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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A. 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总汇 a 
 

 背景资料 

 

国家 

 

于下列日期收

到的报告 

 

 

出口数据

 

 

进口数据

 

军事财产

国产军备 

采购 

国际转让 

小/轻武器 

1. 印度尼西亚 2010 年 1 月

5日 

无 有   有 

2. 以色列 2009 年 12 月

22 日 

有 有    

 
 
 
 

 B. 各国政府关于常规武器转让问题的答复 
 

 

  印度尼西亚 

报告国：印度尼西亚  

原文：英文 日历年：2008 年 

是否提供背景资料：是 提交日期：2010 年 1 月 5 日 
 
 

进口 

A B C D E 备注 

类型 

(一至七) 
 

出口国 

 

件数 

原产国 

(如非出口国) 中间地点 
 

物项说明 

 

转让说明 

四.作战飞机 荷兰 1   护卫舰  

七.导弹(a)和

导弹发射器

(b) 

捷克共和国 

中国 

3 

4 

无 

  RM 70 Grad 多管火箭

发射器船上地对地导

弹系统 

待装到作战飞机上 

 
 
 
 

__________________ 

 
a
 加上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提交的资料，共收到各国政府答复 8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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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报告国：以色列  

原文：英文 日历年：2008 年 

是否提供背景资料：无 提交日期：2009 年 12 月 22 日 
 
 

 

出口 

A B C D E 备注 

类型 

(一至七) 
 

最后进口国 

 

件数 

原产国 

(如果不是出口国) 中间地点 

 

物项说明 

 

转让说明 

二.作战装甲车 乍得 31   “REEM”  

三.大口径火炮系统 智利 

罗马尼亚 

卢旺达 

哈萨克斯坦 

312 

390 

5 

18 

  160毫米火箭 

160毫米迫击炮炮管 

160毫米发射器 

160毫米发射器 

 

 

国家转让标准：装备离开我国领土。 

 

进口 

A B C D E 备注 

类型 

(一至七) 
 

出口国 

 

件数 

原产国 

(如果不是出口国) 中间地点 
 

物项说明 

 

转让说明 

二.作战装甲车 美国 14   M1064A3 迫击炮车  

三.作战飞机 美国 17   F-16D  

 

国家转让标准：进入我国领土的装备。 

 



A/64/135/Add.3  
 

09-67104 (C)4 
 

 四. 各国政府提供的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国际转让的资料 
 
 

  印度尼西亚 
 

  关于小武器国际转让的资料 
 

进口 

A B C D E 备注 

  

出口国 

 

件数 

原产国 

(如非出口国) 
中间地点 

(如果有) 
 

物项说明 

 

转让说明 

小武器       

1.左轮手枪和自

动装弹手枪 

美国 159 

62 

352 

澳大利亚 

 

瑞士 

 Glock手枪 

STI-2011手枪 

Sig Sauer P226 Para

手枪 

 

2.步枪和卡宾枪 联合王国 48   AW狙击步枪  

 

 

A B C D E 备注 

  

出口国 

 

件数 

原产国 

(如非出口国) 
中间地点 

(如果有) 
 

物项说明 

 

转让说明 

3.冲锋枪 大韩民国 169 

189 

  Daewoo K1ASMG 

Daewoo K7 SMG 

 

5.轻机枪 比利时 96 

40 

  FN MAG 58 GPMG 

FN MINIMI Para LMG 

 

轻武器       

2.手提式管下榴

弹发射器 

大韩民国 

南非 

17 

38 

  Daewoo K4AGL 

MGL MK1 

 

5．轻型反坦克导

弹发射器和火

箭系统 

塞尔维亚 

西班牙 

405 

376 

 

  RBR M80 disposable 

反坦克火箭发射器 

Instalaza C90 反坦克

火箭发射器 

 

6.口径低于75毫

米的迫击炮 

以色列 45 

38 

  C05 Commando 迫击炮 

C06 远程迫击炮 

 

7.其他 南非 6 

7 

  Vector GA-1 火炮 

Vector GI-2 RFA 火炮 

待装到作战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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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国政府依照大会第 63/69 号决议第 5(a)段提出的意见 
 
 

  以色列 

[原件：英文] 

[2009 年 12 月 22 日] 

