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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郵政聯盟憲章

（經1969年東京、1974年洛桑、1984年漢堡、1989年華盛

頓、1994年首爾、1999年北京、2004年布加勒斯特及第24屆郵

盟大會 – 2008年、2016年伊斯坦堡、2018年阿迪斯阿貝巴及

2021年阿必尚附加議定書等修訂）

序言

各締約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為期藉郵政之有效經營，以發

展人類間相互溝通，並在文化、社會及經濟各方面達到國際合

作之崇高目的，有所貢獻起見，經議定憲章，仍俟各締約國政

府之批准、同意或核准。

萬國郵政聯盟之任務為促進有效及便利之全球郵政服務，以加

速全球居民之聯繫：

–在單一郵政領域內組成互動之網路，保證郵件自由流通；

–鼓勵採用公平普遍標準及運用科技；

–確保各利益相關者之合作及互動；

–推動有效之技術合作；

–確保滿足顧客轉變中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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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篇　組織條款

第 1 章　總則

第 1 條　郵盟之區域及宗旨
1. 議定憲章之各國，以萬國郵政聯盟名義，形成一統之郵政

區域，以互換郵件。依據郵盟章約及其他任何附加議定書

（以下簡稱郵盟章約）敘述之條款，保證在郵盟區域內轉

運之自由。 
2. 郵盟應以鞏固組織以及改進郵務為目的，並在此範圍內，

促進國際合作之發展為宗旨。

3. 各會員國請求之郵政技術協助事項，郵盟應儘可能受理。

第 2 條　定義

1. 為執行萬國郵政聯盟各項章約，下列用語應有如下之定義：

1.1    郵政業務：各項國際郵政業務，其範圍及規則均由郵

盟章約訂定。郵政業務之主要義務係滿足各會員國所

訂定之社會及經濟目的，以確保各郵件之收攬、處

理、轉運及投遞。

1.2    會員國：係指履行本憲章第3條各項條件之國家。

1.3    單一郵政領土（單一及同一郵政領域）：依據郵盟章

約敘述之條款，凡簽訂萬國郵盟章約之各團體，其義

務為相互提供交換郵件，包括轉運自由，及處理經

由他國經轉之件，如同其自身函件然，不得有差別待

遇。

1.4    轉運自由：居間轉運郵件之會員國，依據郵盟章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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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條款，以與其國內郵件相同待遇，經轉其他萬國

郵政聯盟會員國之郵件。 
1.5    郵件： 泛指萬國郵政公約（簡稱公約）、郵盟協定

（如憲章第21條所述）及其各自施行細則中所規

定，由會員國指定業者所封發之任何物件（信函、包

裹、郵政匯票等）。

1.6    指定業者：由會員國正式指派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在其領土內處理郵件業務，並履行郵盟章約相關之義

務。

1.7    保留事項：除憲章及通則外，會員國對適用之章約某

一條文予以排除或修改其法律效力。任何保留事項，

均應與憲章序言及第1條所訂之宗旨及目的相符，且

必需合理，並經核准相關章約之多數國同意，並納入

後附之最後議定書。

第 3 條　郵盟之會員

1. 郵盟之會員國應為：

1.1    憲章實施之日，業已取得會員資格之國家；

1.2    依照第12條規定成為會員之國家。

第 4 條　郵盟之管轄權

1. 郵盟之管轄權應及於：

1.1    各會員國之領土；

1.2    各會員國設在郵盟以外地區之郵局；

1.3    非郵盟會員之領土，但就郵務觀點，係依附於會員國者。

第 5 條　例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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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與郵盟以外之領土通郵之會員國指定業者，有義務為其

他會員國辦理與該地區之通郵事務。公約及其施行細則之

規定，應適用於此項例外關係。

第  6  條　郵盟之駐地
1. 郵盟及其常設機構應以伯恩（Berne）為駐地。

第  7  條　郵盟之官方語文
1. 郵盟以法文為官方語文。

第  8  條　貨幣單位
1. 郵盟章約內所採用之貨幣單位，應為國際貨幣基金會之記

帳單位。

第  9  條　區域郵盟．特殊協定
1. 各會員國或各會員國法律許可之各指定業者，得為郵政業

務，成立區域郵盟，並簽訂特殊協定，但所訂條款必須顧

及公眾利益，不得低於各該會員國參加之郵盟章約。

2. 區域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郵盟大會、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

營理事會。

3. 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區域郵盟大會及其各項會議。

第  10  條　與聯合國之關係
1. 郵盟與聯合國之關係應以協定規定之，協定全文附載於憲

章之後。

第  11  條　與各國際組織之關係
1. 郵盟應與利益及工作相關聯之各國際組織取得聯繫，以期

在國際郵務範圍內獲致密切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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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退出郵盟

第 12 條　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及其程序

1. 凡屬聯合國會員均得加入郵盟。

2. 非聯合國會員之任何主權國，均得申請准許加入郵盟為會

員國。

3. 加入或申請加入郵盟者，應提出加入郵盟憲章及必需參加

章約之正式聲明。此項聲明，應由該國政府送達國際公署

署長，再由署長按個別情況，將申請加入者照會各會員國

或徵詢各會員國意見。

4. 非聯合國會員之國家，如其申請獲郵盟會員國至少三分之

二之同意，應認為獲准加入為會員國。各會員國未於諮詢

之日起四個月期間內答覆予國際公署，即以棄權論。

5. 加入或申請加入者之會員資格，應由國際公署署長照會各

會員國政府，並自照會發出之日起生效。

第 13 條　退出郵盟及其程序
1. 各會員國得退出郵盟，惟該國政府須向國際公署署長提出

終止本憲章之照會，再由署長轉達各會員國政府。

2. 退出郵盟應自國際公署署長收到第1項規定退盟通知日起，

一年後生效。

第 3 章　郵盟之組織

第 14 條　郵盟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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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郵盟之機關，為大會、行政理事會、郵政經營理事會及國

際公署。

2. 郵盟之常設機關，為行政理事會、郵政經營理事會及國際公署。

第 15 條　大會
1. 大會為郵盟最高機關。

2. 大會由各會員國代表組成。

第 16 條　臨時大會
1. 臨時大會須經郵盟會員國至少三分之二之請求或同意，始

得召開。

第 17 條　行政理事會
1. 在兩屆大會相隔期間，行政理事會應遵照郵盟章約之規

定，負責主持郵盟工作之賡續進行。

2. 行政理事會理事國，應以郵盟之名義，並符合郵盟之利

益，執行其職責。

第 18 條　郵政經營理事會
1. 郵政經營理事會應負責處理與郵政業務有關之經營、商

業、技術及經濟等方面之問題。

2. 郵政經營理事會的成員應以郵盟的名義和利益履行其職能。

第 19 條　國際公署
1. 定名為萬國郵政聯盟國際公署，設於郵盟所在地，為郵盟

之中央辦公處，由署長一人主持，受行政理事會之監督，

為一執行、支援、聯絡、資訊及諮商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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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郵盟之財務

第 20 條　郵盟之經費．會員國之會費
1. 每屆大會應訂定下列經費之上限：

1.1    郵盟年度經費；

1.2    籌備下屆大會有關之經費。

2. 前項規定經費之上限，必要時得予超支，但須依照通則相

關條款之規定辦理。

3. 郵盟之經費，包括前項規定之經費在內，均應由郵盟各會

員國共同負擔。為此，各會員國應認定其所願列入之會費

分攤等級，且會費分攤等級須遵守通則之相關規定。

4. 依照第12條規定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之會員國，可選擇其

欲負擔郵盟經費所列會費之分攤等級，同樣須遵守通則之

相關規定。

    第 2 篇　郵盟章約

第 1 章　總則

第 21 條　郵盟章約
1. 憲章為郵盟之基本章約，憲章內應刊載郵盟之組織條例，

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2. 通則列載實施憲章及行使郵盟職掌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

均具約束力，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3. 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國際郵務共同適用之規

則，以及有關函件與包裹業務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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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力。會員國應保證其指定業者，履行公約及其規則相

關之義務。

4. 郵盟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應分別定義及列載參加協定

各會員國間辦理公約和施行細則以外各種業務之規定，僅

對參加之各會員國具有約束力。已簽署之會員國，應保證

其指定業者，履行郵盟協定及其施行細則相關之義務。

5. 各項施行細則，應包含施行公約及各項協定所必需之應用

規則，應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依據大會之議決訂定之。

6. 第3、第4及第5項所列郵盟各項章約隨附之最後議定書，應

列載各會員國對於各該章約之保留事項。

第 22 條　郵盟章約於會員國負責國際關係各領土之適用
1. 任何國家得隨時聲明，其所接受之郵盟章約適用於其負責

國際關係之全部領域，或僅適用於其中某部分之領域。

2. 前項規定之聲明，應送達國際公署署長。

3. 凡會員國已按第1項規定，提出對本郵盟章約適用之聲明，

而有意終止適用者，得隨時通知國際公署署長，此項照

會，自國際公署署長收到之日起一年後生效。

4. 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聲明及照會，應由國際公署署長轉送

各會員國。

5. 第1項至第4項之規定，不適用於已取得郵盟會員國資格而

由某一會員國負責其國際關係之各領域。

第 23 條　國內法律
1. 凡郵盟章約條款未明文規定之任何事項，不得違反各會員

國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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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郵盟章約之接受及終止

第 24 條　郵盟章約之簽署、確認、批准、同意、核准及加入之方式
1. 由大會所訂定之郵盟章約，應由各會員國全權代表簽署之。

2. 各項施行細則，應由經營理事會主席及秘書長確認。

3. 郵盟章約應由簽署會員國根據各自憲法規定儘速予以批

准、同意或核准。

4. 某一會員國對其已簽署之郵盟章約未予批准、同意或核

准，這些郵盟章約對已批准、接受或已核准之會員國並不

失其效力。

5. 會員國可在任何時候按照大會議事規則規定的有關程序，

加入其未簽署的郵盟章約。

6. 會員國加入之郵盟章約，應按照第25條的規定予以照會。

第 25 條　經批准、同意、核准及加入郵盟章約之照會
1. 批准、同意、核准和加入郵盟章約之文件，應儘速送存國

際公署署長，再由該署長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26 條　終止郵盟協定
1. 會員國得依照第13條之規定，終止已加入之一項或多項郵

盟協定。

第 3 章　郵盟章約之修正

第 27 條　議案之提出
1. 各會員國郵政，對其所參加之郵盟章約，有權向大會或在

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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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憲章及通則之議案，僅得向大會提出。

3. 有關施行細則之議案，應透過國際公署中介提交給郵政經

營理事會。

第 28 條　憲章之修正
1. 向大會提出有關憲章之議案，須經郵盟至少三分之二具投

票權會員國之同意，始得通過。

2. 大會通過之憲章修訂條款，應作成附加議定書，且除大會

另作決定外，應與同屆大會新訂之章約同時生效。在不影

響第21.1條規定下，修訂條款應由各會員國儘速批准、核

准、同意或加入，其批准、核准、同意或加入文件應依第

25條規定之程序辦理。

第 29 條　通則、公約及郵盟協定之修正
1. 通則、公約及郵盟協定，應明訂關於其修正議案之通過所

應具備之條件。

2. 通則、公約及郵盟協定之修訂條款，應作成附加議定書，

在不影響第21條規定下，修訂條款應由各會員國儘速批

准、核准、同意或加入，其批准、核准、同意或加入文件

應依第25條規定之程序辦理。

第 4 章　爭議之解決

第 30 條　仲裁
1. 兩個或兩個以上會員國間，對郵盟章約之解釋或因引用郵

盟章約判定會員國責任歸屬，而發生爭議時，其所爭議之

問題應以仲裁方式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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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篇　最後條款

第 31 條　憲章之實施及其期限
1. 憲章自1966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締約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於本憲章簽署，以昭信守。原本一

份應交郵盟駐在國政府文檔庫保存。副本一份由郵盟國際公署

分致各會員國。

1964年7月10日於維也納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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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１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在東京大會中，依照

1964年7月10日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之規

定，議訂該憲章之修訂條款如下，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准。

第 1 條  （修訂後之第 8 條）小區郵盟之特殊協定
1. 各會員國或各該國法律許可之各郵政間，得為國際郵政業

務，成立小區郵盟，並簽訂特殊協定，但所訂條款必須顧

及公眾利益，不得遜於各該會員國參加之郵盟章約。

2. 小區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本郵盟大會、行政會議及各項會

議，亦得列席執行理事會及郵政研究諮詢理事會。

3. 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小區郵盟之大會、行政會議及各項會議。

第 2 條  （修訂後之第 11 條）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及
　　　　其程序

1. 凡屬聯合國會員均得加入郵盟。

2. 非聯合國會員之任何主權國，均得申請准許加入郵盟為會

員國。

3. 加入或申請准許加入郵盟者，應提出加入郵盟憲章及必需

參加之章約之正式聲明。

4. 此項聲明應循外交途徑送達瑞士聯邦政府，再由該政府分

別將加入者照會各會員國，將申請准許加入者徵詢各會員

國意見。

5. 非聯合國會員之國家，如其申請獲郵盟會員國至少三分之

二之同意，應認為獲准加入為會員國。各會員國未於四個

月期間內答覆者，即以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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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入或准許加入者之會員資格，應由瑞士聯邦政府照會各

會員國政府，並自照會發出之日起生效。

第 3 條  （修訂後之第 13 條）郵盟之機關
1. 郵盟之機關為大會、行政會議、執行理事會、郵政研究諮

詢理事會、專門委員會及國際公署。

2. 郵盟之常設機關為執行理事會、郵政研究諮詢理事會及國

際公署。

第 4 條  （修訂後之第 18 條）郵政研究諮詢理事會
郵政研究諮詢理事會應就郵政之技術、業務及經濟各方面之問

題，負責研究並提供意見。

第 5 條  （修訂後之第 21 條）郵盟之經費．會員國之
會費

1. 每屆大會訂定下列經費之最高額：

1.1    郵盟年度經費；

1.2    籌備下屆大會有關之經費。

2. 前項規定之經費最高額，必要時得予超支，但須依照通則

相關條款之規定辦理。

3. 郵盟之經費，包括前項規定之經費在內，均應由郵盟各會

員國共同負擔。為此，每一會員國應認定其所願列入分攤

會費之等級。此項等級之級數由通則規定之。

4. 依照第11條規定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之會員國，其分攤郵

盟經費應列之等級，由瑞士聯邦政府商得相關國政府同意

後確定之。

第 6 條  （修訂後之第 26 條）郵盟章約之批准及其他



－14－

核准方式之通報

批准憲章及核准郵盟其他章約之文件，應儘速送達瑞士聯邦政

府，再由該政府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7 條　加入附加議定書及郵盟其他章約
1. 會員國未簽署本議定書者，得隨時加入。

