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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1999年 12月 15日 大会通过题为 小型武器

的第 54/54 V号决议 其中第 10-12段如下  

 大会  

  

 10.  赞同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52/38 J 号

决议的规定在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组协助下

编写的关于小型武器问题的报告 A/54/258

并考虑到会员国对该报告的意见  

 11.  吁请所有会员国尽可能和在必要时

同相关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合作和 或 通过国际

和区域合作执行该报告第四节所载的各项有关

建议  

 12.  请秘书长征求会员国对该报告以及

其中所载有关建议执行情况的意见  

2. 按照决议要求 秘书长于 2000年 3月 29日向会

员国发出普通照会征求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会员国

的答复载于以下第二节 今后从各国政府收到的其他

答复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二. 会员国的答复 

 

巴西 

 

       [原件 英文] 

       [2000年 5月 22日] 

1. 巴西认为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组的报告是处

理小型武器问题的一个适当途径 巴西同意报告中所

载的意见和建议 巴西对第 54/54 V号决议投了赞成

票 大会在决议中赞同这份报告 认为报告应作为定

于 2001 年举行的关于小型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所

有方面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基本文件之一  

2. 专家组报告的各项建议 A/54/258 第 94-121

段 虽然不需要国际会议的决定才能实施 但却须制

定合作安排或制定共同标准使之生效 因此 国际会

议应如报告第 113段所述 对于各会员国管辖范围内

武器分配所有各方面问题建议必要的法律 规章和行

政程序  

3. 国际会议还应讨论是否可能实施并协调关于武

器标记的准则 第 102 和 115-117 段 有关小型武

器的销售和采购 第 102 段 军火的管理以及多余

和没收武器的收缴和销毁 第 96 110 111 段 等

问题的规则是许多会员国所关心的 应由国际会议加

以审查 弹药和爆炸物问题也是国际会议讨论的范

围  

4. 巴西认为 对于小型武器所涉许多问题关心的民

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不仅仅应参与 2001 年国际会议

的筹备 而且还应参与国际社会所通过各项决定的实

施过程 第 105和 121 段  

5. 巴西政府赞成继续由筹备委员会主席领导进行

公开透明的协商程序 以协助委员会进行复杂紧急的

铺路工作 促使小型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

题国际会议取得成功  

中国 

 

       [原件 中文] 

       [2000年 6月 5日] 

 对专家组报告的总体看法 
 

1. 专家组报告总体上较为客观 平衡地反映了各方

在小武器问题上的关切 中国原则上赞同报告对小武

器问题所作的分析以及为解决问题所提出的进一步

建议 并认为 这些建议对国际社会妥善处理小武器

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感谢专家组及其秘书处

为报告的撰写所做的努力  

 对执行报告建议的看法 

(a) 联合国 

2. 中国政府欢迎联合国在协调国际社会处理小武

器问题的各项努力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并希望联

合国今后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中国认为 联合国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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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根据有关授权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时应尊重当地各

方的意愿 谨慎行事 中国支持联合国在促进信息交

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支持关于及时完成将小武器和

轻武器的生产和贸易限于国家授权的生产商和经营

商的可行性研究的建议 中国是为此设立的政府专家

组的成员 并参加了 5月 15日至 19日在纽约举行的

专家组第一期会议  

(b) 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 

3. 中国政府支持其他有关的国际和区域组织为解

决小武器问题所作的努力 各地区小武器问题具有不

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 寻求适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合

作措施是解决小武器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  

4. 中国积极参与寻求本地区范围内解决措施的多

边和双边努力 参加了 5月 3日至 4日由印度尼西亚

政府和联合国亚太和平与裁军中心主办的 雅加达地

区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贩运研讨会 6月 8日至 9日

在日本举行的 小武器问题亚洲地区研讨会  

(c) 国家 

5. 中国政府一向认为 各国制定并切实执行适合本

国国情的法律 规定或行政措施是解决小武器问题的

关键 也是进行双边及多边合作的基础 专家组报告

中关于国家措施的建议在宏观上对各国制定解决小

武器问题的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6. 中国政府根据本国实际情况 采取各种有效措

施 确保小武器合法的生产 经营等活动在国家许可

的范围内正常进行 预防和打击小武器非法制造 贩

运活动  

7. 中国的军贸政策明确规定 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

在内的武器出口必须遵守三项原则  有助于接受

国的正当自卫能力  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

平 安全与稳定  不干涉接受国内政 中国根据

上述原则 在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在内的武器出口问

题上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禁止向联合国实行武器

禁运的国家出口武器  

8. 中国过去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对武器弹药进行严

格控制 近年来加强了在此方面的立法措施 制定了

严格的法律和法规 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 从生产

使用 销售 储存 运输 进出口等各个环节对小武

器和轻武器进行管理 中国禁止私人持有 使用及买

卖任何军用武器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法律规定

持有 制造 买卖或运输枪支 此外 中国有专门法

规 对爆炸物品的生产 流通 使用等进行严格管制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2000年 5月17日] 

