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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坚合众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 5 月 15 日的普通照会，

其中转交“关于寻求提高裁军谈判会议的效力和效率的参考

文件” 

 美利坚合众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向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致意，并

谨转交我国关于寻求提高裁军谈判会议的效力和效率的参考文件。文件中提出了

在即将举行的关于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讨论中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想法。美国代表

团谨请将这些文件分发给成员国，并登记为 2023 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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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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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寻求提高裁军谈判会议的效力和效率，美国驻裁军谈判会议

代表团提交的参考文件，2023 年 5 月 15 日 

  导言 

可以采取多种办法改进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的工作方法，而无需改变正式的议

事规则。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着眼于实际做法的办法可能是为裁谈会的工作方

法恢复活力，从而振兴裁谈会本身的最现实的途径。 

裁谈会可以采取步骤增强连续性。 裁谈会需要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程序性障碍，

循序渐进地利用每届会议取得的进展，逐年推进工作。 最后，裁谈会可以采取

步骤，争取就裁军议程开展互动性更强的讨论。 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精简工作计划和观察员国程序 

 裁谈会通过工作计划的做法早就应该改变，因为目前的程序繁琐低效，毫无

必要地重复，要求该机构每年都从零开始，重复同一项任务。 裁谈会可以改变

为每届新会议辩论并制定一项工作计划的做法，转而在现存议程的基础上，通过

一项全面和平衡的工作计划，除非裁谈会另有决定，否则该工作计划将逐年延

续，从而为各代表团腾出时间和资源来处理实质性议程项目。 

 精简工作计划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附属机构协调员拥有更多能动性，以其认

为最具成效的方式组织讨论，而不是在工作计划中对他们的工作方法做出规定。

 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采取的方法类似，协调员应该能够建议暂定议程和时间

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将各代表团的意见纳入考虑。 (注：本文件使用“附属机

构”一词指代就具体议程项目开展实质性讨论的形式，但不排除使用其他说法，

如“特设委员会”。) 

  裁谈会对潜在观察员国要求参加每届会议的申请进行重新审查，与制订工

作计划的程序一样，也是在重复消耗时间和精力。 裁谈会应该停止上述做法，

同意让已获批准的观察员身份逐年顺延。 裁谈会可以在 2022 年中国担任主席期

间就观察员国所作决定的基础上开始这一改变。 

   允许附属机构灵活工作 

 提高裁谈会的效力和改变目前“要么全面接受、要么全盘拒绝”做法的另一

个途径是，按照议事规则中的建议继续以非正式的形式举行附属机构的讨论。 

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更为互动的形式对议程项目进行实质性讨论，避免各国做正式

发言(正式发言留待在全体会议上发表)。 

 同样，还需要把附属机构向全体会议的报告视为不具约束力。附属机构协调

员可自由决定如何以最佳方式向全体会议报告本机构的工作结果。报告仅是一种

概述，是从协调员的角度对迄今为止所获进展的总结。为了保持和保护所达成的

任何结论的非正式、不具约束力的地位，无论是协调员向全体会议作口头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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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依个人职权提交文件，这些报告都将被视为仅反映协调员的意见，有待全体

会议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种做法将减少试图就协商一致文件达成一致所花费的时间，同时确保对

所进行的讨论做出某种记录。 附属机构的工作报告将作为下一年继续开展讨论

的出发点，这样，讨论和审议进程便可保持自己的速度和方向，直到找到可以协

商一致确定的前进方向。 这将加强附属机构的作用，组建这些非正式机构的目

的是建立信任和共同谅解直到各方开始形成协商一致意见，再由全体会议就进一

步行动做出决定。 

 附属机构的报告可以采用的另一种办法是，在协调员的非正式结论之外补充

一个正式商定的“议定结论”部分，其中包含所有国家都愿意支持的想法。 这

个部分最初可以非常简单，比如说各方一致认为某个特定议题很重要。 这样做

的目的是避免像过去那样，经过长期谈判而最终只报告“一些代表团”或“一个

代表团”对某一问题的立场。这种做法有助于改变讨论的形式，鼓励代表团寻求

达成哪怕是微小的共识。 重点将放在存在共识，而不是存在分歧的领域，从而

促进协商一致。 

   加强对话的互动性 

 裁谈会全体会议的内容往往是仅由成员国阐述本国立场，而不就有关问题开

展任何实质性交流和讨论。 如果各代表团真正想要进入谈判阶段，首先需要讨

论分歧，以确定意见一致的领域。 裁谈会目前已固定为一种僵化的程序，重复

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中国家发言和答辩权的模式，而没有侧重于对话和讨论。 联

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审会)基本上也是如此，其工作已经变成就各国对各种问

题的现有立场进行谈判，而不是围绕向裁谈会提出有益建议开展实质性探索。 

  在继续以“非正式”形式举行附属机构会议的同时，我们可以在正式全体

会议上使用更多的非正式讨论时段，以便代表们能够更深入地探讨问题。例如，

全体会议可在正式小组发言后转入非正式讨论，这将使各代表团有机会提出问

题，向专家求教，并开展相互交流，随后再在正式会议上表达本国的意见。还可

邀请专家就附属机构进程产生的任何“议定结论”提出进一步的想法。 

 此外，裁谈会还可以采取更为审慎的战略，寻求与其他裁军机构协同增效，

以促进本机构的实质性辩论。 例如，裁谈会(通过联合国大会)可以要求裁审会探

讨一个严格界定的专题，甚至探讨我们希望考虑的一种具体措施。 这样每个机

构都能在这些讨论中发挥互补而不是重复的作用，从而加快速度，在关键的裁军

问题最终取得进展。 这种办法还能带来额外益处，通过采取实际步骤实现更好

的结果，以解决“裁军机制”的运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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