2. 會員國參加之章約經大會修訂而未簽署者，應儘速加入。

3. 本條第1及第2項所述情形之加入文件，應循外交途徑送達

本郵盟駐在國政府，再由該政府照會各會員國。

第 8 條　萬國郵政聯盟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附加議定書，除第5條自1971年1月1日起生效外，餘自1971年
7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訂定本附加議定書，以昭信守。本

議定書之條款視同列入憲章之正文，與憲章具有同等之功能與

效力。各該全權代表已簽署之本議定書原本一份，應交由郵盟

駐在國政府文檔庫保存。大會地主國政府應以其副本一份，分

致各簽約國。

1969年11月14日於東京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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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２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在洛桑大會中，依照

1964年7月10日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之規

定，議訂該憲章之修訂條款如下，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准。

第 1 條  （修訂第 21 條）郵盟之經費．會員國之會費
1. 每屆大會應訂定下列經費之最高額：

1.1    郵盟年度經費。

1.2    籌備下屆大會有關之經費。

2. 前項規定之經費最高額，必要時得予超支，但須依照通則

相關條款之規定辦理。

3. 郵盟之經費，包括前項規定之經費在內，均應由郵盟各會

員國共同負擔。為此，各會員國應認定其所願列入之會費

分攤等級。此項會費分攤等級在通則中規定之。

4. 依照第11條規定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之會員國，其負擔郵

盟經費應列之會費分攤等級，應由瑞士聯邦政府商得相關

國政府同意後確定之。

第 2 條  分攤等級之認定
第1.3條之規定，得於本附加議定書實施之前適用之。

第 3 條  加入附加議定書及郵盟其他章約
1. 各會員國未簽署議定書者，得隨時加入。

2. 各會員國，原為本屆大會修訂各章約之加入國，而此次未

簽署各該章約者，應儘速加入。

3. 依照第1項及第2項規定加入之文件，應循外交途徑送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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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盟駐在國政府，再由該政府照會各會員國。

第 4 條　萬國郵政聯盟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附加議定書應自1976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訂定本附加議定書，以昭信守。本

議定書之條款，視同列入憲章之正文，與憲章具有同等之功能

與效力。各該全權代表已簽署之本議定書原本一份，應送交郵

盟駐在國政府文檔庫保存。大會地主國政府應以其副本一份，

分致各簽約國。

1974年7月5日在洛桑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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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３次附加協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參照1964年7月10日在

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之規定，採用下列憲

章修訂條款，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准。

第 1 條  （憲章第 13 條）郵盟之機關（修正條文）
1. 郵盟之機關為：大會、執行理事會、郵政研究諮詢理事會

及國際公署。

2. 郵盟之常設機關為：執行理事會、郵政研究諮詢理事會及

國際公署。

第 2 條  （憲章第 16 條）行政會議（刪除）

第 3 條  （憲章第 19 條）專門委員會（刪除）

第 4 條  （憲章第 20 條）國際公署（修正條文）
定名為萬國郵政聯盟國際公署，設於郵盟駐在地之中央機構，

由署長一人主持，受執行理事會之監督，乃各會員國郵政間之

聯絡、資訊及諮詢機關。

第 5 條  （憲章第 31 條）公約、通則及各項協定之修
訂（修正條文）

1. 公約、通則及各項協定，應明訂關於其修訂議案之通過所

應具備之條件。

2. 前項所列之章約應予同時實施，並具相同期限。自大會訂

定各該章約實施之日起，上屆大會之相關章約應予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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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加入附加議定書及郵盟其他章約
1. 凡未簽署本議定書之會員國，得隨時加入。

2. 凡參加大會更新之章約，但未簽署之會員國，應儘速加入。

3. 本條第1及第2項所述情形之加入文件，應循外交途徑送達

瑞士聯邦政府，再由該政府照會各會員國。

第 7 條　萬國郵政聯盟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附加議定書自1986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訂定本附加議定書，以昭信守。本

議定書之條款視同列入憲章之正文，與憲章具有相同效力。各

該全權代表已簽署之本議定書原本一份，應交由郵盟駐在國政

府文檔庫保存。大會地主國政府應以其副本一份，分致各簽約

國。

1984年7月27日於漢堡簽訂。

 



－19－

憲章第４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參照1964年7月10日，

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之規定，採用下列

憲章修訂條款，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准。

第 1 條  （憲章第 7 條）貨幣單位（修正條文）
郵盟章約內所採用之貨幣單位，應為國際貨幣基金會之記帳單位。

第 2 條  （憲章第 11 條）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及其程
序（修正條文）

1. 凡屬聯合國會員均得加入郵盟。

2. 非聯合國會員之任何主權國，均得申請准許加入郵盟為會

員國。

3. 加入或申請加入郵盟者，應提出加入郵盟憲章及必需參加

章約之正式聲明。此項聲明，應由該國政府送達國際公署

署長，再由署長按個別情況，將加入者，照會各會員國，

將申請加入者，徵詢各會員國意見。

4. 非聯合國會員之國家，如其申請獲郵盟會員國至少三分之

二之同意，應認為獲准加入為會員國。各會員國未於四個

月期間內答覆者，即以棄權論。

5. 加入或申請加入者之會員資格，應由國際公署署長照會各

會員國政府，並自照會發出之日起生效。

第 3 條  （憲章第 12 條）退出郵盟及其程序（修正條文）
1. 各會員國得退出郵盟，惟該國政府須向國際公署署長提出

終止本憲章之照會，再由署長轉達各會員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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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出郵盟應自國際公署署長收到前項規定退盟照會之日

起，一年後生效。

第 4 條  （憲章第 21 條）郵盟之經費、會員國之會費
（修正條文）

1. 每屆大會應訂定下列經費之最高額：

1.1    郵盟年度經費；

1.2    籌備下屆大會有關之經費。

2. 前項規定之經費最高額，必要時得予超支，但須依照通則

相關條款之規定辦理。

3. 郵盟之經費：包括前項規定之經費在內，均應由郵盟各會

員國共同負擔。為此，各會員國應認定其所願列入之會費

分攤等級。此項會費分攤等級在通則中規定之。

4. 依照第11條規定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之會員國，可自由選

擇其欲負擔郵盟經費所列會費之分攤等級。

第 5 條  （憲章第 22 條）郵盟章約（修正條文）
1. 憲章為郵盟之基本章約，憲章內應列載郵盟之組織條例。

2. 通則列載實施憲章及行使郵盟職掌之條款，全體會員國均

必須遵守。

3. 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國際郵務共同適用規則

以及有關函件業務之條款，全體會員國均必須遵守。

4. 郵盟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參加協定各會員國間辦

理函件以外各種業務之規定，僅參加之各國必須遵守。

5. 各項施行細則，包含施行公約及各項協定所必需之應用規

則，應由執行理事會依據大會之議決訂定之。

6. 第3、第4及第5項所列郵盟各項章約隨附之最後議定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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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各會員國對於各該章約之保留事項。

第 6 條  （憲章第 23 條）郵盟章約於會員國負責國際
關係各領土之適用（修正條文）

1. 任何國家得隨時聲明，其所接受之郵盟章約適用於其負責

國際關係之全部領土，或僅適用於其中某部分之領土。

2. 前項規定之聲明，應送達國際公署署長。

3. 凡會員國已按第1項規定，提出對本郵盟章約適用之聲明，

而有意終止適用者，得隨時通知國際公署署長，此項照

會，自國際公署署長收到之日起一年後生效。

4. 第1及第3項規定之聲明及照會，應由國際公署署長轉達各

會員國。

5. 第1至第4項之規定，對於已取得郵盟會員國資格而由其一

會員國負責某國際關係之各領土，不適用之。

第 7 條  （憲章第 25 條）郵盟章約之簽署、確認、批
准及其他核准方式（修正條文）

1. 由大會所訂定之郵盟章約，應由各會員國全權代表簽署之。

2. 各項施行細則，應由執行理事會主席及秘書長確認。

3. 憲章應由簽署各國儘速予以批准。

4. 憲章以外之郵盟章約，依照各簽署國之憲法規定程序核准之。

5. 某一國家對其已簽署之憲章未予批准，或對其他章約未予

核准者，憲章及其他章約對於已批准或已核准之國家並不

減損其效力。

第 8 條  （憲章第 26 條）郵盟章約之批准及其他核准
方式之通報（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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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憲章暨其各項最後議定書及核准郵盟其他章約之文件，應

儘速送達國際公署署長，再由該署長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9 條　加入郵盟憲章最後議定書之通報
自1989年華盛頓郵盟章約生效之日起，加入1969年東京大會通

過之第1次附加議定書、1974年洛桑大會通過之第2次附加議定

書、以及1984年漢堡大會通過之第3次附加議定書等文件，應送

達國際公署署長，再由其通報各會員國政府。

第 10 條　加入附加議定書及郵盟其他章約
1. 會員國未簽署本議定書者，得隨時加入。

2. 會員國參加之章約經大會修訂而未簽署者，應儘速加入。

3. 本條第1及第2項所述情形之加入文件，應送達國際公署署

長，再由署長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11 條　萬國郵政聯盟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附加議定書自1991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訂定本附加議定書，以昭信守。本

議定書之條款視同列入憲章之正文，與憲章具有同等之功能與

效力。各該全權代表已簽署之本議定書正本一份，應交由國際

公署署長保存。大會地主國政府應以其副本一份，分致各簽約

國。

1989年12月14日於華盛頓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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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章第５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參照1964年7月10日，

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之規定，在首爾召

開大會，採用下列憲章修訂條款，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准。

第 1 條　區域郵盟．特殊協定（憲章第 8 條修正條文）
1. 各會員國或各該國法律許可之各郵政，得為國際郵政業

務，成立區域郵盟，並簽訂特殊協定，但所訂條款必須顧

及公眾利益，不得遜於各該會員國參加之郵盟章約。

2. 區域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郵盟大會及各項會議，亦得列席

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會。

3. 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區域郵盟大會及各項會議。

第 2 條　郵盟之機關（憲章第 13 條修正條文）
1. 郵盟之機關，為大會、行政理事會、郵政經營理事會及國

際公署。

2. 郵盟之常設機關，為行政理事會、郵政經營理事會及國際公署。

第 3 條　行政理事會（憲章第 17 條修正條文）
1. 在兩屆大會相隔期間，行政理事會應遵照郵盟章約之規

定，負責主持郵盟工作之賡續進行。

2. 行政理事會理事國，應以郵盟之名義，並符合郵盟之利

益，執行其任務。

第 4 條　郵政經營理事會（憲章第 18 條修正條文）
郵政經營理事會應負責處理與郵政有關之經營、商業、技術及

經濟等方面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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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國際公署（憲章第 20 條修正條文）
定名為萬國郵政聯盟國際公署，設於郵盟所在地，為郵盟之中

央辦公處，由署長一人主持，受行政理事會之監督，其功能

為：執行、支援、聯絡、資訊及諮商。

第 6 條　郵盟章約（憲章第 22 條修正條文）
1. 憲章為郵盟之基本章約，憲章內應列載郵盟之組織條例。

2. 通則列載實施憲章及行使郵盟職掌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

均具約束力。

3. 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國際郵務共同適用之規

則以及有關函件業務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均具約束力。

4. 郵盟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參加協定各會員國間辦

理函件以外各種業務之規定，僅對參加各國具有約束力。

5. 各項施行細則，應包含施行公約及各項協定所必需之應用

規則，應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依據大會之決議訂定之。

6. 第3、第4及第5項所列郵盟各項章約隨附之最後議定書，應

列載各會員國對於各該章約之保留事項。

第 7 條　郵盟章約之簽署、確認、批准及其他核准方
式（憲章第 25 條修正條文）

1. 由大會所訂定之郵盟章約，應由各會員國全權代表簽署之。

2. 各項施行細則，應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主席及秘書長確認。

3. 憲章應由簽署各國儘速予以批准。

4. 憲章以外之郵盟章約，應依照各簽署國之憲法規定程序核准之。

5. 某一國家對其已簽署之憲章未予批准，或對其他章約未予

核准者，憲章及其他章約對於已批准或已核准之國家並不

減損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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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加入附加議定書及郵盟其他章約
1. 會員國未簽署本議定書者，得隨時加入。

2. 會員國參加之章約經大會修訂而未簽署者，應儘速加入。

3. 本條第1及第2項所述情形之加入文件，應送達國際公署署

長，再由署長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9 條　萬國郵政聯盟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附加議定書自1996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訂定本附加議定書，以昭信守。本

議定書之條款視同列入憲章之正文，與憲章具有同等之功能與

效力。各該全權代表已簽署之本議定書正本一份，應交由國際

公署署長保存。大會地主國政府應以其副本一份，分致各簽約

國。

1994年9月14日於首爾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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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６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參照1964年7月10日，

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之規定，在北京召

開大會，採用下列憲章修訂條款，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准。

第 1 條　郵盟章約（第 22 條修正條文）
1. 憲章為郵盟之基本章約，憲章內應列載郵盟之組織條例。

2. 通則列載實施憲章及行使郵盟職掌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

均具約束力。

3. 萬國郵政公約、函件施行細則及包裹施行細則，刊載國際

郵務共同適用之規則以及有關函件及包裹業務之條款，對

全體會員國均具約束力。

4. 郵盟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參加協定各會員國間辦

理函件及包裹以外各種業務之規定，僅對參加各國具有約

束力。

5. 各項施行細則，應包含施行公約及各項協定所必需之應用

規則，應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依據大會之議決訂定之。

6. 第3、第4及第5項所列郵盟各項章約隨附之最後議定書，應

列載各會員國對於各該章約之保留事項。

第 2 條　郵盟章約之簽署、確認、批准及其他核准方
式（憲章第 25 條修正條文）

1. 由大會所訂定之郵盟章約，應由各會員國全權代表簽署之。

2. 各項施行細則，應由經營理事會主席及秘書長確認。

3. 憲章應由簽署各國儘速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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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憲章以外之郵盟章約，應依照各簽署國之憲法規定程序核准之。

