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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5 日，纽约 

 

 

  贸易法委员会的区域存在 

 

  秘书处的说明 

 

  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的活动 

 

1. 自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以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根据贸易法委员会秘

书处技术援助战略框架中确定的优先行动方针（A/66/17，第 255 段；A/CN.9/724，

第 10 至 48 段）以及为区域中心确定的具体任务开展了各项活动。这些行动方针

旨在：(a)通过传播国际贸易规范和标准，特别是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规范和标准

增进国际商业交易确定性，从而支持公共、私营及民间社会采取举措促进国际贸

易和发展；(b)向本区域各国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服务，包括向国际和区域组

织及开发银行提供此类服务；(c)建设并参与区域性国际贸易法伙伴关系和联盟，

包括与其他适当的联合国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一道参与；(d)通过简报会、讲习

班、研讨会、出版物、社交媒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使用区域语言，加强

信息、知识和数据统计；(e)在报告所述期间（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为委员会的非立法活动发挥各国与贸易法委员会之间沟通渠道的作用。 

2. 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该区域中心在亚太地区的 22 个司法管辖区，包括四

个内陆发展中国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尼泊尔和土库曼斯坦）开展了

虚拟、混合以及面对面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活动。 

  

http://undocs.org/ch/A/66/17
http://undocs.org/ch/A/CN.9/724


A/CN.9/1098  

 

V.22-02724 2/14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开展的活动 

 

与内陆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活动 

 

3. 该区域中心在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活动扩大并加深了利益攸关方在亚太地

区和其他地区的参与。具体而言：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数量比上一个报告期

增加了 12%（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 65 项活动增加到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 73 项活动）；司法管辖区与该区域中心共同举

办的活动增加了 29%（从 17 个司法管辖区增加到 22 个司法管辖区）；旗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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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的地域覆盖面增长了 36%（从 53 个司法管辖区增加到 72 个司法管辖区）；

参与度增长了 1,200%（从 9,500 名同步参与者增加到约 120,000 名同步参与者）。 

 

 

 推动贸易法委员会文书获得普遍通过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4、5、8、9、10、16和 17的相关性 

 

4. 尽管为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采取的措施，包括

自上一个报告期以来在整个区域实施旅行和组织限制持续产生影响，但在本报

告期期间，区域中心继续提供服务，并扩大其旗舰活动的覆盖面和虚拟可及性。

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高认识、促进切实了解、通过和使用贸易法委员会法规，

并不断创造机会为支持贸易法委员会当期和未来可能的立法工作作出实质性的

区域贡献： 

 

 仁川法律与商业论坛 

 

 (a) 2021 年仁川法律与商业论坛（第二届）（以下简称“论坛”）（2021 年

9 月 6 日至 7 日，大韩民国仁川）由区域中心和大韩民国法务部与仁川广域市联

合举办，并得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韩国商事仲裁委员会国际部的支持，主题为

“乘风破浪：通过法律的协调统一助力中小微企业扬帆起航”。本届论坛包含五

场小组讨论和一场圆桌会议：(1)“中小微企业的组建：企业登记”，探讨《贸易

法委员会企业登记处关键原则立法指南》及帮助中小微企业克服融入主流经济时

所面临法律障碍的其他方式；(2)“中小微企业的组建：有限责任企业”，探讨《贸

易法委员会有限责任企业立法指南》及各国有关简化企业形式的立法举措；

(3)“数字时代的中小微企业”，探索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方面的经验以及贸易法

委员会缓解相关法律问题的探索性会议；(4)“小微企业破产：简化机制”，聚焦

新出台的《贸易法委员会小微企业破产立法建议》（2021 年）；(5)“中小微企业争

活动概览 

活动总数 

共同主办活动的 

司法管辖区 

（司法管辖区） 

旗舰活动覆盖面 

（司法管辖区） 

同步参与人数 

（1,000 人） 

2021-2022 年 

2020-2021 年 

2020-2021 年 2021-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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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解决”，探讨不同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的优势，包括新通过的《贸易法委员会

快速仲裁规则》（2021 年）；(6)关于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的圆桌会议，包括讨论中

小微企业可用的传统融资方式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以及国家和国际层面现有

的政策举措和法律措施。来自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美洲和欧洲）72

个司法管辖区的约 434 名商业和法律部门利益攸关方、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政府代

