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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交通运输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2010年 11月 1 – 3日，曼谷 

临时议程 6 

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的拟议架构 

 

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的拟议架构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在其于 2009年 12月 14至 18日在曼谷举行

的第一届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亚洲发展交通运输的曼谷宣言》中，请

秘书处协助本区域各成员和准成员努力实现亚洲高速公路网、泛亚铁路

网和其他运输形式的相互连通和一体化，并为此着手拟定一项陆港问题

政府间协定。经社会随后在其 2010年 5月 19日的第 66/4号决议核可了

这一《宣言》。 

本报告中介绍了拟定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的背景情况，并概述了此

项协定的拟议架构。 

委员会不妨审查这一《陆港协定》的拟议架构，并就其格式、内

容、以及各成员之间间今后的协商进程提出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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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早已认识到通过某种形式的“陆港”把亚洲高速

公路和泛亚铁路连接起来的重要性。经社会第一次正式表达这种观点是在其

1992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当时经社会核准了关于亚洲陆地交通运输基础

设施发展的综合项目（陆运发展项目），其中包括亚洲高速公路、泛亚铁路

和陆地运输设施。该项目把在公路和铁路线路中与“主要的内陆集装箱装卸

站在和库场”连接作为拟定这些线路的标准之一。 

2. 2001 年 11 月在首尔举行的基础设施问题部长级会议扩大了亚洲陆

运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的范围，要求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亚洲交通运输区域

网，涵盖所有交通运输方式，包括铁路、公路、水运、港口、货运站和机

场”。1 

3.  在陆运发展项目中和首尔会议上分别使用了“主要的内陆集装箱装

卸站和库场”及“货运站”，直至 2006年 11月在大韩民国釜山举行的交通

运输部长级会议上才提出“陆港”这一用语。会议指出，亚洲高速公路网和

泛亚铁路网是建立国际一体化多式联运系统和物流系统的主要构件，这两个

系统是交通运输部门发展的长期愿景。2  会议并表示坚信“陆港”“在发展

国际一体化多式联运系统中的作用及其作为经济发展中心的潜力，尤其是在

内陆国家和广阔的国内内陆腹地。”3 

4.  2009 年 12月在曼谷举行的亚洲交通部长论坛第一届会议和经社会

《关于亚洲发展交通运输的曼谷宣言》贯彻落实情况的 2010年 5月 19日第

66/4 号决议都再次强调陆港在交通运输种系统中的重要性。第 66/4 号决议

请执行秘书“实现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网和其他运输形式的连通和一体

化，努力拟定一项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 

5.  本文件中列述了这样一项协定的内容，并提出了关于草拟此项协定

架构的建议。 

二、在区域交通运输网内正式设立陆港 

6. 从成功实施《亚洲公路协定》和《泛亚铁路协定》4 5 获得的经验表

明，通过相关的政府间协定正式确定交通运输网络的构成部分的做法，业

                                                   
1      E/ESCAP/1249,第四章，附件，第 1.3节，产出 1。 

2      E/ESCAP/63/3，第五章，附件。 

3      E/ESCAP/63/13，第五章。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3卷，第 41607号。 

5      经社会 2006年 4月 12日第 62/4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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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a) 吸引各成员国做出更加坚定的承诺，从而以协调一致方式促进了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b) 使国际金融机构和双边捐助方提供了更多的资

金；以及(c) 加强了同私营部门的协作。 

7.  在这一成功的基础上，通过一项政府间协定正式建立一个陆港区域

网络将可：(a) 促进国际上对陆港的认可；(b) 有利于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以及(c) 通过亚太区域陆港的发展和运作采取一种更加协调一致的方式提高

业务工作的效率。 

8.   一项关于陆港问题的政府间协定，以及现有的关于亚洲公路网和

泛亚铁路网的协定，将可进一步推动在实现国际一体化多式联运系统和物流

系统方面取得进展。 

9. 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一项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将使成员国能够认

