； 

Article 3/ 
Article 3: 

（b）“零部件”系指专为枪支设计、而且对枪支操作必不

可少的任何部分或更换部分，其中包括枪管、套筒座或机匣、

套筒或转轮、枪机或枪闩及为枪支消音而设计或改装的机

件； 

（c）“弹药”系指枪支所用的整发子弹或其组成部分，包

括弹壳、底火、发射药、弹头或枪支发射的抛射物，但这些

（二）“零部件”系指专为枪支设计、而且对枪支操作必不

可少的任何部分或更换部分，其中包括枪管、套筒座或机匣、

套筒或转轮、枪机或枪闩及为枪支消音而设计或改装的机

件； 

（三）“弹药”系指枪支所用的整发子弹或其组成部分，包

括弹壳、底火、发射药、弹头或枪支发射的抛射物，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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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本身须由各缔约国批准； 组成部分本身须由各缔约国批准； 

Article 3/ 
Article 3: 

（d）“非法制造”系指下述情况下的制造或组装枪支、枪

支零部件或弹药： 

(一)利用非法贩运的零部件； 

(二)没有制造地或组装地缔约国主管当局签发的执照或许可

证；或 

(三)制造时没有根据本议定书第八条的规定在枪支上打上标

识； 

(四)零部件制造的执照或许可证，应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签发； 

（四）“非法制造”系指下述情况下的制造或组装枪支、枪

支零部件或弹药： 

1．利用非法贩运的零部件； 

2．没有制造地或组装地缔约国主管当局签发的执照或许可

证；或 

3．制造时没有根据本议定书第八条的规定在枪支上打上标

识； 

4. 零部件制造的执照或许可证，应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签发； 

Article 3/ 
Article 3: 

（e）“非法贩运”系指从一个缔约国的领土或经过一个缔

约国的领土进口、出口、获取、销售、交付、移动或转让枪

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而未经任何有关缔约国根据本议定书

条款批准或未根据本议定书第 8 条规定打上标识； 

（五）“非法贩运”系指从一个缔约国的领土或经过一个缔

约国的领土进口、出口、获取、销售、交付、移动或转让枪

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而未经任何有关缔约国根据本议定书

条款批准或未根据本议定书第八条规定打上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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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追查”系指在从制造商直到购买者的全过程中系统

地追查枪支，并在可能情况下追查枪支零部件和弹药，以协

助缔约国主管当局侦查、调查和分析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活

动。 

（六）“追查”系指在从制造商直到购买者的全过程中系统

地追查枪支，并在可能情况下追查枪支零部件和弹药，以协

助缔约国主管当局侦查、调查和分析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活

动。 

Article 4/ 
Article 4: 

第 4 条 

适用范围 

1.除非本议定书中另有规定，本议定书应当适用于预防非法

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以及侦查和起诉根据本

议定书第5条所确立的带有跨国性质且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

的犯罪。 

2.如果适用议定书便会影响缔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

有利于国家安全的行动的权利，本议定书不应适用于国家间

交易或国家转让。 

第四条 

适用范围 

一、除非本议定书中另有规定，本议定书应当适用于预防非

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以及侦查和起诉根据

本议定书第五条所确立的带有跨国性质且涉及有组织犯罪

集团的犯罪。 

二、如果适用议定书便会影响缔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采

取有利于国家安全的行动的权利，本议定书不应适用于国家

间交易或国家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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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 
Article 5: 

第 5 条 

刑事定罪 

1.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

为定为刑事犯罪： 

（a）非法制造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b）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c）伪造或非法擦掉、消除或改动本议定书第 8 条要求的

枪支标识。 

2.各缔约国还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行为定

为刑事犯罪： 

（a）实施根据本条第 1 款所确立的犯罪未遂或作为同犯参

与这种犯罪，但应以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概念为准；和 

（b）组织、指挥、协助、教唆实施根据本条第 1 款所确立

第五条 

刑事定罪 

一、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

为定为刑事犯罪： 

（一）非法制造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二）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三）伪造或非法擦掉、消除或改动本议定书第八条要求的