表参加了论坛。 

 

 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太平洋司法峰会 

 

 (b) 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太平洋司法峰会（第四次）（以下简称“峰会”）（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 日，中国香港），由区域中心和中国香港律政司联合举办，并得

到亚洲国际法学院的支持，主题为“可持续适应新常态”，峰会为混合形式。本

次峰会是区域中心两年一度的旗舰活动，汇集亚太地区的法官、官员、从业人员、

学者及其他专业人士，探讨热门法律问题。鉴于 COVID-19 大流行及其影响，2021

年的论坛聚焦与适应这一新常态有关的法律问题。峰会包括一场司法会议公开会

议以及一场专门的司法圆桌会议，旨在为亚太地区法官和司法人员提供能力建

设。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提供口译支持，便利亚美尼亚法官参与和参加峰会。

峰会期间讨论的议题包括获取信贷，启动全球经济；解决因大流行所致中断造成

的供应链贸易争议，并应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销售公约》）（1980

年，维也纳）；数字经济和争议解决；破产和重组。来自 38 个司法管辖区的约 800

名与会者以虚拟或面对面的形式参加了峰会，包括来自亚美尼亚、孟加拉国、中

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

宾、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等司法管辖区的律师、教授和法官参加了峰会。  

 

 贸易法委员会特别会议 

 

 (c) 贸易法委员会特别会议（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3 日，首尔）是一项年度

旗舰活动，由区域中心和大韩民国法务部合办，并得到韩国商事仲裁委员会国际

部和首尔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支持，为政府和国际组织官员提供关于贸易法委员

会非诉讼争议解决文书方面的能力建设，除其他外，包括《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公约》（《纽约公约》）（1958 年，纽约）、《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1985 年）及其 2006 年通过的修正案（《贸易法委员会仲裁示范法》）、《贸易法

组织快速仲裁规则》（2021 年）、《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新加坡调解公约》）（2018 年，纽约）、《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调解和调解所产生

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调解示范法》）（2018 年）、《贸易法

委员会调解规则》（2021 年）、《贸易法委员会调解安排说明》（2021 年）以及《贸

易法委员会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技术指引》（2016 年）。与会者分享了各自司法管

辖区在争议解决、数字经济时代争议解决以及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方面的经

验和最新情况。来自 17 个司法管辖区，即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斐济、印

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大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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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加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的代表，以及亚太地区开发银行和国际

组织，包括联合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混合

活动。 

 

 亚洲太平洋非诉讼争议解决会议 

 

 (d) 亚洲太平洋非诉讼争议解决会议（第 10 次）（2021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

首尔），为与大韩民国法务部、韩国商事仲裁委员会国际部、首尔国际争议解决中

心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法院以虚拟形式共同主办的年度区域会议。会议以“2021

年以后的争议解决创新发展：我们在路上”为主题，探讨了当前投资人与国家间

争议解决方面的改革建议、如何使仲裁更加方便用户以及关于虚拟和远程听证的

创新建议。来自 61 个司法管辖区的 115,000 多人通过在线直播收看了本次会议。 

 

 贸易法委员会亚太日 

 

 (e) 2021 年第四季度举办的贸易法委员会亚太日（第八次）旨在提高认识，

鼓励法律学者和学生学习贸易法委员会法规。1邀请亚太地区各大学参加庆祝活

动，为此举办从便当午餐会到为期数日的国际会议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尽管

COVID-19 造成了一些持续不断的复杂情况，但具有开创意义的是，共有 40 个伙

伴机构在亚太地区的[14]个司法管辖区，即澳大利亚、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印度、日本、马尔代夫、尼泊尔、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