1. 对于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而言 小型武器和轻武

器问题主要来自非法贸易 世界上这类武器的积存和

流通带来严重后果 这类武器的不当适用导致凶行

家庭暴力 自杀和谋杀事件的增加 但更加严重的后

果是他们超越了国家安全范围 小型武器非法运入一

国国境 而不受国家管制 完全操纵在非法之徒的手

中  

2. 世界各地 特别是那些武装冲突业已停止的国家

内生产和流通的大量小武器通过非法秘密渠道进入

哥伦比亚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国境 这种趋势必须要

加以制止 必须采取行动防止私运者和罪犯有获得这

种武器的机会和能力 否则的话 如果不加适当管制

流通的武器将继续进入非法贸易市场 用以交换药品

和其他非法产品或用作货币以交换生活必需品  

3. 要解决流通的小武器问题 就必须拟订收缴和销

毁小武器的方案 协助前战斗员复员和重新融入民间

社会 提高人民生活标准 以便最终达成社会的非军

事化 使那些已消除武装冲突的国家能够巩固和平

在这一点上 这些国家所执行的对于交出小武器者支

付款项的方案应加以研究 以评价它们的结果及其对

社会非军事化工作的效用  

4. 对于小武器的流通和非法贸易制订集体战略时

必须铭记 非法武器的需求是来自那些非法的集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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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他们想要破坏宪政秩序 煽动暴力 以达成他们

的不正当目的 他们无法在所活动的国家内合法取得这

些武器 因而循非法贸易途径取得武器 还需铭记的是

武器的非法供应者是那些贪婪的贸易商 他们利用小武

器生产 分配和销售方面的管制不严 而从这类武器的

流通和非法贸易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中获益  

约旦 

 

       [原件 阿拉伯文] 

       [2000年 5月 31日] 

1. 我们赞同大会第 54/54 V号决议有关小武器和轻

武器的各项规定 因为  

 (a) 在冲突之中 如统计数字显示的 多数的死

伤都是小武器和轻武器造成的 在非常规武器和大型

和中型常规武器方面都已有国际准则加以管制 而个

人武器却受到忽略 要想减轻这类武器造成的人类痛

苦 就不得不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努力  

 (b)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积聚本身并不引起冲突

但这类武器大规模的积聚却鼓励那些自认为受到压

迫或想要提高他们在民间社会影响力的小团体采取

暴力 这类武器的积存还可促成或延长冲突 例如黎

巴嫩和非洲的情况  

 (c) 一般而言 这类武器在军事部队中受到严格

管制 然而武装反对派团体和半军事性组织的管制却

很松懈 要解决问题 就必须在国际上管制小武器和

轻武器向这类团体的供应  

 (d) 各个国家在取得这类武器 从而武装他们的

公民上所花费的资金可以花在其他方面 例如 这类

国家实际需要的发展 基础结构和教育项目 这类项

目的存在即使不能消除这些国家冲突的原因 或许也

可减缓紧张局面  

2. 关于第 54/54 V号决议第 12段 我们认为  

 (a) 应制订国际法律来管制这类武器的非法贸

易及其向军火黑市的扩散 同时应坚决进行反对这种

现象的国际宣传运动  

 (b) 国际法律还应对弹药加以管制 因为当弹药

受到限制时 这类武器就降低了使用价值  

 (c) 这类武器的扩散对于人口中心及其空中和

地面交通的自由和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 我们认为所

制订的国际法律应优先考虑下列武器  

   连发式机枪  

   轻型反坦克武器  

   肩式对空发射的武器  

 (d) 应设计一种这类武器在产地加以标记的方

式以便利追踪过程  

 (e) 小武器和轻武器方面也应有军备管制和裁

军 微型裁军  

 (f) 应设想一些方法来制定和保持武器出口的

记录  

 (g) 建立信任措施 军事开支的透明性以及区域

登记都可发挥作用  

 (h) 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阶段的社会应改进其

军民关系  

乌克兰 

 

       [原件 英文] 

       [2000年 7月12日] 

1. 秘书长报告中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于小武器和轻

武器非法贸易不断增加的问题表示关切 乌克兰对此

完全有同感  

2. 乌克兰是裁军和军备管制问题国际多边论坛的

积极参与者 愿参加集体措施以求防止小武器和轻武

器的非法贸易 乌克兰外交部长博雷斯 塔拉修克先

生曾在安全理事会 1999年 9月 29日举行的会议上建

议在联合国主持之下召开一次由主要武器生产国的

专家参与的国际会议 制订出防止武器非法贸易的有

效办法 乌克兰还提议对武器输出行为制订出一种类

似欧洲联盟所制订的 行为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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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乌克兰遵循安全理事会关于武器禁运的所有有

关决议 乌克兰也适当注意到大会 安全理事会和欧

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所有有关建议 以及联合国裁军

审议委员会通过的 在大会1996年12月10日第51/45 

N号决议范围内关于常规武器管制/限制和裁军 特别

着重于巩固和平的准则 乌克兰管制武器出口的法

律就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  

4. 乌克兰出口管制的主要立法在于乌克兰法律 乌

克兰总统法令和乌克兰内阁决定 特别是 国家对军

事用品 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国际转让的管制遵循乌

克兰内阁第 1358号决定 核可 1997年 12月 8日关

于国家监测军事用品国际转让程序的规章  

5. 向国际经济活动主体授权进出口军事用品的程

序应遵循乌克兰内阁第 838号决定 核可 1998年 6 

月 8日关于向外国经济活动者授予进出口军事用品和

载有国家机密信息物品程序的规章  

6. 在发放出口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的许可方面 乌

克兰实行适当的国家政策 特别是确保严格遵从安全

理事会各项决议制定的有关限制 并遵循大会的有关

建议和欧安组织的决定 乌克兰还履行它作为出口管

制方面各有关国际规章的当事者承担的一切义务  

7. 乌克兰为加强武器和弹药管制方面的国家立法

而采取的措施有制订并通过遵从国际准则和标准的

法律和决定 乌克兰最高议会部门委员会目前正在审

议关于乌克兰出口管制和关于武器问题的两项这种

乌克兰法律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