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通部 

国境铁路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０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２年９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为一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通部为另一方，由双方全

权代表缔结国境铁路协定如下： 

 

第一章 国境站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铁路间国境站规定如下： 

 

－－－－－－－－－－－－－－－－－－－－－－－－－－－－－－－－ 

｜中华人民共和  ｜距临时接  ｜哈萨克斯坦  ｜距临时接  ｜ 

｜国铁路方面   ｜轨点公里  ｜共和国铁路  ｜轨点公里  ｜ 

｜        ｜数     ｜方面     ｜数     ｜ 

｜－－－－－－－－｜－－－－－－｜－－－－－－－｜－－－－－－｜ 

｜阿拉山口    ｜４．０２  ｜德鲁日巴   ｜８．１３  ｜ 

－－－－－－－－－－－－－－－－－－－－－－－－－－－－－－－－ 

 

  双方商定，待两国最终确定边界走向后，再据此确定两国铁路正式接轨点。 

  国境站和其区间的技术装置应保证每方铁路的列车无阻地通至他方国境站。 

  换装作业在接方国境站进行。经双方协议，此项换装作业可在交方国境站进

行。 

  如换装作业在交方国境站进行并使用他方车辆时，计算此项车辆使用费予以优

待一日。 

 

第二章 列车运行条件 

  第二条 

  １．国境站间的客、货运，按双方商定的办法所编成的列车办理。为了办理上

述列车的接车和发车，在国境站上应指定专用的线路。遇１０级及其以上大风时，

挂有空棚车及苫盖篷布的敞车类货车的列车禁止在国境站间区间内通行。禁止挂有

这类车辆的列车通行时，阿拉山口和德鲁日巴车站值班员应以电话记录方式互相通

知。 

  ２．国境站间往返的列车，在１４３５毫米轨距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的机

车和列车乘务组服务，在１５２０毫米轨距上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铁路的机车和列

车乘务组服务。 



  ３．对在国境站间服务列车的清算，按完成的车轴公里办理。 

  每方对自方列车根据车辆交接单（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附件第３号）办理车

轴公里的统计。 

  自临时接轨点至他方国境站的区间内所完成的每一车轴公里列车服务费，按

０．０３９瑞士法郎计算。 

  对作为隔离车和为了保证闸瓦压力而挂入列车中的空车，公务车和补送货物的

车辆，以及拒绝接收的车辆，不计算服务费。 

  ４．列车在国境区间内运转，按照国境铁路会议上双方互相商定的运行图和时

刻表以及国境站区间列车运行细则办理。 

  ５．行车时刻表应包括： 

  （１）列车车次； 

  （２）在国境站间区间内所使用的机车类型； 

  （３）列车重量（总重量）； 

  （４）不包括机车的列车长度（轴数）； 

  （５）单机运转的机车和列车的最高容许运转速度； 

  （６）国境站间的列车区间运转时分； 

  （７）必需有效闸数。 

  ６．行车时刻表内应规定客、货列车在每方国境哨所处停车。 

  ７．货物列车时刻表的编制应使机车和列车乘务组在他方办完必要的技术作业

后能服务回程列车。 

  ８．在国境站间列车运转的联络办法，由两站间的行车细则规定。 

  ９．运行图内规定的列车如停运或增加列车时，国境站均须至少在按时刻表发

车四小时以前互相商定。 

  １０．除救援列车和除雪车外，紧急列车和公务列车，每次根据双方国境铁路

局商定加派。 

 

第三章 电报和电话通信 

  第三条 

  １．为公务使用，在国境站间设有电报和电话通信。 

  在国境站间的电报线路，都应具有单独机器，不与国内线路相接。 

  为了解决在办理国际铁路联运方面所发生的业务问题，应采取将话路临时接通

的办法建立两国境铁路局和双方铁路中央机关间的电话联系。 

  为了这一目的，国境站间的电话线路应能和各自国境站的电话总机接通，以便

和国内铁路电话线路接线。 

  ２．电报和电话机的安装和接线及维护修理，在自方区段内以自方铁路的命令

和人工器材办理，涉及彼方时按双方协商内容办理。 

  双方国境站间的铁路通信电线路的分界，按临时接轨点划分。 

  ３．为保证电报电话线的正确技术养护，并当线路发生损坏时及时判明故障区



段，在临时接轨点两侧设置有检查装置的试验电杆或分线箱。 

  设置和安装检查设备的费用，在自方区段内自己负担。 

  ４．双方国境通信站应设电务联络电话一台，便于联络试验。 

  ５．国境站间的电报或电话线如有损毁时，发现该项损毁方面应立即通知他

方，然后，双方立即着手检查和修复线路，直至临时接轨点电报电话试验电杆或分

线箱为止。 

  ６．为保证国境站间电报、电话线路畅通，双方国境站电务试验人员应定期对

电报、电话线路的技术参数进行测试，该项工作具体办法在双方国境铁路会议议定

书中规定。 

 