斯里兰卡、泰国、土库曼斯坦和越南，以虚拟或混合形式共同举办了 21 场活动，

同步观众超过 1,300 人。2021 年，中小微企业是活动的主要焦点。贸易法委员会

的其他议题还包括争议解决、网上争议解决、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销售公

约》、破产、简化企业组建和登记、担保权益和电子商务。  

 区域中心与以下学术伙伴和机构一起举办了活动： 

㈠ 中央大学（2021 年 10 月 13 日，首尔）； 

㈡ 仁荷大学（2021 年 10 月 14 日，首尔）； 

㈢ 人民大学与国际商会（2021 年 10 月 22 日，北京）； 

㈣ 国立首尔大学（2021 年 10 月 26 日，首尔）； 

㈤ 上海财经大学与国际商会（2021 年 11 月 5 日，中国上海）； 

㈥ 香港大学与香港和解中心和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协会合作（2021 年

11 月 10 日，中国香港）； 

㈦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2021 年 11 月 12 日，曼谷）； 

__________________ 

 1 更多信息见《2021 年贸易法委员会亚太日报告》，网址：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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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与国际商会和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合

作（2021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上海）； 

㈨ 北京师范大学（2021 年 11 月 16 日，北京）； 

㈩ 国际人文与发展大学与土库曼斯坦外交部（2021 年 11 月 16 日，阿什哈

巴德）； 

(十一) 加德满都大学法学院与尼泊尔国际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2021 年 11 月

19 日，加德满都）； 

(十二) 武汉大学与国际商会（2021 年 12 月 4 日，中国武汉）； 

(十三) 远东联邦大学（2021 年 12 月 13 日，俄罗斯联邦符拉迪沃斯托克）； 

(十四) 马尔代夫国立大学、维拉学院、阿维德学院及马尔代夫模拟法庭协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马累）； 

(十五) 名古屋大学（2021 年 12 月 15 日，日本名古屋）； 

(十六) 西澳大学与贸易法委员会澳大利亚国家协调委员会（2021 年 12 月 17

日，澳大利亚珀斯）； 

(十七) 澳门大学（2021 年 12 月 17 日，中国澳门）； 

(十八) 外贸大学（2021 年 12 月 20 日，河内）； 

(十九) 上海政法大学与国际商会（2021 年 12 月 28 日，中国上海）； 

(二十) 斯里兰卡法学院与模拟法庭法官培训平台（2022 年 1 月 10 日，科伦

坡）； 

(二十一)古吉拉特邦国立法学院公司和破产法中心、泰米尔纳德邦国立法学院

及印度破产委员会（2022 年 2 月 3 日，印度古吉拉特邦）。 

5. 此外，区域中心开展并支持或参与了以下活动和倡议，这些活动和倡议旨在

提高认识并推动切实了解、通过和使用贸易法委员会法规，从而促进国际商业交

易的法律确定性： 

 (a) 贸易法委员会一般性任务授权或者关注交叉议题的任务授权： 

  ㈠ 联合举办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亚洲及太平洋法律协

会网络研讨会，介绍贸易法委员会的任务授权、立法工作和法律发展情况、

贸易法委员会的非立法工作，其中重点关注亚太地区、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和

调解框架以及第二工作组和第三工作组目前的工作（2021 年 4 月 14 日，澳

大利亚悉尼）； 

  ㈡ 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上

介绍《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及船舶司法出售（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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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 在区域中心、上海仲裁委员会和国际商会上海代表处于第四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共同主办的一场活动上介绍贸易法委员会就中小微企

业开展的工作以及《贸易法委员会快速仲裁规则》（2021 年 11 月 9 日，中

国上海）； 

  ㈣ 在蒙古司法和内政部主办的一场会议上介绍贸易法委员会和区域中心

的工作、《贸易法委员会小微企业破产立法建议》（2021 年）以及《贸易法委

员会快速仲裁规则》（2021 年）。该会议探讨实施私法改革过程中遭遇的实

际挑战和阻碍，以及各司法管辖区和国际组织的最佳做法和经验（2021 年

12 月 16 日，乌兰巴托）。 

 (b) 在争议解决领域，区域中心： 

  ㈠ 与孟加拉国国际仲裁中心共同组织了一场虚拟网络研讨会，并在会上重

点介绍贸易法委员会非诉讼争议解决文书如何便利亚太地区商事（2021 年

4 月 8 日，达卡）； 

  ㈡ 为菲律宾非诉讼争议解决办公室和司法部举办的系列网络研讨会提供

意见，这些研讨会聚焦“2012 年第 78 号行政命令及其实施细则和条例与仲

裁程序介绍”以及“调解程序”（2021 年 4 月 30 日，马尼拉）； 

  ㈢ 在班加罗尔国际调解、仲裁和调停中心举办的一场虚拟网上调解国际会

议上概述《新加坡调解公约》（2021 年 7 月 9 日至 10 日，印度班加罗尔）； 

  ㈣ 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2021 中国仲裁高峰论坛的先导活动

上，就《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发表演讲（2021 年 9 月 13 日，北京）； 