5. 某一國家對其已簽署之憲章未予批准，或對其他章約未予

核准者，憲章及其他章約對於已批准或已核准之國家並不

減損其效力。

第 3 條　議案之提出
1. 各會員國郵政，對其所參加之郵盟章約，有權向大會或在

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提出議案。

2. 有關憲章及通則之議案，僅可向大會提出。

3. 有關各項施行細則之議案，應向經營理事會直接提出，但

須由國際公署先行轉送全體會員國郵政。

第 4 條　加入附加議定書及郵盟其他章約
1. 會員國未簽署本議定書者，得隨時加入。

2. 會員國參加之章約經大會修訂而未簽署者，應儘速加入。

3. 本條第1及第2項所述情形之加入文件，應送達國際公署署

長，再由署長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5 條　郵盟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附加議定書自2001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訂定本附加議定書，以昭信守。本議

定書之條款視同列入憲章之正文，與憲章具有同等之功能與效

力。各該全權代表已簽署之本議定書正本一份，應交由國際公署

署長保存。大會地主國政府應以其副本一份，分致各簽約國。

1999年9月15日於北京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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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７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參照1964年7月10日，

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之規定，在布加勒

斯特召開大會，採用下列憲章修訂條款，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

准。

第 1 條  （序言修正）
各締約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為期藉郵政之有效經營，以發

展人類間相互溝通，並在文化、社會及經濟各方面達到國際合

作之崇高目的，有所貢獻起見，經議定憲章，仍俟各締約國政

府之批准。

萬國郵政聯盟之任務為促進有效及便利之全球郵政服務，以加

速全球居民之聯繫：

－在單一郵政領域內組成互動之網路，保證郵件自由流通；

－鼓勵使用公平普遍標準及利用科技技術；

－確保各利益相關者之合作及互動；

－推動有效之技術合作；

－確保滿足顧客轉變中之需求。

第 2 條　定義
1. 為執行萬國郵政聯盟各項章約，下列用語應有如下之定義：

1.1    郵政業務：各項郵政業務，其範圍由郵盟決定。郵政

業務之主要義務係滿足各會員國所訂定之社會及經

濟目的，以確保各郵政之收攬、分揀、轉運及投遞；

1.2    會員國：係指履行憲章第2條各項條件之國家；

1.3    單一郵政領土（單一及同一郵政領土）：凡簽訂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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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盟章約之各團體，其義務為相互提供交換函件，包

括轉 運自由，及處理經由他國經轉之件，如同其自身

函件然，不得有差別待遇；

1.4    轉運自由：居間轉運郵件之郵政，其義務係對經轉其

他萬國郵政聯盟郵政之郵件，提供與國內函件相同之處

理；

1.5    函件：一如公約之敘述；

1.6    國際郵務：依據各章約規範之各項郵件作業或業務。

第 3 條　郵盟章約（憲章第 22 條修正條文）
1. 憲章為郵盟之基本章約，憲章內應列載郵盟之組織條例，

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2. 通則列載實施憲章及確保履行郵盟職掌之各條款，對全體

會員國均具約束力，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3. 萬國郵政公約、函件施行細則及包裹施行細則，應列載國

際郵務共同適用之規則以及有關函件與包裹業務之條款，

對全體會員國均具約束力。

4. 郵盟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應規範參加協定各會員國間

辦理函件及包裹以外之各種業務，僅對參加各國具有約束力。

5. 各項施行細則，應包含施行公約及各項協定所必需之應用

規則，應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依據大會之議決訂定之。

6. 第3、第4及第5項所列郵盟各項章約隨附之最後議定書，應

列載各會員國對於各該章約之保留事項。

第 4 條　憲章之修正（憲章第 30 條修正條文）
1. 向大會提出有關憲章之議案，須經郵盟具投票權會員國至

少三分之二之同意，始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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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會通過之修正條款，應作成附加議定書，且除大會另作

決定外，應與同屆大會新訂之章約同時生效。修訂條款應

由各會員國儘速批准，其批准文件應依第26條規定之程序

辦理。

第 5 條　通則、公約及各項協定之修正（憲章第 31 條
                 修正條文）
1. 通則、公約及各項協定，應明訂關於其修正議案之通過所

應具備之條件。

2. 公約及各項協定應予同時實施，並具相同期限。自大會訂

定各該章約實施之日起，上屆大會之相關章約即予廢止。

第 6 條　加入附加議定書及郵盟其他章約
1. 會員國未簽署本議定書者，得隨時加入。

2. 會員國參加之章約經大會修訂，而未簽署者，應儘速加入。

3. 本條第1及第2項所述情形之加入文件，應送達國際公署署

長，再由署長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7 條　郵盟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附加議定書自2006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訂定本附加議定書，以昭信守。本

議定書之條款視同列入憲章之正文，與憲章具有同等之功能與

效力。各該全權代表已簽署之本議定書正本一份，應交由國際

公署署長保存。副本一份由郵盟國際公署分致各簽約國。

2004年10月5日於布加勒斯特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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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８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參照1964年7月10日，

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之規定，在日內瓦

召開大會，採用下列憲章修訂條款，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准。

第 1 條　定義（憲章第 1bis 條修正條文）
1. 為執行萬國郵政聯盟各項章約，下列用語應有如下之定義：

1.1    郵政業務：各項郵政業務，其範圍由郵盟決定。郵政業務

之主要義務係滿足各會員國所訂定之社會及經濟目

的，以確保各郵政之收攬、分揀、轉運及投遞；

1.2    會 員 國：係指履行憲章第2條各項條件之國家；

1.3    單一郵政領土（單一及同一郵政領土）：凡簽訂萬國郵

盟章約之各團體，其義務為相互提供交換函件，包括

轉運自由，及處理經由他國經轉之件，如同其自身函

件然，不得有差別待遇；

1.4    轉運自由：居間轉運郵件之會員國，其義務係保證運

送經轉其他萬國郵政聯盟會員國之郵件，提供與國內

函件相同之處理；

1.5    函　　件：一如公約之敘述；

1.6    國際郵務：依據各章約規範之各項郵件作業或業務。

1.7    指定業者：由會員國正式指派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在其領土內處理郵件業務，並履行郵盟章約相關之義務。

1.8    保留事項：除憲章及通則外，會員國對適用之章約某

一條文予以排除或修改其法律效力。任何保留事項，

均應與憲章之序言及第1條所訂之宗旨及目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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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需合理，並經核准相關章約之多數國同意，並納

入後附之最後議定書。

第 2 條　例外關係（憲章第 4 條修正條文）
凡與郵盟以外之領土通郵之會員國指定業者，應居間為其他會

員國辦理與該地區之通郵事務。公約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應

適用於此項例外關係。

第 3 條　區域郵盟．特殊協定（憲章第 8 條修正條文）
1. 各會員國或各會員國法律許可之各指定業者，得為國際郵

政業務，成立區域郵盟，並簽訂特殊協定，但所訂條款必

須顧及公眾利益，不得遜於各該會員國參加之郵盟章約。

2. 區域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郵盟大會及各項會議，亦得列席

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會。

3. 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區域郵盟大會及各項會議。

第 4 條　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及其程序（憲章第 11 條
修正條文）

1. 凡屬聯合國會員均得加入郵盟。

2. 非聯合國會員之任何主權國，均得申請准許加入郵盟為會

員國。

3. 加入或申請加入郵盟者，應提出加入郵盟憲章及必需參加

章約之正式聲明。此項聲明，應由該國政府送達國際公署

署長，再由署長按個別情況，將加入者，照會各會員國，

將申請加入者，徵詢各會員國意見。

4. 非聯合國會員之國家，如其申請獲郵盟會員國至少三分之

二之同意，應認為獲准加入為會員國。各會員國未於諮詢

之日起四個月期間內答覆者，即以棄權論。



－33－

5. 加入或申請加入者之會員資格，應由國際公署署長照會各

會員國政府，並自照會發出之日起生效。

第 5 條　郵盟章約（憲章第 22 條修正條文）
1. 憲章為郵盟之基本章約，憲章內應刊載郵盟之組織條例，

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2. 通則列載實施憲章及行使郵盟職掌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

均具約束力，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3. 萬國郵政公約、函件施行細則及包裹施行細則，列載國際

郵務共同適用之規則以及有關函件與包裹業務之條款，對

全體會員國均具約束力。會員國應保證其指定業者履行公

約及其施行細則相關之義務。

4. 郵盟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參加協定各會員國間辦

理函件及包裹以外各種業務之規定，僅對參加之各會員國

具有約束力。已簽署之會員國，應保證其指定業者，履行

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相關之義務。

5. 各項施行細則，應包含施行公約及各項協定所必需之應用

規則，應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依據大會之議決訂定之。

6. 第3、第4及第5項所列郵盟各項章約隨附之最後議定書，應

列載各會員國對於各該章約之保留事項。

第 6 條　郵盟章約之簽署、確認、批准及其他核准方
式（憲章第 25 條修正條文）

1. 由大會所訂定之郵盟章約，應由各會員國全權代表簽署之。

2. 各項施行細則，應由經營理事會主席及秘書長確認。

3. 憲章應由簽署各國儘速予以批准。

4. 憲章以外之郵盟章約，應依照各簽署國之憲法規定程序核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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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某一會員國對其已簽署之憲章未予批准，或對其他章約未

予核准者，憲章及其他章約對於已批准或已核准之會員國

並不減損其效力。

第 7 條　議案之提出（憲章第 29 條修正條文）
1. 各會員國郵政，對其所參加之郵盟章約，有權向大會或在

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提出議案。

2. 有關憲章及通則之議案，僅可向大會提出。

3. 有關施行細則之議案，應向經營理事會直接提出，但須由

國際公署先行轉送全體會員國郵政及指定業者。

第 8 條　仲  裁（憲章第 32 條修正條文）
兩個或兩個以上會員國間，對郵盟章約之解釋或因引用郵盟章

約設定某一會員國之責任，而發生爭議時，其所爭之問題應由

仲裁解決之。

第 9 條　加入附加議定書及郵盟其他章約
1. 尚未簽署本議定書之會員國得隨時加入。

2. 經郵盟大會更新之章約，會員國尚未簽署者，應儘速簽署加入。

3. 與第1項及第2項有關加入之文件應送交國際公署署長，再

由署長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10 條　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議定書將自2010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訂定本附加議定書，以昭信守。本

議定書之條款視同列入憲章之正文，與憲章具有同等之功能與

效力。各該全權代表已簽署之本議定書正本一份，應交由國際

公署署長保存。副本一份由郵盟國際公署分致各簽約國。

2008年8月12日於日內瓦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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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章第９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在伊斯坦堡大會中，

依照1964年7月10日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30.2條
之規定，議訂該憲章之修訂條款如下，仍俟各該國政府之批准。

第 1 條　郵盟之區域及宗旨（憲章第 1 條修正）
1. 議定憲章之各國，以萬國郵政聯盟名義，組成一統之郵政

區域，以互換郵件。依據郵盟章約規定之條款，保證在郵

盟區域內轉運之自由。

2. 郵盟應以鞏固組織以及改進郵務為目的，並在此範圍內，

促進國際合作之發展為宗旨。

3. 各會員國請求之郵政技術協助事項，郵盟應儘可能受理。

第 2 條　定義（憲章第 1bis 條修正）
1. 為執行萬國郵政聯盟各項章約，下列用語應有如下之定義： 

1.1    郵政業務：各項國際郵政業務，其範圍及規則，由郵

盟章約訂定。郵政業務之主要義務係滿足各會員國所

訂定之社會及經濟目的，以確保各郵件之收攬、處

理、轉運及投遞；

1.2    會員國：係指履行本憲章第2條各項條件之國家；

1.3    單一郵政領土（單一及同一郵政領域）：依據郵盟章

約敘述之條款，凡簽訂萬國郵盟章約之各團體，其義

務為相互提供交換郵件，包括轉運自由，及處理經由

他國經轉之件，如同其自身函件然，不得有差別待遇；

1.4    轉運自由：居間轉運郵件之會員國，依據郵盟章約敘

述之條款，以與其國內郵件相同待遇，經轉其他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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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聯盟會員國之郵件；

1.5    函件：一如公約之敘述；

1.6   （刪除）。

1.6bis　郵件：泛指郵盟公約、郵政支付服務協議及其各自 
 　　之施行細則中所規定，由會員國指定業者所封發之 
　　　　任何物件（信函、包裹、郵政匯票等）。

1.7    指定業者：由會員國正式指派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在其領土內處理郵件業務，並履行郵盟章約相關之義

務。

1.8    保留事項：除憲章及通則外，會員國對適用之章約某

一條文予以排除或修改其法律效力。任何保留事項，

均應與憲章序言及第1條所訂之宗旨及目的相符，且必

需合理，並經核准相關章約之多數國同意，並納入後

附之最後議定書。

第 3 條　郵盟章約（憲章第 22 條修正）
1. 憲章為郵盟之基本章約，憲章內應刊載郵盟之組織條例，

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2. 通則列載實施憲章及行使郵盟職掌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

均具約束力，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3. 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國際郵務共同適用之規

則，以及有關函件與包裹業務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均有

約束力。會員國應保證其指定業者，履行公約及其規則相

關之義務。

4. 郵盟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參加協定各會員國間辦

理函件及包裹以外各種業務之規定，僅對參加之各會員國

具有約束力。已簽署之會員國，應保證其指定業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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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相關之義務。

5. 各項施行細則，應包含施行公約及各項協定所必需之應用

規則，應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依據大會之議決訂定之。

6. 第3、第4及第5項所列郵盟各項章約隨附之最後議定書，應

列載各會員國對於各該章約之保留事項。

第 4 條　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1. 本憲章附加議定書自2018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締約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於本憲章附加議定書簽署，以昭信