第四章 国境站和其区间内所采用的时间 

  第四条 在国境站上和站间区间内，办理一切与列车运行以及车辆、行李、包

裹和货物的交接有关的各项业务，都采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在中国境内采用北京

时间。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采用莫斯科时间。 

 

第五章 国境站上线路、站场设备和公务房舍的使用条件和办法 

  第五条 在国境站现有的机车给水设备、转盘、三角线和轨道衡，他方有权免

费使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国境站１５２０毫米轨距或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铁路车

站１４３５毫米轨距的轨道衡损坏时，检查货物重量在交付铁路车站进行，但必须

有接收铁路的交接人员参加。 

  在个别情况下，如接收路国境站轨道衡损坏时，可利用该站接收路轨距的轨道

衡检查货物的重量，但须有交付路的人员参加。 

  国境站称量邻路交来重车所使用的轨道衡，应以交付路的检衡车检查，于每年

四月和十月对国境站的轨道衡共同检查两次。 

  关于衡器检查的结果，按附件第二号格式编造记录两份，每方各执一份。 

  为检查轨道衡派送的检衡车，其所属铁路对使用的前二昼夜不予计费，但对以

后的每使用检衡车一昼夜，不论轴数多少，均按１１．２４瑞士法郎计算。 

  双方国境站的闭塞设备，应使用统一型号的继电半自动闭塞设备，闭塞设备

（包括配件）相互免费提供；设备的安装和日常维修由各自进行。需要更换设备

时，一方应于工作开始六个月前通知对方。 

 

第六章 铁路人员通过国境和在他方境内驻留办法 

  第六条 为了为旅客服务，保证列车、行李、包裹、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接

收和交付作业，双方铁路有权在他方国境站留驻必要数目的商务和其他铁路人员，



并派遣为监督自方人员的工作或为完成有关养护和修理在他方境内的铁路财产工作

的人员。上述人员在国境站间用列车和汽车运送。 

  第七条 

  １．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所列载的铁路人员，按名单（附件第一号甲）和工作

证（应贴有持证人的像片）通过国境。名单由国境站长编制并签字。 

  ２．名单对下列人员分别编制： 

  机车和列车乘务组； 

  为旅客列车服务的人员； 

  为机械冷藏车服务的人员； 

  商务和技术的主任和一般工作人员； 

  本协定附件第一号中列载的其他人员。 

  ３．按名单通过国境到他方国境站的铁路人员，仅有权在该站界内或国境站区

间的铁路用地界内驻留。 

  ４．救援列车和除雪车的人员，仅准在他国境内为完成救援、修理和除雪工作

所需要的期间内驻留。 

  ５．铁路人员到达他国境内时，应将本人工作证和名单提交当地政权机关查

验。 

  上述人员，必须按照名单全部返回本国。 

  ６．为列车服务的铁路人员，除为保证列车或单机运行安全外，在国境站间区

间内，不应离开车辆和机车。 

  ７．一方国境铁路局，按照他方国境铁路局的要求，应立即将自方铁路人员从

他方国境站召回。 

  ８．铁路人员在驻留他国境内时，可穿着自方规定的制服和佩带识别证章。 

  ９．在本协定上签字的双方，对自方人员在他方境内驻留期间的行为负责。 

  １０．一方人员在另一方铁路驻留期间，应服从驻在国的法律和规章。 

  第八条 双方各于自方国境站上，对办理车辆和货物交接作业的他方铁路人

员，免费供给房舍和公务电话。房舍应由所属方面保持清洁、保暖和照明。 

  第九条 驻留在他方铁路的铁路人员执行职务，他方应予必要的协助。 

  第十条 每方有权在他方国境站上检查自方人员的工作。 

  第十一条 在他方境内的铁路人员，因发生突然疾病或受伤时，他方应予以免

费医疗。 

 