  ㈤ 参加由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部和俄罗斯仲裁协会举办的美国律师协会

第十三届独立国家联合体相关商事争议解决会议的圆桌会议，探讨投资条约

和争议，重点关注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相关的争议（2021 年 9 月

22 日，莫斯科）； 

  ㈥ 在亚太地区调解员和中间人协会、远东联邦大学法学院、韩国国际调解

中心和滨海边疆区体育文化和运动部举办的亚太调解员国际科学和实践会

议以及第六届太平洋法律论坛上介绍《新加坡调解公约》（2021 年 10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符拉迪沃斯托克）； 

  ㈦ 在由韩国调解研究学会、大韩民国法务部和韩国立法研究所举办的第六

届亚洲太平洋调解会议期间介绍有关《新加坡调解公约》和商事调解的海外

立法趋势（2021 年 11 月 15 日，首尔）； 

  ㈧ 在亚洲及太平洋法律协会 2021 年虚拟年度会议上概述投资人与国家间

争议解决改革（2021 年 11 月 17 日，澳大利亚悉尼）； 

  ㈨ 在菲律宾司法部非诉讼争议解决办公室举办的第二届线上全国非诉讼

争议解决会议上介绍《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技术指引》（2016

年）和数字经济时代的争议解决工作（2021 年 12 与 1 日至 3 日，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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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㈩ 为韩国国际调解中心主办的韩国 2021 年韩国国际调解中心国际研讨会

提供支持，并在会上介绍《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及区域动态（2021 年 12 月

3 日，首尔）； 

  (十一) 在印度仲裁和调解协会举办的一场虚拟圆桌会议上探讨印度的调解

法令草案以及《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主要特点（2021 年 12 月 15 日，印

度德里）； 

  (十二) 在由斯里兰卡模拟法庭法官培训平台在斯里兰卡司法部支持下组织的

科伦坡国际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大赛先导活动中介绍贸易法委员会调解框

架（2022 年 1 月 10 日，科伦坡）； 

  (十三) 为亚洲国际仲裁中心和 2022 年亚洲国际仲裁中心青年从业者小组虚拟

会议提供机构支持（2022 年 3 月 17 日，吉隆坡）。 

 (c) 在电子商务领域，区域中心： 

  ㈠ 与太平洋岛屿论坛合作，支持虚拟的驻太平洋地区发展机构和开发银

行——太平洋区域电子商务战略和路线图（2021 年 4 月 28 日，苏瓦）； 

  ㈡ 在与泰国电子交易发展署共同主办的一场虚拟知识共享活动上，介绍贸

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法规以及《使用和跨境承认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的示范

法》草案（2021 年 6 月 2 日，曼谷）。 

 (d) 在破产领域，区域中心：  

  ㈠ 在亚洲及太平洋法律协会关于贸易法委员会和加强数字时代的资产追

踪与追回虚拟网络研讨会上，概述贸易法委员会今后将在民事资产追踪和追

回方面开展的工作（2021 年 8 月 17 日，澳大利亚悉尼）。 

 (e) 在国际货物销售领域，区域中心： 

  ㈠ 与孟加拉国国际仲裁中心共同举办了一场网络研讨会，主题为“非诉讼

争议解决和国际货物销售：从《销售公约》中获益的时机到了？”（2022 年

3 月 10 日，达卡）； 

  ㈡ 为 2022 年《销售公约》会议“《销售公约》40 年及以后：回顾过去与

展望未来”提供支持机构支持，并在会上介绍《销售公约》在亚太地区的最

近发展态势（包括《销售公约》进入中国香港）（2022 年 3 月 27 日，中国

香港）； 

  为了支持实现活动包容性，区域中心支持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以虚拟方式参与各项活动。这些国家包括亚美尼

