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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点和时间 

1.1 法律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于2022年3月22日至25日蒙特利尔时间每天8时至11时以虚拟形式

举行。法律委员会主席陈秀花女士(新加坡)主持了本届会议。 

2. 开幕致辞 

2.1 法律委员会主席陈秀花女士宣布会议开幕。理事会主席萨尔瓦托雷·夏基塔诺先生对所有代

表和观察员表示欢迎，并对各国和观察员组织的广泛参与表示赞赏，他认为这证明了本委员会在本组织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着重指出今年是法律委员会成立75周年，并强调法律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国际航

空法的发展和编纂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实施国际航空法文书和国际民

航组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提供了支持。他赞扬代表们作为其政府的法律代表，在COVID-19形势下仍在

近几年为委员会工作方案各项目作出努力和贡献，并表示相信他们会以同样的努力促使法律委员会第三

十八届会议取得成功。    

2.2 主席在谈到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第一个主题 — 研究与遥控驾驶航空器有关的国际法律

问题时，对做出的安排表示满意，即设立秘书处研究小组，替代委员会第37届会议建议成立的但因预算

限制而无法付诸实现的工作组。 

2.3 关于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的第二个主题 — 审查国际民航组织《解决分歧规则》，主席指出，

工作组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强调需要实现这些规则的现代化，以确保理事会能够迅速有效地履行

《芝加哥公约》和某些其他国际航空法文书赋予它的解决争端职能。 

2.4 关于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的第四个主题 — 审议国际航空法文书在涵盖网络威胁和引起国际

航空界关切的其他犯罪行为方面的充分性，主席表示，由于围绕秘书处网络安保研究组的组织变化以及

解散该研究组以成立新的网络安保专家组的情况，将由秘书处提交关于法律问题研究分组工作的最后更

新，供委员会审议。 

2.5 关于促进批准国际航空法文书，主席敦促所有代表团向各自国家有关当局建议，加快对于国

际民航组织主持通过的国际航空法文书的批准进程，并特别提及对《芝加哥公约》第五十条第一款和第

五十六条作出修订的两项议定书，其中分别规定扩大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和空中航行委员会的规模。 

2.6 主席表示，尽管会议转换成了虚拟形式，但他相信法律委员会在完成本届会议议程所有任务

时将表现出极大的效率。他指出，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和理事会对本届会议的结果寄予厚望，并表示理

事会将审议这些结果并决定今后的工作方向，也将把委员会的活动报告给即将召开的大会第41届会议。 

2.7 最后，主席强调指出，法律委员会主席不仅是第一位主持委员会工作的女性，而且也是第一

位以虚拟形式主持委员会会议之人。主席感谢她的奉献精神和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并祝愿她和所有与会

者一切顺利。 

2.8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先生与理事会主席一道欢迎所有代表团和观察

员参加法律委员会的本届会议。他指出，他自己作为一名律师非常清楚委员会肩负的重要工作、律师在

他作为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所负责的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法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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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秘书长对与会者致力于推进委员会本届会议议程上的各个重要事项表示赞赏，这将在此关键

时刻为国际民航组织和航空部门提供支持。他还表示相信，尽管会议采取了必要的虚拟形式，但所有必

要的措施都已到位，以促使法律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成功召开。 

2.10 秘书长介绍了法律委员会秘书、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局局长Michael Gill先生和各位副秘书，

并请Michael Gill先生介绍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其他官员。 

2.11 在请秘书发言之前，主席请与会者默哀一分钟，以纪念2022年3月21日在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5735航班事故中罹难的132人。 

2.12 法律委员会秘书Michael Gill先生与理事会主席和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一道欢迎各代表团参

加法律委员会的本届虚拟会议，并介绍了担任助理秘书的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官员。 

2.13 法律委员会秘书也与主席和秘书长一样相信，委员会具备以虚拟形式举行富有成效和愉快

的会议的条件。 

3. 议程和工作安排 

3.1 委员会同意LC/38-WP/1-1号文件所载的临时议程。通过的会议议程载于本报告附录A。 

3.2 委员会秘书Michael Gill先生介绍了LC/37-WP/1-2号文件“关于文件和工作安排的说明”。 

3.3 委员会审议的工作文件按议程项目列于本报告附录B中。 

3.4 委员会就每个议程项目采取的行动在报告中单独报告。这些材料是按照委员会审议的议程项

目的数字顺序排列的。 

4. 会议  

4.1 委员会举行了XX次会议，所有会议均以公开会议形式进行。 

4.2 委员会秘书是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局局长Michael Gill先生。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局副局长丁

春宇先生、高级对外关系和法律官员Benoît Verhaegen先生和高级法律官员Arie Jakob先生担任副秘书。 

Christopher Petras先生、Andrew Opolot先生、Marla Weinstein女士、Diana Brookes女士、Perela Bavand