可其他国家的陆港。这样随后就能够通过使用把陆港作为启运港或目的地港

的提货单托运货物和办理清关手续。这将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从而使陆港能更好地抓住各种商业和投资机会。 

10.   在国家一级，关于陆港的政府间协定将使各国能够更好地了解位

于战略重要地点的陆港的重要性，并协助宣传相关政策，以促进和便利这些

设施的发展。通过签订协定，还将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对陆港的最基本的

技术和运作要求，从而协助设计和发展这些设施。 

三、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的拟议架构 

11.   根据提议，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的拟议构架应与各成员国先前在

亚太经社会主持下谈判的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相类似。 

12.   这两项协定都载有序言部分，随后是三、四条实质性条款。其余

条款基本上都是程序性的，与许多其他公约条款相似。两项协定都有附件。

其附件一都大致界定了网络，并列出各条线路。在关于亚洲高速公路网的政

府间协定中，附件二和三分别概述了各项标准和标识；在关于泛亚铁路网的

政府间协定中，附件二列述了各种技术特点的指导准则。 

13.   关于陆港协定，拟议有如下三条实质性条款：（a）“具有国际重

要性的陆港的定义”将界定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和协定中的相关用语；

（b）“确定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 将提及附件一，其中载有成员国中

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的清单；以及(c)“发展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将提

及附件二，其中载有“对陆港的功能要求及其分类”，及附件三 ，其中将

载有“关于陆港的发展与运作的指导原则”。 

14.   在草拟政府间协定时可以借鉴诸如《欧洲重要国际联合运输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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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关设施协定》（《联合运输线协定》）6 及其《关于内陆水道联合运输

的议定书》（1997年 1月 17日）等其他国际交通运输协定的有关部分。 

15.   此外，在审议对陆港的功能要求时，亦可参考欧亚经济共同体所

制定的 2009至 2020年期间建立和发展国际物流中心系统的战略。 

16.   拟议的陆港协定的其余条款将主要是程序性的，类似于许多国际

协定和公约的条款，包括与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相关的各项协定。 

17.   拟议的协定架构载于本说明的附件。 

四、编写政府间陆港问题协定的拟议计划 

18.   按照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秘书处将与联合国总部法律事务厅合

作，编写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的工作草案。随后，将举行一系列次区域会

议，就工作草案进行协商。为此，将编写协定的协定订正草案，反映次区域

协商的结果，随后将草案提交一次政府间会议以进行进一步协商和予以通

过。协定获得通过后， 可在 2013 年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期间开放供签

署。下表概要列出编写此项协定的暂定计划。 

活动 暂定日期 

1.  编写协定工作草案 2011年 5月 

2.  举行次区域协商会议 2011年 6月至 2012年 3月 

3.  召开区域政府间会议以通过协定 2012年 9月 

4.  开放协定供签署 2013年 4月/5月 

五、供审议的事项 

19.   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的拟议架构已提交委员会审议。委员会不妨

就拟议计划的格式和内容向秘书处提出指导意见，以进一步编写该计划。 

20.   委员会还不妨鼓励成员国确定现有的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以

及能够建立全面运作的陆港的其他地点，并向秘书处提供其他资料，以便拟

定陆港名单，将其作为附件一列入协定。 

21.   委员会还不妨鼓励成员国积极参与草拟进程，并参加计划举行的

各次协商会议。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46卷，第 303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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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陆港问题政府间协定的拟议架构 a 

序言部分 

序言中将载有适当案文，表明缔约国希望建立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

以便推动各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和区域合作。（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

和《泛亚铁路网协定》序言） 

一、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的定义 

本条中将界定“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这一用语和协定中所使用的相

关用语。(参阅《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条) 

二、确定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 

本条中将提及附件一，其中载有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清单；该清单将

成为缔约国将予以通过的关于在成员国建立陆港的协调计划的一部分（参阅

《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2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2条） 

