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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国际立法
,

反行相关国际义务】

一
、

继续推进反恐国际立法工作
,

积极参加有关

国际公约
,

切实履行有关国际义务
.

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大反恐特委会届会等反恐国

际立法会议
,

中国政府认真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
,

努

力做好相关机构和个人的监管工作
。

201 0 年 8 月 28

日
,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

际公约》
,

自此中国参加的联合国框架下的反恐公约

数 目增加至 12 项
,

进一步扩展 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开

展国际反恐合作的法律基础
。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副代表王民在第 65 届联大发言强调
,

为进一步完善

现行国际反恐法律框架
,

中国政府赞同制定一项全面

反恐国际公约
。

另外
,

中国赞同在条件成熟时在联合

国主持下举行一次反恐高级别会议
,

这将有助于为反

恐国际法律合作提供政策指引
。

二
、

在地区反恐立法方面
,

中国政府继续推动与

周边国家缔结打击恐怖主义的双边条约
,

充分利用上

海合作组织下的区域反恐机构和相关法律文件开展合

作交流
。

8 月
,

中俄打击
“
三股势力

”

合作协定第一

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
。

三
、

在国际人道法方面
,

中国政府积极参加有关

国际人道法条约
,

并在有关国际会议上阐述了中方的

立场和看法
。

2 01 0 年 4 月
,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经 《禁止或

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

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 《战争遗留爆

炸物议定书》
。

至此
,

中国成为公约及其全部五个附

加议定书的缔约方
。

201 0 年 n 月
,

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团长在 《握太

华禁雷公约 》缔约国大会上发言表示
,

中国虽未加人

《公约》
,

但认同 《公约》的宗 旨和 目标
,

赞赏 《公

约》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
。

作为 《特定常规武器公

约》经修订的 《地雷议定书》缔约国
,

中国一贯严格

履行议定书各项义务
。

20 10 年
,

中国政府在华为苏

丹
、

阿富月举办人道主义扫雷培训班
,

共培训 45 名

专业扫雷人员
。

中国政府还向秘鲁提供了地雷受害者

援助
,

这是中国首次对外提供此类援助
。

201 0 年 12 月
,

中国裁军大使王群在 《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缔约国会上发言表示
,

《公约》在消除生

物武器威胁
、

防止生物武器扩散
、

应对生物恐怖主

义
、

加强生物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

当前公约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

普遍性有一定提

高
,

公约缔约国已达 16 3 个
。

公约履约支持机构运行

平稳
,

得到缔约国的普遍支持和信任
。

四
、

在国际海洋法方面
,

中国政府派团参加 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缔约国会议等海洋法领域的重

要国际会议
,

阐述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
。

12 月
,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表示
,

希望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对沿海国划界案的审议不仅符合国际社会的期

待
,

而且经得起科学
、

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

并表示中

国政府重视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和平解决海洋争端
、

维

护国际海洋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
,

支持法庭根据 《公

约》规定履行职责
。

主张在外大陆架问题上
,

应平衡

沿海国权利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

科学合理地划定

20 0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
,

在保障沿海国依国际

法享有的权利的同时
,

要保护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的国际海底区域
。

20 10 年 5 月
,

由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

所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共同举办的
“

大陆架

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

在

北京召开
。

来 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 0 多位代表参

加了会议
。

与会代表就
“

大陆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 、

“

大陆架制度的科学问题
”
和

“
国际海底区域和深海

资源环境
”

等议题和一些热点问题进行 了广泛而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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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
。

五
、

在外空法方面
,

2 0 1 0 年 3 月
,

联合国外空

委法律小组委员会第 49 届会议在维也纳召开
。

中国

代表团与会并就一般性交换意见议题做了发言
。

会议

主要就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状和适用情况
、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

《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

空间资产议定书草案
、

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有关的

国家立法交流等议题进行了审议
。

6 月
,

中国代表团

参加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
,

并发言强调
,

外空法治建设是建设和谐外空的重要保

障
,

现行外空法律制度虽然在规范各国空间活动
、

维

护空间秩序和促进空间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

还不足以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
,

尚不能有

效应对空间碎片等外空环境问题
。

外空法治建设任重

而道远
。

中国政府支持并积极倡导在不影响现有法律

框架的前提下
,

通过谈判缔结综合性的法律文书
,

以

维护外空的和平与安宁
,

解决在探索和利用外空过程

中产生的新问题
,

促进和谐外空的法治建设
。

截至 20 10 年
,

中国已与 46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空

间合作协定
。

作为
“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
的东道国

,

中国与该组织各成员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

对促

进本地区空间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中国还积极参加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工作
,