第七章 列车服务办法 

  第十二条 服务于列车的机车和列车乘务组，应执行列车行驶所在铁路的现行

技术管理规程和信号规则，以及该路的铁路行政命令。为此目的，双方互换有关规

程和细则，并及时互相通知有关对此规程和细则的修正和补充事项。 

  向他方列车乘务组交付的书面命令，应使用中文和俄文。 

  列车乘务人员，于列车运行时，服从自方车长。 



  第十三条 列车的外部守卫，由该列车行驶铁路方面负责。对列车内货物的完

好和车辆的技术状态，在该项车辆办理交付以前，由服务列车的列车乘务组负责，

如无列车乘务组（运转车长），则由交付方负责。 

  第十四条 机车在他方铁路时，对机车的技术状态，由随乘该机车的机车乘务

组负责。 

  第十五条 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所列的铁路人员，允许在国境站间区间乘坐单

机。 

  机车司机室内包括机车乘务组不得超过四人。 

  第十六条 在国境站间区间内，机车应在列车头部行驶。列车或单机行近临时

接轨点时，应在显示停车信号处所停车。 

  列车停车后，根据车长的信号发车，而单机或无运转车长的列车则等待国境检

查完毕后，由检查组长通知司机，按机车鸣笛发车。无人检查时可不停车。 

  第十七条 

  １．国境站和站间区间内的车站信号、线路信号，按该站该区间所属国的规则

确定。列车信号按服务列车方面的规则办理。 

  ２．在国境上列车停车地点，按自方规章设置停车信号。 

  夜间和难于辨认时，该项信号应予照明。 

  设置该项信号的地点，由双方国境铁路局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确定。 

  第十八条 

  １．担当列车运转的铁路，应根据运行图派遣机车和列车乘务组。为加开列车

而需派出机车和列车乘务组时，应在通知开行该列车的同时用电话记录方式提出请

求。在该项请求书内应指明必须派出机车的时间、车辆数目、列车车次和出发时

分。 

  ２．服务列车的机车连同列车乘务组，应按机车折返交路牵引列车或单机折

返。 

 

第八章 调车工作 

  第十九条 国境站在１４３５和１５２０毫米轨距线路上的调车工作，每方各

以自己的机车、机车乘务组和调车组进行。 

  为完成该项工作，每方国境站应备有自己的１４３５和１５２０毫米轨距的调

车机车。 

  在机车所属路国境站同意下，在运行图中所规定的机车停留时间以内，可使用

他方牵引列车的机车，完成国境站的调车工作。 

  必要时，根据请求，双方提供自方轨距的调车机车连同机车乘务组以及足够的

备用燃料和材料。 

  不能派出调车机车时，被请求机车方面应通知他方，但不得迟于接到请求后一

小时。 

  第二十条 为调车工作而使用他方的调车或牵引列车的机车，规定每十五分钟



付费３．７６瑞士法郎，不足十五分钟以十五分钟计算。 

  第二十一条 在上述情况下，办理调车工作的调车组，由进行调车工作的车站

指派。 

  第二十二条 在国境站用他方机车进行调车工作时，按规定格式填写调车工作

收据（附件第三号），由使用机车的车站值班员提出四份，每方各得两份。 

  牵引列车的机车的调车工作时间，自实际开始工作时起，至返回该站停留地点

或返回列车时止计算。 

  被请求的调车机车的工作时间，自机车由所属方面的国境站出发时起至返回原

站时止计算。 

 

第九章 运转中断 

  第二十三条 国境站应将在该站上和其区间内的列车运转中断和困难，通知他

方国境站。 

  第二十四条 国境铁路局应用书面或电报，互相通知列车运转中断原因、限制

或禁止接收货物的事项。 

  通知书内应写明自何时起，全部或部分停止列车运转或接收货物，以及预计恢

复正常工作的概略日期。 

  第二十五条 部分或全部取消货物的停运或限运时，国境铁路局用电报或书面

互相通知，确切指明取消停运或限运的日期。通知书的副本，抄送给双方国境站，

以便采取必要措施。 

 

第十章 机车车辆和铁路设备的整备和修理 

  第二十六条 机车和客车以及机械冷藏列车的技术车辆应由所属方面供应相当

数量的燃料和其他必需的材料。 

  在特殊情况下，到达他方国境站的机车和车辆所必须用的燃料和油脂，可按该

站规定的办法根据相当人员的书面请求按照成本价格供应。 

  第二十七条 

  １．在国境站接收他方的不良车辆，仅于车辆状态危害行车安全时予以修理。 

  此时，将车辆状态修理至保证能够自轮运转返回所属方面国境站。 

  在破损严重难以修理的情况下，车辆返还办法，由双方国境站互相商定。 

  ２．修理车辆的费用，由破损责任方面担负。 

  车辆修理价值，根据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附件第十六号计算。 

  第二十八条 国境中间地带的线路和通信设备的养护由双方共同进行。这些设

备的维修由双方国境铁路局协商。 

 