亚、孟加拉国、中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

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蒙古、尼泊尔、帕劳、巴布亚新几内

亚、菲律宾、萨摩亚、新加坡、泰国、东帝汶、汤加和土库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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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2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8、9、10和 16的相关性 

 

6. 根据其具体任务，区域中心还向亚太地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服

务，包括向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开发银行提供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服务： 

 

 区域中心领导的各项活动 

 

 (a) 在争议解决领域： 

  ㈠ 在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受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支持的虚拟能力建

设圆桌讲习班上为越南利益攸关方介绍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改革（2021

年 12 月 10 日，河内）； 

  ㈡ 在大韩民国法务部和柬埔寨司法部共同举办的亚太地区改进调解立

法研讨会上就贸易法委员会的调解法规作专题介绍（2021 年 12 月 20 日，

首尔）。 

 (b) 在国际货物销售领域： 

  ㈠ 与土库曼斯坦外交部和国际人文科学与发展大学共同举办主题为“协

调立法对土库曼斯坦的益处：贸易法委员会对《销售公约》和《纽约公约》

的概述”的活动（2021 年 11 月 16 日，阿什哈巴德）； 

  ㈡ 在与印度尼西亚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和国立巴查查兰大学跨国商法系合

作主办的虚拟网络研讨会上，介绍《销售公约》和区域中心提供的技术援助

（2021 年 11 月 19 日，印度尼西亚西爪哇）； 

  ㈢ 与老挝工商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老挝商业环境项目共同举办了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销售公约》实施情况协商讲习班（2022 年 3 月 7 日，万象）。 

 (c) 在电子商务领域： 

  ㈠ 在由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举办的关于批准《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

信公约》的机构间混合会议上介绍贸易法委员会在电子商务方面开展的工作

（2021 年 4 月 15 日，马尼拉）； 

  ㈡ 如上文第 5 (c)㈡段所述，与泰国电子交易发展署共同主办了一场虚拟知

识共享活动，并在活动上介绍贸易法委员会的电子商务法规以及正在进行的

相关工作（2021 年 6 月 2 日，曼谷）； 

  ㈢ 为土库曼斯坦政府官员主办了一场关于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虚拟能

力建设研讨会（2021 年 6 月 10 日，阿什哈巴德）。 

__________________ 

  2 应请求开展了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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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破产领域： 

  ㈠ 如上文第 5(a)㈣段所述，在蒙古司法和内政部主办的一场会议上介绍

《贸易法委员会小微企业破产立法建议》（2021 年）（2021 年 12 月 16 日，

乌兰巴托）。 

 

 A/CN/9/10xx号文件中报告的、得到区域中心支持的各项活动3 

 

 (e) 与中央财经大学合作举办 2021 年公私伙伴关系最佳实践国际在线研讨

会：保障“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本次研讨会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中心（中国财政部）、条约法律司（中国商务部）以及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的支持

（2021 年 4 月 8 日至 9 日，北京）； 

 (f) 关于“程序规则改革”的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闭会期间会议（虚

拟）（2021 年 9 月 2 日至 3 日，首尔）； 

 (g) 与中国香港律政司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共同组织的关于“在投资人

与国家间争议解决中使用调解”的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闭会期间会议（2021

年 10 月 28 至 29 日，中国香港）； 

 (h) 与中国香港律政司合作主办的包容性全球网上争议解决法律创新平台

第二次会议（2021 年 11 月 24 日，中国香港）； 

 (i) 与日本法务省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合作举办的 2021 年争议解决东

京论坛，主题为“加强数字经济时代的争议解决原则”（2021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东京）； 

 (j) 审查亚太地区特定司法管辖区的仲裁和调解立法草案。 

 

 与其他机构联合或合作开展的活动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8、9、10、16和 17的相关性 

 

7. 为进一步加强与区域性国际贸易法伙伴关系和联盟，包括与其他适当的联合

国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的协调与合作，区域中心继续与积极参与贸易法改革的

机构一道开展系统性努力，以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这些机构包括亚行、亚

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联合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地协调员办公室，以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在大韩民国开展业务的联合国组织。特别是，区域中心： 

 (a) 就上文第 4、5 和 6 段提到的争议解决、货物销售和电子商务议题与各

国际机构共同举办能力建设讲习班和研讨会； 

__________________ 

 3 更多信息见 A/CN.9/xxxx 第二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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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与国际商会上海代表处、北亚国际商会仲裁和非诉讼纠纷解决合作，与