为达成 《空间碎片

减缓指南》等重要空间规则做出了贡献
。

六
、

在国际刑法领域热点问题 上
,

20 10 年 n

月
,

中国代表在第 65 届联大三委通过
“

暂停适用死

刑
”

决议草案前的解释性发言中强调
,

死刑问题是属

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立法和司法问题
,

其他国家无权

干涉
。

国际社会在废除死刑问题上并无共识
。

联大讨

论并通过涉及死刑问题的决议违背了 《联合国宪章》

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
,

只会使该问题进一步政治

化
、

复杂化
,

无助于弥合分歧
,

解决问题
,

也不可能

改变各国在该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

中国代表并敦促决

议共提国采取客观
、

公正
、

平衡的态度
,

尊重各国司

法主权
,

摒弃将死刑问题政治化的做法
,

停止通过提

交决议的方式将 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

【司法协助工作】 截至 2 01 0 年底
,

中国 已与 60

多个国家签订了 100 多项司法协助类条约
,

其中多数

涉及刑事司法事项的互助
。

中国迄今参加了 25 项含

有国际司法合作内容的多边国际公约
,

并同相关国家

开展了被判刑人移管以及打击假冒伪劣药品方面的良

好合作
。

20 10 年 4 月
,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引渡条约》
。

条约共 22

条
,

主要内容包括
:

引渡义务 ; 可引渡的犯罪 ; 应当

拒绝引渡的理由 ; 可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 引渡的程序

和费用 ; 特定规则 ; 争议的解决
;

条约生效
、

修正和

终止的程序
。

201 。年 6 月
,

中国和英国境外追赃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在犯罪资产
、

收益方面

加大追缴力度
、

加强能力建设
、

加强合作对两国维护

社会稳定
、

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

201 0 年 n 月
,

中国司法部 与澳大利亚联邦警

察
、

澳大利亚联邦司法部在北京联合组织召开了中澳

刑事司法协助研讨会及双方中央机关闭门磋商会
。

与

会代表根据各自工作实践和研究
,

深人探讨了许多刑

事司法国际合作的相关问题
。

两国司法部还就刑事司

法协助个案合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闭门磋商
,

就译

文质量
、

预审机制
、

死刑承诺
、

视频作证
、

文书送达

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
,

并达成了共识
。

截至 2 01 0 年底
,

中国与非洲国家签订了 14 项双

边司法合作条约
。

中国已与突尼斯
、

南非
、

纳米 比

亚
、

阿尔及利亚等四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刑事司法

协助条约
,

均已生效
。

中国还与埃及签订了双边民

事
、

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协定
,

也已生效
。

根据这五

项条约
,

中国与有关的非洲国家相互承担了依条约提

供刑事司法协助的义务
,

包括代为送达刑事诉讼文

书
、

调查取证
、

查找或辨认人员
、

进行司法勘验等
。

中国还与突尼斯
、

南非
、

莱索托
、

纳米比亚
、

阿

尔及利亚和安哥拉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
。

根据这些条

约
,

中国与有关非洲国家相互承担义务
,

在符合条约

规定的情况下
,

将在本国境内被对方通缉的人员引渡

给对方以便进行追诉或执行刑罚
。

在中非民商事司法合作方面
,

中国目前已与摩洛

盯
、

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签订了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

条约
,

除 201 。年初签署的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民商事

司法协助条约外
,

其他条约已生效
。

根据 L述条约或

协定
,

中国与有关国家可相互协助代为送达民商事文

书
、

调查取证以及承认和执行法院民商事裁决和仲裁

裁决
。

在反腐败领域的司法协助问题上
,

中国政府已签

署和参加包括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内的近 10 0 个

多边国际公约
,

与外国签订双边刑事司法互助条约

(包括移管被判刑人条约 ) 47 项
,

与 33 个国家签署

了引渡条约
。

中国还协助外国政府对跨国腐败的打

击
。

201 0 年 12 月
,

中国代表团出席 《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预防腐败问题工作组首次会议并做发言
,