枪支标识。 

二、各缔约国还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行为定

为刑事犯罪： 

（一）实施根据本条第一款所确立的犯罪未遂或作为同犯参

与这种犯罪，但应以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概念为准；和 

（二）组织、指挥、协助、教唆实施根据本条第一款所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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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或为此提供便利或参谋。 的犯罪，或为此提供便利或参谋。 

Article 6/ 
Article 6: 

第 6 条 

没收、扣押和处置 

1.在不影响公约第 12 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制

度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能够没收非法制

造或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2.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通过扣

押和销毁非法制造和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等办法，

防止其落入未获许可者之手。但经正式批准的其他处置方式

除外，不过应给枪支打上标识，并对这些枪支和弹药的处置

方式进行登记。 

第六条 

没收、扣押和处置 

一、在不影响公约第十二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

制度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能够没收非法

制造或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二、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通过

扣押和销毁非法制造和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等办

法，防止其落入未获许可者之手。但经正式批准的其他处置

方式除外，不过应给枪支打上标识，并对这些枪支和弹药的

处置方式进行登记。 

Article 7/ 
Article 7: 

第 7 条 

保存记录 

第七条 

保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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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缔约国均应切实保存与枪支有关的必要资料，并在适当和

可行的情况下保存与枪支零部件和弹药有关的必要资料，保

存期至少为十年，以便识别和追查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

而且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识别和追查这些枪支的零部件和

弹药，并防止和侦查这类活动。这类资料应包括： 

（a）本议定书第 8 条所规定的恰当标识； 

（b）凡涉及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国际交易，有关执照

或许可证的签发日期和到期日期、出口国、进口国、过境国

（酌情而定）、最终收货人以及货物的说明和数量。 

各缔约国均应切实保存与枪支有关的必要资料，并在适当和

可行的情况下保存与枪支零部件和弹药有关的必要资料，保

存期至少为十年，以便识别和追查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

而且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识别和追查这些枪支的零部件

和弹药，并防止和侦查这类活动。这类资料应包括： 

（一）本议定书第八条所规定的恰当标识； 

（二）凡涉及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国际交易，有关执照

或许可证的签发日期和到期日期、出口国、进口国、过境国

（酌情而定）、最终收货人以及货物的说明和数量。 

Article 8/ 
Article 8: 

第 8 条 

枪支的标识 

1.为了识别和追查每一枪支，缔约国应： 

（a）在每一枪支制造时，或者要求打上表示制造商名称、制

第八条 

枪支的标识 

一、为了识别和追查每一枪支，缔约国应： 

（一）在每一枪支制造时，或者要求打上表示制造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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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国或制造地和序号的独特标识，或者沿用由简单几何符号

与数字密码和（或）字母数字混合密码组成的任何其他独特

的、便于使用的标识，使所有国家即刻便能识别制造国； 

（b）要求在进口的每一枪支上打上适当的简明标识，以便

识别进口国和在可能的情况下识别进口年份，并使该国主管

当局能够追查该枪支，如果该枪支无独特标识，则还应当打

上这类标识。本项的要求不必适用于出于可核实的合法目的

临时进口的枪支； 

（c）确保在枪支从政府库存转为永久性民用时打上适当的

独特标识，以使所有缔约国均能识别转让国。 

2.缔约国应当鼓励枪支制造业研拟防止去除或更改标识的

措施。 

制造国或制造地和序号的独特标识，或者沿用由简单几何符

号与数字密码和（或）字母数字混合密码组成的任何其他独

特的、便于使用的标识，使所有国家即刻便能识别制造国； 

（二）要求在进口的每一枪支上打上适当的简明标识，以便

识别进口国和在可能的情况下识别进口年份，并使该国主管

当局能够追查该枪支，如果该枪支无独特标识，则还应当打

上这类标识。本项的要求不必适用于出于可核实的合法目的

临时进口的枪支； 

（三）确保在枪支从政府库存转为永久性民用时打上适当的

独特标识，以使所有缔约国均能识别转让国。 

二、缔约国应当鼓励枪支制造业研拟防止去除或更改标识的

措施。 

Article 9/ 
Article 9: 

第 9 条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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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的停用 

