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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A.8建议书 

新建议书和修订建议书的备选批准程序 

 

 

 

摘要 

ITU-T A.8建议书提供了利用备选批准程序批准新的和经修订的ITU-T建议书草案的工作

方法与程序。 

 

 

沿革 

版本 建议书 批准时间 研究组 唯一ID* 

1.0 ITU-T A.8 2000-10-06 TSAG 11.1002/1000/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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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访问该建议书，在你的网络浏览器的地址部分输入URL http://handle.itu.int/，后面接着是建议

书的唯一ID，例如，http://handle.itu.int/11.1002/1000/1183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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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

化部门）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

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

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使文字简明扼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

营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

“必须”等其它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

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

是其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它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

性不表示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没有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软件版权保护的知

识产权通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不是最新信息，因此大力提倡他们通过ITU-T网站

http://www.itu.int/ITU-T/ipr/查询适当的ITU-T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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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A.8建议书 

新建议书和修订建议书的备选批准程序 

1 概述 

1.1 本备选批准程序（AAP）用于批准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建议书，具

有政策和监管影响的建议书将采用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第1号决议规定的传统批

准程序（TAP）批准，因而不在此列。 

有权的研究组也可争取在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上批准（其建议书）。 

1.2 根据国际电联《公约》的规定，采用AAP和TAP两种批准方法批准的建议书具有同

等地位。 

2 程序 

2.1 新的和建议书修订草案一旦进入足够成熟的状态，则应由研究组采用以下所述AAP

程序争取对其批准。详细流程见图1。 

3 前提条件 

3.1 电信标准化局（TSB）主任须应研究组主席的要求，宣布有关采用AAP程序的意向，

并发出本建议书规定的最后征询（见第4节）。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是，在研究组或工作组

会议上或（在例外的情况下）在WTSA上，大家均同意建议书草案已足够成熟，可以采取此

行动。在此阶段，建议书草案被视为得到“同意”。主任须在宣布时附上建议书的摘要，同

时指明可查阅到将得到审议的新的或建议书修订草案文本的文件出处。该信息须提供给所有

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3.2 在主任宣布将采用本建议书规定的AAP程序的意向时，TSB必须能够获得新的或建

议书修订草案文本的编定版本。建议书中包括的任何相关电子资料（例如软件、测试矢量

等）也必须同时提供给TSB。还须根据第3.3段为TSB提供一份能反映编定版本的建议书草案

内容的摘要。 

3.3 应按照“ITU-T建议书作者指南”编写此类摘要1。摘要应简单概括新的或建议书修

订草案的目的和内容，并酌情说明修订意图。无摘要的建议书不得被视为完整建议书，因此

不得提交批准。 

3.4 根据《公约》第192款，研究组只能在所分配到的课题确定的职责范围内争取批准新

的或建议书修订草案。此外，或作为备选方式，亦可在研究组的职责和职权范围内争取批准

现行建议书的修正案。 

3.5 如果新的或建议书修订草案涉及一个以上研究组的职权范围，则提议批准的研究组

主席应在开始采用本批准程序之前征求并考虑其他相关研究组主席的意见。 

  

 

1 作者指南可从http://handle.itu.int/11.1002/plink/8306947125下载，  

http://handle.itu.int/11.1002/plink/830694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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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应按照下列网站提供的“ ITU-T/ITU-R/ISO/IEC共同专利政策”阐明建议书：

https://www.itu.int/ipr，例如： 

3.6.1 参加ITU-T工作的任何一方应自一开始即提醒电信标准化局主任注意其自身的或其它

组织的已知专利，或已知待批专利申请。应使用ITU-T网站提供的“专利说明和使用许可声

明”表格。 

3.6.2 如实施ITU-T建议书可能需要用到非ITU-T成员组织的某项（些）专利或待批专利申

请的话，则持有该专利或该待批专利申请的此类组织可采用ITU-T网站提供的表格向TSB递

交“专利说明和使用许可声明”。 

3.7 为了稳定起见，新的或修订的建议书一经批准，则一般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不应寻

求对该新文本或修订部分的进一步修正进行批准，除非提议的修正是对前一次批准过程中所

达成的一致意见的补充而非改变，或是因发现了重大错误或遗漏。作为总体原则，在此所述

的“一段合理的时间”多数情况下指至少两年。 

旨在纠正错误的修正案可根据第7.1节加以批准。 

4 最后征询和额外审议 

4.1 最后征询的四周时间和程序自主任宣布采用备选批准程序（第3.1节）的意向算起。 

4.2 如果TSB收到一份说明（或多份说明），表明实施建议书草案可能需使用受一项或多

项版权保护的或受一项或多项已获/待批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则主任须将这一信息在ITU-T