中方

代表就国家预防腐败局开展预防腐败技术援助工作情

况发言并做了介绍
,

并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

除
,

各国防治腐败斗争仍面临严峻挑战
。

各国更应加

强合作
,

同舟共济
,

为促进全球实体经济复苏
,

创造

一个廉洁透明
、

公平公正的良好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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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气候变化问且的对话和谈判】 20 10 年气

候谈判依然是国际舆论的焦点之一
。

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之间有关减排义务
、

资金支持和透明度等问题

上的分歧依旧
。

2 0 10 年
,

中国积极开展和参与了多

渠道
、

各层面的国际磋商与交流
,

加强了与发展中国

家的沟通协调和与发达国家的对话
.

20 l() 年 1 月 29 日
,

温家宝总理分别复信丹麦首

相拉斯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

表示中方积极评

价并支持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发表的 《哥本

哈根协议》
,

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

用
,

同国际社会一道
,

推动墨西哥会议切实完成巴厘

路线图谈判任务
,

达成加强公约和议定书实施的全

面
、

有效和有约束力的成果
,

为应对气候变化尽 自己

的力量
。

20 10 年 4 月 29 日
,

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在

北京举行
,

并发表 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

明
,

形成了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与合作机制
,

具

有标志性意义
。

2 01 0 年 10 月 4 日
,

联合国第四轮气候谈判会议

在天津举行
,

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联合国气候谈判会

议
,

展示了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以来的积

极态度
。

20 1 0 年 n 月 4 日
,

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期间
,

两国部门代表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和法兰西共和国生态
、

能源
、

可持续发展和海

洋部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议》
,

正式启动

中法应对气候变化双边磋商机制
。

【积极参与国际法律机构工作】 中国籍委员
、

法

官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

国际法院等国

际法律机构的活动
,

中国政府继续就有关问题积极发

表看法和观点
,

推进有关国际立法司法工作
。

201 0 年 5 月 3 日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 62 届

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开幕
。

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
、

国

际法委员会资深委员薛捍勤大使当选本届会议主席
,

成为委员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
。

20 10 年 6 月 29 日
,

中国候选人薛捍勤女士高票

当选国际法院法官
,

同时也成为这一权威国际司法机

构中的首位中国籍女法官
。

薛捍勤女士于 9 月 13 日

在海牙和平宫宣誓就职
。

史久墉法官因辞职而末满的

任期到 2 0 12 年 2 月 5 日为止
,

由薛法官任满
。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问题
,

2 0 10 年 10 月
,

中国代

表在联大关于
“
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

”

议题发言中表

示
,

中方一贯重视国际刑事司法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
,

支持建立一个独立
、

公正
、

有效且具有普遍性

的国际刑事 司法机构
,

以作为对国家法律体系的补

充
,

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

促进世界和平
,

实现司

法正义
。

同时
,

法院成功运作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相

关国际组织的配合
,

法院的行动必须在以 《联合国宪

章》为基石的现代国际法体系内进行
。

2 0 10 年 6 月

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的罗马规约第一次审查会议

通过了关于侵略罪条款的修正案
。

中方作为观察员
,

以积极
、

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了侵略罪条款的谈判
.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问题
,

20 10 年 10 月
,

中国代

表在联合国关于
“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工作

报告
”