女士、Mathieu Vaugeois先生、Ao Lei女士、Silvério Espinola先生和Pier-Oliver Turcot先生担任助理秘书。

本组织的其他官员也向委员会提供了服务。 

5. 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 

5.1 Xx个成员国和xx个国际组织的xx名代表和观察员参加了本届法律委员会会议。代表和观察员

的姓名见本报告附录C。 

6. 会议记录 

6.1 委员会决定，就适用其议事规则第45条而言，无需编写第38届会议的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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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审议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 

无人（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和融入民用航空的国际法律问题 

2:1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 WP/2 号文件，并请与会者就项目一“无人（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和融入

民用航空的国际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一个代表团发言，表示支持秘书处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法律问题

研究组（SSG-LIPA）开展的工作，强调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输，包括客运，是未来的趋势，并强调各国

需要为无人（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建立共同的法律框架。主席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通过 LC/38-IP/1 号

信息文件（仅有西班牙文本）提供的资料。 

各国履行《芝加哥公约》第十二条项下义务的流程和程序 

2:2 秘书处介绍 LC/38-WP/2 号文件第 3 段，提供了关于设立第十二条工作队（A12 TF）的背景信

息，及其 2021 年 11 月 23 日以虚拟方式举行第一次会议的结果。第十二条工作队主席在发言中指出，

该工作文件很好地描述了迄今为止工作队取得的进展，并表示相信工作队今后的工作会取得成功的结果。

第十二条工作队主席还借机感谢所有为该队工作做出了贡献的专家，以及秘书处给予的支持。 

2:3 一个代表团对工作队迄今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另一个代表团强调了此题目对其国家的重要

性，并期待第十二条工作队的工作能适时产生硕果。 

2:4 主席注意到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并注意到根据本项目所开展工作的报告将提交法律委员会

下一届会议。主席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通过 LC/38-IP/2 号文件（仅有西班牙文本）提供的资料。 

引起国际航空界关切但现有航空法文书可能未充分涵盖的行为或犯罪，包括网络威胁  

2:5 秘书处介绍 LC/38-WP/2 号文件第 4 段，其中概述了与总体工作方案第 4 项有关的工作。 经强

调，该项目下要开展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在不循规旅客法律问题工作队向法律委员会第 37 届会议提交

报告后，于 2019 年 6 月公布国际民航组织《不循规和扰乱性旅客法律问题手册》（Doc 10117 号文件）。

该手册继《2014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后，更新了国际民航组织第 288 号通告 —《不循规/扰乱性旅

客法律问题指导材料》。委员会还获悉，在过去两年中，秘书处监测了与《2014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及

前述手册相关的事件，并答复了有关其适用于在航空器上实施和执行 COVID-19 公卫和安全措施的相关

询问。其中包括对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工作的投入。航空恢复工作队的报告强调各国可采

取的行动，包括审查本国立法，以确保适当覆盖与 COVID-19 防抗疫措施相关的不循规和扰乱性行为。 

2:6 主席对工作队和秘书处为完成手册出版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并赞扬其后来对航空恢复工作

队提供的投入。在这方面，主席指出一些旅客不遵守包括机上佩戴口罩等公卫措施的不循规和扰乱性行

为事件有所增加。她对处理不遵守此类措施的不循规旅客时面对重重困难仍然坚守岗位的机组成员表示

了赞赏。主席还表示相信有几个国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2014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当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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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关于利益冲突的指南 

2:7 关于 LC/38-WP/2 号文件第 5.1 段，主席表示委员会赞赏秘书处在以国际民航组织所有工作语

文出版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汇编方面完成的良好工作，这是一个需要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加

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据理解，秘书处将根据需要开展进一步工作，以更新可以被当做活文件的这项汇编。

主席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通过 LC/38-IP/3 号文件（仅有西班牙文本）提供的资料。 

促进国际航空法律文书的批准  

2:8 秘书处介绍 LC/38-WP/2 号文件第 6 段，其中载有与总体工作方案第 6 项“促进国际航空法律

文书的批准”相关工作的进展报告。该文件附录中记录的批准书数量，分别更新为《2010 年北京公约》

和《北京议定书》43 份；《2014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36 份（继法律委员会第 37 届会议后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以及 2016 年修正《芝加哥公约》第五十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六条的议定书各 70 份。秘书

处强调批准 2016 年议定书的重要性，其中每项议定书均需 128 份批准书方能生效。委员会了解到，国

际民航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举办了首届国际民航组织条约活动并获成功，并计划在 9 月的第四十一届

会议上举办第二次此类活动。该工作文件还强调 2019 年 5 月间在新加坡主办了首届民航法律顾问论坛

（CALAF），此为法律顾问之间的交流平台，包括有关航空法条约的批准的交流。民航法律顾问交流

（CALEx）在此次 COVID-19 疫情期间面对面会议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成为了这种交流十分有用的虚拟

平台。 

2:9 许多发言的代表团强烈支持和鼓励批准修正《芝加哥公约》第五十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六条的