1. 以色列欢迎《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继续运作，欢迎在考虑到国家、区域

和全球安全关切的基础上，联合国和成员国努力促使这一建立信任、信赖和安全

的措施尽可能具有相关性和普遍性。 

2. 以色列深信遵守《登记册》意义重大，《登记册》有助于促进区域和全球的

稳定和安全。以色列从 1992 年《登记册》建立之日起，每年就其七类主要常规

武器作出回应。以色列报告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是通报相关军事装备离开或抵达以

色列领土的情况。 

3. 以色列认为，重中之重仍然是说服各国遵守登记册，通过对局势紧张区域各

国，例如中东地区做工作，进而巩固现有的联合国登记册。我们认为，登记册应

继续保持简单、重点突出和相关性，努力实现其目标，例如，促进透明度、展现

和平意愿、全球睦邻友好关系和避免不必要武器竞争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4. 以色列支持采取多边和双边举措，根除一切形式的常规武器非法贩运和扩

散。以色列每天都面临恐怖组织蓄意针对平民人口和包括民用航空在内的民用目

标的攻击。 

5. 我们敦促联合国登记册成员国注重打击国际和区域恐怖主义的预防性措施。

这些恐怖分子依赖非法交易和贩卖便携式防空系统、短程导弹和简易爆炸装置。

这些方面，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防止非法贩卖发射系统以及制作这种炸药的弹

药和重要成分。 

6. 在补充国际社会在《登记册》方面所做努力的军备控制领域，以色列建设性

地参加有关扩大《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国际谈判，以处理因不负责滥用某

些常规武器,例如杀伤人员地雷、激光致盲、反车辆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其

他弹药包括集束弹药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以色列作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

缔约国，还单方面暂停任何杀伤人员地雷的一切销售、出口和转让(直至 2011 年

7 月，每三年延一次)。 

7. 此外，以色列尤其认为，任何形式的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以及此类武器

的滥用均直接威胁安全和稳定，影响并伤害平民和社会，阻碍发展及冲突后重建

和复原。在这方面，以色列参加了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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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工作组的谈判，并遵循联合国大会 2005 年 12 月 8 日通过的

旨在使各国能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文书业务

准则(见第 60/519 号决定)。 

8. 2008 年，以色列颁布了一项关于国防出口管制措施的新法律。对现有立法作

了修改，新的国防出口管制法案通过了瓦森纳安排管制清单，更新并正式确定相

关主管当局(国防部、外交部和劳动、贸易和工业部)之间的协商程序。新法律还

强化了执法机制。以色列主管部门继续对国防工业做工作，传播上述新法律相关

条例的知识。除了法律方面的进展外，在国防部内设立了新的国防出口管制司，

在外交部内设立了新的国防出口管制局，合并并加强了现有的出口管制单位。 

9. 以色列根据本国的全面出口管制制度和法律，严格管制武器、军事技术和两

用物项的转让。考虑到所面临的具体威胁，以色列决定遵守瓦森纳安排原则，全

面严格管制便携式防空系统(2003 年 12 月瓦森纳协定全会通过)。 

10. 此外，以色列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对武器转让，包括对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

弹药转让，实施了一些重大的限制和禁止措施。在决定批准或不批准销售或实际

出口许可证时就开始实施这些措施。限制措施包括：遵守以色列作出承诺的军控

条约和机制，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实施的武器禁运，禁止对某些最终用户出口。

此外，出口管制系统禁止某些出口，例如出口到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组织或其支

持者手中的国家。 

11. 以色列在所在区域的战略位置以及邻国缺乏军事透明度和公开性的情况，让

以色列很难支持扩大《登记册》、使之也适用于军事装备和国产军备采购。此外，

对以色列而言，支持提高军事透明度的任何措施，如调整现有的七个登记册类型，

使之包括力量投送能力和增强战斗力的手段或军事技术转让信息，现阶段尚为时

过早。 

12. 因此，由于在其他军控条约(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化学武器公约》

和《生物武器公约》)中已经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些国家和登记册成员国

将常规军备和非常规军备两者透明度挂钩的做法看来不会有效果，在这方面常规

武器透明度，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尚不具备普遍性。 

13. 以色列支持渐进交换军事资料。此种资料交换必须从区域每年对现有《联合

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答复开始，然后再根据安全环境的真正改善，在适当和必

要时，在区域建立信任措施框架中，逐步发展成为较高程度的透明度概念。 

14. 高透明度应包括军事装备和本地生产能力，部队投送和增强手段以及先进军

事技术。只有在其作为区域安全和军备控制机制的一部分，可以相互核查，并以

遵守对等和全面性原则、政治军事关系正常化等条件为基础，此种透明度才能发

挥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