三、建立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 

本条中将提议将按照协定附件二和附件三(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3

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3条)的条款建立陆港： 

（a） 协定的附件二中将载有关于陆港的主要功能、便利和服务的说

明，以及关于根据陆港的功能、便利和服务将其分类的计划； 

（b） 协定的附件三中将载有关于建立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及其运

作的指导原则。 

四、签署和成为缔约国的程序 

本条中将规定签署和成为协定缔约国的程序。（参阅《泛亚铁路网协

定》第 4条） 

                                                   
a   括号列有《关于亚洲高速公路网的政府间协定》（《高速公路网协定》）和《关于泛亚
铁路网的政府间协定》（《泛亚铁路网协定》）中与可能案文类似的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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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效  

本条中将规定协定如何、以及何时生效，包括协定生效所需的最少成员

国数目。（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6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5条） 

六、陆港问题工作组 

本条中将规定设立一个陆港问题工作组，负责管理协定的执行工作，并

对这一工作组会议的举行频率以及召开特别会议的程序作出规定。（参阅

《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7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6条） 

七、修正主要案文的程序 

本条中将规定修正协定主要案文的程序，包括协定中的哪些条款可加以

修正、收到修正要求的方式、负责审议拟议修正案的机构、有关提议的分

发、通过修正案所需的票数（例如须经所有缔约方同意、简单多数或三分之

二多数等）、以及与修正案相关的来文等。（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8

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7条） 

八、修正附件的程序 

这些条款将规定修正协定附件、提出修正案、以及分发提议的程序，并

规定通过附件修正案和相关来文的程序。在关于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的

政府间协定中有两个这样的条款：一个是关于附件一，另一个是关于其余的

附件。（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9和第 10条、以及《泛亚铁路网协定》

第 8和第 9条） 

九、保留 

本条中将规定（如果允许做出保留）在何种情况下可做出保留。（参阅

《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11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0条） 

十、退出 

本条中将规定退出协、定以及此种退出何时生效的程序。（参阅《亚洲

公路网协定》第 12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1条） 

十一、停止生效 

本条中将就协定停止生效的条件以及何时将继续生效做出适当规定。

（参阅《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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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解决争端 

本条中将规定解决争端的程序。（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14 条和

《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3条） 

十三、对适用性的限制 

本条中将以适当措词规定对协定适用性的限制。（参阅《亚洲公路网协

定》第 15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4条） 

十四、保存人的通知和通告 

本条中将以适当措词规定保存人将以何种方式把与协定有关的行动通知

各缔约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16 条）（应在此指

出，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中没有此种条款，因为关于《条约法》的 1969 年

5月 23日《维也纳公约》第七部分中已规定了保存人的各项职能） 

十五、附件与协定之间的关系 

本条中将规定协定与协定各附件之间的关系。（参阅《亚洲公路网协

定》第 17条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5条） 

十六、秘书处 

本条中将对协定的秘书处作出规定。（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18 条

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6条） 

十七、保存人 

本条中将对协定的保存人做出规定。（参阅《亚洲公路网协定》第 19 条

和《泛亚铁路网协定》第 17条） 

十八、附件 

A． 附件一：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 

本附件中将载有各成员国所 提议的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的清单。 

B． 附件二：陆港的功能要求和分类 

本附件中将说明对陆港的主要功能、便利和服务方面的要求，并列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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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根据陆港的功能、便利和服务对之进行分类的制度。可将陆港分为四级：

一级（最高）、二级、三级和四级（最低）。设想将把清关功能作为最基本

的要求。同时还设想，本附件中的措词将是一般性的，载有例如“各缔约方

应尽一切努力，通过增加所要求的功能、便利和服务，逐步把陆港提升至更

高等级”等案文。 

C． 附件三：关于陆港的发展和运作的指导原则 

本附件中将规定用于指导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的发展和运作的各项原

则。其中可能提及进出口流程、标准设计和业务要求，例如搬运 20/40尺集装

箱所需的设备、清关时间、以及签发提货单等事项。根据设想，这部分的措

词也将是一般性的，例如“各缔约方应尽一切努力，遵循关于陆港发展和运

作的指导原则的各项规定”等。 

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