2016 年议定书，因为理事会的规模已从 36 个成员国增加到 40 个成员国，空中航行委员会也从 19 名委

员增至 21 名委员，因而具有更包容的地域代表性，尤其是考虑到航空运输部门的发展。几个代表团告

知法律委员会其正在批准过程之中，其中一个代表团提到在本地区分发了一封信件，以协助成员国批准

这些议定书。其他代表团强调批准 2010 年北京文书的重要性，特别是考虑到对网络安保的关切，一个

代表团更提引了《解决民用航空网络安保问题》的大会第 A40-10 号决议。 

2:10 主席总结时强调了委员会对批准国际航空法文书的支持，赞同此类文书对协调统一国际航空

规则的贡献。 

实施《芝加哥公约》第二十一条 

2:11 主席请第二十一条工作队主席就“实施《芝加哥公约》第二十一条”发表意见。工作队主席

指出，工作队对此项目开展的近期活动非常有限，因为该事项实际上已移交秘书处采取行动，但她高兴

地注意到理事会已通过对附件 7 的修订，表示希望秘书处继续与工作队合作并将其工作纳入考量。 

2:12 工作队主席对秘书处为改善流程拟制修订意见表示赞赏，希望工作队提出的登记制度模型诸

要素得以保留备审。 法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感谢秘书处内各局，即法律局和空中航行局之间的良好合作，

使理事会成功通过了对附件 7 的修订。 

关于支持国际空中航行服务的全球卫星系统和服务相关国际法律问题的研究 

2:13 法律委员会注意到 LC/38-WP/2 号文件第 8.1 段和 8.2 段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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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航组织《解决分歧规则》审查工作组的工作进展报告 

2:14 应委员会主席邀请，国际民航组织《解决分歧规则》审查工作组主席 T Olson 先生（法国），

作为工作组主席介绍了 LC/38-WP/2-1 号文件。他强调了工作组成员还没有机会审查其报告内容的这一

事实。他认为进展报告忠实地反映了工作组迄今开展的工作。他同时指出，工作组的工作尚不完整，并

且将在今年年底或 2023 年年初接续进行。他表示很荣幸被推选为工作组主席，并对此前曾经的工作组

副主席 A. K. Jailani大使（印度尼西亚）和现任副主席 J. Thachet 先生（加拿大）卓有成效的支持表示感

谢。他还忆及，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工作组任命了 D. Low 先生（新加坡）担任报告员，任期至法律委

员会下届会议。此外，鉴于 Low 先生出色的工作表现，工作组主席还问及委员会主席，她是否将考虑

寻求委员会同意由 Low 先生继续担任这一职务，直至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工作组主席还强调，在 2019

年 5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工作组召集了 6 次会议。前两次为实体会议，鉴于国际健康危机，另四次会

议以虚拟方式举行。他还对积极参与工作组会议的工作组成员、给予工作支持的报告员和秘书处表示了

感谢。 

2:15 工作组主席解释，工作文件的附录 A 有两个附录，列明工作组在历次会议中原则上取得高度

一致的领域。他提及，这些领域分成两个独立的清单，一个包含可能需对国际民航组织《解决分歧规则》

（Doc 7782/2 号文件）（简称《规则》）进行修改的领域，另一个包含工作组认为无需对《规则》进行

修改的领域。他同时解释，另一些考虑对《规则》进行现代化的领域，尽管就此作了深入讨论，但这些

领域还在继续演进，需要工作组进一步审议。在这方面，他简要指出，工作文件附录 B 中例举和描述了

这些事项，将在工作组今后的会议中就此进一步审议。另外，他提及，工作文件附录 C 包含了《规则》

最新一轮拟议修改草案，这是由报告员和秘书处编写的，并经工作组在 2022 年 1 月的最后一次会议审

议。他同时强调，任何一套经修订的规则都不适用于理事会正在处理的任何未决争端，而仅适用于未来

在经修订的一套规则得到批准后提起的争端。 

2:16 委员会主席高度赞扬了工作组之间的精诚合作和工作组主席宝贵的领导力，并邀请报告员介

绍工作文件附录 A 和附录 B 中表格所载事项。报告员提供了附录 A 第一个表格的背景情况，其中涵盖

以下内容：要求提供当事方代理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使用性别中性的语言；要求诉状和信函以纸质和电

子格式这两种形式发送；明确提及将可受理性增列为初步反对意见的一个理由；澄清关于初步反对意见

所允许的诉状；澄清提出初步反对意见并不妨碍继续协商；澄清何为 60 天的上诉通知时限；诉状的语

文和翻译；程序指示；以及虚拟诉讼。接着，他还介绍了附录 A 第二个表格的相关信息，其中列出了《解

决分歧规则》审查工作组认为不需要对《规则》进行修改的领域，涵盖的内容为：当事方可以援引的证

据类型；对于干预的要求；现有的对每一方单一代理人的提及；以及时限。最后，他介绍了工作文件附

录 B 所载事项，其中涵盖：《规则》的范围；关于事先协商不成功的声明的现有要求；理事会是否以及

如何可在制定其裁决理由方面得到协助，包括可能通过使用专家协助；是否以及何时应公开诉讼记录；

临时措施；以及为理事会裁决案例之目的而对《芝加哥公约》第五十二条中“过半数”一词的解释。 

2:17 工作组主席赞扬报告员所做的介绍，强调《规则》的修改建议可分为四个主要类别：关于机

构方面的条款（例如反映国际民航组织工作语文的数量）；使《规则》能够应付现代科技的条款（例如

电子通信，虚拟会议）；需要法律澄清的条款（例如诉讼的保密性）；还有更为复杂但能有助于提高理

事会效率的条款（例如引进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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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许多代表团对工作组成员、主席、副主席、报告员和秘书处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赞赏并支持《规