上文第 4(e)段所述中国的大学共同组织贸易法委员会亚太日活动； 

 (c) 与亚航合作，为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利益攸关方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

建设，包括由乌兹别克斯坦司法部和亚行举办的“塔什干法律之春”国际法律论

坛（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3 日，塔什干）和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太平洋司法峰会

（第四次），如上文第 4(b)段所述； 

 (d) 参加有关“贸发会议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三阶段：提高投资政策一致性

和协同效应”的亚太地区讲习班（2021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曼谷）； 

 (e)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举办的讲习班和网络研讨会，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便利

营商讲习班：解决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破产问题（2021 年 6 月 10 日，美利坚合

众国），关于“影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实施担保贷款

改革和获取信贷的问题”的网络研讨会（2021 年 12 月 10 日，美利坚合众国），

以及关于启动亚太经合组织网上争议解决合作框架的虚拟讲习班（2022 年 2 月

16 日至 17 日，日本）； 

 (f) 参与联合国为推动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联合国伙伴关系框架（2017-

2021 年）》过渡到新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2022-

2026 年）而成立的联合指导委员会（2021 年 7 月 13 日，万象），并如上文第 4(c)

段所述，为联合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地协调员办公室的代表提供能力建设； 

 (g) 与在大韩民国开展业务的联合国各组织、基金和方案、大韩民国外交部

以及联合国韩国协会共同组织了一场特别小组讨论，探讨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

挑战，以及大韩民国在塑造多边主义未来以庆祝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 30 周年方

面发挥的作用（2021 年 10 月 24 日，大韩民国）； 

 (h) 如上文第 4(e) (十六)段所述，与贸易法委员会澳大利亚国家协调委员会合

作，共同主办了一场贸易法委员会亚太日旗舰活动。 

8. 区域中心还充当委员会与亚太地区各国开展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的沟通渠

道，在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内建立联络点并与政府官员定期磋商。 

 

 新的条约行动和颁布示范法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9、10和 16的相关性 

 

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亚太地区通过了下列贸易法委员会法规：4  

 (a) 在国际仲裁领域： 

__________________ 

 4 更多信息见 A/CN.9/xxxx，秘书处的说明，“公约和示范法现状”。该说明涉及在亚太地区采取

的相关行动以及区域中心相关活动取得的成果。现状说明涉及委员会整体工作造成的公约和示

范法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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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纽约公约》：伊拉克（2021 年）； 

 ㈡ 《毛里求斯透明度公约》：贝林（2021 年）；伊拉克（2021 年）； 

  ㈢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1985 年）及其 2006 年通过的修正案：乌兹别

克斯坦（2021 年）。 

 (b)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 

  ㈠ 《新加坡调解公约》：批准——土耳其（2021 年）；格鲁吉亚（2021 年）；

洪都拉斯（2021 年）；土耳其（2021 年）；签署——澳大利亚（2021 年）。 

 (c) 在电子商务领域： 

  ㈠ 《贸易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1996 年）：伯利兹（2021 年）；基里巴

斯（2021 年）； 

  ㈡ 《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2017 年）：伯利兹（2021 年）；

基里巴斯（2021 年）。 

 

 外联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4、16和 17的相关性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充当各国与位于维也纳的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

之间的沟通渠道，并继续通过国家和区域教育方案扩大其任务范围，旨在与非政

府组织、地方和国家政治利益攸关方、其他国际组织、开发银行、学术界、媒体

和公众就区域中心工作的不同方面进行定期对话，加强合作和社区支持，并提高

对贸易法委员会各项活动的认识。特别是，区域中心： 

 (a) 参加了与不同政府官员和利益攸关方的会议，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大韩

民国东道国政府、亚太地区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国际法学会、

争议解决中心和高等教育机构； 

 (b) 得到了厄瓜多尔驻大韩民国代理大使的礼节性拜访（2021 年 6 月 23 日，

大韩民国仁川）； 

 (c) 在从中国香港借调青年专业人才到国际法律组织启动仪式上发言（2021

年 9 月 8 日，中国香港）； 

 (d) 为孟加拉国国际仲裁中心成立 10 周年致贺词（2021 年 10 月 30 日，

达卡）； 

 (e) 与大韩民国法务部长官和仁川广域市市长共同主办了一场三边会议

（2021 年 11 月 3 日，大韩民国仁川）； 

 (f) 参与了中国香港开电视和中国香港律政司联手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庆祝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2021 年 12 月，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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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通过作为贸易法委员会亚太日旗舰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向亚太地区的大

