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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2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你，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担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计划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举行一次主题为“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建立信任措施”的

通报会。 

 哈萨克斯坦就此编写了概念说明并随信附后(见附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

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常驻代表 

 凯拉特·乌马罗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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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2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

附件 

  将于 2018年 1 月 18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建立信任措施”的通报会的概念说明 

 一. 一般资料和目的 

1. 哈萨克斯坦期待在 2018 年 1 月履行其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作为始

终致力于确保全世界长期和平、安全、发展和繁荣的国家，我们曾分别在 2016

年 4 月和 2017 年 1 月向国际社会提出两份关于没有战争和冲突的世界的重要文

件。第一份文件题为“宣言：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见 2016 年 4 月 18 日的

A/70/818-S/2016/317)。第二份文件是题为“哈萨克斯坦为建设一个安全、公正和

繁荣的世界维持全球伙伴关系的理念和愿景”的政策讲话(见 2017 年 1 月 6 日的

S/2017/19)。这两份文件是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构

想和拟定的。 

2.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在担任主席期间将举行一次关于“不扩散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建立信任措施”的安理会高级别专题通报会。这一活动列在“不

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项目下，将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安

全理事会会议厅举行。 

3. 要旨是为涉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区域冲突寻找政治解决办法，并在其中同

时并用“不扩散”方面的建立信任措施和其他建立信任的政治措施。因此，如要

预防、减缓和解决冲突，须得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这些武器会增加风

险或加剧冲突，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 

4. 专题通报会也注重预防议程，因为现在更加需要对话、外交和建立信任措施，

以便有效落实秘书长的呼吁和新和平议程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此外，

政治解决方案、条约、联合项目和“不首先使用”承诺是建立信任措施运作良好

的实例，可以有效地用于全面发展。 

 二. 加强建立信任措施折射出的不扩散问题 

5. 拟议专题将以安理会过去两年中已作出的不扩散努力为基础，特别是基于在

安全理事会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下列会议上所作的努力： 

 (a) 2016 年 8 月 23 日的会议(议题：“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和相关材料扩散的挑战”)； 

 (b) 2016 年 9 月 23 日的会议(议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核不扩散和核

裁军”），纪念《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二十周年，专注于核武器试验问题，最终

成果是通过了第 2310(2016)号决议； 

 (c) 2016年 12月 15日的会议(议题：“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预防灾难：

防止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球议程”)； 

https://undocs.org/ch/A/70/818-S/2016/317
https://undocs.org/ch/S/2017/19
https://undocs.org/ch/S/RES/23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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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017 年 6 月 28 日的会议(议题：“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专门讨

论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恐怖主义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 

 (e) 2017 年 9 月 21 日的会议(议题：“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专门讨

论安理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 

6. 专题通报会将讨论联合国议程上主要的不扩散问题，但采取了不同视角，即

透过加强建立信任措施的折射作用进行审视，目的如下： 

 (a) 在预防冲突、不扩散和建立信任措施这三个主题相互交汇、相互联系的

基础上，拟订前瞻性建议； 

 (b) 拟订建立信任措施，以克服许多为具体国家所特有的区域和专题事项，

这些问题出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解决，主要是因为缺乏信心和信任； 

 (c) 拟订建立信任措施，以执行不扩散制度和加强有效执行第 1540(2004)

号决议，因为处于临界状态的国家和具有毁坏性的非国家行为者仍在寻求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 

 (d) 拟订广泛的政治措施，以消除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驱

动因素，包括解决世界各区域(如中东和东北亚/朝鲜半岛)因缺乏信任所产生的许

多长期存在、旷日持久的冲突和危机，这些冲突和危机大多有着重大原由； 

 (e) 拟订作为不扩散进程组成部分的建立信任措施，由会员国宣布有关具体

承诺。 

7. 总之，我们需要在所有会员国的利益和谐结合的基础上制定新战略，以拟订

在某些特定领域开展合作的统一办法，包括加强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对话。

这将有助于实现国际条约(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的普遍性，将其作为不扩散方面加强建

立信任措施的方式。 

 三. 通报人和与会者 

8.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将在本次专题通报会上

代表担任主席的哈萨克斯坦，向与会者发言。 

9. 秘书长将出席这一活动，并向与会者简要介绍这一问题。 

10. 预计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将谈到安全理事会和会员国可采取哪些步骤来帮助

促进政治解决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危机或确保联合国系统包括其会员国

采取行动，执行建立信任措施并提高不扩散领域的透明度。 

11. 此后，受邀参加本次专题通报会的安理会成员将派出尽可能高级别的代表发言。 

 四. 成果文件 

12. 主席关于本次专题通报会结果的总结将在会后的三至四天内编写完成。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