则》现代化，以使得理事会争端解决职能有效运行。另有几个代表团提及，他们非常期待再次召开工作

组会议，以便向法律委员会下届会议提交一套《规则》修订提案。 

2:19 一个代表团指出，《规则》的任何修订应旨在改进《芝加哥公约》第八十四条中的争端解决

机制。两个代表团强调了《规则》对于促成以透明的方式有效解决争端十分重要。另一代表团着重指出，

经修改的任何《规则》应使理事会能够以更简化的方式行使争端解决职能。两个代表团表示支持附录 A

第一个表格中所列的《规则》修订案草案，一个代表团表示也支持附录 A 第二个表格，其中载有工作组

认为无需对《规则》进行修订的领域。另一个代表团建议修订《规则》中关于提出上诉时限的第十八条

第二款，以便与《芝加哥公约》第八十四条的案文保持一致，并加入要求以书面形式通知上诉的内容。 

2:20 《规则》第一条第一款第 3 项起草提案涉及扩大《规则》的范围以包括理事会可审理的其他

争端，一个代表团就此询问，“根据有关国家之间的条约”是否意味着根据一个没有具体规定理事会可

根据第八十四条解决争端的现有条约。作为回应，工作组主席简要指出，起草提案旨在使《规则》适用

于明确指定理事会作为争端解决论坛的条约所产生的争端。尽管如此，主席承认起草提案在未包含任何

明确规定的现有条约方面并不明晰，要求报告员和秘书处对起草提案进行润饰以提交工作组下次会议审

议。关于事先协商要求，一个代表团询问《规则》第二条第（7）项是否需要反映《芝加哥公约》第八

十四条中的案文。该代表团认为，目前的条款给人当事方之间没有进一步协商空间的印象，提议该条款

可采取略微舒缓的措辞，以便与《规则》第十四条保持一致。工作组主席在回复时解释，重要的问题不

是案子呈交至理事会之时当事方的协商，而是在案子呈交至理事会之前当事方的协商。在这方面，他提

及起草提案的目标是使规定的现有措辞与《芝加哥公约》第八十四条一致，以便涵盖协商无果的情况。

工作组主席还提及，这一点将由工作组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考虑。 

2:21 一个代表团询问工作组是否考虑赋予理事会调停职能，以便其能协助当事方在可能的最短时

间框架内达成解决方案。作为回应，委员会秘书提及，《规则》第六条已经规定理事会能邀请争端各方

在提出辩诉状后进入直接协商。他还提及《规则》第十四条关于诉讼期间的协商。此外，他提及，在之

前的一些情形下，理事会过去邀请了理事会主席通过其斡旋以协助双方解决争端。他还提及，如果双方

同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理事会主席为争端双方提供此种斡旋。 

2:22 一个代表团强调指出，由于工作组未就其几项起草提案达成一致，因此工作组需要继续工作。

该代表团还提到，工作组以虚拟形式进行的任何工作都应被视为非正式工作。 

2:23 一个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性质的问题，该代表团表示，理事会是一个政治

机构，而非司法机构，这一观点得到另外两个代表团的支持。虽然理事会的上诉将提交给司法机构，但

理事会并非这样一个机构。这些代表团忆及，理事会的代表并非都是法律专家；有些代表来自外交界或

航空界。一个代表团认为，司法机构与具有司法职能的机构之间有区别，《芝加哥公约》没有赋予理事

会这种司法职能。但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在根据《芝加哥公约》第十八章行事时，理事会正在履行司

法职能，因此，理事会在履行解决争端职能时是一个司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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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许多代表团支持在《规则》中作出澄清的建议，明确规定理事会能够寻求外部专家协助作出

裁决（《规则》第八条）。另一个代表团认为，这一建议有问题，不能予以支持，因为提供专门知识的

人可能会影响理事会，而理事会应根据自己的能力作出决定。一个代表团提到它在工作组中提出的建议，

即理事会可以配备一批法律专家，协助理事会在解决争端案件中作出裁决。 

2:25 若干代表团提请注意国际法院 2020 年 7 月 14 日作出的与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管辖权有关的

上诉的判决，该判决强调指出，如果理事会的裁决包含促使作出其结论的法律和事实理由，法院今后将

更有能力就上诉采取行动。一个代表团对于要求理事会说明理由（《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第 5 项）表