根据本国法律不承认已停用的枪支为枪支的缔约国应采取

必要措施，包括酌情规定具体的犯罪，以便根据下列有关停

用的一般原则，防止非法重新启用业已停用的枪支： 

（a）对于已予停用的枪支，应使其所有主要部件永远无法

操作，并且不能以一种可使枪支以任何手段重新启用的方式

予以拆除、替换或更改； 

（b）应为在适当时由某一主管当局核查停用措施作出安排，

以确保对枪支的更改将使其永远无法操作； 

（c）主管当局的核查应当包括证明枪支已予停用的证书或

记录或者在枪支上打上表示枪支已予停用的明显标识。 

枪支的停用 

根据本国法律不承认已停用的枪支为枪支的缔约国应采取

必要措施，包括酌情规定具体的犯罪，以便根据下列有关停

用的一般原则，防止非法重新启用业已停用的枪支： 

（一）对于已予停用的枪支，应使其所有主要部件永远无法

操作，并且不能以一种可使枪支以任何手段重新启用的方式

予以拆除、替换或更改； 

（二）应为在适当时由某一主管当局核查停用措施作出安

排，以确保对枪支的更改将使其永远无法操作； 

（三）主管当局的核查应当包括证明枪支已予停用的证书或

记录或者在枪支上打上表示枪支已予停用的明显标识。 

Article 10/ 
Article 10: 

第 10 条 

关于进出口和过境执照或许可证制度的一般要求 

第十条 

关于进出口和过境执照或许可证制度的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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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缔约国均应对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转让建立或保

持有效的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制度以及国际过境措施。 

2.各缔约国在为运送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签发出口执照

或许可证之前均应核查： 

（a）进口国已签发进口执照或许可证； 

（b）在不影响照顾内陆国双边或多边协议或安排的情况下，

过境国在运送之前至少已书面通知说其对有关过境不持异

议。 

3.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和附单中所载资料至少应包括签发

地点和日期、到期日、出口国、进口国、最终收货人、枪支

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说明和数量，以及在过境情况下所涉及

的过境国。应事先向过境国提供进口执照中所载资料。 

4.进口缔约国应根据请求将已收到所发运的枪支及其零部

一、各缔约国均应对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转让建立或保

持有效的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制度以及国际过境措施。 

二、各缔约国在为运送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签发出口执照

或许可证之前均应核查： 

（一）进口国已签发进口执照或许可证； 

（二）在不影响照顾内陆国双边或多边协议或安排的情况

下，过境国在运送之前至少已书面通知说其对有关过境不持

异议。 

三、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和附单中所载资料至少应包括签发

地点和日期、到期日、出口国、进口国、最终收货人、枪支

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说明和数量，以及在过境情况下所涉及

的过境国。应事先向过境国提供进口执照中所载资料。 

四、进口缔约国应根据请求将已收到所发运的枪支及其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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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弹药的情况通知出口缔约国。 

5.各缔约国均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

发放执照或许可证程序的可靠性，并确保可以核查或验证执

照或许可证文件的真伪。 

6.对于出于打猎、射击比赛、评价、展览或修理等可予核查

的合法目的而临时进出口和过境转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

药，缔约国可实行简化程序。 

件和弹药的情况通知出口缔约国。 

五、各缔约国均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以确

保发放执照或许可证程序的可靠性，并确保可以核查或验证

执照或许可证文件的真伪。 

六、对于出于打猎、射击比赛、评价、展览或修理等可予核

查的合法目的而临时进出口和过境转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

弹药，缔约国可实行简化程序。 

Article 11/ 
Article 11: 

第 11 条 

安全和预防措施 

为了侦查、预防和杜绝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失窃、丢失、

转移用途以及非法制造和贩运，各缔约国均应采取以下适当

措施： 

（a）要求确保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在制造、进口、出口

第十一条 

安全和预防措施 

为了侦查、预防和杜绝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失窃、丢失、

转移用途以及非法制造和贩运，各缔约国均应采取以下适当

措施： 

（一）要求确保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在制造、进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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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过本国领土时的安全； 