守。原本一份應交郵盟駐在國政府文檔庫保存。副本一份由郵

盟國際公署分致各簽約國。

2016年10月6日簽署於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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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１０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在阿迪斯阿貝巴臨時

大會，參照1964年7月10日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

30.2條之規定，議訂該憲章之修訂條款如下，仍俟各該國政府

之批准。

第 1 條（第1條修正）郵盟之區域及宗旨
1. 議定憲章之各國，以萬國郵政聯盟名義，組成一統之郵政

區域，以互換郵件。依據郵盟章約規定之條款，保證在郵

盟區域內轉運之自由。

2. 郵盟應以鞏固組織以及改進郵務為目的，並在此範圍內，

促進國際合作之發展為宗旨。

3. 各會員國請求之郵政技術協助事項，郵盟應儘可能受理。

第 2 條（第8條修正）區域郵盟．特殊協定
1. 各會員國或各會員國法律許可之各指定業者，得為國際郵

政業務，成立區域郵盟，並簽訂特殊協定，但所訂條款必

須顧及公眾利益，不得低於各該會員國參加之郵盟章約。

2. 區域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郵盟大會及各項會議，亦得列席

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會。

3. 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區域郵盟大會及其各項會議。

第 3 條（第18條修正）郵政經營理事會
1. 郵政經營理事會應負責處理與郵政業務有關之經營、商

業、技術及經濟等方面之問題。

2. 郵政經營理事會的成員應以郵盟的名義和利益履行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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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1. 本憲章附加議定書自2019年7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締約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於本憲章附加議定書簽署，以昭信

守。原本一份應交郵盟駐在國政府文檔庫保存。副本一份由郵

盟國際公署分致各簽約國。

2018年9月7日簽署於阿迪斯阿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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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１１次附加議定書

萬國郵政聯盟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在象牙海岸阿必尚大

會，參照1964年7月10日在維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

30.2條之規定，議訂該憲章之修訂條款如下，仍俟各該國政府

之批准。

第 1 條  （序言修正）
各締約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為期藉郵政之有效經營，以發展人

類間相互溝通，並在文化、社會及經濟各方面達到國際合作之

崇高目的，有所貢獻起見，經議定憲章，仍俟各締約國政府之

批准、同意或核准。

萬國郵政聯盟之任務為促進有效及便利之全球郵政服務，以加

速全球居民之聯繫：

– 在單一郵政領域內組成互動之網路，保證郵件自由流通；

– 鼓勵採用公平普遍標準及運用科技；

– 確保各利益相關者之合作及互動；

– 推動有效之技術合作；

– 確保滿足顧客轉變中之需求。

第 2 條  （第1條修正）郵盟之區域及宗旨
1. 議定憲章之各國，以萬國郵政聯盟名義，形成一統之郵政

區域，以互換郵件。依據郵盟章約及其他任何附加議定書

（以下簡稱郵盟章約）規定之條款，保證在郵盟區域內轉

運之自由。 
2. 郵盟應以鞏固組織以及改進郵務為目的，並在此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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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際合作之發展為宗旨。

3. 各會員國請求之郵政技術協助事項，郵盟應儘可能受理。

第 3 條  （第 1bis 條修正）定義
1. 為執行萬國郵政聯盟各項章約，下列用語應有如下之定義：

1.1    郵政業務：各項國際郵政業務，其範圍及規則均由郵

盟章約訂定。郵政業務之主要義務係滿足各會員國所

訂定之社會及經濟目的，以確保各郵件之收攬、處理 
、轉運及投遞。

1.2    會員國：係指履行本憲章第2條各項條件之國家。

1.3    單一郵政領土（單一及同一郵政領域）：依據郵盟章

約敘述之條款，凡簽訂萬國郵盟章約之各團體，其義

務為相互提供交換郵件，包括轉運自由，及處理經由

他國經轉之件，如同其自身函件然，不得有差別待遇。

1.4    轉運自由：居間轉運郵件之會員國，依據郵盟章約敘

述之條款，以與其國內郵件相同待遇，經轉其他萬國

郵政聯盟會員國之郵件。 
1.5    （刪除）

1.6    （刪除）

1.6bis  郵件：泛指萬國郵政公約（簡稱公約）、郵盟協定

（如憲章第22條所述）及其各自施行細則中所規

定，由會員國指定業者所封發之任何物件（信函、

包裹、郵政匯票等）。

1.7    指定業者：由會員國正式指派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在其領土內處理郵件業務，並履行郵盟章約相關之義務。

1.8    保留事項：除憲章及通則外，會員國對適用之章約某

一條文予以排除或修改其法律效力。任何保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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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 與憲章序言及第1條所訂之宗旨及目的相符，

且必需合理，並經核准相關章約之多數國同意，並納

入後附之最後議定書。

第 4 條  （第 4 條修正）例外關係
1. 凡與郵盟以外之領土通郵之會員國指定業者，有義務為其

他會員國辦理與該地區之通郵事務。公約及其施行細則之

規定，應適用於此項例外關係。

第 5 條  （第 8 條修正）區域郵盟．特殊協定
1. 各會員國或各會員國法律許可之各指定業者，得為郵政業

務，成立區域郵盟，並簽訂特殊協定，但所訂條款必須顧

及公眾利益，不得低於各該會員國參加之郵盟章約。

2. 區域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郵盟大會、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

營理事會。

3. 郵盟得派觀察員列席區域郵盟大會及其各項會議。

第 6 條  （第 9 條修正）與聯合國之關係
1. 郵盟與聯合國之關係應以協定規定之，協定全文附載於憲

章之後。

第 7 條  （第 11 條修正）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及其程序
1. 凡屬聯合國會員均得加入郵盟。

2. 非聯合國會員之任何主權國，均得申請准許加入郵盟為會

員國。

3. 加入或申請加入郵盟者，應提出加入郵盟憲章及必需參加

章約之正式聲明。此項聲明，應由該國政府送達國際公署

署長，再由署長按個別情況，將申請加入者照會各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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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徵詢各會員國意見。

4. 非聯合國會員之國家，如其申請獲郵盟會員國至少三分之

二之同意，應認為獲准加入為會員國。各會員國未於諮詢

之日起四個月期間內答覆予國際公署，即以棄權論。

5. 加入或申請加入者之會員資格，應由國際公署署長照會各

會員國政府，並自照會發出之日起生效。

第 8 條  （第 12 條修正）退出郵盟及其程序
1. 各會員國得退出郵盟，惟該國政府須向國際公署署長提出

終止本憲章之照會，再由署長轉達各會員國政府。

2. 退出郵盟應自國際公署署長收到第1項規定退盟通知日起，

一年後生效。

第 9 條  （第 21 條修正）郵盟之經費．會員國之會費
1. 每屆大會應訂定下列經費之上限：

1.1    郵盟年度經費；

1.2    籌備下屆大會有關之經費。

2. 前項規定經費之上限，必要時得予超支，但須依照通則相

關條款之規定辦理。

3. 郵盟之經費，包括前項規定之經費在內，均應由郵盟各會

員國共同負擔。為此，各會員國應認定其所願列入之會費

分攤等級，且會費分攤等級須遵守通則之相關規定。

4. 依照第11條規定加入或准許加入郵盟之會員國，可選擇其

欲負擔郵盟經費所列會費之分攤等級，同樣須遵守通則之

相關規定。

第 10 條  （第 22 條修正）郵盟章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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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憲章為郵盟之基本章約，憲章內應刊載郵盟之組織條例，

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2. 通則列載實施憲章及行使郵盟職掌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

均具約束力，且不得有保留事項。

3. 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列載國際郵務共同適用之規

則，以及有關函件與包裹業務之條款，對全體會員國均有

約束力。會員國應保證其指定業者，履行公約及其規則相

關之義務。

4. 郵盟各項協定及其施行細則，應分別定義及列載參加協定

各會員國間辦理公約和施行細則以外各種業務之規定，僅

對參加之各會員國具有約束力。已簽署之會員國，應保證

其指定業者，履行郵盟協定及其施行細則相關之義務。

5. 各項施行細則，應包含施行公約及各項協定所必需之應用

規則，應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依據大會之議決訂定之。

6. 第3、第4及第5項所列郵盟各項章約隨附之最後議定書，應

列載各會員國對於各該章約之保留事項。

第 11 條  （第 25 條修正）郵盟章約之簽署、確認、批
                   准、同意、核准及加入之方式
1. 由大會所訂定之郵盟章約，應由各會員國全權代表簽署之。

2. 各項施行細則，應由經營理事會主席及秘書長確認。

3. 郵盟章約應由簽署會員國根據各自憲法規定儘速予以批

准、同意或核准。

4. （刪除） 
5. 某一會員國對其已簽署之郵盟章約未予批准、同意或核

准，這些郵盟章約對已批准、接受或已核准之會員國並不

失其效力。



－45－

第 12 條  （第 26 條修正）經批准、同意、核准及加入
                   郵盟章約之照會
1. 批准、同意、核准和加入郵盟章約之文件，應儘速送存國

際公署署長，再由該署長照會各會員國政府。

第 13 條  （第 27 條刪除）加入協定

第 14 條  （第 28 條修正）終止郵盟協定
1. 會員國得依照第12條之規定，終止已加入之一項或多項郵

盟協定。

第 15  條  （第 29 條修正）議案之提出
1. 各會員國郵政，對其所參加之郵盟章約，有權向大會或在

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提出議案。

2. 有關憲章及通則之議案，僅得向大會提出。

3. 有關施行細則之議案，應透過國際公署中介提交給郵政經

營理事會。

第 16 條  （第 30 條修正）憲章之修正
1. 向大會提出有關憲章之議案，須經郵盟至少三分之二具投

票權會員國之同意，始得通過。

2. 大會通過之憲章修訂條款，應作成附加議定書，且除大會

另作決定外，應與同屆大會新訂之章約同時生效。在不影

響第22.1條規定下，修訂條款應由各會員國儘速批准、核

准、同意或加入，其批准、核准、同意或加入文件應依第

26條規定之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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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第 31 條修正）通則、公約及郵盟協定之修正
1. 通則、公約及郵盟協定，應明訂關於其修正議案之通過所

應具備之條件。

2. 通則、公約及郵盟協定之修訂條款，應作成附加議定書，

並由大會決定該議定書的生效日期。在不影響第22條規定

下，修訂條款應由各會員國儘速批准、核准、同意或加

入，其批准、核准、同意或加入文件應依第26條規定之程

序辦理。本規定也適用於大會間通過的公約和郵盟協定的

任何修正案。

第 18 條　憲章附加議定書之實施及其期限
本憲章附加議定書自2022年7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締約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於本憲章附加議定書簽署，以昭信

守。原本一份應交郵盟駐在國政府文檔庫保存。副本一份由郵

盟國際公署分致各簽約國。

2021年8月26日簽署於阿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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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與萬國郵政聯盟協定

序            文

依照聯合國憲章第57條所加於聯合國之義務，聯合國與萬國郵

政聯盟，同意訂定下列各條款：

第 1 條
聯合國承認萬國郵政聯盟（以下簡稱郵盟）為一專門機構，負

責推行其章約所規定之事項，以期達到其章約所指定之目標。

第 2 條　代表之互派
1. 聯合國之代表應被邀請列席郵盟大會，行政會議及各委員

會，並參加此項會議之討論，惟無表決權。

2. 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以下簡稱理事會）及其所屬各

委員會，如其議事日程內列有與郵盟有關之議案時，郵盟

代表應被邀請列席參加討論，惟無表決權。

3. 聯合國大會，如討論涉及郵盟職權範圍內之問題時，郵盟

代表應被邀請列席，以備諮詢；大會各主要委員會討論有

關郵盟之問題時，郵盟代表則應被邀參加討論，惟無表決

權。

4. 聯合國秘書處，應斟酌情形，將郵盟所送之各項文件，分

發與大會各會員國、理事會、各委員會及託管理事會。聯

合國所送郵盟之文件，同樣應由郵盟分發與郵盟各會員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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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議事日程之列入
除必要時應預先商榷外，聯合國提交郵盟之議題應由郵盟列入

其大會、行政會議或委員會之議事日程內，或視情況需要，依

萬國郵政公約之規定，送交郵盟各會員國。聯合國理事會及其

所屬各委員會，暨託管理事會，同樣應將郵盟提交之議題，列

入其議事日程內。

第 4 條  聯合國建議事項
1. 郵盟同意將聯合國為郵盟所作之一切正式建議，依萬國郵

政公約之規定，儘速送交其大會、行政會議、委員會或其

會員國作適當之處理。此項建議，聯合國應向郵盟提出不

得直接向郵盟各會員國提出。

2. 郵盟同意，如經聯合國要求，應就各該建議事項與聯合國

交換意見，並及時將郵盟或其會員國之辦理情形或其他研

究結果，向聯合國提出報告。

3. 郵盟對於聯合國及其他各專門機構，為達成工作之有效協

調，所採取之一切措施，應予合作。尤其對於理事會，為

便利此種協調而設之機構，應予合作，並為達成此項任務

提供所需之情報。

第 5 條 情報及文件之交換
1. 除對機密文件應採必要之保密措施外，聯合國與郵盟間應

以最完備及最迅捷方法交換情報及文件。

2. 在不違背前項規定之原則下：

2.1    郵盟應將工作年報送交聯合國；

2.2    對於聯合國聲請供給之各項特別報告、研究報告及各

項資料，郵盟應儘可能予以照辦，但必須依照本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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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 條之規定辦理；