示支持，因为理事会在履行解决争端案件的职能时是一个司法机构。一个代表团认为，即使理事会不是

一个司法机构，理事会也必须为其裁决提供理由。一些代表团表示，理事会需要法律专家的协助，以便

能够为其裁决制定法律理由；因此，在提供法律理由的要求与明确规定理事会为作出裁决之目的而获得

专家协助的建议这两者之间存在联系。 

2:26 一个代表团认为，对理事会的性质是不是属于司法机构的审议，影响到工作组一直在审议的

《规则》的其他条款，例如关于临时措施的条款（《规则》新的第三十四条），这些条款只适合于司法

机构。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在规则中列入临时措施。但一个代表团不支持将其纳入，并提请注意工作组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另一个代表团提出了是否公布临时措施的问题；风险在于公众可能将临时措施

视为最终裁决，这可能会对任一当事方造成意外后果或继发损害。 

2:27 关于对特殊情况下举行虚拟听证作出规定的建议（新的第三十六条），一个代表团认为，虚

拟听证即使是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会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挑战。有人建议，需要

在关于虚拟听证的提案中解决这些挑战。另一个代表团支持有必要就这一问题开展进一步工作。委员会

主席评论指出，在解决争端的案件中，参与方的数量是已知的，因此可以更容易查明和解决技术困难。 

2:28 有一个代表团支持要求大会对《芝加哥公约》第五十二条中“过半数”一词作出解释的提议，

因为它认为不能将其解释为允许理事会在解决争端案件中进行特定多数表决。在这方面，该代表团提到

了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 

2:29 应委员会主席的邀请，工作组主席作了一些总结性发言。关于虚拟听证，工作组主席忆及，

工作组认识到这不应成为常态；相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虚拟听证可能是有益和必要的。目前的大流

行病形势即是一个例子。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各方都有平等的机会向理事会表达其论点。工作组需要考

虑对新条款的起草作出改进。工作组主席承认，过半数表决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如无理事会成员国卷入

争端，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如果大量理事会成员卷入争端，可能会有困难。关于将理事会使用外

部法律专家予以明确规定之事宜，工作组主席承认有赞成者和反对者，并承认“专家”一词并不完全令

人满意。因此，工作组将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工作组主席很感兴趣地听取了几个代表团关于《芝加哥

公约》第八十四条的性质以及理事会是政治机构还是司法机构的发言。他认为，问题在于理事会是否履

行了法律职能，而第八十四条本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无法回答关于理事会作用的哲学问题；

相反，工作组的作用是对《规则》提出修订，使理事会能够履行解决争端的职能。 

 

 



LC/38-WP/8 议程项目2的报告 2-6 

 
 

 

2:30 委员会主席总结指出，各代表团的发言都支持工作组继续开展工作。委员会主席忆及，解决

争端是法治的核心所在，并指出国际民用航空领域需要健全的过程来解决争端，《芝加哥公约》的起草

者很明智地对此作出了规定。修订《规则》来加强这一职能是非常重要的。委员会主席赞扬工作组在工

作组主席的干练领导下开展的工作，并且认为委员会同意由 D. Low 先生（新加坡）继续担任报告员将

对工作组是有利的。 

2:31 委员会秘书回答了关于小组下次会议形式的问题，他提到，虑及包容性的需要，加拿大作为

东道国的大力支持，并考虑到理事会的偏好，大会下届会议将是带有混合形式内容的现场会议。这很好

地表明，根据全球 COVID-19 大流行病的总体演变情况，预计 2022 年底或 2023 年初举行的工作组下次

会议将是现场会议。有两个代表团表示倾向于举行这种现场会议。 

审议现有国际航空法文书应对危害民用航空的网络威胁的充分性 

2:32 秘书处介绍 LC/38-WP/2-2 号文件，其中附有关于国际航空法文书对民航网络威胁的适用性

的法律问题研究分组（RSGLEG）的研究报告，以及 2010 年《北京公约》及《议定书》的当事国名单。

该文件介绍了国际民航组织根据大会第 A40-10 号决议《解决民用航空网络安保问题》进行的网络安保

工作，以及法律委员会第 37 届会议后，秘书处网络安保研究小组（SSGC）下属 RSGLEG 法律分组开

展的关于网络威胁法律问题的工作。秘书处强调，自 2018 年 11 月 22 日该分组成立以来，成员人数已

扩大到包括来自 15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的法律专家，确保了具有不同法律体系的广泛地域代表性。 

2:33 秘书处对来自瑞士和马耳他的共同报告员对小组研究的协调，以及航空运输局提供的行政和

技术专长深表感谢。该文件强调，2022 年 1 月 21 日的 RSGLEG 分组第十次会议决定以秘书处一份报告

的形式介绍该分组的工作，同时指出 RSGLEG 分组的工作已随同 SSGC 小组的解散而结束，以让位于

新的国际民航组织网络安保专家组。 

2:34 秘书处解释说，该文件附录 A 中的报告，概述了 RSGLEG 分组所审议的关于国际航空法文

书是否足以应对危害民用航空的网络威胁的研究草案，包括分析各类航空法文书及其对网络攻击情景样

本的适用性，以确定潜在的差距和结论。 

2:35 许多代表团注意到 RSGLEG 分组和秘书处在共同报告员支持下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支持法