（b）提高进口、出口和过境管制的有效性，在适当情况下

还包括提高边境管制以及警方和海关跨境合作等方面的有

效性。 

和通过本国领土时的安全； 

（二）提高进口、出口和过境管制的有效性，在适当情况下

还包括提高边境管制以及警方和海关跨境合作等方面的有

效性。 

Article 12/ 
Article 12: 

第 12 条 

信息 

1.在不影响公约第 27 和第 28 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依照各

自的国内法律和行政制度，就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特许

制造商、经销商、进口商、出口商以及在可能情况下就其承

运人等事项相互交换与具体案件有关的信息。 

2.在不影响公约第 27 和第 28 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依照各

自的国内法律和行政制度，就以下事项相互间交换有关信

息： 

第十二条 

信息 

一、在不影响公约第二十七和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缔约国

应依照各自的国内法律和行政制度，就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

药的特许制造商、经销商、进口商、出口商以及在可能情况

下就其承运人等事项相互交换与具体案件有关的信息。 

二、在不影响公约第二十七和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缔约国

应依照各自的国内法律和行政制度，就以下事项相互间交换

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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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已知参与或涉嫌参与非法制造或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b）非法制造或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中使用的隐藏

手段和侦破方法； 

（c）从事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有组织犯罪集

团通常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发送点和目的地及路线；和 

（d）与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有关的立法经验、做法与措施。 

（一）已知参与或涉嫌参与非法制造或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二）非法制造或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中使用的隐藏

手段和侦破方法； 

（三）从事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有组织犯罪集

团通常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发送点和目的地及路线；和 

（四）与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有关的立法经验、做法与措施。 

Article 12/ 
Article 12: 

3.缔约国应当酌情相互提供或交换有助于执法当局的有关

科学技术信息，以提高彼此在预防、侦查和调查非法制造和

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并起诉参与这些非法活动的人

员方面的能力。 

4.缔约国应当在追查可能是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及其零

三、缔约国应当酌情相互提供或交换有助于执法当局的有关

科学技术信息，以提高彼此在预防、侦查和调查非法制造和

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并起诉参与这些非法活动的人

员方面的能力。 

四、缔约国应当在追查可能是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及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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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和弹药方面开展合作。这种合作应包括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对协助追查此种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请求作出迅

速的答复。 

5.各缔约国均应在符合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概念或任何国际

协定的情况下，保证对其根据本条规定从另一缔约国收到的

任何信息，包括与商业交易有关的专利信息加以保密并遵守

对使用这种信息的任何限制，只要提供此种信息的缔约国有

此请求。如果不能保密，则应在公布信息前通知提供此种信

息的缔约国。 

部件和弹药方面开展合作。这种合作应包括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对协助追查此种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请求作出迅

速的答复。 

五、各缔约国均应在符合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概念或任何国际

协定的情况下，保证对其根据本条规定从另一缔约国收到的

任何信息，包括与商业交易有关的专利信息加以保密并遵守

对使用这种信息的任何限制，只要提供此种信息的缔约国有

此请求。如果不能保密，则应在公布信息前通知提供此种信

息的缔约国。 

Article 13/ 
Article 13: 

第 13 条 

合作 

1.缔约国应当在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以预防、

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第十三条 

合作 

一、缔约国应当在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以预防、

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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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影响公约第 18 条第 13 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均应指

定一个国家机关或单一的联络点，作为本国与其他缔约国之

间就本议定书所涉事项进行联络的单位。 

3.缔约国应寻求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制造商、经销商、

进口商、出口商、经纪人和商业承运人的支持与合作，以预

防和侦查本条第 1 款所述非法活动。 

二、在不影响公约第十八条第十三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均

应指定一个国家机关或单一的联络点，作为本国与其他缔约

国之间就本议定书所涉事项进行联络的单位。 

三、缔约国应寻求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制造商、经销商、

进口商、出口商、经纪人和商业承运人的支持与合作，以预

防和侦查本条第一款所述非法活动。 

Article 14/ 
Article 14: 