网站上发布。 

4.3 TSB主任须通知其他两个局的主任，说明目前正在要求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就有关新的

或修订的建议书的批准问题提出意见。 

4.4 在最后征询期间，如果任何成员国或部门成员认为不应批准新的或修订的建议书草

案，则应阐明其不赞成批准的理由，并提出可能有利于进一步审议和批准新的或修订的建议

书草案的修改意见。TSB将向ITU-T的成员通报这些意见。 

4.4.1 如果在最后征询截止前未收到除文字错误（拼写、句法和标点符号错误等）以外的

任何意见的话，则新的或修订的建议书草案被视为得到批准，并将对文字错误加以更正。 

4.4.2 如果在最后征询截止前收到了并非说明文字错误的意见，则研究组主席应在与TSB协

商后，对下列两种情况做出判断： 

1) 从时间上看，是否来得及在计划中的研究组会议上审议提交批准的建议书草案；如

时间合适，则采用第4.6节中关于在研究组会议上批准建议书的程序；或 

2) 为节省时间和/或考虑到该项工作的性质和成熟程度，应在研究组主席的指导下处理

相关意见。这一工作将由相关研究组的专家通过电子通信的方式或在会议上完成。

在酌情准备好经修订、编辑加工的文本草案后，即可采用从第4.4.3段开始的程序。 

4.4.3 如果在最后一次征集意见程序结束时收到除打字修改以外的意见，正常情况下，报

告人须在编辑的协助下在最后一次征集意见结束后两周内将所有这些意见汇编成一份单独的

文件，例如以表格的形式（见附件A），作为结束征求意见处理流程的基础。 

  

https://www.itu.int/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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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在完成意见处理并已准备好经修订和编辑加工的文本草案后，研究组主席在与TSB协

商后，对下列两种情况做出判断： 

a) 从时间上看，是否来得及在计划中的研究组会议上审议提交批准的建议书草案；如

时间合适，则采用第4.6节中的程序；或 

b) 为节省时间和/或考虑到该项工作的性质和成熟程度，应对其进行额外审议，此时应

采用第4.5节中的程序。 

4.5 额外审议包含三周时间，并由主任宣布。主任在宣布要进行额外审议时，研究组必

须将编定版本的建议书草案文本（包括由意见处理产生的任何修订案）和最后征询中征求到

的意见提供给TSB。须指明可查阅到将得到审议的建议书草案文本和最后征询中获得的意见

的文件出处。 

4.5.1 如果在额外审议截止前未收到除说明文字错误（拼写、句法和标点符号错误等）以

外的任何意见的话，则该建议书被视为得到批准，TSB将对文字错误加以更正。 

4.5.2 如果在额外审议截止前收到了并非说明文字错误的意见，则应采用第4.6节中关于在

研究组会议上批准的程序。 

4.6 主任须在研究组会议召开至少三周之前明确宣布批准该建议书草案的意向。主任须

概括指出这样做的具体目的，并须指明可查阅到文本草案和最后征询中获得的意见（如果进

行了额外审议，还包括额外审议的意见）在文件中的具体出处。该文件应在主任征集意见前

12天公布，并在表格（见附件A）中注明所有在磋商过程中未解决的意见以及提出这些意见

的实体。经额外审议（或最后征询，如未进行额外审议的话）产生的建议书草案经编辑加工

的文本应根据第5节的规定提交研究组会议批准。 

5 研究组会议上的程序 

5.1 研究组应审议新的或建议书修订草案文本和第4.6节所述文件中的相关意见。之后，

会议可以采纳有关新的或建议书修订草案的任何更正或修正意见。研究组还应重新评估建议

书的摘要是否完整。 

5.2 只能根据最后征询获得的书面意见、额外审议、文稿或包括联络声明在内的临时文

件在研究组会议上做出修改。如果认为此类修订的提议合情合理，但会对建议书的目的有重

大影响或偏离研究组或工作组前一次会议商定的原则，则在该次会议上不应考虑采用本

批准程序。但在一些合理的情况下，如研究组主席经与TSB协商后认为属下列情况的，则仍

可采用本批准程序： 

– 对于未派代表出席会议或在情况改变后不能适当地参加会议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来

说，所提出的修改是合理的（对于本节所提及的文件而言）；且 

– 提议的文本是稳定的。 

然而，如到会的一个成员国提出这一文本具有政策或监管影响，或者存在疑问，则须按

照WTSA第1号决议第9.3节或第5.8节的规定执行批准程序。 

5.3 经研究组会议讨论后，对会议根据本批准程序批准该建议书的决定不得有任何异议

（但参见第5.5、5.7和5.8节）。应尽最大努力达成无人反对的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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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如果尽管做了这些努力，仍未达成无人反对的一致意见的话，则建议书仍可被视为