律委员会工作方案中保留这一项目。由于国际民航组织的网络安保治理结构正在变化，而 RSGLEG 分

组又要解散，因此广泛支持由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局继续进行工作，审议现有航空法文书在应对民航网

络威胁方面的充分性。各代表团进一步注意到 2010 年《北京公约》及《议定书》为起诉网络攻击带来

的改进，并表示需要继续推动所有国家批准该公约和议定书。 

2:36 一个代表团在提到工作文件附录 A 中报告第 7.1.3 段所述差距时，对某些术语存在不同解释

一事表示关切，认为委员会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秘书处则强调，国际文书往往故意使用宽泛的语言，为

国家当局解释留下余地，但今后工作中可以考虑统一关键术语的可取性。另一个代表团提到，对该项目

下工作的进一步审议，应仔细评估该领域内其他实体的相关发展，如在国际安全背景下推进网络空间负

责任国家行为的联合国政府专家组（UNGG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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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主席感谢 RSGLEG 法律分组的各国专家、共同报告员和秘书处，包括航空运输局对该分组工

作的支持，它突显了该项目需要各领域专家的跨部门性。考虑到秘书处资源已然紧张，会议决定由法律

事务和对外关系局局长与法律委员会主席协商，探讨为工作方案中这一项目的未来工作提供必要支持的

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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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审查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 

3:1 秘书处介绍 LC/38-WP/3-1 号文件，其中报告了自委员会上届会议（2018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

蒙特利尔）以来，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的发展、审议和决定情况。 

3:2 主席请委员会考虑是否需要重新排定项目优先，是否需要删减或增加项目。对于后者，主席

提请注意凡新增活动，均须虑及开展此类活动以有足够可用资源为限。 

3:3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个代表团在其他几个代表团支持下，提议将下列项目按由高至低的优先

顺序纳入工作方案：项目 1（审查国际民航组织《解决分歧规则》）；项目 2（各国履行《芝加哥公约》

第十二条项下义务的流程和程序）；项目 3（无人（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和融入民用航空的国际法律

问题）；项目 4（引起国际航空界关切但现有航空法文书可能未充分涵盖的行为或犯罪，包括网络威胁）；

项目 5（促进国际航空法律文书的批准）；项目 6（关于支持国际空中航行服务的全球卫星系统和服务

相关国际法律问题的研究）；项目 7（审议关于利益冲突的指南）。 

3:4 另一个代表团同意给予“审查国际民航组织《解决分歧规则》”最高优先，但建议将“无人

（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和融入民用航空的国际法律问题”提升为第二优先，这一建议得到其他一些代

表团的支持。该代表团还认为，鉴于其对航空安全的影响，亦应提高“关于支持国际空中航行服务的全

球卫星系统和服务相关国际法律问题的研究”的优先地位。 

3:5 “实施《芝加哥公约》第二十一条”工作组主席就从工作方案中删除这一项目的可能性发言

时指出，她对删除该项目不持强烈立场，但同时表示国际民航组织内部仍在该领域进行重要的工作，如

“无人机”登记相关的工作等，因而提议先将该项目的优先等级降至最低，待决定工作组是否需要继续

工作后再议。 

3:6 一个代表团则对“关于支持国际空中航行服务的全球卫星系统和服务相关国际法律问题的研

究”的低优先等级以及无明显活动表示关切，因为该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但另一个代表团指出，

法律委员会在其第 37 届会议上决定保留这一项目的谅解是，此项目今后继续工作如否需待理事会指示

后再定。虽然大会第 40 届会议期间的法律委员会同意按理事会要求扩大该项目的范围，使其超出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GNSS），但秘书处尚未收到如何推进该项目的具体建议或指导。该代表团主动提出与

秘书处会面，讨论就该项目开展工作的具体建议，秘书处对此表示欢迎。 

3:7 基于上述考虑，主席提议并经委员会一致赞同，将工作方案确定如下： 

1. 审查国际民航组织《解决分歧规则》； 

2. 无人（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和融入民用航空的国际法律问题； 

3. 各国履行《芝加哥公约》第十二条项下义务的流程和程序； 

4. 引起国际航空界关切但现有航空法文书可能未充分涵盖的行为或犯罪，包括网络威胁； 

5. 促进国际航空法律文书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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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支持国际空中航行服务的全球卫星系统和服务相关国际法律问题的研究； 

7. 审议关于利益冲突的指南；和 

8. 实施《芝加哥公约》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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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修订法律委员会议事规则 

