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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乌克兰 
 
 

 [原件：英文] 

[2008 年 2 月 12 日] 

1. 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事件，包括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若干挑战都

表明，必须制定多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其中纳入若干常规武器及其制造技

术进出口和转让方面的规范和规则。 

2. 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都支持大会第 61/89 号决议，这表明国际社会愿意建立

全面和具有普遍性的裁军机制，即制定常规武器转让共同规则。 

3. 乌克兰对大会第61/89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支持着手制定一项武器贸易条约，

并愿意在政府专家组框架内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合作拟订该文件。我们认为，这

一文件应由各国在多边、非歧视和透明的基础上共同商定。 

4. 该条约的宗旨应该是消除不负责任、未经授权的武器贸易。这一具有普遍性

的文件应该对非法武器贸易设置有效和可靠的障碍，从而遏制世界热点地区的趋

势及其数目的增长，减少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 

5. 我们相信，在拟定该文书的同时，还必须解决各种问题并克服可能因各国意

见分歧而出现的种种障碍。进一步核准和执行条约也是这一进程的部分内容。 

6. 成功落实这一大规模举措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是，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

国都必须认识到该条约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国家的立场对于确保条约的有效实施

至关重要。 

7. 乌克兰认为，必须对这一领域内的现行国家出口管制制度和国内立法进行分

析，以了解这些制度和立法是否符合国际标准，是否能够对付非法武器转让。在

这方面应该建立一些机制，帮助那些出口管制制度不够有效的国家。 

8. 乌克兰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对导致武器非法流动的所有渠道进行全面分析，

建立旨在打击该现象高效机制，并大力消除这一现象。 

9. 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制定条约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已纳入现行出口管

制制度及多边、区域和其它相应安排的各种机制、原则和规范。 

10. 我国支持着手制定具有普遍性的武器转让管制文件，同时，乌克兰坚信，这

一条约不应为合法出售武器的国家制造障碍。许多国家都无力制造满足本国正当

需要所需的各种国防装备。在这类情况下，武器进口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正当的

武器出口对于这些国家按照国际法准则确保本国安全关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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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11. 乌克兰认为，该条约为全面有效起见，应列入明确具体的所涉军备清单。条

约可以以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为依据，并应包括《瓦森纳安排》内的军用装备

清单。还应设想在条约中建立一个更新清单的机制。 

12. 关于所涉用品的范围，乌克兰认为，该文件应仅仅涵盖导致武器和技术从一

个国家领土转移到另一个国家领土的转让。上述文件不应适用于单个国家领土内

的武器转让。 

13. 重要的是，该条约的范围应涵盖各种转让——进口、出口、再出口、转让、

转运、技术援助、技术转让、中间商交易等等。 

14. 因此，必须对条约提及的各类武器和转让作出明确定义。 

  参数 
 

15. 条约应该规定各项基本原则，指导各国核发国际武器转让许可证。 

16. 应就如何规范批准和禁止武器转让问题制定各项标准。在制定这些标准过程

中，应该考虑到一些问题，特别是： 

 (a) 联合国会员国的国际义务；安全理事会有关禁止武器转让的决议所规定

的义务； 

 (b) 在国际和区域两级维护和平，确保安全与稳定； 

 (c) 防止非法国际武器转让，打击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 

 (d) 现有的防扩散和裁军安排。 

17. 国家报告框架内允许进行的两国间和多国间信息交流，以及在条约缔约国之

间进行的更广泛的交流，应成为条约的一个重要方面。 

18. 该条约的执行和对执行情况的监督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增拨开支。 

19. 此外，该条约还应对成立一个视需要临时或长期运作的秘书处事宜进行监

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