第十一章 事故处理办法，救援列车和除雪车 



  第二十九条 列车如在国境站间区间内有长时间的停车时，运转车长或司机用

无线电话或书面方式将列车停车原因和必要的援助，通知列车停车铁路的国境站。 

  运转车长或司机签字的通知书，由列车乘务组中的一员递送。 

  接到该项通知的国境站，应立即采取措施，将列车自区间接出，如无相当轨距

机车时，必需向他方国境站要求援助。 

  无论是否给予援助，接到通知的车站，应将此情况通知他方国境站。 

  第三十条 列车在国境站间区间内或在该站上发生重大事故或大事故时，运转

车长或司机按第二十九条规定办法，将此情况通知国境站。接到该项通知的国境

站，立即将发生的事故通知他国国境站。 

  第三十一条 在国境站上或在其区间内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时，双方车站应

以救援列车互相援助。 

  救援列车的派出，应向国境站站长请求。 

  该项请求中指明是否需要予受伤人员以医务救护。 

  国境站间区间内长时间停车、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时，双方应立即将出现的

情况通知己方边防检查站。 

  第三十二条 救援列车所属铁路的代表自国境站随乘救援列车到事故地点，该

代表为救援列车运转安全的负责人。 

  在事故地点，救援列车主任按现场工作领导人员指示进行工作。 

  在事故地点的他国铁路人员经双方铁路代表商定得以参加救援工作。 

  第三十三条 派出救援列车的费用，由重大事故或大事故责任方面负担。 

  此项费用根据列车日志的记载自救援列车由经常停车地点发出至返回临时接轨

点时止计算。 

  使用救援列车每起码三十分钟，核收２２．４７瑞士法郎，不足三十分钟按三

十分钟计算。此外，还要按救援列车人员工作开支和消耗材料价值，核收实际费

用。 

  第三十四条 

  １．在国境站间区间内和在该站上服务线路的除雪车：在１４３５毫米轨距－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担任；在１５２０毫米轨距－－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铁路

担任。 

  ２．关于需要除雪车的事项，国境铁路局互相用电报通知，电报副本抄送双方

国境站长。 

  ３．对除雪车在他方境内工作，除雪车所属方向使用方对除雪车工作每三十分

钟核收１１．２４瑞士法郎，不足三十分钟时按三十分钟计算。 

  除雪车到达临时接轨点时间即为工作开始。除雪车返抵临时接轨点时为终止。 

  ４．除雪车往返经过临时接轨点时间，都记载于除雪车日志内，除雪车日志的

记载由双方铁路人员签证。 

 

第十二章 客运 



  第三十五条 旅客、行李和包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及相反

方向的运送，在国际联运直通列车中旅客不换乘，行李和包裹不换装，按国际客协

所规定的票据办理。 

  第三十六条 在国际铁路联运直通列车内按国际旅客联运协定运送票据运送的

行李和包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铁路以及相反方向的交接

都在德鲁日巴站进行，并根据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办事细则第十七条所规定的办法办

理。 

  第三十七条 一方客车行驶抵他方国境站时，不办理技术关系的交接。 

  对不换乘运行车辆的责任，按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车规）办理。 

  第三十八条 旅客列车通过国境站间区间时，车辆的门、窗应关闭。此时禁止

旅客在风挡和通过台处停留。 

 

第十三章 货物的交接 

  第三十九条 由一方铁路向他方铁路的货物交接，在国境站按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国际货协）办事细则所规定的办法办理。 

  国境站对重和空的集装箱的交接，按照国际货协办事细则和国际联运车辆使用

规则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条 中、哈间用敞车类货车换轮过轨运送散堆装货物，在接收方国境站

过磅，由交付方在运单货物名称下部加盖过磅重量戳记，在货物交接单重量栏内填

写过磅后的实际重量（货车总重减去货车标记自重所得的货物重量）作为接收路国

境站的交接重量。 

  第四十一条 在交付路国境站办理按照国际铁路联运票据运送货物的交付及接

收，依照下列办法进行： 

  １．交接作业自货物往接收路车辆换装时开始，并在双方人员会同下进行货物

的实物检查； 

  ２．货物往接收路棚车及苫盖篷布的无盖车换装并实物检查之后，由接方施加

封印并将车辆交由交方保管。 

  ３．车辆及货物的最后交接，在接收路轨距的发车线上办理。 

 

