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摘要 航空运输管制 

 --实践、措施和挑战 

 

近年来，交通运输代理商，尤其是民航领域的代理商在非法武器贸易中扮演的角色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关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尽管航空代理商只是武器贸易

中的一个中间环节，但由于他们在规则制定方面享有一定自由，使得非法贩运者有空可

钻；二是因为留有运输记录，比如货物清单和航班信息，导致在运输领域容易发现和阻

止武器非法贩运。 

在政治层面，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法国和比利时政府发出一项旨在促进国家对民营

航空货运公司加强管理的倡议。该倡议引用“瓦森纳安排”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有关规定，提出一整套管制指南，促进了欧盟国家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包括各国相

关部门共享“黑名单”，列出曾经参与或涉嫌参与小武器非法运输的公司。 

空运小武器至非法最终用户或目的地，往往违反民航规则。 

本章主要分析现行运输系统，尤其是航空运输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程序，并对现

行管制措施进行评估，以促进有关小武器非法贩运管制的讨论。分析报告以 23 个主要

小武器出口国为样本，涵盖武器出口立法、海关法和民航规章制度。 

 

图片说明：泰国警察和士兵查扣一架装有武器的哈萨克斯坦货机。曼谷机场。2009年 12 月。图片来自美联社。 



  

调查显示，在武器空运管制领域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对空运武器进行直接和

间接管制。但阻止武器非法运输的执法面临挑战，国内相关部门缺乏协调。这意味着，

关于某项武器转让的信息经常散落在各个部门，难以集中到一起。 

其他的挑战还包括：各国民航管理部门执行能力、权力和效率存在巨大差异；规章

制度不一致；不负责任的公司在运输规章制度执行不严的国家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 

更根本的原因是，打击小武器非法贩运涉及众多部门，各个部门采用的标准不同，

“安全风险”评估各异，阻碍了海关和民航部门有效落实相关管理规定。 

本章还有如下主要结论： 

 阻碍具体倡议实施的仍存在争议，这些原因包括：贸易全球化、贸易活动参与者众

多、武器出口相关服务外包至第三方使对航空运输机构加强管制变得不可行等。在这个

问题上，法国和比利时的联合倡议标志着小武器非法贸易相关讨论进入转折点。 

 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国采用许可证制度对武器运输实施直接管制，或通过要求进口商

提交运输信息实施间接管理。 

 海关规章制度和程序可以全面追踪转让武器的运输情况。 

 民航规章制度不是专门用来防止武器贩运，但是许多条款可被用来实现这个目的，

尤其是与飞机登记和安全、安保相关的措施。 

 成功阻止非法空运小武器需要海关、民航等众多部门的配合，仅仅凭政策制订部门

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监管和执法来实现。 

有关分析显示，可以在某些环节采取进一步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与包括企业界在内

所有利益攸关者沟通，加强现有管控机制，以发现和阻止小武器非法运输。正如前文强

调的，任何加强现有管制机制的措施都需要改善武器出口部门、海关及民航部门间的协

调和信息沟通。同样地，也需要在政治层面采取措施，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必须将打击

小武器非法运输作为优先工作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