议题下发言表示
,

中国政府重视国际法委员

会
,

珍视委员会在编篡和逐渐发展国际法方面的贡

献
,

并具体就驱逐外国人
、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三个 专题发表了评论
。

【涉外法治建设取得新成果】 20 10 年 10 月 28

日
,

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

国家主

席胡锦涛分别签署第 36 号主席令
,

公布了该部法律
,

将自 2 01 1 年 4 月 l 日起施行
。

该法从我国实际出发
,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
,

适应对外开放和公民涉外交往 日

益扩大的需要
,

重点解决发生涉外民事争议较多
、

各

方面意见又 比较一致的法律适用问题
,

除一般规定

外
,

对涉外民事关系主要涉及的民事主体
、

婚姻家

庭
、

继承
、

物权
、

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法律适用问题分

章作了具体规定
。

新法的颁布与施行将完成我国涉外

民事法律关系规则 的系统化和现代化
,

具有标志性

意义
。

【积极利用国际机制维护中国利益】 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来
,

逐步熟悉并不断运用其争端解决机

制维护自身利 益
。

2 0 10 年 2 月
,

在世界 贸易组织

(W T O ) 争端解决机制中
,

针对欧盟对华鞋类反倾销

措施进行投诉
,

要求与欧盟磋商
。

在磋商请求中
,

中

国认为欧盟的反倾销措施违反 《反倾销协定》
、

1994

年关 贸总协定和 《中国加人议定书》 的相关条款 ;

20 10 年 9 月
,

W T ()争端解决专家组对中国投诉美国

的禽类进 口措施案做出裁决
,

美国败诉并正式表示不

上诉 ; 2 0 10 年 10 月
,

w T O 争端解决专家组对中国

投诉美国的对华某些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做出

裁决
; 2 0 1。年 12 月

,

W T O 争端解决专家组分别就

中国投诉欧盟对华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和中国投诉美

国的轮胎特保措施案做出裁决
,

前一案件欧盟败诉
,

后一案件美国胜诉
。

【其他国际交流活动 1 2 0 10 年 9 月
,

第二届
“

中非合作论坛一法律论坛
”

在北京召开
。

中国法学

会会长韩抒滨在开幕致词中提出要加强法律交流
、

拓

展合作领域
、

强化法律作用
、

丰富论坛内容等四条建

议
。

2 009 年 12 月
,

秉 承
“

平等
、

合作
、

发展
、

共

赢
”
的理念

,

中国法学会在埃及开罗举办了首届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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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作论坛一法律论坛
” ,

构建了中非法学法律界交

流与合作的长效平台
。

2 0 10 年 10 月
,

以
“

利用科技手段促进法院工

作
”

为主题的第四次亚太司法改革论坛会议在北京举

行
,

通过此次会议
,

实现了中国法院与亚太各个国家

和地区法院的同行加强合作
,

密切交流
,

分享成果
,

共同促进各国司法事业健康发展的目标
。

2 0 10 年 10 月
,

由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东盟与中 日

韩打击跨国犯罪执法合作研讨会在广西自治区南宁市

举行
。

各国与会代表介绍了本国打击跨国犯罪的刑事

司法体制及成功经验
,

重点就加强打击跨国犯罪的务

实合作进行了研讨
。

在巩固和完善
“
10 + 3 ” 合作机

制框架下加强打击跨国犯罪
,

特别是跨国电信诈骗犯

罪执法合作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
。

(周忠海 李居迁 马福威 )

201 0 年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主要双边条约一览表

(包括签署
、

批准
、

接收
、

加入及生效情况 )

(截至 2 0 1 0 年 1 2 月 3 1 日)

序序号号 条 约 名 称称 签订 日期期 签订地点点

11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匈牙利共和国国 2 0 1 0 年 l月 6 日日 北京京

驻驻驻上海领事馆领区扩大至福建的换文文 2 0 1 0 年 l 月 14 日日日

22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匈牙利共和国国 20 1 0 年 1 月 1 1 日日 北京京

在在在重庆设立总领事馆的换文文 20 10 年 l 月 25 日日日

333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化 2 0 1 0 年 1 月 2 0 日日 亚的斯亚贝巴巴

合合合作协定 20 10 一 20 13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44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津巴布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定 20 10 年 l 月 20 日日 哈拉雷雷
22222 0 10一20 13 执行计划划划划

555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落实战略略 20 10 年 1 月 2 1 日日 雅加达达

伙伙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划划划

666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共 20 10 年 2 月 25 日日 丹东东

同同同建设
、

管理和维护鸭绿江界河公路大桥的协定定定定

77777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赞 比亚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定 20 10 年 2 月 25 日日 北京京
222220 10一 2 0 12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888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领事条约约 20 1 0 年 2 月 25 日日 金边边

99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蒙蒙 2 0 1 0 年 3 月 16 日日 握太华华