2.3    託管理事會，如提出與郵盟有關之問題要求書面答覆，

郵盟應予照辦；

2.4    聯合國秘書長，如經請求應與郵盟國際公署署長洽商，

以便供給與郵盟有特別關係之情報。

第 6 條　協助聯合國
1. 在萬國郵政公約規定之範圍內，郵盟同意與聯合國及其主

要以及附屬機構合作，並給予協助。

2. 對於聯合國會員國，郵盟同意依照聯合國憲章第103條之規

定，對於萬國郵政公約或與其有關各項協定之條款所作之

解釋，概不阻礙或限制某一會員國，對聯合國履行其應盡

之義務。

第 7 條　關於人事之協定
聯合國與郵盟，同意彼此合作，採取必要步驟，儘量維持一致

之用人制度，並避免競攬人才。

第 8 條　統計事務
1. 聯合國與郵盟，同意彼此合作，務使各項統計之情報及資

料，產生最大之效用。

2. 郵盟承認聯合國為負責收集、分析、刊佈、劃一，並改進

各項統計之總機關，以便對各國際組織之全體需要而服務。

3. 聯合國承認郵盟為收集、分析、刊佈、劃一，並改進郵盟

範圍內各項統計之合格機關，但須不損及聯合國為其特有

之目的或為全世界統計之改進，而從事其自身統計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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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行政及技術事務
1. 為使人力物力盡其最高效用，聯合國及郵盟同意避免辦理

互相競爭或重複之事務。

2. 對於各項公務文件之登記及保管，聯合國與郵盟間應獲致

協議。

第 10 條　預　算
郵盟應將其年度預算送交聯合國，聯合國大會得向郵盟大會提

供有關年度預算之建議。

第 11 條　辦理特別事務所需使用之擔負
如聯合國依本協定第5條或其他條款之規定，要求郵盟供給特別

報告、研究報告或各項情報，需要鉅額特殊費用支出時，聯合

國與郵盟應舉行協商，以決定最公允之分擔方法。

第 12 條　各機關間之協定
郵盟應將其與其他專門機構間或其他政府間之國際組織間，所

簽訂之協定之性質及範圍，隨時通知理事會，並同意進一步將

此項協定之預備情形通知理事會。

第 13 條　聯  繫
1. 聯合國與郵盟同意以上各條款，深信此項條款對兩機關

間，有效聯繫之維持，將有所貢獻。彼等保證，共同採取

必要之措施，以達到此目的。

2. 本協定有關聯繫之規定，在可能範圍內，對於郵盟與聯合

國間之各項關係，包括郵盟與聯合國之附屬及區域機關之

各項關係，應均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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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協定之實施
聯合國秘書長與郵盟執行暨聯絡委員會主席，得視需要參酌兩

機關之過去經驗，訂定各種有助於實施本協定之補充協定。

第 15 條　生效日期
本協定係1947年巴黎萬國郵政公約之附件，須經聯合國大會批

准後，且最早須與該公約生效之同時生效。

第 16 條　協定之修訂
本協定經締約之任何一方，於六個月前提出通知後，得經聯合

國及郵盟協議修訂之。

萬國郵政聯盟第12屆大會主席 勒慕爾（簽字）

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主辦與各專門機關協商事務代理主席 
巴柏尼克（簽字）

1947年7月4日於巴黎
 



－52－

聯合國與萬國郵政聯盟協定之補充協定

鑒於聯合國任何專門機構得要求聯合國秘書長，依據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1948年2月25日通過之第136(VI)號決議案，與其訂定

一項補充協定，使該專門機構之人員，可享受聯合國特權及豁

免公約第7條所規定之權益，並得要求將此項補充協定提送聯合

國大會批准：

再鑒於萬國郵政聯盟希望於聯合國與萬國郵政聯盟依聯合國憲

章第63條之規定所訂之協定外，增訂此項補充協定；

爰經雙方協議訂定下列條款：

第 1 條　下列條文增入聯合國與萬國郵政聯盟協定，  
                 作為補充條文：
「依照協定第14條規定而商訂之補充規定，萬國郵政聯盟之人

員應有使用聯合國護照之權。」

第 2 條　本補充協定應經聯合國大會及萬國郵政聯盟
                 批准後生效
萬國郵政聯盟：1947年7月13日簽署於巴黎

                            萬國郵政聯盟執行暨聯絡委員會主席

                            勒慕爾（簽字）

聯 　 合　  國：1949年7月27日簽署於紐約成功湖

                            聯合國代理秘書長　柏力士（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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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郵政聯盟通則

（於2016年伊斯坦堡、2018年阿迪斯阿貝巴及2021年阿必尚附

加議定書修定）

簽署本郵盟各會員國政府全權代表，參照1964年7月10日在維也

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21.2條之規定，並符合該憲章第

24.3和5條之規定，協商訂定本通則後列各條款，以利憲章之實

施及本郵盟任務之執行。

第一章　大會、行政理事會、郵政經營理事會
及諮詢委員會之組織、職務及運作

第 1 篇        大會

第 101 條    大會及臨時大會之籌備及召開
1. 各會員國代表應自上屆大會結束當年之四年內舉行大會。

2. 各會員國應派一位全權代表或數位出席大會，由其政府賦

予必需之權限。必要時，得由其他會員國代表團兼代，但

以兼代一國為限。

3. 原則上每屆大會應選定舉行下屆大會之所在國。選定之後

如無法執行，應授權行政理事會另行選定，惟事前須商得

新選定國之同意。

4. 大會開會之確切日期及地點，由地主國政府與國際公署協

商後訂定之。原則上，地主國政府應於會期前一年，向郵

盟各會員國政府，發出邀請書。邀請書可直接寄發，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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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另一國政府，或經由國際公署署長轉發。

5. 如大會應屆召開而無地主國，應由國際公署經行政理事會

同意，並與瑞士聯邦政府協商後，即作各項必要之召集與

籌備，俾在郵盟駐在國召開大會。在此情形下，國際公署

應執行地主國政府之職務。

6. 臨時大會開會地點，由提請召開大會之各會員國，與國際

公署協議後定之。

7. 第2至第5項及第102條規定，適用於臨時大會。

第 102 條　大會之表決權
表決時，符合第150條訂定認可之會員國具有一投票權。

第 103 條　大會之職務
1. 依據各會員國、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會之提案，大

會應：

1.1    決定整體策略，以達成郵盟憲章之序言及第1條所之目

標及目的；

1.2    必要時，對各會員國及理事會，依據憲章第27條及通

則第139條所提出之憲章、通則、萬國郵政公約（下稱

公約）及各項協定之修正案提案加以審查及採用；

1.3    訂定各項章約之實施日期；

1.4    採用大會議事規則及其修訂內容；

1.5    審查依據通則第111、117及126條，由行政理事會、郵

政經營理事會及諮詢委員會提出之自前次大會以來期

間業務總報告；

1.6    採納郵盟之策略；

1.7    郵盟四年年度業務計劃草案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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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據憲章第20條，訂定郵盟經費最高限額；

1.9    依照大會決議規定的選舉程序，推選出席行政理事會

及郵政經營理事會之會員國；

1.10  推選署長及副署長；

1.11  設定郵盟印製各項中文、德文、葡萄牙文及俄文版文

件所應負擔之上限費用；

2. 大會為郵盟之最高機關，應負責處理郵務業務之各項問題。

第 104 條　大會議事規則
1. 大會工作之籌備及議事之進行，應依照本通則所附之大會

議事規則辦理。

2. 每屆大會得依照議事規則之規定，修訂其規則。

3. 第1項及第2項規定適用於臨時大會。

第 105 條　郵盟機構之觀察員
1. 下列實體機關單位應以觀察員之身分受邀參大會、行政理

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會之全體會議和委員會會議：

1.1    聯合國；

1.2    區域郵盟；

1.3    諮詢委員會之委員；

1.4    經大會以決議案或決定案授權以觀察員身分參加郵盟

大會的實體機關單位。

2. 依據第107.1.12條之規定，下列實體機關單位倘經行政理事

會正式指定，應以特別觀察員之身分受邀參加大會特別會議。

2.1    聯合國專門機構以及政府間國際組織；

2.2    任何國際機構、任何組織或企業，或任何符合資格人士。

3. 除本條第1項所定義之觀察員外，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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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得因郵盟及大會工作相關利益依據議事規則指派特別

觀察員出席大會。

第 2 篇        行政理事會

第 106 條　行政理事會之組成及運作
1. 行政理事會由41個理事國組成之，在兩屆大會相隔期間執

行其職務。

2. 大會地主會員國應有接任主席職位之權利。倘該會員國放

棄此項權利，則應改任為當然理事國，其結果，該國所屬

之地區分組，可自行決定額外增加一席，而不受第3項規定

之限制。在此情形下，行政理事會應就地主會員國所屬地

區分組之理事國中，選舉一國出任主席。

3. 行政理事會其他40個理事國，由大會依地區分配之公平原

則推選之。每屆大會至少改選其半數；每一理事國以連任

一次為限。在不影響前述規定的情况下，應給被定義為太

平洋島國和領土的之會員國（依據聯合國確定的相關名

單）所屬的地區分組保留一席。

4. 行政理事會各理事國應指派其代表，並積極參與其工作。

5. 行政理事會理事國應免費使用辦公室。理事會之經費由郵

盟負擔。

6. 行政理事會在其組織內應定義、正式確定和/或設立常設團

隊和專案小組或其他團體，以對大會決議之郵盟策略和業

務計畫之重視。

第 107 條　行政理事會之職務
1. 行政理事會之職務如下：

1.1    在兩屆大會相隔期間，監督本郵盟遵行大會決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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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工作，研究各國政府郵政政策方面有關之各種問

題，並考量諸如郵遞行業及同業競爭等方面的演變所

需採取的國際郵務規章之因應。

1.2    在國際技術合作之體制下，推廣、整合及監督各種形式

之郵政技術協助。

1.3    考核經大會批准四年策略計畫草案，並視實際可用資

源核定計畫草案內所企劃之活動清單。提案之活動清

單應 根據大會例行之優先程序執行。最終版之四年萬

國郵盟計畫草案完成並經行政理事會通過後，將做為

每年郵盟計畫以及預算編列之基礎準備工作，亦視為

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會每年經營計畫所採用之

依據。

1.4    審查並通過本郵盟之年度計劃預算及帳目，需同時考量

郵盟最終版之計畫，詳述如第107.1.3條。

1.5    依照本通則第146.3至5條之規定，在情況需要時，核定

郵盟經費超支之上限。

1.6    會員國聲請時，依照本通則第151.5條規定之條件，核定

降低會費之級次。

1.7    接受會員國之聲請，核准地理分組之變更，須考量有關

地理組別各會員國所表達之意見。

1.8    基於訂定之費用上限所設限制之考量，增設或撤除由經

常預算項下設立之國際公署職位。

1.9    為執行其職務，決定與各會員國間所需建立之聯繫。

1.10  與郵政經營理事會磋商後，決定與非屬第105.1和105.2.1 
   條所指之觀察員之組織建立關係。

1.11  審查國際公署就郵盟與其他國際性機構間之關係所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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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報告，就此種關係之推行，採取自認為適當之決策

及措施。

1.12  於諮詢郵政經營理事會及秘書處後，適時指定並邀請

聯合國專門機構國際組織、協會、企業界及合格人

士，指派代表擔任特別觀察員出席大會及委員會之特

別會議，該項會議需與郵盟利益有關或屬大會工作

者，並指示國際公署署長簽發必要之請柬。

1.13  依據第101.3條指定會員國下屆大會開會地點。

1.14  在權責範圍內，與郵政經營理事會磋商後，制定大會工

作所需之委員數目並明訂其職務。

1.15  與郵政經營理事會磋商後，並經大會同意，指定會員國

準備：

1.15.1    擔任大會副主席及各委員會之正副主席，盡量

加以考量各會員國所屬地區之分配平均性；並

1.15.2    出席大會之區域委員會。

1.16  就委員會中指定諮詢委員會會員之成員。

1.17  審查並通過任何必要之措施，以確保提昇國際郵務之品

質，並促進國際郵務現代化。

1.18  順應大會、郵政經營理事會及各會員國之請求，研究

與郵盟或國際郵務相關之行政、立法及司法問題。行

政理事會在前述之領域或範圍內應自行決定，各會員

國於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所提出研究之申請是否合宜。

1.19  依據第142條規定，擬具議案提交大會或各會員國核准。

1.20  依據第113.1.6條規定，向郵政經營理事會提交研究題目。

1.21  與郵政經營理事會磋商、審查並核定提交大會之策略草案。

1.22  接收及討論諮詢委員會之報告及擬議，並審核各建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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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提交大會。

1.23  監管國際公署之工作。

1.24  核定國際公署所擬之郵盟年度報告及財務運作報告，必

要時並提供建議。

1.25  如認有必要，可為郵政經營理事會訂定面臨具有重大財

務後果諸問題（資費、到達費、轉運費、航空基本運費

及國外交寄之函件）時所需考量之原則，以及密切依循

上述各問題研究之結果，並在符合上述原則之條件下，

審核並通過郵政經營理事會有關上述問題之提案。

1.26  在權責範圍內，核可郵政經營理事會採用必要規章或新

程序之建議，以待大會對此有所決議。

1.27  審核郵政經營理事會所擬之年度報告，及提交大會之

議案。

1.28  核定國際公署與郵政經營理事會經磋商後所提出之四年

報告，經前次大會通過之執行策略計劃，各會員國績

效，提交下屆大會。

1.29  按照第123條規定，制定諮詢委員會組織架構，並同意之。

1.30  制定諮詢委員會會員標準，並根據這些標準撤銷會員之

申請，在第123條所述的相關議事規則作進一步的詳規定。

1.31  制訂本郵盟之財務規章。

1.32  制定動用準備金規則。

1.33  制定動用特殊基金規則。

1.34  制定動用特殊活動基金規則。

1.35  制定動用捐助基金規則。

1.36  制定人事規章及選任官員之服務條件。

1.37  制定支用交際費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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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執行第132條所規範之全面性監督，包括成員資助的附

屬機構之設立及其活動。

1.39  採用議事規則和對該規則的修正案。

第 108 條　行政理事會會議組織
1. 行政理事會首次會議，應由大會主席召開，就該理事會中

相互推選副主席4人。主席和4名副主席應是郵盟5個地區分

組的會員國。

2. 行政理事會應根據其議事規則規定的相關程序，每年在郵

盟總部召開兩次會議，或在特殊情况下另行召開。 
3. 行政理事會之主席、副主席、各委員會主席、聯合主席、

副主席應組成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籌劃並主持行政理

事會每次會議之工作，代表行政理事會核定國際公署所擬

之郵盟工作年報，並承辦行政理事會交辦之一應事項或策

略規劃過程中所衍生之需辦事宜。

4. 郵政經營理事會主席遇有會議議程中，攸關各該機關利益

時，應代表各該機關出席行政理事會。

5. 諮詢委員會主席遇有會議議程中，攸關各該機關利益時，

應代表各該機關出席行政理事會。

第 109 條　觀察員
1. 觀察員

1.1    為確保兩機構間工作之有效聯繫，郵政經營理事會得

指派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列席行政理事會之會議。

1.2    郵盟會員國如非屬理事會成員，以及第105條之觀察員

及特別觀察員得參加全體大會及行政理事會會議，但

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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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則