第 14 条 

培训和技术援助 

缔约国应当相互合作并酌情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使缔约国

在提出请求后能获得必要的培训和技术援助，包括公约第29

和 30 条中确定的那些事项方面的技术、财政和物质援助，

以增强其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的能力。 

第十四条 

培训和技术援助 

缔约国应当相互合作并酌情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使缔约国

在提出请求后能获得必要的培训和技术援助，包括公约第二

十九和三十条中确定的那些事项方面的技术、财政和物质援

助，以增强其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

部件和弹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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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 
Article 15: 

第 15 条 

经纪人和经纪业 

1.为了预防和打击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

弹药，尚未考虑对从事经纪业者的活动建立管理制度的缔约

国应考虑建立此种制度。此种制度可包括一种或多种措施，

例如： 

（a）要求在本国境内营业的经纪人注册； 

（b）要求经纪执照或许可证；或 

（c）要求在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或附单上公布参与交易的

经纪人的姓名和所在地。 

2.鼓励已建立了如本条第 1 款所述经纪许可证制度的缔约国

在根据本议定书第 12 条交换信息时载列有关经纪人和经纪

业的资料，并根据本议定书第 7 条保留有关经纪人和经纪业

第十五条 

经纪人和经纪业 

一、为了预防和打击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

弹药，尚未考虑对从事经纪业者的活动建立管理制度的缔约

国应考虑建立此种制度。此种制度可包括一种或多种措施，

例如： 

（一）要求在本国境内营业的经纪人注册； 

（二）要求经纪执照或许可证；或 

（三）要求在进出口执照或许可证或附单上公布参与交易的

经纪人的姓名和所在地。 

二、鼓励已建立了如本条第一款所述经纪许可证制度的缔约

国在根据本议定书第十二条交换信息时载列有关经纪人和

经纪业的资料，并根据本议定书第七条保留有关经纪人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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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 纪业的记录。 

Article 16/ 
Article 16: 

第 16 条 

争端的解决 

1.缔约国应努力通过谈判解决与本议定书的解释或适用有

关的争端。 

2.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对于本议定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

的任何争端，在合理时间内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应按其中

一方的请求交付仲裁。如果自请求交付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后

这些缔约国不能就仲裁安排达成协议，则其中任何一方均可

依照《国际法院规约》请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3.各缔约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时，

均可声明不受本条第 2 款的约束。对于作出此种保留的任何

缔约国而言，其他缔约国不应受本条第 2 款的约束。 

第十六条 

争端的解决 

一、缔约国应努力通过谈判解决与本议定书的解释或适用有

关的争端。 

二、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对于本议定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

的任何争端，在合理时间内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应按其中

一方的请求交付仲裁。如果自请求交付仲裁之日起 6 个月后

这些缔约国不能就仲裁安排达成协议，则其中任何一方均可

依照《国际法院规约》请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三、各缔约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时，

均可声明不受本条第二款的约束。对于作出此种保留的任何

缔约国而言，其他缔约国不应受本条第二款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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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本条第 3 款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均可随时通知联

合国秘书长撤销该项保留。 

四、根据本条第三款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均可随时通知

联合国秘书长撤销该项保留。 

Article 17/ 
Article 17: 

第 17 条 

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1.本议定书自大会通过之日后第三十天起至 2002 年 12 月

12 日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签署。 

2.本议定书还应开放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条件是该

组织至少有一个成员国已按照本条第 1 款规定签署本议定

书。 

3.本议定书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

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如果某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至少

有一个成员国已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该组织也可

照样办理。该组织应在该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中宣布其

第十七条 

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一、本议定书自大会通过之日后第 30 天起至 2002 年 12 月

12 日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签署。 

二、本议定书还应开放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条件是

该组织至少有一个成员国已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签署本议

定书。 

三、本议定书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书、接受书或核

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如果某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至

少有一个成员国已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该组织也

可照样办理。该组织应在该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中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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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议定书管辖事项方面的权限范围。该组织还应将其权限

范围的任何有关变动情况通知保存人。 

4.任何国家或任何至少有一个成员国已加入本议定书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均可加入本议定书。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