学提供虚拟专题讲座，促进学术参与； 

 (h) 支持模拟竞赛，以提高学生对贸易法委员会文书的认识，包括： 

  ㈠ 深圳国际仲裁院组织的“模拟国际投资仲裁深圳杯”（2021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和 2021 年 8 月 14 日至 15 日，中国深圳）； 

  ㈡ 与大韩民国法务部和首尔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合作，与韩国商事仲裁委员

会国际部和国际法律研究中心进行 2021 年模拟国际投资仲裁虚拟全球赛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首尔）； 

  ㈢ 与模拟法庭法官培训平台和斯里兰卡法学院合作举办的关于贸易法委

员会以及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方式的科伦坡国际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

大赛预赛（2022 年 1 月 10 日，科伦坡）； 

  ㈣ 亚洲国际仲裁中心组织的 Willem C. Vis 模拟国际商事仲裁辩论赛的虚

拟预赛（2022 年 3 月 18 日至 20 日，吉隆坡）； 

  ㈤ 与上海政法大学和国际商会合作举办的 2022 年上海模拟法庭，以虚拟

方式就国际法贸易争端进行虚拟模拟调解辩论赛（2022 年 3 月 24 日，中国

上海）； 

  ㈥ 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组织的“在《销售公约》

项下有效解决涉及中国当事方的争议”Vis East 模拟比赛附属活动（2022 年

3 月 31 日，中国香港）。 

 (i) 通过以区域和联合国正式语文发布电子新闻和社交媒体最新情况，传播

关于贸易法委员会各项文书和动向的信息。  

 

 资源和筹资 

 

11. 区域中心的活动经费不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因此取决于是否有预算外资

金。区域中心依靠仁川广域市向贸易法委员会专题讨论会信托基金提供的年度财

政捐款，支付业务和方案费用。 

12. 根据联合国、大韩民国法务部和仁川广域市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签订的《谅

解备忘录》第 13.3 条，包括必要的修正案，仁川广域市将其 450,000 美元年度财

政捐款延长 5 年（2022 年至 2026 年），支持区域中心的运行。  

13. 区域中心员工包括一名专业人员、一名方案助理、一名团队助理和两名法律

专家。其核心项目预算还可以支付偶尔聘用专家和顾问的费用。在本报告所述期

间，来自 11 个司法管辖区（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中

国澳门）、法国、挪威、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 21 名实

习生（13 名女性和 8 名男性）进行了远程实习。特别是，区域中心吸引了来自联

合国所有会员国区域小组的申请人。区域中心最好还能够吸引范围广泛且精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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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语言的申请人，包括来自实习方案中代表性不足的国家的申请人。因此，建议

各国和观察员组织提醒符合这些具体要求的感兴趣者留意实习申请机会，由于实

习没有报酬，各国和观察员组织也可考虑提供奖学金，以吸引最有资格在区域中

心实习的人。 

14. 除上述财政捐款外，区域中心还依赖大韩民国法务部和中国香港政府无偿借

调的法律专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于 2021 年 12 月迎来了一名新的法

律专家。预计亚太地区对于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兴趣将随着技术援助请求的增加

以及下一个报告期内面对面活动的逐渐恢复而继续增长。这就要求会员国或会员

国推荐的有兴趣的私营和公共实体向区域中心或其项目提供额外捐款，以此相应

增加可用资源。 

15. 区域中心的的运作完全依赖某一国的捐款，其可持续面临巨大风险。委员会

不妨再次吁请所有国家、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单位、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实体以多

年期捐款形式向贸易法委员会专题讨论会信托基金提供捐款，以支持和夯实区域

中心的各项活动，作为特别项目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

开展技术合作与援助活动。委员会还不妨请会员国协助秘书处确定本国政府内部

的供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