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14-15617 (C) 180914 230914 

*1415617*  

  2014年 9月 2日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致会议代理秘书长的信，
其中转交依照 2014 年 3 月 3 日第 1308 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会议决定设立的非正式工作小组的报告 

我谨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依照 CD/1974 号决定设立的负责制订一项内容有力
并逐步实施的工作计划的非正式工作小组的最后工作报告。 

该报告是联合主席和副联合主席以个人身份提交的，不妨害各成员国的国家

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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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先生 

1.  我荣幸地以联合主席的身份并代表副联合主席澳大利亚大使彼得·理查
德·伍尔科特先生向你报告 2014 年期间依照 CD/1974 号决定设立的裁军谈判会
议非正式工作小组举行非正式磋商的结果。非正式工作小组是在 2013 年我们以
同样身份在依照 CD/1956/Rev.1 号决定设立的非正式工作小组内所进行工作的基
础上开展工作的。 

2.  如你所知，非正式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在 2014 年届会期间尽早制订一项内容
有力并逐步实施的工作计划。 

3.  自小组设立以来，伍尔科特大使和我按照 CD/1974号决定第 5段的要求，在
征得历任主席同意后，就工作计划进行了广泛磋商，特别是探讨有无可能就四个

核心议题(CD/1965)的谈判任务授权达成一致。我们还探讨了就这四个议题的组
合达成谈判任务授权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召开了三次公开会议，各成员国和观

察员国出席了会议。这三次会议分别于 2014年 5月 19日、7月 28日和 8月 18
日举行。 

4.  在继续探讨如何能够重启谈判的同时，2014 年届会之初，裁军谈判会议在时
任主席日本大使佐野利男先生的主持下，决定举行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就

各议程项目进行有条理的实质性讨论(活动时间表)。2014 年届会随后按照活动时
间表举行了讨论，为各代表团提供了宝贵机会，得以交流看法、寻求共识、找出

分歧点和从事奠基工作，以便将来在通过工作计划后能够开展谈判。然而，最后

没有达成突破，无法通过一项工作计划。 

5.  随着磋商的进行，很明显的是，对于就四个议题中的任一议题制订一项内容
有力并逐步实施的工作计划来说，并不存在共识。也没有可能商定出一项简化的

工作计划或就核心议题的特定组合开展谈判，这些议题分别是议程项目 1和 2(侧
重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议程项目 3(防止外层
空间的军备竞赛)和议程项目 4(消极安全保证)。依我们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会改变。 

6.  有鉴于此，我们还探讨了各方是否有任何兴趣和意愿在本会议议程项目 5 下
就“放射源的武器化/禁止放射性武器”开展谈判。  

7.  在这方面，我们指出，放射源是有害的，在出于意外、滥用或恶意的情况下
还有可能致命。这包括利用放射源制造“脏弹”的可能性。我们还指出，1990
年，裁军谈判会议曾在 1987 年、1988 年和 1989 年所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设立了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以期达成协议，开始谈判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我们又指出，虽然已经有一个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制度

(载于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但在是否涵盖放射源这一点
上可能存在法律漏洞。问题在于所涉及的重大安保和公共卫生风险是否足以让成

员决定开始谈判，以“填补可能的法律空白”。在 5 月 19 日的会议结束后，我
们编写了一份关于放射源武器化的工作文件，并以联合主席和副联合主席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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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该工作文件受到本会议许多成员和观察员的欢迎。许多代

表团赞赏该文件以持平的态度从从正反两方面讨论了应否谈判一项放射源武器化

公约的问题以及阐明了与议程项目 5有关的现有法律框架。其后，在按时间表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举行的专门讨论这个项目的会议上，各代表团在白俄罗斯大使
米哈伊尔·赫沃斯托夫先生的主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 

8.  此外，非正式工作小组还讨论了是否有任何可能进一步讨论代理秘书长迈克
尔·默勒先生于 5 月 20 日向本会议提出的与工作计划有关的几项建议，以促进
达成工作计划。代理秘书长的建议可总结如下： 

 争取达成框架公约，随后可缔结附加实质性议定书。 

 探讨可就哪些问题谈判具有政治约束力的自愿性制度。 

9.  非正式工作小组在 7 月 28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些建议，但对于近期内进一
步探讨默勒先生所建议的两种备选办法中的任何一种，显然不存在共识。然而有

若干代表团指出，这些办法也许不失为将来前进之道，使本会议能够就谈判任务

授权达成协议。 

10.  在 7月 28日的会议上，我们还提议，如果能达成一致，2015年不妨采用下
列方式向前迈进，其中包括促成： 

 2015 年就四个核心议程项目任命协调员，按活动时间表开展工作(沿用
2014年的做法)。 

 同意设立一个非正式工作小组，以便除其他外讨论是否就议程项目 5 进
行谈判的问题，包括讨论达成一项放射源武器化公约的利弊以及在裁军

谈判会议同意朝这一目标努力的情况下需要谈判哪些问题。 

11.  在 7 月 28 日进行了讨论后，明显看出上述提议不会得到所有代表团的同
意。 

12.  我们现在按照 CD/1974 号决定第 6 段的要求，向你提交小组的最后工作报
告。我们确认，在这段时期的工作计划上，或在采用上述任何备选办法上，没有

形成共识。但我们认为，所进行的广泛意见交流是很有助益的，启发了对如何向

前迈进的思考，以期最终达成一项工作计划。 

联合主席

路易斯·加列戈斯·奇里沃加 (签名)
联合副主席 

彼得·理查德·伍尔科特 (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