第十四章 车辆的交接 

  第四十二条 车辆的交接，根据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车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 接方技术人员在规定的技术检查期限内，根据车辆的技术要求

（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附件第五号），将检查时所发现的不良状态，登入不良车

辆登记簿内（附件第四号）。 

  １．在登记簿每一页下登记一个车辆的不良处和不完整状态并复写两份，第一

份保留在接收车辆的车站登记卡片夹内，而第二份留存在不良车辆登记簿内。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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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时，第一份自登记卡片夹中取出并附在车辆交接单上。 

  在交回车辆时所发现的车辆的不完整和不良状态，除最初交接时所记载者外，

接方人员记入不良车交接记录（附件第五号），对每一车辆编造四份，每方各得二

份，由双方人员签字。 

  ２．在本协定附件第四号格式的登记簿内和附件第五号格式的记录内记入的车

辆不完整和不良状态的记载，由双方人员签证。 

  消除车辆不良和不完整状态的价值，按国际联运中客、货车修理单价表确定

（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附件第十六号）。当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附件第十六号

单价表中未经规定，而由车辆所属方确定的车辆零件修理成本费，不必由国境站记

入“车辆不完整与破损状态记录”内，由车辆的所属路按每种不良情况分别确定。在

提出帐单的同时，通知给过失方。 

  第四十四条 如接方人员在上述规定期限内，对提交其检查的车辆未及全部检

查或未到场检查时，所有未经检查的车辆在技术方面即算作已经接收。交方人员如

不到场并不停止接收车辆。 

  第四十五条 

  １．各国铁路的中央机关，应在每月开始的五天前互相通报（用电报）下个月

内经由国境站运出的一切货物的一昼夜平均吨数和车数，并注明其中大宗货物（矿

石、煤、粮食、水泥、化肥和易腐货物）以及通过铁路运往第三国的过境货物数

量。 

  ２．双方国境铁路局根据出入口和过境货物月间计划，在每月二十五日以前商

定下月的一方对他方交接一切货物的平均昼夜标准（吨数和车数）。 

  ３．国境站长每日以电话或电报将准备交给他方的列车和货物，以及在国际联

运直通列车自相邻国境站发车两小时以前，将其中空闲席位互相通知，预报办法由

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详细规定。 

  第四十六条 对列车中车辆的守卫，至接收路人员最后接收之前，由交付路人

员负责，对不良车辆的守卫，自列车接收时起，即转由接收路负责，直至车辆交回

和交付路人员接收时为止。 

 

