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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二工作组（争议解决） 

第七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纽约（线上） 

 

 

  临时议程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解决争议方面今后可能的工作的专题讨论会。 

 

 二. 工作组的组成 

 

1. 工作组由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组成，具体如下：阿尔及利亚（2025 年）、阿根廷

（2022 年）、澳大利亚（2022 年）、奥地利（2022 年）、白俄罗斯（2022 年）、比利

时（2025 年）、巴西（2022 年）、布隆迪（2022 年）、喀麦隆（2025 年）、加拿大（2025

年）、智利（2022 年）、中国（2025 年）、哥伦比亚（2022 年）、科特迪瓦（2025 年）、

克罗地亚（2025 年）、捷克（2022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2025 年）、厄瓜多尔（2025

年）、芬兰（2025 年）、法国（2025 年）、德国（2025 年）、加纳（2025 年）、洪都拉

斯（2025 年）、匈牙利（2025 年），印度（2022 年）、印度尼西亚（2025 年）、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2022 年）、以色列（2022 年）、意大利（2022 年）、日本（2025 年）、

肯尼亚（2022 年）、黎巴嫩（2022 年）、莱索托（2022 年）、利比亚（2022 年）、马

来西亚（2025 年）、马里（2025 年）、毛里求斯（2022 年）、墨西哥（2025 年）尼日

利亚（2022 年）、巴基斯坦（2022 年）、秘鲁（2025 年）、菲律宾（2022 年）、波兰

（2022 年）、大韩民国（2025 年）、罗马尼亚（2022 年）、俄罗斯联邦（2025 年）、

新加坡（2025 年）、南非（2025 年）、西班牙（2022 年）、斯里兰卡（2022 年）、瑞

士（2025 年）、泰国（2022 年）、土耳其（2022 年）、乌干达（2022 年）、乌克兰（2025

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2025 年）、美利坚合众国（2022 年）、委内瑞

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022 年）、越南（2025 年）和津巴布韦（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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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本届会议并参加审

议工作。此外，受到邀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本届会议并可就各

自组织拥有专门知识或国际经验的事项发表其意见，以推动本届会议的审议工作。 

 

 三. 议程项目说明 

 

  项目 1. 会议开幕 

 

3. 工作组第七十五届会议定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在联合国总部（纽

约）举行，将作出安排，允许亲身与会和在线与会。这些安排有可能根据联合国总

部的措施和要求而改变。将适时在第二工作组网页上公布本届会议的开会时间和其

他安排。 

 

  项目 2.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解决争议方面今后可能的工作的专题讨论会 

 

4. 根据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决定，1工作组第七十四届会议（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维也纳）最后审定了《贸易法委员会快速仲裁规则解释性说明》，

并就预先驳回和初步裁定专题提出了前进方向（A/CN.9/1085）。 

5.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还审议了秘书处就数字经济有关法律问题开展探索和

筹备工作的进度报告，其中包括一份与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有关的活动情况报告

（A/CN.9/1064/Add.4）。2委员会还听取了一项关于审查裁决程序的建议，目的是拟

订国际裁决规则，这将有益地补充快速仲裁的工作。3 

6. 经讨论后，委员会请秘书处在工作组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组织一次专题讨论

会，探讨与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并确定可能的立法工作范围和性

质。4委员会还要求留出一些时间讨论裁决工作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见下文第 243

段）。5 

7. 专题讨论会的目的是使委员会能够在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就今后在解决争议领

域开展任何立法工作的可取性和可行性作出知情的决定。 

8. 根据委员会的决定，6专题讨论会将涉及四个主要专题： 

  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方面的发展，将涉及在争议解决中所用技术产生的影

响，以及根据所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制定新的标准和手段，以维护国际解

决争议领域的核心原则； 

 - 用以解决争议的在线平台，以及需要建立法律标准，适用于内附自带解决争

议机制的在线平台和那些主要专用于解决争议的在线平台；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6/17），第 25(g)、189、214(b)和 242 段。 

 2 同上，第 228 至 233 段。 

 3 同上，第 243 段。 

 4 同上，第 25(e)、214(b)和 233 段。 

 5 同上，第 25(g)、214(b)和 243 段。 

 6 同上，第 233 段。 

http://undocs.org/ch/A/CN.9/1085
http://undocs.org/ch/A/CN.9/1064/Add.4
http://undocs.org/ch/A/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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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涉及技术方面的争议解决，包括拟订可用于涉及技术方面争议的示范条文或

将可在解决争议的条款中以提及方式纳入的条文；以及 

 - 裁决、其实际运用和基础法律框架。 

9. 专题讨论会前两天将专门讨论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方面的发展以及用以解决

争议的在线平台。随后两天将专门讨论涉及技术方面的争议解决和裁决。最后一天

目前保留用于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包括关于今后工作的其他建议。还将举行一次圆

桌讨论，其中将提供前四天审议情况概要。详细日程将在专门网页上提供。 

10. 由于工作组的整个届会都将专门讨论这次专题讨论会的安排，因此预计工作组

不会通过一份报告，而是将向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5

日，纽约）提交一份专题讨论会报告。 

11. 将为专题讨论会提供下列文件： 

 - 日本政府提交的与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方面有关的活动摘要（A/CN.9/WG.II/ 

WP.222）； 

 - 包容性全球法律创新网上争议解决平台的活动摘要（A/CN.9/WG.II/WP.223）； 

 - 有关协助实施涉及技术方面争议解决的条文概述（A/CN.9/WG.II/WP.224）； 

 - 关于裁决的说明，包括关于今后工作的建议（A/CN.9/WG.II/WP.225）；

以及 

 - 各国关于解决争议方面今后的工作的任何其他建议。 

12. 上述文件将在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发布后挂在工作组网页上。还将开设一个

专门网页，提供关于这次专题讨论会的信息，包括这些文件和专题讨论会上所作的

专题介绍。 

 

http://undocs.org/ch/A/CN.9/WG.II/WP.222
http://undocs.org/ch/A/CN.9/WG.II/WP.222
http://undocs.org/ch/A/CN.9/WG.II/WP.223
http://undocs.org/ch/A/CN.9/WG.II/WP.224
http://undocs.org/ch/A/CN.9/WG.II/WP.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