4:1  秘书处介绍了 LC/38-WP/4-1 号文件，其中提出了两项法律委员会《议事规则》的修订提案。

第一项提案载于工作文件第 2 节中，其目的是根据理事会在 2021 年 3 月举行的其第 222 届会议第七次

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改进国际民航组织理事机构和技术机构的性别代表性的宣言》来修订《议事规则》，

使用性别中性的语言。第二项提案载于文件第 3 节中，其目的是修订第 3、14 和 15 条，以明确规定：

作为一项例外措施，法律委员会届会及其分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会议将以完全虚拟的形式召开。 

性别中性的语言 

4:2  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工作文件第 2 节中所载的对《议事规则》进行与性别中性的语

言相关的修改。 

虚拟形式 

4:3  发言的代表团大多表示支持工作文件第 3 节中所载的修订，并特别指出了委员会可以选择举行

虚拟会议的益处。有一个代表团虽然支持修订提案，但承认虚拟会议和面对面会议都有其局限性，指出

一些国家参加面对面会议面临着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困难，并指出此次虚拟会议的参会人数大幅增加。该

代表团强调了对《规则》进行修订从而以虚拟形式召开会议符合逻辑且具有意义，灵感来自于理事会在

COVID-19 大流行病期间避免了其工作出现瘫痪。在此基础上，另一个代表团主张，理事会在决定召开

委员会的虚拟会议时，会考虑法律界的最佳利益。 

4:4  有几个代表团虽然支持修订提案，但就某些程序如何以虚拟形式来执行提出了质疑。需要审议

的事项包括如何确保维持每个国家只有一票的规则，比如说根据第 39 条以举手或唱名的方式来维持。 

4:5  两个代表团提议按下文所示，在第 3、14 和 15 条中增加一些措辞： 

第 3 条：应当根据理事会酌情指示或批准的时间和地点召开委员会的届会。[出于迫不得

已的原因，如公共卫生或安全][出于公共卫生、安全或其他迫不得已的原因，]作为一项例外

措施，理事会可以以虚拟的形式召开委员会届会。 

第 14 条：分组委员会的会议应当与委员会连同举行，或是经理事会批准，在委员会或

分组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时间和地点开会。[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如公共卫生或安全][出

于公共卫生、安全或其他迫不得已的原因，]作为一项例外措施，经理事会批准，分组委员

会的会议可以以虚拟形式召开。 

第 15 条：可由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建立工作组。[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如公共卫生或安

全][出于公共卫生、安全或其他迫不得已的原因，]作为一项例外措施，此类工作组可以以虚

拟形式开会。 

4:6  发言的代表团大多表示倾向于支持第二组括号中的措辞，主席指出，该措辞所依据的是国际法

院对《法院规则》进行了虚拟听证相关修订这样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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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另一个代表团提议对第 15 条修订如下： 

可由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建立工作组。出于公共卫生、安全或其他迫不得已的原因，作

为一项例外措施，此类工作组可以以虚拟形式开会。[此种工作组的主席可根据情况，在与委

员会或分组委员会主席进行协商的基础上决定工作组将以虚拟形式举行会议。] 

4:8  虽然发言的代表团大多认识到在特殊情况下举行虚拟会议的必要性，但一些代表团建议这些规

则目前保持不变，并建议任何修订应仅在进一步研究之后，在制定了载有举行虚拟会议所涉适当保障措

施的适用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才能通过。一个代表团建议，该指导方针应类似于理事会针对虚拟会议所通

过的那些指导方针。该代表团得到了其他代表团的支持，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技术障碍，并指出，

无论如何，现有《规则》并不妨碍委员会举行虚拟会议。虽然不反对此类修订，但该代表团强调，通过

修订时必须采取保障措施，以确保不会有任何国家因以虚拟形式开会而处于不利地位。 

4:9  一些代表团提到了技术障碍，如虚拟连接延迟和无法听到或被听到，以及由于口译延迟而有可

能对讨论产生误解。一个代表团询问理事会是否在其《议事规则》中通过了一项类似规则，主席在与秘

书处协商后澄清说，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举行虚拟会议的指导方针（尚未修订其《规则》）。 

4:10  虽然各代表团并没有就通过工作文件中所载修订提案的时间达成全体一致，但大多数代表团

都同意，应拟定合适的指导方针，以明确技术事项。 

4:11  主席在对讨论进行总结时指出，发言的国家大多赞成修订提案。她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对技术

困难所持的关切，本届会议期间出现的一些缺憾便证明存在此种困难，必须加以考虑。主席承认，支持

通过 LC/38-WP-4-1 号文件中所载修订提案的国家大多也同意上文第 4.5 和 4.7 段中所载的《规则》修改。 

4:12  因此，主席提议委员会同意通过第 4.5 和 4.7 段中的修订，但条件是在本届会议之后应由一个

秘书处小组拟定法律委员会的虚拟会议指导方针。主席请求代表团，特别是已发言的代表团协助该小组。

一个代表团表示支持这一前进道路，建议向委员会下届会议提交指导方针草案。另一个代表团虽然支持

主席的提案，但建议说，由于技术进步很快，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困难应该消失。因此，任何指导方针