2.1    基於合理理由，行政理事會得限制每一觀察員及特別

觀察員參與會議之人數，亦得對討論時之發言權加以

限制。

2.2    觀察員及特別觀察員得聲請參與各項研究案，但須符

合理理事會為確保工作效率及效果所訂定之條件。具

經驗或專才之觀察員及特別觀察員，亦得受邀主持常

設團體及專案小組。各觀察員及特別觀察員應參與各

項工作，但不得增加郵盟額外之費用。

2.3    在例外情況下，諮詢委員會委員及特別觀察員如會議

或文件之主題涉及機密性，得排除觀察員參與該次會

議或部分會議，亦得限制其領取文件之內容，本項限

制得由相關組織或主席視個案決定之。凡涉及與郵政

經營理事會利益有關者，個案之情形應向行政理事會

及郵政經營理事會報告，如有必要，行政理事會得與

郵政經營理事會諮詢，隨時檢視各項限制是否適當。

第 110 條　旅費之補助
出席行政理事會會議各會員國之代表，其旅費由其所屬之會員

國負擔，但各代表其所屬之會員國依據聯合國清單，經評等為

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者，除在大會期間開會外，得支領回程

經濟艙機票和/或頭等火車票一張之票價，其以其他交通工具旅

行者，得支領不超出一張回程經濟艙機票票價之旅費。各委員

會或其他機關之成員，在大會開會期外及理事會會議外，凡有

集會，均享有上述同等權利。

第 111 條　行政理事會業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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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理事會應於每週會議後，應將其業務資訊告知郵盟各

會員國、其指定業者、各區域郵盟及諮詢委員會會員，主

要為分送概要紀錄及會議提案和決議等。

2. 行政理事會應就其全部工作編製總報告，向大會提出，並

至遲於大會召開2個月前分送各郵盟會員國、指定業者及諮

詢委員會委員。

第 3 篇　郵政經營理事會

第 112 條　郵政經營理事會之組成及運作
1. 郵政經營理事會應由48個理事國組成，並在兩屆大會相隔

期間執行其職務。

2. 郵政經營理事會理事國，應由大會依合適地區之分配推選

之。每個地區分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成員應在每屆大會上

更新。在不影響前述規定的情况下，應給被定義為太平洋

島國和領土的之會員國（依據聯合國確定的相關名單）所

屬的地區分組保留一席。

3. 郵政經營理事會之理事國應指派其代表，郵政經營理事會

會員應積極參與各項工作。

4. 郵政經營理事會之經費由郵盟負擔。其委員不得領取任何

費用。

5. 郵政經營理事會在其組織內應定義、正式確定和/或設立常

設團隊、專案小組、資助建立的附屬團體或其他團體，以

對大會決議之郵盟策略和業務計畫之重視。

第 113 條　郵政經營理事會之職務
1. 郵政經營理事會之職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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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為國際郵務之發展及改進，協調實際的措施。

1.2    在行政理事會權限範圍內核可下，採取任何必要之行

動以確保提昇國際郵務之品質並促進國際郵務之現代

化。

1.3    決定與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建立聯繫，以執行其職

務。

1.4    就某些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在技術、作業、經濟及職

業訓練等方面所完成與郵政利益有關試驗及為達到進

步目 的所採取必要之步驟，予以研究並公諸於其他郵

政及其指定業者。

1.5    郵盟各會員國間及其指定業者，尤其與新興及發展中

各國及其指定業者，在技術合作方面，經行政理事會

磋商 後，採取適當之措施。

1.6    審查郵政經營理事會理事國、行政理事會或任何會員

國或指定業者所提交該會之任何其他問題。

1.7    接收並討論諮詢委員會之報告及建議事項。凡涉及郵

政經營理事會利益之事項，應審議該委員之建議事

項，提交大會。

1.8    就會員中指定適合諮詢委員會會員之人員。

1.9    研究對郵盟全體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有利之經營、商

業、技術、經濟及技術合作等各項最重要問題，包含

重 大財物後果諸問題（資費、到達費、轉運費、航空

運費、包裹資費及國外交寄之函件）後果諸問題，並

就此 等問題提供資訊，意見及執行之建議。

1.10  與行政理事會磋商，所擬之郵盟策略及四年年度業務

計劃草案，提交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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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對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以及新興及發展中國家利益有

關之教學及職業訓練各種問題之研究。

1.12  研究新興及發展中國家郵政事業之現狀及需要，並擬

具改進其業務，應採取之途徑及方法之適當建議。

1.13  在修訂郵盟之施行細則這方面，郵政經營理事會應遵

照行政理事會對於基本政策及原則所做之指導。

1.14  依據第142條規定，擬訂提交大會或各會員國核可之議

案；凡與行政理事會問題有關者，需經行政理事會之

核准。

1.15  循會員國之請求，審查各會員國依據第141條規定送交

國際公署之議案，提出意見，並指示國際公署加註對

該提案之意見後提交至各會員國核准。

1.16  經行政理事會通過，並與各會員國磋商後，認為必要

且適當者，建議採行若干細則或一項新的處理程序，

以待大會對此之決議。

1.17  凡技術性、作業性及職權範圍內其他程序等之標準，

且束有統一作法之必要者，應編印建議書（或作為具

有約力之規定，如果郵盟的法律有所規定），分送各

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如遇已訂之標準有修正時，亦

應照樣印發。

1.18  為使用者出資附屬機關的組成建立架構，並依據第153
條核可此類附屬機關之組織。

1.19  每年接受與討論使用者出資附屬機關所提交之報告。

1.20  採用議事規則和對該規則的修正案。

第 114 條　郵政經營理事會會議之組織
1. 郵政經營理事會首次會議，應由大會主席召開，理事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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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理事國中，選派主席1人，副主席4人及各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聯合主席。主席和4名副主席應是郵盟5個地區分組

的會員國。

2. 郵政經營理事會根據其議事規則規定的相關程序，每年在

郵盟總部召開兩次會議，或在特殊情况下另行召開。

3. 郵政經營理事會之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會主席、聯合主

席和副主席應組成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籌備並主持郵

政經營理事會每次會議之工作，並承辦經營理事會交辦之

事項或策略規劃過程中產生之需要事宜。  
4. 郵政經營理事會在大會召開之後首次會期中，特別是與郵

盟常設機關策略有關之部分，應依據大會所通過之郵盟策

略，擬具基本工作綱領草案，其內容必須包含以實施策略

為目的之若干做法以及就共同利益為主題之限量研究案，

在參酌新的現實情況及優先順序方面，每年加以修訂。

5. 凡議程中有與諮詢委員會立議相關問題者，諮詢委員會主

席應在郵政經營理事會中代表該組織。

第 115 條　觀察員
1. 觀察員

1.1    為確保兩機構間工作之有效聯繫，行政理事會得指派

代表以觀察員身分，列席經營理事會之會議。

1.2    郵盟會員國如非各理事會成員，及第105條觀察員與特

別觀察員，得參加郵政經營理事會全體會議，但無表

決權。

2. 原則

2.1    基於合理理由，郵政經營理事會得限制參與會議之觀

察員及特別觀察員人數，亦得限制辯論時之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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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觀察員及特別觀察員得聲請參與研究，但應符合理

事會為確保工作效率及效果而設定之條件。如具經驗

或專才，亦得受邀主持常設團體及專案小組。各觀察

員與特別觀察員應參與各項工作，但不得增加郵盟額

外之費用。

2.3    在例外情況下，如會議或文件之主題涉及機密性，得

排除諮詢委員會委員及特別觀察員參與該次會議或部

分會議，亦得限制收到文件之內容。本項限制得由相

關組織或主席視個案決定之。個案若攸關郵政經營理

事會之利益，應向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會報

告，如有必要，行政理事會得諮詢郵政經營理事會，

隨時檢視各項限制內容。

第 116 條　旅費之補助
各會員國參加郵政經營理事會之會員國代表，其旅費及生活費

均由相關會員國自行負擔。但經聯合國列為低度國家之會員國

代表，除在大會期間開會外，得支領回程經濟艙機票和/或頭等

火車票一張之票價，其以其他交通工具旅行者，得支領不超出

一張回程經濟艙機票票價之旅費。

第 117 條　郵政經營理事會業務資訊
1. 郵政經營理事會應於每次會議後，將工作情形以分送概要

紀錄及會議提案和決議等方式，告知會員國、指定業者、

區域郵盟各會員及諮詢委員會委員。

2. 郵政經營理事會應編製工作年報送行政理事會。

3. 郵政經營理事會應就其全部工作編製總報告提交大會，包

含依據第153條所定義使用自有資金附屬機關之報告，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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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於大會開幕2個月前分送郵盟各會員國、指定業者及諮詢

委員會委員。

第 118 條　郵盟常設機構協調委員會
1. 行政理事會主席、郵政經營理事會主席及國際公署署長應

組成郵盟常設機構協調委員會（CCoord）。

2. 郵盟常設機構協調委員會的屬性與職務：

2.1    為聯盟各常設機構的協調工作作出貢獻。

2.2    在需要時舉行會議，以便討論與聯盟和郵政服務有關

的重要問題，並向聯盟機構提供對這些問題的評價。

2.3    確保正確實施策略規劃過程，以便相關郵盟機構依據

郵盟法律中規定的各自職責做出有關郵盟活動的所有

決定。

3. 經行政理事會主席召集，郵盟常設機構協調委員會應每年

在郵盟總部召開兩次會議。會議的日期和地點應由行政理

事會主席、郵政經營理事會主席和國際公署署長決議後確定。

第 4 篇　諮詢委員會

第 119 條　諮詢委員會之目標
諮詢委員會應代表廣泛郵政業之利益，提供利益相關者之間有

效對話之架構。

第 120 條　諮詢委員會之組成
1. 諮詢委員會應包括：

1.1    非政府組織（代表客戶、投遞服務業者、郵政業者或郵

政員工之組織）；慈善團體；標準化、金融和發展組

織；郵政服務部門的商品和服務供應商；運輸實體和



－68－

其他私營部門實體；以及有興趣支持郵盟使命和目標

的個人和公司組織。 
1.2    會員國或聯盟有關機構，包括諮詢委員會推薦的郵政

部門高層人物。

2. 諮詢委員會之所有成員（並且，如果相關會員國要求，應

正式註冊），或者，對於 1.2 中提到的高層人物，應在郵盟

會員國裡擁有永久居留權。

3. 諮詢委員會的營運費用應由諮詢委員會成員分擔，除行政

理事會另有決定外。在這方面，如諮詢委員會議事規則中

進一步概述，諮詢委員會成員會員費可能依具體法律性質

和財務能力而有不同。

4. 委員不得領取任何補助或酬金。

第 121 條　諮詢委員會會員
1. 諮詢委員會之會員應經第107.1.30條行政理事會訂定之申請

及受理程序辦理。

2. 依據第 120.2 條，第 120 條提及的實體或高級人物提交的任

何諮詢委員會會員請求，應附有相應郵盟會員國的事先書

面授權或推薦。

3. 諮詢委員會各委員，應指派其自身之代表。

第 122 條　諮詢委員會之職務
1. 諮詢委員會之職務如次：

1.1    審查行政理事會及經營理事會之文件報告。除例外之

情形外，依據第109.2.3條和第115.2.3條，若會議主題

或文件有機密性之要求者，有權限制某些原文及文件

之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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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諮詢委員會之委員引導重要議題並參與重要問題之

研究。

1.3    對影響郵務部門之議題加以審議，並就之分發報告。

1.4    對行政理事會及經營理事會之工作提供看法，包括對

兩理事會所提交之報告給予建議及意見。

1.5    向大會提出建言，惟須經行政理事會核可，但與經營

理事會利益攸關之審查及意見，則須經經營理事會核可。

第 123 條　諮詢委員會之組織
1. 每屆大會後，諮詢理事會應依據行政理事會訂定之架構加

以重組。行政理事會主席應主持諮詢委員會之組織會議，

並在會議中選出主席。

2. 諮詢委員會應訂定內部組織及自行草擬其作業規章，但應

考量郵盟之總則及應經郵政經營理事會諮詢後，獲得行政

理事會之同意。

3. 諮詢委員會應每年集會1次，原則上，會議地點為郵盟總

部，會議之日期與郵政經營理事會相同，每次會議時間及

地點，應由諮詢委員會與行政理事會及經營理事會之主席

暨國際公署總裁協議後定之。

第 124 條　諮詢委員會出席行政理事會、郵政經營理
                     事會及大會之代表
1. 為確保與郵盟各機關間有效之聯繫，諮詢委員會得指派代

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大會、行政理事會、經營理事會及

有關委員會會議，但無表決權。

2. 按照第105條規定，諮詢委員會之委員得受邀出席行政理事

會及經營理事會之全體會議及委員會議。各委員亦得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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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2.2條及115.2.2條所訂之條件，參與常設團體及專案