得到批准，条件是在与与到会的部门成员协商后，只有不多于一个与会成员国反对批准该建

议书的决定（但参见第5.5、5.6和5.8节）。否则，研究组可授权开展更多的工作以解决这些

遗留问题。 

5.5 如果一成员国或一部门成员未选择反对批准某文本，但希望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

表示一定程度的关注，则须在会议报告中对此加以记录。此类关注须在相关建议书文本所附

的简要说明中得到提及。 

5.6 是否批准的决定须在会议期间以所有与会者均收得到的最终版本的文本为基础做

出。特殊情况下，但仅限于会议期间，成员国可要求有更多时间考虑其有关第5.4节的立场。

除非成员国在会议结束后四周之内向TSB主任提出反对意见，否则该建议书即得到批准，主

任须根据第6.1节的规定行事。 

5.6.1 要求有更多时间考虑其立场且随后在第5.6节规定的四周内表示不赞成批准的成员国

应说明原因，并提出可能的修改意见，以便于对新的或建议书修订草案进行进一步审议，并

在未来对其加以批准。 

5.7 成员国或部门成员可以向会议声明，它对采用批准程序的决定表示弃权。在采用第

5.3节时，其出席须忽略不计。此类弃权可随后撤销，但只能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撤销。 

5.8 如果新的或建议书修订草案未得到批准，则研究组主席可在同相关各方协商之后按

照第3.1节的规定行事，无须由随后的工作组或研究组会议再行“同意”。 

6 通知 

6.1 TSB主任须尽快向各成员通报最后征询和额外审议的结果（说明已批准或未批准情

况）。 

6.2 TSB主任须在第5.3至5.5节规定的研究组会议结束之日起两周之内，或在特殊情况下

在第5.6节规定的期限过后两周之内，以通函的形式通知各方该文本是否得到批准。主任还

须在下一期国际电联《操作公报》中公布该信息。在同样的时间内，主任还须确保任何已获

批准的建议书均在网上发布，并注明发布的建议书或许并非是最终出版的形式。 

6.3 如果有必要对提交批准的文本中的明显疏忽或不一致进行小的、纯文字性的修正或

更正，则TSB可在征得研究组主席批准后做此处理。 

6.4 秘书长须尽快公布已批准的新的或经修订的建议书，必要时指明其生效日期。但

是，根据ITU-T A.11建议书，小的修正可以勘误的形式公布，而无须重新发行完整版本。在

适当的情况下，还可将相关文本组合出版，以适应市场需要。 

6.5 所有新的和经修订的建议书的前言页上均须加上敦促使用者查询ITU-T专利数据库和

ITU-T软件版权数据库的字样。建议采用下列措辞：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需要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

际电联对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予表态，无论其是由国

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还是由建议书制定过程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 

 “截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国际电联已经/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时可能需要的受专

利/软件版权保护的知识产权通知。但是，本建议书实施者应注意，这并非代表已获

得最新信息，因此强烈敦促本建议书实施者在ITU-T网站上查询适当的ITU-T数据

库。” 

6.6 关于新的和经修订的建议书的出版问题，请见ITU-T A.11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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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纠正错误 

7.1 如果研究组确定需要让建议书的实施者了解建议书中的错误（例如文字错误、编辑

差错、含义模糊、疏漏、不一致及技术差错），则可采取的一种机制是《实施指南》。该指

南是一份从发现错误到最终解决错误的历史文件，记录所有已发现的错误及其更正情况。

《实施指南》须由研究组或经研究组主席同意后由研究组的一个工作组批准，并须在ITU-T

网站上发布，供公开访问。 

8 删除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第9.8款中规定了建议书的删除。 

 

图1 – 流程 

图1注 – AAP流程 

1) 研究组或工作组同意 – 研究组或工作组做出结论，认为就建议书草案开展的工作已

足够成熟，可以开始实施备选批准程序并开始最后征询（第3.1节）。 

2) 提供经编辑加工的文本 – 将编定的文本草案，包括摘要，提供给TSB，且研究组主席

请求主任开始最后征询（第3.2节）。建议书中包括的所有相关的电子资料也须同时

提供给TSB。 

3) 主任宣布并发布最后征询情况 – 主任向所有成员国、部门成员和准成员宣布最后征

询期开始，并指出摘要和全文的出处。如果建议书草案尚未以电子方式发布，则可

在此时发布（第3.1节）。 

4) 对最后征询的判断 – 研究组主席经与TSB协商后，做出下列一种判断： 

a) 未收到除说明文字错误以外的其他意见。此时建议书被视为得到批准（第4.4.1

段）； 

b) 从时间上看，计划中的某次研究组会议将来得及审议收到的意见（第4.4.2段）；

或 

c) 为节省时间和/或考虑到该项工作的性质和成熟程度，应开始意见处理以便制定

经编辑加工的文本（第4.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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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任宣布并在网上公布研究组的计划 – 主任宣布下一次研究组会议将审议提交批准