都应以本组织其他机构拟定的指导方针为范本。 

4:13  一个代表团在其他代表团的支持下，强烈反对主席的总结发言。该代表团提议，有必要在《规

则》和指导方针之间建立联系。对此，另一个代表团提议对《规则》第 3、14 和 15 条的修订进行补充，

将“可供使用的最佳做法和指导方针”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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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5：选举委员会副主席 

5:1 …… 

有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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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6：法律委员会第39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和议程 

6:1 …… 

有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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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7： 任何其它事项 

7:1 几个代表团和一名观察员就乌克兰局势发言，指出在他们看来，俄罗斯联邦的行为违反了国

际法，包括《国际民用航空公约》（Doc 7300/9 号文件）（《芝加哥公约》）（第一、十八和三十一条）

以及《开普敦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Doc 9793 号文件）和《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航空设备特

定问题的议定书》（Doc 9794 号文件）。尤为关切的是对《芝加哥公约》的违反，即根据这些代表团所

说，俄罗斯航空公司租赁的外国航空器仍在其他国家登记在册的同时正在俄罗斯注册，而且是在其适航

证被登记国撤销或暂停的情况下运行。若干其它代表团指出，该事项未列入议程。主席结论指出，已注

意到这些发言，她认为这些发言是在项目 7：任何其它事项下提出的。主席还回顾说，为了更好地开展

工作，可以修改委员会的议程项目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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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Item 1:   Adoption of the Agenda 
 

Note: Rule 11 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Doc 7669-LC/139/6) 

provides: “The Committee shall fix the final agenda of the session at its first 

meeting.” 

 

Item 2:  Consideration of the General Work Programm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Note: The Committee will consider reports on items in its General Work Programme: 
 

1)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of unmanned (pilotless) aircraft operations and integration 

into civil aviation; 

2) Review of the ICAO Ru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fferences;  

3)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for States to fulfil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12 of the 

Chicago Convention; 

4) Acts or offences of concern to th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mmunity, including cyber 

threats, that may not be adequately covered by existing air law instruments;  

5) Consideration of guidance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6) Promotion of the ra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ir law instruments;  

7)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21 of the Chicago Convention; and  

8)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relating to global satellite systems and services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services. 

 

Item 3: Review of the General Work Programm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Note: The Committee will determine its General Work Programme, with an indication 

of priority of items, for submission to the Council for approval. 

Item 4:  Amendments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Note: In line with the Council Declaration on Improving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ICAO’s Governing and Technical Bodies (C-DEC 222/7 refers), the Committee 

will consider whether to amend its Rules in order to use gender-neutral language. 

The Committee will also consider whether to adopt a rule which explicitly 

provides for the conduct of its meetings remotely / through virtual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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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5:  Election of Vice-Chairpersons of the Committee 

 

  Note:  The Committee may decide to fill any vacant office of Vice-Chairperson. 

 

Item 6: Date, place and agenda of the 39th Session of the Legal Committee 

 

Note: The Committee will consider the date, place and provisional agenda of its next 

session, in the light of the decisions it will have taken during the 38th Session. 

 

Item 7:   Any other business 

 

Item 8:  Report on work done at the Session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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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LIST OF WORKING PAPERS AND OTHER DOCUMENTS 

 

AGENDA 

ITEM 

WORKING 

PAPER NO. 

TITLE ORIGINATOR 

1 LC/38-WP/1-1 Provisional Agenda Secretariat 

1 LC/38-WP/1-2 
Note on Documentation and Working 

Arrangements 

Secretariat 

2 LC/38-WP/2 
Consideration of Other Items on the General 

Work Programm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Secretariat 

2 LC/38-WP/2-1 

Progress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Working 

Group for the Review of the ICAO Ru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fferences (WG-RRSD) 

Presented by the 

Chairperson1 of the 

WG-RRSD 

2 LC/38-WP/2-2 

Consideration of the Adequacy 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ir Law Instruments in 

Addressing Cyber Threats Against Civil 

Aviation 

Secretariat 

2 LC/38-WP/3-1 
Review of the General Work Programm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Secretariat 

2 LC/38-WP/4-1 Amendment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Secretariat 

4 LC/38-WP/5-1 Note on the Election  Secretariat 

5 LC/38-WP/6-1 
Date, place and agenda of the 38th Session of 

the Legal Committee 

Secretariat 

7 LC/38-WP/7-1 
Privacy Laws and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 

IATA 

7 LC/38-WP/7-2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Leg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Secretariat 

OTHER DOCUMENTATION 

AGENDA 

ITEM 

INFORMATION 

PAPER 

TITLE PRESENTED BY 

2 LC/38-IP/1 Marco Legal de RPAS Dominican Republic 

2 LC/38-IP/2 
Nota Informativa Artículo 12 Del Convenio 

de Chicago 
Dominican Republic 

2 LC/38-IP/3 
Nota Informativa Artículo 12 Del Convenio 

de Chicago 
Dominican Republic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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