秘书长。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入本议定书时应宣布其在本

议定书管辖事项方面的权限范围。该组织还应将其权限范围

的任何有关变动情况通知保存人。 

其在本议定书管辖事项方面的权限范围。该组织还应将其权

限范围的任何有关变动情况通知保存人。 

四、任何国家或任何至少有一个成员国已加入本议定书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均可加入本议定书。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

秘书长。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入本议定书时应宣布其在本

议定书管辖事项方面的权限范围。该组织还应将其权限范围

的任何有关变动情况通知保存人。 

Article 18/ 
Article 18: 

第 18 条 

生效 

1.本议定书应自第四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

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但不得在公约生

效前生效。为本款的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的任何

文书均不得在该组织成员国所交存文书以外另行计算。 

第十八条 

生效 

一、本议定书应自第 40 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

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第 90 天起生效，但不得在公约

生效前生效。为本款的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的任

何文书均不得在该组织成员国所交存文书以外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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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在第四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组织，本议定书应自该国或组织交存有关文书之日后第三十

天起生效，或自本议定书根据本条第 1 款生效之日起生效，

以时间较后者为准。 

二、对于在第 40 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

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本议定书应自该国或组织交存有关文书之日后第 30

天起生效，或自本议定书根据本条第一款生效之日起生效，

以时间较后者为准。 

Article 19/ 
Article 19: 

第 19 条 

修正 

1.本议定书缔约国可在本议定书生效已满五年后提出修正案

并将其送交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立即将所提修正案转致

缔约国和公约缔约方会议，以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参加缔

约方会议的本议定书缔约国应尽力就每项修正案达成协商一

致。如果已为达成协商一致作出一切努力而仍未达成一致意

见，作为最后手段，该修正案须有出席缔约方会议并参加表

第十九条 

修正 

一、本议定书缔约国可在本议定书生效已满 5 年后提出修正

案并将其送交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立即将所提修正案转

致缔约国和公约缔约方会议，以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参加

缔约方会议的本议定书缔约国应尽力就每项修正案达成协

商一致。如果已为达成协商一致作出一切努力而仍未达成一

致意见，作为最后手段，该修正案须有出席缔约方会议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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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本议定书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方可通过。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属于其权限的事项依本条行使表

决权时，其票数相当于其作为本议定书缔约国的成员国数

目。如果这些组织的成员国行使表决权，则这些组织便不得

行使表决权，反之亦然。 

3.根据本条第 1 款通过的修正案，须经缔约国批准、接受或

核准。 

4.根据本条第 1 款通过的修正案，应自缔约国向联合国秘书

长交存一份批准、接受或核准该修正案的文书之日起九十天

之后对该缔约国生效。 

5.修正案一经生效，即对已表示同意受其约束的缔约国具有

约束力。其他缔约国则仍受本议定书原条款和其以前批准、

接受或核准的任何修正案的约束。 

加表决的本议定书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方可通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属于其权限的事项依本条行使表

决权时，其票数相当于其作为本议定书缔约国的成员国数

目。如果这些组织的成员国行使表决权，则这些组织便不得

行使表决权，反之亦然。 

三、根据本条第一款通过的修正案，须经缔约国批准、接受

或核准。 

四、根据本条第一款通过的修正案，应自缔约国向联合国秘

书长交存一份批准、接受或核准该修正案的文书之日起 90

天之后对该缔约国生效。 

五、修正案一经生效，即对已表示同意受其约束的缔约国具

有约束力。其他缔约国则仍受本议定书原条款和其以前批

准、接受或核准的任何修正案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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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0/ 
Article 20: 

第 20 条 

退约 

1.缔约国可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议定书。此项退约

应自秘书长收到上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所有成员国已退出本议定书时

即不再为本议定书缔约方。 

第二十条 

退约 

一、缔约国可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议定书。此项退

约应自秘书长收到上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所有成员国已退出本议定书时

即不再为本议定书缔约方。 

Article 21/ 
Article 21: 

第 21 条 

保存人和语文 

1.联合国秘书长为本议定书的指定保存人。 

2.本议定书原件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议定书的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为作准文本。 

第二十一条 

保存人和语文 

一、联合国秘书长为本议定书的指定保存人。 

二、本议定书原件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议定书的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为作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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