的建议书草案，并指明下列两种文本中一种文本的出处： 

a) 建议书草案文本（编定（最后征询）版本）加上在最后征询中收到的意见（第

4.6节）；或 

b) 如果进行了意见处理，则为建议书修订草案文本。如建议书修订草案尚未以电子

方式发布，则可在此时发布（第4.6节）。 

6) 研究组做出决定的会议 – 研究组会议审议和研究解决所有书面意见，并决定： 

a) 在可能具有政策或监管影响的情况下（第5.2节），酌情根据WTSA第1号决议或

第5.8节的规定行事；或 

b) 批准建议书草案（第5.3或第5.4节）；或 

c) 不批准该建议书草案。如果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解决所收到的意

见，则应开展更多工作，批准程序退回到步骤2（无须在工作组或研究组会议上

再行“同意”）（第5.8节）。 

7) 意见解决 – 研究组主席可在TSB和专家的协助下，视情况以电子信函通信方式和报告

人及工作组会议的形式，研究解决所收到的意见并制定新的经编辑加工的建议书草

案文本（第4.4.2段）。 

8) 提供编定文本 – 将修订后的经编辑加工的文本，包括摘要，提供给TSB（第4.4.2

段）。 

9) 下一步的判断 – 研究组主席经与TSB协商后，做出下列一种判断： 

a) 从时间上看，计划中的研究组会议将来得及审议提交批准的建议书草案 

（第4.4.3 a段）；或 

b) 为节省时间和/或考虑到该项工作的性质和成熟程度，应启动额外审议（第4.4.3 b

段）程序。 

10) 主任宣布和公布额外审议情况 – 主任向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宣布额外审议开始，

并指出可查阅到建议书修订草案的摘要和全文的出处。如果建议书修订草案尚未以

电子方式发布，则可在此时发布（第4.5节）。 

11) 额外审议的判断 – 研究组主席经与TSB协商后，做出下列一种判断： 

a) 未收到除说明文字错误以外的其他意见，此时建议书被视为得到批准（第4.5.1

段）；或 

b) 收到了除说明文字错误以外的其他意见，此时进入到在研究组会议上进行批准的

程序（第4.5.2段）。 

12) 主任发出通知 – 主任通知各成员建议书草案已获得批准（第6.1或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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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意见表 

（本附件是本建议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意见来源： 

 

 

 

 

 

日期： 

 

文件：文号和标题 

 

意见编号 

（包括提及意见的

来源） 

意见由谁

提出 

节/ 

分节 

段落/ 

图/ 

表 

意见类型 

（Ed=编辑性 

Te = 技术性 

Ge=一般性） 

意见 拟议修改 

       

       

       

       

       

       

       

       

       



 

 

 

 

 



 

 

 

 

 



 

瑞士印刷 

2022年，日内瓦 

ITU-T 系列建议书 

A 系列 ITU-T 工作的组织 

D 系列 资费和结算原则以及国际电信/ICT 经济和政策问题 

E 系列 综合网络运行、电话业务、业务运行和人为因素 

F 系列 非话电信业务 

G 系列 传输系统和媒质、数字系统和网络 

H 系列 视听和多媒体系统 

I 系列 综合业务数字网 

J 系列 有线网和电视、声音节目及其他多媒体信号的传输 

K 系列 干扰的防护 

L 系列 环境和 ICT、气候变化、电子废物、节能；线缆和外部设备的其他组件的建设、

安装和保护 

M 系列 电信管理，包括电信网管管理和网络维护 

N 系列 维护：国际声音节目和电视传输电路 

O 系列 测量设备技术规程 

P 系列 电话传输质量、电话装置、本地线路网络 

Q 系列 交换和信令以及相关的测量与测试 

R 系列 电报传输 

S 系列 电报业务终端设备 

T 系列 远程信息处理业务的终端设备 

U 系列 电报交换 

V 系列 电话网上的数据通信 

X 系列 数据网络、开放系统通信和安全 

Y 系列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协议问题、下一代网络、物联网和智慧城市 

Z 系列 用于电信系统的语言和一般软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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