特特特利尔设立总领事馆的换文文 2 0 10 年 3 月 22 HHHHH

lll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卢旺达共和国政府文化和科学合作协协 2 0 1 0 年 3 月 2 3 日日 北京京

定定定 2 0 10一 2 0 1 2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lll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提供使使 20 1 0 年 3 月 2 4 日日 明斯克克

馆馆馆馆舍和土地的协议议议议

111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两国经经 2 0 10 年 3 月 2 4 日日 明斯克克

贸贸贸领域合作的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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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号号 条 约 名 称称 签订 日期期 签订地点点

1113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拉维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定 20 1 0 年 3 月 24 日日 利隆圭圭

lll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文化
、

教育
、、

2 0 10 年 3 月 26 日日 赫尔辛基基

科科科学
、

青年及体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录录录

1115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关于修改互免外外 2 0 1 0 年 3 月 26 日日 北京京

交交交
、

公务
、

海员人员签证协议的换文文 20 10 年 11 月 10 日日 维尔纽斯斯

lll6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在文化领域合作谅解备备 2 0 1 0 年 3 月 29 日日 斯德哥尔摩摩

忘忘忘录录录录

lll7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政府 自由贸易协定定 20 10 年 4 月 8 日日 北京京

lll8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圣马力诺政府关于圣马力诺驻香港名名 20 1 0 年 4 月 9 日日 罗马马

誉誉誉领事扩大至澳门的换文文 20 1 0 年 8 月 l 日日日

lll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政府关于瑞士驻广州总领事事 20 10 年 4 月 14 日日 北京京

馆馆馆扩大领区的换文文 20 1 0 年 5 月 7 日日日

22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智利共和国在广广 2 0 1 0 年 4 月 14 日日 北京京

州州州市设立总领事馆的换文文文文

222 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心 20 10 年 4 月 16 日日 安卡拉拉

的的的谅解备忘录录录录

222 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加驻上海及广州总领领 2 0 10 年 4 月 2 1 日日 北京京

事事事馆扩大领区的换文文 20 1 0 年 5 月 10 日日日

2223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海关事务的互互 2 0 1 0 年 4 月 2 3 日日 马尼拉拉

助助助协定定定定

222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乍得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资 20 10 年 4 月 2 6 日日 恩贾梅纳纳

协协协定定定定

222 5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塔国界界 2 0 10 年 4 月 27 日日 」匕京京

线线线的勘界议定书书书书

222 6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定 2 0 1 0 年 5 月 l 日日 上海海

222 7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关于修改互免签证及签签 2 0 10 年 5 月 6 日日 布加勒斯特特

证证证费协议的换文文 2 0 10 年 7 月 2 0 日日日

222 8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黎巴嫩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2 0 0 9一一 2 0 10 年 5 月 18 日日 北京京

222220 12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222 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越南社社 2 0 10 年 5 月 2 0 日日 」匕京京

会会会主义共和国在上海领事办公室升格为总领事馆的换文文 2 0 10 年 6 月 11 日日日

333 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关于促进产业研究和开开 2 0 10 年 5 月 2 0 日日 特拉维夫夫

发发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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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号号 条 约 名 称称 签订日期期 签订地点点

333lll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文化协定 2 0 1 。一一 20 10 年 5 月 25 日日 北京京
222220 12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333 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简化机组人员签签 2 0 1 0 年 5 月 2 7 日日 北京京

证证证手续的协议议议议

333 3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执行海关互助合作协协 20 10 年 6 月 1 日日 乌兰巴托托

定定定的议定书书书书

333 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政府关于边界管理制度条约约 2 0 1 0 年 6 月 1 日日 乌兰巴托托

333 5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持 2 0 1 0 年 6 月 9 日日 塔什干干

外外外交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定定定

333 666 中华人 民共 和国政府 和刚果共和 国政府 文化合作 协定定 2 0 1 0 年 6 月 1 1 日日 北京京
22222 0 1 0一2 0 一3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333 7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新疆疆 2 0 10 年 6 月 1 7 日日 乌鲁木齐齐

自自自治区与塔吉克斯坦合作的协议议议议

3338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斯洛文尼亚亚 20 10 年 6 月 8 日日 北京京