小組之工作。

3. 行政理事會主席及郵政經營理事會主席，遇有會議議題攸

關各該機關利益時，應代表出席諮詢委員會。

第 125 條　諮詢委員會觀察員
1. 郵盟會員國、第105條提及之觀察員及特別觀察員，得出席

諮詢委員會之大會，但無表決權。

2. 諮詢委員會基於合理之理由，得限制列席觀察員及特別觀

察員之人數，亦得限制其發言權。

3. 除例外之情形外，觀察員及特別觀察員得被排除某項會議

或其部分，如議題之機密性或文件本身有所要求時，亦被

排除領取文件之權利。上述限制之決定，係由相同機關或

其主持人採逐一個案方式行之。逐一個案之情形須向行政

理事會報告，如與經營理事會利益攸關之事項，亦須向經

營理事會報告。行政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經與經營理事

會諮商，檢討上述限制。

第 126 條　諮詢委員會業務資訊
1. 諮詢委員會於每次會議後，應將其業務告知行政理事會及

經營理事會，其方式乃將會議之摘要紀錄及其建言和見

解，送交各該機關之主席。

2. 諮詢委員會應向行政理事會提供年度業務報告，以副本送

交經營理事會。行政理事會按照通則第111條之規定，向

郵盟會員國、其指定業者及區域郵盟各會員國致送之文書

中，應納入該項報告。

3. 諮詢委員會應向大會提出業務總報告，且須至遲於大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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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前2個月，送達郵盟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

第 2 章　國際公署

第 1 篇　    國際公署署長及副署長之選舉及職責

第 127 條　國際公署署長及副署長之選舉
1. 國際公署之署長及副署長，應在兩屆大會相隔期間由大會

推選之，任期至少4年，僅得連任一次。除大會另有決議

外，其就任日期應定於舉行大會次年1月1日。

2. 國際公署署長至少應於大會召開7個月前，向各會員國政府

繕發備忘錄，邀請各會員國政府提出有意競選署長、副署

長者，提出申請書，備忘錄中同時表明現任署長及副署長

是否有意連任。申請書隨同競選人履歷表至少應於大會召

開2個月前送達國際公署。候選人必須為推薦會員國之國

民。國際公署負責為大會準備選舉文件。署長及副署長之

選舉應採秘密投票方式，首先選舉署長。

3. 署長出缺時，由副署長代行其職務，至署長任期屆滿時為

止；副署長有資格競選署長之職位，並且為當然之候選

人，但必須其副署長任期在上屆大會未予延續，且其本人

聲明有意被提名為署長職位之候選人。

4. 署長及副署長同時出缺時，行政理事會應就公告出缺後提

出申請書之候選人中，選出副署長一人，接任至次屆大會

為止。至於候選人申請書之提出，準用第2項之規定。

5. 副署長出缺時，行政理事會應根據署長之建議，指示國際

公署D2級主管一人代行副署長職務至下屆大會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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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8 條　署長之職責
1. 署長為郵盟的法定代表。

2. 署長應負責國際公署之組織、管理及指揮事宜。

3. 有關職位之分類、任命及晉升：

3.1    署長應有權，對G 1至D 2級之各種職位加以分類，並

有權任命及晉升上述各級職員。

3.2    署長任命P 1至D 2級職員時，應考慮各會員國郵政所

推薦之候選人之專業資格，在會員國從事之專業活

動，同時顧及地域、語言和性別之合理分配。D 2之職

位，應儘可能由不同地區以及署長和副署長產生地區

以外之地區之候選人充任，尤應切記國際公署之辦事

效率。

3.3    新官員之任命，亦須考量凡位居D 2、D 1及P 5等級次

官員之晉升，原則上必須屬於不同之郵盟會員國國籍。

3.4    郵政公署官員晉升至D 2、D 1及P 5級，不受3.3之限制。

3.5    在甄選過程中，應先考量個人長處，再考量地區和語

言分配之公平性。

3.6    署長每年應向行政理事會提出P 4至D 2各級人事之派任

及晉升情形之報告。

4. 署長之職責如下：

4.1    擔任郵盟章約之保管人，以及申請、加入及退出郵盟

程序之居間人；

4.2    將大會之決議通知全體會員國之政府；

4.3    將郵政經營理事會擬訂或修正之各項施行細則草案，

通知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

4.4    為符合本郵盟之需要，儘量核低編擬郵盟年度預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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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適時提交行政理事會審核；經行政理事會核准

後，應通知本郵盟各會員國並執行之；

4.5    執行郵盟各機關要求之特定業務及承辦各章約指派之

工作；

4.6    在既定之政策範圍及可用之經費下採取行動，以達成

郵盟各機關所訂之目標；

4.7    向行政理事會或郵政經營理事會提出建議及議案；

4.8    大會結束後，依據郵政經營理事會之議事規則向郵政

經營理事會提出有關大會決議之規章之變更；

4.9    依據行政理事會之指示，為其擬訂提交大會之策略及

郵盟四年年度業務計劃草案；

4.10  準備應於下屆大會提出有關各會員國執行前次大會通

         過之郵盟策略計畫績效之四年報告，並經行政理事會

         核可；

4.11  在下列各項關係中擔任居間人；

4.11.1    萬國郵盟與區域郵盟間；

4.11.2    萬國郵盟與聯合國間；

4.11.3    萬國郵盟與其業務對郵盟利益有關之各國際組

織間；

4.11.4    萬國郵盟與各國際組織或各社團或企業間，係

郵盟各機關願在工作方面與其洽商或聯繫者；

4.12  擔任本郵盟各機關之秘書長。以此職銜並遵照本通則

         之有關條款，對下列各項，應特別注意監督：

4.12.1    本郵盟各機關工作之籌備及組織；

4.12.2    各項文件、報告及會議紀錄之編擬、印製及分發；

4.12.3    本郵盟各機關集會時秘書處工作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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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儘可能代表出席本郵盟各機關之會議，參加討論，但

         無表決權。

第 129 條　副署長之職責
副署長應協助署長並向其負責。

遇署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副署長應代行其職務。本

項亦適用於第127.3條，署長出缺時之情況。

第 2 篇　    郵盟各機關之秘書處及諮詢委員會

第 130 條　通則
本郵盟各機關之秘書處及諮詢委員會，應由署長責成國際公署

提供。

第 131 條　郵盟各項文件之製備及分送
1. 國際公署應以第156條規定之語言版本，將每次會議上出版

之所有文件備齊，並公布於萬國郵政聯盟網站上。國際公

署亦應透過高效之網路信號系統，標明新出版之e化文件出

版品。

2. 此外，國際公署應以實體分送郵盟出版物，諸如國際公署

之通函及行政理事會和郵政經營理事會之紀錄節本，惟僅

針對提出要求之各會員國。

第 132 條　會員國名冊
國際公署應編印，並隨時更新，本郵盟會員國名冊，列明各會

員國之會費分攤等級、各會員國所屬之地區分組及其對本郵盟

章約參加與否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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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3 條　資訊．意見．章約解釋及修訂之聲請．調
                     查．居間結帳
1. 國際公署應隨時服務行政理事會、郵政經營理事會及各會

員國及其指定業者，供應與業務有關各項問題之必要資訊。

2. 國際公署尤應蒐集、整理、編印並分送國際郵務之各類資

訊；依爭執雙方之請求，就爭執之問題表示意見或提出爭

執解決服務（後一種情況，依據行政理事會通過的相關程

序收費）；受理對本郵盟章約解釋及修訂之聲請；根據章

約之指定，或符合國際公署利益而移辦，從事研究、編輯

或文件製作等工作。

3. 國際公署應依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之請求，從事調查，

以徵詢其他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對某一問題之意見。此

項調查之結果，不具表決性質，且無正式之拘束力。

4. 國際公署得居間清理結算郵政業務往來之各種國際郵務帳目。

5. 依郵盟章約或其決議，國際公署應確保各會員國及/或其指

定業者按其職責所提供商業資料之保密性與安全性。

第 134 條　技術合作
國際公署應在國際技術合作架構內，以各種方式推進郵政技術

援助。

第 135 條　國際公署供應之單式
國際公署應負責監製國際回信郵票券，並於各會員國或其指定

業者申購時，按印製成本供應。

第 136 條　區域郵盟章約及特殊協定
1. 依憲章第9條訂立之區域郵盟章約及特殊協定，應由各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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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郵盟辦事處以兩份寄送國際公署；郵盟國辦事處未寄送

者，由其締約國之一方寄送。

2. 國際公署應確使各區域郵盟章約及各種特殊協定所訂條

件，其優惠大眾之程度不亞於本郵盟章約之條款。國際公

署如發現任何與本條規定不符之情事，應向行政理事會報告。

3. 國際公署應將現有之各區域郵盟及前述之特別協定通知各

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

第 137 條　郵盟期刊
國際公署應就所能獲得之各種文件，以阿拉伯文、中文、英

文、法文、德文、俄文及西班牙文等，編印期刊一種。

第 138 條　郵盟年度工作報告
國際公署應編製郵盟年度工作報告，並於行政理事會之管理委

員會審定後，分送各會員國及/或其指定業者、各區域郵盟及聯

合國。

第 3 章　議案提出、審議、採行之決議案之通  
               報、各項細則及其他採行之決議案之 
               實施

第 139 條　向大會提出議案之程序
1. 除第2項及第5項之例外規定外，各會員國向大會提出之各

種議案，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1    凡於大會開幕之日至少4個月前寄達國際公署之議案，

應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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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文詞修訂之議案，如非於大會開幕之日4個月前寄

達者，不予受理；

1.3    在大會開幕之日前4個月至前3個月期間寄達國際公署

有關實質性議案，至少須有2個會員國之附議，方予受

理；

1.4    在大會開幕之日前3個月至前2個月期間寄達國際公署

之實質性議案，至少須有8個會員國之附議，方予受

理。凡較後寄達之議案均不再受理；

1.5    附議之聲明應與相關議案在同一期間內寄達國際公署。

2. 關於憲章及通則之議案，應在大會開幕前至少4個月寄達國

際公署；凡逾期而在大會開幕前收到之議案，唯有大會以

三分之二多數國家代表之通過，且符合第1項所訂之條件

者，始予審議。

3. 原則上任何議案均須具有單一目的並僅含符合該目的之變

更事項。同樣地，任何提案與郵盟之重大成本費用有關

者，應隨附財務影響說明，由會員國備妥將提案與國際公

署磋商後，始能決定所提執行案件所需之財務來源。

4. 文詞修訂之議案，應由提案之會員國於頂端加註「Drafting 
Proposal」（修訂文詞議案）字樣，並由國際公署於刊印

時，在編號之後加註「R」字。未經加註各該字樣之議案，

如國際公署認為僅係修訂文詞者，刊印時均予適當之附

註；國際公署並應將此類議案編列清單送交大會。

5. 大會議事規則、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會之議案均不

適用本條第1及第4項之所述程序之規定。

第 140 條　依據第 139 條提出修正議案之程序
依據大會議事規則之規定，可向國際公署提交已提出提案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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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包含行政理事會和郵政經營理事會提交之提案。

第 141 條　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提出公約或協定修正案
                     之程序
1. 任何會員國提出有關公約或各項協定之議案，至少須有其

他2個會員國之附議，始予交議。國際公署如未同時收到必

要之附議聲明者，該提案即予保留。

2. 上述提案均由國際公署居間轉達其他各會員國。

第 142 條　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提出公約或協定修正案
                     之審查
1. 有關公約、各項協定及其最後議定書之提案，應按下列程

序辦理：某會員國已將提案送交國際公署後，國際公署應

將其轉知各會員國加以審查，如有意見，應於45天內通知

國際公署，不得提出修正案。經過45天後，國際公署應將

所收到之意見，轉知各會員國，請其對提案表示贊成或反

對。各會員國未於45天內，表示贊成或反對者，即以棄權

論。所有上述各期限，均係自國際公署發出通函之日起計

算。上述程序產生的任何文件和意見應以實體或安全的電

子方式提交。如果是會員國向國際公署提交，則應有會員

國政府當局的正式授權代表簽署。本項「安全電子方式」

是指用於處理、儲存和傳送資料的任何電子方式，這些方

式應確保國際公署或會員國在提交上述文件和意見期間保

持資料的完整性、真實性和保密性。

2. 如提案係關於郵盟之某一協定或其最後議定書者，僅加入

該協定之各會員國，得按前項規定之程序辦理。

第 143 條　由郵政經營理事會修訂之各項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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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訂各項施行細則之提案由郵政經營理事會處理。 
2. 提交任何施行細則之修訂議案，至少應有一個會員國附議。

第 144 條　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決議案之通報
1. 關於公約、各項協定及各章約之最後議定書之修正案，應

由國際公署署長通知各會員國政府予以認可。

2. 由郵政經營理事會所提各項施行細則及其最後議定書之修

正案，應由國際公署通知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公約第

39.3.2條及各項協定相關條文中所列之解釋事宜，亦適

       用之。

第 145 條　兩屆大會相隔期間各項施行細則及其他決
                     議案之實施
1. 各項施行細則和修正案之具體生效日期應由郵政經營理事

會決定，且無限期有效。

2. 除前項之規定外，在兩屆大會相隔期間，各項郵盟章約修

正之決議案，至少應於通報3個月後開始生效。

第 4 章　財務

第 146 條　郵盟經費之核定
1. 除第2至第6項規定者外，郵盟各機關與業務有關之年度支

出， 2022年至2025年不得超出38,890,030瑞士法郎。如原定

2025年舉行之大會延期召開，則支出上限應適用於2025以
後各年度。

2. 有關召開下屆大會之經費（秘書處人員旅費、運費、同步

傳譯設備裝置費、大會文件印製費等）不得逾2,900,000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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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法郎。

3. 行政理事會有權提增經費且得超出第1及第2項所訂之限

額，凡經聯合國核准，適用其在日內瓦工作人員之薪級、

養老金提存額或津貼，包括職位之調整在內，行政理事會

有權提增第1及第2項所訂之限額。

4. 行政理事會亦應有權根據瑞士之消費物價指數，每年調整

人事費用以外之費用。

5. 雖有第1項之規定，但行政理事會或緊急狀況下之署長，得

有權逾越所訂限額，以支付國際公署大廈重大及意外修理

之費用，但每年超支不得逾125,000瑞士法郎。

6. 倘第1項及第2項核定之經費，確屬不足順利運作本郵盟工

作時，經本郵盟會員國過半數之同意，得將限額提高。惟

此項請求，必須充分列舉事實及理由。

第 147 條　各會員國繳付會費規定
1. 加入本郵盟或獲准取得本郵盟會員國資格以及退出本郵盟

之國家，均應繳清其加入或退出生效當年全年應分攤之會費。

2. 各會員國應根據行政理事會所編訂年度經費預算，預付其

所應分攤之會費。此項會費之繳付不得遲於年度預算開始

之首日。逾此期限，本郵盟得收取所欠會費之利息，第四

個月以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3. 凡某會員國該付郵盟之法定會費，不包括利息，其款額等