第十五章 车辆改装另一轨距的轮对或转向架 

  第四十七条 经双方铁路中央机关商定，车辆可更换另一种轨距的轮对或转向

架运行。 

  国际直通旅客列车的车辆和临时商定加挂的行李车或客车，以及货车更换另一

种轨距的转向架，在德鲁日巴站进行。 

  车辆更换另一种轨距的转向架或轮对的技术条件，均按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

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章 双方对损失的责任 



  第四十八条 凡在国境站间区间内和在该站所发生的损失和不幸事件的责任，

按发生事件所在国的法令和规章判定，但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损失责任除外。 

  在执行职务时，发生不幸事件的另一国铁路工作人员的抚恤金、补助金等的支

付，应按照受害人所属铁路国家的法律办理。 

  第四十九条 对于运送的行李、包裹和货物的全部或部分灭失，重量短少，损

坏或运到逾期的损失的赔偿，按国际客协及国际货协确定。 

  第五十条 凡在国境站或其区间，由于重大事故或其他原因所发生的货物、行

李、包裹、机车车辆、铁路线路的损坏以及其他一切损失，由发生损害的过失方面

负责。 

  如因双方过失所发生损害，或所受损害不能断定系属何方过失时，此项责任应

由双方铁路平均负担。 

  第五十一条 

  １．因机车车辆状态或车站上和国境区间内的铁路设备状态不良所发生的损

失，由对此项设备和机车车辆应保持良好状态的方面负责。 

  ２．因车辆不良所发生的损失，由在技术关系最后接收此项车辆的方面负责。 

  ３．关于每次发生可能由他方担负损失责任的事故，应立即通知他方，调查事

件的性质、原因、确定损失程度和责任方，由双方国境铁路局的全权代表办理。 

  ４．如损失的确定涉及在邮政车或货车中运送的邮件时，此种调查应请邮政当

局代表参加。 

  第五十二条 凡因未遵守现行规章或信号规则的结果，致使在国境站上或该站

与国境间的区间内，发生人员死伤、运输器材或铁路建筑物的毁灭或损坏时，此项

责任由未遵守应当遵守规章的员工所属方面负担。 

  对于自然灾害所发生的损失，双方都不负责。自然灾害的事实由发生自然灾害

所在地的自治区、省、州、边区一级有关部门文件证明。 

  第五十三条 调查不幸事件和确定造成的损失，由不幸事件发生区间或车站的

所在方面进行。如调查结果，发生有关他方责任或相互责任的问题时，应立即通知

他方，以后的继续调查由双边委员会办理。 

  该委员会由事件发生所在地方面召集。 

  委员会的主席，由委员会召集方面担任。委员会有权聘请鉴定人。 

  委员会内意见不一致时，问题由双方国境铁路局解决。 

  遇有他方代表在三日期限内未到时，即由一方进行调查。此时，调查的结果，

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在发生事故地点的救援工作，不得因委员会进行该项事件的调查而停滞。 

  第五十四条 任何一方，如不得不支付损失赔偿费，而根据本协定对该项损失

的责任全部或一部系由他方承担时，即有权向他方提出返还要求。 

 

第十七章 关于互相提供劳务的清算 



  第五十五条 完成本协定所发生的一切清算都按国际旅客和货物联运清算规则

办理，未列入上述规则的清算事宜，按双方国境铁路局共同制定的规定办理。 

 

第十八章 公务用具、材料和设备的运送 

  第五十六条 用运单或寄送单从一方国境站到另一方国境站免费运送的为修理

机车车辆用的公务用具、材料、备用零件、继电半自动闭塞设备及其零件，为车辆

施封用的钳子和材料以及公务规章和格式用纸不征收关税和其他捐税，允许出境的

手续按发送路国内规章办理。 

 

第十九章 收发公务电报，办理电报和电话通话和函件 

  第五十七条 以铁路机关名义的公务电报由负责人签字，按自方现行国内规章

拍发。 

  通过国境站拍发的公务电报，都按免费办理。 

  第五十八条 有权使用电话进行互相通话的工作人员，由各方自行指定。 

  第五十九条 双方铁路车站间的函件交换，仅限经由国境站办理。函件由收文

方面翻译。 

  所有函件，除列车与公务电报以及国境站间公务函件外，均封入信封交邮局发

送并付邮费。 

  国境局和国境站间电报与电话之公务通话及函件中，双方使用中文和俄文作为

工作语言。 

  第六十条 他方铁路人员在国境站上为与自方国境站作公务联系，经该站站长

同意，有权免费拍发电报。 

  驻在他方国境站的交接所长、副所长、交接员有权使用电话与自方国境站作公

务通话。 

 

第二十章 票据的翻译 

  第六十一条 车辆交接单，行李、包裹和货物交接单，运送票据和其附件以及

其他票据，由接方译为自方工作语文。 

  经双方协议，上述票据可由交方翻译。 

 

第二十一章 票据的签署 

  第六十二条 证明双方代表共同行为的货物交接单、车辆交接单、记录、议定

书和其他票据，以及该项票据上的改正和附注，都应由双方铁路有关代表签字。 



  对于签字，不准拒绝。如对票据内容不同意时，应将不同意的原因注于票据内

并予签字。 

  附于本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通部国境铁路联合

委员会议定书的各种样式的表格以及国境站双方使用的各种表格都用中、俄两种文

字印制。 

  上述表格，中方用中文填写，哈方用俄文填写。 

 

第二十二章 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召开 

  第六十三条 为了解决本协定有关各项问题，缔约双方每年召开一次双方铁路

代表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会议。 

  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办法和工作程序，由作为该委员会章程的本协

定附件第六号规定。 

 

第二十三章 本协定的施行和有效期 

  第六十四条 缔约双方经互相协商后可以修改或补充本协定。 

  关于修改或补充本协定的决议，应由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通过，随后由签订本

协定的中央机关批准。本协定也可以由双方铁路中央机关直接用书面方式进行修改

或补充。 

  附件第一至第六号是本协定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六十五条 本协定长期有效。并自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起实行。 

  如一方想终止本协定，应在六个月前通知对方。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二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

种文本同等作准。 

  注：附件（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铁道部代表            交通部代表 

      屠由瑞              卡普莱 

      （签字）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