共共共和国在上海设立领事馆的换文文 2 0 10 年 6 月 17 日日日

333 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克克 2 0 1 0 年 6 月 7 日日 惠灵顿顿

赖赖赖斯特彻奇设立总领事馆的换文文 2 0 10 年 6 月 1 4 日日日

444 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匈牙利共和国国 2 0 1 0 年 6 月 8 日日 北京京

在在在香港委派名誉领事的换文文文文

444 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天然气气 2 0 10 年 6 月 9 日日 塔什干干

领领领域合作备忘录录录录

444 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挪威王国政府关于经济技术合作谅解解 2 0 1 0 年 6 月 1 0 日日 奥斯陆陆

备备备忘录录录录

444 3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能 20 10 年 6 月 12 日日 阿斯塔纳纳

合合合作协定定定定

444 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北京办公公 2 0 1 0 年 6 月 1 7 日日 维也纳纳

室室室东道国协定定定定

444 5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201 。一一 2 0 1 0 年 6 月 22 日日 北京京
22222 0 13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444 6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 洛哥王国政府文化协定 2 01 0一一 2 0 1 0 年 6 月 2 2 日日 北京京
222220 13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444 7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纳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201 。一一 2 0 1 0 年 6 月 22 日日 阿克拉拉
2222201 2 年执行计划划划划

444 8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关于合作拍电影的协议议 2 0 1 0 年 7 月 7 日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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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号号 条 约 名 称称 签订 日期期 签订地点点

444 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投资和贸贸 20 10 年 7 月 13 日日 北京京

易易易多样化备忘录录录录

555 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中 20 10 年 7 月 14 日日 贝尔格莱德德

心心心谅解备忘录录录录

555 lll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国 20 10 年 8 月 3 日日 北京京

政政政府 20 0 9一 201 2 年文化与新闻合作计划划划划

555 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国 2 0 10 年 8 月 4 日日 北京京

政政政府保护投资协定定定定

5553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政府运输合作谅解备忘录录 20 10 年 8 月 24 HHH 」匕京京

555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政府关于能源合作备忘录录 2 0 10 年 8 月 24 日日 北京京

5555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护照照 2 0 10 年 8 月 24 日日 北京京

人人人员签证的协定定定定

555 6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爱在上海设设 2 0 10 年 8 月 26 日日 北京京

立立立总领事馆的换文文 2 0 1 0 年 9 月 6 日日日

555 7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关于植物保护和检疫协定定 20 10 年 9 月 2 日日 北京京

5558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陆海联运汽车运输协定定 2 0 1 0 年 9 月 7 日日 威海海

555 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实施陆海联运汽车车 20 1 0 年 9 月 7 日日 威海海

运运运输协定的议定书书书书

66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打击拐拐 2 0 1 0 年 9 月 1 5 日日 北京京

卖卖卖人口合作的协定定定定

666 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201 1一20 1444 2 0 10 年 9 月 2 8 日日 德黑兰兰

年年年文化与教育执行计划划划划

666 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关于深化双边经贸贸 2 0 10 年 10 月 8 日日 安卡拉拉

关关关系框架协定定定定

666 3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 201 0一2 0 13 年文文 20 10 年 10 月 8 日日 安卡拉拉

化化化交流计划划划划

666 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舌尔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20 1 0一一 2 0 1 0 年 1 1 月 2 2 日日 北京京
222220 14 年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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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 年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一览表

(包括签署
、

批准
、

接收
、

加人及生效情况)

(截至 2 0 1 0 年 1 2 月 3 1 日)

序序序 条约名称称 签订 日期 /地点 /// 生效日期期 中国采取取 备注注

号号号号 保存机关关关 行动情况况况

11111 (((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质 199 7 年 9 月 1 7 日日 1 99 9 年 11 月 10 日日 20 1 0 年 1 月 3 000 适用于香港港

的的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蒙特特 蒙特利尔尔尔 日国务院作出接受受 和澳 门特区
,,

利利利尔修正案》》 联合国秘书长长长 决 定
,

2 0 10 年 555 重申议定书第第

月月月月月月 19 日交存接受受 5 条规定不适适

书书书书书书
,

2 0 10 年 8 月月 用于香港和澳澳

111111111117 日对中国生效效 门特区区

22222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质 19 99 年 1 2 月 3 日日 20 0 2 年 2 月 25 口口 2 0 1 0 年 1 月 3000 适用于香港港