於或多於該會員國前兩年會計年度會費，該會員國得將其

他會員國所欠之全部或部分帳款，依據行政理事會所第訂

之辦法，不可撤回讓予郵盟，讓與不可撤回。此種債權之

讓與，應由該會員國、其債務（債權）國及郵盟三方面協

議予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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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因法律或其他原因不克作此讓予之會員國，應承擔擬定

分期償還欠款之日程表。

5. 除大會或行政理事會決定之例外情況外，積欠郵盟債款之

償還期限，不得超過十年。在大會或行政理事會批准超過

二十年的付款協定情況下，年度拖欠會費的最低數額應至

少等於簽署協定的會員國年度會費。

6. 大會和行政理事會在例外情況下得免除某一會員國所積欠

之全部或部分利息，但以該國已償付所拖欠之全數本金為

前提。

7. 在類似的例外情況下，大會或行政理事會可根據有關會員

國的書面請求，決定解除該會員國的欠款，並立即解除對

其實施的自動制裁，但必須支付至少相當於該會員國所欠

債務總額（不包括由此產生的任何利息）一半的金額為前提。

8. 大會或行政理事會也可根據長期拖欠債務會員國的書面請

求，決定例外地解除該會員國的拖欠債務，並立即解除對

其實施的自動制裁，但以有關會員國必須支付其最近五年

對郵盟年度支出的法定繳款（包括當前財政年度，不包括

由此產生的任何利息）

8.1    為了第8項的目的，「長期拖欠債務 」應被定義為與郵

盟年度支出的法定繳款有關的任何拖欠款項（包括利

息），其發生時間超過過去五個財政年度。

8.2    同樣為了第8項目的，特別是對於第151.1條定義的最

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大會或行政理事會

可以例外地決定，有關成員國「最近五年的法定繳

款」，應根據該成員國所屬的現行繳款等級計算，在

這種情況下，相關現行繳款等級的金額應乘以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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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於第151.1條所定義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

家，如果被授權於本條第7項和第8項所述的任何一種例外

情況，有關成員國支付的金額中至少有50%應被指定用於郵

盟領導的、旨在使同一會員國受益的郵政技術援助專案。

10. 在本條第7項和第8項所述的例外情況下任何本金或利息金

額不應取消，而是由郵盟根據其相關的財務規則予以保留

和提供。如果有關會員國後來受到自動制裁，上述金額應

再次被郵盟登記為該會員國的欠款，並立即生效。

11. 行政理事會在其核可之分期償還進度之範圍內，方可免除

某一會員國所累積或衍生之全部或部分利息，但應以該國

在最多十年約定期限內，均全數且準時履行分期償還為前提。

12. 第3至11項之規定同樣適用於國際公署對會員國所屬語文集

團所產生之翻譯費用。

13. 國際公署帳單，至少應在繳費限期3個月前送交會員國，原

始帳單應送至相關會員國提供之正確地址，電子帳單副本

應比照預先通知或提醒，以電子郵件傳送。

14. 此外，國際公署應對每次收取逾期利息之特殊帳單，提供

會員國詳細資料，使會員國易於查證利息帳單是否相符。

第 148 條　財務短絀
1. 為彌補本郵盟之財務短絀，應設置準備金，其數額由行政

理事會訂定之。此項準備金，主要係由預算之剩餘撥充；

亦得用以平衡預算或降低各會員國分攤之會費。

2. 臨時性財務之短絀，由瑞士聯邦政府作短期之融通，其條

件由雙方協議訂定之。

第 149 條　簿計及會計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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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聯邦政府應義務監督國際公署在大會核定之收入限度內會

計帳目之製作。

第 150 條　自動制裁
1. 凡無法按照第147.3條之規定讓予帳款，復不同意遵行國際

公署按照第147.4條所建議提交分期償還日程表，或不遵行

此項日程表之會員國，即應自動喪失在大會、行政理事會

及郵政經營理事會等會議中者表決之權利，其後亦不得入

選成為兩理事會之會員。

2. 一旦有關之會員國，支付其積欠郵盟之法定會費（包含本

金及利息）立即生效，或與郵盟達成協議，提交分期償還

積欠之進度表，自動制裁則應即解除。

第 151條　會費分攤等級
1. 各會員國應依照所屬之會費分攤等級，分攤支付郵盟費

用。會費等級的結構應從一個單位開始，以一個單位為單

位遞增，直至參照最近的聯合國經費分攤表評定的水準。

會員國應根據其經濟能力選擇其會費等級，同時考慮上述

分攤表。被聯合國列為最不發達國家的會員國應支付半個

會費單位。人口少於20萬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如聯合國

所列）應支付十分之一的會費單位。

2. 雖有第1項所列會費之級次，任何會員國均得選擇高於其所

屬之分攤等級，期限至少應相當於兩屆大會相隔之時間。

變更分攤等級之通知，應於大會最後公布之。在兩屆大會

期間終了，除會員國決定維持較高之分攤等級外，應主動

回復其原所屬之分攤等級。另增之分攤等級費用，應隨之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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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會員國於獲准加入或加入本郵盟時，應依照憲章第20.4條
規定之程序，參照最近聯合國經費分攤表的情況下，納入

某一會費分攤等級。

4. 繳納水準超過參照聯合國經費分攤表的成員國，應有權在

每個大會週期最多減少兩個單位，但這不得使其會費低於

其按現行聯合國經費分攤表所應繳納的數額。任何此類削

減的費用應由所有會員國按照憲章第20.3條規定的程序共同

承擔。繳費水準低於參照聯合國經費分攤表的成員國，應

被邀請在每個大會週期至少增加兩個單位，直至達到上述

現行分攤表的水準。那些沒有這樣做的會員國不應受益於

因會費單位總數增加而導致會費單位價值的減少。

5. 惟若遇特殊情況，例如需國際援助之天然災害，如果會員

國確定無法維持原來選擇的會費等級時，行政理事會在兩

屆大會相隔期間，可授權臨時降低會費等級。

6. 行政理事會應用第5項所核准之暫時降低會費級次，為期最

多為2年，或至下屆大會，取其期間較短者，特定期間屆滿

時，會員國即應自動還原至原屬級次。

7. 對於提高會費分攤等級之變更，不受任何限制。

第 152 條　國際公署供應品價款之繳付
國際公署供應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所需要之供應品，其價款

應儘速並至遲於公署寄發帳單之次月首日起6個月內繳付。逾此

期限，所欠款項應自逾限之日起，按年息5%，向墊款之本郵盟

計付利息。

第 153 條　使用者出資附屬機關之組織
1. 郵政經營理事會經行政經營理事會核准，得成立若干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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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出資之附屬機關，經費之籌措，採自願方式，以籌辦

營運的、商業的、技術的及經濟的活動。這些活動依憲章

第18條須在理事會的能力範圍之內，而為正規預算可能無

法支應者。

2. 當郵政經營理事會設立此類附屬機關之時，應參考萬國聯

盟是一政府間國際性組織之原則，訂定該機關議事規則的

基本架構，並提交行政理事會核准。基本架構應包含：

2.1    任務授權範圍；

2.2    選區，包括參予成員之類別；

2.3    決策規則，包括其內部結構以及與其他萬國郵盟機構

之關係；

2.4    投票權以及代表性原則；

2.5    財務（出資、使用費用等）；

2.6    秘書處及管理部門的結構。

3. 每一使用者出資附屬機關應在郵政經營理事會決定行政理

事會核准之基本架構下以自主的方式籌辦其活動，撰寫其

年度活動報告提交郵政經營理事會審議。

4. 行政理事會應訂定使用者出資附屬機關所應貢獻給正規預

算的支援費用之相關規定，並應公布於郵盟之財務規章上。

5. 國際公署署長應依相關之員工規章與細則來管理使用者出

資附屬機關之秘書處，適用於附屬機關職員之招聘，附屬

機關之秘書處應為國際公署整體的一部分。

6. 依照本條文，設立的使用者出資附屬機關，其資訊在成立

後，應向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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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仲裁

第 154 條　仲裁程序
1. 倘會員國間之爭執須由仲裁決定時，各相關當事會員國應

將爭端事由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當事會員國，並藉由此通

知表達欲開始仲裁之意願。

2. 倘爭執涉及營運或技術性之問題，各當事會員國得依據本

條下列各項規定之程序，諮詢該當事會員國之指定業者並

授權之。當事會員國應被告之相關訴訟程序之進展及結

果。當事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均應被視為「仲裁當事人」。

3. 仲裁當事國應指派1或3位仲裁人。

4. 當仲裁當事國選擇指派3位仲裁人，各方應依據第2項所

述，擇一非直接涉及爭端之會員國或指定業者為仲裁人。

若同時有數個會員國或/及指定業者有相同看法，為符合此

規範僅能視為一位仲裁人。

5. 倘當事人選擇指派3位仲裁人，第3位仲裁人應在雙方達成

協議下擇之，其不必為會員國或指定業者。

6. 如爭執係關於某一協定者，則仲裁人得就參加該協定之會

員國中指定之。

7. 仲裁當事各方得於雙方達成協議下僅指派1位仲裁人，其不

必為會員國或指定業者。

8. 倘仲裁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未能在自開始仲裁之提議3個
月內指派合適之1位或3位仲裁人，國際公署應在請求下，

由不參與之會員國指定1位仲裁人或由其主動指派1位仲裁

人。除非仲裁當事人雙方特別要求，國際公署應以不參與

審議為原則。在後一種情況下，國際公署應根據行政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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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過的相關爭議解決程序，有償擔任仲裁人。

9. 經仲裁當事人雙方同意得隨時於仲裁人做出裁決之前和解

爭議。撤回告訴之通知應於各方達成協議10天內以書面形

式提交至國際公署。當各方均同意退出仲裁程序，仲裁人

則不再持有裁決之權力。

10. 仲裁人應根據所見之事實及證據，裁決爭議事項。與爭端

之相關資料應知會雙方當事人以及仲裁人。

11. 仲裁人之裁決應有過半附議，且必須於開始仲裁起6個月內

將裁決內容通知國際公署及相關當事各方。

12. 仲裁程序屬保密性質，僅需於裁決結果通知各方當事人後

10天內將爭端概要及裁決結果以書面送交國際公署。

13. 仲裁人之裁決應為最後裁決，對當事各方均有約束力且不

得再議。

14. 仲裁之單位應立即依照仲裁人之決議執行之。當會員國授

權指定業者開始及採取仲裁程序，會員國則需保證指定業

者確實執行仲裁之裁決。

第 6 章　郵盟使用之語言

第 155 條　國際公署之工作語文
國際公署之工作語文應為法文及英文。

第 156 條　繕製文件、議事及公文等所使用之語文
1. 本郵盟文件之繕製，應使用法文、英文、阿拉伯文及西班

牙文。中文、德文、葡文及俄文亦得使用，但限於應用各

該語文之最重要的基本文件。其他語文，如由提出此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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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會員國負擔費用者，亦得使用。

2. 一會員國或若干會員國，要求公定語文以外之某一種語文

者，即自成一種「語文集團」。

3. 各項文件應以公定語文及其他已成立語文集團之語文，由

國際公署自行編印或依照國際公署同意之方式，由各該語

文集團之地區辦事處居間編印。不同語文之出版物，必須

依照共同之規格印行。

4. 由國際公署自行編印之文件，原則上應儘量同時印行各種

語文之版本。

5. 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與國際公署間以及國際公署與外界

機構間，相互往來之通信，得使用國際公署設有翻譯單位

之任何語文。

6. 任何一種語文之翻譯費用，包括因適用第5項或第137條規

定而發生之費用，應由要求此一語文之語文集團負擔。使

用公定語文之會員國，應就翻譯非公定語文文件，提供一

筆整數捐獻，每筆捐獻單位之款額，應與公署使用其他工

作語文之會員國相同。供應此類文件所需之所有其他費用

由郵盟負擔。為製作成中文、德文、葡文及俄文等文件，

本郵盟負擔之上限應由大會議決訂定之。

7. 由語文集團負擔之費用，應由該集團各會員國，按分攤本

郵盟一般經費之比例分攤之。此項費用，亦可由語文集團

之各會員國以其他方式分攤之，但必須經全體會員國之同

意，並應由該集團發言人將其決定通知國際公署。

8. 會員國要求變更其語文之選擇者，國際公署應於該國要求

後之2年內照辦。

9. 本郵盟各機關會議議事時，應使用法語、英語、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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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俄語及阿拉伯語，並同步傳譯。同步傳譯是否使用電

子設備，其選擇由會議之各籌辦單位與國際公署署長及有

關會員國協商定之。

10. 前項所列各項會議議事時，亦得使用其他語言。

11. 使用其他語言之代表團，應自行設法同步傳譯第9項所列4
種語言之一。如第9項所列傳譯設備可作技術上必要之調

整，即藉該設備傳譯，否則可由譯員傳譯之。

12. 傳譯公定語文以外語文之費用，由使用該同一語文之各會

員國，按其分攤本郵盟一般經費之比例分攤之。但機械設

備之裝設及維護費用，由本郵盟負擔。

13. 各會員國及/或其指定業者間相互往來之公文，得由各相關

郵政達成共識，使用某種語文。未經達成共識者，則使用

法文。

第 7 章　最後條款

第 157 條　與本通則有關議案通過之條件
凡與本通則有關之議案提交大會討論時，應經出席大會並有表

決權之會員國過半數之贊成，始得通過。投票時至少須有本郵

盟具有投票權之會員國三分之二之出席。

第 158 條　與聯合國間所訂協定有關之議案
萬國郵政聯盟與聯合國簽訂之各協定中，未明訂修訂條文之條

件者，有關修訂各該協定之議案，其通過條件得適用本通則第

157條之規定。

第 159 條　本通則之修正、實施及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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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則自2014年1月1日起實施，並無特定期限。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於本通則簽字，以昭信守。正本一

份，交由國際公署署長保存，副本一份應由萬國郵政聯盟國際

公署送交各會員國。

2012年10月11日簽訂於多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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