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68/124 (Part I)/Add.2

 

大  会  
Distr.: General 
4 November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3-54543 (C)    131113    221113 
*1354543*  
 

 

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95 和 102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中东的核扩散危险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
 

 

目录 

 页次

三. 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 2

 以色列 ...................................................................... 2

 

__________________ 

 
*
 本增编所载资料是在主要报告提交后收到的。 



A/68/124 (Part I)/Add.2  
 

13-54543 (C)2/4 
 

 

 三. 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以色列 
 

[2013 年 10 月 3 日] 

 

1. 近年来以色列本着妥协、互信和尊重的精神，采取历史性的和解措施，开放

边界，睦邻友好，努力为本区域的和平打下基础。与埃及和约旦签署的双边和平

条约为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打下基础。以色列仍然希望同巴勒斯坦人

以及本区域其他邻国签订和平条约。此外，在 1991 年马德里会议之后，以色列

曾作出实质性努力，以期对促使和平进程多边轨道框架下的军备控制和区域安全

谈判取得成功作出贡献。军备控制和区域安全谈判是促进信任和处理区域安全问

题及挑战的适当论坛。很不幸，这些谈判被本区域其他国家终止，因而未能成为

重要的区域对话渠道。 

2. 目前，中东没有区域对话，也没有制定在区域各国之间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机

制。因此，开始一个先可能会带来温和的军备控制措施，并 终建立一个无所有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系统区的进程，是极其复杂的。中东长期不稳定的性质

和缺乏较广泛的区域和平，带来了许多实际问题。还应该注意到，在世界的其他

麻烦较少的地区，也没有这样一个全面的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先例。 

3. 尽管未能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取得进展，但以色列极为重视核不扩散问题，近

年来下大力气遵守和尊重全球不扩散规范，包括在出口管制领域，并加强涉及多

个供应国制度方面的合作。 

4. 这些努力是改进本区域安全环境所作总体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着这一精

神，以色列签署了 1993 年的《化学武器公约》、1996 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和 1995 年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此外，以色列 2004 年通过了《进出口命令》

(化学、生物及核出口品管制)。这项命令禁止出口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的

设备、技术和服务，并制定核生化两用物品管制制度。受管制物品清单以澳大利

亚集团和核供应国集团确定的清单为基础。以色列通过这项命令来执行其遵守这

些出口管制制度的政策。以色列关于导弹及其相关材料出口管制立法反映出以色

列遵守导弹技术管制制度。此项立法并入 2008 年《国防出口管制法》及有关的

次级立法文书。以色列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540(2004)号决议，欢迎第

1977(2011)号决议规定延长第 1540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任期。 

5. 对中东这种令人不安的现实必须逐步采取实际可行的办法，同时铭记在本区

域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关系及和解的 终目标。正如建立了无核武器区的所有

其他区域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个进程在本质上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它实际上

必须先从执行一些温和的建立信任措施安排着手，以期建立必要的信任，然后执

http://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undocs.org/ch/S/RES/197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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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加大胆的安全合作措施。一个区域只有在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行动、政治

敌对和煽动不是家常便饭的情况下，才能执行和维持有效的军备控制措施。 

6. 大会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第67/28号决议未能充分反映出以色列对于

中东核问题的复杂性的立场，但近 30 年来以色列加入了关于该决议的协商一致

意见。以色列对于该决议的某些部分，特别是实现该决议目标的模式持有实质性

的保留。以色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认为与其强调立场上的歧异，还不如强调

中东所有国家都有建立信任和创建共同远景的基本需要。推动创建这个远景必须

考虑到中东的特殊情况和特点，以及本区域 近发生的转变。我们认为，任何有

关军备控制、区域安全或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决议，应以协商一致为基

础，并源自该区域各国自由达成的安排。 

7. 中东地区体现和反映了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军备控制和裁军挑战。违反《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五个主要事件中有四个发生在中东——萨达姆·侯赛因统治

下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并非偶然，而第五个案件是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深深卷入对中东的核扩散。伊朗和叙利亚的核活动一直在由国际原

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调查，而这两个国家不合作，给原子能机构的视察和调查

设置每一个可能的困难。叙利亚尚未申报目的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德

尔祖尔省的场地建造的一个核反应堆的核燃料，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地址仍是一个

谜。此外，中东地区活生生地记得，曾目睹本区域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的几个实例，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能力继续引起以色列和整个本区域的极大关切。 

8. 迫切需要加紧努力，以制止向中东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限制核燃料循环技术传播，特别是限制其传播至不遵守此领

域国际义务的国家，也很重要。国际、区域和国家迫切需要作出一系列努力，促

进更加严格管制特别是向从事扩散活动和参与支持恐怖主义的令人关切国家出

口敏感物项。 

9. 今天，中东 核心的威胁之一是伊朗的敌对政策和声明、其追求核武器、积

极发展导弹技术、积极参与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供应和训练。显然，如果不制止

和扭转伊朗的军事核计划，促进旨在加强现行防扩散制度的国际或区域议程将是

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10. 以色列与国际社会一样关切加强核材料与核设施的安全保障，以防止非法贩

运。本着这一精神，以色列参加了核保障监督领域的好几份公约和行为守则。以

色列参加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并批准了该公约《修正案》。以色列还签署

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此外，以色列还是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

议的当前成员。以色列一直参加集装箱安全倡议、大港倡议(美利坚合众国)、二

线防卫核心方案和全球减少威胁倡议，同时积极支持防扩散安全倡议。以色列参

加了 2010 年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和 2012 年在首尔举行的核安全峰会。 

http://undocs.org/ch/A/RES/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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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在区域安全领域的建立信任方面，以色列积极参与了 2011 年和 2012 年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联盟研讨会，“促进建立信任和支持在中东建立一个无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工具区的进程”。以色列还积极参加 2011 年 11 月举行的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论坛，其中来自中东和其他有关各方的与会者可以在该论坛上

借鉴其他区域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方面的经验，包括在建立信任方面的经验。 

12. 以色列在区域安全与军备控制领域的观点和政策一贯秉承务实、实际的态

度。这是由于我们认为，区域成员的所有安全关切应在区域范围内加以考虑和解

决。 终将中东建立成一个可彼此核查的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系统区的基

本前提是，除其他外，区域各国之间建立全面持久和平，所有区域各国遵守军备

控制和不扩散义务。国际经验证明，只有通过区域各国直接谈判，才能在区域内

形成这样一个区。中东区域也不例外。任何多数票表决或国际论坛单边决议都无

法替代广泛的区域对话与合作。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区应以该区域所有国家在稳定和全面和平的背景下自由达成的安排为基础。以色

列认为，区域各方之间成功的直接对话可以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即本区域各国能

够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的愿景——一个更安全、更和平、没有冲突、战争和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