的的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北京京 北京京京 日国务院作出接受受 和澳 门特 区
,,

修修修正案》》 联合国秘书长长长 决 定
,

2 0 10 年 555 重申议定书第第

月月月月月月 19 日交存接受受 5 条规定不适适

书书书书书书
,

2 0 10 年 8 月月 用于香港和澳澳

111111111117 日对中国生效效 门特区区

33333 《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规 2 0 0 8 年 12 月 4 日日 2 0 11 年 1 月 1 日日 2 0 1 0 年 7 月 111 适用于香港港

则则则》》 伦敦敦敦 日默认接受受 和澳门特区区

国国国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长长长长

44444 《(经修正的 197 4 年国国 2 0 0 8 年 12 月 4 日日 2 0 11 年 l 月 1 日日 2 0 1 0 年 7 月 lll 适用于香港港
际际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 的的 伦敦敦敦 日默认接受受 和澳门特区区

修修修正案》 (附件 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长长长长

55555 《< 200 。年国际高速船船 2 0 0 8 年 1 2 月 4 日日 2 0 1 1 年 1 月 l 日日 2 0 1 0 年 7 月 lll 适用于香港港
安安安全规则 > 的修正案》》 伦敦敦敦 日默认接受受 和澳门特区区

国国国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长长长长

66666 《(19 6 5 年便利国际海海 2 0 0 9 年 l月 16 日日 2 0 1 0 年 5 月 1 5 日日 2 0 1 0 年 2 月 1555 适用于香港港
上上上运输公约 > 附件修正正 伦敦敦敦 日默认接受受 和澳门特区区

案案案》》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长长长长

77777 《(经修正的 1 9 74 年 国国 20 0 9 年 6 月 5 日日 20 1 1 年 1 月 l 日日 20 1 0 年 7 月 lll 适用于香港港

际际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 的的 伦敦敦敦 日默认接受受 和澳门特区区

修修修正案》》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长长长长

88888 《< 1974 年 国际海上人人 20 0 9 年 6 月 5 日日 20 11 年 l 月 1 日日 2 0 1 0 年 7 月 lll 适用于香港港

命命命安全公约 1 9 88 年议定定 伦敦敦敦 日默认接受受 和澳门特区区

书书书 ) 的修正案 》》 l闪际海事组织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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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 条约名称称 签订 日期 / 地点 /// 生效日期期 中国采取取 备注注

号号号号 保存机关关关 行动情况况况

99999 《< 19 7 3 年 国际防止船船 20 0 9 年 7 月 17 日日 2 0 11 年 1 月 1 日日 2 0 10 年 7 月 lll 适用于香港港

舶舶舶造成污染公约 19 78 年年 伦敦敦敦 日默认接受受 和澳门特区区

议议议定 书 ) 附则修正 案 》》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长长长长

((((( R e
so lu tio n MEI 祀

.

18 66666666666

(((((5 9 ))))))))))))

111000 《(1 97 3 年 国际防止船船 2 0 0 9 年 7 月 17 日日 2 0 11 年 1 月 1 日日 2 0 10 年 7 月 111 适用于香港港

舶舶舶造成污染公约 19 78 年年 伦敦敦敦 日默认接受受 和澳门特区区

议议议定 书 > 附则 修正 案 》》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长长长长
((((( R eso lu tio n ME PC

.

18 77777777777

(((((59 ) )))))))))))

111 lll 《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资 20 09 年 11 月 14 日日 尚未生效效 2 0 10 年 8 月 199999

源源源养护和管理公约》》 奥克兰兰兰 日签署公约约约

新新新新西兰政府府府府府

111222 《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空 20 10 年 9 月 10 日日 尚未生效效 20 1 0 年 9 月 100000

有有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北京京京 日签署公约约约

国国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织织织织

lll333 《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器 20 10 年 9 月 10 日日 尚未生效效 2 0 10 年 9 月 100000

公公公约的补充议定书》》 北京京京 日签署公约约约

国国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织织织织

(外交部条法司一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